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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Rank

US News 排名 105
QS 排名 76

(Overall score 第一名 Harvard University 為 100 分)

2015
THE

Teaching: 30% (Reputation survey 15%,  Students/staff ratio 4.5%, Doctoral/bachelor 

ratio 2.25%, Doctorate awarded 2.25%, Institutional inco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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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班別分布

大學部 53% 博士班 15%

碩士班 32%

學士班 17,709 + 碩士班 10,653 + 博士班 5,171 = 33,533

53 : 47

6 個學位學程
42 個學分學程

大學部：

共同必修 12 學分

通識課程 18 學分

系訂必修 50~100 學分

碩士班：

最低 24 學分

碩士論文

(或創作、展演等)

博士班：

最低 18 學分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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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是我們的未來

學生會章程草案

學生代表會 25 年展

幫助學生的成長
幫助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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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教出
什麼樣的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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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

培育具備健全品格，堅實學問，社會關懷與全球視野

的社會中堅及領導人才，以增進國家與人類福祉

敦品 勵學 愛國 愛人
1. 獨立思考與創新

2. 專業知能

3. 道德思辨與實踐

4. 身心健康管理

5. 履行公民責任

6. 人文關懷

7.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8. 國際視野

9. 了解尊重多元文化

10. 美感品味

由核心能力到學習成效 8

多元創新的整合實力



通識課程培養基本素養

量化分析
與

數學素養

物質
科學

生命
科學

文學
與
藝術

公民意識
與

社會分析

道德與
哲學思考

世界
文明

歷史
思維

各院系指定領域以

人文與科學互選為原則

每一指定領域

至少修習一門課程

例如中文系在五個

指定領域中至少修習一門

其他領域仍可選修但不列入通識學分

通識課程來源：

(1) 由院系所提出開課

(2) 專業基礎課程充抵

(3) 聘任兼任教師開課

培植基本素養：

(1) 共同必修

(2) 通識課程

(3) 服務課程

(4) 總整課程

(5) 校園文化

(6) 課外活動

基本能力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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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基本素養：

獨立思考與創新

專業知能

道德思辨與實踐

身心健康管理

履行公民責任

人文關懷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國際視野

解尊重多元文化

美感品味



臺大通識教育改革歷程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學習成效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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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建立制度

廣開課程

第二階段

訂定目標

持續監控

第三階段

課程精進

深化學習

研討會 (1) 

公聽會 (2)

共 250 門課

25,000 人次選修

教學助理制度

(2006-) 教學發展中心

椰林講堂

(2008-)

通識再評鑑

(2007)

(2004-2005)

共通教育

改革研究

報告書 共同必修保留國文與

外文各 6 學分，歷史

領域、本國憲法、公

民教育等共同科目融

入通識課程八大領域

新制實施評估報告

自我評鑑

自我反思

學習成效

通識教育
自我評鑑
準則

(2011)

A A A+ B A A A

教育部

全國傑出通識獎

夏季學院

(2010-) 北二區

申請自辦評鑑

通識評鑑

課程評鑑

機構評鑑

學生意見調查

通識教育評鑑

行政品質評鑑

新生書院

新生專題

(2008-) 學務處

(2012) 教務處

課程地圖

勾稽『基本素養』

Capstone 總整課程



開放課程 OCW 之演化與推廣

108 門 + 英語字幕

YouTube

>100 片 + 

英語字幕

>1,600 部

>100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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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ra
>2 門



教學方法革新
互動移動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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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的教學與研
究一樣好
甚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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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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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多媒體製作中心

改善教學環境 (新建大樓：一期、二期、實驗教學大樓)

教務處致力於建立優質的教學基礎環境

卓越教學 優質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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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底工程：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

文

學

院

理

學

院

醫

學

院

社
會
科
學
院

工

學

院

生
物
資
源
暨
農
學
院

公
共
衛
生
學
院

管
理
學
院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生
命
科
學
院

法
律
學
院

改善教學品質、提升研究能量、產學合作計畫

總經費共 4.3 億元分配 11 學院

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

學院特色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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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

TLD
C 國立台灣大學



樂在學習
策略工作坊

中心網頁
電子報

傑出教學助理

資格■認證
2007 

CEIBA

學習開放空間 個別學習諮詢 臺大演講網

飛雁計畫

教師成長團體

iTutor

祕密花園

教學助理研習會

教學助理工作坊

讀書
小組

教務長榮譽榜

TA Pilot

tPo

教學歷程檔

白
皮
書

SCIAS SoTL

問卷調查

網際奇兵

E-Learning

國內外參訪團

新進教師研習營



由核心能力檢定學習成效

先討論系所『教育目標』為基本指南，再凝聚各項『核心能力』

並依此『規劃課程』以便達成並且檢定學生最後之『學習成效』

規劃課程

學習成效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由學習成效
回來檢討…

根據核心能力
規劃配合課程

再依教育目標
擬定核心能力

教學評量檢視
學生學習成效

我們想教出
怎樣的學生？

檢定學習成效：

(1) 傳統考試成績、證照

(2) 等第制評分

(3) 總整課程 Capsto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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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核心

總整課程

基礎課程

課程地圖呈現學習路徑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生命科學院核心課程

基礎核心 通識課程 (18)共同課程 (12)

1 R(3,0) X(1,0)

普通化學丙

2 R(2,2) X(1,1) 

分析化學乙

1 R(3,3)

微積分與生物數學

1 R(3,3) X(1,1)

物理學與生物物理

1 R(3,3)

國文領域

●

1 R(3,3)

外文領域

●

1 R(0,0)

進階英文一二

●

1~4 R(0) [4門])

體育一~四

●

1~3 R(0) [3門]

服務學習一~三

●

專業領域 B 專業領域 C

Q R [>1門]

文學與藝術領域

●

Q R [>1門]

歷史思維領域

●

Q R [>1門]

世界文明領域

●

Q R [>1門]

哲學與道德思考

●

Q R [>1門]

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

●

大學畢業

專業領域 D

3/4 S(1,1)

國外實習

4 S(0,1)

最後一堂課

研究所課程

相關學程

3/4 S[20]

生物技術學程

▲

3 RX(0,4) 

生物技術核心實驗

台灣大學

各相關研究所

★

生命科學院

各研究所

★

基礎課程

●領域 ■合頂石

▲學程 ★研究所

1 R(0,3) X(0,1)

有機化學

2 R(2,2) X(0,1)

微生物學(專論)

2 R(4,0) X(2)

課程名稱

專業課程

3 E(4,0) 

分子生物學

建議修課年級 (Q, 不限)

必修 (R), 選擇性必修 (E), 選修 (S)

學分數 (上或下學期) [說明]

實驗課 (X) 

及學分數

專業領域 A

3/4 S

選修延伸課程

一年級

3/4 R(1,1) 

專題討論

1 R(1,0)

新生講堂

3/4 E

分子與細胞生物

● 3/4 E

個體生物

● 3/4 E

生態與演化

● 3/4 E

生物多樣性

●

專業領域 F 專業領域 G 專業領域 H專業領域 E

3/4 E

微生物與細胞科技

● 3/4 E

生物化學

● 3/4 E

生技產業研發

●

兩系選修

課分八大

領域

3/4 R(1,1)

專題研究

專業核心

■

■

●

■ ■

大四合頂

石■

學習總驗

收

各系入門概論

大學生活指引

教師學思歷程

後半部內

容與生物

相關

至少選1個領域，
生科系A~D 

生技系 E~H

2個次領域

生化科技系生命科學系

1 R(2,2) X(1,1)

普通生物學乙

1 R(3,3) X(1,1)

普通生物學甲

二年級

2 R(0,3)

生態學

3/4 S[20] ▲
系統生物與
生物資訊學程

3/4 S[20] ▲
基因體與
蛋白體學學程

2 R(0,3)

細胞生物學

系統生物學與
生物物理

3/4 E ● 3/4 S[20]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
學學位學程

▲

生物化學乙

2 R(2,2) X(0,1)

微生物學

2 R(4,4) X(2,2)

生物化學甲

2 R(3,0) 

生物統計學

2 R(2,2) X(1,1)

基礎核心

專業課程

專業領域

共同課程 通識課程

學分學程輔系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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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 共同課程 專業課程

共同教育中心 教務處申請與審核：

教學發展中心 CTLD研習與獎勵：

中心負責所有 TA 之講習、諮詢、評鑑、獎勵、申訴，

並開設教學相關之工作坊，經營 TA 交流平台

Ａ

Ｂ

Ｃ

TA
category

D, E

討論課

實驗課

一般型

語文課
體育課

Group size 

20人

8~40 人

80 人

30~50 人

授課教師 系所整合 系所教師

各院系所

務必跟課！

完善的教學助理制度 19



臺大特色

20PART II
Unique Campus



臺大校園的獨特資源

集各方頂尖人才

圖書及網路資源

群聚跨領域研究

優質之環境傳統

近百年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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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各方頂尖人才
22

臺大匯集臺灣最好的教師與學生



圖書及網路資源

23

總圖書館藏書與網路資源充沛



群聚跨領域研究
24

不同科系的新進教師齊聚一堂



優質之環境傳統
25

椰林大道與圖書館氣勢非凡



近百年金字招牌
26



思想自由

學術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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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這所大學
於宇宙的精神

28

傅斯年校長



通宇宙
貫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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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格局
30



臺大畢業生–華文世界頂尖 31



校園環境

PART III
Gallery



臺大的精神象徵：傅鐘



椰林大道的鳳凰木與傅鐘



文學院面向椰林大道與傅鐘



校長室前的希臘拱柱



由博雅教學館 202 教室外望物理系與凝態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接待室牆上的赤壁賦



校園內的古老磚瓦平房及周邊



醫學院校區的古蹟建築



圖書館的學習開放空間 (Learning Commons) 及 TA 帶領討論課



與大師的對話



臺大 80 週年慶典在新體育館舉行



在椰林大道的戶外音樂會



椰林大道音樂會中周華健演唱



生命科學院院慶學生表演套鼓



生命科學院院慶的全場景觀



一般學生實驗室及器具



學生的生物化學實驗記錄本



研究生的畢業論文發表會



每年椰林講堂發表教學成果



新生日全校的社團招生



每年企業界來校園徵聘人才



全校年度馬拉松吸引數千名跑者



學校緊臨公館商圈，生活機能極良好



學校對面的書店



臺北車站前新公園內池塘與白鷺



由臺大很快可抵基隆河邊的單車專用道



從校園以單車造訪優雅美景



單車道之路網延伸可達淡水河口



高速鐵路穩健可靠，縱貫臺灣西半部



新進教師研習營在實習林場溪頭舉行



校園內的四葉幸運草



以教育彩繪世界的未來

人才是邁向頂尖的唯一關鍵
Human resource is critical to achieve the university excellence

Education brings the world a colorful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