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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同教育諮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貳、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會議連結：meet.google.com/tux-dscy-dnu 

參、主  席：莊季高副校長                                              紀錄：張凱音 

肆、出席人員：莊榮輝委員、王偉勇委員、戴明鳳委員、劉金源委員、林泰源委員、謝玉玲委

員、鍾政棋委員、許  濤委員、廖正信委員、郭世榮委員、卓大靖委員、蕭聰

淵委員、饒瑞正委員、呂明偉委員、蔡國珍委員 

    列席人員：共同教育中心各單位主管及同仁 

伍、報告事項 

  一、主席致詞：略。 

  二、前次會議決議情形報告 

(一)有關本校現行八大領域博雅課程調整

1.通識課程規劃宜展現學校整體特色，目前以調整成四大領域為原則。

2.通識課程及領域規劃建議連結 SDGs，並相關會議討論時，加入學生想法。

3.重新規劃通識課程架構

  三、共同教育中心各單位業務報告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組 

  案由：有關本校博雅課程八大領域擬調整為四大領域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承前次共同教育諮議委員會議決議，考量學校規模、新舊制課程銜接、學生選

修自由度及開課穩定度等因素，擬調整成四大領域。 

二、本案業經 110 年 9 月 9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博雅組組務會議、110 年 12 月

14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博雅組組務會議及 111 年 4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博雅組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三、 配合本校核心能力培養目標：培養「『具備國際競爭之專業能力、創造能力、執行能

力及社會關懷能力』之核心能力的優質人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114 年度校務

發展計畫》，採用議題導向為領域分類基礎，共規劃人文探索、世界脈動、科技創新、

跨領域與永續發展等四大領域，詳如下表： 

四大領域分類規劃 議題導向領域相關內容 

人文探索 

探討文學、哲學、宗教、藝術、史學、人類學、性別和倫理

議題的課程（主要對應：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美學與美感

表達、歷史分析與詮釋、中外經典）。 

世界脈動 

探討政治、經濟、商業、民主、社會、傳播、法律、軍事等

全球及在地議題的課程（主要對應：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科技與社會、中外經典）。 

科技創新 
探討理學、工程學、生物學、醫學、科技和環境議題的課程

（主要對應：科技與社會、自然科學、中外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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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與永續發展 

探討海洋科學、跨領域議題、永續發展、社區營造、社會實

踐與地方創生議題的課程（主要對應現有八大領域中涉及海

洋、跨領域、永續發展、社區營造、社會實踐及新興議題的

課程）。 

四、本校通識課程架構如下： 

(一)本校目前博雅課程架構分成一般通識(八大領域)及必修通識，合計 18 學分。

一般通識 必修通識 

1.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2.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3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4.中外經典

5.美學與美感表達

6.科技與社會

7.自然科學

8.歷史分析與詮釋

應修 14 學分 

海洋科學概論 

人工智慧概論 

應修 4 學分 

五、以四大領域為課程規劃，每個領域皆須修習學分，由學生自行選擇，其中三個領域

各須修習 4 學分，第四個領域修習 2 學分(4 學分×3 領域＋2 學分=14 學分)。 

六、現依 110 學年度博雅開課課程進行四大領域課程分類，詳附件一(P6- P11)，後續擬

再由授課教師檢核課程大綱進行領域分類確認。 

  決議：依委員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處如下： 

1. 四大領域分類修正為人文探索、社會脈動、科技創新、跨域永續等四大領域。

2. 各領域之議題導向所含相關內容建議應增加課程跨域內涵。

提案二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組 

  案由：有關共同教育中心「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實施辦法及學程委員會實施要點，

提請討論。 

說明： 

一、共同教育中心「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實施辦法及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廢止案，業經

110 年 9 月 14 日共同教育中心「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委員會」會議、111 年 3 月 2 日

博雅教育組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組務會議及 111 年 4 月 29 日共同教育中心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中心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該學程將自 113 學年度起正式結束，

最後認證學程學生為 110 學年度入學生。 

二、為符應本校校務發展計畫，結合 SDGs 指標，本中心擬設立「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

分學程」，並由博雅教育組協助研擬學程相關事項，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與委員會實施

要點草案詳附件二(P12- P13)。 

三、目前規劃旨揭學程應修學分數為 20 學分，博雅教育組課程認列 12 學分為學程必修

課程，8 學分由其他系所課程認列。待學程設立相關程序完備，擬自 112 學年度起成

立。 



決議：依委員建議，修正處如下，餘照案通過： 

1. 應全面盤點學程合適課程並建立完整課程架構，經寄發委員檢視妥適再行後續相

關程序。

2. 「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草案)修訂四條條文如下：

(前略)扺免他校所修課程學分數，至多不超過 6 學分。

3. 「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部分條文修訂如下對照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

育中心設置永續發展與跨

領域學分學程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

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主任委員：置主任委員

一名，由共同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兼任之，並擔

任召集人。主任委員得

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

列席。  

    二、當然委員：置當然委員

三至五名，由博雅教育

組組長及博雅教育組

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

人員）擔任之。博雅教

育組專任教師（含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委員人

數不超過博雅教育組

教師總數三分之一。  

    三、遴聘委員：遴聘委員由

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遴聘三至五名校內

外相關領域教師、研究

人員或業界人士擔任

之。  

    主任委員、當然委員及遴聘

委員皆由共同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簽請校長聘任之。

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二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

育中心設置永續發展與跨

領域學分學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

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主任委員：置主任委

員一名，由共同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兼任

之，並擔任召集人。主

任委員得視需要邀請

相關人員列席。  

    二、當然委員：置當然委

員三至五名，由博雅

教育組組長及博雅教

育組專任教師（含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之。

博雅教育組專任教師

（含專業技術人員）

擔任委員人數不超過

博雅教育組教師總數

三分之一。  

三、遴聘委員：遴聘委員

由共同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遴聘三至五名校

內外相關領域教師、

研究人員或業界人士

擔任之。  

    主任委員、當然委員及遴

聘委員皆由共同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任。

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刪除多餘字。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開

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主任委員視本學程發展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開

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主任委員視本學程發

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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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得不定期召開委員會

會議。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

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

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展需要，得不定期召開委

員會會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包括： 

一、規劃、審議及認定本學

程所屬課程。本學程課

程經委員會認定後，由

共同教育中心每學期

公告之。  

二、非本學程規定之其他

相關課程認定。  

三、審議「永續發展及跨領

域學分學程證明書」之

發給名單。 

四、其他與本學程相關事

項之審議與執行。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包括： 

一、規劃、審議及認定本

學程所屬課程。本學

程課程經委員會認定

後，由共同教育中心

每學期公告之。  

二、非本學程規定之其他

相關課程認定。  

三、審議「永續發展及跨

領域學分學程證明

書」之發給名單 

四、其他與本學程相關事

項之審議與執行。 

刪除多餘字。 

提案三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組 

  案由：有關共同教育中心「永續發展 EMI 課程」開課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本校海洋前瞻國際學院計畫，本中心自 110 學年度起，每學期皆開設「永續

發展 EMI 課程」，歷年開課情形詳如下表： 

學期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修課人數 

1101 D9G014EN 永續發展 EMI-台灣之美(人格) 張景煜 15 人 

1101 D9G014EK 
永續發展 EMI-與台灣相遇：一場文化與

人文的體驗行銷(人格) 
黃昱凱 11 人 

1101 D9G014EJ 永續發展 EMI-郵輪旅遊概論(科技) 蔡豐明 14 人 

1101 D9G014BO 永續發展 EMI-微生物與疾病(科技) 許淳茹 10 人 

1101 D9G014AD 
永續發展 EMI-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育(科

技) 
陳瑤湖 2 人 

1102 B9M014I2 台灣人文與地景之美(人格) 黃昱凱 32 人 

1102 B9M014JT 探索台灣美食(人格) 張景煜 31 人 

1102 B9M014HY 世界遺產導論(人格) 徐胤承 31 人 

1102 B9M014AD 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育(科技) 陳瑤湖 18 人 

1102 B9M0149X 微生物與疾病(科技) 許淳茹 30 人 

1102 B9M014I1 基本人權專題(民主) 高樹人 38 人 

二、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開設課程詳如下表： 

學期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備註 

1111 預開 D9G014I1 永續發展 EMI-基本人權專題(民主) 高樹人 碩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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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預開 D9G014AD 
永續發展 EMI-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育(科

技) 
陳瑤湖 碩博班 

1111 預開 D9G014BO 永續發展 EMI-微生物與疾病(科技) 許淳茹 碩博班 

1111 預開 D9G014JT 永續發展 EMI-台灣人文與地景之美(人格) 黃昱凱 碩博班 

1111 預開 D9G014EN 永續發展 EMI-台灣之美(人格) 張景煜 碩博班 

1111 預開 新課號 
永續發展 EMI-全球化世界的永續發展議

題(全球) 

徐胤承 

鍾蕙先 
碩博班 

1111 預開 B9M014I1 基本人權專題(民主) 高樹人 學士班 

1111 預開 B9M014AD 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育(科技) 陳瑤湖 學士班 

1111 預開 B9M0149X 微生物與疾病(科技) 許淳茹 學士班 

1111 預開 B9M014I2 台灣人文與地景之美(人格) 黃昱凱 學士班 

1111 預開 新課號 台灣之美(人格) 張景煜 學士班 

1111 預開 新課號 全球化世界的永續發展議題(全球) 
徐胤承 

鍾蕙先 
學士班 

  決議：依委員建議，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開設課程新增「海洋科學概論」，餘修正後通過，

修正處如下： 

學期 課號 課名 授課教師 備註 

1111 預開 D9G014I1 永續發展 EMI-基本人權專題(民主) 高樹人 碩博班 

1111 預開 D9G014AD 
永續發展 EMI-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育(科

技) 
陳瑤湖 碩博班 

1111 預開 D9G014BO 永續發展 EMI-微生物與疾病(科技) 許淳茹 碩博班 

1111 預開 D9G014JT 永續發展 EMI-臺灣人文與地景之美(人格) 黃昱凱 碩博班 

1111 預開 D9G014EN 永續發展 EMI-臺灣之美(人格) 張景煜 碩博班 

1111 預開 新課號 
永續發展 EMI-全球化世界的永續發展議

題(全球) 

徐胤承 

鍾蕙先 
碩博班 

1111 預開 新課號 永續發展 EMI-海洋科學概論 曾筱君 碩博班 

1111 預開 B9M014I1 基本人權專題(民主) 高樹人 學士班 

1111 預開 B9M014AD 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育(科技) 陳瑤湖 學士班 

1111 預開 B9M0149X 微生物與疾病(科技) 許淳茹 學士班 

1111 預開 B9M014I2 臺灣人文與地景之美(人格) 黃昱凱 學士班 

1111 預開 新課號 臺灣之美(人格) 張景煜 學士班 

1111 預開 新課號 全球化世界的永續發展議題(全球) 
徐胤承 

鍾蕙先 
學士班 

1111 預開 B9M01Z64 海洋科學概論 曾筱君 學士班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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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領域 開課班別 原八大領域別 授課教師

1 藝術與美學(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侯鵬暉

2 藝術的生命視野(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紀金慶

3 聽覺識別與流行創作(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偉杰

4 現代藝術賞析(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淑文

5 書法藝術進階(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張玉真

6 書法藝術〈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張玉真

7 漢字藝術與文化(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孫亮球

8 影像配樂編曲製作(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偉杰

9 硬筆書法與書道美學(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謝忠恆

10 藝術評論與鑑賞(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謝忠恆

11 臺灣美術與社會(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謝忠恆

12 藝術實踐與表達(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謝忠恆

13 藝術欣賞與創作(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淑文

14 原創電影數位音樂音效設計製作(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偉杰

15 文創設計與行銷(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李奕璋

16 基礎小提琴演奏與聽覺應用藝術(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偉杰

17 海洋文化與城市歷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洪文琪

18 臺灣文化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洪文琪

19 近代中外關係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應俊豪

20 近代中外關係史（歷史） B 歷史分析與詮釋 應俊豪

21 臺灣海洋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王俊昌

22 中國社會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吳蕙芳

23 中國社會史(歷史) B 歷史分析與詮釋 吳蕙芳

24 中國文化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吳蕙芳

25 中國文化史(歷史) B 歷史分析與詮釋 吳蕙芳

26 大學歷史(一)(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王俊昌

27 海港城市與文化(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吳蕙芳

28 文化與社會(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江志宏

29 贏家戰略與習慣領域(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郭展禮

30 基隆之美(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安嘉芳

31 韓國的性別意識與文化變遷(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黃駿

32 西遊記精讀(經典) A 中外經典 謝玉玲

33 寓言、故事與行銷〈經典〉 A 中外經典 謝玉玲

34 影視音樂音效鑑賞(經典) A 中外經典 鄭偉杰

35 生命哲學(經典) A 中外經典 紀金慶

36 音樂劇場(經典) A 中外經典 陳雪燕

37 世界名歌欣賞(經典) A 中外經典 陳雪燕

38 三國志與三國演義(經典) A 中外經典 安嘉芳

1 刑法概要(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成瑜

2 民主憲政與基本人權(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林谷蓉

3 民主憲政與基本人權(民主) B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林谷蓉

4 傳播倫理與媒體素養(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許文宜

5 海巡法規概要(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劉中平

6 民主政治與人權(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維萱

7 漁村學習與公民行動(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維萱

8 性別平權教育(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維萱

9 性別平權教育(民主) B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維萱

110學年度博雅課程於四大領域分類初稿

1101學期開課課程

人文探索議題合計 : 38門課

人文

探索

世界脈

動議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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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台灣政經發展與經驗（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張釗嘉

11 傳播技能 - 海洋新聞採訪寫作(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許文宜

12 傳播技能 - 新聞採訪寫作(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許文宜

13 傳播技能-媒體聲音表達專題(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許文宜

14 傳播技能-媒體聲音表達專題(美學) B 美學與美感表達 許文宜

15 法律與生活(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郭慧貞

16 從現代世界體系到全球化(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黃麗生

17 從現代世界體系到全球化(全球) B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黃麗生

18 性別與社會(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黃駿

19 性別與社會(全球) B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黃駿

20 全球化、朝聖與旅遊(全球) B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黃駿

21 全球化、朝聖與旅遊(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黃駿

22 電影中的南北韓與脫北問題(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黃駿

23 戰爭、武器、流亡詩人與全球公民(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黃駿

24 東亞海權發展與演變(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應俊豪

25 東亞海權發展與演變(科技) B 科技與社會 應俊豪

26 創意行銷企劃實務(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曾聖文

27 智慧財產權法概論(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高樹人

28 馬祖文化與節慶行銷(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王俊傑

29 廣告與台灣社會變遷(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江志宏

30 世界文明與發展(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應俊豪

31 世界文明與發展(全球) B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應俊豪

32 創業育成實務(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李健全

33 創業與管理(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呂芳堯

34 創業管理之實務應用(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呂芳堯

35 巨量資料分析與應用(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莊宸銘

1 氣象與災變天氣(自然) A 自然科學 鄭師中

2 古生物與環境倫理(自然) A 自然科學 李世緯

3 物理中看音樂 --- 音樂中看物理(自然) A 自然科學 吳允中

4 氣象與氣候變遷(自然) A 自然科學 鄭師中

5 全球環境變遷(自然) A 自然科學 呂學榮

6 全球暖化與海平面上升(自然) A 自然科學 藍文浩

7 量子奇談(自然) A 自然科學 吳錫樹

8 環境課題(自然) A 自然科學 華健

9 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黃昱凱

10 漢字文化與智慧生活(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胡雲鳳

11 混沌學入門(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胡健驊

12 面對AI智能機器人的時代(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胡健驊

13 人文、科學的相遇(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林泰源

14 新能源與環境治理(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曾聖文

15 新能源與環境治理(科技) B 科技與社會 曾聖文

16 物聯網實務應用(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張子仁

17 網路世界與人際關係發展(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林志聖

18 環境保護、海岸污染與預防-生態工法(科技)A 科技與社會 陳銘仁

19 智慧財產權實務(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高樹人

1 卓越大師講座(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張正傑

2 海洋事務概論 (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郭庭君

3 優質企業人系列講座(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孫寶年

4 里海與漁村:人與海的和諧共生(自然) A 自然科學 陳均龍

5 海洋能源系統導論(自然) A 自然科學 臧效義

跨領域

與永續

發展議

題

世界脈動議題合計 : 35 門課

科技創新議題合計 : 19 門課

世界

脈動

科技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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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環境教育(自然) A 自然科學 羅力

7 海洋、漁業與生活(自然) A 自然科學 王世斌

8 海洋生態與經濟永續發展(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蕭堯仁

9 海洋科技導覽解說與實習（I）(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施彤煒

10 海洋觀光旅遊實踐與規劃(人格) A 科技與社會 嚴佳代

11 海洋考古(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王俊昌

12 海洋考古(人格) B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王俊昌

13 海洋社會科學概論(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林谷蓉

14 海洋社會科學概論(科技) B 科技與社會 林谷蓉

15 地方文化產業與海洋節慶活動(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曾聖文

跨領域與永續發展議題合計 : 15 門課

跨領域

與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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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領域 開課班別 原八大領域別 授課教師

1 生活心品格 (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鄭學淵

2 跨場域藝術表達(USR) (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謝忠恆

3 日本文化(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卞鳳奎

4 日本文化(人格) B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卞鳳奎

5 探索台灣美食(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張景煜

6 性別議題與親密關係發展(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林志聖

7 性別文化與中國電影(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黃駿

8 海港城市與文化(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吳蕙芳

9 基隆之美(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安嘉芳

10 台灣人文與地景之美 (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黃昱凱

11 歌劇入門(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王典

12 音樂欣賞(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王典

13 藝術創作與心靈探討(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淑文

14 魚文化與文學(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謝玉玲

15 電影詮釋與文化研究(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黃駿

16 書法藝術進階(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張玉真

17 書法藝術〈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張玉真

18 漢字藝術與文化(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孫亮球

19 影像配樂編曲製作(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偉杰

20 硬筆書法與書道美學(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謝忠恆

21 臺灣美術與社會(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謝忠恆

22 原創電影數位音樂音效設計製作〈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偉杰

23 藝術敘事力（USR）（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謝忠恆

24 現代藝術賞析(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淑文

25 聽覺識別與流行創作(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偉杰

26 藝術的生命視野(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紀金慶

27 基礎小提琴演奏與聽覺應用藝術(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鄭偉杰

28 海洋文化與城市歷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洪文琪

29 海洋移民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黃麗生

30 台灣文化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卞鳳奎

31 台灣文化史(歷史) B 歷史分析與詮釋 卞鳳奎

32 大學歷史(二)(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王俊昌

33 近代中外關係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應俊豪

34 近代中外關係史（歷史） B 歷史分析與詮釋 應俊豪

35 中國社會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吳蕙芳

36 中國社會史(歷史) B 歷史分析與詮釋 吳蕙芳

37 臺灣海洋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王俊昌

38 印象馬祖海知道(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劉碧雲

39 臺灣文化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洪文琪

40 中國文化史(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吳蕙芳

41 中國文化史(歷史) B 歷史分析與詮釋 黃麗生

42 影視音樂音效鑑賞(經典) A 中外經典 鄭偉杰

43 音樂劇場(經典) A 中外經典 陳雪燕

44 世界名歌欣賞(經典) A 中外經典 陳雪燕

45 三國志與三國演義(經典) A 中外經典 安嘉芳

46 人生哲學 (經典) A 中外經典 紀金慶

47 由得獎電影看台灣族群與家庭 (經典) A 中外經典 黃駿

48 《論語》人文思想的現代解讀 (經典) A 中外經典 郭寶文

49 經典電影與電影大師 (經典) A 中外經典 黃駿

1 民生主義與台灣經驗(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張釗嘉

2 漁村學習與公民行動(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維萱

1102學期開課課程

人文探索議題合計 : 49 門課

世界脈動

議題

人文探索

9



3 智慧財產權法概論(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高樹人

4 法律與生活(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郭慧貞

5 傳播倫理與媒體素養(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許文宜

6 性別平權教育(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維萱

7 性別平權教育(民主) B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維萱

8 刑法概要(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成瑜

9 基本人權專題 (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高樹人

10 日本電影中的反戰與人性 (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黃駿

11 民主政治與人權(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周維萱

12 當前台灣社會問題分析(全球 )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江志宏

13 個人財務規劃(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蕭堯仁

14 世界文明與發展(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應俊豪

15 世界文明與發展(全球) B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應俊豪

16 創業育成實務(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李健全

17 巨量資料分析與應用(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莊宸銘

18 生涯規劃與投資理財(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游秋雄

19 政治變遷與國家發展(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林谷蓉

20 政治變遷與國家發展(全球) B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林谷蓉

21 世界遺產導論 (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徐胤承

22 傳播技能-媒體聲音表達專題(美學) A 美學與美感表達 許文宜

23 傳播技能-媒體聲音表達專題(美學) B 美學與美感表達 許文宜

24 電影中的南北韓與脫北問題(歷史) A 歷史分析與詮釋 黃駿

25 創意行銷企劃實務(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曾聖文

26 職場發展與生涯規劃 (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陳冠人

27 東亞海權發展與演變(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應俊豪

28 當代傳播問題(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許文宜

29 當代傳播問題(科技) B 科技與社會 許文宜

1 光與色彩(自然) A 自然科學 吳允中

2 永續生活(自然) A 自然科學 華健

3 氣象與氣候變遷(自然) A 自然科學 鄭師中

4 海洋、漁業與生活(自然) A 自然科學 王世斌

5 地球的歷史(自然) A 自然科學 李世緯

6 氣象與災變天氣(自然) A 自然科學 鄭師中

7 微生物與疾病((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許淳茹

8 新能源與環境治理(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曾聖文

9 新能源與環境治理(科技) B 科技與社會 曾聖文

10 物聯網實務應用(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張子仁

11 專案管理實務(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黃昱凱

12 漢字文化與智慧生活(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胡雲鳳

13 人文、科學的相遇(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林泰源

1 優質海洋人系列講座(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孫寶年

2 卓越大師講座(民主) A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張正傑

3 傳承與創新--王光祥講座(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林見松

4 海洋環境體驗與影視創作(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羅力

5 台灣海洋文化與全球化流行趨勢(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江志宏

6 臺灣海洋巡護政策與經驗之永續經營(全球) A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劉中平

7 海洋考古(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王俊昌

8 海洋考古(人格) B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王俊昌

9 地方文化產業與海洋節慶活動(人格) A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曾聖文

10 海洋生態與全球變遷(自然) A 自然科學 周文臣

11 永續發展保護環境與健康(自然) A 自然科學 陳銘仁

12 海洋永續在地參與(自然) A 自然科學 陳均龍

跨領域與

永續發展

世界脈動議題合計 : 29門課

科技創新議題合計 : 13 門課

世界脈動

科技創新

10



13 藻類、海洋與生活 (自然) A 自然科學 張睿昇

14 海洋科技導覽解說與實習（Ⅱ）(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施彤煒

15 面對全球暖化之海洋科技(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胡健驊

16 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育(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陳瑤湖

17 海洋社會科學概論(科技) A 科技與社會 林谷蓉

18 海洋社會科學概論(科技) B 科技與社會 林谷蓉

跨領域與永續發展議題合計 : 18 門課

跨領域與

永續發展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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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11年 月 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培養具備整合永續發展與跨領域研究之高等人才與世界公民領袖，依據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學程設置準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申請修習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修滿本學

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得向本校申請發給「永續發展及跨領域學分學程證明書」（附

件「永續發展及跨領域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表）。 

第三條 本學程設置「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四條 本學程應修習學分數 20 學分，包括核心課程至少 12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8 學

分，其中核心課程至少須修習 2 門（或至少 4 學分）至社區（或計畫場域）進行社會

實踐之課程。 

扺免他校所修課程學分數，至多不超過 6 學分。 

第五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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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111年 月 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設置永續發展與跨領域學分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主任委員：置主任委員一名，由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兼任之，並擔任召集人。

主任委員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二、當然委員：置當然委員三至五名，由博雅教育組組長及博雅教育組專任教師（含

專業技術人員）擔任之。博雅教育組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擔任委員人數

不超過博雅教育組教師總數三分之一。 

三、遴聘委員：遴聘委員由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遴聘三至五名校內外相關領域教師、

研究人員或業界人士擔任之。 

主任委員、當然委員及遴聘委員皆由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任。委員任

期一年，得連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開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主任委員視本學程發展需要，

得不定期召開委員會會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包括： 

一、規劃、審議及認定本學程所屬課程。本學程課程經委員會認定後，由共同教育中

心每學期公告。 

二、非本學程規定之其他相關課程認定。 

三、審議「永續發展及跨領域學分學程證明書」之發給名單。 

四、其他與本學程相關事項之審議與執行。 

第五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第六條 本要點經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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