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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5 時 10 分 

貳、會議地點：人文大樓 4 樓共同教育中心 404 多功能會議室 

參、主  席：謝玉玲中心主任                                           紀錄：張凱音 

肆、出席人員：  

  校內外學者專家： 

      邱佳慧委員(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請假 

      胡衍南委員(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產業界或畢業校友代表： 

      朱興華委員(中衛發展中心總經理) 

      林青海委員(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副館長) 

  學生代表 2 名： 

      楊孝祖委員(生科系 4A) 

      李昀修委員(海洋經管系 4A) 

  語文教育組代表：郭寶文委員(請假，潘明鳳行政專員代理)、胡雲鳳委員 

  博雅教育組代表：王志銘委員、周維萱委員 

  體育教育組代表：黃智能委員(請假)、陳建文委員 

  華語中心代表：簡卉雯委員、黃雅英委員 

  藝文中心代表：謝忠恆委員 

  海文所代表：卞鳳奎委員(請假) 

  應英所代表：黃如瑄委員(請假，沈俊修行政組員代理) 

  列席人員：宋怡萱行政組員 

伍、主席報告：略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課程須知」，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09 年 10 月 15 日大一共同必修 AI 課程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9 年 8 月 26 日語文組組務會議、109 年 11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語文組組課程委員會通過及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博

雅組組課程委員會書審通過。 

三、因應 110 學年國文領域從 6 學分減為 4 學分，擬自 110 學年度新增列博雅必修「人

工智慧概論」課程，並認列至「科技與社會」領域，博雅領域從 16 學分增至 18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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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四、檢附修正對照表及現行規定，詳附件一(P6)。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條文詳附件一之一，P9) 

 

提案二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使本校「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執行更臻完善，擬修正第七條條文。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附件二(P11)。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條文詳附件二之一，P12) 

 

提案三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落實本校「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執行成效，擬修正第二點及第五點規定。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附件三(P13)。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後條文詳附件三之一，P15)：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名，由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之；委員若干名，由

共同教育中心及本校相關領域教師或研究人員組成，任期 1 年，由共同教育中

心簽請校長遴聘之。 

 

提案四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研究所 

  案由：有關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同教育英語文」課程之「大一英文」以及「進階英文」

擬開課程統計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19 日應英所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一英文」、「進階英文」擬開課程統計表，詳附件四(P1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體育教育組 

  案由：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課程課表，提請核備。 

  說明： 

一、為提昇體育教學課程本質與成效，本案業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召開課程會議

研議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課程以確保教學品質。 

二、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課程日間部 88 班、進修 9 班及適應體育 1 班。 

三、課程表中標示黃色底框，代表保留課程予大四學生優先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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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課程課表，詳附件五(P18)。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華語中心 

  案由：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華語中心開課課表，提請核備。 

  說明： 

一、開設必修課進階華語(A)、(B)、(C)、(D)四種班別。 

二、開設養殖系 ICDF 學生必選修中文(二)。 

三、另開設必修課基礎華語(A)班供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間因應疫情無法於開學前入境

之外籍學生。 

四、檢附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華語中心課表，詳附件六(P1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語文教育組 

  案由：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育組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開西班牙文(一)，提請核備。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語文組組課程委員會通過。                                                                                                                                                                       

二、本案原預定開設西班牙文(四)，經上述會議決議，將待同學有基礎後，再開設進階課

程，故改開西班牙文(一)。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語文教育組 

  案由：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育組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開「國文領域」、「第二外語領域課

程」，提請核備。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語文組組課程委員會通過。 

二、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開國文(二)32 門、大學國文(二)1 門，詳附件七(P20)。 

三、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外語課程預開 24 門，詳附件八(P2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語文教育組 

  案由：有關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育組第二外語不設修課年級限制，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語文組組課程委員會通過。 

二、基於教室座位數有限，擬修改修課人數上限為 50 人，超過 50 人不予以人工加簽選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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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 

 

提案十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組 

  案由：為豐富校本部博雅課程，擬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於校本部新開 5 門博雅課程，提

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1 日博雅組組務會議及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 次博雅組組課程委員會書審通過。 

二、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會議展覽企劃與行銷-曾聖文老師、地方創生與智慧科技-林泰源

老師、韓國的性別意識與文化變遷-黃駿老師、微生物與疾病-許淳茹老師(全英授課)、

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育-陳瑤湖老師(全英授課)，以上 5 位老師課程大綱，詳附件九

(P25)。 

  決議：建議「地方創生與智慧科技」課程請授課教師融入地方創生元素，微調課程大綱，

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組 

  案由：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博雅遠距教學課程「卓越大師講座」教學成果評量及 109 學年

度第 2 學期課程大綱，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博雅組組課程委員會書審通

過。 

二、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辦理。 

三、提請備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成果評量，詳附件十(P36)。 

四、提請審議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大綱及課程一覽表，詳附件十一(P44)。 

 決議：修正後通過。預開課程師資及課程大綱應事先規劃安排，與前期課程不宜相似度過高。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組 

  案由：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兼任陳銘仁老師擬修改 1 門已開設課程之課名，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1 日博雅組組務會議及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 次博雅組組課程委員會書審通過。 

二、原「永續發展保護環境與健康」擬修課名為「環境與健康」，課程大綱詳附件十二(P48)，

課程領域為自然科學。 

  決議：一、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 17 項指標及當前國家重大政策，課名不宜變更，建議調整

課程大綱內容，並結合馬祖當地環境特色。 

        二、「環境與健康」為新課程，開課教師如有意願開設，請依開課規定及程序另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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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程申請。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組 

  案由：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跨校通識教育磨課師計畫課程選用，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博雅組組課程委員會書審通

過。 

二、該計畫由國立交通大學推動，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採用「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

理(自然)」及「大數據的設計思考(科技)」兩門課程。 

三、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畫開課程共計 40 門，擬挑選課程開放給本校學生選修，並核

定為博雅課程選修學分，課程表詳附件十三(P51)。 

四、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選用「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自然)」及「創意學經濟(全球」

兩門課程。 

五、經費來源由教學中心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組 

  案由：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創業與管理」及「創業管理之實務應用」兩門課程，提請核

備。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博雅組組課程委員會書審通

過。 

二、創業與管理(全球)」及「創業管理之實務應用(全球)」-呂芳堯助理教授，課程大綱如

附件十四(P5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組 

  案由：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開博雅課程，提請核備。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11 日博雅組組務會議及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 次博雅組組課程委員會書審通過。 

二、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開博雅必修課程「海洋科學概論」4 門，八大領域課程共計

116 門，詳附件十五(P59)。 

  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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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課程須知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國文領域 國文領域 

學分數 六四學分 學分數 六學分 

內容 內容 

110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國文領域上下

學期各三二學分，共六四學分。109 學年度(含)

以前入學，須重修或補修整學年國文課程(六學

分)之學生，於 110 學年度起修習上下學期國文

各二學分，另加修一門進修推廣部國文二學分，

共六學分。僅須重修或補修一學期國文課程(三

學分)之學生，則修習專為重修生開設之國文補

救課程。 

國文領域上下學期各三學分，共六學分 

博雅領域 博雅領域 

學分數 十六十八學分 學分數 十六學分 

內容 內容 

1、本領域包括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民主法治

與公民意識、全球化與社經結構、中外經典、

美學與美感表達、科技與社會、自然科學、歷史

分析與詮釋等八大子領域。各領域至多修習

四學分。 

2、各院之修課規定： 

各學院開放選修八大子領域課程。 

3、本領域所修學分不得抵用國文領域學分。 

4、98 學年度(含)前入學者適用 96 年 12 月 6 

日通過之共同教育課程須知。 

54、104 學年度(含)後入學者必修大一博雅課程

「海洋科學概論」二學分，不屬於八大子領

域。 

5. 110 學年度(含)後入學者必修「人工智慧概

論」二學分，認列至「科技與社會」領域。 

1、本領域包括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民主

法治與公民意識、全球化與社經結構、中

外經典、美學與美感表達、科技與社會、自

然科學、歷史分析與詮釋等八大子領

域。各領域至多修習四學分。 

2、各院之修課規定： 

各學院開放選修八大子領域課程。 

3、本領域所修學分不得抵用國文領域學

分。 

4、98 學年度(含)前入學者適用 96 年 12 

月 6 日通過之共同教育課程須知。 

5、104 學年度(含)後入學者必修大一博雅

課程二學分，不屬於八大子領域。 

 



7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課程須知 
 

中華民國 87 年 3 月 26 日 86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第 1 次臨時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7 年 4 月 9 日 8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7 年 6 月 22 日 8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20 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25 日人社院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8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4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5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1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通過 

修正總說明 3、外 

文領域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總說明 2、國 

文領域、博雅領域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總說明 2、國 

文領域、博雅領域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1 日海共同字第日海共同字第 1040013521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1 日應英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外文領域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 年5 月18 日105 學年度第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9 日海英所字第 1060012189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3 日應英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7 日海英所字第 1070025623 號令發布 

 

修正英語文課程 

 

大 
 

學 部 學 
 

生 

1、共同教育課程總修習學分數共二十八學分，各領域課程應修學分數，如下表所示。 

2、因受國際公約限制之學系商船學系、輪機工程學系等二系： 

其所開設類似博雅領域之課程（每科各二學分）總計可折抵博雅領域最多八學分。 

其所開設之專業外文選修課程（二學分）可折抵共同教育課程外文領域之進階英文或第

二外語（二學分）。 

3、下列規定適用於 9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含 99 學年度復學生）。97 學年

度 

（含）前入學者免修基礎中文。 

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內 容 備 註 事 項 

國文領域 六學分 上、下學期各三學分 
 

 
 

英語文

課程 

 
 

六學分 

1、102學年（含）以後入學之學生適用： 

(1)大一英文四學分（上下學期各二學分）。 

(2)大二進階英文二學分（大二（含）以上，或已抵免大一英文

上、下四學分之大一學生，始可修習）。 

(3)大二進階英文除規定修習之二學分課程以外，其餘修習之進

階英文學分是否列為各學系之畢業學分數，依各學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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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學年（含）以後入學之商船學系學生適用： 

大二進階英文二學分，須修習「航海英語會話」課程，其餘進階

英文課程，是否列為選修之畢業學分數，依商船學系規定。 

3、本校英文畢業門檻相關規定，請另參照本校英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4、英語文學分抵免規定，請另參照共同教育英語文課程學分抵免辦法。 

5、選課注意事項，請另參照共同教育英語文課程選課要點。 

 

 
 

博雅領域 

 

 
 

十六

學分 

1、本領域包括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全球化與社

經結構、中外經典、美學與美感表達、科技與社會、自然科學、歷史分析

與詮釋等八大子領域。各領域至多修習四學分。 

2、各院之修課規定： 

各學院開放選修八大子領域課程。 

3、本領域所修學分不得抵用國文領域學分。 

4、98 學年度(含)前入學者適用 96 年 12 月 6 日通過之共同教育課程須知。 

5、104 學年度(含)後入學者必修大一博雅課程二學分，不屬於八大子

領域。 

 

 
 

體育課程 

 

 
 

零學分 

須修滿四學期之零學分

必修課程，其中至少必須修

習游泳課程一學期。但合於本

校學生免修游泳課程辦

法規定者得免修，並應另修

習一門體育課程。 

前項至少必須修習游泳課

程一學期的規定自一百零

二學年度起施行。 

本校學生免修游泳課程辦 

法另定之。 

 

 
每學期體育室所開設選修課程（一學分）

除系有特殊規定之外，其學分數不列計入

最低畢業學分內。 

服務學習 零學分 須修滿二學期之零學分必 

修課程 

學分數不列計入畢業學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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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課程須知 
 

中華民國 87 年 3 月 26 日 86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第 1 次臨時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7 年 4 月 9 日 8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7 年 6 月 22 日 8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20 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25 日人社院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4 月 8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4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3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5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1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 

通過 

修正總說明 3、外 

文領域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總說明 2、國 

文領域、博雅領域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總說明 2、國 

文領域、博雅領域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1 日海共同字第日海共同字第 1040013521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1 日應英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外文領域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 年5 月18 日105 學年度第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8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9 日海英所字第 1060012189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3 日應英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7 日海英所字第 107002562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一次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英語文課程 

 

 

 

 

 

 

修正國文與博雅領域 

 

 

大 
 

學 部 學 
 

生 

1、共同教育課程總修習學分數共二十八學分，各領域課程應修學分數，如下表所示。 

2、因受國際公約限制之學系商船學系、輪機工程學系等二系： 

其所開設類似博雅領域之課程（每科各二學分）總計可折抵博雅領域最多八學分。 

其所開設之專業外文選修課程（二學分）可折抵共同教育課程外文領域之進階英文或第

二外語（二學分）。 

3、下列規定適用於 9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含 99 學年度復學生）。97 學年

度（含）前入學者免修基礎中文。 

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內容 

國文領域 四學分 
110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國文領域上下學期各三二學分，共

六四學分。109學年度(含)以前入學，須重修或補修整學年國文課程

(六學分)之學生，於110學年度起修習上下學期國文各二學分，另加

修一門進修推廣部國文二學分，共六學分。僅須重修或補修一學期

國文課程(三學分)之學生，則修習專為重修生開設之國文補救課程。 

 
 

英語文

課程 

 
 

六學分 

1、102學年（含）以後入學之學生適用： 

(1)大一英文四學分（上下學期各二學分）。 

(2)大二進階英文二學分（大二（含）以上，或已抵免大一英文

上、下四學分之大一學生，始可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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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二進階英文除規定修習之二學分課程以外，其餘修習之進

階英文學分是否列為各學系之畢業學分數，依各學系規定。 

2、105學年（含）以後入學之商船學系學生適用： 

大二進階英文二學分，須修習「航海英語會話」課程，其餘進

階英文課程，是否列為選修之畢業學分數，依商船學系規定。 

3、本校英文畢業門檻相關規定，請另參照本校英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4、英語文學分抵免規定，請另參照共同教育英語文課程學分抵免辦法。 

 5、選課注意事項，請另參照共同教育英語文課程選課要點。 

 

 
 

博雅領域 

 

 
 

十八

學分 

1、本領域包括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全球化與

社經結構、中外經典、美學與美感表達、科技與社會、自然科學、歷史

分析與詮釋等八大子領域。各領域至多修習四學分。 

2、各院之修課規定： 

各學院開放選修八大子領域課程。 

3、本領域所修學分不得抵用國文領域學分。 

4、104 學年度(含)後入學者必修「海洋科學概論」二學分，不屬於八

大子領域。 

5、 110 學年度(含)後入學者必修「人工智慧概論」二學分，認列至

「科技與社會」領域。 

 

 
 

體育課程 

 

 
 

零學分 

須修滿四學期之零學分必修

課程，其中至少必須修習游泳課程

一學期。但合於本校學生免修游

泳課程辦法規定者得免修，並應

另修習一門體育課程。 

前項至少必須修習游泳課程一

學期的規定自一百零二學年度

起施行。 

本校學生免修游泳課程辦法另定

之。 

備註事項 
每學期體育室所開設選修課程

（一學分）除系有特殊規定之外，

其學分數不列計入最低畢業學

分內。  

服務學習 零學分 須修滿二學期之零學分必 

修課程 

備註事項 

學分數不列計入畢業學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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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辦法經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

程委員會、本校課程委員會、教

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課程委員

會、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

施行。 

增加經共同

教育中心中

心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程

序。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同教育中心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0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6 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學程整合創意創作、創新產業、創業管理等相關系列課程，提供本校

各學院學生選修，以培養具有相關專長之基本訓練人才。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得申請修習本學程（如申請表），修滿本學程規定之課程及

學分數者，得向本校申請發給學程證明書。  

第三條 本學程課程由本學程委員會規劃審議，其他相關課程亦得經本學程委員

會認可後予以採認。  

第四條 本學程應修學分數 20 學分，包括基礎課程至少 4 學分、核心課程至少 6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10 學分，扺免他校所修課程學分數最多 6 學分

為限。  

第五條 本學程設置創新創業管理學程委員會，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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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同教育中心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0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6 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本學程整合創意創作、創新產業、創業管理等相關系列課程，提供本校

各學院學生選修，以培養具有相關專長之基本訓練人才。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得申請修習本學程（如申請表），修滿本學程規定之課程及

學分數者，得向本校申請發給學程證明書。  

第三條 本學程課程由本學程委員會規劃審議，其他相關課程亦得經本學程委員

會認可後予以採認。  

第四條 本學程應修學分數 20 學分，包括基礎課程至少 4 學分、核心課程至少 6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10 學分，扺免他校所修課程學分數最多 6 學分

為限。  

第五條 本學程設置創新創業管理學程委員會，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本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

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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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一、 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設置

學程實施辦法設置創意創

新創業學程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第一條 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設置學程實施辦法設置

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修正為要點

寫法。 

第二條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 5 至 9 名，

由本校共同教育中心及相

關領域教師或研究人員組

成。，並由共同教育中心簽

請校長遴聘之，任期 2 年，

連選得連任。本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 1 名，由委員互推後

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擔

任之陳報校長核聘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5 至 9

名，由本校共同教育中心

及相關領域教師或研究

人員組成。任期 2 年，連

選得連任。本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 1 名，由委員互推

後陳報校長核聘之。 

1. 修正為要

點寫法。 

2. 修正主任

委員產出

方式。 

第三條三、 本委員會任務包括：課程之

規劃、研議與審議；其他相

關課程認定；其他相關事項

決議與執行。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包括：課程

之規劃、研議與審議；其

他相關課程認定；其他相

關事項決議與執行。 

修正為要點

寫法。 

第四條四、 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視

學程需要，得不定期召開。 

第四條 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

員視學程需要，得不定期

召開。 

修正為要點

寫法。 

第五條五、 本設置要點經共同教育中心

中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

員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

發布施行。  

第五條 本設置要點經校課程委

員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

後發布施行。  

1. 修正為要

點寫法。 

2. 增加經共

同教育中

心中心課

程委員會

議通過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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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同教育中心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0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6 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設置學程實施辦法設置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5 至 9 名，由本校共同教育中心及相關領域教師或研究

人員組成。任期 2 年，連選得連任。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名，由委員

互推後陳報校長核聘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包括：課程之規劃、研議與審議；其他相關課程認定；其

他相關事項決議與執行。  

第四條 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視學程需要，得不定期召開。  

第五條 本設置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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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04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同教育中心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0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6 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設置學程實施辦法設置創意創新創業學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名，由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之；委員若干名，

由共同教育中心及本校相關領域教師或研究人員組成，任期 1 年，由共同教

育中心簽請校長遴聘之。 

三、本委員會任務包括：課程之規劃、研議與審議；其他相關課程認定；其他相

關事項決議與執行。  

四、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視學程需要，得不定期召開。  

五、本設置要點經共同教育中心中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教務會議

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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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92 學期大一英文各時段開課表，共 34 班 

10+9+6+9=34 

 
  



17 

 

1092 學期「共同教育英語文課程」「進階英文」開課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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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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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20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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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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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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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雅課程開授申請表 
                                                            2016.04.18 共教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一、博雅課程大綱 

A.課程名稱 

(中文) 會議展覽企劃與行銷 

(英文) The Planning and Marketing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中文授課 

英文授課(註 1) 

B.授課教師 曾聖文 
任職

單位 

博雅教

育組 

專兼任 

(註 2) 

專任 

兼任 
職級 

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

師 

C.開課系所 博雅教育組 課號  學分數 2 

修課

人數

上限 

40 

D.課程狀態 

（註 3） 
1.新開課程 2.更改課名 3.更改課程領域 4.更改對應之核心能力 

E.課程領域別 

(每門課程以對應

一個領域為原則) 

(註 4) 

 A1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A2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A3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A4 中外經典 

 A5 美學與美感表達 

 A6 科技與社會 

 A7 自然科學 

 A8 歷史分析與詮釋 

F.本課程可對應

之核心能力 

填寫說明： 

本課程可對應之核心能力，至多選擇 3項，並請依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性之

強弱，於空格內依序填寫數字 1 至 3。(1表示關聯性最強之項目，3表示關聯

性最弱之項目) ；若無對應之核心能力請勾選最末欄位。 

 團隊合作  道德關懷 

 溝通表達  終身自學 

 品味鑑賞 1 國際宏觀 

2 創新應變 3 思辨敬業 

□本課程無對應之核心能力 

G.課程性質 

(註 5) 

本課程為系(所)教師或單位計畫課程以通識課程

開設。 

本課程為一般通識課程 

本課程為合開通識課程 

課程規劃是否為含

小組討論之 4 學分

深碗課程 

是 

否 

H.課程大綱內容 

（含課程概述、

教學目標、每週

進度及教學內容

簡述） 

 

一、課程概述、特色及與所選博雅領域之相關性 

面對全球化的經濟整合與激烈競爭，仰賴對外貿易的相關產業，皆需要透過

展覽與會議的方式（包括實體與虛擬的會展活動），對全世界各區域市場的買

主、供應商、潛在客戶或終端消費者，進行產品推廣及行銷。準此，我國為了

培育全球化的會展人才，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頒授「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認

證」國家級證照，考試資格要求考生須已修業完成 30 小時以上公協會或學校舉

辦之會展課程。為促進本校學生的國際化視野與就業競爭力，實有開設本 2 學

分課程（36 小時課程）之必要性。此外，本校所執行之國際連結型大學社會責

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實踐計畫-「三漁興旺-國際藍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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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計畫，也需要培育具跨國展覽行銷及會議辦理之人才，將本校的 USR

計畫實踐成果進行國際推廣與行銷，並透過辦理國際會議建立跨國知識社群。

綜上所述，本課程對於人才培育、證照推廣及校務發展皆具有高度重要性。 

在培育國際會展人才的教育過程中，學生必須熟稔全球各地的政治、經濟、

社會及科技發展情勢，搭配會展企劃和行銷等專業知識，方能成為業界所用的

國際會展人才。因此，本課程之內容包括兩大部分：會展概論（包括：會展產

業概論、會展行銷、獎勵旅遊、活動管理）及會展實務（國際會議活動管理實

務、會議及活動現場管理、展覽活動規劃、基礎會展英語），並將全球外在環境

（政治、經濟、社會及科技）變動的因應策略納入以上兩大部分課程內容中，

促使學生能同步掌握會展專業知識及全球政經脈動，逐步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

會展專業人才。 

 

二、教學目標 

為促進本校學生對國際會展（MICE，Meetings, Incentives, Conferences, 

Exhibitions）產業之瞭解，並通過證照考試，提升就業競爭力，本課程透過講

授、專家演講、參訪等活動，強化學習者專業知能、逐步學習擔任專業會展從

業人員之基礎知識，並吸收業界資深人士的經驗，進而考取國家證照-會議展

覽專業人員認證。 

 

三、每週進度及教學內容簡述 

1. 全球會展產業環境 

2. 會展產業概論（一） 

3. 會展產業概論（二） 

4. 會展行銷（一） 

5. 會展行銷（二） 

6. 會展行銷（三） 

7. 活動管理 

8. 展覽活動規劃（一） 

9. 企業參訪或專家演講 

10. 展覽活動規劃（二） 

11. 展覽活動規劃（三） 

12. 會議及活動現場管理（一） 

13. 會議及活動現場管理（二） 

14. 國際會議活動管理實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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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際會議活動管理實務（二） 

16. 獎勵旅遊 

17. 基礎會展英語 

18. 總複習與測驗 

 

四、參考書籍、文獻 

1. 曾聖文（2020）。會議展覽企劃與行銷課程系列講義。作者自印。 

2. 錢士謙（2015）。會展管理概論。台北市：新陸書局。 

3. 劉碧珍（2015）。國際會展產業概論。台北市：新陸書局。 

4. Tseng, Sheng-Wen (2015a), “The Paradox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n Cultural Relics of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be 

Preserved through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pplied 

Science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 2, No. 1 (September), pp. 39-47.

（ISSN: 2311-3928） 

5. Tseng, Sheng-Wen (2015b), “Port City and MICE Tourism Development: 

Cluster Effect Analysis of Kaohsiung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3, No. 1 (May), pp. 1-7.（ISSN: 2307-0080） 

I.成績評量方式

與標準 

（請說明各項評量

項目內容設計、比

例及標準） 

1. 參訪或觀摩學習報告、參展及學習心得單：40% 

2. 課堂表現及出缺席狀況：30% 

3. 期末測驗：30% 

J.本課程對學生

課後學習之要求 

1. 複習課程已講授之會展知識。 

2. 預習隔週上課進度內容相關聯之政治經濟社會及科技等相關新聞。 

 

二、授課教師申請開授課程之相關著作或近五年所發表之學術性著作目錄 

1. Tseng, Sheng-Wen (2015a), “The Paradox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n 

Cultural Relics of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be Preserved through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pplied Science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 2, No. 1 (September), 

pp. 39-47.（ISSN: 2311-3928） 

2. Tseng, Sheng-Wen (2015b), “Port City and MICE Tourism Development: Cluster Effect 

Analysis of Kaohsiung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isure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3, 

No. 1 (May), pp. 1-7.（ISSN: 2307-0080） 

3. 高怡、曾聖文（2015），「福州會展產業聚集條件分析及前景展望」，《岳陽職業技術學院

學報》，30 卷 3 期（5 月）：頁 111-114。（ISSN: 1672-738X） 

4. 授課教師於 99 年會展專業人員認證考試成績名列全台第三名，於「2010 年台灣會展週」

由經濟部國貿局公開表揚。 

5. 授課教師參加會展人才培育與認證計畫全英語「種子師資班」培訓結業（中華民國外貿

協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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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地方創生與智慧科技 任課教

師 

林泰源 

課程開設單位 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學分數 2 

修課人數 55 
為全新 

課程 

■是 

□否(請填附表五，並依序編號列於附表

三) 
開課年級 大學部學生 

一、課程目標 

（說明與本計畫

推動目的之關連

性） 

本課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探討善用新興科技導入地方產業應用與政府補助資源

提升地方產業數位轉型，在強調利他精神為核心的思惟下，將含括地方人地產 DNA

結合科技、生態、農業等領域，以循環經濟、數位經濟及體驗經濟等三大概念設

計創新營運模式推動智慧科技化城鄉的建置授與學生，讓學生理解大學可以是不

一樣的大學，大學也應該是社會需要的大學。學習內容從 ICT 資通訊、IoT 物聯

網、大數據、AI人工智慧、區塊鏈、雲端技術、生態系的基礎知識建構，接著瞭

解如何在城鄉環境操作推進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的應用、創新智慧科技跨領域整

合、網絡與實體空間的高度融合、巨量資料的分析回饋及正確運用數據的思維模

式、與利用高科技提高生活便利及解決當今社會問題。透由「世界咖啡館」有彈

性的實用討論流程， 帶動同步對話、分享共同知識，冀望學生有效地在對話中為

所導入的議題創造新的意義甚或找到新的行動契機。希望此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

之新創課程可以讓學生一窺智慧科技導入地方創生的精要，奠立良好的推動地方

創生實務基礎。 

二、教學內容與

進度 

(如非為全新課

程，請於新創課

程內容欄位，填

寫新創之內容) 

週次 課程內容 

第一週 循環經濟、數位經濟及體驗經濟與智慧創新 

第二週 數位經濟與地方創生：地方產業數位轉型 

第三週 數位科技與地方創生（一）：ICT資通訊、IoT物聯網、AI人工智慧 

第四週 數位科技與地方創生（二）：大數據、區塊鏈、雲端技術 

第五週 【世界咖啡館(一)】政府「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計畫」與地方創

生 

第六週 地方創生資料庫-多層次視覺化的整合 

第七週 生態系視野之地方創生策略：一種環環相扣的共生關係 

第八週 生態系視野之地方創生策略：移住與返鄉青年如何融入地方生活 

第九週 里山里海倡議的行動架構：社會-生態-生產地景的適性經營 

第十週 【世界咖啡館(二)】里山里海、生態永續與地方創生 

第十一週 地方創生「數位行銷、媒體行銷及電子商務」案例分析 

第十二週 地方創生「資通訊、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智慧快車」案例分

析 

第十三週 地方創生「循環經濟、體驗經濟創新營運模式」案例分析 

第十四週 地方創生「巨量資料分析、正確運用數據的思維」案例分析 

第十五週 地方創生「創新智慧科技跨領域整合運用」案例分析 

第十六週 地方創生辦公室「整合學校研發成果，協助科技導入地方產業落實

創新應用」策略與案例分析 

第十七週 地方創生辦公室「推動區域產官學研合作，建構在地特色創新產

品、服務與營運模式，推動地方創生服務生態系」策略與案例分析 

第十八週 【世界咖啡館(三)】海洋大學「地方創生辦公室」之現況與發展 

三、課程融入敘

事力說明 

 

本課程透由三次【世界咖啡館】模式將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總結與實踐本課程的

三個模組，在強調利他精神為核心的思惟下，開展以議題導入課程設計和課堂經

營，透由敦請具有與議題相關實務推動經驗之產官學研的學者專家授課，著重養

成學生具備與外界正向溝通的應對素養，引發學生積極建立內在基礎專業知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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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向外解決問題的能力。透由以終為始與解決問題導向，訓練學生以短講、文案、

微電影、說故事等敘事力呈現學習成果，著重地方創生案例分析工作坊討論、反

思與計畫書實作，養成學生之可遷移核心能力，奠立良好的推動地方創生實務基

礎。 

四、與同課程模

組之其他課程的

共構說明 

本課群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 14項聚焦於海洋環境永續發展議題，以「在地

海洋/漁村/漁業」（思考全球海洋環境議題，再從全球海洋環境議題回歸在地發

展進行思考。因此本課程模組分成兩類課程，第一類為基礎課程，以現有課程

之專業、通識課程進行共構調整而來，強調科學/人文/常民知識的對話，及聽

說讀寫思考工具基礎能力培育，第二類課程為整合課程，為創新課程之新課

程，強調以「地方創生」為發展目標，進行整合型人才培育之課程，以此達成

「海洋友善環境行動者」培育，綜上所述，本課程為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整

合創新之新課程，強調「以科技導入地方創生」為發展目標，共構模組特色如

下： 

（一） 教師社群成員之多元性： 

除了本群組課程教師外，亦包括具有與科技導入地方創生與智慧城鄉相關實務

推動經驗之產官學研的學者專家，包括各基金會研究員、企業主、各城鄉促進

會理事長、地方創生規劃師與解說員等，課程先由主授教師邀請業師瞭解計畫

的核心精神，進行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說明。未來規劃課程，著重在透由「世界

咖啡館」的敘事力訓練課程，設計有彈性討論流程，帶動學生同步對話及分享

共同知識，冀望學生有效地在對話中為所導入的議題創造新的意義甚或找到新

的行動契機，此外又由業師在課堂帶領進行反思與學習心得分享。我們會整合

本校「地方創生辦公室」與校外的地方創生規劃師進入教室，參與本課程與學

生進行研討，藉由實務人員帶領學生認識場域觀察與案例分析培育更多的地方

創生行動者。 

（二） 議題導向式盤點可導入科技與可運用政府資源 

這個部分會以本校臺灣海洋大學為場域，由主授課老師規劃共同時間，帶領學生

進行盤點本校各系所學術單位之可導入科技的部分，本群組將依 ICT資通訊、IoT

物聯網、大數據、AI人工智慧、區塊鏈、雲端技術、生態系等科技議題盤點本校

可導入科技，同時也會帶領學生盤點本校「地方創生辦公室」以及各級政府可運

用資源，包括本校 USR計畫執行場域之地方政府的可運用資源。主授課教師在選

定議題的同時，將規劃該議題所需之科學/人文/在地資源，並分別開會討論進行

問題解決及課程進行之規劃。 

（三） 期末成果-一個智慧化城鄉創生故事的開端 

本群組以在地議題出發，所涵蓋場域有臺灣海洋大學各系所學術單位、地方創

生辦公室、USR計畫辦公室，包括將進行聯合成果展，本群組之聯合成果並非僅

是「成果展示」，而是對於實踐過程中教師、學生、在地所組成的反思，是一種

過程性的成果展示。我們希望能透過本群組課程所創發的教案教材、數位科技

成品、教師授課過程、學生實作的體現、在地群體的回饋為基礎，說一個屬於

我們的海洋故事，說一個海洋視角智慧化城鄉創生故事，以此加強本群組以海

洋為基礎的敘事力培育之深度。因此，本群組在課程進行中，不論是共同備

課、共同授課、場域踏查盤點的執行、學生課程進行中的反思歷程、在地共同

參與的協力過程，皆會詳細記錄，於期末時由社群成員一起學習如何說一個溫

暖的海洋故事，也是屬於我們群體獨特的記憶與實踐。 

五、學生學習成

效評估 

 

學習滿意度問卷調查 10% 

學習評估：世界咖啡館-短講、口頭簡報與提問等敘事力展現 45％  

學生學習檔案：文案、微電影、說故事等敘事力呈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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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雅課程開授申請表 

                                                            2016.04.18 共教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一、博雅課程大綱 

A.課程名稱 

(中文) 韓國的性別意識與文化變遷 

(英文)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South 

Korea. 

■中文授課 

英文授課(註 1) 

B.授課教師 

 

黃駿 
任職

單位 

共教中心 

博雅組 

專兼任 

(註 2) 

■專任 

兼任 
職級 

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

師 

C.開課系所 
共教中心 

博雅組 
課號  學分數 2 

修課

人數

上限 

55 

D.課程狀態 

（註 3） 
■1.新開課程 2.更改課名 

3.更改課程領

域 
4.更改對應之核心能力 

E.課程領域別 

(每門課程以對應

一個領域為原則) 

(註 4) 

■ A1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A2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A3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A4 中外經典 

 A5 美學與美感表達 

 A6 科技與社會 

 A7 自然科學 

 A8 歷史分析與詮釋 

F.本課程可對應

之核心能力 

填寫說明： 

本課程可對應之核心能力，至多選擇 3項，並請依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性之

強弱，於空格內依序填寫數字 1 至 3。(1表示關聯性最強之項目，3表示關聯

性最弱之項目) ；若無對應之核心能力請勾選最末欄位。 

 團隊合作 2 道德關懷 

 溝通表達  終身自學 

1 品味鑑賞 3 國際宏觀 

 創新應變  思辨敬業 

□本課程無對應之核心能力 

G.課程性質 

(註 5) 

本課程為系(所)教師或單位計畫課程以通識課

程開設。 

■本課程為一般通識課程 

本課程為合開通識課程 

課程規劃是否為含

小組討論之 4 學分

深碗課程 

是 

■否 

H.課程大綱內容 

（含課程概述、

教學目標、每週

進度及教學內容

簡述） 

 

一、課程概述、特色及與所選博雅領域之相關性 

本課程探討韓國的性別關係及其與相關文化之扣連。涉及韓國文化與我國

文化差異之認識，故在課程領域別上與 A1相近。 

二、教學目標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在於培養並反省批判學生在我國既有的性別意識，藉由

與東亞鄰國，韓國，在同與異方面的比較而能有綜合性的新認識。 

三、每週進度及教學內容簡述 

1. 導論:韓國當代的性別平等教育 

2. 《空房間》電影觀賞，韓國著名導演金基德2004年的限制級電影作

品，並以此榮獲第61屆威尼斯國際影展銀獅獎“最佳導演獎”，成為

首位奪獎的韓國導演。故事講述一位四處遊蕩的男子和一個無意中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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逅的女子 

3. 上週電影討論 

4. 《聖殤》電影觀賞, 金基德導演的韓國電影，於2012年上映。它獲得

了第6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成為首部獲得金獅獎的韓國電影。 

5. 上週電影討論 

6. 《密陽》電影觀賞，2007年坎城電影節首映，全度妍獲最佳女主角

獎。李滄東讓演員們自己闡釋角色。影片批判了基督教傳教士在韓國

的活動，對人神之間的關係提出了疑問。 

7. 上週電影討論 

8. 《獨自在夜晚的海邊》電影觀賞， 韓國洪常秀編劇、製作並導演的影

片，影片入選第67屆柏林電影節競賽單元，演員金敏喜獲得了最佳女

演員銀熊獎。 

9. 上週電影討論 

10.期中考試 

11.《這時對，那時錯》 電影觀賞，韓國導演洪常秀創作並執導的電影，

於2015年在韓國上映。影片獲得第68屆洛迦諾電影節金豹獎 

12.上週電影討論 

13.「女性主義」(Feminism)與「酷兒」(Queer)--牽引改變韓國小說的兩

股動力。 

14.「韓國流行音樂的身體化與性別展演：以「少女時代」的 MV為例。 

15.封建性與現代性的衝突--日據時期臺韓小說中的女性處境。 

16.由《熔爐》檢視韓國人的性別歧視與民族性。 

17.韓國性別平等教育的發展 

18.期末考試 

四、參考書籍、文獻 

 1. 李明璁, 2015., 「韓國流行音樂的視覺性、身體化與性別展演：以「少女時

代」的 MV 產製和消費挪用為例」, 於《新聞學研究》, 頁 37-78 

2. 黃長玲, 2010., 「韓國性別平等教育的發展」, 於《性別平等教育期刊》, 

頁 86-91 

3. 崔末順, 2019., 「女性」(Feminism)與「酷兒」(Queer)--牽引改變韓國小說

的兩股動力, 於《文訊》, 頁 40-41 

4. 楊虔豪, 2013., 從《熔爐》檢視韓國人的「民族性」, 於《聯合文學》342

期, 頁 34-37 

I.成績評量方式

與標準 

（請說明各項評

量項目內容設

計、比例及標

準） 

期末考及期中考(or 報告)各 50％， (教師可知會若干上課討論表現佳或出席

率高者以其他報告等方式計分) 

J.本課程對學生

課後學習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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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雅課程開授申請表 
                                                            2016.04.18 共教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一、博雅課程大綱 

A.課程名稱 

(中文) 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育 

(英文)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Ocean Resources 

 

中文授課 

X 英文授課(註 1) 

B.授課教師 

陳瑤湖 

Chien, Yew-

Hu 

任職

單位 

水產養

殖學系 

專兼任 

(註 2) 

專任 

兼任 
職級 

X 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

師 

C.開課系所  課號  學分數 2 

修課

人數

上限 

48-64 

(3 or 4 x 16 

groups) 

D.課程狀態 

（註 3） 
X1.新開課程 2.更改課名 3.更改課程領域 4.更改對應之核心能力 

E.課程領域別 

(每門課程以對應

一個領域為原則) 

(註 4) 

 A1 人格培育與多元文化 

 A2 民主法治與公民意識 

 A3 全球化與社經結構 

 A4 中外經典 

 A5 美學與美感表達 

X A6 科技與社會 

 A7 自然科學 

 A8 歷史分析與詮釋 

F.本課程可對應

之核心能力 

填寫說明： 

本課程可對應之核心能力，至多選擇 3項，並請依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性之

強弱，於空格內依序填寫數字 1 至 3。(1表示關聯性最強之項目，3表示關聯

性最弱之項目) ；若無對應之核心能力請勾選最末欄位。 

3 團隊合作 1 道德關懷 

 溝通表達  終身自學 

 品味鑑賞 2 國際宏觀 

 創新應變  思辨敬業 

□本課程無對應之核心能力 

G.課程性質 

(註 5) 

本課程為系(所)教師或單位計畫課程以通識課

程開設。 

X 本課程為一般通識課程 

本課程為合開通識課程 

課程規劃是否為含

小組討論之 4 學分

深碗課程 

是 

X 否 

H.課程大綱內容 

（含課程概述、

教學目標、每週

進度及教學內容

簡述） 

 

一、課程概述、特色及與所選博雅領域之相關性, 二、教學目標, 三、每週進

度及教學內容簡述, 四、參考書籍、文獻 

This course is not Oceanography which mainly looks at the physical, chemical, 

geological and biological aspects of the ocean. However it focuses on the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renewable and non-renewable resources from 

the ocean. Sinc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Oceanography will be covered at the 

beginning so that no prerequisite course on ocean is required. Students will then 

learn abou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ocean dynamics, such as hydrological and 

climatic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fishing, navigation and mining, etc.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on ocean’s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will be revealed 

and accordingly, proper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heme will be prop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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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ize the adverse impact so that sustainable use of the resources and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ocean will be achieved. After 8 week’s lecture, stud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16 groups to prepare for their seminar presentations on various topics of 

ocean resource management during the rest 8 weeks, 2 seminars per week. By this 

way, students can enable themselves to pursue the learning of specific topic. 

 
Reference Books: 

Ardus, D.A., Champ, M.A. (eds.) 1990. Ocean Resources. Dordrecht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arry, J. 2013. The Sustainability of Ocean Resources. p. 201-205 in Practicing Sustainability, 

Madhavan, G., Oakley, B., Green, D., Koon, D., Low, P. (eds.). Springer. 

 

Charlier, R. H., Finkl, C.W. (eds.) 2009. Ocean Energy.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Desonie, D., 2008. Oceans: how we use the seas.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New York. 

 

Kotzur, M., Matz-Lück, N., Proelss, A., Verheyen, R., Sanden, J., 2018. Sustainable ocean resource 

governance: deep sea mining, marine energy and submarine cables. Leiden ; Boston : Brill/Nijhoff. 

283 pp. 

 

Mega, V.P., 2019. Eco-responsible cities and the global ocean [electronic resource] : geostrategic 

shift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trilemma. Springer eBooks. 342 pp. 

 

Mena Report. 2014. Workshop on the Climate Change’s Impact on the Oceans and Fisheries 

Resources - Ensuring Adaptation,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 and Mitigation on Fisheries 

including Aquaculture. SyndiGate Media Inc. 

 

 

此課程並非學習物理、化學、地質、生物海洋方面的海洋學，然而它聚焦在開

發並保育來自海洋的可再生及不可再生的資源。由於課程開始會簡介海洋學，

因此不須要先修過海洋方面的課程即可來修習本課程。接着學生會學習到海洋

動態，如水文與氣象的變化等和人為活動，如捕魚、航海、採礦等之間的相互

作用。人為活動對海洋環境及資源的影響會被揭示，而且據此提出適當的政策

及管理經營策畫，是以將負面衝擊極小化來達到資源的永續利用以及人與海洋

之間的和諧。在 8 週授課之後的 8 週，學生會被分成 16 組來準備並專題發表

不同海洋資源管理的主題，每週 2 組。以此方式，學生能使自己追求特定主題

的學習。 

I.成績評量方式

與標準 

（請說明各項評

量項目內容設

計、比例及標

準） 

Half of the score comes from written exam on the lecture and the other half from 

performance of seminar presentation and class discussion. 

 

一半的分數來自於授課內容的筆試，另一半來自然專題發表及課堂討論。 

 

 

J.本課程對學生

課後學習之要求 

1. Review the lecture material given by teacher and prepare for the written exam.  

2. Organize the team work, collect data and prepare for the seminar presentation. 

 

1• 複習教師授課內容以準備筆試。 

2• 將組的工作分配整合好、收集資料、準備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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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填表說明： 

1. 依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6 條，各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擬具教學計畫，送課程相關委員

會研議，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且應公告於網路上供查詢。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課程教學計畫連結網址，請填入教育部「大學校院課程網」或「技職校院課

程網」之「課程大綱」欄位，且能有效連結閱覽，才予以備查。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學校名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開課期間：＿109＿學年度＿2＿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 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卓越大師講座 

2.  課程英文名稱 Lectures of Excellent Masters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中國文化大學     

(2)學校:銘傳大學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張正傑教授/教育研究所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時數 1.625 小時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11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其他 

19.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必

填） 

http://www.art.ntou.edu.tw/masters/  

http://plus.ntou.edu.tw/podcasts/6?edit_mode=on&locale=zh_tw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連結網址 http://www.art.ntou.edu.tw/masters/main.html 



45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在社會上有許多生活藝術家，他們的社會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他

們對生命有著獨到的品味，對社會能明察秋毫、能發表真知灼

見，對百姓有悲天憫人的情懷。然而這些生活大師或許無法到校

定期上課，透過「卓越大師講座」的邀請，可以讓學生及社區民

眾親炙大師，感受生活於藝術、藝術於生活的態度，進而體會人

生的價值、開拓通達的視野。 

二  適合修習對象 大學生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 

1 課程講解 面授及遠距教學 

2 
暫定-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蕭瓊瑞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3 
暫定-前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李偉文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4 
暫定-知名作家  

廖玉蕙 女士 
面授及遠距教學 

5 
暫定-中央大學文學系教授 

焦桐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6 
暫定-立法委員 

林昶佐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7 
暫定-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

所教授  向陽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8 
暫定-將來銀行籌備處執行長 

劉奕成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9 期中考  

10 
暫定-大提琴家 

張正傑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11 
暫定-和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蘇一仲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12 
暫定-旺生企業有限公司 

郭瓊英 女士 
面授及遠距教學 

13 
暫定-清華大學生科系教授 

李家維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14 
暫定-世新大學英語學系客座教授

李振清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15 
暫定-雕刻家 

 王秀杞 先生 
面授及遠距教學 

16 期末考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次，總時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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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12次，總時數：24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http://www.art.ntou.edu.tw/masters/index.htm 

E-mail：ntoumaster@gmail.com 

TEL:24622192分機 2120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6.其他做法(繳交紙本及現場即時作答） 

八  成績評量方式 學習態度(出席率)50%、期末考試 50% 

九  上課注意事項  請依座位表入座，每堂課依座位表打鐘後點名(下午 1 點 10

分)，遲到將扣分。 

 請假請於次堂課補交假單（含公、事、病、喪假）給課程負責

人。 

 請關機，勿遲到早退、無故缺席、夢周公；學習態度及出席狀

況將是評分重點。 

 上課時若遇影像中斷但仍有聲音時，課程繼續進行；影像及聲

音皆中斷時，請留坐原位待教師宣佈無法上課時方可離席，並

請注意日後補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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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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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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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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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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