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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摸索與反省中尋求躍升 ─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蛻變的軌跡 
林仲修∗ 

（收稿日期：2006 年 10 月 18 日，接受刊登日期：2006 年 12 月 15 日） 

摘 要 

台灣的大學院校之通識教育歷經二十餘年的摸索與努力，對通識教

育之定位上的認知已獲致普遍之共識，並確立通識教育在教育體系中係

居於大學教育之「基礎與核心」的地位。絕非專業教育之外的「補充性

教育」或等而下之的「邊緣知識」。已大致形成共識，然而，接下來如

何深化與精實通識教育的內涵，如何創新課程的設計與規劃，如何活化

教學的方法，以提升通識教育之整體品質，才是真正嚴峻的考驗。 
由於本校通識教育體系深受過去施行十餘年之久的「共同科」影

響，問題盤根錯節，例如行政體系的層級、主事者之企圖心、師資專長、

課程內涵、軟硬體設施、師生心態等等，皆有重新反省與調整的空間。

因此，針對實存之缺失與未盡理想之處，逐一漸進的加以規劃改進乃進

一步提升通識教育品質之必要作為，本文僅就義守大學 2005 年課程規

畫的歷程加以整理修潤為文，以就教於各方先進。 

關鍵詞：通識教育、課程設計 

                                                 
∗ 義守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專任助理教授兼博雅課程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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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 反省是進步的開始 

  台灣通識教育的先行者台灣大學黃俊傑教授剴切的指出，二十世紀

的最後十年間，海峽兩岸都經歷了波濤壯闊的高等教育改革，在這一改

革浪潮中，通識教育的改革極具重要性與關鍵性，其改革之速度、廣度、

深度，對爾後高等教育之內容與品質將有深遠的影響。台灣的大學院校

之通識教育經過二十年的提倡與推動，已大致形成共識，伴隨政治民主

化的浪潮，更加開闊了學術自由與課程之自主空間。然而在此新環境

下，如何深化通識教育的內涵，如何創新課程的設計與規劃，如何活化

教學的方法，以精實通識教育之整體品質，將是有志提升全人教育者必

須嚴肅面對的挑戰與契機。 

  通識教育經過二十餘年的提倡與推動，對通識教育之定位已獲致普

遍之共識，並確立通識教育在教育體系中係居於大學教育之「基礎與核

心」的地位。絕非專業教育之外的「補充性教育」或等而下之的「邊緣

知識」。 

  由於通識教育體系深受過去施行數十年之久的「共同科」影響，問

題盤根錯節，例如行政體系的層級、主事者之企圖心、師資專長、師生

心態、課程內涵、軟硬體設施、等等皆有進一步討論與調整的空間。因

此，針對目前之缺失與未盡理想之處，逐一漸進的加以規劃乃進一步提

升通識教育品質之當務之急，整體而言，目前本校通識教育所面臨的問

題與瓶頸概述如下： 

一、 課程領域尊嚴的失落 

  為了「招攬」學生，許多授課教師成績評定過於寬鬆，授課內容過

渡「常識化」、「通俗化」，學術承載度不足，最終淪為老師不重視，學

生不在乎的所謂「營養學分」，甚至成為專業科系教師授課時數不足時

才會「重視」的替代性課程，事實上是無足輕重的「備胎」。 



 
 
 
 
 
 
 
 
林仲修  義守大學通識教育蛻變的軌跡 

 75

二、 課程領域主體性的失落 

  若干怡情養性或培養才藝的課程例如：陶藝、書法、田園生活、藝

文欣賞、諮商輔導、兩性關係、家庭重塑、婚前輔導、生涯規劃等，雖

具有操作性、實用性、常識性、休閒性、技藝性，但生活化有餘，通識

性不足，此類課程充斥於通識課程中，遂使人文藝術淪為調劑科技的裝

飾品。通識教育與社團活動、才藝補習班、讀經禪修團體難以明確區隔。 

  根據以上之反省，審思本校通識教育「知真、意善、情美」之目標，

衡量學校師資與學生之需求擬提出以下之改進目標，做為進一步規劃課

程內容之依據。 

（一） 強化學術的承載度 

針對某些課程深度與批判性闕如或不足，以及偏重休閒性、技藝性

等問題，本課程規劃將審慎思考「知識體系與行為實踐」、「學術性與致

用性」之間的若干衝突，透過更嚴謹的課程審查、師資改善等措施，以

逐漸趨近以下之目標：強化學生基本思辯能力（判斷力、獨立思考、批

判思考），以及智慧與舉一反三的能力。 

（二） 提升教師職能 

針對部分學生視通識教育為附屬或營養學分，修習態度不夠積極認

真的問題。本課程規劃將透過「提昇教師職能工作坊」的研習活動以及

工作聯繫單的方式，要求授課教師加強各方面要求，嚴格把關，例如缺

曠課情況的掌握，課堂中的互動，以及更嚴僅、更合理的成績評量。 

（三） 兼具深度與廣度 

通識教育倡行之初，由於通識教育的宗旨與目標處於「十人十議」

眾說紛紜的混亂情況，因此教師往往自行設計各自偏好之課程，因而失

去課程的系統性，有些課程雖頗具創意性，卻顯得凌亂。因此，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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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劃將特別關注多元性與整合性、整體性、全盤性、系統性的平衡以及

「深度」與「廣度」兼顧。 

（四） 整合為四大領域 

本課程歸劃將浩瀚的通識教育課程整合為社會科學、人文藝術、自

然與科技、生命科學等四大領域，詳細內容詳如下述。 

貳、 社會科學領域課程規劃 

一、 前言 

  社會科學是以人和社會作為探討對象的科學，其內容包羅萬象，研

究方法日新月異精益求精，構成現代人了解自己、了解自己的處境並謀

求對策的重要知識基礎。它以一種有系統、嚴謹的方法幫助吾人對人與

社會有正確的了解。學習社會科學，可以擴大學習者的視野，理解生活

週遭的事理，是一種活的、經驗的知識，而不是死板、靠背誦來學習的

知識。因此它需要學習者發揮靈活的觀察力和想像力來豐富其內涵，同

時應用這些知識襄助學習者積極地迎向快速又巨大變動的未來世界。誠

如上述社會科學探討的是人，以及人所組成的群體（社會），就行為層

面而言社會科學研究的是人的行為，而人是群居的動物，因此人的行為

基本上也是社會行為。例如：人有經濟行為，故有經濟學；人有政治生

活，故有政治學，人的社會群居會發生若干問題，故有社會學。依此類

推廣義的社會科學尚包括心理學、人類學（民族學）、管理學、法律學、

教育學、人口學、傳播學----等等。這些學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因為會發生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等，都是同一個「人」，

也就是說上述諸問題，其實經常的同時發生在一個人身上，而一個「人」

是不能如同一般物體或機器加以切割後再來加以分析的。因此社會科學

的學科之間，一方面因為研究對象之重疊而緊密相關，一方面更因此而

相互支援、相輔相成。因此在課程的設計上，不可過度零碎的切割，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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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科之間應有一定程度的整合。 

二、 現況說明 

  本校通識教育核心課程組，有關社會科學領域僅開設學期課程「中

華民國憲法」一門必修二學分，回顧「中華民國憲法」之課程沿革，可

追溯到威權時代的「國父思想」，後來由於民主化的影響，獨鍾「一家

之言」的思想壟斷備受攻擊，且以某人之思想為共同必修課程，經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為「違憲」，此亦不利於民主法治教育之推行，因此，

乃更名為「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精神」，更名之舉，事實上只是把中山

思想包裹在中華民國憲法之中，雖然緩和了社會與教育界輿論的衝擊，

實質上是「換湯不換藥」，後來幾經努力，始將「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

精神」重新規劃為兩學期四學分的學年課程，上學期講授「中華民國憲

法與政府」、下學期講授「中華民國憲法與人權」，嗣後又將上述課程整

併為「中華民國憲法」二學分。施行二年後重加評估，授課教師普遍認

為本課程規劃之內涵雖佳，然就增進學生之民主法治素養而言，顯有廣

度不足之缺憾，畢竟民主法治不只憲法一端，必須輔以其他學科之基本

知識才能深值學生民主法治的根基。 

三、 規劃方向 

  本課程規畫除了注意學生更多元的選擇之外，亦考慮授課教師之專

長是否能充分發揮。本中心講授「中華民國憲法」的師資皆為法政領域

專長之教師，而法政領域包含甚廣，不只憲法一端，教師若終年只有講

授憲法一門，一則容易造成職業性疲乏，二則無法讓教師之專長充分發

揮，為了使教師之教學不致因為職業疲乏而失去創新性，以及因為其他

專長被埋沒而影響教學熱忱，乃將單科的「中華民國憲法」歸入「社會

科學領域」之中，不僅符合時代主流思潮，更且對教師的教學生涯、學

生的學習權益以致於整個通識教育內容之充實，皆有實質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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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規劃內容 

（一） 核心課程 

   1. 憲政與法治：中華民國的憲政發展、民主憲政與法治 

（二） 博雅課程 

1. 法政：社會科學導論、法學理論與實務、政治學概論、各國政府

概論、國際關係、中國議題與兩岸關係 

2. 經社：經濟學理論與實務、台灣的經社發展、社會學的當代議題、

社會問題與適應、社會改造與社會運動 

3. 管理：管理學理論與實務、團隊的經營與管理、衝突與危機管理、

溝通與談判原理 

參、 人文與藝術領域課程規劃 

  本課程設計之核心是以人文思想所含蘊之價值觀為根本，藉由對於

中西人文思想之反省、吸收與批判，整體地反省中西人文思想，指出其

各自的優點與不足之處，俾便透過此一反省，重新建立一套足以適應當

代處境，而又能免除中西傳統文化各自偏失的人文課程。伴隨資訊時代

的來臨，今日之人文思想是否須依據新的價值基礎加以重新定位，還是

我們只要持守傳統文化，即能得到安身立命的根據，上述種種問題都有

待現代的思維加以不斷的反省。 

  一般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圓滿性之特質，但是較缺乏思辯的方法，

如果能夠由西方思維中借重其論述之方法，確可補足中國文化思想在這

方面的不足，使中國文化之精神能被現代的語言予重新闡述、把握。目

前本校人文藝術方面的課程，稍顯凌亂，雖有單科獨具特色，但缺乏統

整，外國語文的課程流於通俗之弊，而部份藝術欣賞課程缺乏分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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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強調也是值得繼續推廣的是，本校向來重視校園人文氣息的營

造，透過校園景觀、藝術作品的展演、駐校作家系列活動，禮聘國際知

名舞團「雲門舞集」駐校授課、演講、示範演出等活動。使通識教育以

動態、靜態、平面、立體、影音等多元途徑的呈現融入校園環境與學生

活動中。以建立校園文化特色，在潛移默化中薰陶學生的氣質。 

本校之人文與藝術課程實際上包括華文、外國語文、歷史、藝術賞評等

學門，為了使學生有更充實的人文與藝術涵養，有必要規劃既能滿足學

生又符合大學通識教育理念的人文藝術課程。本著去蕪存菁的原則，就

華語文、外國語文、歷史以及藝術等四大領域加以規劃，由於學科性質

不同，各學科規劃之具體內容詳述如下。 

一、 華語文課程規劃 

（一） 前言 

  語文是學習任何一門知識之基礎工具，能正確理解、運用自己國家

的語言文字，並進而欣賞各種文學作品，甚至可與他人討論或解釋其中

意涵，是一個大學生所應具備之基本能力。然當今之校園學子多醉心於

電腦網路的流通與交際，鮮少閱讀與創作，造成大學生華語文能力普遍

低落。尤其在以理工商科系為主之大學院校，學生通常對文學缺乏真正

的興趣，大多無法以華語文精確且流暢的表述問題與思想。因此，培養

學生主動的閱讀與欣賞文學作品，並透過進一步之深度閱讀，以培養對

文化全面思辨及反省之能力，實刻不容緩。基於上述體認，大學之華語

文課程之規畫，萬不能以「高中國文教學模式之延長」為其定位。故本

次華語文課程規畫之主旨聚焦於： 

在核心課程中讓學生依興趣主動選擇至少兩種文類學習，以打下紮

實之文學基礎，並因此而願主動閱讀相關文學名著。 

在博雅課程中設有各種語言學類及進階之文學或文化思想類課程，

並配合文學與其他學門關連性討論之課程，以引發學生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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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文學之興趣，同時培養其理性哲思及對文化現象宏觀反思

之能力。 

在博雅課程中亦設有各級實用華文之課程，以利學生因應未來生涯

規劃及實務應用之所需，學習各種活用技巧。 

（二） 現況說明 

  本校大一華語文課程原來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相關計劃實施中，已

將單一課程三個學分的設計，改為以兩個課程學分數不變的方式實施；

即「哲思文選」上下學期各兩學分、「應用中文書及習作」上下學期各

一學分。然在教學上，不論專、兼任教師對於兩個學分的「哲思文選」

及一個學分的「應用中文書及習作」，均難以作出準確的課程切割。故

在授課進程中，仍以三個學分為授課設計，但卻必須區分為兩份考試、

兩種成績，實際執行上已形成困擾。而在學生的選課影響上，也出現學

生因為選課人數之限制而分別選修兩位不同老師課程之現象，例如「哲

思文選」在甲老師班級、「應用中文書及習作」在乙老師班級，造成授

課老師不易掌握學生出席情況，以及課程由「哲思文選」轉換為「應用

中文書及習作」之難度升高。同時授課教師對於因重修、抵學分、選課

技巧等原因而只選修一個學分課程的學生，有難以管理與進一步輔導之

盲點。 

  基於以學院為單位統一時段的排課方式，對於華語文組課程之實施

應有正面幫助。建議華語文組課程規劃的原則為：1.在核心課程中維持

單一課程三個學分的完整性。2.核心課程以單一課程不同重點、分流實

施的方式，創造華語文教學的活潑與創意。3.在博雅課程中設計相關的

實用華語文課程，如「進階實用華文」、「高級實用華文」等，以及進階

之文學、文化思想類課程和語言學類課程，以為核心課程之銜接與輔助。 

（三） 規劃方向 

  針對以理工商科系為主之大學通識教育中，華語文能力增進課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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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規劃目標可分三方面：一是文學基礎程度之培養；二是語文深度表達

及思辨力之訓練；三是各體實用華文寫作能力之增進。茲分述如下： 

文學基礎程度之培養：在核心課程中藉分類教學之方式以提高學生

之興趣，並增進其文學基本常識。將核心課程分為文化思想、

散文、小說戲劇、詩詞曲等四大類，讓學生依其興趣選擇，在

一學年之課程中，同學至少可輪流上到不同老師至少兩種文類

之課程，藉此引發主動學習之興趣，並因此培養較為紮實之文

學基礎，甚而願意主動涉獵各種文學名著來欣賞閱讀。 

語文深度表達及思辨力之訓練：設計進階之文學與文化思想類及語

言學類課程，或文學與其他學門關係討論之博雅課程，以培養

語文創作表達及宏觀思辨之能力；在課程中安排語言學類及進

階之文學與文化思想類課程，和文學與其他各領域關係之課

程，如「文學與電影」、「文學與宗教」、「文學與藝術」、「文學

與心理分析」、「文學與歷史」…之類的專題課程，藉由設計不

同的論題，盡量以討論之方式，讓學生學習利用圖書館蒐尋資

料並輪流表述，再經由老師之引導及提問，除了增進學生語文

表達及分析思辨之能力，並在平日即養成獨立思考之習慣。 

實用華文寫作格式之練習：在博雅課程中讓大學生有熟悉各體實用

華文書之格式及練習各體文書格式修辭之機會。現今大學在校

生，於一般書信或基本之研究報告格式中，往往文句不通、錯

謬甚多；畢業入社會後之履歷自傳、企劃文宣、便條名片、公

文簡報、會議文書等等常用之實用文書，亦往往格式混亂、條

理不清，故在博雅課程中安排各種實用文書之格式學習與實際

修辭寫作之課程，有其必要性和實用性。 

（四） 規劃內容 

1. 核心課程 

（1）華文思想與文學：文化思想概論、散文導讀、小說戲劇導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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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曲導讀 

2. 博雅課程 

（1）實用華文：實用華文、進階實用華文、高級實用華文 
（2）語言學：文字學、國音學、修辭學、口語傳達、漢語語法 
（3）文化思想：諸子選（如：老莊、荀韓、朱陸…）、經學名著選、

道學名著選、佛學名著選、史傳文名著選、其他思想名著選 
（4）文學：文藝理論、詩選（如：李杜詩、陶謝詩…）、詞選（如：

蘇辛詞、李清照詞…）、曲選、小說選（如：短篇小說、明清

小說…）、戲劇選（如：雜劇、傳奇、布袋戲…）、散文選（如：

韓柳文、明清小品…）、俗文學、現代文學 
（5）文學與其他：文學與宗教、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心理分析、文

學與歷史、文學與電影、文學創意、文學與其他專題 

二、 外語文課程規劃 

（一） 前言 

  台灣經貿的特殊環境與國際地球村理念已然形成，隨著資訊科技日

新月異與國際事務的互動日益頻繁，外語文能力的提升已成為高等教育

中極為重要的課題。由於英語為當前全球溝通主要的國際語言，本校外

語文課程規劃以英語文為主；然而，考量國際化的多元文化交流和歐盟

在未來國際競爭角色，也將強化以歐盟語文為第二外語的課程規劃。 

  除了作為國際溝通工具，外語文教育還具有拓展學生的知識與國際

視野之功能，以及開創個人生涯與國家發展動力的積極意涵。外語文學

習深受個人的興趣、價值判斷、意識形態等影響，可銜接到人文學科範

疇，因此融合文化情境的語言學習將是未來外語教學策略的重點之一。 

（二） 現況檢討 

  以英語文為主的傳統外語教學，強調字詞解釋、語法解析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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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欠缺語言多元應用導向的教學目標，導致無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教學中常見學生逐字閱讀、逐字翻譯的閱讀習慣，而較缺乏統整的、

批判式的閱讀能力。本校雖以英文分級上課方式改善學生英語文程度之

落差，但仍不足以全面提昇學生的英語文能力。尤其自大學共同科整併

於通識教育中心後，英語文課程在通識教育課程中應更具多元性與實用

性，故課程設計與教學方式需進行整體的檢討與更新。 

（三） 規劃方向 

  於現有英文分級分班授課與教材分級使用的基礎上，強化英語「聽

說讀寫」技巧的基礎訓練。由於當今的學生常常必須在短時間內消化大

量的資訊，所以有必要訓練學生快速掌握文章重點，基於以上之情勢需

求，規劃基本英文能力與文化深度兼顧的博雅課程，帶動學生更多樣化

與彈性化的學習確有必要。 

  聽、說教學分別以語意理解和語意表達為主，利用多媒體教具，增

進學生對語意的掌握，加強對真實情境的語用練習。閱讀能力的培養則

以各基本閱讀技能之訓練為主要方向，配合寫作訓練，鍛鍊學生有效地

汲取文章重點與流暢書寫心得。除語言學習之外，亦從多種角度讓學生

接觸歐美文化，並藉以加強學生對西方文化與文學之認知，提昇閱讀與

溝通技巧，培養學生分析、賞評歐美文學與文化之能力。 

（四） 規劃內容 

  規劃內容可區分為英語文和其他外語文課程。其中英語文課程分為

核心課程之實用英文、英語聽說實習，以及博雅課程。實用英文旨在教

授閱讀技巧，引導學生汲取文章精華，摒棄沒有效率的單字閱讀習慣。

引導學生藉由關鍵字詞，理解基本句型和段落之文法，培養「聽說讀寫」

所需要的辭彙、句法及知識。著重教導學生閱讀文章的策略及訣竅，並

配合速讀的方式掃描出關鍵主題文句、字詞，提昇閱讀速度，節省閱讀

時間，以提昇英文閱讀速度和理解正確度。英語聽說實習旨在訓練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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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意理解和口說的語意表達，利用多媒體教具，增進學生對語意和語

境的掌握，同時讓學生體驗不同速度、不同口音的英語，加強對真實情

境的掌握。 

  博雅課程分為應用英文、進階實用英文及西洋文化與文學。其中應

用英文領域包括新聞英文、商業英文、科技英文，本領域課程旨在增進

學生在未來職場上的發展潛力。進階實用英文領域包括創意寫作、進階

聽力、英文演講、閱讀與寫作技巧，本領域課程旨在持續提升學生中高

階英語文能力。文化與文學領域包括英美文化導論、歐洲文化導論、英

文名著選讀，本領域課程旨在培育學生宏觀文雅的人格特質，促進對西

洋文化的認知與文學欣賞的素養。 

  1. 核心課程：實用英文、英語聽說實習 

  2. 博雅課程 

  （1）應用英語：新聞英文、、商業英文、科技英語 

  （2）進階實用英文：創意寫作、進階聽力、英文演講、閱讀與寫 

       作技巧 

  （3）文化與文學：英美文化導論、歐洲文化導論、英美名著選讀 

  （4）日語文：初級日文、進階日文、應用日文 

  （5）德語文：初級德文、進階德文 

  （6）法語文：初級法文、進階法文 

三、 歷史課程規劃 

（一） 前言 

  歷史之價值在於拓展人之知識與視野，社會之演進與政治之興革均

以其為借鏡，歷史不僅是在回顧過去的消極意義，更具有展望未來的積

極意涵，為通識教育中的重要一環，大多學校將之列為核心必修課程之

一。台灣的特殊環境與政治生態影響到歷史教學。就歷史發展而言，分

合乃是正常現象，無論以何種立場來詮釋歷史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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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歷史，但其基本前提必須使學生了解歷史的真正價值與作用。 

  傳統的歷史教學，具有濃厚的主觀意識，深受個人的感情、信仰、

意識形態等價值判斷影響，被視為人文學科的範疇。中國的乾嘉學派及

西方十九世紀科學歷史的發展，使史學趨向科學化，以科學的方法來重

建及整理歷史資料，歷史漸具有社會科學的性質。史學的主觀與客觀意

涵，正是史學的特徵，也代表了史學的多元化，使人以多元方式從不同

的觀點和角度看問題。歷史走向客觀與科學化，雖然沒有嚴格的自然科

學規律，但此意味著歷史是可以捉摩與預言的。史學已發展成一種整合

性、整體性的學術與課程，法國年鑑學派足以為代表。 

（二） 現況說明 

  台灣的歷史課程規劃，尤其是自大學共同科目取消後，歷史課程呈

現了混雜的趨勢，受限於各校的客觀環境與師資結構，而呈現出不同的

面貌。在設有歷史系與社會科學的綜合大學，歷史課程較具多元性與整

體系，尤其是學生程度較為整齊的國立大學。反之，一般私立大學，尤

其是偏向理工之私立大學，其學生程度與國立大學相差甚遠，而其師資

結構亦深受傳統共同科目時代的影響，課程設計與教學方式有極大改進

空間。 

（三） 規劃方向 

  自共同科目取消後，各校原有之共同科亦多改為通識教育中心，歷

史亦為多數學校列為核心必修科目。歷史之為通識，除具備傳統史學知

識外，更應具備史學之整合性，整體性的理念，也就是使歷史兼具之人

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特性得以在課程設計中呈現出來，使學生從歷史課

程設計與教學中對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基本而精要概念有所了解，核心

課程將以文明發展史為主，博雅方面則以科學史、宗教史、思想史及實

用史學為規劃範疇。 

  科學史的目的在使學生了解人對自身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探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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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然相處之道的進程，以及科學對社會的激撞。宗教史的目的在使學

生了解人之尋求自我心靈之慰藉，探索生與死的精神層面。思想史則在

於了解人之思想對政治、經濟及社會判斷的影響與運作方式。而實用史

學則是在從歷史的經驗中，尋找出處事為人之道。此規劃之指標則在使

學生能看懂報紙及各種資訊所載之知識，與相關之書籍，使其能為未來

之發展奠下深基。 

（四） 課程內容 

1.  核心課程：文明發展史：中華文明發展史、西洋文明發展史、台

灣開發史 

2.  博雅課程 

（1）科學史：科學與科技發展史、科學與社會結構的變遷、科技文

化史 

（2）宗教史：宗教的起源與發展、宗教與社會文化、宗教與現代化 

（3）思想史：中國思想史、西洋思想史、傳統思想的現代詮釋 

（4）實用史學：歷史與管理、史學方法與應用、史學與創意思維 

四、 藝術課程規劃 

（一） 前言 

  一般人的刻板思維認為藝術是高不可攀的，是被貴族所壟斷的高級

享受，對一般人而言，是可望而不可及的奢侈品，事實上，藝術與人類

的生活有密切的關係，是人類文化資產中最重要的內涵之一。當然藝術

也不僅限於畫廊的展示，音樂廳的演出，或戲院的公演，而是一種有意

義的活動，其範圍極為廣泛，然而無論何種藝術的表現，都含有創作者

的思想、感情與技巧。因著思想、情感、技巧的個別差異，以及創作者

身處不同的時空，而造就了獨特、多樣而豐富的藝術表現。 

藝術活動的目的在於賦生命予藝術品，藝術創作的意義隱含於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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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藝術的價值，在於是否具有生命與意義。質言之，「藝術」是一

種有意義的人為活動，因此，「藝術家」、「藝術創作」、「欣賞者」之間

存在著心靈互動的關係，藝術藉由藝術家獨特的技巧加以創造而存在，

「藝術家」的創意理念藉由藝術品為媒介而得以彰顯，而「欣賞者」藉

由藝術品的欣賞與分享，得以豐富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換言之，根據審

美的原則，藝術提供接觸者以審美的感受與經驗。 

  創作者透過適當的媒介，將其內在的思想或感情予以傳達出來，因

此產生了藝術作品。而創作品是否為藝術品，以及藝術品質感的高低差

異，相當程度取決於創作者及欣賞者在藝術方面的涵養與鑑賞能力。 

（二） 現況說明 

  目前國內各大學之藝術課程（藝術科系除外），大致上有藝術概論、

藝術專題、藝術實作與創意操作等三個範疇。本校目前所開設之藝術課

程包括「概論（藝術理論或創作原理）」與「賞析」兩大類，就兩者比

重而言，後者遠多於前者，課程性質的失衡，連帶影響到「賞」與「析」

的平衡，大抵上「賞析」的課程呈現「賞」多「析」少的情況。也就是

說，學生所得到的大多是感官的美感經驗，較少獲得有關該藝術創作全

程的基礎學理。 

  此外課程安排，往往呈現切割分離不相統屬的通病，即便有些課程

稍具統整性，也因為學生隨機（非強制性）選課，想選的不一定選到，

到頭來礙於畢業學分總數的要求，勉強湊足畢業學分，致使大學期間所

修課程缺乏整體系統性和結構性關聯，此乃目前藝術課程以至於整個通

識教育之最大盲點。 

  最後由於學生對藝術課程的刻板思維，以及老師對學生的「投其所

好」造成藝術課程「庸俗化、常識化」甚至「綜藝化」的情況，值得格

外重視。 

（三） 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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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是文化重要的一環，而藝術品所呈現出來的是一種典型的感覺

與意義，此種典型的感覺與意義並非專屬於個人所享有，而是可以普遍

化而成為許多人所共通的經驗，因此，透過一定程度的學習與訓練，接

觸者（欣賞者）乃得以和藝術家同樣的得到類似經驗的滿足。本課程之

重整基於現況缺失之檢討，藉由藝術原理的講授，藝術創作的賞評，引

導學生認識有關藝術之基本概念，讓學生對藝術家的創造活動、藝術品

的特質、藝術的欣賞與批評、藝術與人生的關係等方面均有基本的知識

涵養，並獲致美感經驗的享受與提昇，進而達到以下目標： 

1. 瞭解藝術的意義、價值與功能、起源與類別以及創造的過程。 

2. 認識藝術創作材料、形式要素與原理、表現題材與內容蘊涵。 

3. 懂得藝術欣賞的態度與方法、賞評的方式與種類、賞評的取向

與價值。 

4. 體認藝術與個人、社會、人生經驗、生活內涵與品質的關係。 

（四） 規劃內容 

  博雅課程： 

（1）藝術理論：藝術概論、美學原理、中西藝術史、音樂概論、舞

蹈概論 

（2）藝術賞評：造型藝術賞評、表演藝術賞評、綜合藝術賞評、戲

劇概論 

（3）藝術實務：藝術管理、藝術行銷、創意產業 

肆、 自然與科技領域課程規劃 

一、 前言 

  自有人類以來，人與自然環境即維持極為密切的關係，在古代，人

類依賴自然環境所蘊育的資源而得以生存發展，當時人與自然環境是融

為一體的，然而隨著人類文明與科技的發展，人類在浩瀚的大自然中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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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謙卑，而以萬物的主體自居，於是「人定勝天」的傲慢取代了「共存

共榮」的和諧景況。人類對自然環境無情的「侵奪」，不僅突顯了人類

的自私與貪婪，更引發了大自然「抗議性」的反撲。面對一連串的災難

與自然界的異相，原以為可以駕馭一切的人類，不但面對自然環境的反

撲而自顯卑微，同時在強調高科技研發的風潮之下，必然深化人對科技

的依賴，最終到底是人類駕馭科技還是科技宰制人類，面對這些衝擊，

人必須回復到以往的謙卑，嚴肅的省思以建立人類與自然環境新的倫理

關係，以及維持人與科技之間適當的距離，此乃當代人類不可推諉的責

任，而教育是一個重要而關鍵的著力點。 

二、 現況說明 

  目前本校通識教育之自然科學課程，比較著重於基礎學科與運用性

學科，強調當代議題的關注與現實問題之解決，而對於自然與科技的未

來發展性，以及對人類未來的衝擊甚少涉及，由於缺乏向前和向後延展

的時空縱深，因此無法激發學生對生存環境的重視，無法刺激學生的想

像力和創造性。對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科技對人類可能的威脅亦缺

乏應有之警覺。事實上，台灣長期籠罩在自然環境遭到破壞的隱憂中，

此課程應有助於對台灣自然環境以致於全球生態的了解。 

  科技的發展一日千里，人類的創造發明，日新月異，對人類實質生

活造成空前的衝擊，就人類長遠的生存發展而言，利弊參半，無疑的科

技，確實為人類帶來了不少方便，讓人類在某種程度上能夠改變環境的

限制，延長人類的壽命， 

  甚至複製生命。正因為如此人類正面臨一種新倫理的挑戰，人與

人、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人與其他生物、人與整個環境的關係都有

待更縝密的加以思考、釐清，這是目前本校以致於全國大專院校都比較

薄弱的一環，因此透過本次的課程規劃，針對自然與科技的本質與現實

議題加以設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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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規劃方向 

  衡之今日，自然與科技對人類的影響仍然至深且鉅，因此，根據上

述的基本論述為基調，透過貫穿古今的自然與科技課程設計，期使修習

者能真正體認收斂人對自然環境的侵略性，並對科技的發展有較理性的

思維，本領域課程之設計目標分述如下： 

（一） 歷史和發展方面 

  包括自然科學史、人類發明史和人類尖端科技，此等課程可以啟發

繼往開來的精神，對當代人類也有激勵功能，同時可以激發人類對環境

科學的重視。 

（二） 當代議題方面 

  1. 宇宙太空科學，內容包括宇宙、星際、地球以及太空科技，太空

科技的課程著重人類探索太空的歷史軌跡、當代特殊任務以及未

來的發展。 

  2. 生態、天災、能源議題：這是當代世界人類所面對的一大危機，

台灣也長期籠罩在這些隱憂中，課程內容將提供相關的科技研究

和貢獻，以及一些相關的法令。 

  3. 對人類造成直接衝擊的科技：包含科技對人類的影響、軍事科技

和生醫科技。 

  4. 科技和藝術的結合課程以期能同時增加心靈和美學的成長。 

（三） 未知世界課程方面 

  包含古老文明之謎和當代科技無法解釋的議題。這些課程將呈現

「超越」科技的事實以及研究現況，藉此彰顯「科技無界」的精神，並

藉以刺激學生的想像力與創造性。 



 
 
 
 
 
 
 
 
林仲修  義守大學通識教育蛻變的軌跡 

 91

四、 規劃內容 

博雅課程 

（1）發展史：自然科學史、人類發明史、環境科學概論、人類尖端

科技 

（2）當代議題：宇宙探知、認識地球、環境生物概論、生態環境概

論、科技與人類、永續建築、電腦科技與藝術 

（3）未知世界科學探索：古老文明之謎、機器人、電影與未來科技 

伍、 生命科學領域課程規劃 

一、 前言 

  自從宇宙大霹靂之後，地球經由長期的演化過程，在地表上產生各

式各樣的生命形態。例如，病毒、單細胞生物、多細胞生物等。形形色

色生命體中均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亦即雙螺旋構造的 DNA，它既是生

物體的遺傳密碼，也潛藏著生命起源的奧秘。多數科學家們認為生命的

起源是從水中開始，隨著水生動植物登上陸地之後，才有陸上動植物的

發展，並形成今日地球各式各樣的生態圈。此外，藉由解開 DNA 上的

基因密碼，人類逐漸涉入生物的發展過程中，並對地球上的動植物進行

基因改造。就人類歷史而言，雖然人類社會已歷經各種演變，但大多集

中在人類外部事物上。然而，基因工程則可能將改變的方向朝向人類本

身，此為人類社會前所未有的發展。放眼未來，人類究竟要朝哪一個方

向邁進，實有賴於人類對生命現象與生態環境的深刻了解。 

二、 現況說明 

  細查當今的生命教育內涵，由於知識的爆炸，社會倫理觀念趨於模

糊，學生的價值混淆，自殺率節節上升，各種吸毒、傷人的事件不斷的

浮現在每天的報紙上，青少年的人格、健康發展、對生命的價值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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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嚴重的挑戰與威脅。因此生命教育的課程乃被「窄化」為從觀察與分

享對生、老、病、死之感受過程中，體會生命之意義及存在的價值，進

而培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情懷。 

  本校目前之生命教育著重於生命潛能課程的引導，讓學生體會了解

生命的重要及存在的價值，進而欣賞生命、珍惜生命，促進個人生理、

心理、社會和靈性全面均衡發展的生活智慧教育，這樣的設計本無可厚

非。但因為課程設計僅以人為中心，而忽略了其他「生命」與「物種」

的存在意義，因此本校學生對生命的起源、發展與終結，以及人與自然、

人與他人、人與自己，相互對待關係的知識極為匱乏。也因而對生命的

意義與價值，如何欣賞生命、珍惜生命，如何學習包容、接納尊重他人

的生命缺乏深刻的體認。 

  因此透過課程的規劃讓學生知道生命教育的意義在於體會、了解自

己的生命和別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重要及存在的價值。進一步營造一個

至高無上的超越，達到我、人、環境、其他生命現象的四重關係發展。 

三、 規劃目標 

  生命科學課程的主要設計，是從生命的起源開始，此課程的重點包

括基因、細胞、生物個體等，以基因與細胞為基礎，進而發展到動植物

以及人體。本領域課程之設計目標如下： 

（一） 基因與細胞 

  包括生命的起源、生物遺傳密碼、生物醫學、生物科技、微生物學

等。此等課程可以培養學生對於生命本質的認識，亦可以啟發同學對於

生命科學的興趣。 

（二） 生物個體 

  包括生命的成長、植物生理、動物生理、動物行為等。生命的成長

課程著重生命的發展與演變，動植物生理在於比較地球上生物的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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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異點，而動物行為則著眼於自然界動物求生存時所表現出來的行為

現象。 

（三） 人體 

  包括人體結構與功能、大腦科學、心理與生理、美食與病菌、人體

免疫與藥物應用。人體結構與功能係人體生理學的基本觀念，心理與生

理是將人的身心視為一體兩面，大腦科學是探討近年來有長足進步的大

腦相關知識，而美食與病菌以及人體免疫與藥物應用則是有關人體防衛

機制的了解。 

四、 規劃內容 

博雅課程 

（1）基因與細胞：基因的世界、生物醫學概論、生物科技概論、生

命的起源、生物與演化、探索微生物的世界 

（2）生物個體：生命的成長、植物生理、動物生理、動物行為概論 

（3）人體：人體結構與功能、大腦科學、心理與生理、美食與病菌、

人體免疫與藥物應用、運動科學概論 

陸、 結論 

  綜觀當前通識教育，以某些單科來衡量，其內容與教學方式雖佳，

然因為缺乏橫向的整合而顯得廣度不足，又缺乏縱向的延展而顯得缺乏

學科的歷史縱深，使通識教育有淪為主流教育邊緣的「零售商」之危機。

根據現況檢討的結果，為了改善通識教育見樹不見林之積弊，本主體

性、整合性、貫通性之基本原則，排除機械的拼裝而加以有機的結合，

如此必可強化學科本身的廣度與深度，「專」、「博」相濟，見樹又見林。

「學術承載度」與「宏觀性」兼顧。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裡，大學通識教育課程，被視為副科中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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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所幸近年來通識教育已逐漸躍升為「顯學」，普遍受到教育當局與

公、私立大學的重視，地區性通識教育聯盟的活力亦逐漸展現，只要在

通識教育發展過程中，不斷反省改進，與時具進，必能建構符合通識教

育之普世價值，以及各校獨具特色之通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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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義守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總覽 

學

 

門 

次學門 類 別 主  題 課  程 

核心 華語文學與思想 
華語文學欣賞與寫作、華文經典閱讀與討

論 

經典的現代詮釋 

四書與情緒管理、儒家學說與領導管理、

道家智慧與生活藝術、佛學與生命探索、

人相學與人力資源 

文學的情意表達 
小說與社會、詩歌與人生、戲劇欣賞與表

演藝術、民俗文學與常民文化、兒童文學 

華語文

博雅 

語文的創意與應用 實用文書及習作、口語傳達、傳記與報導 

核心 基礎英文 實用英文、英語聽講實習 

應用英文 新聞英文、商業英文、科技英文 

進階實用英文 
創意寫作、進階聽力、英文演講、閱讀與

寫作技巧 

文化與文學 
英美文化導論、歐洲文化導論、英美名著

選讀 

日語文 初級日文、進階日文、應用日文 

德語文 初級德文、進階德文 

外語文

博雅 

法語文 初級法文、進階法文 

核心 文明發展史 
中華文明發展史、西洋文明發展史、台灣

開發史 

科學史 
科學與科技發展史、科學與社會結構的變

遷、科技文化史 

宗教史 
宗教的起源與發展、宗教與社會文化、宗

教與現代化 

思想史 
中國思想史、西洋思想史、傳統思想的現

代詮釋 

人 

文 
與 
藝 

術 

歷史 

博雅 

實用史學 
歷史與管理、史學方法與應用、史學與創

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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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理論 
藝術概論、美學原理、中西藝術史、音樂

概論、舞蹈概論、戲劇概論 

藝術賞評 
造型藝術賞評、表演藝術賞評、綜合藝術

賞評 
藝術 博雅 

藝術實務 藝術管理、藝術行銷、創意產業 

發展史及概論 
環境科學概論、地球科學概論、科學與發

明史 

當代議題 
宇宙探索、科技與人類、永續建築、電腦

科技與藝術、機器人 

自
然
與
科
技 

 

博雅 

未知世界 科學之謎、電影與未來科技 

核心 憲政與法治 中華民國的憲政發展、民主憲政與法治 

法政 

社會科學導論、法學理論與實務、政治學

概論、各國政府概論、國際關係、中國議

題與兩岸關係 

經社 

經濟學理論與實務、台灣的經社發展、社

會學的當代議題、社會問題與適應、社會

改造與社會運動 

社
會
科
學 

 

博雅 

管理 
管理學理論與實務、團隊的經營與管理、

衝突與危機管理、溝通與談判原理 

基因與細胞 

生命的起源、生物與演化、基因的世界、

生物醫學概論、生物科技概論、探索微生

物的世界 

生物個體 
生命的成長、植物生理、動物生理、動物

行為概論 

生
命
科
學 

 

博雅 

人體 

人體結構與功能、大腦科學、心理與生理、

美食與病菌、人體免疫與藥物應用、運動

科學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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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Improvements from Explorations and 
Reflections Transform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t I-Shou University 
Chung-Hsiu Lin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efforts and hard work, the general 
education implemented on campuses in Taiwan has been well recognized 
and it sets up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college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is neither the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nor the peripheral 
education. Along with the public recognition, what challenges us is how to 
deepen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ont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How can we 
create new curriculum design and planning? How can we bring in new 
teaching methods? And how can we upgrad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general 
education? 

Since the general education at I-Shou University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General Division greatly, the problems embedded are 
very complicated; it includes different divisions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administrators’ ambitions, teachers’ expertise, content of curriculum, 
software and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the attitud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Hence, we aim to gradually improve our curriculum design based on the 
actual deficiencies and shortcomings in an attempt to upgrade the quality of 
our general education.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our curriculum 
design in 2005, and your valuable suggestions would be highly valued. 

Keywords：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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