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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代的高等教育必須培養學生具有新的特質和能力，始能應付新

世紀可能帶來的衝擊和挑戰，因此通識教育逐漸成為顯學。教育部在大

學共同科目規劃研究專案小組的建議下，於民國 73 年頒布了「大學通

識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通令全國各大學校院開始實施通識教育。

通識教育開始實施至今在概念上仍有相當多的模糊地帶，諸多學者的理

論與世界各大學實施模式也尚未達成一致的共識。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於 96 年度獲得教育部顧問室「以通識教

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補助。在計畫期間透過規劃，積極反

思本校通識教育實施的依據和理念為何，重新建構高應大通識課程架構

與施作方式，透過新的課程規劃提昇教學品質，並積極建構以未來就業

連結與能力培養為主之全校課程地圖，以發揮課程地圖指引學生修課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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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高應大在通識教育課程革新計畫中理念與實務上的經

驗，希望能提供各校在推行通識教育革新有實質的助益。 

關鍵詞：通識教育、核心課程、課程地圖、數位化學習 

壹、 緒論 

教育部在大學共同科目規劃研究專案小組的建議下，於民國 73 年

頒布了「大學通識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通令全國各大學校院開始

實施通識教育。有鑑於提升各校通識教育的品質，於民國 88 年委託中

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辦理大學通識教育評鑑的工作（教育部，1999）。

因此，目前大部分的一般大學對於通識教育均能有一明確的理念，無論

在課程內容或行政制度上，都有相當完整的系統結構。但是直到最近幾

年，教育部才開始強調技職校院應重視通識教育，而作了政策性的宣

示。然而，要達到技職校院通識教育的目標，不能將通識教育視為專業

科目以外的點綴，而應看做是一種基本精神。通識教育的實施重點，不

在通識學分的多寡、通識課程開什麼課，也不是「共同必修科目」的「通

識化」，而是要將人文關懷融入到整個教育的過程，成為一種具備通識

精神的專業教育（張一蕃，1999）。 

吳靖國（1999）曾明確闡釋，技職通識教育必須保有技職教育的特

質，以專業發展為核心，開展出自然、社會、人文、科技、宗教等面向

為向度，並進一步將技職通識教育定義為：「技職教育乃經由『專業發

展』結合專門化與通識化，並以專門職業為基礎，以自然、社會、人文、

科技、宗教為開展向度，依個體之條件促其認知、技能、態度的整體持

續發展，進而實踐於生活世界。」 

吳京（1997）指出面向二十一世紀社會所需培育的人才，技職教育

的課程、教材與學校設施應配合更新調整，以加強學生的基礎與通識能

力，培養恢宏的視野和廣闊的思考力。然現今技專校院課程規劃因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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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或學校專業屬性之不同，仍過度重視專業技能訓練之偏狹盲點而流

於各領域課程的分配不當，導致學生無法獲得完整的通識素養教育，失

去多元化導向就業競爭力。 

近年來，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在技專校院通識教育改革之成果有

目共睹，先後於 91 年至 94 年通過教育部「提升大學基礎教育」、95 年

至 97 年獲補助「大學教學卓越計畫」、96 至 97 年通過教育部「南區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96 年至 99 年獲得教育部通過補助通識教育中程綱要

計畫「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等大型先導型計畫補

助，執行成效優異，使本校通識教育具備良好之教學發展體質。 

在執行「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劃時，本校已積極改進科技大學基

礎教育課程與教學環境，促進基礎教育課程融滲於專業課程、推動與鄰

近大學建立策略聯盟、建置基礎課程 e 化教學網站、推展多元文化課程、

舉辦「潛在性通識課程」、整合環境教育教學資源，編定環境教材等提

升本校通識教育之氛圍。 

然多樣化通識課程與通識活動如一個拼盤總匯，各通識課程間的知

識、內涵零散，潛在性課程之通識教育理念不明確。為此，高應大於 96

年度透過執行「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計畫」之七項子計

劃：「通識核心課程、」「全校課程地圖」、「行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之

通識課程」、「通識與專業整合型之學程」、「全校課程地圖上應有而未有

之通識課程」、「優異通識課程學生學習檔案 e 化上網」、「優質通識課程

數位化」，開始反思本校通識教育實施的最重要的理念為何，進一步重

新建構高應大通識課程架構與理念，希望能創造通識教育與不同學術領

域間之連結，透過數位化教學提升通識課程的教學品質，並積極建構以

未來就業連結與能力培養為主之全校課程地圖，以發揮課程地圖指引學

生計畫性修課之功能。 

最後，希望透過此計畫之改革成果試圖去解決通識教育現存之通識

課程零碎化、專業系所與通識教育的疏離、學生與通識教育的疏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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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資源典範之缺乏等問題，並提供確實可行之方式。本文以高應

大推動通識核心課程、全校課程地圖、與通識課程數位化的實施模式和

實際的經驗作為範例，期對各校進行通識教育革新有正面之助益。 

貳、 通識核心課程 

一、 通識核心課程沿革 

台灣通識教育實施至今的十多年期間，有關通識教育的論述理論不

斷出現，不同學者們的認知亦相當分歧，目前我國通識教育理念的倡議

者，大都是援引國外大學實施的理念、制度或相關規定等，尤其是美國

各大學的通識課程模式特受我國推崇及仿傚，以知識的某些特性或共同

性為完美的理想境界，來設計大學的通識教育課程。 

從美國的通識教育發展脈絡來看，「通識核心課程」的概念在 1980

年代蔚為風潮，主要是因為在此之前美國高等教育課程進行的第二次改

革，哈佛大學校長 Charles William Eliot（1834-1926）在其長達四十年的

任內（1869-1909），推行了課程選修的制度，而這制度其後成了全美大

學的範本（但昭偉、蔡逸佩，2008）。大學採計為通識學分的科目龐雜，

對學生除了學分數的要求之外別無選修規範，致實施成效不佳。之後繼

任的校長 A. Lawrence Lowell（任期 1909-1933）作了一些調整，他仍然

保留課程選修制度，但在選修課程的內容上加以限制，以確保學生學到

重要的知識（但昭偉、蔡逸佩，2008）。「分類選修」（distributional model）

的課程模式與「核心課程」等改革方案遂應運而興（謝小芩，2006）。

當時大多數大學採用「分類選修」模式，也就是指將數百門的課程分成

數類領域，一九四六年哈佛委員會（Harvvard Committee）出版《自由

社會的通識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一書認為通識課

程應包括三個領域：「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學生必須在每

個領域中都修習相當學分（黃坤錦，1994）。哈佛大學這次的修正也再

 96



 
 
 
 
 
 
 
 
林世凌 張瑞芳 謝佳穎  高應大通識教育課程革新與實踐 

次領導了全美大學的課程改革，成為許多大學參考的模式。 

「核心課程」則是較「分類選修」更為集中與結構化的課程設計，

其目的是希望藉以培養或教養出學生應有的共同價值、知識或經驗，但

是什麼是核心知識？學生需要哪些共同經驗？如何決定哪些價值與知

識是核心？應該強調西方傳統正典或應納入多元文化觀點？一直是

1980 年代通識核心課程的爭議焦點（謝小芩，2006）。一九七八年哈佛

文理學院院長羅索斯（Henry Rosovsky）提出「核心課程報告書」，把哈

柏通識課程領域分為五大類：1.文學與藝術（Literature and Art）、2.科學

與數學（Science and Mathematics）、3.歷史研究（historical Study）、4.社

會與哲學分析（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i）、5.外國語文和文化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s）。至一九八五年課程領域分為六大類：

1.文學與藝術（Literature and Art）、2.科學（Science）、3.歷史研究（historical 

Study）、4.社會分析（Social Analysisi）、5.道德思考（Moral Reasoning）、

6.外國文化（Foreign Cultures）（引自黃坤錦，1994）。 

核心課程的出現，可以視為必修課與自由選修課的中間產物，既不

失之於必修課的硬性僵化，也不會像自由選修課的漫無焦點，更重要的

是核心課程的設計，還可以配合該校的辦學宗旨以及實施通識教育的理

念。台灣近年來已經有許多大學規劃核心課程，取代原先單純的分類選

修設計。在台灣通識教育的改革脈絡中，除了哈佛大學核心課程模式成

為台灣通識教育重要參考指標之一，哥倫比亞、芝加哥等大學的模式亦

成為重要的參考指標。《通識教育季刊》陸續刊載芝加哥（Nicolas 1995）、

史丹福（Wolf 1995）、哥倫比亞等知名學府的通識核心課程。每個大學

對「核心課程」的定義、具體內容與實施方案都不盡相同，且每隔一段

時間都會重新修訂之（吳瑞媛 1995；de Bary 1996；引自謝小芩，2006）。 

美國上世紀七十年代許多大學紛紛放棄原先普遍採用的核心課程

體系，而代之以大量的自由分類選修課程；然而到了八、九十年代又重

新改回核心課程的制度（林孝信，2006）。這個反覆的產生，說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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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制度並非絕對地優於自由選修辦法。美國許多大學發現，即使是

「核心領域」的課程架構，領域內部的科目仍失之分雜，欠缺一致性與

連貫性，仍無法達成通識核心課程所標榜的目標。因此，二００七年哈

佛的改革準備廢除核心課程的制度，改回分類選修，在台灣的通識教育

界正紛紛規劃核心課程，甚至教育部也發文各大學鼓勵大家往這方面發

展，此改變在台灣引起一些困惑衝擊。 

哈佛在 2005 年的報告書（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General 

Education-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 and Science）指出核心課程面

臨的諸多問題包含：大班教學難以落實因材施教的理念、能夠符合核心

要求的課程有限、學生被侷限於範疇狹隘的知識途徑、課程隱藏意識形

態的灌輸等等。反觀這次哈佛大學朝向廢除核心課程的過程中，另一所

通識教育典範的芝加哥大學卻仍正在大力宣揚核心課程制度的優點，他

們並不認為核心課程必然就是專門傳授過時的知識，也不必然專門宣揚

特定的意識形態，他們誠然同意要傳授那些在任何世紀都有價值的東

西；但是，他們也強調核心課程就是要提供學生知識的能力（Intellectual 

Skills）來面對新時代的要求。為了強調核心課程的重要，芝加哥大學甚

至特別創辦了一份新的校內刊物，名稱就叫做《核心課程》（The Core）

（林孝信，2007）。 

面對二十一世紀美國各大學通識教育理念的新局勢新挑戰，在哈佛

的改革思潮或芝加哥大學的理念下，我國的通識教育絕不能是直接的拷

貝，我國通識教育主題意識應為何？黃政傑（2006）指出核心課程的概

念隱含中心的、重要的、共同的、必要的等意涵，這些意涵難免招致僵

化、獨斷、宰制的批評，其中也有人憂慮核心課程的建立會壓抑弱勢文

化。通識教育若要建立核心課程，除釐清此一課程之意義和價值、澄清

疑慮外，其次要討論核心課程之內涵，建立共識，進而規劃實施的策略，

追蹤實施成效，以做為改革之用。謝小芩（2007）認為在面對二十一世

紀的挑戰，「核心課程」的概念，也不再僅立基於「知識本身或內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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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而是將之置於大學教育的實際情境中來考量；從「什麼知識最

有價值？」轉換為「哪些課程主題最能反映學校的核心關懷？怎樣的知

識/能力對學生發展最有利？」其具體操作，則從「全稱式」的核心課程

架構，逐漸轉化為更精細且多層次的主題科目群組，進一步豐富核心課

程的樣態。 

朱建民（2009）則指出通識教育的課程設計中，無論是分類選修或

核心課程，最重要是能對「通識教育」有基本的理念共識，他認為通識

應包含三個面向：「共通」的基礎、「旁通」的廣博、「貫通」的融合。

無論課程如何設計，重點仍在是否能夠達到共通、旁通、貫通的教育目

的。極端的共同核心（例如只固定開設少數幾門大班課程）或極端的分

類選修（例如缺乏章法而近乎自由選修的分類方式），都會產生流弊。 

我國在現行高等教育的體制與生態環境下，大學校院急速擴增，各

校學生的素質和教育目標內涵產生極大的參差，通識教育的發展仍有其

一定的困難度，朱建民（2009）認為通識課程的改革或許根本不在於是

否要在核心課程和分類選修之間做出二選一的抉擇，在哈佛、芝加哥等

大學的相繼改革下，國內通識教育應該以更開放而務實地，以各校現實

狀況和教育目標來建立其通識教育之理念、特色與制度。 

二、 高應大通識核心課程規劃與落實 

高應大為一傳統理工色彩濃厚之科技大學，系所與師資領域不均，

以往在經營全盤分類通識課程時，常面臨師資或課程不足的情況，致使

學校飢不擇食地廣納各類通識課程，再加上審查制度不彰，使通識課程

良莠不齊。「全盤分類通識課程」在本校雖有跨領域修課規定，但學生

基本上是自由選課的。由於通識課程零碎，學生的學習常是無方向也無

進程。通識課程核心化一來能使學校淘汰全盤分類通識產生的大量零碎

課程、促使學校敦聘適任之教師開設通識核心課程，透過核心課程的規

劃設計，更能提供學生連續性、進階性之課程。而核心通識課程就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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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而言，屬「低度選修」或強調為「必修」之課程，且非傳統之共同

科目；就旨趣而言，著重學術典範意義，課程內容代表或反映一知識領

域之核心價值，為當代各類學術入門基礎。核心通識課程可厚實學生通

識知識、創造不同學術領域之間對話、溝通與融合，以培養學生知識統

整能力、知識批判能力及知識創新能力。 

（一） 調整博雅通識課程架構，訂定五大領域核心通識課程 

高應大於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提案通過，博雅通識

課程架構調整劃分為「五大領域核心課程」與「深化通識課程」。「五大

領域核心課程」之性質是屬於「低度選修」或強調為「必修」之課程。

就旨趣而言，課程內容代表其反映知識領域之核心價值，為當代各類學

術入門之基礎。其目的在創造不同學術領域間之對話、溝通與融合，培

養學生對知識的批判能力、統整能力及創新能力。本校五大領域核心通

識學群分別為(1)人文與藝術(2)自然與科技(3)社會與管理領域(4)歷史與

思維方式(5)法律與倫理，每領域規劃 2 門低度選修之核心通識課程，各

領域內涵如下： 

1、 人文與藝術：強調人本思想，藉由文學、藝術、音樂、歷史、哲

學等課程來陶冶學生氣質，提昇人生的深度與廣度。 

2、 自然與科技：自然學科的安排分為環境教育、實用科學兩大部

分。環境教育部分規劃以四大主軸開設課程： 

(1) 本土自然環境的認識。 

(2) 基礎環境科學與環保技術介紹。 

(3) 環保觀念的生活實踐，環境倫理和社會的永續發展。 

(4) 應用科學部分涵蓋生物、醫藥、理化、資訊等各種科學領域，

帶領非專長學系之學生了解科學的概要，增進其生活的知能。 

3、 社會與管理：包括法律、政治、心理、經濟、傳播、管理、公民

教育等課程，加強學生對於多元化社會的適應能力。 

4、 歷史與思維：透過歷史研究與相關思維方式之訓練，認識中外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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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史實，並能啟發學生對歷史事件之反思。思維方式著重於哲學

之思考，探索人生的真理、美與善的探索，並著重於哲學入門、

邏輯推理、倫理之相關議題的探索。 

5、 法律與倫理：透過民主法與憲政問題之探討，使學生能對基本現

代公民之權力與義務具備基本之認識，此領域更應進一步思考法

律與倫理之關聯，在現今科技發達時代、追求技術層面精進的同

時，更應使學生瞭解科技與道德倫理間之取捨關係。 

（二） 訂定五大領域核心通識課程教學大綱並經學者專家審查後實施 

五大領域之核心課程皆須經通識課程委員擬訂教學目標、教學綱要

及成績考核標準，並通過外審，確保課程具一定程度之教學品質，而各

領域核心課程內容也非一成不變，每學年會因應社會潮流、產業意見與

專家學者意見，重新省思調整課程或課程內容，高應大五大領域核心通

識課程表詳如表 1： 

表 1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五大領域核心通識課程表 

學   群 領域 97 學年規劃課程 選修規劃 

人文 人文思潮與名著導讀 
人文與藝術 

藝術 藝術創造力導論 
二選一（2 學分） 

自然 諾貝爾科學桂冠 
自然與科技 

科技 現今科技議題 
二選一（2 學分） 

社會 社會學與當代社會 
社會與管理 

管理 管理與知識經濟 
二選一（2 學分） 

近代西方文明史 
歷史與思維 歷史 

臺灣社會與文化 
二選一（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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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與公民意識 
法律 

民主與法治 
二選一（2 學分） 

法律與倫理 

倫理 專業倫理 必選（1 學分） 

（三） 訂定通識能力指標落實核心通識課程之評量 

為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能確實達成核心課程之教學目標，高

應大依據教育目標「弘毅精勤」及通識教育目標，並依據國內各大學及

科大之教育目標、現今社會的發展趨勢、校的發展方向，明確訂定應培

養學生 12 項的通識能力（圖 1），而每項通識能力之下，必需涵蓋許多

相對應之能力指標，因此，「能力指標」也就是學生修習通識課程後，

所應具備或提升的能力項目。為使通識能力指標與課程的結合是落實

的，通識能力指標亦可轉化為「教學評量」的評量項目，藉以直接的反

映出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間接的成為教師評鑑的參考項目之一，作為老

師改善教學的依據，轉換流程請見圖 2。期藉由指標細項進而發展教學

檢核表、教學評量表及學習評量表，評量表建置後並對校內學生實施施

測，建立評量信效度，使評量表能真實呈現課程與能力指標間之關係。

建置完成之評量表供本校通識教師使用，教師於課堂課後皆可自行運用

評量表以檢視學生學習之成效，或進行教師自我評鑑，進而調整課程內

容、教學方法、評量方式等，使教師教學知能、課程改進以及學習評量

各層面的能有系統之結合與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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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高應大 12 項通識教育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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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以通識教育指標為教學評量基準之架構圖 

參、 全校課程地圖 

一、 何謂課程地圖 

我國在九年一貫的課程架構主要遵循「泰勒的課程模式」，泰勒

（R.Tyler）指出有效的課程組織必須符合繼續性（continuty）、順序性

（sequence）、統整性（integration），知識的學習有其順序性，知識的建

構有其繼續性、而人類的經驗和活動是個整體，學生的生活能力區分為

不同的領域來施教，統整性幫助學生統合分割的學習狀態，將各學習領

域關聯起來，增加學習的意義性、應用度（黃炳煌，1981；引自黃政傑，

2004）。理想的課程架構與學生學習的模式是如此，但真正影響學生的

學習卻是授課的老師，同一個科目進入不同年級授課的教師不一樣，學

生的知識脈絡如何銜接、繼續？Jacobs（1997）認為學校應該是一個教

育兒童的環境，但實際上卻被視為只是由單獨教室所集合而成的「校舍」

（schoolhouses）而已。因為要找到一位對於國中課程有涉獵的老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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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與幼稚園或小學老師一起關係密切的討論或溝通學生們的事情，那幾

乎是不可能的事情。交流和企圖溝通，往往流於倉促的資料交換和接

收，因此，課程往往在一種「真空」孤立的狀態下被決定（引自盧美貴、

薛曉華、王麗惠、蔡佳燕、張佩韻、黃娟娟等，2008）。 

因此，Jacobs（1999）提出教師課程統整的理論與技術—建立課程

地圖（curriculum mapping），課程地圖的目的在使教師了解課程發展的

關係脈絡，不會在倉促的真空中被決定。課程統整強調垂直和水平的兩

種課程模式，教師若不瞭解兒童過去經驗的前後關係，往往會做出片面

或失誤的決定。 

課程地圖協助教師將專業知識系統化，不管是新手教師或專家教師

對於教學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或模式，有的模糊，有的清楚；有的數十

年如一日，有的會因為學生的學習表現及需要而不斷地修正更新。課程

地圖應是教師的教學指南，讓老師瞭解學生從哪裡來，未來將往哪裡去。 

Harden（2000）認為課程地圖應涵蓋：敎什麼（課程內容、不同知

識領域、學習成果）、如何敎（教學資源、學習機會）、什麼時候敎（時

間表、課程順序）、學生學習成果評量的方法。因此課程地圖的使用者

可以很清楚的了解不同領域課程內容與學習機會、學習成果、評量的相

互關係。但倘若教師的課程地圖隱藏在教師的腦海中，別人並不知道，

也不容易分享、修正或改變。教師的課程地圖必須要「視覺化」，轉化

成可以分享的文字或符號。課程地圖圖像組織是一種活潑且實用的視覺

化工具，它可以是搭配心智圖，以網狀圖、概念圖，甚至是一個故事圖，

在一個圖示中勾勒重要的觀點和資訊，因此這種工具不僅有助於知識的

搜集與統整，同時也關照到事務發展與脈絡間的系統性，稱這種圖示法

為「工具」或「傳遞者」，實有其符應性的意義。盧美貴等（2008）認

為在運用課程地圖方法中，教師必須將內容、技能、及評估間的聯結關

係清晰地描繪出來。因此課程地圖確保課程的所有面向，不僅能彼此間

呈現一致的狀態，更能與標準及測驗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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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 認為課程地圖是一種日曆（calendar based）（或是週曆、月曆）

式的課程計畫，包括內容、技能和評量。每位教師發展的課程地圖，最

後都會集中在學區的課程檔案櫃（curriculum cabinet），作為資訊交換中

心。透過這樣的機制，課程地圖可以被應用作為溝通、計畫及師資訓練

的工具。 

Harden 則認為課程地圖使所有利害關係人包含：教師、學生、課程

規劃者、學校行政人員、研究者、政府更容易了解所有課程的關係與內

容。課程地圖更幫助教師可以交換教學資訊，反思教學目標甚至學校教

育的目標。 

課程地圖雖提供教師進行專業對話的機會，提供教師自我修正與自

我成長的契機，但最終教學主要目的還是要回歸到學生知識學習的獲

得，因此課程地圖概念亦開始轉為學習學生探索知識的方法。96 年教育

部顧問室推動「以通識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改革計畫」，其中一項分

項計劃提出需建構以學生為中心主體的「全校課程地圖」計畫，在高等

教育中學生的知識的獲得不再是被課程架構框住無選擇性的課程，學生

對自我的知識獲得學習享有自主權，因此高等教育下的課程地圖應以學

生為中心。周金城（2009）指出課程地圖主要目的為協助學生瞭解課程

與課程之間的脈絡和課程與自我發展之間的關連性。藉由以學生為教育

的主體的概念，在課程設計上應跳脫系科本位立場，重新思考大學教育

應該培養學生的基本核心能力與專業能力為何，並連結於專業與通識課

程設計之中1。 

二、 高應大全校課程地圖 

高應大於 96 學年度起，開始制定各系之本位課程，並融合各系科

本位課程，具體規劃並勾勒出各系具系統性相貫連結與層次感之課程地

                                                 
1 以學生為教育的主體，並非「以學生為顧客導向」的思維方式，而是經由教

育引領學生向前邁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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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以使各系課程地圖中之課程內容和各系之發展目標及學生應達成之

核心基本能力互相融貫連結。傳統菜單式綜合表列之課程表，缺乏各年

級課程間之縱向連結脈絡、常導致學生盲目選課、學習效果不佳。以通

識教育為核心所建立之課程地圖，將能提供學生清晰而全面地了解大學

四年期間的修課學習路徑，使學生於選課前、後能夠有系統地規劃、組

織、整合所選修課程或學程，以達到通識教育及養成學生專業能力之教

育目標。各系課程地圖並能做為開設系統性課程及學程的映照，發揮課

程地圖引導各系開設課程之功能。透過全校課程地圖之建構能將校課程

之內容和目標互有融貫連結，具系統性與層次感，而非僅是單一課程的

綜合，並能夠規劃、組織、整合所修課程或學程，使學生能清晰了解大

學四年的修課學習路徑。 

高應大規劃全校課程地圖分為三個層面，架構如下圖 3，包括規劃

層面、學生使用面、就業銜接面，而就業銜接面為本校未來規劃目標，

以下僅就規劃面成果與使用面成果說明： 

 

圖 3 全校課程地圖規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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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規劃面 

在規劃面部份，本校透過持續與各系召開相關全校課程地圖規劃會

議，向各系推動全校課程地圖，透過多次會議修正建立「高應大全校課

程地圖標準作業流程」、「就業與主能力整合表」、「系就業能力培養權重

關係表」、「系能力與校教育能力對照表」及「系課程與系能權重對照表」

等表，協助各系規劃全校課程地圖有一準則及方向，且各系規劃之格式

能相同，以利網頁之建置。 

（二） 學生使用面 

高應大全校課程地圖網涵蓋三個主軸面向：「就業導向」、「能力導

向」、「購物車導向」，使本校課程地圖不僅是單一線條之修課路徑，而

是發揮整合功能，使本校課程地圖不僅有縱的聯結（就業導向），更具

有橫的聯結（能力導向），並將各路徑串成完整之面（購物車導向）（見

圖 4），三種面向差異如下表 2： 

表 2 課程地圖三種面向效益差異表 

 就業導向 能力導向 購物車導向 

課程

地圖 

依 理 想 的 就 業

模 式 形 成 之 課

程地圖 

依想培養之能力所

形成之課程地圖 

依學生對課程之偏好

，所形成之課程地圖

做就業與能力層面之

分析 

修課

方向 
依 未 來 就 業 方

向 
依培養之能力 自行規劃修課方向 

課程

規劃 
固定課程規劃 固定課程規劃 調整性高的課程規劃 

能力

分析 

單 向 了 解 在 就

業導向上，尚須

培養之能力 

單向了解在培養能

力上，尚須培養之能

力 

依自己的課程規劃分

析，了解在自己的規

劃課程下，可擁有之

能力及就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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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

對照 

每 學 期 對 照 未

來 就 業 方 向 之

課程地圖，了解

自 己 尚 待 補 強

之課程 

每學期對照須培養

能力之課程地圖，了

解自己尚待補強之

課程 

每學期了解自己已培

養之能力與就業分析

，可發現在自己規劃

課程下待培養之能力 

效益 
了 解 課 程 之 規

劃，更能進入選

課狀況 

了解課程之規劃，更

能進入選課狀況 

依學生對課程之偏好

所形成之課程地圖作

就業與能力層面分析 

 
圖 4 高應大全校課程地圖網 

肆、 優質通識課程數位化 

一、 二十一世紀－數位化教學時代 

二十世紀是資訊科技發展迅速、網路資源豐富的世紀，資訊化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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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逐漸成為個人與社會普遍的現象。網際網路的盛行，不論在家庭、職

場或學校，使用網路與資訊之整合已是人人不可或缺的基本技能。 

電腦科技與網路的發展，突破人類訊息傳播的時空限制，亦衝擊傳

統學校既有封閉的學習型態，引起教育與學習環境的重大變革，學習不

再侷限於教室裡面對面的學習，任何人都可以在適當的時間、地點進行

學習，全世界的資訊、經濟、文化、政治，透過網路而相互連結，可以

進行區域性、全國性、全球性的交流，也可以跨領域、跨學科、跨文化

的對話，而朝向更彈性、更開放及遠距等不同生活情境與型態的學習。

因此，如何有效提升教師資訊素養、整合資訊科技於教學，以提升教學

效益，是二十一世紀各國教育改革的重要議題，而資訊素養亦各國人才

培育的教育目標。當數位科技已成為每個人生活不可缺少的一部份時，

學校的教育不僅不應忽視它的存在，更應該積極的運用數位科技的優

勢，改善教學，促進學習（章五奇，2008）。 

我國教育部自 1997 年即開始推動為期 10 年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

畫，積極推動各項工作，諸如：提升資訊設備、充實資訊教學資源、延

伸台灣學術網路（TANet）、加強人才培訓、推動組織制度、改善教學模

式、普及資訊素養。並揭示資訊教育的短程目標為應用電腦科技建置「多

元化教材」及「學習環境」，長程目標為電腦輔助教學融入各科、結合

網路資源與隔空學習環境、落實多元化與個別化的學習。逐步推動教材

數位化、網路化，並設立各縣市軟體與教材資源中心，提供共享教學資

源及教學與學習經驗交流園地。 

因此，現今有愈來愈多的教學機構，利用網路進行線上教學，將教

師上課的影片、講義製成數位教材，放在網路上，供學生線上學習。學

生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進行學習。有鑑於數位學習環境已趨於成熟，

將其推廣至校園中，不但可以提高教學品質，吳百祿（2008）指出教師

在網路教學的情境下，不只是教材提供者，更是學習的促進者與輔導

者，教師必須充份了解學生的特質；學生則必需擔負起學習的責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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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習的主角，具備自主學習、自我導向和自我監控等能力，促使教師

與學生間相互交流和互相學習成長。 

二、 高應大優質課程數位化 

為提升通識課程內涵之多元化與教學品質，高應大積極鼓勵教師將

通識課程數位化，優質課程數位化分為兩個部份課程網頁建置、數位化

教材錄製，並建置高應大通識課程網整合所有課程資訊。 

（一） 課程網頁建置 

核心通識課程著重學術典範意義，課程內容代表或反映某一知識領

域之核心價值，為當代各類學術入門基礎，創造不同學術領域間對話、

溝通與融合之可能性。核心課程為未來高應大通識課程規劃之主軸，故

課程網頁的架設有其需要性，因此每門課程皆已置課程網頁，另外部份

優質延伸通識課程與行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亦也建置課程網頁。高應大

課程網頁內容涵蓋課程基本資料、教師介紹、數位學習庫及課程部落格

四部份（圖 5），詳細內容分述於下： 

1、 課程基本資料：包含課程概述、教學目標、教學綱要、教科書、

參考資料、及課程其他相關說明，提供學生選課前對課程之基本

認識。 

2、 教師介紹：包含基本學經歷專長介紹、近年研究主題、教師個人

部落格及其它授課課程網頁，提供學生對師資專長之基本認識。 

3、 數位學習庫：與本校教師教學檔案資源共享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平台結合，可提供師生雙方教與學的雙向交流，老師可提供書面

教材於平台供學生課前課後預習與複習，學生可將個人作業繳交

至平台，亦可共其他同學參考。 

4、 課程部落格：課程部落格提供學生與教師交流互動之平台，可針

對議題討論，亦可做資訊之交流，教師可提供與課程相關之訊息

於部落格。部落格亦為現今網路流行趨勢，因此藉由部落格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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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互動之平台，可提升學生參與交流之意願。 

 

圖 5 通識課程網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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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數位化教材錄製 

數位化教材的錄製可提供通識課程之學生線上學習、複習，並做為

未來實施核心課程時參考之用。數位教材以單元方式組成，未來異動可

依單元修正，教材設計更具彈性。而數位化形式以多元化為主，包含

Word 檔、PDF 檔、PPT 檔、錄音檔、影音檔、照片等，教師可依各單

元之內容選擇適合之數位化呈現方式，使課程數位不僅止於一種形式。 

（三） 高應大通識課程網 

高應大通識課程網（見圖 6）內容涵蓋所有核心課程、行動導向/問

題解決導向課程、通識與專業跨領域整合型學程之介紹。期透過通識教

育課程網協助全校師生能更明瞭改革後之通識課程，在全校課程地圖中

扮演之角色。本校亦錄製通識所有核心課程學群理念及課程簡介，幫助

師生明暸計劃改革核心課程之意涵。 

 

圖 6 通識課程網（http://stge01.kuas.edu.tw/~gec/） 

 113



 
 
 
 
 
 
 
 
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 二卷一期 

伍、 結論 

學界對通識教育重要性的體認與反思，是由於自工業革命以來，專

業學科分工日細，因此大學教育逐漸傾向對特定領域作專注而深入的知

識探討。學校的課程規劃為呼應此一潮流趨勢，導致過於注重專業知識

與技能的培養，各學科的教學目標日漸狹隘窄化。更有甚者，如強調就

業導向技能的技職教育課程規劃，更是應證了通識教育泰斗 Dr. Hutchins

的見解：「當社會中的成員由於術業有專攻而不利彼此溝通對話時，社

會的離心力就會增加」。 

通識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理解世界是一個整體。依據人本教育的理

念，通識課程需要透過知識的貫穿性與基礎性，增加人與人之間的「向

心力」，引導學生透過不斷反覆辯證思索，以實踐人文關懷的最終目的。

因此，具有思想解放意涵的通識教育在高等教育中，更應積極扮演凝聚

社會向心力的角色。在這發展趨勢之下，通識教育必然成為未來高等教

育的核心價值所在。 

在執行課程革新計畫的過程中，高應大即秉持如何建立人的主體

性，並凝聚人與社會、人文、自然的向心力的通識精神為依歸。但如何

將計畫的理想完全轉成實際可行的施做方式，仍是一條十分艱辛的道

路。希望能藉由推動通識課程革新計畫之成果，促使各界持續關注國內

通識教育未來的發展，建立具備各校特色的通識教育架構與實施模式，

逐步厚實大學生的基礎素養，進而提升國家整體人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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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 a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hi-Lin Ling  Jui-Fang Chang  Chia-Ying Hsieh# 

Abstract 

The challenge brought by the new century can only be met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may cultivate new quality and capability 

among the students, and thus general education is gaining popularity 

gradually. As recommended by the university core curriculum planning tea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mulgated the “Key Poin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 in 1984, which mandate all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to 

offer general education. However, many ambiguities pertaining to the 

concepts still exis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consensus opinions about the theories proposed by various scholars as well 

as the pattern of implementation at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have not yet 

been reached.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received a subsidy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07. In formulating the “Curriculum 

Innovation Project Based on the Core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has reviewed the foundation and idea of implementing general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reconstructed the framework of,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 

for, general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enhanced education quality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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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n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and actively developed a school 

curriculum map that focuses on future employment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to 

allow the curriculum map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ssisting the students with 

their course selection.  

This Study offers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innovation plan implemented a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o practically help other schools in implementing general education 

innovation.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curriculum map,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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