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九十六學年度第一次 

通識教育委員會會議記錄 

 

時間：96 年 11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行政中心二樓會議室 

主席：李校長  明仁                  

出席人員：林委員聰明(國立雲林科技大學侯副校長春看代理)、黃委員秀

霜(國立臺南大學王主任多智代理)、何委員偉真(大葉大學張院

長水木代理)、朱委員建民(請假)、沈委員再木(請假)、李委員

新鄉(請假)、丁委員志權、周委員世認、蔡委員憲昌、劉委員

豐榮、蔡委員渭水(蕭助理教授至惠代理)、劉委員景平、曾委

員志明(羅主任光耀代理)、邱委員義源(蔡主任竹固代理)、吳委

員煥烘(請假)、劉委員榮義(請假)、余委員士迪(請假)、顏委員

永福(張助理教授岳隆代理)、吳委員忠武、徐委員錫樑。 

                                                 記錄：黃瑜萍 

 

壹、致贈聘書 

 

貳、主席致詞 

    首先歡迎侯副校長、張院長、王主任分別代表林校長、何校長、黃校

長，以及本校各位委員出席，今天非常高興也非常謝謝大家百忙中撥冗前

來參與九十六學年度第一次通識教育委員會會議，通識教育目前是大學教

育裡非常重要的環節，其發展也是非常熱絡，要如何將通識教育從宏觀的

角度去規劃；從微觀的角度去落實，我想這是非常重大的課題。 

  從以往的通識狀況看來，通常都是專業課程開不成才到通識去開課，

到目前如哈佛大學、耶魯大學都將通識列入非常重要的課程，因此我們可



 

以考慮與雲林科技大學、台南大學、大葉大學學術合作，並思考如何在彰

雲嘉南地區建立一個通識教育機制，以合作的方式交流師資、相互支援。

我們對今日的會議滿懷著希望，希望校內外委員能不吝指教提供寶貴建

議，讓本校通識發展能夠更落實，並提升通識評鑑時的水準及特色，因此

本次會議非常重要，再次謝謝各委員的光臨，祝大家平安，快樂。 

 

參、來賓致詞 

張委員水木： 

  校長、各位先進大家好，承如校長所言，在專業領域學有專攻外，應

該也要培養基本教育內涵，而現今學子比早期更需要建立，並鼓勵學生通

情達禮、識廣見博。評鑑方面，因通識領域包含極廣，因此比系所評鑑更

加困難，要如何將通識教育達宏觀、達博雅，以通識觀專業，將通識境界

提升是相當重要的，為了能讓學生更能接受全人教育，在理工科技上所扮

演的角色也應不亞於人文社會學科，亦應鼓舞不論人文社會或理工科技的

老師都盡量投入通識教育課程，也是我今日抱著學習的精神來跟各委員共

襄盛舉。 

侯委員春看： 

  校長、各位委員大家好，現今通識教育課程大家都覺得非常重要，甚

至影響著學生的一生，但如何來落實「通識」這一區塊？這是每一所大學

共有的問題，並非讓學生到海外旅行就稱為「國際化」，其教師資源之應

用，課程系統有規劃，如何從課程及師資配合而符合學生求學需求才是需

要考慮的，通識並非只是營養學分。 

王委員多智： 

  校長、各位委員大家好，通識教育在近幾年非常受到重視，未來應該

可以有更大的進展空間，除政府大力推動發展，另外更重要的部份為通識

於評鑑的引導下也逐漸成形，通識教育在發展的理念裡，有幾點可提供思

考：一、通識師資的培育；二、如何安排課程達到理念與目標結合。因本



 

身擔任臺南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主任，今日也是抱著學習的心態，希望大家

彼此交流並相互提出建議。 

  

參、業務單位報告 

 一、本中心於 96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設「嘉大通識講座」與「創意、

創業講座」。前者主題涵蓋人文、藝術、科技、社會、倫理、生

命科學、管理、自然類等全人教育範圍之跨領域學門的整合性知

識，已敦請至少十二位國內頗負學術聲望之專家、學者蒞校演

講，以「理論性」知識為主，實施對象為大一學生。「創意、創

業講座」則以「實用性」為主，廣邀各界創業有成之傑出校友及

事業家蒞校演講，與在校同學分享創業經驗及心路歷程，課程規

劃富趣味性，且符合學生畢業後就業之需求，實施對象為大二學

生。 

   二、課程及學程規劃符合學生畢業後就業需求，以提升學生就業競

爭力，除開設「嘉大通識講座」及「創意、創業講座」，擬規劃

開設「勞動法令與職業倫理」、「消費與法律」、「安全教育與急

救」等相關課程，俾利產、學界充分結合。 

 三、96 年 7 月 26 日、7 月 27 日與「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

心」假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第六屆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

務協調會議」，參加人數約 200 人，針對原住民族教育文化機構

規劃、協調，以及其他有關原住民教育文化等關聯性事項做審議。 

 四、積極參與通識教育相關研討會、研習營，如「2007 全國通識教

育主管實務工作坊」、「96 年中區通識課程教師研習營」、「教育

部安全衛生師資培育研習營」、「通識課程教學方法研討會」等，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五、推動「學群」成立，並落實「課程委員會」運作，建立課程評估

及檢討機制，協調各院開設通識課程，並推薦符合專長、教學認



 

真的教師授課。本學期開設通識課程共計 133 門，蘭潭校區 77

門、民雄校區 36 門、新民校區 13 門、網路通識 7 門。 

 六、96 年 8 月份王助理教授進發完成專書「台灣原住民文化及產業

發展」之著作。 

     七、本中心所發行《嘉義大學通識學報》第五期，已於中華民國九

十六年九月出刊。 

     八、96 年 11 月 23 日蔡主任憲昌將擔任由樹德科技大學舉辦之「中

共『十七大』後全球暨台海兩岸戰略之趨勢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論文評論人。 

建 議： 

李校長明仁： 

  一、推動問卷調查，對通識課程滿意度調查，納取學生意見並做改進。 

  二、規劃課程部份，於「課程委員會」採納畢業校友意見。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 由：請討論本校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通識教育課程(附件一)內容及

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新開課程(附件二)。 

說 明：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通識選修新開課程授課大綱業經中華民國

96 年 10 月 11 日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審議會」(附件三)及 96 年

11 月 2 日本校「通識課程委員會」審查修正通過(附件四)，請各

委員提供高見。 

建 議： 

    丁委員志權：附件一之「通識課程領域總表」建議列出統計四大

領域開設課程之數字，並求均衡發展。 

    蔡委員憲昌回應：遵照丁委員意見辦理。 

 



 

    張委員水木：建議整理「通識課程領域總表」，達到開課學程化(各

科系支援通識課程)、取向平衡化(達到學生修課滿

足，平衡教育普級)，如此可一目瞭然，並彰顯了通

識教育力道及特色。 

       侯委員春看：1.鼓勵跨領域學習，限制修習本領域之課程。 

                    2.支援通識課程之教師可提出鼓勵措拖，例如教師

評鑑上增加加分制度。 

    李校長明仁回應：請丁教務長參考雲科大作法，於教師評鑑上增

加點數的作法。 

    蔡委員憲昌回應：本中心有統計「各科系不承認作為通識教育之

科目」，增加學生跨領域學習。另目前本校雖

無於教師評鑑上加點數的作法，但有支援通識

課程可超支鐘點及升等可加分之鼓勵措施。 

    張委員水木：十分贊同，但技術層面上可能造成教師於開課時會

選擇開通識不開專業的問題，如要鼓勵開課，建議

專業及通識課程點數加權上一樣。 

    王委員多智：通識課程規劃有其一定的開課流程，提申請書、教

學計畫表，透過會議審核，最後再決議開課，提供

給通識教育中心參考。另於「通識課程領域總表」

處，如同其他委員建議一樣，除分列不同領域外，

可將跨領域課程列出，貴校在開設課程的領域均衡

度上也還不錯。 

    羅委員光耀：通識教育屬於精神面，是大學教育的精神，以下有

幾點建議：現今「全球化」趨勢已不可避免，96(1)

課程較少有類似課程，另外企業界於人才聘任裡重

視焦點已由專業知識轉至所謂「美學素養」，其代

表創造力及創意，建議增加美學概論的引導及觸發



 

等課程。再者本校學生對自我認知較不清、獨立學

習能力不足，可設計相關獨立、自學能力之培養課

程。通識課程，正可以補足各科系在專業課程外的

精神面素養。 

    劉委員豐榮：人文藝術學院推廣工作特別強調全人及真善美的發

展，雖然心靈輔導有助於減輕心理狀況，但真正的

症狀解除是進入到精神層次，如同羅主任所言，可

加入「自我探索」、「自我認知」等課程。 

決 議：依委員意見修正。 

 

提案二 

案  由：本校通識教育結合美國哈佛大學最新八大通識課程示意圖(附件

五)，請各委員提出卓見修正。 

說 明：本校通識課程分為人文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生命科學四

大領域，並以「博雅」為核心，結合校訓「誠樸、力行、創新、

服務」而展開，96 學年度推動「通識教育改革」擬參考美國哈佛

大學最新八大類通識課程與本校通識課程結合，美國哈佛大學最

新八大類通識課程如下：1.美學的闡釋的理解 2.倫理推理 3.經驗

與數學推理 4.生命系統科學 5.物質世界科學 6.世界各社會 7.文化

與信仰 8.美國和世界。 

建  議： 

    劉委員豐榮：示意圖之文字排列順序建議做調整，並將人文藝術

學院亦歸入「聖」之領域，另以「博雅」作為核心

價值，其適合性提出與各委員做個討論。 

    張委員水木：「博雅」之涵括意義應比「達雅」貼切，將示意圖

順序排列再加以修正，並建議可建立英文版本，可

作為國立嘉義大學通識教育之代表，並申請專利。 



 

    侯委員春看：美國八大通識課程與貴校四大領域結合，不一定要

全部使用，學校理念不同，課程也不一樣，因最終

落實的仍著重於課程，建議修改更貼切之名稱。 

    王委員多智：關於「博雅」教育理念或「全人教育」之名詞使用，

因目前對「全人教育」並無完整且完善的定義，建

議於現階段仍採用「博雅」較為適合。示意圖內之

「中國和世界」建議應採納入國際觀的理念。 

    劉委員豐榮：建議於「善」中加入「文化批判」等課程。並提供

「全人」之名詞做為未來修改或認定之參考。 

    蔡委員憲昌回應：因目前「博雅」較廣為人知，因此即採用「博

雅」。「中國和世界」改為「本國文化與全球

化」，並加入本國文化之相關課程。 

    丁委員志權：抬頭太長，建議修改為「國立嘉義大學通識課程四

大面向示意圖」，己有文字說明於圖後，但可增加

說明通識目標、內容、實施方式、評鑑的流程，並

可於選課前發行簡訊至各系所，使學生瞭解選課狀

況。 

    李校長明仁：辦理教學活動需強調檔案建立及資料整理，於評鑑

時即可見其成果。 

決 議：依委員意見修正。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12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