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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大學103學年度第2學期 

通識教育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主席暨主持人：周校長添城 

出席：簽名如附件 

記錄：張惠萍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通過修訂醒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五條。 

       2.通過修訂醒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四

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八條。 

 

參、 工作報告（林建發執行秘書報告）： 

    (一)通識教育中心參與 104-105年度教卓相關計畫 

1.執行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四：「創聚人文 博

雅教育」。 

2.支援本校教學卓越計畫---D2-3 國際通識教育講座。 

    (二)通識教育現況檢視 

1.粗具規模但漏洞百出的通識教育 

《通識在線:》第五十六期 2015/01 

  通識在高等教育當中的推動已逾三十年。用「粗具規模、

漏洞百出」來形容它可能是再適當不過的了。 

   說它「粗具規模」是指各大學均有專責單位來負責通識教

育的推動，有些單位更聘了專職老師，也硬性規定了學生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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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學分數。近年來更有定期的通識教育評鑑，每到評鑑期

間，主其事者無不兢兢業業、銜枚奔波，一副好不慎重的模樣。 

   說它是「漏洞百出」，則是指這已過而立之年的教育措施

在實踐上還不免窘狀百出。有些校長對通識教育的理念並不清

楚，在如此校長領導下的通識教育，最多只能做到花拳繡腿。

有些校長對通識教育並不看重，若不是通識教育評鑑的兵臨城

下，他們也不會太關心通識教育的成效。加上校長任期制的影

響，導致有些學校原本有不錯的建制，但繼任者卻無法蕭規曹

隨；而有些學校本就層出罅隙，繼任者須費盡力氣才能重整旗

鼓，一旦步上正軌，卻又面臨卸任走人。 

   另外，許多大學老師及學生看重的是專業領域的要求與訓

練，對通識課程不免有掉以輕心的態度。在學生動機不足、意

興闌珊的情況下，導致通識教育專責單位開出來的課容易淪為

點綴、通俗、討好、輕鬆、煽情、媚俗或零碎。擔任通識課程

的老師，在面對漫不經心、為所欲為的學生，往往須使出渾身

解數的工夫，為五斗米而大折其腰。師道尊嚴及大學精神的喪

失在通識課中被突顯的最為清楚。 

面對如此的困窘，我們應如何因應？ 

   轉圜之道似在於各校主其事者要能先掌握通識教育的相

關理念。通識教育的理念本就源出多端，但學校主其事者若能

盱衡辦學目標及學生素質，在諸多通識教育理念之中，選擇一

項可實踐的理念，並據以規劃不打高空的課程。只要如此，一

個學校的通識教育就不致進退失據。比如說，科技大學中的通

識教育，就可只要求學生深入的修習主修領域之外的另一領域

課程，而不須提供淺嘗即止的多樣領域課程。 

   為了改正大學師生對通識課程的輕忽態度，主其事者不妨

移樽就教於各院系主管，共商如何針對各院系學生之專業課程

來規劃與其有關之通識課程──如針對理科的學生，開設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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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或科學哲學的科目；針對文學系的學生，開設「文學中的地

理知識」的科目。如此協商出來、量身訂做的通識教育，一則

或可使院系主管關心學生的通識素養，另一則或能取得專業教

育與通識教育的互補與雙贏。 

   通識課程的開設是通識教育實踐過程中的要素之一，但最

重要的還是課堂之中師生的互動。為求教學的有效與確實，小

班教學應是最佳的作法。在師生有良好互動的前提下，學生才

有深入學習的機會；不如此，通識教育只會流於敷衍表面。 

   通識教育在推動上有它的問題，這原本不足為奇。但若我

們不願面對那些積習已久的問題，也不能掌握那些問題的成

因，更不試圖以務實態度去嘗試問題的解決，那麼這三十而立

的教育作為就非常可悲了！  

 

2. 以跨文化理解為基礎的尊重包容，應是迫切所需的通識素養 

《通識在線:》第五十七期 2015/03 

    法國首都巴黎在一月七日發生《查理週刊》遭受恐怖攻擊事

件，死傷慘重。法國籍槍手開槍時以阿拉伯語高喊「真主至大」、

「我們已為先知報仇」，清楚傳達訴求。另一方面，為了表達對

遇難者及新聞自由的支持，一則以法文寫著「我是查理」的標語，

短短幾小時內已在社群媒體轉載數萬次，全國各地也紛紛進行哀

悼與譴責的靜坐和遊行活動。十一日，更有四十多位各國領袖齊

聚巴黎，手勾著手，和一百五十萬名民眾一起參加「呼喊自由」

大遊行，以實際行動支持法國，並展現全球反恐的決心。 

   「新聞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向來被視為當代一

大文明價值，這是血案發生後立即引發關切的理由。至於反對任

何形式的暴力或恐怖主義，更是深具高度共識的立場，即使巴黎

的伊斯蘭教長或土耳其等伊斯蘭國家領袖都不例外；在巴黎大遊

行的人群中，也可以看到穆斯林拿著標語寫著「伊斯蘭教＝愛，

http://www.chinesege.org.tw/geonline/html/accesske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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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忍讓」，傳達一致的理念與期望。 

   至此，整起事件似已歸納為「新聞自由 vs.伊斯蘭恐怖主義」

之爭；但，事實就是如此嗎？ 

   血案之後，數以萬計的穆斯林在社群網站成立「我不是查理」

專頁，他們譴責暴力，但無法支持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人所發起

的各種活動，甚至質疑取笑猶太人便被起訴，而嘲諷先知穆罕默

德者卻是無罪的雙重標準。更多沉默的法國穆斯林雖支持新聞自

由，但一樣難以苟同《查理》的嘲諷行徑，以及假「新聞自由」

而侵犯其宗教信仰的粗暴舉動。 

   臺灣新聞媒體的國際情勢報導向來不足，但對這起震驚世界

的血案卻有高度關注，可惜採用的觀點依舊偏向西方社會立場，

且多流於事件報導，缺乏深入的分析與探究。其實，這起血案至

少可從四個方面加以思辨。 

   首先，我們應該再思「新聞自由」的內涵。根據前大法官林

子儀教授的研究，「新聞自由」是近代民主憲政的重要環節，從

制度面確認「新聞媒體」自主地位的正當性基礎，宗旨在於保障

「第四權」來監督政府施政。就此而論，《查理》等新聞媒體所

享有的「新聞自由」，在正當性上並非無邊無際，一旦離開「監

督政府」這個範疇，侵犯個人或群體的權利，同樣得面臨法律的

規範與裁判。 

   即使概念範疇更加寬廣或根本的「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也非毫不受限；原則上，「發言權利」受到優先的尊重

與保障，但關於「言論內容」，則是越涉及政治議題的高價值言

論，受到憲法的保障越高，政府或者法律針對此類言論內容所加

諸的限制被認可為合憲的標準，將越趨嚴格。據此原則，《查理》

一連串嘲諷伊斯蘭信仰，乃至描繪穆罕默德性器官的漫畫，究竟

是否屬於高價值的政治議題，自當可以批判。 

   其次，國內外部分評論意見指出，《查理》秉持的是法國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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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批判權威的一種思想傳統──因為「穆罕默德」是權威，自

然也就成為週刊嘲諷、批判的題材。這樣的說法，或許在法國社

會可以獲取理解，甚至接納，但離開了這樣一個社會文化脈絡，

情況卻未必如是。當面臨這樣的「不一致」情況時，新聞自由於

是以「普世價值」姿態出場，成為仲裁的判準；新聞媒體享有的

報導與議論自由，理應是一種普世價值，限制或否定這樣的價值

是錯誤的，甚至邪惡的。關於這樣的論述，其實存在著「因為新

聞自由是普世價值，《查理》享有新聞自由，所以嘲諷權威（伊

斯蘭信仰）這個法式思想傳統不應受限」如此一種「概念偷渡」

的問題。 

   依照前文所論，新聞自由可以是「普世價值」，但應該是有

前提的。更何況，法國人托克維爾 1835年出版《論美國的民主》

書中的名言：「為了享受新聞自由所帶來無法估量的好處，必要

忍受新聞自由所帶來的無法避免的壞處」，早已提醒新聞自由並

非無害，可能存在著導致衝擊或危害的風險。就當代情勢來看，

特別在跨文化議題（譬如族群、性別、宗教等）的處理上如何審

慎衡酌、「尊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該不該成為一種原則，新聞

媒體理應本諸專業嚴肅看待。 

   第三，這起血案直接衝擊了社會地位大多低落的法國穆斯林

移民，對他們而言，《查理》這種無所禁忌的言論表達是「西方

文明的傲慢」的一種「語言暴力」，嚴重傷害了他們深信不移的

宗教信仰。 

   如果深究「新聞自由」的實現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它很容易

成為當權者、主流社會或財團的囊中物，因為言論的表述和傳達

總是需要各種樣態的資本，甚至權力；在現實情境中享有的資本

和權力越多者，發言機會越多，影響力越大，成為權威的可能性

也就越高。弱勢者難以抗衡，最終往往就會使用原始的肢體暴力

表達主張，許多社會抗爭的場合早已清楚呈現這個事實。對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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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經常被忽略的複雜情況，乃至「不正義」的處境，我們應抱以

同情地理解。而這樣的理解，無礙於針對恐怖攻擊的憤怒與譴

責，以及對於遇難者的哀戚之心。 

   最後，《查理》嘲諷、批判「權威」的作為源自法國大革命

那一個理性發皇的「啟蒙運動」時代。然而兩百多年來，我們對

於「理性」已不再毫無保留地尊崇；理性很重要，卻只是人文的

部分，而理性的弊病與其侷限所造成的災難早已廣受檢討，必須

以尊重、包容等「非理性」層面的情意與精神加以調合，才能成

就人性的開展、文明的通達，以及人權的落實。 

 不過，「尊重包容」應可區分為兩種型態。欠缺跨文化理解的

尊重包容，是一種「河水不犯井水」的、迴避衝突的假象；當雙

方不得不有所接觸、互動時，彼此的陌生隔閡便很容易滋生事

端。至於以跨文化理解為基礎的尊重包容，便有可能從對話、相

互了解而開始消除誤解與歧視，甚至在諸多議題上逐步取得默

契、妥協，甚至共識。 

   無論從文明或歷史的角度來思量，西方國家（或基督教文明）

與伊斯蘭文明的千年衝突，不應該繼續被操作為「正」與「邪」

之對立；正是這樣的操作與宗教、文明的不寬容，加上十九世紀

以來西方國家以各種方式殖民伊斯蘭世界所留下的歷史創傷，才

是衝突的根源、導致「以暴制暴」的癥結。所以跨文化的相互了

解才更加重要，既能解決衝突的因，也最有機會消除衝突的果。 

   《查理》血案是一起悲劇，標舉「新聞自由」卻不易解決衝

突。基於歷史殷鑑與追求和平的信念，一種跨文化「相互理解」

的能力，與隨之而得開展的尊重包容素養，應該成為通識教育課

程（譬如世界文明史）目標，這將是化解文明衝突的可能關鍵之

一。 

   整體而言，臺灣對各種宗教的尊重與包容堪為世界的模範。

我們在慶幸之餘，也應檢討自身對跨文化的理解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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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山之石：逢甲經驗  

限制條件下的改革：逢甲通識教育十年發展經驗 

         文／翟本瑞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通識在線:》第五十八期 2015/05 

            教學型大學與研究型大學，在辦理通識教育時不應有理念或

教育目標上的差異。但是，教學型大學意味著經費及教育資源相

對較少，通識教育比較容易成為被犠牲的部分，因此在推動通識

教育時，要更格外謹慎並善加利用所有可能資源，且有較長期的

規劃，分年逐步改善，否則期望很容易落空的。 

   台灣積極推動通識教育也是近十年來的事，對應採取何種模

式總有不同爭議，可以確定的是：通識教育不是通識中心的教

育，而是全校的通識教育。目前，台灣每所大學通識教育都已超

過 1/5畢業學分，全校所有學生都要修習，整體價值不言可喻，

但是，各校真的給通識教育應有的重視嗎？ 

   通識教育所面對的問題是共通性的：（一）雖然大家都意識

到通識教育相當重要，但各校在經費與資源分配時，通識往往是

被犧牲的部門。（二）雖然全校的學生都是通識的學生，但沒有

學生把通識認同為自己學習的單位，以致於通識辦活動往往要動

員班級，否則沒有學生。（三）學生對待通識課程的態度與花費

的心力，比起專業課程要少許多。（四）老師如能選擇，多寧可

在專業系所開課，通識中心的教師往往被視為是次等教師。這些

結構性的問題不容易解決，但卻是不能不面對的核心問題。只是

一味強調通識的重要性，無法在資源分配、學生認同、修課態度、

教師地位上加以改善，通識教育不會獲得真正的地位，也無法有

效達到預期教育目標。這也是為什麼有人主張，能把通識教育辦

好，就一定是優秀的學校！弘光科技大學前校長方國權教授，在

擔任校長時，要求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到所有院長都要到通識

開課，一方面重視通識教育，另一方面自己在通識開課才會知道

http://www.chinesege.org.tw/geonline/html/accesske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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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的困境，才有決心解決通識教育所面對的問題。 

   逢甲大學的通識教育發展，是從教務處下的二級單位，僅具

有排課功能的委員會開始改革，到 2010年成為一級教學單位，

除了課程外每年舉辦超過 300場不同活動的綜合性教學中心，其

間當然經歷相當多改革與轉型。逢甲大學通識教育改革是與教學

卓越計畫緊密結合，透過競爭型計畫申請，提出希望改革項目，

藉爭取外部資源來改善既有不足。從 2005年獲得教學卓越計畫，

十年來即透過外部資源逐步改進通識教育，並不斷提出新的構

想，站在既有基礎上，增加通識教育特色與內涵。當時的通識中

心陳介英主任將國內、外通識教育模式加以分析，並參訪國內一

些具特色學校的通識中心，分析那些友校的特色是值得學習、那

些因條件不同無法採納，從學生能力培養角度，建立出逢甲大學

可以持續發展的基本模式。多年來雖有調整，但基本架構一直延

續，才能具有一定的累積性。 

   通識教育不以培養專才為目標，而是希望培養學生的軟能

力，一種長期競爭力的潛在能力。因此，逢甲大學通識教育目標，

即在希望「厚植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為達到此

一目標，我們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將通識教

育希望培養學生的能力加以標訂出來，如此，在課程地圖中才能

清楚檢視不同課程或活動，是否真能有效達成預期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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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通識教育課程地圖） 

 

            逢甲大學以工、商立校，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相關科系較

為欠缺，就一所完整大學而言，通識教育須扮演全校學生所需人

文、藝術等相關素養，以及專業知能之外「軟能力」的培養。其

他深具人文與藝術特色的學校，辦理通識教育很容易營造特色及

氛圍。同樣的有寬裕空間及宿舍的學校，也容易營造出書院的學

習環境。這些都不是逢甲的條件，與其羨慕，不如找出自己特色

以及可以推動的條件。逢甲大學早年在資訊化發展已建立好標準

化流程，雖然沒什麼人文特色，但卻是很有效的整合基礎，能有

效將建制通識教育所需基礎結構規劃妥當，讓所有資訊清楚呈

現。因此，當校級、通識教育、系所的教育目標、基本素養與核

心能力制定出來，通識課程應有什麼樣的規劃、評量及檢核機制

也就隨之而浮現，雖然不是那麼浪漫，但卻具有整合機制。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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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容易從學生參與的活動、課程中，檢視其學習歷程，甚至

檢討既有課程及活動的不足，可以讓我們從成果導向的雙迴圈來

檢討課程與活動的規劃與管理。 

   在學生所需的人文藝術薰陶部分，通識中心每年透過兩位駐

校藝術師規劃並辦理 24至 30場包括音樂會、有導演座談的電影

欣賞、表演藝術；所轄逢甲藝廊亦會安排 6至 8檔靜態藝文展覽，

再加上風之廊的不定期展出，多樣活動提供全校師生高品質的藝

術人文薰陶。 

通識沙龍每年舉辦超過 200場的通識沙龍小型講座，培養學生與

講談者能近距離對話、互動的習慣。事實上，通識沙龍在人言大

樓 10樓，學生不會不小心逛到那裡，一定是想要參加才會去。

一年超過 200場活動，完全無法動員學生，只能貼近學生，舉辦

吸引學生想要學習的議題，激發學生興趣才能成功。每次活動完

全無法預估可能參加人數，三、五個同學也辦，一百多個同學也

辦，久而久之同學就知道有空時，通識沙龍總有活動，每個月檔

期排出來，許多學生會規劃好想參加那些活動。多年來，通識沙

龍已經成功地營造出學生期待的園地。 

   我們舉辦教師的「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以及學生的

「iTalk」，兩者都是短講，將最精彩的實踐活動在 18分鐘、15

分鐘與所有與會者分享，達到有效交流的目標。許多議題，更讓

師生知道別人在做些什麼，以及還有那些可以共同努力之處。 

    我們的活動多有錄影，事後整理放在逢甲電視台

（http://www.tv.fcu.edu.tw/）中的通識頻道。多年來，我們

已經累積超過 1,800部影片，可供師生及社會大眾觀看。同時，

我們也與 9x9公司合作（http://www.flipr.tv/）規劃在手機及

平板電腦上可以觀看影音檔的「逢甲影音 FLIPr」APP，只要下載

就可以線上觀看數十個頻道超過一千部影片，讓學習隨手可得，

也讓活動更具有加值應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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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的本務還是課程，為了有效推動課程規劃、審議、檢討，

通識教育有十個系級課程委員會（大學國文、外語文、公民視野、

文明變遷、資訊素養、服務學習、人文領域、社會領域、自然領

域、專題製作等），藉由認真負責的校內委員、校外委員，有效

審查每年數百門課程。其中，我們相當重視外部意見，校外委員、

校友及企業界的意見，都會納入到課程檢討中。例如，我們依畢

業 1年、3年、5年、10年畢業校友普查的意見，而調整增開大

三時的「專業英文」（ESP）課程，也依校友意見，將溝通表達能

力的訓練，增加到文明變遷、公民視野兩門課程中。 

   在這一期程教學卓越計畫中，學用合一是規劃主軸，然而，

我們要讓學生有能力解決 21世紀人類的問題，面對目前還不存

在、說也說不清的未來職場發展，須將課程規劃從內容充實轉至

能力培養。這也考驗了通識教育的特色，為此，我們特別將部分

學分切割出來，規劃並推動「專題製作課程」。 

   專題製作課程有四個要件︰（一）行動導向、問題導向實作

課程；（二）跨領域團隊合作、分組執行；（三）課程執行過程記

錄；（四）期末成果發表。學生不喜歡老師講授、學生聽課的單

向溝通方式，我們讓課程以行動導向、問題導向實作來規劃課

程；實作過程我們希望不同背景學生能透過合作關係，達到跨領

域學習目標，同時，經由良性競爭達到有效激勵的目的；這個過

程可能會面對失敗，我們鼓勵嘗試、甚至失敗，但透過記錄過程，

即使失敗也要知道問題在那，如此一定能學到許多寶貴經驗；而

最後的成果發表，讓學生更有成就感，是這些成就感，讓整個學

期的辛苦化為喜悅的果實。 

   過去，通識課程很容易變做通俗知識、簡化的專業課程，甚

至變做營養學分。然而，專題製作課程提供學生挑戰一定難度的

課程。我們發現，學生並不怕吃苦，而是怕吃苦沒有收獲，大部

分專題製作課程同學在心得分享時，都有極大喜悅，甚至願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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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更大挑戰。可見得只要找對議題、激發學生興趣，再難再苦的

內容，學生也能咬著牙堅持下去。學生不怕吃苦，怕的是沒成就

感，所以課程設計應該是從如何讓學生有成就感出發，倒過來想

如何才能達到此目標。 

   課程進行，重點在與學生互動，我們鼓勵老師用 Facebook

與學生互動，溝通比較直接。此外，我們也鼓勵同學提出課程構

想，通過審議，開出學生本位學習的課程。 

   而我們在暑假期間，與國美館、自然科學博物館、公共資訊

圖書館合作，移地教學，讓學生能利用這些公共資源，得到最好

學習。 

   舉辦這麼多活動，許多要透過通識藝文沙龍志工隊的協助，

一方面培養學生志願服務的學習態度，又能參與各項活動，讓通

識中心與學生結合成一體。 

   逢甲通識中心在過去 10的持續努力，有清楚方向並能逐漸

依計畫而將課程改革與活動辦理具體實踐。簡單說來，就是要認

清自己的限制、有效發展自己的優點，借助外部資源，逐步將藍

圖與架構一步一步地推動。在有限資源中，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雖然還有好一段路要走，但逢甲通識中心已經邁出了關鍵的第一

步！  

 

肆、 提案討論 

無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