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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清華通識教育精進芻議 

壹、 前言 

本校自 2000 起推動通識教育改革，提出核心通識課程設計構想，期間獲得

教育部計畫支持，歷經四載研討，於 2005 年通過實施核心通識課程五大向度規

劃，通識課程自此區分成為核心通識課程與進階/多元選修通識課程」兩大類別。

核心通識課程乃參酌本校校訓與通識教育理念、社會發展趨勢和跨領域知識素養

類別進行規劃，最初規劃有五大核心向度，包含「思維方式」、「生命之探索」、

「藝術與美感」、「社會與文化脈動」、「科學、技術與社會」等，學生必須從

五大向度中任選三向度各一門課來學習；至於進階/多元選修通識則維持原先依

人文、社會及自然科學等領域之三門九類的課程制規劃制度，當時通識總學分數

為 16 學分。 

2006 年本校推行新的通識課程架構與修課制度，通識教育結合原大學國文

與歷史課程，除原有五大向度外，另加上轉型後的「文化經典」及「歷史分析」

等二向度，核心通識向度類別擴展成為七大向度的核心通識課程。學生須從七大

向度中任選五向度各一門核心通識課程，計修 10～15 學分；至於進階/多元選修

通識則維持原先規定，須選修 5～10 學分。在此新制下，本校通識學分總數為 20

學分。 

2014 年本校核心通識課程再度盤整檢討，歷經一年時間規劃與討論，決定

將原有「文化經典」向度課程融合至其他各向度之中，故從 2015 年起由七大向

度調整成為六大向度核心通識課程架構，學生選修核心通識課數規定則修正成為

於六大向度中任選四向度至少各一門核心通識課程，須修 8～12 學分；而選修通

識修課規定不變，但學分數彈性調整成為 8～12 學分。本校通識學分總數仍維持

20 學分數。2019 年 6 月，因學生代表提案希望鬆綁核心通識「六選四」制度，

在校課程委員會主導之下，核心通識選課制度改為於六大向度中任選三向度至少

各一門核心通識課程，亦即「六選三」制度，自 2019 年 8 月起適用。 

近年來本校通識教育面臨諸多挑戰，大致有以下問題： 

1. 合校後學生人數增加，核心通識課程需求量大。本校與竹教大合校後學

院學系和大學部學生人數大幅增加，清華目前已有 10 個學院和每年近

8500 名在學學生人數，核心通識課數量與多元性需求明顯提昇，然而現

行所能提供的核心通識課程數量尚無法滿足修課需求。 

2. 學生抱怨選課不易。學生在「六選四」或「六選三」制度下選修核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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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課程不易，又或是選不到心儀的課程，引起不少抱怨。部分校課程委

員會的學生與老師代表提出鬆綁通識修課制度或是刪減通識學分數的建

議，但亦非能解決難選課的問題。 

3. 核心向度通識課程發展不均。現行六個向度各自課程數量有明顯落差，

造成老師開課和學生選課的壓力；此外亦出現學生有集中於其中四個向

度選課的問題，形成「四大兩小」的向度課程總量與修課人次落差問題。 

4. 通識轉型。本校大學部共同教育新發展方向朝向「通識＋語文＋體育＋

軍訓＋書院」等五位整合的大通識規劃，促使「通識教育」須再思考如

何擴大意涵與實質內涵。 

5. 其他社會影響因素。教育部新實施的 12 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改革，從過

去強調知識學科學習轉向為素養學習；大學學測考科的改變直接影響中

學教育，間接影響未來大學生的能力和素質；AI 時代的到來，「教」與

「學」重點與模式即將翻轉等等。 

綜上所述，在多重因素影響之下，促使通識教育中心必須勇於面對現行課程

結構、供給和品質的問題，並進一步思考通識課程架構與修課制度調整的必要性

與合理性，力求自我提昇精進。 

 

貳、 調整事項 

本次通識教育通盤檢討採取的是漸進式改革方式，亦即奠基在既有核心通識

課程制度基礎下進行精進調整，而非重新另創一套課程制度。在通識教育精進計

畫工作小組成員師長們和通識教育中心老師們集思廣益下，主要就通識教育理念、

基本素養、核心通識向度名稱與內涵、修課制度等進行討論，提出以下建議方案。 

一、 通識教育理念（調整） 

弘揚本校「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校訓精神，培養身心平衡、具同理心與

追求共好生活的清華人。 

‐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多元興趣與素養。 

‐ 強調傳統與當代、人文與科技的知識均衡，並鼓勵創新探索。 

‐ 重視全球與在地的對話、並強調社會關懷及行動參與。 

‐ 理解時代趨勢，培養學生成為有知識力、實踐力與負責任的社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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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識教育基本素養 

本中心原訂出六大項通識多元核心能力：(1)自我瞭解與溝通表達；(2)邏輯推理與

批判思考能力；(3)科學思維與反思；(4)藝術與人文涵養；(5)資訊科技與媒體素

養；與(6)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然而當前國際教育趨勢和我國教育部新實施的「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重視的不只是知識或技能，更強調的是能夠因應未來

社會複雜需要的一種綜合性情意與態度。爰此，本中心提出涵蓋面更廣的通識教

育基本素養，整合原先六大核心能力的內涵，以培育清大學子具有人文素養、科

學素養、藝術素養和公民素養為目標，並分別說明各項素養重點。 

 

  

人文素養

•豐富對人性與
自我的理解

•培養理性論述
與批判思考的
能力

•增進對多元文
化的理解與尊
重

•培養體察時代
脈絡與文明發
展的宏觀視野

科學素養

•理解科學和
科技的知識、
成果與應用

•培養追求理
性思考與論
證的求真精
神與態度

•體認科技文
明的重要進
程、發展趨
勢與倫理規
範

•尊重生命與
自然法則，
追求生態永
續經營與發
展

藝術素養

•培養對藝術
的興趣與賞
析能力

•激發設計思
考及創意表
現的潛能

•認識藝術在
日常生活及
產業中的應
用

•探索藝術與
生命、自然、
社會及科技
的關係

公民素養

•重視人與己
我、人際和
群體間的共
善互動關係

•培養公民權
利和責任意
識及實踐能
力

•認知公民在
社會、國家
及全球中的
自我定位與
角色

•增進對社會、
國家和世界
的關懷、互
動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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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向度名稱與內涵說明 

 本次通識課程核心向度的調整是建立在既有的核心向度基礎上進行精簡調

整，屬漸進式改革。修正考量包括（1）引進新時代的通識教育思維，擴大向度

意涵，未來可開發更多元、符合時代趨勢的課程（2）部分向度領域課群屬性相

近可進行整合（3）化解目前六向度的課程數量與師資人力不均的問題，從六向

度調整成為四大向度且配合目前四門核心通識課程，更能提昇課程規劃與排課的

效率。基此，調整後的通識核心向度規劃、名稱與內涵如下所示。 

 

向度一「思維、文明與歷史」 

推動文明演進的力量，來自人類在觀念與理論上的突破，以及具體行動的實

踐。在歷史長河中，人們在各自地理環境裡透過不同的方式，探索宇宙與人生重

要課題、形成風俗文化、發展文明，並建立國家典章制度。思維與歷史，共構了

人們在時空經緯中的地位。理解抽象觀念與理論，深入反省與批判，屬於哲理思

維的範疇，涵泳其中，讓個人面對宇宙人生之際，得知何謂根源問題、何謂獨立

思考。掌握人類的具體行動則有賴文明與歷史的分析，從探尋人物、事件與文明

中，期待養成學生具同理心的分析能力和分辨是非真假的眼光。本向度依此經緯

規劃課程，務求讓學生能在探索思維中，印證行動的意義，分析歷史時，體悟思

維的價值。 

 

向度二「生命、自然與科技」 

科學與技術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人們經此得以探索並認知宇宙

及生命的本質與起源，同時藉助科技的運用與發展，促進人類對生理、心理、自

然、環境、生態等諸多面向的認識與理解，大幅提昇人們的生活品質、創造更多

福祉。然而科技的發展亦常背離自然運行與萬物共生的法則，衍生諸多違反人性、

倫理或造成自然資源超限利用和環境污染等問題，輕忽了科技與人類和大地共存

與共榮的重要價值。有鑒於此，本向度課程希望能培養同學具前瞻而開闊的科學

知識與科技素養，了解科技發展的過程與時代脈絡和未來創新的前景，並能評估

和反思當前科技或未來科技對社會生活環境的利弊影響。課程規劃以兼顧知識學

習與生活實踐為要，冀使同學能建構多層面的知識網路，將知識活用於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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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三「藝術、文學與創意設計」 

藝術與文學自古便是人類抒情表意的方式，更是審美及創造這兩項能力的具

體化現。美感及藝術素養既是個人生命情調的資源。近來隨著美感及創意設計為

各式軟硬體產品帶來的附加價值日益擴大，藝術與文學也因此成為當前許多國家

在發展「文化經濟」或「創意產業」時銳意扶植的領域。現今藝文創作能量不只

是一深具經濟開發潛力的寶庫，更視為是一國重要的文化資本。為了因應此一全

球趨勢，本向度在課程規劃上，將雙管齊下，兼重理論與實作。一方面透過引介

各式各樣文學、視覺藝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乃至新媒體和科技藝術類

的作品以及相關的風格流派、美學和創作理論等，拓展同學審美的視野、激發創

作的靈感並強化賞析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提供設計思考、創作方法及表達技術的

基礎訓練，並藉由反思當代人類面臨的問題、參與社會活動或觀摩業界實務，讓

同學的想像力和創意能與現實世界接軌。 

 

向度四「公民、社會與世界」 

作為現代公民，每一個人都應具備認識自我、處理人我關係、理解個體與社

會的關連性和建立與世界連結的知識與能力，以適應當代社會環境並掌握時代發

展的脈動。本向度課程旨在引導學生由近而遠、由小而大地逐層了解自身、人際

關係、社會群體關係、和與國家及世界的關係，清楚認知多層次和多角色的公民

身份與特質，以及對多元社會、文化及世界的認識與理解。本向度課程期使學生

能了解並思考作為公民的意義與責任，學習溝通表達、觀察分析和批判反思有關

公共事務和當代社會與世界的諸種制度、現象、價值與文化的能力，不僅培養學

生具備現代化公民素養，亦可拓展和提昇自我的視野與見地，成為社會的領導人

才。本向度課程涵蓋心理、社會、性別、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傳播等領域

議題，課程設計上是理論與實務並重，單一和跨學門課程架構並行，著重於議題

和案例式教學，強調溝通討論與思辯過程。 

 

四、 清華通識課程修課制度調整建議 

 核心向度的規劃有其理念，且每一向度都有其重要性，從核心通識教育的

觀點來看，理應讓每個學生必選各向度中任一門課程，如此方能均衡學習。然一

直以來核心通識課程的選課制度，無論是先前的「六向度中任選四向度」或是現

階段「六向度選三向度」的必選修制度，卻始終無法遂行當初規劃的初衷，其中



翁曉玲起草並經通識教育精進委員會議審議（2019.11.26） 
 

6 
 

有可能是囿於學分數限制的原因，而無法做到每向度必選一門課的要求，也因此

常陷入「六選 X」的選課制度爭論。 

 本次通識核心向度將調整為四個向度，核心通識部分建議可參考哈佛大學

通識課程的作法，要求學生須於每一核心向度課群中必選一門課的制度；通識選

修部分則取消現行制度要求於三個領域中選修二個領域之要求，開放學生自由選

修課程，不限課群領域，使學生於課程安排上更具彈性。 

 此外，有些核心通識課程性質上本屬跨領域、跨向度的課程，故應容許此類

課程可共掛在一個以上的不同向度課群中，更能彰顯通識課程的跨域特性。 

綜上所述，在現有通識課程總學分 20 學分之架構下，提出通識選課制度調整方

案如下： 

‐ 核心通識：至少四門課程，學生須於四個不同的課程向度中，每向度各

選一門課。  

‐ 選修通識：學生自由選修課程，不限課群領域。 

‐ 核心通識或選修通識課程具跨領域屬性者，可共掛一個以上向度課群，

但須經授課老師和中心課程委員會同意，並採個案試行方式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