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含)以前之通識課程簡介 

 

自 95 學年度起，本校通識課程進行重大改革，由通識教育中心所進行的核心通識

向度改革係針對台灣社會與教育情況而規劃，具高度挑戰性，採取了多階層方式與長期

的徐進統合進程，兼重基礎理論之整合習得與積極的實踐。除考慮到台灣學生在高中以

前階段課程過早分流造成通識教育涵養不足，並考慮到台灣之大學學分數過多且散漫之

特性，認為必須有系統規劃課程，使學生經過指引，選修一有系統的課群，才足以達到

國外著名大學的通識教育水準。因而清華通識課程除了有核心課程之設計規劃為主外，

另有三門九類多元課程之輔佐(請見下表)。 

 

核心通識課程  8-12 學分 進階/多元通識選修課程  8-12 學分 

1. 思維方式 

2. 生命之探索 

3. 藝術與文學 

4. 社會文化脈動 

5. 科學、技術與社會 

6. 歷史分析 

1. 自然科學領域 

基礎科學類；應用科學類；科學、技術與

社會類 

2. 社會科學領域 

法政類；社會、心理、人類、教育、性別

研究類；管理、資訊傳播、經濟類 

3. 人文學領域 

藝術類；哲學宗教類；人文歷史類 

 
清華核心通識課程之規劃原則有三： 

l 學門基礎知識與思維取向；	
l 跨學科向度知識整合；	
l 議題導向。 
	

通識選修課程之規劃，本校將之定位於： 
l 提供學生多元化的認知視野及人文體驗；	
l 獨立思考的析辨能力及理性價值判斷的智慧；	
l 提供人文與科技間的對話；	
l 理工學科科技知識間的交流。	

	
通識選修課程九大類課程之內涵，是以專業知識的通識化及結合現代生活基礎技能

為設計之準則，每類別之課程儘可能的多元化、知識化與經驗化。而每學期之通識課程，

是由本中心之專任教師針對本校師生提出之要求來規劃；而後邀請校內、外合適之師資

擔任講員，並經本校之通識課程委員會核可後定案。 
 



另外，為了擴展學生對知識領域的視野及平衡人文、科技的素養，因此本校通識教

育同時要求理工的學生至少各有兩個學分的通識課程需要修習有關社會科學及人文學

的課程，而人文社會學院的學生則至少有兩個學分的通識課程修習有關科學方面的課程

(詳見修課規定)。未來更希望能進一步的以以上的九大類來設計專業性學程，協助學生

發展整體的志趣與生涯。 

本校歷經不少困難始完成整合共同科目的向度跨學科的基礎核心課程，接續並透過

執行教育部「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之全校課程革新三年期計畫」，再次進行通識教育改革，

其中一項重要精神就是通識與專業的整合，並促成專業課程、核心基礎通識課程與進階

通識選修課程之縱向與橫向聯繫與規劃。 

  核心課程與通識選修聯繫設計之優點如下： 
 
1. 體現清華大學通識教育的核心價值。 
2. 兼顧學科之基本素養與學術之時代意義。 
3. 核心課程必選修制、維持教師良性競爭與調整彈性。 
4. 通識選修課程依之調整，提供學生清晰選修方向。 
5. 加強核心與選修課程之連結，導正通識選修雜漫與必修僵化之弊。 
6. 合聘教師制度兼顧教學與研究，維繫通識與其他所系之互動。 

  因此，核心通識課程規劃的長遠意義不僅止於核心通識課而已，其提綱挈領，將進

一步引導通識選修部份的轉化。 
 
  本校目前每學期推出兩百門左右的通識課程，以學生課程比率，堪稱台灣高教中最

廣博的通識教育課程。經教育部於 2004 年及 2008 年兩次分別對台灣 7 所研究型大學

所進行的通識教育評鑑，評鑑結果報告中提到「該校校訓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深富文化傳承意旨，通識教育目標則承學校總體發展目標而下，以校園現況及學生特質

為基礎，其描述具體、邏輯清晰，具整體性。」，肯定清華通識教育有其獨具之特色與

優良的表現。 
 
  近期，本校於 105 學年度完成核心通識改革與向度重整，將原第六向度之文化經典

相關課程融入現有向度，各向度增列文化經典核心課程。此外，為增加通識課程的多元

性與整合性，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及深造上的需求，開展多層次組合的通識教育，並以學

群的概念持續調整現有課程，期強化核心通識、通識選修之緊密聯繫同時積極開發新課

程，包括核心課程之文化經典、選修課程之實作課程與自主學習課程等(架構如下圖)，
期培養學生多元能力以面對全球合作競爭的新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