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課期間
請戴口罩

依 109/4/9 防疫小組決議執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教務處



教務處防疫相關公告：2020/04/10

上課請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 m
室外 1 m，無法維持則全面戴口罩

六十人以上班級必須儘快全面遠距

防疫期間請拍照保留師生上課足跡

由於大班人口密集，一旦感染影響層面甚大，因此即日起本校
六十人以上的班級，請儘快完成準備，在 4/27 前改遠距授課！

本校已建立「防疫期間點名輔助系統」以掃描 QR code 快速紀錄
學生的上課足跡，也鼓勵每堂課以拍照記錄上課座位分布情況。

保持適當社交距離與戴好口罩，仍是目前防疫最有效的方法！

教務處課務組將全力協助教師建立安全的教學環境，同時推動
有效的遠距教學平台，歡迎隨時來電洽詢 (6116~6118, 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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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全面停課
2

(D0) 教務處召開緊急教務會議

(D1)各教學單位緊急應變會議

(D2)全面遠距之教學應變計畫

(D5) 學生選課加退選調整期間

(D7) 遠距課程開始上線、上課

(D9) 遠距教學實施後檢討會議

全面
遠距

困難協助
實驗實習
應變計畫

(1)檢討課程整編

(2) 教師協同教學

(3) 建立遠距平台

(4) 學生選課調整

(5) 未來兩週時程

(1) 排好每週進度

(2) 定時線上討論

(3) 準時繳交報告

(4) 成績評量方式

(5) 保留上課記錄

遠
距
上
課
規
格

線上討論確
保教學品質

強烈建議保
留實體考試

兩大
關鍵

Day Zero

緊盯疫情，隨時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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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報告
教學創新：制度優化與組織執行力

本校教學藍圖
特色實驗室
跨域微學程
學院學程化
課程彈性化
優化TA制度
教學發展中心
全國教學資源平台 TT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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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 TA制度

全國教學資源平台

X + 1 深碗課程

專業教師開通識課

本校教學藍圖

學生心態
學習成效

教學態度
教學方法

課外活動
運動社團

學術科技 社會表現

學校排名 整體印象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通識中心
語言中心
人社學院

學務處
體育室

新進教師研習營夏季學院通識課程

國外經驗

三校系統

社會實踐

教師社群與工作坊

數位平台
遠距教學

跨域微學程

[制度、優化、運作]

[先強化課程體質

再重整通識架構] [教師教學歷程檔案]

琴棋書畫

射御書數

[人生不能只有專業]

[規劃想法] 執行工作

做人做事

領導溝通

[學院學程化]

英語 資管

通識課程
基本能力

企管

課程彈性化

學生學習中心

總整教學實驗室
問題導向

微型學分

實務專題

(學院系所之專業教學沒有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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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 (WEF) Top ten job skills

世界經濟論壇
Top 10 skills

4~10 = 與人相處的能力

做
事

做

人

都是基本能力
與核心素養

精
基
本
能
力

核
心
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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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
(1) 解決問題能力
(2) 批判性思考力
(3) 創意或創造力

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 (WEF) Top ten job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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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報告
教學創新：制度優化與組織執行力

本校教學藍圖
特色實驗室
跨域微學程
學院學程化
課程彈性化
優化TA制度
教學發展中心
全國教學資源平台 TT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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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兩階段亮點與重點： 9

(1)總整實驗室 Capstone

(2) 學生自主學習

(3) 跨域微學程 IMP

第一階段：

六大策略
21 執行方案

三大亮點

(1)基礎課程 Cornerstone

(2) 數位遠距課程

(3) 教學助理 2.0

第二階段：

五大策略
20 執行方案

三大重點

數位
線上
遠距

深耕計畫



NTUST

特色競爭力

總整課程

總整教學實驗室

核心能力
解決問題
團隊合作
領域整合

學習成效
檢核方式
校友問卷
雇主問卷

結合產業技術及設備

以實作為學習核心

已經完成
十個系所
規劃再建
五個單位

教學創新：Capstone Lab

Capstone Lab招 牌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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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一特色：總整教學實驗室

智慧機械及製造 Capstone Lab聯合光電 Capstone Lab

虛擬實境 Capstone Lab (動捕裝置) 虛擬實境 Capstone Lab (期末展示)

11

機械系成發影片.mp4
機械系成發影片.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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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工製程總整實驗室

由試驗場取得之實際數據回饋至 Matlab/Simulink 所建立之類神經網絡演算出

一組建議操作值，學生可記錄操作過程中設定值變化，判斷並分別比較
Aspen Plus Dynamic製程擾動之變化趨勢，訓練學生分析及解釋數據能力。

人機介面

資
料
傳
遞

虛
實
鏈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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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整課程 (Capstone course)

Cornerstone
奠基石

Keystone
核心石

Capstone 
合頂石

基礎課程 (大一、大二)

核心課程 (大二、大三)

總整課程 (大三、大四)

產業連結

領域選修

新生入門

總整課程

通識課程共同課程

基礎核心

Senior seminar with paper; Advanced product-design class;

Senior performance or art portfolio; Group project in an advanced science lab with paper

Individual Major

Honor’s Thesis

Individual Project:
Campus research; Civic or corporate internship;  

Community-based or study-abroad project      

UCLA’s
Capstone
Initiative

專案計畫
(研究報告、產業實習、國外實習)

學士論文

專案學士論文

專題討論、專案實驗課
展演歷程檔、群體研究報告

(證照檢定)

Crepidoma

Pediment

專業核心

跨域學程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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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能力檢定學習成效

先討論系所『教育目標』為基本指南，再凝聚各項『核心能力』

並依此『規劃課程』以便達成並且檢定學生最後之『學習成效』

規劃課程

學習成效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由學習成效
回來檢討…

根據核心能力
規劃配合課程

再依教育目標
擬定核心能力

教學評量檢視
學生學習成效

我們想教出
怎樣的學生？

檢定學習成效：

(1) 傳統考試成績、證照

(2) 等第制評分

(3) 總整課程 Capsto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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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教室環境
強化基礎實習
強化課程委會
教務建言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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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學士班
跨域微學程
學院學程化

教學創新：學院實體化 16



電機 +  企管

化工 +  資管

建築 +  通達

應外 +  設計

跨域微學程
精於專業的臺科學生可否快速習得跨領域之基本能力？

三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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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系、雙主修

專業學程

跨域微學程 (Interdisciplinary Micro Program)

跨域微學程

第一門課

進階課程

總整課程

(1~3學分) x (3~6 門) = 9~12 學分

(1) 跨領域副專長

(2) 無痛第一門課

(3) 快速建立基礎

(4) 接續學程雙輔

IMP 開創主旨：

電

工

管

人

設

應
互為跨域
選修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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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微學程通達微學程

企管微學程

跨域微學程有效培植基本能力

資管微學程

CS+

AI+

Capstone

101

2 3
4

5

C

第一門課可計入通識課程所需學分

「通識教育」就是跨領域之核心素養與基本能力

跨
校
跨
域
微
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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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管齊下
每個臺科學生除了自己的專業外，至少擁有一項跨域能力！

借用飛虎隊的 logo

如虎添翼

Tiger +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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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學程化
a2 + 2ab + b2

= (a + b)2

學系所有課程重組為幾個學程可變化出驚人多樣性

分解因式化繁為簡

21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生命科學院核心課程

基礎核心 通識課程 (18)共同課程 (12)

1 R(3,0) X(1,0)

普通化學丙

2 R(2,2) X(1,1) 

分析化學乙

1 R(3,3)

微積分與生物數學

1 R(3,3) X(1,1)

物理學與生物物理

1 R(3,3)1 R(3,3)

國文領域國文領域

●

1 R(3,3)1 R(3,3)

外文領域外文領域

●

1 R(0,0)1 R(0,0)

進階英文一二進階英文一二

●

1~4 R(0) [4門])1~4 R(0) [4門])

體育一~四體育一~四

●

1~3 R(0) [3門]1~3 R(0) [3門]

服務學習一~三服務學習一~三

●

專業領域 B專業領域 B 專業領域 C專業領域 C

2 R(4,4) X(2)

生物化學

Q R [>1門]Q R [>1門]

文學與藝術領域文學與藝術領域

●

Q R [>1門]Q R [>1門]

歷史思維領域歷史思維領域

●

Q R [>1門]Q R [>1門]

世界文明領域世界文明領域

●

Q R [>1門]Q R [>1門]

哲學與道德思考哲學與道德思考

●

Q R [>1門]Q R [>1門]

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

●

大學畢業

專業領域 D專業領域 D

3/4 S(1,1)

國外實習

4 S(0,1)

最後一堂課

研究所課程研究所課程

相關學程相關學程

3/4 S[20]3/4 S[20]

生物技術學程生物技術學程

▲

3 RX(0,4) 

生物技術核心實驗

台灣大學台灣大學

各相關研究所各相關研究所

★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

各研究所各研究所

★

3/4 S[20]3/4 S[20]

系統生物與
生物資訊學程

系統生物與
生物資訊學程

▲

基礎課程

●領域 ■合頂石

▲學程 ★研究所

1 R(0,3) X(0,1)

有機化學

2 R(2,2) X(0,1)

微生物學

2 R(4,0) X(2)

課程名稱

專業課程

3 R/S(4,0) 

分子生物學

建議修課年級 (Q, 不限)

必修 (R), 選擇性必修 (E), 選修 (S)

學分數 (上或下學期) [說明]

實驗課 (X) 

及學分數

專業領域 A專業領域 A

3/4 S

選修延伸課程

一年級

3/4 R(1,1) 

專題討論

1 R(1,0)

新生講堂

3/4 E

分子與細胞生物

● 3/4 E

個體生物學

● 3/4 E

生態與演化

● 3/4 E

生物多樣性

●

專業領域 F專業領域 F 專業領域 G專業領域 G 專業領域 H專業領域 H專業領域 E專業領域 E

3/4 E

微生物與細胞科技

● 3/4 E

生物化學

● 3/4 E

系統生物學

● 3/4 E

生技產業研發

●

兩系選修課

分八大領域

3/4 R(1,1)

專題研究

專業核心

■

■

●

■ ■

大四合頂石

■

學習總驗收

各系入門概論

大學生活指引

教師學思歷程

後半部內容

與生物相關

至少選 1 個主領域
生科系 A~D 

生技系 E~H

2 R(?,?) X(?)

生物統計學

2 R(4,4) X(2,2)

生物化學

2 R(?,?) X(?)

生物統計學

2 R(2,2) X(0,1)

微生物學

生化科技系生命科學系

1 R(2,2) X(1,1)

普通生物學乙

1 R(4,4) X(1,1)

普通生物學甲

二年級

3/4 S[20]3/4 S[20]

基因體與
蛋白體學學程

基因體與
蛋白體學學程

▲

3/4 S[20]3/4 S[20]

基因體與系統
生物學學位學程

基因體與系統
生物學學位學程

▲

新
生
入
門

專
業
核
心

基
礎
核
心

專
業
課
程 總

整
課
程

基
礎
核
心

通
識
課
程

共
同
課
程

基
礎
課
程

專
業
課
程

專
業
核
心

相
關
學
程

各
研
究
所

八大領域

總
整
課
程

四年課程大綱 四年
課程
分布



等於原來甲系

共通
學程

基礎
學程

核心
學程

專業
學程

自主
學程

學院學系課程學程化

基礎
學程

核心
學程

專業
學程

自主
學程

基礎
學程

核心
學程

專業
學程

自主
學程

Double major

General basic

自主學程

Capstone

(自主學程：在教師指導下自行組合學程)

Diversion

選

↓

↓

(無限學習：後續學程)

畢業後

Multidiscipline

大
一

大
二

大
三

大
四

丙系 乙系

專業內外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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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彈性化
(1) 問題導向
(2) 微型學分
(3) 實務專題

課程的組織與上課方式不再侷限於傳統模式

外聘實務
兼任教師

密集課程
彈性課時

PBL

深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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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師比 107 108 109 110 111

原訂 20.0 19.5 19.0 18.5 18.0

修正 19.7 19.5 19.0 21.9 21.6

再修 19.7 22.0 21.8 25.1 24.9

(1) 本校目前 21.9，科大平均 > 23，部訂上限 27

(2) 目前專任共 516 名，兼任不得超過 1/3 (< 172)

(3) 目前兼任共 435 名，折算 1/4 計 108 名 (餘 64)

(4) 生師比每降 1.0 需增聘專任 28 名或兼任 100 名

(5) 鼓勵各系增聘實務專題或產業實習業師為兼任

全校生師比概況
25



專案教師 博士新聘 退休教師 工藝大師 (列舉)

學院基礎課程 ● ●
電子學
學院學士班

高中銜接課程 ● ● 高中入學銜接

學院專業學程 ● ● ● 工藝大師

跨領域微學程 ● ●

專業職能中心 ● ●
Maker Space

工藝大師

特色研發中心 ● ● ●
跨域研究計畫
院級研究中心

共同通識課程 ● ● ●
學院學士班
學院通識課程

學院實體化：學院專案教師

(1)學院規劃方案活用專案教師 (2)可與專任教師組成團隊 (3)外籍教師亦可協助國際事務

26



兼任教師 博士後 兼任專家 退休教師 中學教師

深碗課程 X + 1 深碗課
程帶領討論

徵詢意願 徵詢意願

實驗實習 帶領依附正課
的實驗實習課

徵詢意願

實務專題 指導實務專題
或總整式課程

畢業專題 指導畢業專題
並籌劃畢業展

徵詢意願

通識課程 特殊領域之通
識或基本能力

徵詢意願開設
通識課程

徵詢意願

補救課程 徵詢意願
開設特別輔導
科目或諮詢班

徵詢意願

授課方式
與專任教師合
授但時數獨立

兼任專家自行
開課指導學生

依其原來專長
聘為兼任教師

與專任教師合
授但時數獨立

(1) 維持各系聘用兼任教師原有制度 (2) 以專簽聘用額外兼任教師 (3) 請以校友為優先考量

建築設計
畢展模式

類似教學
助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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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線上書審
增設臺南考場
選課系統改版
優化 TA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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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教學助理 傑出教學助理 傑出教師國內外深造

以往 現在 未來 十年後

三贏的教學助理制度

為什麼極度重視教學助理制度？

教學助理 (teaching assistant, 簡稱 TA) 乃是在課堂上協

助教師執行有效教學工作的研究生或高年級大學生。

TA 制度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實踐『大班授課、小班討

論』的教學理想，從根本提升了大學的教學品質。

TA 制度預期達成三個目標：(1) 增進教師的教學成效、

(2) 培養研究生教學能力、(3) 改善學生之學習品質。

The best way to learn is to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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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自訂人數
共同分擔身障
學校統籌輔導
制訂標準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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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自訂人數

獎學金 助學金

研究生獎助學金 400 萬

TA 助學金 200 萬

200 萬 / 2 萬 (TA) = 100 人次 (每學年)

→ 每學期 50 人次 (最多 50 門課)

→ 系所自訂課程 TA 分配原則

某系每年分配得：

助學金 TA 

遵循勞資軌

領取獎學金

不得有勞務

共同課程

通識課程

跨域課程

學校整體

規劃配置

31



共同分擔身障

TA

若每學期配置 50 名 TA

依法須雇用身障者 1.5 人

50 人 x 3% = 1.5 人 (每學期)

→ 聘僱金 18 萬 (12 萬 / 名 / 學期)

→其中 2/3 由獎助學金預先扣除

某系規劃：

一人兼兩門

課可降低

身障比率

系所若已經

聘有身障者

可計入抵免

一年則需

3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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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統籌輔導

500 TA

若每學期配置 500 名 TA

依法雇用身障名額 15 人*

學校規劃：

重
度

重
度

重
度

重
度

重
度

重度身障

加倍計算

系所分攤 2/3

學校支應 1/3

學務處統籌

招募及分工
→ 共約 200 萬 (每學期)

全校約有 30 名領有身障手冊同學

人事室
主計室
學務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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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TA規格
TA 種類 學生數 TA 功能 月薪

A 討論課 20 帶領小組討論 > 4,000

B1 實驗課 自訂 帶領實驗操作 > 4,000

B2 實習課 50 帶領實習演算 > 4,000

C 一般課 70 協助大班課程 > 4,000

TA 培訓、評鑑、成長、考核、獎勵、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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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學習方式，
就是去教懂別人。

聽課

念書

視聽

演示

討論

實作

教人

被動學習

互動學習

主動學習

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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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教學獎勵
數位遠距教學
教學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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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本校教職員及學生

功能：
(1) 小組討論室
(2) 學習諮詢室

時間：
平時： 09:00-21:00
假期： 12:00-21:00

學生學習中心：學習討論室
Rooms (人數)

Tiger (12)
Duck (10)
Squirrel (10)
Benji (5)
Rosi (5)

37



2019/10/1

2019/10/2

2019/10/3

2019/10/4

2019/10/5

2019/10/6

2019/10/7

2019/10/8

2019/10/9

2019/10/10

2019/10/11

2019/10/12

2019/10/13

2019/10/14

2019/10/15

2019/10/16

2019/10/17

2019/10/18

2019/10/19

2019/10/20

2019/10/21

2019/10/22

2019/10/23

2019/10/24

2019/10/25

2019/10/26

2019/10/27

2019/10/28

2019/10/29

2019/10/30

2019/10/31

2019/11/1

2019/11/2

2019/11/3

2019/11/4

2019/11/5

2019/11/6

2019/11/7

2019/11/8

2019/11/9

2019/11/10

2019/11/11

2019/11/12

2019/11/13

2019/11/14

2019/11/15

2019/11/16

2019/11/17

2019/11/18

2019/11/19

2019/11/20

2019/11/21

2019/11/22

2019/11/23

2019/11/24

2019/8/1

2019/8/2

2019/8/3

2019/8/4

2019/8/5

2019/8/6

2019/8/7

2019/8/8

2019/8/9

2019/8/10

2019/8/11

2019/8/12

2019/8/13

2019/8/14

2019/8/15

2019/8/16

2019/8/17

2019/8/18

2019/8/19

2019/8/20

2019/8/21

2019/8/22

2019/8/23

2019/8/24

2019/8/25

2019/8/26

2019/8/27

2019/8/28

2019/8/29

2019/8/30

2019/8/31

2019/9/1

2019/9/2

2019/9/3

2019/9/4

2019/9/5

2019/9/6

2019/9/7

2019/9/8

2019/9/9

2019/9/10

2019/9/11

2019/9/12

2019/9/13

2019/9/14

2019/9/15

2019/9/16

2019/9/17

2019/9/18

2019/9/19

2019/9/20

2019/9/21

2019/9/22

2019/9/23

2019/9/24



各獎項得獎人數 106-1 106-2 107-1 107-2

問題導向學習 (PBL) * - - 21

收件中

創新教學模式與教材研發 - 6 10

遠距教學課程 * 7 5 8

數位教材製作 ** 1 1 1

磨課師 (MOOCs) 課程製作 ** 0 0 1

* 提供教學助理 TA補助申請
** 提供教材製作工讀生、製作費及經營費之補助
教師亦可借用攝影棚

教師教學獎勵

布幕虛擬場景

全
國
椰
林
講
堂

通
識
學
會
年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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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與疾病
Microorganism and Disease

密集遠距課程 2/15~3/1

共 1 學分 18 小時
臺科大應科所

莊榮輝 教授 病毒 免疫 細菌
(1)上網自習數位教材
(2)線上助教討論問題
(3) 三個單元反思報告
(4) 認證考試獲取成績
(5) 各回學校抵免學分

TTRC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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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材

同步遠距 預錄課程

YouTubeMoodle

教師端

遠距學生端

Camera

EverCam

Mobile

TA

學生人數
課程性質

mp4

pdf

講義
投影片

上課
影音

Facebook

線上
討論

報告
考試

數位 TA

工作坊

TA

上課
錄影

Pre-recordingSynchronous

Instructors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On-line conference

Remote students

教學發展中心

CTLD

On-line discussion

Report
Exam

(1) 排好每週進度
(2) 定時線上討論
(3) 準時繳交報告
(4) 成績評量方式
(5) 保留上課記錄
(1) Weekly schedule

(2) On-line discussion

(3) Scheduled Reports

(4) Grading rubrics 

(5) Keep all teaching records

Student number
Special conditions

強烈建議保
留實體考試

遠
距
上
課
形
式

Strongly suggestion 
for keeping exam

Digital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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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材之補助與獎勵

T

TA

數位教材

教材製作補助

申請

課程經營

TA

上網

協助錄製

後製上網

版權資料

開放平台

注意版權

磨 課 師

MOOCs

6~12 hr

> 1080p

開放平台

線上課程

Moodle, OCW

> 10 weeks

> 720p

開放或封閉平台

教學成果獎勵

課程經營補助

同步遠距

非同步遠距

虛實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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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7 年度

申請 19

通過 14

本校 108 年度

申請 31

通過 21補助總金額 411 萬

補助總金額 660 萬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教學實踐研究
(1) 教育部版的科技部計畫

(2)分成各專業及共教領域

(3) 需有教學實踐具體事實

(4) 具研究目標方法及結果

(5) 成果可發表為教學論文

(6)列入評鑑或升等之成果

(7)技職院校通過率為 42%

(8)經費不多但具特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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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RC
臺灣教學資源中心

Taiwan Teaching Resour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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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RC 計劃架構

TTRC 臺灣教學資源中心

[1] 臺灣教學資源網 [2] 數位開放平台

2-3 臺灣通識網 GET

[3] 教學資源平台 [4] 教學與學習平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慈濟大學

教育部 + 通識學會 + TPOD + 臺灣大學系統
指導會→ 推動小組 → 工作小組

實踐國家教育目標

匯集全國教學資源

共享高中大學社會

創造臺灣無限未來

1-1 計畫行政業務中心

1-2 臺灣教學資源網 web

1-3 通識教育精進計畫

2-2 VISTA 學分認證

2-1 OCW & MOOCs

1-4 全國椰林講堂

3-2 全國新進教師研習營

3-1 全國夏季學院

4-3 高中大學學習銜接

4-4 學生學習問題研究

4-2 戶外教育學習平台

4-1 全國教師成長社群

通識學會 TPOD

沿用井田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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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椰林講堂
Taiwan Teaching Resource Center

Instruct
Invite

Inspire

2020/06/22
09:30-16:30

INVITATION

綜合教學館

劉炯朗院士 2009 年臺大卓越教學講座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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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年 1月 13日 (星期一)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綜合教學館二樓臺大講堂 

               下一場全國椰林講堂 (2020-2) 預定在 2020/06/22 (Mon) 舉行 

09:00~09:30 報 到 

09:30~10:00 

開幕儀式 

校長致詞 

貴賓致詞 

10:00~10:30 臺灣教學資源平台 TTRC 啟動計畫 

10:30~12:00 

主題論壇：通識教育回顧與前瞻 

主持人 與談人 (每位 15 min) 

莊榮輝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校長 

通識教育學會第九、十屆理事長 

1. 黃俊傑 (國立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歐洲研究院院士)  

2. 黃榮村 (高教評鑑中心董事長、前教育部長、前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3. 劉金源 (淡江大學教授、前國立臺東大學校長)  

4. 張光正 (中原大學校長) 

5. 王俊秀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前國立聯合大學代理校長) 

第二、三屆理事長 

第六屆理事長 

第七屆理事長 

第八屆理事長 

第一屆副秘書長 

12:00~12:30 通識學會二十五週年慶祝活動暨會員大會 

12:00~13:30 午 餐 

分場性質 A 通識教育論壇 B 教學精進論壇 C 教學資源平台 

13:30~15:30 

主持人： 

  蔣偉寧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前教育部長) 

與談人： (每位 18 min) 

 1. 陳昭珍教務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 陳文豪主任 (東海大學) 

 3. 張光正校長 (中原大學) 

 4. 翟本瑞院長 (逢甲大學) 

 5. 蔡敦浩院長 (國立中山大學) 

綜合討論 (30 min) 

主持人： 

  楊朝祥校長 (佛光大學、前教育部長) 

與談人： (每位 18 min) 

 1. 張新仁校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 洪瑞兒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3. 王秀槐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4. 阮怡凱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5. 劉柏宏教授 (國立勤益大學) 

綜合討論 (30 min) 

主持人： 

  李建模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與談人： (每位 20 min) 

 1. 劉怡均校長 (慈濟大學) 

 2. 蘇以文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3. 周涵怡執行長 (國立臺灣大學夏季學院) 

 4. 蔡雅薰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綜合討論 (40 min) 

15:30~16:00 茶 敘 

16:00~16:30 
深耕高教 綜合座談 

主持人：莊榮輝理事長、陳昭珍理事長 

16:30 閉 幕 

大合照 

全國椰林講堂
 
(2020-1)

 
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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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新進教師研習營11/11 第一日活動要覽

09:30 集合出發

13:30 北二區教學資源平台

14:40 大學教育是提昇生命的偉大志業

16:20 新手上路：新進教師教戰守則

18:00 歡迎餐會

19:00 學校新夥伴

11/12 第二日活動要覽

08:10 教學論壇

10:30 研究論壇

13:30 大板根森林導覽

15:30 回程

請新進教師務必參加

大學教育是提昇生命的偉大志業

2019/9/1-3 宜蘭村卻溫泉飯店

2020/9/1-3瑞穗春天國際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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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很重要，
學生都在打量你。

(這位老師不好混，我得小心點…)

慎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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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第一堂課
不改評分規定
每人有招牌課
開授通識課程

50



反思一生學問
沈澱結晶昇華
轉成通識教材
渡化四方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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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筆記
Teaching Tips

ABCDE
Before the course
In the Classroom
After the lecture

If Depressed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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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值

評量值

學 期
(1) 巨觀且長期的觀察確有參考價值

(2) 各學院的努力會呈現在評量曲線

(3) 關鍵制度影響學校整體教學表現

頂尖大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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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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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彩繪世界的未來

人才是邁向頂尖的唯一關鍵
Human power is critical to achieve the university excellence

Education brings the World a colorful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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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8 50 51 52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1st Semester (Fall, 16 weeks)2nd Semester (Spring, 16 weeks) Summer (10 weeks)

4 5 上學期

春節

下學期

夏季學院
密集課程
跨域學程
戶外教學
國外交換
實習實驗
專題研究
補救課程

自主學習
跨域學習
實踐實作

授課 16 週另加
自主學習 2 小時

問題討論
翻轉教學
展演實作
課外參訪

加入Summer學習更多樣

(1) 暑期不列入正式學期

(2) 學生自主跨領域增能

(3) 必修科目不額外收費

(4) 戶外國外行程需繳費

(5) 宜設立獎助學金輔助

精簡學期讓學習更有效

(1) 教學方式將更有效率

(2) 加強學生之自主學習

(3) 與國外學期較能配合

(4) 可空出 Summer 學期

可能改變
臺灣高教
學習生態

縮短學期增加 Summer 改變學習生態

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