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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核心素養」領域課程原則 

103 年 11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通識教育中心「核心素養領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 年 5 月 8 日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通識教育中心「核心素養類學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 領域課程目標 
 

（一） 通過核心課程之設立，打造一個優質的通識學習環境，促使學生真正成

為具有「權能的」、「知識啟發的」以及「負責任的」學習主體，並以校

訓「慧（於事）、道（於學）、中（於人）、流（於行）」為精神指標一以

貫之。最終培育出學生具備現代公民五大素養：倫理、民主、科學、媒

體與美學素養。 

（二） 以經典教育為基礎，建構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體系。此一體系以提升學

生知識整合能力、培養具語言表達及展演能力、多元文化視野與公民素

養，以及培育具創造力與批判力的心靈為其目標。鑑此，有以下四個次

目標： 

1. 提供具有跨學科性質的基礎知識課程，提升學生知識整合能力； 

2. 規劃多元化多角度的觀點與方法，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的視野與涵

養； 

3. 設計原創性思維與具批判性思維的課程，培育學生創造與批判的能

力； 

4. 將公民素養深化於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落實自覺式的全人教育。 

（三） 配合本校通識教育「內以生命力之自覺為始，外化為社會與公共參與行

動之教育主軸」，通識核心課程之定位與任務即在於訓練學生社會與公

共參與所需之基本能力與文化素養，可以說是整個教育主軸過程的一種

基礎的課堂能力培養的階段。 

 
二、 課程理念與設計準則 
 

 

南華大學通識核心課程 

設計準則 
說明 

1.以跨學科之主題單元

設計課程內容，培養知

    為了達到知識整合之效果，應以跨學科思維為原

則設計課程內容與學習方式，設計跨學科之主題單



2 

 

識整合的能力 元，藉此讓師生共同面臨不同學科觀點的衝擊與挑

戰，希望養成多元學科的視野與整合知識之能力。 

基於上述理念，本課程須符應下列規準： 

(1)應涵攝二個以上的專業領域。 

(2)應設計跨學科之主題單元，統合不同域

之知識視野。 

        (3)應鼓勵不同學科觀點間的對話與思考。 

2.以中外「經典」作為培

育文化素養的基本教

材 

    本課程應著重培育學生之文化素養，為達此教育

目標，宜鼓勵師生共同立基於中西經典之素養，對跨

學科主題單元內的議題，發出具思想意義的洞見。 

    為臻此理想，本課程應選擇適當的經典文本，作

為課程的基本教材。 

3.以探索人生或社會文

明的核心議題或重大

問題作為課程主軸 

(1) 每門課程應選定一組人生或社會文明之核心議

題或重大問題作為課程之主軸。 

(2) 每門課程應引領學生作思想上的「探索」與「反

思」，不宜作概論式的介紹或淪為概要說明。  

4.以「問題—討論」或「問

題—解決」模式引導課

之進行 

    本課程希望通過對問題的提問、追索，引發學生

學習動機，並培養學生敏銳的問題意識，以便日後進

入更深入討論思辯的課堂學習中。其次則希望從問題

的審問慎思中，使同學不致流於盲從輕信，或墮入八

股僵化。 

即此，本課程應在每個主題單元內，由一組或數

個問題引導課程進行。 

5.以小組討論的上課方

式培育學生溝通能力 

    本課程應以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藉此

讓學生養成理性的聆聽、對話與論述自己想法的溝通

能力。 

6.以公開展演的方式使

學生在具體實踐中掌

握課程的精神 

每門核心課程應設計期末公開展演的活動，例如

講演比賽、辯論、話劇、海報創意設計、靜態展出等

活動，以具體活動實踐課程內容，並作為學習評量的

依據。 

7.以電影多媒體教學作 (1)每門課程每學期應至少安排三場與上課內容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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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課程設計極為重要

的環節。 

相關的電影多媒體教學。 

(2)電影之放映，原則上應利用課前或課後的非上課

時間來放映（但剪輯出影片之小片段，不在此限），

上課時間則進行電影觀點與心得的討論。 

 
 
三、 領域核心能力規畫與權重比例 
 

(一) 本領域與校暨通識核心能力的對應關係 

校及通識核心

能力 

與本領域課程之對應關係 本領域對應的核心能

力 

權重百

分比 

一、專業知能 學習現代公民所需具備各種基

本知識與文化知識 

※現代公民基本知識 

※基本文化知識 

※獨立思考能力 

25% 

二、自覺學習 以生命自覺、內省與文化自覺作

為根基，並能自主地學習及吸收

文化知識與素養 

※生命自覺與反省能

力 

※自主學習能力 

10% 

三、實務應用 現代公民實踐活動與文化參與 

通識素養與職場專業之結合與

創新 

※文化與公民實踐參

與力 

※理論與實踐結合及

創新能力 

10% 

四、溝通合作 培育情緒智能、溝通表達能力、

人際交往、團隊合作與社會智能 

※溝通表達能力 

※情緒智能(EQ) 

※社會智能(SQ) 

20% 

五、社會關懷 培育公民參與意識、社會關懷、

奉獻精神、多元文化素養 

※社會關懷能力 

※多元文化素養 

25% 

六、身心康寧 1. 培養自我身心靈成長發展之

相關人文涵養 

2. 培育情緒管理、平衡、抗壓

力與復原能力 

※身心靈自我發展的

人文涵養 

※情緒管理與復原能

力 

10% 

(二)在核心素養領域的課程中，整個學生核心能力培養最重要的是專業知能—有

關於現代公民的基礎知識與文化素養(占 25%)，以及社會關懷(占 25%)，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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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溝通合作(占 20%)，後兩項主要是作為公民基礎知識能力相關的態度

與素養。 

(三)個別課程可依據課程自身屬性特色與教學目標，對六大核心能力進行權重調

整。 

 

 

 

社會關懷
25% 

溝通合作20% 

自覺學
習10% 

身心康
寧15% 

公民基礎知識
25% 

實務應
用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