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2 頁 

南華大學 100 學年度課程精進研討會議記錄 
一、時    間：101 年 4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10  
二、地    點：成均館三樓會議室（C334） 
三、主    席：蔡教務長加春 
四、出 席 者： 

各開課單位主管、研究發展處處長、資訊室系統組組長、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及

課務組組長 
學生代表：林建宏(應社系)、陳哲瀚(旅遊系) 

五、會議記錄：周瑩怡  
六、主席報告： 

(一)、有鑑於校務評鑑意見，委員提到教務改善重點： 
待改善事項：「該校為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力，特訂定 π 型教育實施辦法，但

97 至 99 學年度申請及修讀完成之學生數低，且逐年減少，實施

成效有待加強。」 
建議事項：「宜重新審視π型教育實施辦法所訂定之學分數，加強學生修習之

相關措施宣導，以利學生選讀」  
因此本校應研議「跨領域學分學程」、「輔系」及「雙主修」之課程規劃及推動事

宜。(如附件 1) 
(二)、第二週期之系所評鑑自 101 年度啟動，評鑑主要精神將轉變為在「過程面」與「結

果面」及評鑑系所「落實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因此本校應研議學生基本

能力檢核測驗，以鑑定各學系學生能力之提升程度。(如附件 2 及附件 3) 
 

七、討論事項： 
討論一：研議修訂本校「跨領域學分學程」、「輔系」及「雙主修」之課程規劃及推動事

宜。  
說  明： 

1.在π型教育實施基礎下，統一修訂跨領域學分學程為 15 學分、輔系為 20 學

分、雙主修為 40 學分。 
2.各學系學生於本系之畢業學分數內，已包含承認外系 10 學分，學生可就下列

3 種方案擇一申請各項認證： 
方案 1：再加修 5 學分後，以外系 15 學分申請學程認證。  
方案 2：再加修 10 學分後，以外系 20 學分申請「輔系」認證。 
方案 3：再加修 30 學分後，以外系 40 學分申請「雙主修」認證。 

3.各學系應配合修訂跨領域學分學程、輔系及雙主修之課程表，含可採計其他

學系同性質之課程，方便學生修讀。 
4.教務處同步修訂相關法規，以順利推動。 

決  議： 
1.教務處配合修訂「南華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要點」，將學程總學分數調降為至少

十五學分，並請相關單位研議調整現有跨領域學分學程下修至 15 學分，同時

調整必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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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學系現行之課程架構均含承認外系 10 學分，於此加註「集中修讀特定學程

學分、雙主修或輔系課程，進一步取得學分學程、雙主修或輔系之認證。」 
3.各院應規劃至少一套具實務性並可提升學生軟實力的 15 學分的學程，並搭配

相關實習課程開設，供學生集中修讀，除具備多一項軟實力外，亦可取得學

程認證。如因推廣學程所需而額外開設新課程，開課學分與鐘點數將酌予考

量。 
4.各學系、導師及教務處應廣為宣導並推動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之制度，

以提升學生修讀意願及人數。 
5.本案再另提送教務會議討論。 

 
討論二：研議訂定大學部一至三年級學生基本核心能力檢核機制與實施辦法，以檢核各

學系學生修習完該年級課程應具備能力之提升程度,及實際了解其學習成效。 
說  明： 

1.各學系應建立一套整體性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如完成一年級(或二、三

年級))課程後，應具備哪些基本核心能力，以作為評估學生在各學習階段結束

後，是否達成既定的能力要求。 
2.各學系訂定該系各年級之基本核心能力，並於該學年度結束後一星期內舉辦

基本核心能力檢核，並同時建置題庫作為後續推廣使用。如檢核未通過者，

應實施輔導與補救教學措施，協助其通過檢核與具備基本能力。 
決  議： 

1.鼓勵各系訂定各年級(一至三年級)或各學習階段之「能力指標參照表」，以確

認學生是否具備各階段應有之基本核心能力要求。檢核方式得採學生勾選、

紙本測驗、上機檢測或實作等方式實施，並配合建立「學習成效檢核題庫」

且逐年擴充題庫內容。實施日期建議於各學年度結束後一星期內舉辦，檢核

未通過者，配合實施輔導與補救教學措施，協助其通過檢核與具備基本能力。 
2.相關檢核及輔導經費將配合「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之經費支應。 
3.本案再另提送教務會議討論。 

 
八、臨時動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