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東大學 9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會議紀錄
時間： 96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四 )下午 3時 1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新會議室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工作報告（略）

參、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號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 議 執行情形

1 兒研所 96 學年度入學

課程綱要案，   請 審議。

兒研所 一、 ( 二 ) 課程結構碩士班與博士班

學

    分合計數皆增加「其中 6學分修

    習本校所際、院際相關課程」。

二、 ( 三 ) 選課須知第一點修正為

「日

    間班研究生以修習 1.~4. 類為

    主，但學生除必修課程外，可依

    本身興趣自行決定選修科目。」。

三、課程科目代碼編排方式請兒研所

   與教務處課務組聯繫修正事宜。

四、其餘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事項

辦理

2 社教系 96 學年度入學

課程綱要案，   請 審議。

師範學院 一、

 自由選修課程之部分統一修正為

    「含本系專門課程超修之必選修

     課程、超修之專業教育課程、超

     修輔系課程、超修各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課程系專門課程、學程課

     程、放棄輔系資格之已修課程或

     校際合作遠距教學課程，惟不含

     通識教育課程。」。

二、其餘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事項

辦理

3 社教系碩士班 96 年入

學課程綱要案，   請 審議。

師範學院 一、 ( 三 ) 課程設計修正為 (1) 基礎

課

    程：……必修 12 學分； (3) 選

修

    課程：……至少 12 學分。

二、 ( 四 ) 選課須知第二點修正為

「基

    於學生學習需要 , 其中 6學分可

修

已依決議事項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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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 議 執行情形

    習本校所際、院際相關課。」。

三、其餘照案通過。

4 音樂學系修訂「 96 學

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

  綱要」案，請 討論。

音樂學系 一、修改課程綱要表格以清楚呈現修

    讀學分數。

二、

刪除課程綱要中「修習國小教育

學程必修」之字句。

三、

請音樂系與教務處課務組聯繫修

正課程綱要排列事宜。

四、其餘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事項

辦理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南島所南島文化學程修訂 96 學年度入學課程綱要案，   請 複核。

                                                    

                                                (提案單位：南島文化研究所 )

  說 明：
    一、依據 (96.10.09)9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南島文化學程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南島所南島文化學程 96 學年度課程綱要修訂資料如下：

國立臺東大學「南島社會與多元文化學程」實施要點

一、設置宗旨

台灣是一多元文化社會，近年迅速增加的跨國婚姻，更增強了台灣與島嶼東南亞的聯繫，為

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社會的視野，提供學生第二專長的訓練，並結合本校既有師資與資源，特

設置本學程。

二、學程名稱

南島社會與多元文化學程（ Program of Austronesian Societies and Multi-cultures ）。

（以下簡稱「南島文化學程」）

三、實施辦法

1.實施依據：本計畫依據「國立臺東大學設置多元能力學程實施要點」設立。

2.本學程設「南島社會與多元文化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南島文化學程委員會」），處理南

島文化學程之課程規劃、學分抵免、申請審核及學分認證等相關事務。委員會成員五名，除

南島文化研究所所長（召集人）與所上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該所所長推薦校內、
外適當之人選。必要時，得邀請校 相關人員列席。內

3.各學系學士班學生自修業第二學年（研究生自一年級）起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學年第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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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均可申請修讀本學程。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且成

績及格者，得逕行檢具歷年成績單影本，向「南島文化學程委員會」申請，經審核通過者，

由本校發給「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學程證明書」（英文為” Certificate for Program of

Austronesian Societies and Multi-culture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4.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欲修讀本學程者，應於每年教務處公佈申請期限向本學程委員會提出申請，並填寫修讀

學程申請表（附件一）。申請程序依照申請表所列流程進行，申請通過名單 公告於學校另
首頁、教務處及南島文化研究所網頁。

5.本學程由南島文化研究所負責協調系所延聘師資開授課程。本校其他系所課程與學程課

程名稱相同（相似）之科目，經南島文化學程委員會審議該課程之教學目標、課程大綱與

學程科目相符者，最多抵 8學分，但不得包括必修課程科目。欲抵免之學分，需 填寫另
「抵免南島文化學程申請書」（附件二）。

6.本學程招收名額以每學期25名為原則。

7.修讀本學程學生，擬終止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放棄南島文化學程聲明書」（附件三），由

南島文化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修系（所）主任核章後，正本留存南島文化研究所，影本

送至教務處課務組申請放棄並取消修讀本學程資格。放棄修讀本學程資格學生，當學期已

選定之課程不得於加退選期限截止後要求退選。

8.本學程之必修與選修課程共計20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共 3門課， 9學分。選修課程分研

究領域、當代議題、專題討論三個領域，共 11學分。每個領域至少需修習一門課程，每門課

2或 3學分。具體課程如「南島文化學程課程規劃表」所列。

9.學程專門課程需依照本校修讀學程、輔系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抵免之學分無須繳費。

10. 學生選課、繳費流程、成績管理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11.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得由南島文化學程委員會開會討論決定之。

12.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課程規劃

類

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數

開

課

學

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共
同
必
修

九
學
分

文化人類學 P041S001 必 3 3 Cultural Anthropology 96上修改
為 3學分

南島社會文化通論 P041S0

02

必 3 3 Introduction to Austronesia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96上修

改為 3

學分

多元文化概論 P041S0

04

必 3 3 Introduction to Multiculturalism 96上新

增課程

選
修

研
究

南島語概論 P043S1

04

選 2 2 Introduction to Austronesian 

Languages

96上修改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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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數

開

課

學

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課
程
（11
學
分
）                          

領
域(

至
少
2
學
分)

南島藝術與物質文化 P043S1

06

選 3 3 Austronesian Art and Material 

Culture

96上新增
課程

南島樂舞文化 P043S1

07

選 3 3 Austronesian Music and Dance 96上新

增課程

南島民族與文學創作 P043S1

08

選 2 2 Austronesian Literature 96上新

增課程

南島文化與環境 P043S1

09

選 2 2 Austronesia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96上新

增課程

當
代
議
題(

至
少
2
學
分)

多元文化與教育 P043S2

01

選 2 2 Multiculturalism and Education

族群與文化 P043S2

02

選 2 2 Ethnicity and Culture

全球化與在地化 P043S2

05

選 2 2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博物館與南島文化展演 P043S2

08

選 3 3 Museum and Austronesian 

Cultural Performance

96上新

增課程

南島文化與觀光 P043S2

09

選 2 2 Austronesian Culture and 

Tourism

96上新

增課程

南島民族跨國遷徒與移居 P043S2

10

選 2 2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Resettlement

96上新

增課程

商品、消費與文化 P043S2

11

選 2 2 Commodities, Consumption and

Culture

96上新增
課程

當代議題（一）：國際組織
與原住民族發展

P043S2

12

選 3 3 Contemporary Issues (1)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r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96上新

增課程

當代議題（二） P043S2

13

選 2 2 Contemporary Issues (2) 96上新

增課程

當代議題（三） P043S2

14

選 2 2 Contemporary Issues (3) 96上新

增課程

專
題
討
論(

至
少
2

經濟發展與變遷 P043S3

01

選 2 2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東臺灣區域發展 P043S303 選 2 2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Eastern Taiwan

原住民政策比較研究 P043S304 選 2 2 Comparative Studies of 

Indigenous Policy 

96上修改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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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數

開

課

學

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學
分
)

大洋洲當代社會議題 P043S3

05

選 3 3 Issues of Contemporary Pacific 95下新增
課程

臺灣南島民族誌 P043S3

06

選 3 3 Ethnography of Austronesian 

Peoples in Taiwan

96上新

增課程

南島文化與基督宗教 P043S3

07

選 2 2 Austronesian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96上新

增課程

專題討論（一） P043S3

08

選 2 2 Seminar(1) 96上新

增課程

專題討論（二） P043S3

09

選 2 2 Seminar(2) 96上新

增課程

專題討論（三） P043S3

10

選 2 2 Seminar(3) 96上新

增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美術系提案，討論『數位音像與動畫設計學程』更名為『數位影音與動畫設計學程』，

          修正實施要點，請 複核。

                                                    

                                                (提案單位：美術產業發展學系 )

  說 明：
    一、依據美術系 96 年 9月 10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會議 第一次系務會議討

        論通過。

    二、『數位音像與動畫設計學程』更名為『數位影音與動畫設計學程』，修正實施要點，修改

        內容如下：
國立台東大學數位影音與動畫設計學程實施要點

一、學程名稱
數位影音與動畫設計學程 「Digital Film and Animation Design」

二、設置宗旨
在影音 內 內 內 內藝術各 業中，影音設計與電腦動畫不論在虛擬網路、電視廣告或電影上的應用，已

呈現爆炸性的成長，不僅能讓創意無限揮灑，更為影像打造完美視覺效果，放眼未來數位電視即將

普及化，影音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內 內 內內 內設計與電腦動畫從業人員實為文化創意影音 業中不可缺乏之技術人才；因此「數位

影音與動畫設計」學程的設立，主要發展方向為數位藝術之創作與設計應用，反應數位科技時代之

內步與需求。整體學程目標有二： (1) 培育數位影音、電腦動畫與跨領域藝術相關人才 (2) 整合

數位影音、電腦動畫與跨領域藝術，發展前瞻性的媒體藝術技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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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辦法
第一條、 依據「國立台東大學設置多元能力學程實施要點」辦理。

第二條、 本學程設「數位影音與動畫設計學程委員會」 ( 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 ) ，由美術

內業發展學系主任（召集人）邀請相關系所主管及教師組成，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第三條、 適用對象：本校各系（所）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學生（不包含在職生與進修部學生）。

第四條、 本學程課程分為三類： A. 基礎課程、 B. 專業課程、及 C. 核心課程，詳細修業

辦法及學分規定如附件一。

第五條、 欲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修讀學程申請表如附件 二，每學年需於公佈截止期限 提內
出申請，並由本學程開課學系主任召開審 委員會決定錄取學生名單。查

第六條、 本校其他課程名稱相同（相似）之科目，經本學程委員會或開課學系主任同意最多得

抵八學分，學分抵免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三。

第七條、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以修讀學程為由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第八條、 本學程每班招收人數以二十五人為原則。

第九條、 修讀學程之學分併計當學期所修習總學分上限。

第十條、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具成績單影本，向本學程委員會

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者，由本校發給「數位影音與動畫設計學程證明書」，英文名稱為

「 Certificate for Program of Digital Film and Animation Design，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

第十一條、 本計畫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請  複核。

                                                    

                                                      (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

  說 明：
  一、依據 960409 國立台東大學音樂學系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系務會議決議辦

      理。

  二、本學程經教育部顧問室核定通過九十六年度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人文數位教學計畫之

      審核， 並獲得補助經費共計 1,482,457元。

    三、檢附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實施要點，請參考。

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實施要點

一、設置宗旨

鑑於培養音樂學系及人文藝術、資訊管理相關系所學生，配合國立台東大學之辦學理念，結合
內 內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內 內「原住民音樂文化」之在地文化資 ，發展本校特色，特以音樂學系為中心結合資訊管理學系，針對

「數位典藏」與「音樂數位創作」領域之專業知識、技能，整合成為綜合學程， 企圖增進學生具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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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數位典藏」 技能、「音樂數位創作」以及結合原住民音樂文化，發展人文藝術中跨領域整合之

特色學程，特別設立「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以蒐集原住民音樂、處理原住民音樂

製作數位檔案形式之成品、建立音樂資料庫，分為書面論述（文字）、圖照片、音樂與音訊、動畫影像

及樂譜，及強化「就業」能力為主要目的。

二、學程名稱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

三、實施辦法

   1.學生遴選及修課規定
第一條、 依據「國立台東大學各學院系設置未來就業能力學程實施要點」辦理。

第二條、 適用對象：本校各系所在校學生（包含在職生與進修部學生），與適用其它規定具有在

本校修課資格者，以音樂學系或具基礎音樂能力的學生為主。

第三條、 欲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修讀學程申請表，每學年需於公佈截止期限內提出申請，修讀
學程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第四條、 由本學程開課學系主任召開審 委員會決定錄取學生名單查 。

第五條、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以修讀學程為由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第六條、 本學程課程分為三類： A. 基礎課程、 B.應用課程、 C.技術課程、及 C. 實作課程。

必要修習及選修課程、 詳細修業辦法及學分規定如表一。
第七條、 本校其他課程名稱相同（相似）之科目，經開課學系主任同意最多得抵免八學分，惟核

心及專業科目不得相抵，學分抵免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二。

第八條、 本學程每班招收人數以二十五人為原則。
第九條、 修讀學程之學分列入每學期選課學分數之 計算。但符合本校學生選課辦法且經學系內

主管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逕行檢具歷年成績單影本，向教務處

課務組申請，經審核通過者，由本校發給「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

合學程證明書」英文為” Certificate for Program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Compositions 

of Taiwan Aboriginal Music” 。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具體實施策略：

一、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課程採大班制上課。每一階段的課程皆提供相關

的實作機會，使同學能實踐課堂所學的理論知識，培養實際應用的能力，並且支援系 外內
內 內 內 內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內 內 內 內 內 內音樂活動及教學，如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的田野調 錄音、音樂資料蒐集、樂譜製作及音

樂創作、編曲與演奏等。

二、 與校 外的音樂應用領域保持良好的互動與緊密接觸，積極地與本校其他系所聯繫，再與內
台灣地區的應用音樂機構交流， 從事音樂活動及教學資料的連繫， 如空間設備、 人力資

源、演藝活動、書籍、譜務、影音資料等的相互支援。本學程營造多元性的教學環境，

開設對就業有利的數位與應用音樂、 人文與科技課程， 發揮強大的教育功能。 過去教學

資源整合的範例有本校語教系實施之「 故事讀寫學程」 ， 由本系提供配音、 配樂之創作、

編曲及錄音等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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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專任師資負責建立及維護教學環境，含器材的採購、安裝與維護、軟硬體設備的使用與

管理、及學程規劃與教學執行。
3. 內 內 內 內 內 內本學程預計可以提昇 業競爭力，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利用數位硬體與軟體教學， 導入文化創意 業的 容彙整與互

通，台灣地區的音樂工作者以民族自主的角度去激發原創音樂，有創造性的思考模式， 內 內 內刺激 業提

升創意能力。

近期（一至二年）：

本學程之執行

中期（一至六年） 長期（一至八年）

學生專業知識受益 校 系所整合與原住民音內
樂數位典藏及創作資料庫

內業的發展

文字聲音 / 影像 / 視訊資

料數位化、 聲音轉檔與修

復、聲音處理與內號剪輯及

影音串流的技能；

欣賞、創作、演奏及教學之

專業知識，音樂科技、原住

民音樂文化、通俗音樂與數

位之專業知識，多媒體、商

內內 內 內業音樂與數位文化 業就業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語文教育學系

美勞教育學系

音樂學系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業學系

南島文化研究所

區域政策發展研究所

內內原住民文化創意 業

內 內台東觀光 業

原住民文化文字出版（有聲書）

內內原住民文化影視 業

內內原住民音樂文化 業

原住民音樂文化演藝

原住民音樂文化學術研究

原住民音樂文化數位典藏

本學程預計可為學生、學校及台東地區帶來的成效；本計畫只規劃及達成近期，中期及長期的達成需結合及尋求學校

及區域更大的資源

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課程架構圖：
基

礎

課

程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概論
田野採風

應

用

課

程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之系統理論與實作（一）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之系統理論與實作（二）

技
術

課

程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之音樂科技

原住民音樂數位化編曲與電腦音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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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作

課

程

原住民音樂與音樂創作

原住民音樂數位化製作實作

學程製作

自由選修

（應用音

樂課程）

電腦音樂（上）、（下）

混錄音工程理論與實作（上）、（下）

電腦輔助樂譜製作

通俗音樂風格探討與曲目賞析（上）、（下）

自由選修

（原住民

音樂文化

學程）

選修相關「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課程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之課程架構

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1.本學程開設下列課程，供學生選修。

2.學生於畢業前修滿 20 學分（必須修畢通過必修學分），即頒發本學程結業證書。

3.曾修習課程相近之科目，經本學程開委員會同意最多得抵 8學分。

學期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設備

97 上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概論 2 （必

修）

趙陽明

田野採風 2 （必

修）

林清財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之系統理論與實作
（一）

2 （必

修）

趙陽明

97 下 台灣原住民音樂 2 （必

修）

林清財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之音樂科技 2 （必

修）

趙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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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之系統理論與實作

（二）

2 （必

修）

謝明哲

98 上 原住民音樂數位化編曲與電腦音樂創作 2 （必

修）

趙陽明

原住民音樂與音樂創作 2 （必

修）

許明鐘

98 下 原住民音樂數位化製作實作 2 （必

修）

趙陽明

學程製作 2 （必

修）

趙陽明

備註：

一、強烈建議選修下列與本學程密切相關之選修課程：

i. 電腦音樂

ii. 電腦輔助樂譜製作

iii. 混錄音工程理論與實際

iv. 通俗音樂風格探討與曲目賞析

v. 相關「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課程

二、修畢學程學分之學生須繳交具體之創作作品方給予學程證明。

學程課程一覽表

類

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學

分

時

數

開

課

學

期

課程 明說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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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課程

四
學
分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
及創作概論

The Overview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Compositions of 
Taiwan Aboriginal 
Music

P111S101 必 2 2 97上 藉由聽、視覺藝術媒體等及
數位軟硬體、媒材及跨越學
門領域之知識統整。

田野採風 Field Work on the 
Music of Taiwan 
Aborigines

P111S102 必 2 2 97上 從原住民音樂文化第一手
資料的蒐集，學習音樂田野
調查的各種理論方法及實
地從事田野調查工作。

應用
課程

四
學
分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
之系統理論與實作
(一)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Archives of Taiwan 
Aboriginal Music

P111S201 必 2 2 97上 著重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
之系統理論與實作, 教導電
腦科技及現有之資訊整合
及管理系統。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
之系統理論與實作
(二)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Archives of Taiwan 
Aboriginal Music

P111S202 必 2 2 97下 著重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
之系統理論與實作, 教導電
腦科技及現有之資訊整合
及管理系統。

技術
課程

四
學
分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
及創作之音樂科技

The Music 
Technology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Compositions of 
Taiwan Aboriginal 
Music

P111S301 必 2 2 97下 教授電腦音樂軟硬體及混
錄音器材使用,也教授使用
電腦輔助製作整齊精緻的
樂譜。

台灣原住民音樂 Taiwanese Aboriginal
Music

P111S302 必 2 2 97下 介紹台灣原住民音樂文化
之傳統與現狀。

實作
課程

八
學
分

原住民音樂數位化編
曲與電腦音樂創作

Digital Arrangement 
of Aboriginal Music

P111S401 必 2 2 98上 教授專業的MIDI與數位化
編曲器材的技術

原住民音樂與音樂創
作

Aboriginal Music and 
Musical Composition

P111S402 必 2 2 98上 嘗試將原住民音樂中豐富
的音樂素材，應用於音樂創
作，以完成突破性、創新與
時代感。

原住民音樂數位化製
作實作

The Production and 
Digitalize of Taiwan 
Aboriginal Music

P111S403 必 2 2 98下 利用電腦音樂軟硬體及混
錄音器材完成原住民音樂
「數位典藏」及「數位創作」。

學程製作 Final Assignment of 
Program

P111S404 必 2 2 98下 利用學程課程所學，結合原
住民音樂、數位及應用音樂
知識，以完成原住民音樂
「數位典藏」及「數位創作」
民族音樂之製作。

自由
選修
（應
用音
樂課
程）

十
四
學
分

電腦音樂（上） Apply Music 1 P113S501 選 2 2 利用電腦及電子樂器之數
位化科技編曲，修習編曲軟
體、音源機及控制器的應用，
及應用音樂的編曲技術。

電腦音樂（下） Apply Music 2 P113S502 選 2 2 利用電腦及電子樂器之數
位化科技編曲，修習編曲軟
體、音源機及控制器的應用，
及應用音樂的編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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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錄音工程理論與實
作（上）

Mixing and 
Recording 
Engineer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

P113S503 選 2 2 混錄音工程的基本理論，含
錄音室現場音樂會及田野
調查的錄音，音
響與混錄音器材的使用。

混錄音工程理論與實
作（下）

Mixing and 
Recording 
Engineer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

P113S504 選 2 2 混錄音工程的基本理論，含
錄音室現場音樂會及田野
調查的錄音，音
響與混錄音器材的使用。

電腦輔助樂譜製作 Computer-assisted 
Music Notation

P113S505 選 2 2 學習專業電腦製譜軟體
Finale，利用其強大及精密
的功能，以最廣用的樂譜記
載及謄寫方法製譜。

通俗音樂風格探討與
曲目賞析（上）

Popular Music-
Appreciation and 
Style Analysis 1

P113S506 選 2 2 結合各種當代、古典及民族
音樂的素材，曲目欣賞、風
格探討及掌握通俗樂曲的、
創作技巧，含旋律、和聲、音
色、結構、節奏、慣用語法及
風格等。

通俗音樂風格探討與
曲目賞析（下）

Popular Music-
Appreciation and 
Style Analysis 2

P113S507 選 2 2 結合各種當代、古典及民族
音樂的素材，曲目欣賞、風
格探討及掌握通俗樂曲的、
創作技巧，含旋律、和聲、音
色、結構、節奏、慣用語法及
風格等。

自由
選修
（原
住民
音樂
文化
學
程）

二
十
學
分

選修相關「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課程

附件一

國立台東大學學生修習「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學 年 度 學 年 度　第    　　　學期

姓 名 學 號

- 12 -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聯 絡
電 話

系 所 級 □
  學系（研究所） □

□

博士班
碩士班　　　　　年級
大學部

其 他
加 修 狀 況 □ 曾獲核准修習（　）　　　　　　　學程

□ 曾獲核准修習雙主修：　　　　　　　　　　　　　         

輔　系：　　　　　　　　　　　　　　　     

□未曾申請加修雙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

上列資料由申請同學詳實填寫，送交各所屬系所主管簽核後，自行送交音樂學系

審 查 意 見 指導
教授
或
導師

音
樂
系
主
任

學
程
負
責
人

□同意
□不同意

教務處

核 定

承辦人：　　　 　　　組長：　　　 　　　教務長：

附註：
1. 申請書請隨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以利查核。
2. 辦理程序：學生填妥各項資料→所屬系所主管審查→加修學程負責系所審查→教務
處核定。

3. 經核准修習「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之學生名單，至遲於學程申辦
期限結束後二週公告。

附件二

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學分抵免申請書
1. 根據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實施辦法規定，學生曾選修其他相

近課程科目，以具相同學分數以上之科目，經本開課單位係主任同意，最多得抵免 8學分。

2.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 內欲辦理抵免學分者， 將填妥 容之下表和曾修習成績單交至教務處課務組申請。

3. 獲得申請通過後，學生之學程修習單上將會註明抵免之課程。

系級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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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修習科目

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授課教師意見 學分數

欲抵免之學程科目

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學分數

審查意見

申請通過與否 通過 不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訂體育系 96 學年度課程綱要，請  審議。

                                                    

                                                      (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

  說 明：
    一、依據 (96.10.15)9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師範學院院務會議議決議辦理。

    二、體育系 96 學年度課程綱要修訂資料如下：

  國立台東大學 96學年度 課程綱要

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專門課程

（ 96.10.15院課程會議修正）

(一 )目標
1.培育國民教育健康與體育領域之專業教師及研究人才。

2.培育 外戶 體驗活動企劃、領導之專業人才。

3.培養專業敬業的精神及增進社會服務之熱忱。

(二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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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學分合

計

通識教

育課程

由校課程委員會決定 28學分

院共同

課程

由院課程委員會規劃 44學分

體育學

系專門

課程

體育核心課

程

( 必修 )

（ S0 ）

學科（ S001 ～） 15 學分 24學分

術科（ S051 ～） 9學分

專門導向課

程

( 選修 )

（ S7 、 S8

）

健康與體育課群（ S7 ） 32學分 32學分

戶外體驗教育課群（ S8 ）

 加強性課程 （註 2 ）

（ S7 、 S8 ）

（可併計自由

選修學分）

自由選

修

含本系專門課程超修之必選修課程、超修之專業教育課程、超

修輔系課程、超修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系專門課程、學程

課程、放棄輔系資格之已修課程或校際合作遠距教學課程，惟

不含通識教育課程。

20學分

總        計 148學

分

註 1 ：專門導向課程：32學分。

  (1)健康與體育課群：以培養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相關師資為主。

(2) 戶外體驗教育課群：以培養戶外活動領導專業人才為主。 

此兩課群「並非分組」，而是「不同之課群」導向，學生可以修習某一專門導向課群為主，也

可以選擇跨課群選修，合計至少 32學分。此類課程雖均為選修，但學生選課時宜注意自己

未來專業能力之養成。

註 2 ：加強性課程：為強化學生的專業能力，本系針對「健康與體育」及「 外體驗教育」戶         

     開設加強性課程供學生選讀，可併計自由選修學分。

 (三 )專門課程
  1. 體育核心課程：共計 24 學分

類

別

課程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

課

年

級

英文名稱 備註

學

科

解剖生理學 EPH1S00

1
必 3 3 一上 Anatomy and Physiology

運動生理學 EPH1S00

2

必 3 3 一下 Exercise 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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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心理學 EPH1S00

3
必 3 3 一下 Sport Psychology 

運動生物力

學

EPH1S00

4

必 3 3 二上 Sport Biomechanics

運動教育學 EPH1S00

5

必 3 3 二上 Sport Pedagogy

術

科

田徑（上） EPH1S05

1
必 1 2 一上 Track and Field (1)

田徑（下） EPH1S05

2

必 1 2 一下 Track and Field (2)

體操（上） EPH1S05

3
必 1 2 一上 Gymnastics (1)

體操（下） EPH1S05

4

必 1 2 一下 Gymnastics (2)

游泳（上） EPH1S05

5
必 1 2 一下 Swimming (1)

游泳（下） EPH1S05

6

必 1 2 二下 Swimming (2)

專業實習

( 一 )

EPH3S05

7

必 1 2 一 Practicum in Physical 

Profession (1)

專業實習

( 二 )

EPH3S05

8

必 1 2 二 Practicum in Physical 

Profession (2)

專業實習

( 三 )

EPH3S05

9

必 1 2 三 Practicum in Physical 

Profess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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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門導向課程 ( 含自由選修之加強性課程 ) ：共計 52 學分

     (1)健康與體育教學學群學科

類

別

課程名稱 科目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

課

年

級

英文名稱 備註

學

科

健康與體育概論 EPH3S7

01

選 3 3 一 Introduction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健康促進 EPH3S7

02

選 3 3 一 Health Promotion

體育行政與管理 EPH3S7

03

選 3 3 三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史 EPH3S7

04

選 3 3 二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測驗與評量 EPH3S7

05

選 3 3 二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EPH3S7

06

選 3 3 三 Fitness and Sport Prescription

體育教學法 EPH3S7

07

選 3 3 二 Teaching Me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適應體育 EPH3S7

08

選 3 3 二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運動學習與控制 EPH3S7

09

選 3 3 三 Motor Learning and Control

運動傷害與處理 EPH3S7

10

選 3 3 一 Sport Injury and Management

運動指導法 EPH3S7

11

選 3 3 四 Instructional Methods of 

Sports

運動裁判法 EPH3S7

12

選 3 3 四 Sports Rules and Methods in 

Sports Referee

運動社會學 EPH3S7

13

選 3 3 二 Sports Sociology

台灣民俗藝陣 EPH3S7

14

選 3 3 二 Folks in Taiwan

社區體育 EPH3S7

15

選 3 3 四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mmunity

身體活動教育實習

( 上 )

EPH3S7

16

選 2 4 三 Physical Activity and 

Education Practicu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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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課程名稱 科目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

課

年

級

英文名稱 備註

身體活動教育實習

( 下 )

EPH3S7

17

選 2 4 四 Physical Activity and 

Education Practicum (2)

- 18 -



類

別

課程名稱 科目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

課

年

級

英文名稱 備註

術

科

籃球 EPH3S7

56

選 1 2 一 Basketball 

排球 EPH3S7

57

選 1 2 二 Volleyball 

足球 EPH3S7

58

選 1 2 四 Soccer 

棒 ( 壘 ) 球 EPH3S7

59

選 1 2 四 Baseball (Softball) 

網球 EPH3S7

60

選 1 2 四 Tennis 

羽球 EPH3S7

61

選 1 2 三 Badminton 

桌球 EPH3S7

62

選 1 2 三 Table Tennis 

舞蹈 EPH3S7

63

選 1 2 一 Dance 

民俗體育 EPH3S7

64

選 1 2 二 Folk Sports 

國術 EPH3S7

65

選 1 2 二 Chinese Martial Arts 

柔道 EPH3S7

66

選 1 2 三 Judo 

劍道 EPH3S7

67

選 1 2 四 Kendo

直排輪 EPH3S7

68

選 1 2 三 Inline Sk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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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戶外體驗教育學群

類

別

課程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

年級

英文名稱 備

註

學

科

戶外活動知能和技

術

EPH3S80

1

選 3 3 一 Cognitive Ability and Techniques of 

Outdoor Activities

戶外活動 EPH3S80

2

選 3 3 二 Outdoor Activities

登山教育 EPH3S80

3

選 3 3 二 Education of

Mountain-Climbing 

海洋教育 EPH3S80

4

選 3 3 二 Maritime Education

探索體驗教育 EPH3S80

5

選 3 3 一 Exploring and Experiential 

Education

戶外冒險教育 EPH3S80

6

選 3 3 二 Education of  Outdoor Adventure

體驗教育之反思與

引導技巧

EPH3S80

7

選 3 3 三 Reflection and Facilitation Skil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冒險諮商與治療 EPH3S80

8

選 3 3 四 Adventure Based Counseling and 

Therapy 

自我探索與成長 EPH3S80

9

選 3 3 二 Personal exploring and Growth

環境倫理 EPH3S81

0

選 3 3 三 Environmental Ethics

自然及文化史 EPH3S81

1

選 3 3 四 Nature and culture History

運動行銷學 EPH3S81

2

選 3 3 三 Sports Marketing

多媒體製作與網頁

設計

EPH3S81

3

選 3 3 二 Multimedia, and Web Page 

Design

現代運動傳播概論 EPH3S71

4

選 3 3 三 Modern Sports and Media Study

志工服務 EPH3S71

5

選 3 3 四 Service Volunteers

主題活動企劃與實務

( 上 )

EPH3S81

6

選 2 4 三 Programming & Practice  of the

Theme Activity(1) 

主題活動企劃與實務

( 下 )

EPH3S81

7

選 2 4 四 Programming & Practice  of the

Theme Activit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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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科

野外醫療處理 EPH3S85

1

選 1 2 二 Wildness Medicine Treatment

野外求生 EPH3S85

2

選 1 2 二 Wildness Survival

野外實察安全與意

外的防治

EPH3S85

3

選 1 2 四 Safety in Wilds and Accident 

Prevention

安全與風險管理 EPH3S85

4

選 1 2 三 Safety and Risk Management

水上安全與救生 EPH3S85

5

選 1 2 三 Water Safety and Life Saving

登山與露營 EPH3S85

6

選 1 2 三 Mountaineering and Camping

繩索技術與拯救 EPH3S85

7

選 1 2 二 Rope Skills and Rescue

定向運動 EPH3S85

8

選 1 2 一 Orientation Sport

攀岩與溯溪 EPH3S85

9

選 1 2 二 Sport Climbing and River Tracing

越野單車 EPH3S86

0

選 1 2 一 All-terrain Cycling

水域遊憩活動 EPH3S86

1

選 1 2 三 Water Recreation Activity

潛水 EPH3S86

2

選 1 2 四 Diving

海洋獨木舟 EPH3S86

3

選 1 2 三 Marine Canoe

附錄：放棄教育學程學生之修課規範

課程類別 學分合

計

通識教

育課程

由校課程委員會決定 28學分

院共同

課程

由院課程委員會規劃 20學分

體育學

系專門

課程

體育核心課

程

( 必修 )

（ S0 ）

學科（ S001 ～） 15 學分 24學分

術科（ S051 ～） 9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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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導向課

程

( 選修 )

（ S7 、 S8

）

健康與體育課群（ S7 ） 32學分 32學分

戶外體驗教育課群（ S8 ）

 加強性課程 （註 2 ）

（ S7 、 S8 ）

（可併計自由

選修學分）

自由選

修

含本系專門課程超修之必選修課程、超修之專業教育課程、超

修輔系課程、超修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系專門課程、學程

課程、放棄輔系資格之已修課程或校際合作遠距教學課程，惟

不含通識教育課程。

24學分

總        計 128學

分

註：不修習國小教師教育學分者，最低畢業總學分為 128學分。除院共同必修課程 6學分外，

學生得 內內 內 內 內自專業教育課程 自由選修14學分。（ 94.09.29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

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修訂體育學系碩士班 96學年度課程綱要，請  審議。

                                                    

                                                      (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

  說 明：
    一、依據 (96.10.15)9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師範學院院務會議議決議辦理。

    二、體育學系碩士班 96 學年度課程綱要修訂資料如下：
  國立台東大學 96學年度 課程綱要

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碩士班  專門課程

（ 96.10.15院課程會議修正）

（一）目標

1.培育體育與運動研究人才。

2.提升體育與運動學術研究之水準。

3.結合運動科學與人文教育學研究，提升教學與訓練之成效。

（二）課程結構

課程類別 必選修 學分數

學分 合計

研究方法學  6-15學分 必修 6 30

選修 0-9

專門課程

6-24學分

人文教育學 必選 3-15

運動科學 必選 3-15

論文 獨立研究 選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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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學分 碩士論文 必修 0

內明一：除碩士論文不計學分外，研究生必須修足30學分，並通過碩士論文口試始可畢業，在

職生修業年限 2~5年，全職生修業年限為 1~4年。

說明二：在職生選課每學期上限為10學分，全職生選課每學期上限為 12學分，加修體育學

系大學部專門課程或學程者，每學期學分上限為 15學分。

（三）選課暨學位論文須知

1.必修科目：研究生共同必修科目二門，共計 6學分。 「碩士論文」另
 為必修 0學分。

2.選修科目：學生選修課程除本系所開課外，亦可跨校 ( 系 ) 選修，為不得多於 6學分，跨

校 ( 系 ) 選課辦法依學校規定辦理。

3.每學分以每週上課一小時為原則。非體育科系及以同等學力考入研究所者，應補修本系大

學部專門課程 6學分，但不列入研究所畢業學分。

4.本系研究生須符合下列規範始得提出論文考試：
(1) 在學期間須參與校內外體育學術研討會至少三次。
(2) 在學期間，應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有審稿制度之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至少二篇。
(3) 研究生在一、二年級期間，必須參加研究生讀書會，無故缺席者需延後一學期申請學

位論文考試。
5.學位論文之指導教授須由本學系專、兼任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之。若本系無適當教授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指導時，得聘請校外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但本系得有一位教授協同校外指導教授共

同指導。

8.學位論文計畫須公開審 ，經口試委員會認可後，始得進行學位論文之撰寫。論文計畫發查

表後三個月以上並隔學期，始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 四 ) 專門課程

類

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數

開

課

學

期

科目英文名稱

研

究

方

法

︹

6

至

1

5

學

分

︺

身體活動研究法 EGP1S060 必

修

3 3 一上 Research Method in Physical Activity

實驗設計與統計 EGP1S061 必

修

3 3 一上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Statistics

論文寫作 EGP3S062 選

修

3 3 二上 Thesis Writing

問卷調查 EGP3S063 選

修

3 3 一下 Questionnaire Survey

質性研究 EGP3S064 選

修

3 3 二上 Qualitative Research

電腦資料分析 EGP3S065 選

修

3 3 二下 Data Analysis with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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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數

開

課

學

期

科目英文名稱

專

門

課

程

：

人

文

教

育

學

︹

3

至

1

5

學

分

︺

運動教育學專題研究 EGP3S071 選

修

3 3 一上 Seminar of Sport Pedagogy

體育教學法研究 EGP3S072 選

修

3 3 一下 Seminar in Teaching Me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課程研究 EGP3S073 選

修

3 3 二上 Seminar in Curriculum of Physical 

Education

適應體育專題研究 EGP3S074 選

修

3 3 二上 Seminar in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史研究 EGP3S075 選

修

3 3 一下 Seminar in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中國古代體育史研究 EGP3S076 選

修

3 3 二上 Seminar of Ancient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History

體育博物館學專題研究 EGP3S077 選

修

3 3 二上 Seminar in Museology of Physical 

Education

民俗體育專題研究 EGP3S078 選

修

3 3 一下 Seminar of Folk Sport

運動社會學專題研究 EGP3S079 選

修

3 3 一上 Seminar of Sport Society 

運動管理學專題研究 EGP3S080 選

修

3 3 一下 Seminar of Sport Management

探索教育專題研究 EGP3S081 選

修

3 3 一下 Seminar of Adventure Education

運動 業專題研究產 EGP3S082 選

修

3 3 二上 Seminar in Industry of Sport

類

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數

開

課

學

期

科目英文名稱

專

門

課

程

：

運

運動生理學專題研究 EGP3S083 選

修

3 3 一上 Seminar of Exercise Physiology

運動生物力學 專題研究 EGP3S084 選

修

3 3 一下 Seminar of Sport Biomechanics

運動心理學專題研究 EGP3S085 選

修

3 3 一上 Seminar of Sport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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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數

開

課

學

期

科目英文名稱

動

科

學

︹

3

至

1

5

學

分

︺

運動技能學習專題研究 EGP3S086 選

修

3 3 一下 Seminar of Motor Skill Acquisition

知覺與預期專題研究 EGP3S087 選

修

3 3 二上 Seminar of Perception and Anticipation

控制、協調與運動技能 EGP3S088 選

修

3 3 一上 Control, Coordination and Motor Skill

動作行為動力系統基礎 EGP3S089 選

修

3 3 一下 Dynamical System Fundamental in 

Motor Behavior 

運動控制專題研究 EGP3S090 選

修

3 3 二上 Seminar of Motor Control

動作協調型態質量變化研

究

EGP3S091 選

修

3 3 二上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hange in 

Motor Learning

論

文

︹

0

至

2

學

分

︺

獨立研究（上） EGP3S066 選

修

1 2 二上 Independent Study (1)

獨立研究（下） EGP3S067 選

修

1 2 二下 Independent Study (2)

碩士論文 EGP1S062 必

修

0 二 Master’s Thesis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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