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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大學 97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課程會議議程 

時間：97 年 9 月 5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新會議室 

會議紀錄：行政助理邱采昀 

壹、 主席報告 

完成時間 審查委員建議事項 辦理或協助系所 備註 

97 年 9月 各系修改法規課程委員納入校外委

員、學生或校友 

系所 教務長：納入委員指比照

校課程會議委員模式為諮

詢委員 

97 年 9月 各系所訂定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具體

化) 

系所  

97 年 12月 網路學園上傳比例提昇至 50%以上 系所 1.委員建議網路學園與網

路選課系統連結 

2.反應網路學園教材應思

考的是學生應用比例而

非上傳比例 

3.配置 TA 協助製作互動

性高的 PPT 

97 年 12月 教學大綱上傳比例 99% 系所 委員建議重新定義教學大綱 

97 年 12月 2學分課程深化為 3學分課程 系所  

97 年 10月 增加學生實習機會 系所 搭配服務學習，擴大學生

實習之內涵。 

97 年 12月 提升學生資訊能力 系所  

97 年 12月 提升學生英檢通過比例 教務處、教學與學

習中心、英美系 

 

97 年 9月 協助大一新生生活適應及學習輔導 教務處、教學與學

習中心、學務處 

 

97 年 10月 協助新進教師之各項措施 教務處、教學與學

習中心 

 

97 年 10月 留住師資的因應策略 教務處、人事室  

97 年 11月 以標準差決定教學不佳教師的人數不

是最佳的方法，應尋求最佳的方式 

教務處、人事室  

97 年 10月 強化實習就業輔導方式 實輔處  

97 年 10月 分析學生就業的優劣勢及畢業生的就 實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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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時間 審查委員建議事項 辦理或協助系所 備註 

業輔導情況提供更加的就業輔導方案 

97 年 11月 增加 TA 人數及功能 教務處、教學與學

習中心 

 

97 年 10月 跨領域學程的規劃 教務處、三個學院  

97 年 12月 數位教材的製作增加至 12 個科目 教務處、教學與學

習中心、三個學院 

 

97 年 12月 通識教育應加強學生思考機制閱讀及

討論的訓練 

通識教育學習中心  

 

貳、 工作報告（略） 

參、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號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生物群新增「有機農
業」、「花卉學」、「經濟昆蟲學」課程，請 複
核。 

 

自然科學
教育學系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二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化學群新增「奈米感測
器」課程，請  複核。 

自然科學
教育學系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三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95 學年入學)學生放
棄教育學程者（依師範學院專業教育課程
44學分修課），建請改修理工學院各系專
門課程修滿 128學分畢業，請  審議。 

自然科學
教育學系 

授權由自教系與師範學院協商通
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四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修訂「97學年度入學學
生適用課程綱要」，請  複核。 

自然科學
教育學系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五 
資訊工程學系修訂「97 學年度入學學生
適用課程綱要」，請  複核。 

資訊工程
學系 

將「課程結構」中「通識教育中心
訂定」修改為「由校課程會議決
定」。餘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六 
資訊管理學系修訂「97 學年度入學學生
適用課程綱要」，請  複核。 

資訊管理
學系 

將「課程結構」中「通識中心頒定」
修改為「由校課程會議決定」。「必
選」改成「選修」，餘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七 
資訊管理學系修訂「96-97學年度碩士班
入學學生適用課程綱要」，請  複核。 

資訊管理
學系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八 
生命科學研究所修訂「97學年度入學學
生適用課程綱要」，請  複核。 

生命科學
研究所 

「選課須知」第四點由「34學分」
修正為「32 學分」，餘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九 
南島文化研究所修訂「97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

程綱要」案，請  複核。 
 

南島文化
研究所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十 
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修訂「97學年度
入學學生適用課程綱要」案，請  複核。 

區域政策
與發展研
究所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十一 
兒童文學研究所修訂「96學年度課程綱
要」案，請  複核。 

兒童文學
研究所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十二 
兒童文學研究所修訂「97學年度入學學
生適用課程綱要」案，請 複核。 

兒童文學
研究所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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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十三 

英美語文學系修訂『97學年度入學學生
適用之課程綱要』，請 複核 。 

英美語文
學系 

1.將「選課須知」第二點「…..，
學生必選兩科，計 6學分。」修
正為「…..，學生須三科選兩科，
計 6學分。」 

2.將「語言學概論(上)、(下)」、「心
理語言學」、「言談分析」、「語言
習得」、「社會語言學」、「語意學」
英文科目名稱中之「English」刪
除。 

3.餘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十四 
英美語文學系修訂『96學年度入學學生
適用之課程綱要』案，請 複核。 

英美語文
學系 

同上決議。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十五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修訂「97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綱要」案，請  
複核。 

身心整合
與運動休
閒產業學
系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十六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修訂「96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綱要」案，請  
複核。 

身心整合
與運動休
閒產業學
系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十七 
「幼稚園教育學程」新增課程結構表之學
分數合計欄內「至少」二字及新增選修課
程「教育心理學」、「教學原理」，請 複核。 

師資培育
中心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十八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開課。 通識教育

中心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十九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開課。 通識教育

中心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

事項辦理。 

 

※本次提案決議一覽表 

案
號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一 
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研究所（籌備處）修
訂「97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綱要」
案，請 核備。 

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研究籌
備處 

照案通過。 

二 
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大學部 97年入
學課程綱要，請 核備。 

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請幼教系加註「*」課程之意
義，餘照案通過。 

三 
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97年入
學課程綱要，請 核備。 

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交由幼教系討論「課程架構」
論文為 6-8學分，是否須加註
說明其原因，餘照案通過。 

四 
師範學院體育學系大學部 97學年度課
程綱要案，請核備。 

師範學院體育學系 照案通過。 

五 
師範學院體育學系碩士班 97學年度課
程綱要，請核備。 

師範學院體育學系 照案通過。 

六 
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大學部 97年學
年度課程綱要，請  核備。 

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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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七 
師範學院97年入學課程綱要(教育專業
課程)修訂案，請  核備。 

師範學院 將 p30「二、專業教育課程(國
小教育師資)」修正為「二、
專業教育課程(國小教育及特
殊教育師資)。」，餘照案通
過。 

八 
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增設「醫療兒童
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並自 97學年度
起實施，請 複核。 

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照案通過。 

九 
師範學院體育學系設置「山林海洋探索
體驗學程」，並自 97 學年度起實施，請 
複核。 

師範學院體育學系 一、依委員建議增設環保相關

課程。 

二、體育系將科目編碼由 P15

修正為 P17。 

三、餘照案通過。 

十 
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設置「社區營造
與文化產業學程」，並自 97學年度起實
施，請 複核。 

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 照案通過。 

※ 臨時動議 

一、汪履維委員建議：修訂課程綱要應修定原因、範圍詳細敘明於「說明」，供委員

了解參考。 

    決議：委員附議通過。 

二、梁忠銘院長建議：因師資培育中心併入實習輔導處，因此有關教育學程課程事宜

有必要請實輔處處長與會參予討論，列為會議委員。 

    決議：委員附議通過。 

三、周榮義委員建議：將一對一「獨立研究」等課程開設學分數、時數等
相關問題，移請教務長召集小組進行討論決定。 

    決議：委員附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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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研究所（籌備處）修訂「97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綱要」案，

請 核備。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研究籌備處)                                    

說 明： 

一、依據語文教育研究所（籌備處）（97年 5月 6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課程會議暨

第三次所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97學年度新增課程為：識字與寫字教學研究、兩岸漢字比較研究、多元識讀研究、圖畫書閱

讀專題、多媒體語文教學設計。 

三、語教所「97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綱要」修訂資料如下： 

國立台東大學 97 學年度 課程綱要 

師範學院 語文教育研究所  

  (一)、目標 

1.配合國家語文教育的政策。 
2.提升語文教育的研究水準。 

3.提供語教專業人才的進修管道。 

(二)、課程結構 

日間部碩士班課程綱要 

科 目 類 別 學 分 數 說 明 

研究方法類 

32學分 

選修 

語教共同專業課程 選修 

語文學群專業課程 選修 

語文教學專業課程 選修 

畢業學分數 ３２學分 (選修 32 學分) 

(三)、選課須知 

1.語文學群中須先修〈心理語言學〉才可修〈兒童語言發展〉。 

2.研究生得依個人需要至外所選修至多修 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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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依學校規定辦理。 

4.畢業總學分至少 32學分。 

(四)、專門課程 

類

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研 

究 

方 

法 

類 

3 

學 

分 

語文研究法 EGL3M001 選 ３ ３ 碩一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 Literature 

96 學年度起

必修改選修 

質性研究 EGL3M004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Language Education 

 

教育統計 EGL3M005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atistics in 

Education 

 

行動研究法 EGL3M006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Action Research 

 

語 

教 

共 

同 

專 

業 

課 

程 

6 

學 

分 

漢語語言學專題 EGL3L003 選 ３ ３ 碩一 Chinese Linguistics 
96 學年度起必

修改選修 

語文與文化專題 EGL3L006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eminar on Language & 

Culture  

原文化與語

文教育專題 

語文教育史專題 EGL3L007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eminar on History of 

Language & Literacy 

Education 

 

文學與語文教育 EGL3L009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Literature & 

Language Education 

 

當代文學理論 EGL3L010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y 

 

識字與寫字教學研究 EGL3L011 選 3 3 
碩一 

碩二 

Studies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97 學年度新

增課程 

兩岸漢字比較研究 EGL3L012 選 3 3 
碩一 

碩二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97 學年度新

增課程 

語

文

學

群

專

業

課

程 

閱 

讀 

領 

域 

閱讀心理學 EGL3S109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Psychology of 

Reading  

 

閱讀社會學 EGL3S110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Reading Sociology 

 

文本分析 EGL3S111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Text Analysis 

 

語文工具書研究 EGL3S112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Reference 

Books of Language 

 



-  - - 7 - 

 

類
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語

文

學

群

專

業

課

程 

  

 

 閱 

 讀 

 領 

 域 

閱讀教學理論 EGL3S113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Reading Pedagogy 
 

多媒體讀物研究 EGL3S114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Reading 
Materials of Multimedia 

 

讀書會理論與實務 EGL3S115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Theory and Practices of 
Reading Club 

 

多元識讀研究 EGL3S117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Multiliteracy 

97 學年度新

增課程 

圖畫書閱讀專題 EGL3S118 選 3 3 
碩一 
碩二 

Seminar on Reading of 
Picture Book 

97 學年度新

增課程 

寫 

作 

領 

域 

寫作教學專題 EGL3S215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eminar on Writing 
Instruction 

 

詩歌寫作專題 EGL3S216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eminar on Poetic 
Writing 

 

篇章學 EGL3S217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Text Linguistics 
 

修辭學專題研究 EGL3S218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Topic on Rhetoric 
 

小說寫作專題 EGL3S219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eminar on Fiction 
Writing 

 

兒童戲劇寫作研究 EGL3S220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Children’s 
Drama Writing 

 

兒童詩歌寫作研究 EGL3S221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Writing of 
Children’s Rhymes and 
Songs  

 

少年小說寫作研究 EGL3S222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the Writing 
of Young Adult’s  
Novel 

 

文學社會學 EGL3S224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語 
言 
發 
展 

心理語言學 EGL3S314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Psycholinguistics 
 

兒童語言發展 EGL3S315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需先修心理

語言學 

閩南語專題研究 EGL3S316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eminar on Southern Min 
Dialect 

 

客家語專題研究 EGL3S317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eminar on Hakka Dialect 
 

社會語言學 EGL3S318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ociolinguistics 
 

雙語現象研究 EGL3S319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Bilingualism 
原雙語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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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語
文
學
群
專
業
課
程 

 
 
 
語 
言 
發 

  展 

閱讀障礙 EGL3S320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Reading Disorders 
 

對比語言學 EGL3S322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翻譯學 EGL3S324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語言哲學 EGL3S325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Linguistic 
Philosophy 

 

文化語言學 EGL3S326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Cultural Linguistics 
 

語
文
教
學
專
業
課
程 

課 
程 
與 
教 
材 

教材分析 EGL3T101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Analysis of Language 
Arts Materils 

 

語文課程發展與設計 EGL3T102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Language 
Curriculum 

 

語文教材選編研究 EGL3T103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Selection 
of Language Arts 
Materials 

 

語文課程比較研究 EGL3T104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Comparison of 

Language Curriculum 

 

多媒體語文教學設計 EGL3L105 選 3 3 
碩一 
碩二 

Multimedia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Language 

Literacy Instruction 

97學年度
新增課程 

雙語教育 EGL3S321 選 3 3 
碩一 
碩二 

Bilingual Education 
 

教 
學 
與 
評 
量 

語文學習策略 EGL3T201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語文教學方法研究 EGL3T202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Methods of 
Language Teaching 

 

閱讀教學與評量研究 EGL3T203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of Reading 

 

作文教學與評量研究 EGL3T204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of Writing 

 

語文的測試與評估研究 EGL3T205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tudies on Language 
Test and  Evaluation  

 

教 
學 
資 
源 

電子網路資源 EGL3T301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Sources of Internet  

語文教學資源專題 EGL3T302 選 ３ ３ 
碩一 
碩二 

Topic on Sources of 
Language Teaching 

 

論 
文 
類 

二學
分 

畢業論文（上） EGL1R201 必 ０  碩二 Mater’s Thesis（1）  

畢業論文（下） EGL1R202 必 ０  碩二 Mater’s Thesis（2）  

其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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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大學部 97年入學課程綱要，請 核備。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幼教系)                                    

說 明：課程綱要如下： 

國立台東大學  97 學年度  課程綱要 

  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課程架構： 

課程類別 非師資 師資 

通識教育課程 由校課程委員會決定 28學分 28學分 

幼兒教育學系 

專業課程 

院共同必修  6學分 

系共同必修 37學分 
43學分 43學分 

幼兒教育學系 

專門課程 

幼兒教育 

幼兒發展與學習 

課程與教學研究 

藝術與創造 

幼教相關事業發展 

37學分 

（必修 19

學分，選

修 18學

分） 

57學分 

必修 19學分，選

修 38學分 

（必須修滿幼教

學程規定之科目

與學分） 

學前特教 

家庭教育 

醫療兒童教師 

自由選修課程 

含本系專門課程超修之必選修課程、超修輔系課

程、超修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他系專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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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不含通識教育課程。 

20學分  

總  計 128學分 128學分 

 

為培養學生多元就業能力，本系課程包括「學前特教」和「家庭教育」學群。 

學生如修習學前特教學群 40學分，本系則發給「學前特教學分」證明，其中 20學分，得併計入畢

業學分 128學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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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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幼教

專業

課程

共

43

學分 

院必

修 6

學分 

教育心理學 EDC1P101 必 2 2 
一上 
一下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共 6學
分 

教育概論 EDC1P102 必 2 2 
一上 
一下 

Introduction of 
Education 

教學原理 EDC1P201 必 2 2 
二上 
二下 Principles of Teaching 

幼

教

專

系

共

同

必

修

共 

37 

學

分 

＊幼兒發展與保育（上） EEC1P451 必 2 2 一上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1） 

 

＊幼兒發展與保育（下） EEC1P452 必 2 2 一下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2） 

＊幼稚教育概論（上） EEC1P453 必 2 2 一上 Introduction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1） 

＊幼稚教育概論（下） EEC1P454 必 2 2 一下 Introduction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2） 

族群、文化與家庭 EEC1P455 必 3 3 三上 Ethics,Culture and 
Family 

＊幼兒行為觀察 EEC1P456 必 3 3 二上 Behavioral Observation 
of Young Children 

 

＊特殊幼兒教育 EEC1P457 必 3 3 二上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擇一

開課 特殊教育導論  EEC1P458 必 3 3 二上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幼教人員專業倫理 EEC1P459 必 2 2 四下 Ethics for Early 
Childhood Profession 

服務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 EEC1P468 必 2 2 一上 Design and Practice of Service-Learning 

幼教職場實習（上） EEC1P460 必 1 2 二上 Field Practicum 

幼教職場實習（下） EEC1P461 必 1 2 二下 Field Practicum 

＊幼稚園教育實習（一） EEC1P462 必 2 4 三上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1） 

＊幼稚園教育實習（二） EEC1P463 必 2 4 三下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2） 

＊幼稚園教育實習（三） EEC1P464 必 2 4 四上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3） 

＊幼稚園教育實習（四） EEC1P465 必 2 4 四下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4） 

幼兒教育專題研究（上） EEC1P466 必 3 3 三上 Seminar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1） 

幼兒教育專題研究（下） EEC1P467 必 3 3 三下 Seminar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2） 

幼教
專門
課程
共 37
學分
(必
修 19
學
分，
選修
18學
分) 

 

 

 

 

幼

兒

教

育 

 

 

 

 

幼
兒
發
展
與
學
習 

幼兒心理學 EEC3S170 選 3 3 二上 Psychology of Young 
Children 

＊為
幼教
學程
科目 

＊幼兒社會學 EEC3S171 選 3 3 二下 Early Childhood 
Sociology 

幼兒情緒發展 EEC3S172 選 3 3 二下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幼兒認知發展 EEC3S173 選 3 3 三上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幼兒社會行為與道德發展 EEC3S174 選 3 3 三上 
Social Behavior and 
Mor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幼兒語言表達 EEC3S175 選 3 3 四下 Verbal Expression of 
Young Children 

＊幼兒自然科學與數概念 
EEC3S176 

選 
3 3 四上 

Exploring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for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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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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幼教
專門
課程
共 37
學分
(必
修 19
學
分，
選修
18學
分) 

 

 

 

 

幼

兒

教

育 

 

 

 

 

幼
兒
發
展
與
學
習 

＊幼兒行為輔導 EEC3S177 選 
3 3 四下 

Helping Young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幼兒保健與安全防護 EEC3S178 選 2 2 二下 Young Children’s 
Health and Safety  

其他      Others 

課

程

與

教

學

研

究 

 

＊幼稚園課程設計 EEC1S280 必 3 3 二上 Curricul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稚園教材教法（上） EEC1S281 必 3 3 三上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1） 

幼稚園教材教法（下） EEC1S282 必 3 3 三下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2） 

幼兒遊戲理論與應用 
EEC1S283 必 

3 3 二上 
Pla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教育研究法 EEC1S284 必 3 3 三上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Education 
教育統計 EEC1S285 必 2 2 三下 Statistics in Education 

課程理論與實務 EEC3S286 選 3 3 二上
二下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urriculum 

幼稚園班級經營 EEC3S287 選 2 2 三下 Classroom Management in Kindergarten 
教學評量 EEC3S288 選 3 3 三下 Evaluation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說故事的技巧與應用 EEC3S289 選 2 2 二上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of Storytelling with 
Young Children 

幼兒美語教學 EEC3S290 選 2 2 四上 English Instruction for Young Children 
幼兒教育課程開展 EEC3S291 選 3 3 三下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evelopment 
近代幼兒教育思潮 EEC3S292 選 3 3 四上 Moder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hilosophy 
幼教名著選讀 

EEC3S293 選 
3 3 二上 

Selected Readings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高瞻課程研究 EEC3S294 選 3 3 三下 Curriculum Study of 
High/Scope Program 

＊幼兒體能與遊戲 EEC3S295 選 2 2 二上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lay for Young Children 

＊幼兒餐點與營養 EEC3S296 選 2 2 二下 Nutrition and Food for 
Young Children 

蒙特梭利教育哲學與理
論 EEC3S801 選 2 2 三上 Montessori Philosophy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蒙特梭利日常生活教育 EEC3S802 選 2 2 三上 Practical Life Area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蒙特梭利數學教育 EEC3S803 選 2 2 三下 Math Area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蒙特梭利感覺教育 EEC3S804 選 1 1 三上 Sensorial Area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蒙特梭利語文教育 EEC3S805 選 2 2 三下 Language Area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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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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幼教
專門
課程
共 37
學分
(必
修 19
學
分，
選修
18學
分) 

 

 

 

 

幼

兒

教

育 

 

 

 

 

課
程
與
教
學
研
究 

蒙特梭利文化教育 EEC3S806 選 3 3 四上 Cultural Area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蒙特梭利教學實習（上） EEC3S807 選 4 8 四上 Practicum in Montessori 

Teaching（1） 

蒙特梭利教學實習（下） EEC3S808 選 4 8 四下 Practicum in Montessori 

Teaching（2） 

其他      Others 

藝

術

與

創

造 

＊幼兒文學 EEC3S371 選 3 3 一下 Children’s Literature 

幼兒音樂概論 EEC3S372 選 3 3 二上 Introduction to Early 
Childhood Music 

＊幼兒藝術 EEC3S373 選 3 3 二下 Art of Young Children 

故事與歌謠 EEC3S374 選 3 3 二上 Stories and Rhymes 

故事與兒童思考 EEC3S375 選 2 2 一上 Story and Children’s 
Thinking 

兒童戲劇 EEC3S376 選 3 3 四上 Drama for Children 

幼兒美術與創造 EEC3S377 選 2 2 三上 Art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奧福音樂教學法 EEC3S378 選 2 2 二上 Orff Approach 

柯大宜音樂教學法 EEC3S379 選 2 2 二下 Kodaly Method 

幼兒歌曲伴奏 EEC3S380 選 2 2 二上 Keyboard Accompaniment for Children’s Soun 
＊幼兒音樂與律動 EEC3S381 選 2 2 二下 Music and Movement for 

Young Children 
其他      Others 

幼

教

相

關

事

業

發

展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EEC3S471 選 3 3 三下 Design of Children’s 
Learning Environment 

＊幼稚園行政 
EEC3S472 選 3 3 三上 Kindergarten 

Administration 
幼稚園評鑑與輔導 

EEC3S473 選 3 3 四下 Evaluation of 
Kindergartens 

生涯教育與規劃 
EEC3S474 選 2 2 二上 

Care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幼兒教育相關企業 
EEC3S475 選 2 2 二下 

Introduction of 
Enterprises Related to 
Young Children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EEC3S476 

選 
3 3 三上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Young Children 

玩具與遊戲設計評析 
EEC3S477 選 3 3 四上 

Evaluation of toys and 
games 

兒童廣電節目製作  
EEC3S478 選 2 2 三下 Multimedia production 

for Children 
刊物的製作與發表 

EEC3S479 選 2 2 四下 Journal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多元社會服務學習 
EEC3S481 選 2 2 ㄧ下 Service-Learning in a Diverse Society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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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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幼教
專門
課程
共 37
學分
(必
修 19
學
分，
選修
18學
分) 

 

學
前
特
教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EEC3S571 選 3 3 二下 Assessment of Exceptional Students 學前

特教

之必

修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ㄧ） 
EEC3S572 選 1 2 三上 

Instruction Practicum 
for Exceptional Young 
Students（1）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EEC3S573 選 1 2 三下 
Instruction Practicum 
for Exceptional Young 
Students（2）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三） EEC3S574 選 1 2 四上 
Instruction Practicum 
for Exceptional Young 
Students（3）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四） EEC3S575 選 1 2 四下 
Instruction Practicum 
for Exceptional Young 
Students（4）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

實施 
EEC3S576 選 2 2 三下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
（上） 

EEC3S577 選 2 2 三上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1）  

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
（下） EEC3S578 選 2 2 三下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2） 

特殊教育論題與趨勢 EEC3S579 選 2 2 四上 
Issues and trends in 

Special Education 

學前特

教之選

修（14

學分） 行為改變技術 EEC3S580 選 2 2 四下 Behavior Modification 

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 EEC3S581 選 2 2 四下 Parenting and Family Support 

特殊兒童發展 EEC3S582 選 2 2 二上 Development of Exception Children 

個案研究 EEC3S583 選 2 2 四上 Case Study 

智能障礙 EEC3S584 選 2 2 
二下 
三上 Mental Retardation 

生活技能訓練 EEC3S585 選 2 2 三上 Self-help Skill Training 

語言發展與矯治 EEC3S586 選 2 2 三上
三下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Therapy 

自閉症 EEC3S587 選 2 2 三上 Autism 

特殊教育教學策略 
EEC3S588 

選 
2 2 三下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知覺動作訓練 EEC3S589 選 2 2 三下
四上 

Perceptual-motor skill 
Training 

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EEC3S590 選 3 3 三下
四上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特殊幼兒專題研究 
EEC3S591 選 2 2 

四上 
四下 

Seminar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復健醫學概論 EEC3S592 選 2 2 二下 
三上 

Introduction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特殊幼兒音樂治療 
EEC3S593 

選 
3 3 四上 

Music Therapy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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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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幼教
專門
課程
共 37
學分
(必
修 19
學

分，
選修
18學
分) 
 

 
 
 
 
 
 
 
 

家

庭

教

育 

家庭概論 EEC3S901 選 2 2 二上 Family 擇一
開課 

家庭教育必修

10學分 家庭發展 EEC3S902 選 2 2 二上 Family Development 
婚姻與家庭 EEC3S903 選 2 2 二上 Marriage and Family 
家庭教育學 EEC3S904 選 2 2 二下 Family Education 
＊親職教育 EEC3S905 必 2 2 三上 Parent Education 
家庭資源管理 

EEC3S906 
選 

2 2 三上 
Management of Family 
Resources 

專業倫理學 EEC3S907 選 2 2 三下 Professional Ethics 
性別教育 

EEC3S908 
選 

2 2 
一上
一下 

Gender Education 
家庭教育選修

10學分 

青少年與家庭 EEC3S909 選 2 2 二下 Youth and Family 
成人發展 EEC3S910 選 2 2 二下 Adult Development 
人際關係與溝通 

EEC3S911 
選 

3 3 一下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老人與家庭 EEC3S912 選 2 2 三上 Elders and Family 
家庭教育方案規畫 

EEC3S913 
選 

2 2 三下 
Family Education 
Project Design 

家庭教育活動推展 
EEC3S914 

選 
2 2 四上 

Family Educational 
Program Development 

家庭與社區 EEC3S915 選 2 2 三下 Family and Community 
家庭與法律 EEC3S916 選 2 2 四上 Family and Law 
諮商理論與技術 

EEC3S917 
選 

3 3 三下 
Counsel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家庭諮商與輔導 
EEC3S918 

選 
2 2 四上 

Family Counseling and 
Guidancl 

其他        

 

 

醫

療

兒

童

教

師 
 

探索與體驗課程 
EEC3S920 

選 
2 2  

Exploratary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生死學 EEC3S921 選 2 2  The Philosophy of Death 

藝術治療 EEC3S922 選 2 2  Art Therapy 
動作治療 

EEC3S923 
選 

2 2  
Somatic Movement 
Therapy 

兒童健康導論 
EEC3S924 

選 
2 2  

Introduction toChildren 
Health 

身心適能 EEC3S925 選 2 2  Somatic Fitness 
職能通識教育 

EEC3S926 
選 

3 3  General Career Education 
醫療兒童教師

學程必修 

親職教育與兒童福利資源 
EEC3S927 

選 
2 2  

Parent Education and 

Resources of Child Welfare 
 

職場倫理 EEC3S928 選 2 2  Career Ethics  

醫療兒童教育實習(上) EEC3S929 
選 

4 8  
Child Life Field 
Practicum（1） 

醫療兒童教師

學程必修臨床

實習 120小時 

醫療兒童教育實習(下) 

EEC3S930 

選 

5 10  
Child Life Field 
Practicum（2） 

醫療兒童教師

學程必修暑假

集中實習 180

小時 

其他        

決 議：請幼教系加註「*」課程之意義，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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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97年入學課程綱要，請 核備。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說明：課程綱要如下： 

國立台東大學  97學年度  課程綱要 

  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課程架構 

科目類別 學 分 數 說  明 

研究方法學 6~10學分  

專門課程 
 

共同選修  
8~12學分 為所有學生共同選修科目 

分組選修 
至少 12學分 分為幼兒教育和特殊幼兒教育組。 

現場實習 2學分 未持有幼師合格證書者或指導教授特別要求者須自行
補充 72小時之實習 

論文 6~8 學分  

畢業學分數      36 學分 

研究生修完 36學分之後，需以撰寫碩士論文並通過口試以取得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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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研究方

法學 

幼兒教育研究法 EGC1M501 必 3 3 一上 
Research Method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6至
10學
分 

質性研究法 EGC1M502 必 3 3 一上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應用統計 EGC1M503 必 3 3 一下 Applied Statistics  

幼兒教育專題討論 EGC3M504 選 1 2 一上 
一下 

Seminar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兒測驗與評量 EGC3M505 選 3 3 一上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Young 
Children 

影像分析專題研究 EGC3M506 選 3 3 一 上
二下 

Video Data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其他      Others 

專
門
課
程 

幼
兒
身
心
發
展 

幼兒身體與動作發展研究 EGC3S551 選 3 3 一上 
一下 

Studies in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幼兒情緒與社會行為研究 EGC3S556 選 3 3 一上 
一下 

Studies in Emotion and 
Social Behaviors of 
Young Children 

幼兒語言與認知發展研究 EGC3S553 選 3 3 一上 
一下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幼兒思考與概念發展研究 EGC3S554 選 ３ ３ 一下 
二上 

Studies in Thinking and 
Concepts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符號學習與應用研究 EGC3S555 選 3 3 一下 Studies in Symbolic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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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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專 
 
門 
 
課 
 
程 
 

幼

兒

身

心

發

展 

遊戲的教育與療癒專題研

究 
EGC3S556 選 3 3 一下 

Educational and 
Therapeutic Power of 
play 

 

智能障礙幼兒研究 EGC3S557 選 3 3 一下 
Studies in Mental 
Retardation Young 
Children 

幼兒輔導專題研究 EGC3S558 選 3 3 一上 Studies in Couseling 
Young Children 

特殊幼兒鑑定與評量 EGC3S559 選 3 3 二上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Special 
Young Children 

語言發展與矯治研究 EGC3S560 選 3 3 二上 
Studies in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Therapy 

閱讀發展與閱讀障礙研究 EGC3S561 選 3 3 二上 
Research of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Reading Disabilities 

其他      Others 

課
程
與
教
學 

幼兒教育重要議題 EGC3S651 選 3 3 一上 Major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兒教育思潮 EGC3S652 選 3 3 一上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hilosophy 

幼兒教育課程模式研究 EGC3S653 選 3 3 二上 
Studies in Curriculum 
Model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兒童主導取向課程 EGC3S654 選 3 3 一上 Child-Centered Curriculum 

建構理論與幼兒教育 EGC3S655 選 3 3 一上 
Construct Theory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兒自然科學課程研究 EGC3S656 選 3 3 
一下 

二上 

Studies in Natural 
Science of Young 
Children 

幼兒創造性活動研究 EGC3S657 選 3 3 
一下 

二上 

Studies in Creative 
Activities of Young 
Children 

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 EGC3S658 選 3 3 二上 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特殊幼兒教學策略研究 EGC3S659 選 3 3 二下 
Studies in Teaching 
Strategies of Special 
Young Children 

早期療育理論與實務 EGC3S660 選 3 3 一上 Early Interven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特殊幼兒教育課程研究 EGC3S661 選 3 3 一下 
Studies in Curriculum 
of Special Young 
Children 

課

程

與

教

學 

學齡前課程本位評量 EGC3S662 選 3 3 
一下 

二上 
Curriculum Centered 
Evaluation of Preschool 

 
輔具發展與應用 EGC3S663 選 3 3 

一下 

二上 

Technological Aid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for 
Disabled People 

音樂治療 EGC3S664 選 3 3 一下 
二上 Music Therapy 

生命教育專題研究 EGC3S429 選 3 3   96.1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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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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專 

門 

課 

程 

 其他      Others  

社
會
文
化
與
幼
兒
教
育 

社會變遷與幼兒教育研究 EGC3S751 選 3 3 一下 
Studies in Social 
Transition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研究 EGC3S752 選 3 3 一下 

Studies i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of 
Multi-Cultures  

鄉土文化教材研究 EGC3S753 選 3 3 二下 Studies in Mother 
Tongue Teaching  

原住民幼兒教育專題研究 EGC3S754 選 3 3 二下 Studies in Local 
Cultural Materials 

其他      Others 

師
資
培
育
與
專
業
發
展 

教師社會化與專業倫理 EGC3S851 選 3 3 二下 Teachers Socialize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教師專業發展研究 EGC3S852 選 3 3 二上 
Studies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各國幼教師資培育比較研

究 
EGC3S853 選 3 3 二上 

Comparison Studies in 
Training of Young 
Children Teachers 

教師思考專題研究 EGC3S854 選 3 3 一下 
Seminar： Theories and 
Studies of Teacher 
Thinking 

其他      Others 

領
導
與
管
理 

幼教機構領導與管理研究 EGC3S951 選 3 3 一下 
Studies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of Chil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幼稚園評鑑與輔導研究 EGC3S952 選 3 3 二下 
Kindergarten 
Evaluation and Guidance 
Regulation 

親職教育研究 EGC3S953 選 3 3 二上 Studies in Parenting 
Education 

非營利機構經營與管理 EGC3S954 選 3 3 一下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其他      Others 

獨

立

研

究 

獨立研究 EGC2S101 選 0 1 一下 Independent Study 

一下得開
始選修，修
業期間至
少修習 2
學期。（必
選） 

現場 

實習 

幼兒教育實習 EGC3P201 選 2 2 一下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至少二

學分 特殊幼兒教育實習 EGC3P202 選 2 2 一下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論文 論文研討（上） EGC3R301 選 2 2 一下 Thesis Discussion（1） 
 

論文研討（下） EGC3R302 選 2 2 二上 Thesis Discussion（2） 

論文寫作 EGC2R303 選 1 1 二上 Thesis Writing 

二上得開
始選修，修
業期間至
少修習 2
學分。（必
選） 

決 議：交由幼教系討論「課程架構」論文為 6-8學分，是否須加註說明其原因，餘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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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師範學院體育學系大學部 97學年度課程綱要案，請 核備。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體育學系)                                    

國立台東大學  97學年度 課程綱要 

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專門課程 
(適用97學年度入學新生) 

 

一、專門課程精神及目標                          
(一)培育國民教育健康與體育領域之專業教師及研究人才。 

(二)培育戶外體驗活動企劃、領導之專業人才。 

(三)培養專業敬業的精神及增進社會服務之熱忱。 

二、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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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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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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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體驗教育」開設加
強性課程供學生選讀，可併計自由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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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門課程 

(一)體育核心課程 

類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學
科 

必
修
15
學
分 

解剖生理學 EPH1S001 必 3 3 一上  Anatomy and Physiology  

運動生理學 EPH1S002 必 3 3 一下 Exercise Physiology  

運動心理學 EPH1S003 必 3 3 一下 Sport Psychology   

運動生物力學 EPH1S004 必 3 3 二上 Sport Biomechanics  

運動教育學 EPH1S005 必 3 3 二上 Sport Pedagogy  

術
科 

必
修
9
學
分 

田徑（上） EPH1S051 必 1 2 一上 Track and Field (1)  

田徑（下） EPH1S052 必 1 2 一下 Track and Field (2)  

體操（上） EPH1S053 必 1 2 一上 Gymnastics (1)  

體操（下） EPH1S054 必 1 2 一下 Gymnastics (2)  

游泳（上） EPH1S055 必 1 2 一下 Swimming (1)  

游泳（下） EPH1S056 必 1 2 二下 Swimming (2)  

專業實習(一) EPH1S057 必 1 2 一 
Practicum in Physical 
Profession (1) 

 

專業實習(二) EPH1S058 必 1 2 二 
Practicum in Physical 
Profession (2) 

 

專業實習(三) EPH1S059 必 1 2 三 
Practicum in Physical 
Profession (3) 

 

(二) 專門導向課程(含加強性課程) 

類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健
康
與
體
育
教
學
學
群 
 

選
修
52
學
分 

健康與體育概論 EPH3S701 選 3 3 一 
Introduction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健康促進 EPH3S702 選 2 2 一 Health Promotion  

體育行政與管理 EPH3S703 選 3 3 三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史 EPH3S704 選 3 3 二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測驗與評量 EPH3S705 選 3 3 二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EPH3S706 選 3 3 三 
Fitness and Sport 
Prescription 

 

體育教學法 EPH3S707 選 3 3 二 
Teaching Me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適應體育 EPH3S708 選 3 3 二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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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健 
 
康 
 
與 
 
體 
 
育 
 
教 
 
學 
 
學 
 
群 
 
 
 

選 
 
修 
 
52 
 
學 
 
分 
 

運動學習與控制 EPH3S709 選 3 3 三 
Motor Learning and 
Control 

 

運動傷害與處理 EPH3S710 選 3 3 一 
Sport Injury and 
Management 

 

運動指導法 EPH3S711 選 3 3 四 
Instructional 
Methods of Sports 

 

運動裁判法 EPH3S712 選 3 3 四 
Rules and Methods in 
Sport Referee 

 

運動社會學 EPH3S713 選 3 3 二 Sport Sociology  

台灣民俗藝陣 EPH3S714 選 3 3 二 Folks in Taiwan  

社區體育 EPH3S715 選 3 3 四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mmunity 

 

身體活動教育實習(上) EPH3S716 選 2 4 三 
Physical Activity 
and Education 
Practicum (1) 

 

身體活動教育實習(下) EPH3S717 選 2 4 四 
Physical Activity 
and Education 
Practicum (2) 

 

健康促進理論與實際 EPH3S718 選 2 2 三四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Health Promotion  

 

運動賽會管理：理論與
實際 

EPH3S719 
選 2 2 四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port 
Event Management 

 

運動日語 EPH3S720 選 2 2 四 Sport  Japanese  

籃球 EPH3S756 選 1 2 一 Basketball   

排球 EPH3S757 選 1 2 二 Volleyball   

足球 EPH3S758 選 1 2 四 Soccer   

棒(壘)球 EPH3S759 選 1 2 四 Baseball (Softball)   

網球 EPH3S760 選 1 2 四 Tennis   

羽球 EPH3S761 選 1 2 三 Badminton   

桌球 EPH3S762 選 1 2 三 Table Tennis   

舞蹈 EPH3S763 選 1 2 一 Dance   

民俗體育 EPH3S764 選 1 2 二 Folk Sports   

國術 EPH3S765 選 1 2 二 Chinese Martial Arts   

柔道 EPH3S766 選 1 2 三 Judo   

劍道 EPH3S767 選 1 2 四 Kendo  

直排輪 EPH3S768 選 1 2 三 Inline Skating  

專業實習(四) EPH2S069 選 1 2 四 
Practicum in 
Physical Profession 
(4) 

註 

註：未符合學則45條(提前畢業條件)或學則46條(修足本系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之學生，必需選修專

業實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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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門導向課程(含加強性課程)：選修52學分 

類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戶
外
體
驗
教
育
學
群 

選
修
52
學
分 

戶外活動知能和技術 EPH3S801 選 3 3 一 
Cognitive Ability 
and Techniques of 
Outdoor Activities 

 

登山教育 EPH3S803 選 3 3 二 
Education of 
Mountain-Climbing  

 

海洋教育 EPH3S804 選 3 3 二 Maritime Education  

戶外冒險教育 EPH3S806 選 3 3 二 
Education of  
Outdoor Adventure 

 

體驗教育之反思與引
導技巧 

EPH3S807 選 3 3 三 

Reflection and 

Facilitation Skil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冒險諮商與治療 EPH3S808 選 3 3 四 
Adventure Based 
Counseling 
and  Therapy  

 
 

自我探索與成長 EPH3S809 選 2 2 二 
Personal Exploring 
and Growth 

 

環境倫理 EPH3S810 選 2 2 三 Environmental Ethics  

運動行銷學 EPH3S812 選 3 3 三 Sports Marketing  

多媒體製作與網頁設計 EPH3S813 選 3 3 二 
Multimedia, and Web 
Page Design 

 

現代運動傳播概論 
EPH3S814 選 3 3 三 

Modern Sport and 
Media Study 

 

志工服務 EPH3S815 選 2 4 四 Service Volunteers  

主題活動企劃與實務
(上) 

EPH3S816 選 2 2 三 

Programming & 

Practice  of the 
Theme Activity(1)  

 

主題活動企劃與實務
(下) 

EPH3S817 選 2 2 四 
Programming & 
Practice  of the 
Theme Activity(2)  

 

山林探索體驗 EPH3S818 選 2 2 三四 
Exploring and 

Experiential  
in Mountaineering 

 

海洋探索體驗 EPH3S819 選 2 2 三四 
Exploring and 
Experiential in  
Maritime 

 

休閒運動產業實務 EPH3S820 選 2 2 三四 
Practice of 
Recreation Industry 

 

休閒運動產業規劃與
管理 

EPH3S821 選 2 2 三四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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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戶
外
體
驗
教
育
學

群 

選
修
52
學
分 

職涯教育 EPH3S822 選 2 2 三四 
Professional  
Education 

 

登山與露營 EPH3S856 選 1 2 三 
Mountaineering and 
Camping 

 

繩索技術與拯救 EPH3S857 選 1 2 二 
Rope Skills and 
Rescue 

 

定向運動 EPH3S858 選 1 2 一 Orientation Sport  

攀岩與溯溪 EPH3S859 選 1 2 二 
Sport Climbing and 
River Tracing 

 

越野單車 EPH3S860 選 1 2 一 All-terrain Cycling  

水域遊憩活動 EPH3S861 選 1 2 三 
Water Recreation 
Activity 

 

潛水 EPH3S862 選 1 2 四 Diving  

海洋獨木舟 EPH3S863 選 1 2 三 Marine Canoe  

職場體驗 EPH3S864 選 2 4 三四 Caree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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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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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自專業教育課程內自由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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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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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師範學院體育學系碩士班 97學年度課程綱要，請核備。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體育系) 

國立台東大學  97學年度 課程綱要 

     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碩士班  專門課程 

（96.10.18校課程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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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人文科學 選修 3-15 

運動自然科學 選修 3-15 

論文 

0-2 學分 

獨立研究 選修 2 

碩士論文 必修 0 

說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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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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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碩士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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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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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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時，得聘請校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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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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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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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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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門
課
程
： 
運
動
人
文
科
學 
︹ 
3 
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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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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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產業專題研究 EGP3S082 
選
修 

3 3 二上 Seminar in Industry of Sport 

運動組織領導專題研究 EGP3S101 
選
修 

3 3 一下 
Seminar in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of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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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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運 
動
自
然 
科 

學 
︹ 
3 
至 

15
學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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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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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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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大學部 97年學年度課程綱要，請  核備。 

(提案單位：師範學校社會教育學系) 

說 明： 

1. 本案業經社教系 97.6.12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0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2. 詳細內容如下： 

國立台東大學九十七學年度課程綱要 

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專門課程 

依據民國 96年 6月 14日東大社教系課程綱要(96學年度入學)修訂，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民國 97年 6月 16日社教系課程會議、系務會議通過修訂草案 

一、教育目標 
1. 培養國小教師； 

2. 以深造為指向，發展第二專長(地理、歷史、社會學)； 

3. 因應時代潮流，深厚相關就業技能的準備； 

 

二、課程結構 

本系學生畢業最低總學分數，依照學生選擇國小師資培育與否，可分為兩種：師培生是 148 學分，

非師培生是 128學分。分述如下： 

a. 師培生 

社教系的入學新生或者轉學生，自動取得國小師資培育的資格，可以選擇研修國小師資培育的課程

(即師範學院的院專業課程，44學分)，也就是師培生。師培生的畢業總學分數是至少 148學分，

請參見表 1a. 

表 1a. 社教系(師培生)畢業學分構成表 

通識課程   28學分 

自由選修   16學分 

院專業課程   44學分 

 核心課程 24學分(原 32)  

系專門課程 分組課程 18學分 60學分 

 選修課程 18學分(原 10)  

 

b. 非師培生 

社教系的學生可以放棄師培生的資格，選擇不研修師範學院的院專業課程，所以就是非師培生。非

師培生的畢業總學分數是至少 128學分，請參見表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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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b. 社教系(非師培生)畢業學分構成表 

通識課程   28學分 

自由選修   16學分 

院共同課程   6學分 

 核心課程 24學分(原 32)  

系專門課程 分組課程 18學分 78學分 

 選修課程 36學分(原 28)  

 

c. 課程架構說明： 

通識課程由本校通識委員會決定。 

自由選修是指通識課程以外，無論本系或外系所開的課程，以及校務會議認可的跨校選修課程。其

中本系課程必須是超修的分組課程學分或選修課程學分。 

院專業課程或院共同課程，由師範學院課程委員會決定。 

社教系專門課程，包括核心課程、分組課程、以及選修課程三種(參見表 3c., p.3)。分述如下： 

核心課程，包括必修課程 8門，每門 3 學分。 

分組課程，是以升學深造為指向，為發展第二專長的課程，共分為三組：地理、歷史、與社

會學。學生應選擇其中一組修習，並獲得該組至少 18 學分，超修的學分數，得併入本系

選修課程的學分數計算。另外，學生修習其他分組的課程所獲得的學分數，應改記為本

系選修課程的學分數。（分組課程下限人數為八人。） 

選修課程，是為了提升學生的就業或升學能力而開設的相關課程，學生應獲得至少 18學分(師

培生)或 36學分(非師培生)。超修的學分數，得併入自由選修課程的學分數計算。 

至於社教系專門課程的開課年級，請參閱表 1d.：社教系專門課程總表———依開課年級分類(p. 

4)。 

表 1c. 社教系專門課程架構一覽表，師培生 60學分以上，非師培生 76學分以上。 

系專門課程，每門 3學分 (註記＃，表示例外) 

核心課程 分組課程 選修課程 

24 學分 18學分 師培生 18學 

 地理組 歷史組 社會學組 分，非師陪生 

 18 學分 18 學分 18學分 36學分 

經濟學 地圖學* 史學方法* 社會學理論* 政治學 

倫理學 歷史地理* 中國通史＃ 社會學專題研究* 全球發展 

普通心理學 經濟地理* 西洋通史＃ 社會福利與行政* 社會心理學 

史學通論 地形學 台灣開發史＃ 當代台灣社會變遷與

問題* 
電腦與社會科 

地理學通論 氣象學 中國史學史 社會調查與統計 中國近現代史 

社會學 遙測學 資治通鑑導讀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史記導讀 

社會科學研

究法 

地理思想史 台灣歷史人物與事件 社會工作概論 
中國歷代人物 

國小社會學 野外實察 中國近現代人物 社會運動 影片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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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領域課程

與教學 

 記錄片入門 史學論著評讀  台灣經濟專題

研究 

 地理資訊系統   性別與權利 

    愛情社會學 

   
 

社區文化產業

發展 

   
 

當代台灣社會

問題 

    總體經濟學 

    管理學 

    統計學 

* 必選課程 

＃ 該課程為一學期 4學分 

d. 社教系專門課程總表(97學年入學適用)，依開課年級分類。 

類別 科目 英文名稱 學

分 

學

時 

年級 備註 

 經濟學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3 3 1/2 上 必修 

 倫理學 Ethics 3 3 1/2 上 必修 

核 普通心理學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3 3 1/2 上 必修 

心 史學通論 The Pursuit of History  3 3 1/2 上 必修 

課 地理學通論 General Geography 3 3 1/2 上 必修 

程 社會學 Sociology 3 3 1/2 上 必修 

 社會科學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3 3 1/2 上 必修 

 國小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與教學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for 

Elementary School Social Studies 

3 3 1/2 上 必修 

地 地圖學 Cartography 3 3 2下~4 必選 

理 歷史地理 Historical Geography 3 3 2下~4 必選 

分 經濟地理 Economic Geography 3 3 2下~4 必選 

組 地形學 Geomorphology 3 3 2下~4 選修 

課 氣象學 Meteorology 3 3 2下~4 選修 

程 遙測學 Remote Sensing 3 3 2下~4 選修 

 地理思想史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3 3 2下~4 選修 

 野外實察 Field Work 3 3 2下~4 選修 

 紀錄片入門 Introductory Documentary 3 3 2下~4 選修 

 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3 3 2下~4 選修 

歷 史學方法 Historical Methodology 3 3 2下~4 必選 

史 中國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4 4 2下~4 選修 

分 西洋通史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s 4 4 2下~4 選修 

組 台灣開發史 History of Taiwan Development 4 4 2下~4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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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科目 英文名稱 學

分 

學

時 

年級 備註 

課 
中國史學史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3 3 2下~4 選修 

程 
資治通鑑導讀 

Guided Reading of 

Zi-Zhi-Tong-Jian 

3 3 2下~4 選修 

 
台灣歷史人物與事件 

Personages and Events in Taiwan 

History 

3 3 2下~4 選修 

  Contemporary      

中國近現代人物 historical figures of China 
3 3 2下~4 選修 

 史學論著評讀 Review of Historical Works 3 3 2下~4 選修 

社 社會學理論* Theories of Sociology 3 3 2下~4 必選 

會 社會學專題研究* Seminar in Sociology 3 3 2下~4 必選 

學 社會福利與行政* Social Welfare and 

Administration 

3 3 2下~4 必選 

分 
當代台灣社會變遷與問題* 

Transition and issues of 

Contemporary Taiwan Society 

3 3 2下~4 必選 

組 
社會調查與統計 

Survey and statistics in 

Sociology  

3 3 2下~4 選修 

課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Legislation 

3 3 2下~4 選修 

程 社會工作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3 3 2下~4 選修 

 社會運動 Social Movement. 3 3 2下~4 選修 

 政治學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3 3 1~4 選修 

選 全球發展 Global Development 3 3 1~4 選修 

 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3 3 1~4 選修 

修 電腦與社會科 Computer and Social Studies 3 3 1~4 選修 

 
中國近現代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Guided Reading of 

3 3 1~4 選修 

課 
史記導讀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3 3 1~4 選修 

中國歷代人物 Historical Figures of China 
3 3 1~4 選修 

 影片後製 Post-Production 3 3 1~4 選修 

程 台灣經濟專題研究 Seminar of Taiwan Economy 3 3 1~4 選修 

 性別與權利 Gender and Power 3 3 1~4 選修 

 愛情社會學 Sociology of Love 3 3 1~4 選修 

 
社區文化產業發展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3 3 1~4 選修 

當代台灣社會問題 
Contemporary societal issues in 

Taiwan 

3 3 1~4 選修 

總體經濟學 Macro-economics 3 3 1~4 選修 

 管理學 Management Science 3 3 1~4 選修 

 統計學 Statistics 3 3 1~4 選修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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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師範學院 97年入學課程綱要(教育專業課程)修訂案，請  核備。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說 明：課程綱要如下(同 96學年度入學)： 

國立台東大學  97 學年度  課程綱要 

師範學院 

專業教育課程 

一、目標 

培養專業教育的知能與態度，其具體目標如下： 

(一)充實擔任小學、幼稚教育之學科知能。 

(二)融合教育的理論與實踐課程，培養教師的專業能力。 

(三)涵育未來教師的教育理念與專業精神。 

二、專業教育課程（國小教育師資） 

(一)必修科目（至少 3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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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基
本
學
科
課
程
：
10
學
分 
 

語

文

領

域 

2

學

分 

國音及說話 EDC2T101 選 ２ ２ 
一上 

一下 

Chinese Phonetics and Oral 

Expression 

語教系學

生必修 

必

選

二

選

一 
兒童文學 EDC2T102 選 ２ ２ 

一上 

一下 
Children’s Literature (註一) 

寫字(上) EDC3T103 選 1 1 一上 Chinese Calligraphy(1) (註一) 

寫字(下) EDC3T106 選 1 1 一下 Chinese Calligraphy(2) (註一) 

兒童英語 EDC3T104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Child English  

鄉土語言 EDC3T105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Vernacular Language  

數
學
領
域 

2

學

分 

普通數學 EDC1T201 必 ２ ２ 
一上 

一下 
General Mathematics 

自教系學生得

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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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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領
域 

 

自然科學概論 EDC3T301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Science 

自教系

學生不

得選修 

五 

大 

領 

域 

課 

程 

應 

修 

習 

三 

大 

領 

域 

課 

程 

生活科技概論 EDC3T302 選 ２ ２ 二下 

三上 

Introduction to Living 

Technology 
 

社
會
領

域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EDC3T401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tudies 

社教系

學生不

得選修 

藝
術
與
人
文
領
域 

 音樂 EDC3T501 選 ２ ２ 一上 Music 音教系

學生不

得選修 鍵盤樂 EDC3T502 選 ２ ２ 一下 Keyboard 

美勞 EDC3T503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Art and Crafts 

美教系

學生不

得選修 

表演藝術 EDC3T504 選 ２ ２ 二上 Performing Arts   

藝術概論 EDC3T505 選 ２ ２ 
一上 

一下 
Introduction to Arts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健康與體育 EDC3T601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系

學生不

得選修 
民俗體育 EDC3T602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Folk Sports 

綜
合
活
動
領
域 

 童軍 EDC3T701 選 ２ ２ 
三上 

三下 
Scouts  

教 

育 

基 

礎 

課 

程 

4

學

分 

教育心理學 EDC1P101 必 ２ ２ 一上 
一下 

Educational Psychology 
院共同

必修 四科

選二

科 

教育概論 EDC1P102 必 ２ ２ 一上 
一下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教育哲學 EDC2P103 選 ２ ２ 二下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教育社會學 EDC2P104 選 ２ ２ 三下 Sociology of Education  

教育心理學 EDC1P105 必 3 3 一上 
一下 

Educational Psychology 
限特教系學生

修（自 96 學年

度入學實施） 



-  -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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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方 

法 

學 

課 

程 

6

學

分 

教學原理 EDC1P201 必 ２ ２ 二上 
二下 Principles of Teaching  

院共同
必修 

六 

科 

選 

三 

科 

班級經營 EDC2P202 選 ２ ２ 二下 Classroom Management  

教育測驗與評量 EDC2P203 選 ２ ２ 二上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教學媒體與操作 EDC2P204 選 ２ ２ 三上 
Instructional Media: 

Concepts and Operations 
 

課程發展與設計 EDC2P205 選 ２ ２ 三下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輔導原理與實務 EDC2P206 選 ２ ２ 二下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n 

Guidance 
 

教 

學 

實 

習 

及 

教 

材 

教 

法 

課 

程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一) 
EDC1P301 必 1 2 三上 

Practicum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1)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二) 
EDC1P302 必 1 2 三下 

Practicum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2) 
 

14
學

分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三) 
EDC1P303 必 2 4 四上 

Practicum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3)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四) 
EDC1P304 必 2 4 四下 

Practicum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4) 
 

國 民

小 學

語 文

教 材

教 法 

國語教材教

法 
EDC2P305 選 ２ ２ 三上 

三下 

Subject Matter and Pedagogy 

of Elementary School 

Mandarin Chinese 

語教系學

生必修 

三 

科 

選 

一 

科 

鄉土語文教

材教法  
EDC2P306 選 ２ ２ 三下 

Subject Matter and Pedagogy 

of Vernacular Language 

須先修過
鄉土語言
(閩、客、
原住民)概
論相關課
程兩科 

英語教材教

法 
EDC2P307 選 ２ ２ 三下 

Subject Matter and Pedagogy 

in EFL/ESL Teaching 

須先修過
「英語聽
講練習」、
「英文閱
讀與寫作」
兩科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

教法 
EDC1P308 必 ２ ２ 三上 

三下 

Subject Matter and Pedagogy 
of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
活科技教材教法 

EDC2P309 選 ２ ２ 三上 
三下 

Subject Matter and Pedagogy 
of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 二
科
選
一
科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
教法 

EDC2P310 選 ２ ２ 三上 
三下 

Subject Matter and Pedagogy 
of Elementary School Social 
Studies  

社教系學生
必修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
文教材教法 EDC2P311 選 ２ ２ 四上 

四下 

Subject Matter and Pedagogy 
of Elementary School Arts 
and Humanities 

 三 

科 

選 

一 

科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
育教材教法 EDC2P312 選 ２ ２ 三上 

三下 

Subject Matter and Pedagogy 
of Elementary School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系學生
必修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教材教法 EDC2P313 選 ２ ２ 三下 

Subject Matter and Pedagogy 
of Elementary School 
Integrated Activities 

 

＊註一：兒童文學、寫字(上)、寫字(下)同屬語教系之系專門課程，語教系學生應修習系開設之課
程，不得修習此區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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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修科目（至少 1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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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科 

目 

 

10

學

分 

 

九年一貫課程發展與實務 EDC3E001 選 ２ ２ 三上 
三下 

Practice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Grades 1 through 
9 

 

兒童發展 EDC3E002 選 ２ ２ 一上 Child Development  

特殊教育導論 EDC1E003 必 ３ ３ 
二上 
二下 
三上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不擬取得國
小教師教育
學分者得免
修。 

教育行政 EDC3E004 選 ２ ２ 三上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德育原理 EDC3E005 選 ２ ２ 四下 Principles of Moral Education  

人際關係與溝通 EDC3E006 選 ２ ２ 二下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發展心理學 EDC3E007 選 ２ ２ 二下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生涯教育 EDC3E008 選 ２ ２ 三下 Career Education  

教育法規 EDC3E009 選 ２ ２ 二下 
Educ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初教系行政
組屬專門課
程必修 

行為改變技術 EDC3E010 選 ２ ２ 二下 Behavior Modification  

多元文化教育 EDC3E011 選 ２ ２ 三上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心理與教育測驗 EDC3E012 選 ２ ２ 二上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教育統計 EDC3E013 選 ２ ２ 一下 Statistics in Education  

教育史 EDC3E014 選 ２ ２ 二下 History of Education  

現代教育思潮 EDC3E015 選 ２ ２ 三上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Ideas 

 

電腦與教學 EDC3E016 選 ２ ２ 二下 Computer and Teaching  

生命教育 EDC3E017 選 ２ ２ 四上 Life Education  

性別平等教育 EDC3E018 選 ２ ２ 二上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教育研究法 EDC3E019 選 ２ ２ 三上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人權教育 EDC3E020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Human Rights Education   

親職教育 EDC3E021 選 ２ ２ 四上 Parent Education  

比較教育 EDC3E022 選 ２ ２ 三下 Comparative Education  

學校行政 EDC3E023 選 ２ ２ 三上 School Administration  

資訊教育 EDC3E024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環境教育 EDC3E025 選 ２ ２ 三下 Environment Education  

科學教育 EDC3E026 選 ２ ２ 四上 Science Education  

教育人類學 EDC3E027 選 ２ ２ 二上 
二下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初等教育 EDC3E028 選 ２ ２ 一上 Elementary Education  

兒童心理學 EDC3E029 選 ２ ２ 一上 Child Psychology  

青少年心理學 EDC3E030 選 ２ ２ 四上 Adolescent Psychology  

視聽教育 EDC3E031 選 ２ ２ 二下 Audio-Visu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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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教育課程（幼稚園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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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幼
教
專
業
課
程
共
學
分 

院必

修 6

學分 

教育心理學 EDC1P101 必 2 2 
一上 
一下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共 6學
分 教育概論 EDC1P102 必 2 2 

一上 
一下 

Introduction of 
Education 

教學原理 EDC1P201 必 2 2 
二上 
二下 Principles of Teaching 

幼
教
專
業 

37 

學
分 

＊幼兒發展與保育（上） EEC1P451 必 2 2 一上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1） 

 

＊幼兒發展與保育（下） EEC1P452 必 2 2 一下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2） 

＊幼稚教育概論（上） EEC1P453 必 2 2 一上 Introduction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1） 

＊幼稚教育概論（下） EEC1P454 必 2 2 一下 Introduction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2） 

族群、文化與家庭 EEC1P455 必 3 3 三上 Ethics,Culture and 
Family 

＊幼兒行為觀察 EEC1P456 必 3 3 二上 Behavioral Observation 
of Young Children 

 

＊特殊幼兒教育 EEC1P457 必 3 3 二上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擇一
開
課 

特殊教育導論  EEC1P458 必 3 3 二上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幼教人員專業倫理 EEC1P459 必 2 2 四下 Ethics for Early 
Childhood Profession 

服務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 EEC1P468 必 2 2 一上 Design and Practice of 
Service-Learning 

幼教職場實習（上） EEC1P460 必 1 2 二上 Field Practicum 

幼教職場實習（下） EEC1P461 必 1 2 二下 Field Practicum 

＊幼稚園教育實習（一） EEC1P462 必 2 4 三上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1） 

＊幼稚園教育實習（二） EEC1P463 必 2 4 三下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2） 

＊幼稚園教育實習（三） EEC1P464 必 2 4 四上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3） 

＊幼稚園教育實習（四） EEC1P465 必 2 4 四下 Practic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4） 

幼兒教育專題研究（上） EEC1P466 必 3 3 三上 Seminar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1） 

幼兒教育專題研究（下） EEC1P467 必 3 3 三下 Seminar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2） 

決 議：將 p28「二、專業教育課程(國小教育師資)」修正為「二、專業教

育課程(國小教育及特殊教育師資)。」，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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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增設「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並自 97學

年度起實施，請 複核。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實施要點(草案) 

96 學年度第 2學期幼教系 XX 會議通過  
(97.6.12)96 學年度師範學院第 2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97.6.12)96學年度師範學院第 2學期期末院務會議通過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次教務會議通過 

 

壹、學程名稱 

醫療兒童照顧與教育服務學程（Program of Care and Education for Child Life） 

貳、設置宗旨 

在強調人權與重視學童的受教學習權的社會，醫療兒童教師實為生命教育與醫療業界中不可缺

乏之專業人才；因此「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的設立，係整合兒童教育體系與醫療保健與

照顧服務領域，透過兒童發展知識、遊戲輔導、醫療壓力的因應與家庭系統應用，反應健全兒童權

利與精緻教育的需求。修畢此學程的學生具有從事醫療兒童教育的第二專長，能為住院兒童提供優

質的學習課程，降低其對病痛與接受治療的恐懼，藉由學習課程的活動與策略的學習，減少其壓力

並激勵其持續康復的生命力，提供教育與醫療照護的專業指導。整體學程目標有二：(1)培育幼兒

教育與跨領域醫療照護相關人才；(2)整合幼兒教育、特殊教育與跨領域身心整合運動之專業，發

展前瞻性的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的專業服務。 

 
參、實施細則 

一、依據「國立臺東大學設置多元能力學程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學程設「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處理學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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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幼兒教育學

系主任和本學程授課教師組成，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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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均可申請修讀本學程。 

四、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影本，向「醫療兒童照

護與教育服務學程委員會」申請，經審核通過者，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由本校發給「國

立臺東大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證明書」（英文為”Certificate for Program of 

Care and Education for Child Lif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五、欲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修讀學程申請表（附件一），於每年 5月 1日至 10 日申請期限

內，向幼兒教育學系提出申請。申請程序依照申請表所列流程進行，由幼兒教育學系主任

召集本學程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申請通過名單另公告於學校首頁、教務處及幼兒教育學

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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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學程的課程結構，分為基礎理論課程及專業課程和實習課程（必修）共三大類。詳細辦

法及學分規定如附件二。 

七、本學程由幼兒教育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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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學程委員會審議該課程之教學目標、課程綱要與學程科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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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另填寫「醫療兒童照

護與教育服務學程學分抵免申請書」（附件三）。 

八、本學程每班招收人數以 30人為原則。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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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修讀學程之學分併計當學期所修習總學分上限。 

修讀本學程學生，擬終止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放棄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聲明

書」（附件四），由本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修系（所）主任核章後，正本留存幼兒教育

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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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修學分是否得併入畢業學

分計算，則由各系自行規定。 

十一、 學生選課、繳費流程、成績管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如有其它未盡事宜，得由本學

程委員會開會討論決定之。 

十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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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大學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1.分為理論基礎、專業課程、職涯通識和實習課程，共四大類。 

2.學生於畢業前修滿 20 學分(含實習)且成績及格，即頒發本學程證書。 

3.曾修習課程相近之科目，經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委員會同意，最多得抵 8 學分。 

(一)、理論基礎—至少選修 2學分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兒 

童 

發 

展 

與 

學 

習 

幼稚園教材教法 
P163S101 選 2 2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稚園課程設計 P163S102 選 2 2 
Curricul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兒行為觀察 P163S103 選 2 2 
Behavioral Observation of 

Young Children 
 

幼兒發展與保育 P163S104 選 2 2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探索與體驗課程 P163S105 選 2 2 
Exploratary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二)、專業課程—至少選修 4學分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生 
命 
療 

育 

生死學 P163S201 選 2 2 The Philosophy of Death 

至少
選修
2學

分 

藝術治療 P163S202 選 2 2 Art Therapy 

動作治療 P163S203 選 2 2 Somatic Movement Therapy 

諮商原理與技術 
P163S204 選 2 2 

Counsel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
與實施 P163S205 選 2 2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醫 
護 

照 
顧 

兒童健康導論 P163S206 選 2 2 Introduction toChildren Health 

至 少
選 修

2 學
分 

兒童保健與安全防護 
P163S207 選 2 2 

Young Children’s Health and 

Safety 

幼兒疾病及預防 
P163S208 選 2 2 

Children’s Diseases and 

Prevention 

身心適能 P163S209 選 2 2 Somatic Fitness 

復健醫學概論 
P163S210 選 2 2 

Introduction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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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涯通識課程：必修 3學分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職能通識教育 P161S301 必 3 3 
General  Career 

Education 
通識講座 

親職教育與兒童福利資源 
P163S302 選 2 2 

Parent Education and 

Resources of Child 
Welfare 

 

職場倫理 P163S303 選 2 2 Career Ethics   

 

(四)、專業實習課程：必修 9學分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科目英文名稱 備註 

醫療兒童教育實習(上) P161S401 必 4 8 Child Life Field Practicum（1） 
臨 床 實

習 120

小時 

醫療兒童教育實習(下) P161S402 必 5 10 Child Life Field Practicum（2） 

暑 假 集

中 實 習

180 小

時 

  

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科目編碼說明： 

學程名稱 
開課

單位 

1 

(第 1~3

碼) 

2 

(第 4碼) 

3 

(第 5碼) 

4 

(第 6碼) 

5 

(第 7~8碼) 

醫療兒童

照護與教

育服務學

程 

幼兒

教育

學系 

P16 
1:必修 

3:選修 
S 

1: 理論基礎 

2: 專業課程 

3: 職能通識 

4: 專業實習 

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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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學年度     學期學生修讀學程申請表 

學程名稱：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    申請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日 

姓名  學號  
原就讀 

系(所) 
 班級  

主修學系 

意見 

□同意          系（所）主管簽章：       

□不同意，意見： 

申請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申請同學應填妥上列欄位並送主修系（所）主管簽核後，繳至幼兒教育學系彙辦。 

 

-------------------------------------------------------------------------------- 

※以下資料表，申請修讀學程學生勿填 

 

審 

查 

/ 

核 

備 

程 

序 

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

學程委員會審查結果 

核備程序 

2. 課務組組長 3. 註冊組組長 4. 教務長 

□ 准予修讀 

□ 未通過 

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

學程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 

編號：             

申請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回條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日 

收件單位簽章  

※申請是否通過，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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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 

學分抵免申請書 

1.根據國立臺東大學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實施辦法規定，本校其他系所課程與學程課程名

稱相同（相似）之科目，經創意研發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委員會審議該課程之教學目標、

課程綱要與學程科目相符者，最多抵 8學分，但不得包括必修課程科目。 

2.欲辦理抵免學分者，將填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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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姓名：               系別：          班級： 

學號：               聯絡電話： 

原修讀科目 
擬  抵  免  科  

目 
審 查 結 果 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簽章 

科  目  名  稱 學分 
科  目  名  

稱 
學分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申請抵免學分總數：  

審查後實抵學分總數：  

承辦人 系所中心主管 院處館部室中心主管 教務處 

    

註：1.辦理抵免時須附原修讀科目成績證明書、教學目標與課程綱要。 
2.擬抵免科目及學分數，根據本學程實施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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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放棄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學程聲明書 

一、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送請創意研發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修系（所）主管核章。 

二、申請期限：申請人應屆畢業學年度最後一學期期中考前。惟若經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至遲

應於該考試放榜日起十日內檢具錄取證明，提出申請放棄。 

三、本申請書正本留存師範學院，影本送交教務處課務組。完成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

學程資格。 

 

 

 

申請人 

填寫欄 

姓名  學號  

系別  班級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mail  

放棄原因 

（請詳填） 

 

 

主修學系（所） 

主管核准欄 

主修學系（所） 

主管簽章： 

 

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

務服務學程委員會召集

人核章欄 

請勾選下列一項： 

□同意    □不同意 

醫療兒童照護與教育服務服務學程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教務處 

核章欄 

課務組 註冊組 教務長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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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師範學院體育學系設置「山林海洋探索體驗學程」，並自 97 學年度起實施，
請 複核。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體育學系) 

說明： 

國立臺東大學「山林海洋探索體驗學程」實施要點 

壹、設置緣起 

隨著國民休閒旅遊需求的提升，遊憩活動多樣化發展的趨勢，山林海洋探索與體驗活動勢必成

為台灣觀光旅遊的主流。台東豐富的景觀及特有的生態資源，充分具備山林海洋探索與體驗觀光業

發展的可能性。本校擁有地利上的優勢，理應把握發展的契機，投入更多的資源，培育人力資源。

本學程的規劃擬以山林海洋體驗為核心，同時佐以山林海洋相關知識與技能的融入，配合職場體驗

與實務實習，培育山林海洋體驗活動規劃與執行之專業人才，並進一步帶出全民迎向山林及海洋的

胸襟及視野。 

 

貳、設立宗旨 

為培育本校學生具備山林海洋探索體驗之技能及活動規劃與執行之能力，特開設「山林海洋探

索體驗學程」(Exploring and Experiential Program of Mountaineering and Marine Sports) 

 

參、實施細則 
一、依據「國立台東大學設置多元能力學程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學程設「山林海洋探索體驗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處理學程之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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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學程授課教師組成，必要
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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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止（不
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均可申請修讀本學程。 

四、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影本，向「本學程委員會」
申請，經審核通過者，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由本校發給「國立臺東大學山林海洋探索體驗學
程 證 明 書 」 （ 英 文 為 ”Certificate for Exploring and Experiential Program of 
Mountaineering and Marine Sport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五、 欲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修讀學程申請表（附件一），於教務處公佈期限內向本學程委員會
提出申請。申請程序依照申請表所列流程進行，由體育學系主任召集本學程委員會決定錄取名
單，申請通過名單另公告於學校首頁、教務處及體育學系網頁。 

六、 本學程的課程結構，分為學科課程、術科課程和實習課程三大類。詳細辦法及學分規定如附
件二。 

七、 本學程由體育學系負責協調系所延聘師資開授課程。本校系所課程與學程課程名稱相同（相
似）之科目，經本學程委員會審議該課程之教學目標、課程綱要與學程科目相符者，最多抵
10學分。欲抵免之學分，需另填寫「山林海洋探索體驗學程學分抵免申請書」（附件三）。 

八、 本學程每班招收人數以 45人為原則。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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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修讀學程之學分併計當學期所修習總學分上限。 
十一、修讀本學程學生，擬終止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放棄學程聲明書」（附件四），由學程委

員會召集人及主修系（所）主任核章後，正本留存體育學系，影本送至教務處課務組申請放棄
並取消修讀本學程資格。 

十二、學生選課、繳費流程、成績管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如有其它未盡事宜，得由本學程委員
會開會討論決定之。 

十三、本要點經系系/所、院課程會議通過，本校課程會議複核，教務會議核備，陳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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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東大學   學年度   學期學生修讀學程申請表 

學程名稱：山林海洋探索體驗學程    申請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日 

姓名  學號  
原就讀 

系(所) 
 班級  

主修學系 

意見 

□同意          系（所）主管簽章：       

□不同意，意見： 

申請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申請同學應填妥上列欄位並送主修系（所）主管簽核後，繳至師範學院彙辦。 

 

--------------------------------------------------------------------- 

※以下資料表，申請修讀學程學生勿填 

 

審 

查 

/ 

核 

備 

程 

序 

1.山林海洋探索體驗學程 

   委員會審查結果 

核備程序 

2.課務組組長 3.註冊組組長 4.教務長 

□ 准予修讀 

□ 未通過 

學程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 

編號：             

申請山林海洋探索體驗學程回條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日 

收件單位簽章  

※申請是否通過，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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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台東大學山林海洋探索體驗學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1.本學程課程分為四類：A.基礎課程、B.專門技術課程、C.行銷管理課程、D.實務實習課程，供學生選修。 
2.學生於畢業前修滿 22學分且成績及格，即頒發本學程證書。 
3.曾修習課程相近之科目，經學程委員會同意最多得抵 10 學分。 

類 
別    

課程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修 

學
分
數 

時
數 

英文名稱 備註 

基 
礎 
課 
程 

戶外活動風險管理 P171S101 必 3 3 
Risk Management of  Outdoor 
Activities 

必修 

戶外活動知能和技術 P172S101 選 3 3 
Cognitive Ability and Techniques of 
Outdoor Activities 

至少
選修 
6 

學分 

戶外冒險教育 P172S102 選 3 3 Education of  Outdoor Adventure 
體驗教育之反思與引導
技巧 

P172S103 選 3 3 
Reflection and Facilitation Skil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冒險諮商與治療 P172S104 選 3 3 
Adventure Based Counseling 
and  Therapy  

探索教育 P172S105 選 2 2 Project Adventure 
職涯教育 P172S106 選 2 2 Professional  Education 
休閒活動理論與實際 P172S107 選 2 2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eisure Sport 

山林探索體驗 P172S108 選 2 2 
Exploring and Experiential  
in Mountaineering 

海洋探索體驗 P172S109 選 2 2 
Exploring and Experiential in  
Maritime 

專 
門 
技 
術 
課 
程 

游泳(上) P171S201 必 1 2 Swimming (一) 
必修 

游泳(下) P171S202 必 1 2 Swimming (二) 
水上安全與救生 P172S201 選 1 2 Water Safety and Life Saving 

至少
選修 
4 

學分 

登山與露營 P172S202 選 1 2 Mountaineering and Camping 
繩索技術與拯救 P172S203 選 1 2 Rope Skills and Rescue 
定向運動 P172S204 選 1 2 Orientation Sport 
攀岩與溯溪 P172S205 選 1 2 Sport Climbing and River Tracing 
越野單車 P172S206 選 1 2 All-terrain Cycling 
水域遊憩活動 P172S207 選 1 2 Water Recreation Activity 
潛水 P172S208 選 1 2 Diving 
海洋獨木舟 P172S209 選 1 2 Marine Canoe 

行銷 
管理 
課程 

運動行銷學 P172S301 選 3 3 Sports Marketing 
至少
選修 
5 

學分 

現代運動傳播概論 P172S302 選 2 2 Modern Sports and Media Study 

運動產業規劃與管理 P172S303 選 2 2 
Programming  and management of  

Sports Industry 
運動產業實務 P172S304 選 2 2 Practice of  Sports Industry 

實習 
課程 

職場體驗 P171S401 必 2 4 Career experience 必修 

※學程科目編碼說明： 

     1 
(第 1~3碼) 

      2 
(第 4碼) 

     3 
(第 5碼) 

4 
(第 6 碼) 

5 
(第 7~8碼) 

P17 1:必修 
2:選修     S 

5: 基礎課程 

6: 專門技術課程 

7: 行銷管理課程 

8: 實習課程 

   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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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依委員建議增設環保相關課程。 

二、體育系將科目編碼由 P15 修正為 P17。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設置「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並自 97學年度起
實施，請 複核。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 

說 明： 

國立台東大學「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實施要點 

壹、 設置宗旨 

1994年，由於行政院文建會提倡「社區總體營造」，並編經費挹注各社區的社區營造工作，

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因而活絡起來。目前中央各部會均從事社區營造工作，2008年「新故鄉社區

營造」更是國家發展的十大目標之ㄧ。台灣已立案的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團體或營利團體，都

有機會參與政府或民間單位提供的社區營造案件。因此，了解社區營造將增加學生服務村里、促進

就業的職能，本學程旨在培養能夠參與或規劃社區營造的人才。 

貳、 學程名稱 

     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 

参、實施辦法 

一、依據「國立台東大學設置多元能力學程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學程設「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委員會，由系主任及本系於學程開課相關教師組成。 

三、欲修讀本學程者，應於每學年申請期限內向教務處申請，由本學程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 

四、本學程規劃為 20學分，學生曾修習與學程課程科目相同或相似者，經學程開設單位主管同意

最多得抵免該學程總學分數之 10學分。 

五、本學程每班招生人數以 35人為原則。 

六、學程課程之學分得在各學系規定之自由選修學分範圍內核計畢業學分數。 

七、修讀學程之學分併計當學期所修習總學分上限。 

八、修讀學程之學生不得以修讀學程為由申請延長畢業年限。 

九、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具成績單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經審核通

過者，可獲得「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證書。 

十、學生選課、繳費流程、成績管理皆依本校教務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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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 

壹、計畫摘要 

1994年，由於行政院文建會提倡「社區總體營造」，並編經費挹注各社區從事社區營造工作，
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因而活絡起來，目前中央各部會均從事社區營造。1995年文建會社造經費不
到 5000萬元，2002-2005 年，中央各部會執行的社造經費總計 171 億元。2005年，行政院重整社
造計畫為「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六星是指：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
觀、環境生態等六個面向的社造。以產業發展面向來說，文建會推動的計畫有「社區營造創新實驗
計畫--社區文化產業輔導」、經濟部有「地方特色暨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農委會有「發展地方農
業產業文化計畫」及「發展休閒農業計畫」、勞委會有「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青輔會有「青年返鄉
就業計畫—鼓勵青年在地創業」等共有 30餘項方案可提供申請。 

2008年，社區營造是國家發展的十大目標之一。台灣已立案的社區發展學會、文史工作團體
或地方政府等，都有機會參與政府或民間單位提供的社區營造方案。今日而言，社區營造目標有六
個面向，其中文化產業是近幾年來中央政府社造的重點，尤其是文建會的工作重點。故本學程除了
讓學生了解台灣社區營造的歷程、理論、實務之外，特別著重讓學生瞭解文化產業的內涵，培養學
生參與社區營造、服務村里的機會，促進學生有參與政府社造就業之職能，並可取得部分縣市社區
營規劃師的資格。 

貳、現況分析 

一、此方案與學校發展之關係 

本校社會科教育學系在 1995-1996年時已有三位教師和自然科教育學系一位教師，共同參與台
東縣卑南鄉東興新村魯凱族部落的社區營造案。自教系該位劉老師後來持續關心該部落，並且擴大
關心全縣原住民部落的文化重建與社區營造。 

1997年開始，社教系廖老師也開始教授「社區發展」、「社區文化」、「社區文化產業發展」、「學
校與社區」等相關課程；且長期在中央政府單位、台東縣政府各局處參與社造方面的評審委員、諮
詢委員、輔導委員、顧問等，教學相長的結果，亦累積相當多台東縣的社造案例資料。 

2002年，南島社區大學成立，強調和社區營造相結合。社教系廖老師開設一年的「社區營造」
課程，接觸在地的社造幹部，亦促使部份社區開始社造工程。此後，南島社區大學常常是文建會會、
縣文化局社造業務下的承辦單位，主導對台東縣社區營造的輔導工作。自教系劉老師及社教系廖老
師即常擔任社造計畫的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可以說本校教師在社造方面，具有長期累積理論與實
務的優勢存在。 

2007年，生科系所開設「生態社區營造」、南島所亦開設與原住民文化相關的課程。可說本校
在本學程方面已有堅實的基礎。加上在地許多實務工作者的兼任教師支援，本學程應可成為本校長
期經營的學程之一。此一學程也能配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方向，培養學生對社造的認識，及增
加本身在社造方面謀職的能力。如社教系畢業生已有在高雄民間團體擔任社造專員；亦有社教系、
自教系、體育系、生科所等學生在南島社大擔任社造案的專兼任助理的。 

二、本方案與目前本校開設課程及現有師資專業之關聯 

本學程課程與師資設計如下表所見。九門課九位師資，其中有六位都是本校的專任教師，這些
教師開設課程均是和本人專業相關，或已在本校長期開設相關課程者。六位老師曾開過和本學程相
關的課程有「社區文化與產業」、「社區與學校」、「田野調查」、「口述歷史與社會記憶」、「民間信仰
與生活」、「紀錄片入門」、「紀錄片與動畫製作」、「網頁語言簡介」、「休閒產業經營管理專題研究」、
「人類學與博物館」、「藝術與人類學」等 

另有校外三位--林建志、劉文等、趙曉菁，是目前或曾經服務於台東縣府文化局、台東縣美術
館、台東市公所、南島社區大學等單位，負責業務與社區營造或文化產業相關者，故借重他們在縣
內的社區營造及文化產業方面的實務經驗，和本校老師共同開課，可加強學生與在地的互動學習。
另外，文創業的管理與經營，亦可以和業界合作，加強學生的職場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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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大學「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的課程與師資規劃 

核心課程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選
修 

學分
數 

時
數 科目英文名稱 師資 

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務 ESS3S650 必 3 3 Community mpowerment：theory and 
practice 

廖秋娥 
林建志 

社區文化與產業 ESS3S654 必 3 3 Community culture and industry 廖秋娥 

專業課程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選
修 

學分
數 

時
數 科目英文名稱 師資 

社區資源調查 ESS3S651 選 3 3 Community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林建志 

社區影像紀錄 ESS3S652 選 3 3 Community multi-media 
documentation 周榮義 

社區景觀與美學 ESS3S653 選 3 3 
Community landscape and 
aesthetic 

許功明 
林建志 

地方博物館與文化資產  選 3 3 Local museum and cultural 
resource 許功明 

社區與學校 ESS3S657 選 3 3 Community and school 陳明進 
廖秋娥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 ESS3S655 選 3 3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industry in executive 
administration. 

施孟隆 

地方宗教信仰 ESS3S656 選 3 3 Local religion 賴亮郡 
1. 本學程的課程結構，分為核心課程(必修)及專業課程(選修)二類。 
2. 學生於畢業前修滿 20學分，即頒發本學程證書。 
3. 曾修習課程相近之科目，經本系主任同意最多得抵 10學分 

三、該領域畢業生就業狀況及產業人力需求之分析。 

本校過去在社教系及通識課程中，開過「社區發展」、「社區文化」、「生態社區營造」、「社區文
化產業發展」及「社區與學校」等課程，雖然學生能夠修習到的課程仍很有限，但已有社教系畢業
生在高雄民間團體擔任社造專員；亦有社教系、自教系、體育系、生科所等學生在南島社大擔任社
造案的專兼任助理的。所以，如果能夠透過這一系列更加深入的學程養成，相信本校學生會有更多
人可以勝任和社區營造、文創產業有關的工作。目前全台灣有 5000 多個社區發展協會，這些協會
至少有半數以上已有從事社區營造的經驗；再加上文史工作團體、各立案社團，台灣至少有
3000-4000個團體從事過社區營造。這些散佈在各角落的社造團體，就是本學程學生學習與服務的
對象。加上近年來，中央政府提倡及鼓勵文化產業的發展，本學程適時提供學習，更加強了學生就
業的能力。 

四、SWOTS 分析本校發展此方案的優劣勢條件與發展機會與策略。 

表 1、本校發展「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之優點、缺點、機會與威脅分析 
Strengths Weakness 

1.目前中央各部會均從事社區營造，2008年「新故
鄉社區營造」更是國家發展的十大目標之一。 

2.台灣已立案的社區發展學會、文史工作團體或營
利團體，都有機會參與政府或民間單位提供的社
區營造案件。 

3.本校社會科教育學系及生科系所均有教師長期
參與台東縣內的實務工作，累積相當多的社造經
驗與案例資料。近幾年來又增加許多的生力軍，
可充實本學程的學習。 

1.缺乏經費聘請在地的社區營造及文化產業創
意人才來授課。 

2.缺乏經費帶學生觀摩在地的社區營造及文化
創意產業的實務學習。 

3.本課程缺乏要攝錄影的專業儀器，以及電腦及
其軟體。 
4.台東縣社造十餘年，仍未有系統地建立各社
造點的相關資料，故教材仍待教師努力。 

Opportunities Threats 
1.台東縣社區營造成功的案例不少，本學程可讓學
生有機會觀摩並學習有關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
務，強化學生服務社區及增加職能的機會。 

2.文化創意產業是近年來中央政府的發展重點，它

1.台東縣內的社區營造，有中央單位直接委託
辦理，也有中央單位透過縣府單位直接執行或
再委託辦理，可以說各行其事，未整合溝通。
因此，就教學來說教材編寫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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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動地方發展，增進就業機會。而國內文化創
意產業欣欣向榮，文化產業經營管理人才需求也
日益迫切，為提升顧客滿意度及文化創意產業服
務品質，社區產業要能發展，學習經營管理知識
極為重要。 

2.文創產業的經營管理人才，恐怕部份需要外
聘，但是否能聘任到適當人才，也是個考驗。 

Strategies。 
針對上述的分析，本校應採取下述因應策略： 
1. 敦請縣府文化局，或與其合作，早日將台東縣內各社區營造的歷程資料，作有系統的整理。 
2. 積極爭取經費，以解決聘任師資、校外參訪、購置設備等之需要。 
3. 建立社造及文創業的人才資料庫，以應課程之所需。 

肆、預期成效  

一、課程面 
(一)讓學生了解社區營造的基本理念與技能、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軌跡及政策的轉變過程，並

且介紹國內外案例。 
(二)讓學生學習田野調查的理論與實務。 
(三)讓學生學習影像紀錄的方式與時機。 
(四)回顧台灣以造景出發的社區案例，使學生了解其成敗原因。 
(五)使學生能了解社區規劃師如何和社區人士互動，以共構出理想的社區景觀。 
(六)使學生了解社區公共藝術設置的意義與方式。 
(七)介紹「新博物館學」與「文化資產」概念，使學習者能成功運用於社區的永續發展層面。 
(八)讓學生了解台灣及台東縣各社區文化產業的發展歷程與概況。 
(九)參訪台東縣在文化產業發展較好的社區，使學生了解這些社區如何將產業提升及行銷出去。 
(十)使學生了解台灣及台東的學校與社區的互動及其關係。 
(十一)使學生實際撰寫社區營造申請案，及文化創意產業網路行銷計畫，將所學實際應用於合作之

社區或企業個案。 
(十二)讓學生觀察與體會灣民間信仰中的區域性與獨特性，並培養學生對臺灣宗教信仰現象的觀察

與反思能力。 
二、與產業結合方面 

(一)讓學生實地參觀台東縣的社區營造案例，評析其社區營造的成效。 
(二)讓學生進一步學習如何設計參與式的社區資源調查。 
(三)讓學生學習將社區影像數位化，以應合當代公私部門對社造的要求。 
(四)讓學生學習如何與社區居民共購社區景觀美學與設置公共藝術，以增加社區的魅力。 
(五)讓學生學習如何活化地方博物館、進行傳統的再造，俾使社區之文化資產能永續經營。 
(六)透過與文化創意產業業界之交流，厚植學生文化創意產業管理專業領域知識與實務技能。 
(七)實際走訪地方的信仰，透過觀察社區型態與當地廟宇文化，了解區域特點與民間信仰之間的關

係，以及社廟在社區文化中的功能。 
三、對提升學生就業率貢獻 

台灣已立案的社區發展學會至少有二、三千個單位在從事社造，再加上文史工作團體或立案社
團，學生將有機會參與政府或民間單位提供的社區營造案件。因此，了解社區營造將增加學生服務
鄉里、促進就業的職能。此外，文化產業是中央政府鼓勵發展的面向，所以本學程乃加強學生對這
方面的瞭解，尤其是經營管理的學習，是文化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本學程的學習乃切合
時代、符應政府政策發展的。 

四、具體績效指標與衡量機制 
 ‧預計每年接受 20 名學生申請此一學程。 

    ‧預計本學程教師每年接受 4-5件由政府、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室、私人企業等委託的社區營造
及文化產業的業務。 

    ‧預計每年有 10位學生，參與台東縣各社區的社區營造或文化產業事務。 
五、補助期滿後維持自給自足運作之機制說明 

本學程計畫如獲補助期滿後，除由學校編列預算外，尚可接受政府、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
室、私人企業等委託之社區營造及文化產業的業務，繼續推動執行。 

六、課程簡介 
（一）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務  

戰後，台灣在 1980 年代解嚴前後，從民間人士主動關懷環境破壞與調查在地文史的行動開
始，台灣第一次有了由下而上、自發性的社區營造。1994年，由於行政院文建會提倡「社區總體
營造」，並編經費挹注各社區的社區營造工作，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因而活絡起來。目前中央各
部會均從事社區營造，2008年「新故鄉社區營造」更是國家發展的十大目標之一。十餘年來，台
灣已經有許多社區的營造成果輝煌，不論各方面，都有足堪借鏡之處。故本課程主要目標是：（1）
讓學生了解社區營造的基本理念與技能、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軌跡及政策的轉變，並且介紹
國內外成功的案例。2. 讓學生實地參觀台東縣的社區營造案例，評析目前台東社區營造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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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文化與產業： 
台灣社區營造中的造產，是近幾年才積極提倡的。尤其是農、漁、山村等產業沒落，人口外流，

更顯得在這些社區營造產業發展的重要性。但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如何包裝農、林、漁、牧、手工
藝品等成為精緻的文化商品，以加強行銷，是各社區重要的發展議題。故本課程目的：（1）讓學生
了解台灣及台東縣各社區文化產業的發展歷程與概況，（2）參訪台東縣在文化產業發展較好的社
區，如：萬安、瑞源、東興、新興等社區，使學生了解這些社區是以怎樣的策略來將社區產業提升
及產品行銷出去。 
（三）社區資源調查 
    從事社區資源調查與紀錄的工作是社造第一步。對於社區的人、文、地、景、產、物等各項資
源及資訊的瞭解和運用，皆始於如何調查和彙整資料。故本課程除了讓學生學習田野調查的理論與
實務之外，學習並體驗「教室即社區」的團體經驗，更進一步引導學生探討如何活用調查資料與協
助社區發展工具。並以共同策展「期末成果活動」來檢驗理念認知、集體實踐、創意規劃、以及自
我評量等能力，以具備社造種籽師資進階養成之經驗。 
（四）社區影像紀錄與應用 
    社區的影像紀錄著自然及人文環境的變遷，從過去的老照片，到現在的數位照片、數位錄影…，
如何將其整理出來，以完整呈顯社區的特色，為社區留下歷史，是一個行銷社區很重要的工作。本
課程目的：（1）讓學生學習社區影像紀錄的方式與時機，（2）讓學生學習將社區影像數位化，以應
合當代公私部門的要求。 
（五）社區景觀與美學  
    台灣的社區營造有許多是由造景出發，但所營造的景觀是否為當地人士接受？是否適合當地環
境倫理？卻是個問題。社區景觀的塑造應該是社區居民共同建構出來的，社區也應該配合美學的觀
點去設置社區的公共藝術。故本課程目標為：（1）回顧台灣以造景出發的社區案例，使學生能了解
其成敗的原因，（2）使學生能了解社區規劃師應如何和社區人士互動，以共構出理想的社區景觀，
（3）使學生了解社區公共藝術設置的意義與方式。 
（六）地方博物館與文化資產 

在全球化趨勢下，促進社區之認同感、形塑「地方」特色、建立彼此間之「差異」尤為重要。
為使社區、地方或區域得以快速的振興並與外界接軌，利於地方之發展，有效推動「社區營造」，
追求地方感或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端賴社區成員一起努力發掘其自然與人文資產，進行傳統的活化
與再造，俾使其文化資產能永續經營。本課程目標即在：介紹「新博物館學」與「文化資產」概念，
以茲成功運用於社區的永續發展層面。重點在：（1）介紹社區或地方的概念（2）說明文化資本、
文化資產、文化產業與文化政策之間的關係；（3）介紹社區博物館、地方博物館或生態博物館的相
關概念與實際案例；（4）檢視社區或地方博物館的經營理想與實際；（5）檢討在觀光產業與文化商
品化之衝擊下，地方博物館與社區發展之永續關係。.  

（七）社區與學校： 
    戦後，台灣的學校像堡壘一樣，矗立於村莊之中，卻與村莊無關。解嚴後，由宜蘭縣開始的鄉
土教學，引起好評；教育部也在 1994年開始提倡鄉土語言、鄉土藝術、鄉土教學等課程的實施。
之後，進一步強調「學校本位課程」、「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等教學方向。故近年來，學校與
社區的關係逐漸密切，學校需向社區人士學習，借社區的資源，才能有效的進行鄉土教學；同時，
社區也可以借學校的設備、人才等資源，來從事社區活動或進行終身學習。故本課程目標為：（1）
使學生了解台灣學校與社區關係的發展；（2）使學生了解「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意義；（3）
使學生了解台灣或台東縣學校與社區互動的成功實例。 

（八）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 
文化創意產業是近年來文建會的發展重點，文創業屬無煙囪服務業，能帶動地方發展，增進就

業機會。而國內文化創意產業欣欣向榮，市場競爭亦日趨激烈，相對的對於文化產業經營管理人才
需求也日益迫切，為提升顧客滿意度及文化創意產業服務品質。社區產業要能發展，學習經營管理
知識極為重要。故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於：（1）透過與文創業界之交流，厚植學生文化創意產業管理
專業領域知識與實務技能。（2）使學生實際撰寫文化創意產業網路行銷計畫，將所學實際應用於合
作之企業個案。 

（九）地方宗教信仰： 
信仰是社區文化特色呈顯的表徵之一。臺灣民間信仰，雖然融入儒、釋、道的精神與信仰內容，

卻也表現出臺灣地區的特殊性。就信仰神明來說，有應公、義民爺、慚愧祖師、「日本王爺」等，
均為「土產」的民間信仰，均可看出臺灣民間信仰含有區域性與獨特性。就區域來說，台東屬二次
移民的社會，其地方的宗教信仰，自然也表現出區域特性與地方特色。本課程內容包括：(1)介紹
臺灣民間信仰之基礎知識；(2)實際走訪地方的社廟信仰，透過觀察社區型態與當地廟宇文化，了
解區域特色與民間信仰之間的關係；(3)讓學生觀察與體會灣民間信仰中的區域性與獨特性，以及
台灣民間信仰大傳統中的地方小傳統；(4)針對臺灣民間信仰逐漸世俗化與功利化的現象進行批
判、討論，培養學生對臺灣社會宗教信仰現象的觀察與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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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東大學     學年度     學期學生修讀學程申請表 

（一） 學程名稱：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    申請日期：__年__月__日 

姓 名  學 號  
原 就 讀 

系（所） 
 班級  

 
主 修 學 系 

意 見 

□同意          系（所）主管簽章： 

□不同意，意見： 

 

申請學生                       手機電話：________________ 

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 

※ 申請同學應填妥上列欄位並送主修系（所）主管簽核後，繳至社教系辦彙辦，逾期不受理。 

--------------------------------------------------------------------- 

※ 以下資料表，申請修讀學程學生勿填 

 

審 

查 

/ 

核 

備 

程 

序 

1.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 

委員會審查結果 

核備程序 

2. 課務組組長 3. 註冊組組長 4. 教務長 

□ 准予修讀 

□ 未通過 

社會工作學程委員會召集人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 

編號：________ 

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       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日 

 

收件單位簽章 

 

申請是否通過，以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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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抵免學分申請書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日 

系級：     手機：        學號：      姓名：        E-mail 

 

原修讀科目 擬  抵  免  科  目 
審 查 結 果 學程委員會

召集人簽章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科  目  名  稱 學分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 同意抵免 
□ 不同意抵免 

 

申請抵免學分總數：  

審查後實抵學分總數：  

承辦人 系所中心主管 
院處館部室中心

主管 
教務處 校長 

     

註： 

1. 辦理抵免時須附原修讀科目成績證明書及認證證明。 

2. 擬抵免科目及學分數，根據本學程實施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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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東大學放棄社區營造與文化產業學程聲明書 

一、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送請社會工作學程委員會召集人及主修系（所）主管核章。 

二、申請期限：申請人應屆畢業學年度最後一學期期中考前。惟若經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至遲

應於該考試放榜日起十日內檢具錄取證明，提出申請放棄。 

三、本申請書正本留存社教系，影本送交教務處課務組。完成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學

程資格。 

 

 

 

申請人 

填寫欄 

姓名  學號  

系別  班級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mail  

放棄原因

（請詳填） 

 

 

主修學系（所） 

主管核准欄 

主修學系（所） 

主管簽章： 

 

社會工作學程委員

會召集人 

核章欄 

請勾選下列一項： 

□同意    □不同意 

社會工作學程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教務處 

核章欄 

課務組 註冊組 教務長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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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一、汪履維委員建議：修訂課程綱要應修定原因、範圍詳細敘明於「說明」，供委員

了解參考。 

    決議：委員附議通過。 

二、梁忠銘院長建議：因師資培育中心併入實習輔導處，因此有關教育學程課程事宜

有必要請實輔處處長與會參予討論，列為會議委員。 

    決議：委員附議通過。 

三、周榮義委員建議：將一對一「獨立研究」等課程開設學分數、時數等

相關問題，移請教務長召集小組進行討論決定。 

    決議：委員附議通過。 

陸、散會(會議結束時間：10 點 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