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୯ҥ୯ҥ୯ҥ୯ҥᆵܿεᏢᆵܿεᏢᆵܿεᏢᆵܿεᏢ 101010101111 ᏢԃࡋಃᏢԃࡋಃᏢԃࡋಃᏢԃࡋಃ 1111 ᏢයᏢයᏢයᏢයಃಃಃಃ 饋饋饋饋 ԛԛԛԛ௲୍௲୍௲୍௲୍इᒵइᒵइᒵइᒵ    
໒ਔ໔Ǻ101 ԃ 11 Д 08 В(ࢃයѤ)15Ǻ10 

໒ӦᗺǺޕҁਠՉࡹεኴΟኴ࠻ 

ЬৢǺഋᒸ۸௲୍ߏ                                                 ᒵǺಷइ◔ 

рӈৢΓǺӵߕҹᛝ߄ډ 

൘൘൘൘ǵǵǵǵЬৢЬৢЬৢЬৢൔൔൔൔ((((ౣౣౣౣ))))    

ມມມມǵǵǵǵᜢܭҁਠλ௲Ꮲำޑᇥܴᜢܭҁਠλ௲Ꮲำޑᇥܴᜢܭҁਠλ௲Ꮲำޑᇥܴᜢܭҁਠλ௲ᏢำޑᇥܴȐȐȐȐൔΓൔΓൔΓൔΓǺǺǺǺৣጄᏢଣৣጄᏢଣৣጄᏢଣৣጄᏢଣ    കയണଣߏകയണଣߏകയണଣߏകയണଣߏȑȑȑȑ    

ȐȐȐȐȑȑȑȑ٤ᐕў٤ᐕў٤ᐕў٤ᐕў    

9饋.8 9饋.8 9饋.8 9饋.8      ҁਠᙯࠠࣁ୯ҥѠܿεᏢҁਠᙯࠠࣁ୯ҥѠܿεᏢҁਠᙯࠠࣁ୯ҥѠܿεᏢҁਠᙯࠠࣁ୯ҥѠܿεᏢ 

93.1饋.0993.1饋.0993.1饋.0993.1饋.09  ௲ػႧु௲ػႧु௲ػႧु௲ػႧुȨȨȨȨך୯ৣၗػኧໆೕჄБਢך୯ৣၗػኧໆೕჄБਢך୯ৣၗػኧໆೕჄБਢך୯ৣၗػኧໆೕჄБਢȩȩȩȩ 

            Ǹाৣጄଣਠ 3 ԃϣৣၗғ෧ъ   

95.05.饋395.05.饋395.05.饋395.05.饋3  ௲ػܴዴाৣጄᙯࠠϐᆕӝεᏢКྣ෧ъ௲ػܴዴाৣጄᙯࠠϐᆕӝεᏢКྣ෧ъ௲ػܴዴाৣጄᙯࠠϐᆕӝεᏢКྣ෧ъ௲ػܴዴाৣጄᙯࠠϐᆕӝεᏢКྣ෧ъ    

            Ǹ௲ػεᏢৣύЈ٩εᏢৣύЈଌቩ 

95.08.14  95.08.14  95.08.14  95.08.14  ௲ػϦڄ௲ػϦڄ௲ػϦڄ௲ػϦڄ    

Ǹ҅ࡰѠࠄεᏢৣᏢسೕჄъৣъৣߚޑݤቹៜᏢғڙ௲Ϸ

ᏢਠᒤᏢᕮਏ   

Ǹமፓҁਠৣᕴໆό಄෧ъࡹ 

95.10.31  95.10.31  95.10.31  95.10.31  ٩௲ػٰЎံ҅٩௲ػٰЎံ҅٩௲ػٰЎံ҅٩௲ػٰЎံ҅            

Ǹৣၗғᚐவ(93) 810 Γ෧(96)ࣁ 饋93 Γ (-63.8%) 

Ǹ95 ᏢԃǺॣ௲ଶܕᙯৣߚࣁ 

Ǹ96 ᏢԃǺᇟ௲ǵऍ௲ǵԾ௲ᙯৣߚࣁ 

101.08.0101.08.0101.08.0101.08.0参  参  参  参  ௲ػৣᒌ၌௲ػৣᒌ၌௲ػৣᒌ၌௲ػৣᒌ၌  

Ǹ106 ԃӄ୯ৣவ 8600 ෧ډ 6000 аΠ (ӄᜪࣽ) 

Ǹএ่ᚐǴόӆڙቚᏢำ 

Ǹᑈཱུి؎ (ຑ᠘ǵՉࡹ౧Ѩǵ௲ᔠ೯ၸ) 

 

ȐȐȐȐΒΒΒΒȑȑȑȑHow about How about How about How about ύ௲ػᏢำύ௲ػᏢำύ௲ػᏢำύ௲ػᏢำ    ???? 

Вය ҙፎᜪࣽ ่݀ 

94.1 ǸǸǸǸύ௲ػύ௲ػύ௲ػύ௲ػ  

95.3 ǸǸǸǸύ௲ػύ௲ػύ௲ػύ௲ػ  

96.6 Ǹύ௲ػύ௲ػύ௲ػύ௲ػ όϒڙ 

9参.4 ǸᏢ௲ 

ǸǸǸǸύ௲௲ύ௲௲ύ௲௲ύ௲௲ 

όϒਡۓ 

99.4 Ǹύ௲ 

ǸᏢ௲ 

ǸǸǸǸύ௲ػύ௲ػύ௲ػύ௲ػ 

όϒਡۓ 

100.1 ǸᏢ௲ 

ǸǸǸǸύ௲ػύ௲ػύ௲ػύ௲ػ 

όϒਡ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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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ȐȐΟΟΟΟȑȑȑȑᡣৣጄᏢଣᏢғᡣৣጄᏢଣᏢғᡣৣጄᏢଣᏢғᡣৣጄᏢଣᏢғ 1饋81饋81饋81饋8 ᏢϩᏢϩᏢϩᏢϩǴǴǴǴஒλ௲ᚐញܫ๏ӄਠӕᏢஒλ௲ᚐញܫ๏ӄਠӕᏢஒλ௲ᚐញܫ๏ӄਠӕᏢஒλ௲ᚐញܫ๏ӄਠӕᏢǻǻǻǻ    

ǸѴ௲ᆶ௲ςࢂ 1饋8 Ꮲϩ 

Ǹλ௲ৣᏢسѝഭ௲سػᆶᡏسػ (ӝी 90 Γ) 

ǸѴ௲Ꮲำᚐ 饋饋 ΓςܕғόىǴᏢයाᛝЎ໒ፐǶৣہς،ଶܕǴᚐᙯ

ӣѴ௲سϷ௲ᏢำǶ 

Ǹ௲Ꮲำ 饋8 ᚐǴλ௲Ꮲำ 45 ΓǴѐԃϩձԖ nǵm ΓൔӜǶ(ӭ 40000 ϡ, рٰᗋό

 (ளૈԴৣـ

Ǹஒ 90 Ӝλ௲ᚐញډܫᏢำǴࡐԖёૈܕόᅈǶ 

Ǹ௲ػ҂ѸӕཀךॺஒᚐᙯᏢำ (ۓёаᜢǴՠǾ) 

Ǹჹܭ௲سػᆶᡏࠅسػԖҥջޑፂᔐ (ፔा᠐όૈԴৣޑ௲سػ?) 

ǸؒԖৣଣᏢଣ (ձࢂ௲سػ) ޑЍኖǴλ௲Ꮲำ൳Яόёૈᆢ (ৣύЈाငԿϿ 5

ӜҺ௲ৣǴᏢำޑፐόىаᎦ 5 ঁԴৣǴΞคݤѝҗ 5 ঁҺԴৣ cover)  

ǸӕਔǴ௲ػόᡣؒԖ࣬ᜢޑ܌سᏢਠ໒Ꮲำ 

Ǹ่݀Ǵλ௲Ꮲำёૈմ܈ࣶ 

    

ȐȐȐȐѤѤѤѤȑȑȑȑ80808080 ϩޑᏹՉԋᕮߐᘖϼଯϩޑᏹՉԋᕮߐᘖϼଯϩޑᏹՉԋᕮߐᘖϼଯϩޑᏹՉԋᕮߐᘖϼଯ????    

Ꮲයձ ӄਠᏢғኧ ᏹՉ80аΠΓኧ ᏹՉ 80 аΠКٯ 

100-1 38饋0 199 5.饋 % 

100-饋 3690 584 15.8 % 

    

ȐȐȐȐϖϖϖϖȑȑȑȑNotes on Notes on Notes on Notes on λ௲Ꮲำλ௲Ꮲำλ௲Ꮲำλ௲Ꮲำ    

Ǹৣߚ߆ᏢسᏢғൔԵ 

Ǹձࢂ᛬ೌᆶΓЎሦୱǵमᇟǵኧᏢሦୱ 

ǸӼ௨ৣᏤৣǵёаሦڑຫৣዛᏢߎ 

ǸܴԃΠъԃाӆௗৣڙຑ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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㡌㡌㡌㡌ǵǵǵǵԛ،٣ំ߄ԛ،٣ំ߄ԛ،٣ំ߄ԛ،٣ំ߄    

ගਢ 

ׇဦ 
ਢҗ 

ගਢ 

ൂՏ 

، ،Չ 

 
୯ҥᆵܿεᏢৣጄᏢଣံ௱௲ᏢᏢำ

ፐำঅ҅ਢǴፎ ቩǶ 

ৣጄᏢ

ଣ 

ྣਢ೯ၸǶ ٩،ᒤǶ 

Β 

ᔕঅुҁਠȨ௲୍ಔᙃा

ᗺȩǵȨፐำہाᗺȩǵȨঋ

Һ௲ৣፐਔኧϷЍ๏ຬЍដᗺᒤ

ᔠຑբाȩϷȨፐำቩݤ

ᗺȩǴፎ ቩǶ 

௲୍ೀፐ

୍ಔ 

অ҅ࡕ೯ၸǶ ٩،ග࣬ᜢঅ

҅చЎǶ 

Ο 

চ ᔈ Ҕ ࣽ Ꮲ س ᔈ Ҕ ނ  ಔ Ꮲ ғ

(9参10饋05)ֆৱǴᔕᙯسԿيЈӝ

ᆶၮҶ໕ౢᏢسΟԃભǴፎ ቩ

Ƕ 

Јس 

ྣਢ೯ၸǶ ຏнಔ 

ς٩،ՉǶ 

Ѥ 
ᔕঅुȨ୯ҥᆵܿεᏢӭϡૈΚ

ᏢำჴࡼाᗺȩǴፎ ቩǶ 

ৣύ

Јǵ 

௲୍ೀ 

ྣਢ೯ၸǶ ፐ୍ಔ 

ςஒঅ҅ᒤݤϦܭ

௲୍ೀᆛ।Ƕ 

ϖ 
ᔕঅुȨ୯ҥᆵܿεᏢঅुᏢғԋᕮ

ᛦҬϷ҅׳ᆅᒤݤȩǴፎ  ቩǶ 

௲୍ೀຏ

нಔ 

অ҅ࡕ೯ၸǶ Ϧ௲୍ೀᆛ।Ǵ٠

аႝηແҹ೯ޕӚس

 Һፐ௲ৣǶ܌

Ϥ 

ᔕঅुȨ୯ҥᆵܿεᏢᏢғѦᇟ

ૈΚྗჴࡼीฝȩ೯ၸྗǴВЎ

೯ၸྗ/CEF ᇟૈقΚୖԵࡰǴፎ 

ቩǶ 

௲୍ೀຏ

нಔ 

ྣਢ೯ၸǶ ςஒঅ҅ᒤݤϦܭ

௲୍ೀᆛ।Ƕ 

Ύ 
ಃ15చᏢයঅಞᏢϩ߾ፎঅुᏢࡌ

Πज़ϐೕۓǴፎ ፕǶ 

ৣጄᏢ

ଣ 

ྣਢ೯ၸǶ ຏнಔ 

ගଌਠ୍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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စစစစǵǵǵǵҁԛගਢҁԛගਢҁԛගਢҁԛගਢ،،،،ᙁ߄ᙁ߄ᙁ߄ᙁ߄    

ගਢ 

ׇဦ 
ਢҗ 

।

ԛ 

ගਢ 

ൂՏ 
، 

 
101-1 Ꮲ ය ಃ  ԛ ፐ ำ  

(101.11.08)،٣Ǵፎ ਡഢǶ 
5 

௲୍ೀፐ

୍ಔ 
ϒਡഢǶ 

Β 
πᏢଣᆘՅࣽᏢ൩ᏢำǴཥቚᆘ

ՅബཥബፐำǴፎ ਡഢǶ 
6 πᏢଣ ྣਢ೯ၸǶ 

Ο 
অ҅ҁਠȨѦ୯ᏢғΕᏢᒤݤȩಃ

చԿಃΒΜΒచǴፎ ፕǶ 
10 

௲୍ೀᆕ

ӝ୍ಔ 
ྣਢ೯ၸǶ 

Ѥ 
ᔕঅ҅Ȩ୯ҥᆵܿεᏢᏢғѦᇟ

ૈΚྗჴࡼीฝȩǴፎ ቩǶ 
饋3 

௲୍ೀ௲

วύЈǵ

ፐ୍ಔ 

ҁਢǶ 

ϖ 
ᔕঅ҅Ȩ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

 ȩǴፎ ቩǶݤ
饋参 

௲୍ೀፐ

୍ಔ 

ҁਢኩҁਢኩҁਢኩҁਢኩǴǴǴǴ໒ፐᕴໆܭԏӚ໒ፐᕴໆܭԏӚ໒ፐᕴໆܭԏӚ໒ፐᕴໆܭԏӚ

ගΠԛ௲୍ࡕӝ໒ፐໆ܌سගΠԛ௲୍ࡕӝ໒ፐໆ܌سගΠԛ௲୍ࡕӝ໒ፐໆ܌سගΠԛ௲୍ࡕӝ໒ፐໆ܌س

ፕፕፕፕǶǶǶǶ    

ςፕঅ҅ϩइᒵӵΠǺ 

1.ཥቚಃມᗺಃಃϖීঅ

ǺȐϖȑຼǵᏤৣࣁ҅

ਔ໔(ຼಃ 6ǵ参 )Ǵό

ளӼ௨ፐำǶ 

饋.ಃມᗺಃΒಃීঅ҅ࣁ 

ǺȐȑӚ໒ፐൂՏᔈ٩ፐำ 

ᆜाु܌ፐำ໒ፐǴ٠ԾՉ௨ 

 ፓፐӦǶڐϷࢤፐำਔۓ

҂ӈܭፐำᆜाϐፐำǴόள 

ӃՉ໒ፐǶਢीฝፐำܭᛝ 

ፎ௲୍ೀӕཀࡕ໒Ǵ٣ܭ٠ 

 Ƕ҅ံࡕ
   

 ཥቚϐ饋Կ4ҞӄմନǶុࡕ

 

3.ಃມᗺಃΒಃΒීঅ҅ 

 ᆛၡܭǺȐΒȑӚፐำനᒨᔈࣁ

ۈᒧ໒߃ 10 ϺǴֹ ԋ௲Ꮲε 

ᆜǴаճᏢғᒧፐୖԵǶ 

(௲ᏢεᆜୖԵԄӵߕҹΒ) 

 

Ϥ 
ಖЗ1饋λਔ߃ભ࡚௱૽ግ୷ҁૈΚ

 ᘖǴፎ  ፕǶߐҁਠᏢғࣁྣ
39 Ꮲ୍ೀ 

ྣਢ೯ၸǴவ 102ԃΕᏢғଆ

ಖЗ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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ගਢ 

ׇဦ 
ਢҗ 

।

ԛ 

ගਢ 

ൂՏ 
، 

ᖏ অ҅ҁਠ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Ƕ 40 ৣύЈ ྣਢ೯ၸǶ 

ᖏΒ 
অ҅ҁਠᒤৣၗғᒿߕ᠐অ

ಞ௲ػፐำբाᗺǶ 
53 ৣύЈ ྣਢ೯ၸǶ 

ᖏΟ 
অ҅ҁਠ௲ػᏢำᏢғి؎բा

ᗺǶ 
55 ৣύЈ ྣਢ೯ၸǶ 

    

ҴҴҴҴǵǵǵǵගਢፕගਢፕගਢፕගਢፕ    

ගਢගਢගਢගਢǵǵǵǵ101010101111----1111 ᏢයಃᏢයಃᏢයಃᏢයಃԛፐำԛፐำԛፐำԛፐำ(101.11.08(101.11.08(101.11.08(101.11.08))))،٣،٣،٣،٣ǴǴǴǴፎፎፎፎ    ਡഢਡഢਡഢਡഢǶǶǶǶ    
                        

(ගਢൂՏǺ௲୍ೀፐ୍ಔ) 

ᇥᇥᇥᇥ        ܴܴܴܴǺǺǺǺ٩ 93 Ꮲԃࡋಃ 1 Ꮲයಃ 3 ԛ௲୍೯ၸǴࣁගܹ٣ਏૈǴፐำӚගਢ،

٣ǴଌӕВௗុє໒ϐ௲୍ਡഢǴ٠ԾΠᏢԃࡋȐΐΜΟᏢԃࡋಃΒᏢයȑଆ

КྣᒤჴࡼǶ    
    

،،،،        ǺǺǺǺϒਡഢϒਡഢϒਡഢϒਡഢǶǶ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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ගਢගਢගਢගਢΒΒΒΒǵǵǵǵπᏢଣᆘՅࣽᏢ൩ᏢำπᏢଣᆘՅࣽᏢ൩ᏢำπᏢଣᆘՅࣽᏢ൩ᏢำπᏢଣᆘՅࣽᏢ൩ᏢำǴǴǴǴཥቚᆘՅബཥബፐำཥቚᆘՅബཥബፐำཥቚᆘՅബཥബፐำཥቚᆘՅബཥബፐำǴǴǴǴፎፎፎፎ    ਡഢਡഢਡഢਡഢǶǶǶǶ    
                        

(ගਢൂՏǺπᏢଣ) 

ᇥᇥᇥᇥ        ܴܴܴܴǺǺǺǺ    

1.ҁਢ 101 ԃ 10 Д 饋4 ВπᏢଣ 101 Ꮲԃࡋಃ 1 Ꮲයಃ 1 ԛፐำ೯ၸǶ 

饋.ҁଣቅଣߏҙፎ௲ػȨ101 ԃࡋεᏢਠଣബཥബಎਥीฝǺബཥബፐำ໒ᆶวीฝȩǴ

ᕇံշཥѠჾ 30 ϡǴ٩ीฝයำܭ 101 ᏢԃࡋଆǴ໒ȨᆘՅബཥബ 4 ᏢϩȩᒧঅፐำǴ

٠યΕҁଣȨᆘՅࣽᏢ൩ᏢำȩǶ    
3.ҁፐำ 101 ԃ 8 Д 饋0 ВπᏢଣᛝӃՉ໒ፐӧਢǴ٩ҁਠཥቚፐำೕۓǴံᒤ࣬ᜢՉࡹ

ำׇǶ 

4.ᔠߕঅ҅ࡕᆘՅࣽᏢ൩ᏢำȨ଼நᆶ҉ុғࢲಔȩፐᆜӵΠȋ 

國立臺東大學理工學院綠色科學就業學程課綱 

一一一一、、、、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程程程程(4 學分) 

二二二二、、、、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１8 學分） 

類別 科  目  名  稱 科目代碼 選別 學分 課程目標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綠色科學產業概論 

Introduction of Green 

Scientific Industry 

P201S101 必修 

2 

提供較低年級修課，初步認識綠色科學的相

關產業 

綠色科學產業職場實習 

Practice of career 

Scientific Industry 

P201S102 必修 

2 

提供較高年級修課，提供給已有專業素養的

同學，在本校專兼任教師的指導與業界教師

的帶領下，在職業場所實習。 

 
 
 
生態

產業

組 

生態學 Ecology P203S201 選修 3 生態學的原理與應用 

動物演化與分類 
Systematic Zoology 

P203S202 
選修 3 

以演化理論建立動物分類體系 

植物演化與分類 
Systematic Botany 

P203S203 
選修 3 

以演化理論建立植物分類體系 

昆蟲學演化與分類 
Systematic Entomology 

P203S204 
選修 3 

以演化理論建立昆蟲分類體系 

族群動態學 
Population Dynamics 

P203S205 
選修 3 

生物的族群計量及變遷趨勢 

海洋生態學 
Marine Ecology 

P203S206 
選修 3 

海洋生物與環境 

民族生態學 
Ethnoecology 

P203S207 
選修 3 

以人類學為基礎，探討不同人群文化與生態

環境的關係。 
陸域生態調查技術 
Investigation Technique 
of Terrestrial Ecology 

P203S208 
選修 3 

森林、草地、山地等陸域地區的生態調查技

術 

水域生態調查技術 
Investigation Technique 
of Aquatic Ecology 

P203S209 
選修 3 

海洋、溪流、湖沼、濕地等水域的生態調查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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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Sutainable Us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P203S210 
選修 3 

採集、狩獵、漁獵自然資源永續利用之職業。

生態農業 
Ecological Agriculture 

P203S211 
選修 3 

兼顧生態體系的農業生產、行銷及消費系統 

多元文化與生態社區營

造 
Multiculture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Community  

P203S212 

選修 3 

探討如何促進生態社區，強調多元文化觀點。

拜訪生態部落 
Worshipingly Visiting 
Ecological Tribes 

P203S213 
選修 3 

學習原住民部落敬拜大自然的文化，透過拜

訪促進智慧啟蒙與心靈成長。 

生態旅遊 Ecological 
Tour 

P203S214 
選修 3 

友善生態環境的旅遊產業之經營 

其他 Others P203S215   經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者 

 
 
 
 
 
生物

科技

組 

生物化學  Biochemistry P203S216 必修 3 了解生物之基本組成與生成代謝路徑 

綠色生物產業概論 
Introduction of Green 
Bio-Industry 

P203S217 
必修 2 

了解國內外綠色生物產業之概況€ 

生物科技專題與職場實

習 
Seminar of Biotech and  
Practice 

P203S218 

選修 2 

生物科技之專題研究或親身職場實習 

植物生理學 

Plant Physiology 

P203S219 
選修 3 

了解植物生長與生理等知識 

微生物學 Microbiology 
 

P203S220 
選修 3 

學習微生物之分類、構造、生理與應用等知

識 

農業生物科技概論 
Int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Bio-Tech 

P203S221 
選修 3 

了解農業生物科技之現況與技術發展 

細胞生物學 Cell BiologyP203S222 選修 3 了解細胞組成與細胞生理代謝機制 

綠色保健食品學  

Green Healthy Food Sci

ence 

P203S223 

選修 2 

了解綠色保健食品之產業現況與應用開發技

術 

天然物化學 

Natural Products Chemis

try 

P203S224 

選修 3 

了解天然物成分之特性與活性 

分子生物學 

Molecular Biology 

P203S225 
選修 3 

生物體之基因表現與調控機轉介紹 

發酵工程 

Fermentation Technolog

y 

P203S226 

選修 3 

應用微生物之各項發酵技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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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工程及生醫材料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Bio-medical Materials  

P203S227 

選修 3 

遺傳工程及生醫材料應用與介紹 

 
 
 
化學

檢驗

組 

分析化學 
Analytical Chemistry(1 

P203S228 
選修 3 

了解分析化學的基本原理漢和應用 

有機化學 
Organic Chemistry 

P203S229 
選修 3 

有機化學的介紹和應用 

儀器分析 
Instrumental Analysis 

P203S230 
選修 3 

各種化學儀器的介紹和應用 

農產品檢驗 
Agricultural Product Test 
 

P203S231 
選修 3 

各種農產品檢驗技術的介紹 

食品檢驗 
Foodstuffs Test 
 

P203S232 
選修 3 

各種食品檢驗技術的介紹 

環境檢測 
Environment Test 

P203S233 
選修 3 

環境檢驗技術的介紹 

儀器分析實驗 
Instrumental Analysis 
Experiment 

P203S234 
選修 2 

精密儀器的操作練習 

光電

科技

組 

能源科技 
Energy Technology 

P203S235 

選修 3 

介紹能源的產生與運用，講授新興的能源技

術，包括化石燃料的潔淨利用，燃料電池，

替代燃料，以及太陽能、風力、生質能等再

生性能源。同時，課程也會介紹能源與環境

之關聯性。 

光電元件 
Optoelectronic device 

P203S236 
選修 3 

了解各種光電元件之工作原理、設計、製作

與應用 

光學設計 Optical design P203S237 選修 3 了解太陽能電池模組中之光學設計原理 

太陽能電池 
Solar cell 

P203S238 

選修 3 

太陽電池串接及封裝方法、模組種類、太陽

電池模組設計、模組上之次元件介紹、模組

發電特性及參數介紹、模組驗證及接線方式Ƕ

電子電路設計 
Electronic Circuit Design 

P203S239 
選修 3 

了解各種能源科技中電子電路的設計與應用

層面。 
熱電技術 
Thermoelectric 
technology 

P203S240 
選修 3 

了解利用廢熱發電之原理與熱電相關材料 

固態物理 
Solid physics 

P203S241 
選修 3 

了解固態材料相關之基礎原理 

半導體物理 
Semiconductor physics 

P203S242 
選修 3 

了解半導體相關之基礎原理 

 

健康

與永

有機生活 

Organic Living 

P203S243 
選修 

2 綠色標章、食物里程、有機食品、採集、狩

漁獵與有機農業、有機生活要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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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生

活組 
生物分類學  

Biological Taxanomy 

P203S244 
選修 3 

動物分類、植物分類、昆蟲分類等學分可抵

免。 

珊瑚礁生態學 

Coral Reef Ecology 

P203S245 

選修 3 

認識珊瑚種類、分布及其珊瑚礁周遭的相關

生物， 

以綠島為課程主要學習對象與實習場域。 

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203S246 
選修 2 

瞭解人類與環境相處之道 

骨骼肌肉解剖學 
Musculoskeletal Anatomy 

P203S247 
選修 2 

瞭解人體肌肉與骨骼之解剖生理 

中醫理論與經絡學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Meridians 

P203S248 
選修 2 

瞭解中醫理論與經絡學 

經驗解剖學 
Experiential Anatomy 

P203S249 
選修 2 

從操作中瞭解人體構造與使用原理 

足部按摩 

Foot Massage 

P203S250 
選修 2 

足部按摩技術、理論及實務操作 

芳香養生 

Aroma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P203S251 

選修 2 

芳香精油的使用與精油調配技術 

指壓與按摩 

Shiazu and Massage 

P203S252 
選修 

2 指壓與按摩的原理、技術與實務操作 

身心整合理論與實務 

Som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P203S253 
選修 

2 身心整合之理論及學習運用呼吸與肢體操作

之技法 

綠色創新創業 

Innovation and 

Entreneurship 

P203S254 選修 4 技術創新、產品開發、市場通路經營、財務

資金管理到智慧財產規劃 

 

،،،،        ǺǺǺǺྣ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ǶǶ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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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正對照表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正對照表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正對照表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第六條規定及本校學則訂定

「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第五條規定及本校學則訂

定「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外國學生來

臺就學辦法

條次變更。 

第二條 本校所招收之外國學生係指具

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

國籍，於申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

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列規

定，於申請時並已連續居留海外

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

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

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

籍，於申請時已不具中華民

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

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

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接

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

發。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

第二條   本校所招收之外國學生係指具 

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於申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

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列規

定，於申請時並已連續居留海外

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

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

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

籍，於申請時已不具中華民

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

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

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接

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

發。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

依部頒辦法

增列各款不

列入海外連

續居留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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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

之外國國民，其自始未曾在臺

設有戶籍者，經教育部核准，

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期

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

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

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

連續居留，指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

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

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

海外居留期間計算： 

一、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

育部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二、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

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

中心，合計未滿二年。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

未滿二年。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來臺習，實習期間合計未

滿二年。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

籍，且於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提

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

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二項規定之限

制。 

府、機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

學之外國國民，其自始未曾

在臺設有戶籍者，經教育部

核准，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

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

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

月一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

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連續

居留，指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

間不得逾一百二十日。 

具 外 國國 籍並 兼具 中華 民 國 國

籍，且於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提出

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規定

申請入學，不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三條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

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

 依部頒辦法

增列曾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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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申請時於香港、澳門或海

外連續居留滿六年以上者，得依

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

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

十日。但符合前條第五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

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在國內停

留期間，不併入前項連續居留期間

計算。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

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

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得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

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

十日。但符合前條第五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

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

期間，不併入海外連續居留期間計

算。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六年，以

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

或八月一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定海外，準

用前條第五項規定。 

陸地區人民

具外國國籍

且為曾在臺

設有戶籍

者，或具外

國國籍兼具

香港或澳門

永久居留資

格且未曾在

臺設有戶籍

者 

,申請來臺

就學之規

定。 

第四條    外國學生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者，於完成其原申請入學就讀

之學程後，除申請碩士班以上

學程外，如繼續在臺就學者，

其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

學生相同。 

第三條   外國學生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者，於完成其原申請入學就讀

之學程後，除申請碩士班以上

學程外，如擬繼續在本校就

讀，其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

般學生相同。 

條次變更，

並依部頒辦

法 修 訂 文

字。 

第五條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名額採外

加方式辦理，以該學年度本校

國內招生核定名額外加百分

第四條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名額採外加

方式辦理，以該學年度本校國

內招生核定名額外加百分之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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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為限，並應併入當學年度

招生總名額報教育部核定。 

本校於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

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

者，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足。 

第一項招生名額，不含未具

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十為限，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

生總名額報教育部核定。 

本校於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

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

者，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足。 

第一項招生名額，不含未具正

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六條    本校外國學生之申請，應由各

系所自行訂定申請入學之成績標

準及甄試方式（含中文能力）。 

外國學生入學後，如中文程

度欠佳者，應自費補修中文，以

增進語文能力至修課程度。 

第五條   本校外國學生之申請，應由各

系所自行訂定申請入學之成績標準

及甄試方式（含中文能力）。 

外國學生入學後，如中文程度

欠佳者，應自費補修中文，以增進

語文能力至修課程度。 

條次變更 

第七條  申請入學本校之外國學生，應

於每年二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或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檢

具下列表件，逕向本校教務處申

請，以一個系所為限，逾期不予

受理，經審查或甄選合格者，發

給入學許可。註冊時，應檢附已

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四個月

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在校生

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

關保險證明文件。保險證明如為

國外所核發者應經我國駐外館

處驗證，如未投保者，應於註冊

時繳納保險費，由本校代辦投保

事宜。 

申請人應繳表件如下： 

 一、入學申請表一份。 

二、學歷證明文件： 

（一）大陸地區學歷：應依

大 陸 地 區 學 歷 採 認

辦法規定辦理。 

（二）香港或澳門學歷：應

第六條 申請入學本校之外國學生，應

於每年二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或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檢

具下列表件，逕向本校教務處

申請，以一個系所為限 

，逾期不予受理，經審查或甄選合

格者，發給入學許可。註冊時，應

檢附已於國外投保自入境當日起

至少四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

險或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證明文

件，國外之保險證明應經我國駐外

館處驗證，如未投保者，應於註冊

時繳納保險費，由本校代辦投保事

宜。 

申請人應繳表件如下： 

 一、入學申請表一份。 

二、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

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

簡稱駐外館處）驗證，

或 由 原 修 業 學 校 提 出

(密封逕寄本校)之外國

學校最高學歷或同等學

條次變更及

投保規定文

字修訂，並

依部頒辦法

修訂學歷證

明文件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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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香 港 澳 門 學 歷 檢

覈 及 採 認 辦 法 規 定

辦理。 

（三）其他地區學歷：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

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

同我國同級學校學

歷。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

區學歷，應依大學辦理

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

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

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

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

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

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

力證明，或政府、

大專校院或民間

機構提供全額獎

助學金之證明。 

四、系所規定之其他文

件。 

本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

請時，對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

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

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力證明文件及成績單一一一一

份（中、英文以外之語

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

本）。 

三、經駐外館處驗證或由金

融機構提出(密封逕寄

本校)足夠在臺就學之

財力證明。 

 四、系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第二款所定最高學歷證

明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其為外國

學校核發者，除海外臺灣學校外，

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

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

程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

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不受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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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

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

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

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

學程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

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不受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限制。 

第八條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

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

附設之雙語部（班）或私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

班畢業者，得持該校畢業證書

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前條

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四條及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

制。 

第七條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

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

設之雙語部（班）畢業者，得

持該校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

證明文件，依前條規定申請入

學，不受第三條及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條次變更及

依部頒辦法

修訂文字。 

第九條    各系所於每年五月間及十一

月間辦理初審，並於五月底前

及十一月底前將合格名單及

相關資料，送教務長交付審查

小組複審。 

第八條   各系所於每年五月間及十一月

間辦理初審，並於五月底前及

十一月底前將合格名單及相

關資料，送教務長交付審查小

組複審。 

條次變更 

第十條    為審查外國學生入學資格，應

成立審查小組，由教務長、研

發長、所長、系主任及學生事

務處代表組成之，教務長為召

集人，於每年六月底前及十二

月 底前召開審查會議。 

第九條   為審查外國學生入學資格，應

成立審查小組，由教務長、研

發長、所長、系主任及學生事

務處代表組成之，教務長為召

集人，於每年六月底前及十二

月底前召開審查會議。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入學申請每年審查二次，經審

查合格者，簽請校長核定後，

通知入學。 

本校應即時於教育部指定之外

國學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

登錄外國學生入學、轉學、

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

第十條   入學申請每年審查二次，經查 

合格者，簽請校長核定後，通

知入學。 

並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將已

註冊入學之外國學生列冊，

載明姓名、國籍、就讀年級、

入學系、所，並註明是否為

條次變更及

依部頒辦法

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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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分等情事。 臺灣獎學金或教育部補助各

校院之外國學生獎學金受獎

資料，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二條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回流

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

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已在

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者或

其就讀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

案核准之課程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回流

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

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已在臺領有

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或其就

讀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案核准

之國際性課程者，不在此限。 

條次變更及

依部頒辦法

修訂文字。 

第十三條   本校各系所在不影響教學情

況下，得參照本辦法酌收已在臺

領有外僑居留證之外國學生為

選讀生。 

選讀生之註冊入學與選課

手續，比照正式生辦理；其修

讀科目經考試及格，得由本校

核發學分證明。 

第十二條   本校各系所在不影響教學情

況下，得參照本辦法酌收已在臺

領有外僑居留證之外國學生為

選讀生。 

            選讀生之註冊入學與選課

手續，比照正式生辦理；其修讀

科目經考試及格，得由本校核發

學分證明。 

條次變更 

第十四條    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

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

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逾該

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

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年註

冊入學。 

外國學 生就學 應繳 之 費

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駐外館處推薦來臺就學

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

生，依本校所訂本國學生

收費基準。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

依協議規定辦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

由本校擬訂收費基準，報

教育部核定，並不得低於

同級私立學校收費基準。 

第十三條    外國學生到校時，已逾該學

年第一學期三分之一者，於第二

學期 註冊入學。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

用，由本校擬訂收費基準，報

教育部核定，並不得低於同級

私立學校收費基準。依第二條

第三項規定入學者，依協議規

定辦理。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

正施行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

育階段應繳之費用，仍依原規

定辦理。 

 

條次變更及

依部頒辦法

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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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中

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

行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育階

段應繳之費用，仍依原規定辦

理。 

第十五條   本校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

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作

協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外國

交換學生入學辦法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校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

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

協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外國

交換學生入學辦法另定之。 

條次變更及

依部頒辦法

修訂文字。 

第十六條    本校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

或其他特殊需求需成立外國學

生專班者，應依大學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相關規定，報教育

部核定。 

第十五條   本校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或

其他特殊需求需成立外國學生

專班者，應依大學總量發展規模

與資源條件相關規定，報教育部

核定。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本校涉及外國學生之招生宣

導、對外窗口，由研究發展處國

際事務中心負責；外國學生之入

學申請、學籍、學業等事項，由

教務處各組負責；外國學生之住

宿、獎助學金、醫療保險、居留、

身心輔導、語文及文化輔導等問

題，由學生事務處各組負責。 

本校於每學年度將不定期

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

園國際化，有助我國學生與外國

學生交流、互動之活動。 

第十六條  本校涉及外國學生之招生宣

導、對外窗口，由研究發展處學

術服務與交流組負責；外國學生

之入學申請、學籍、學業等事

項，由教務處各組負責；外國學

生之住宿、獎助學金、醫療保

險、居留、身心輔導、語文及文

化輔導等問題，由學生事務處各

組負責。 

            本校於每學年度將不定期

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

校園國際化，有助我國學生與外

國學生交流、互動之活動。 

條次變更及

依本校現行

行政組織，

修訂權責單

位。 

第十八條    本校為鼓勵外國學生來臺

就學，各單位得自行提撥經費設

置外國學生獎學金、助學金。 

外國學生肄業期間成績優

良者，得依各項獎學金申請辦

法向本校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

獎學金。 

第十七條  本校為鼓勵外國學生來臺就

學，各單位得自行提撥經費設置

外國學生獎學金、助學金。 

            外國學生肄業期間成績優

良者，得依各項獎學金申請辦法

向本校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獎

學金。 

修次變更 

第十九條    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

轉教育部許可在我國實習者，其

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畢

第十八條    外國學生畢業後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實

習者 

條次變更及

文字修訂，

並增加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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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後一年。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

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

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

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外國學生凡曾遭國內各大

專院校以操行、學業成績不及

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

致遭退學者，不得再依本辦法

申請入學，如違反規定經查屬

實者，取消其入學資格，不得

異議。 

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

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本校

或相關主管機關應即依規定處

理。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轉學方

式，與本國學生相同，依本校

「轉學生招生規定」辦理。但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性不

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

致遭退學者，不得轉學進入本

校就讀。 

，其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

至畢業後一年。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

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

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

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

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外國學生凡曾遭國內各

大專院校以操行、學業成績不

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

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再依本

辦法申請入學，如違反規定經

查屬實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不得異議。 

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

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本

校或相關主管機關應即依規

定處理。 

 

外國轉學生

規定。 

第二十條    外國學生如有休學、退學或

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學

校應通報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

學校所在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各服務站，並副知教育

部。 

第十九條    外國學生如有休學、退學或

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學

校應通報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

學校所在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各服務站，並副知教育

部。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之

處，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辦法及本校有關規則辦理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之處，依

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

本校有關規則辦理之。 

條次變更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報請教育部核定，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年一月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報請教育部核定，修正時亦

同。 

條次變更及

刪 除 第 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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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年一月六日經教務會議通過

修正之條文，自一○○年二月

一日施行。 

 

    
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修訂後全文修訂後全文修訂後全文修訂後全文))))    

95.01.05 9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95.01.26臺文字第0950010077號同意備查 

95.11.13 9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臨時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95.12.01臺文字第0950180356號函同意備查 

99.12.23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01.06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100.03.23臺文字第1000046284號函核定 

101.11.○○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六條規定及本校學則訂定「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

入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所招收之外國學生係指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 

並不具僑生資格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具外國國籍且符合下列規定，於申請時並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辦法

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

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分發。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民，其自始未曾在

臺設有戶籍者，經教育部核准，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連續居留，指

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

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居留期間計算： 

一、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術訓練專

班。 

二、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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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

日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二項規

定之限制。 

第 三 條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香港、澳

門或海外連續居留滿六年以上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前條第

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

間，不併入前項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

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前條第

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

間，不併入海外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

日計算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定海外，準用前條第五項規定。 

第 四 條  外國學生依本辦法申請入學者，於完成其原申請入學就讀之學程後，除申請碩士班以上

學程外，如繼續在臺就學者，其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第 五 條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以該學年度本校國內招生核定名額外加百分之

十為限，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額報教育部核定。 

本校於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

足。 

第一項招生名額，不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 六 條  本校外國學生之申請，應由各系所自行訂定申請入學之成績標準及甄試方式（含中文能

力）。 

  外國學生入學後，如中文程度欠佳者，應自費補修中文，以增進語文能力至修課程度。 

第 七 條  申請入學本校之外國學生，應於每年二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或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檢具下列表件，逕向本校教務處申請，以一個系所為限，逾期不予受理，經審查或甄選

合格者，發給入學許可。註冊時，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四個月效期之醫療及

傷害保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

核發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如未投保者，應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由本校代辦投保

事宜。 

申請人應繳表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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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入學申請表一份。 

二、學歷證明文件： 

（一）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二）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三）其他地區學歷：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

歷。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

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

金之證明。 

四、系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本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

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國各校

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不受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限制。 

第 八 條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班）或私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校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前條規

定申請入學，不受第四條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 九 條  各系所於每年五月間及十一月間辦理初審，並於五月底前及十一月底前將合格名單及相

關資料，送教務長交付審查小組複審。 

第 十 條  為審查外國學生入學資格，應成立審查小組，由教務長、研發長、所長、系主任及學生

事務處代表組成之，教務長為召集人，於每年六月底前及十二月底前召開審查會議。 

第十一條  入學申請每年審查二次，經審查合格者，簽請校長核定後，通知入學。本校應即時於教

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登錄外國學生入學、轉學、休學、退學或變更、

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第十二條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

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已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者或其就讀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案

核准之課程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本校各系所在不影響教學情況下，得參照本辦法酌收已在臺領有外僑居留證之外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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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選讀生。 

 選讀生之註冊入學與選課手續，比照正式生辦理；其修讀科目經考試及格，得由本校

核發學分證明。 

第十四條  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逾

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年註冊入學。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駐外館處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生，依本校所訂本國學生收

費基準。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理。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由本校擬訂收費基準，報教育部核定，並不得低於同

級私立學校收費基準。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育階

段應繳之費用，仍依原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校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作協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

外國交換學生入學辦法另定之。  

第十六條  本校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特殊需求需成立外國學生專班者，應依大學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相關規定，報教育部核定。 

第十七條  本校涉及外國學生之招生宣導、對外窗口，由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心負責；外國學生

之入學申請、學籍、學業等事項，由教務處各組負責；外國學生之住宿、獎助學金、醫

療保險、居留、身心輔導、語文及文化輔導等問題，由學生事務處各組負責。 

 本校於每學年度將不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園國際化，有助我國學生與

外國學生交流、互動之活動。 

第十八條  本校為鼓勵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各單位得自行提撥經費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助學金。 

  外國學生肄業期間成績優良者，得依各項獎學金申請辦法向本校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

獎學金。 

第十九條  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

畢業後一年。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或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外國學生凡曾遭國內各大專院校以操行、學業成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

致遭退學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入學，如違反規定經查屬實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不得異議。 

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本校或相關主管機關應即依規定處

理。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轉學方式，與本國學生相同，依本校「轉學生招生規定」辦理。但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性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轉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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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校就讀。 

第二十條  外國學生如有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學校應通報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及學校所在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服務站，並副知教育部。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之處，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及本校有關規則辦理之。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修正時亦同。 

 

    

،،،،        ǺǺǺǺྣ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ǶǶǶǶ    

    

    

    

    

ගਢගਢගਢගਢѤѤѤѤǵǵǵǵᔕঅ҅ᔕঅ҅ᔕঅ҅ᔕঅ҅ȨȨȨȨ୯ҥᆵܿε୯ҥᆵܿε୯ҥᆵܿε୯ҥᆵܿεᏢᏢғѦᇟૈΚྗჴࡼीฝᏢᏢғѦᇟૈΚྗჴࡼीฝᏢᏢғѦᇟૈΚྗჴࡼीฝᏢᏢғѦᇟૈΚྗჴࡼीฝȩǴȩǴȩǴȩǴፎፎፎፎ    ቩቩቩቩǶǶǶǶ    
                        

(ගਢൂՏǺ௲୍ೀ௲วύЈǵፐ୍ಔ) 

ᇥᇥᇥᇥ        ܴܴܴܴǺǺǺǺ    

1.୷ᘵૈΚԵࣁҁਠଯଯࡀᆶ௲ᏢڑຫीฝՉख़ᗺǶ 

饋.Ҟҁਠमᇟߐᘖࣁमᔠύભ߃၂Ϸ҂೯ၸᏢғঅȨमᇟૈΚቚૈȩፐำǴޣࡕ҂Ԗ

௲ᆶԋᕮԵຑБԄǴፐࡕᜤаຑᏢғࢂցၲډᔈԖૈΚǹЪࣁႴᓰᏢғЬᏢಞǴᔕஒ

ԵԋᕮયΕᏢғѦᇟૈΚᔠۓྗϐǴᏢයᡣ҂೯ၸҁਠߐᘖᏢғՉෳ၂Ǵа

ճ҂ٰଓᙫᇶᏤᆶፐำׯ๓ϐҔǶܭ٠ 10饋 ᏢԃࡋΕᏢᏢғଆҔǶ 

3.मᇟૈΚቚૈፐำ୍ 101 ᏢԃࡋଆᙯҗᇟقวύЈ܍ᒤǴচచЎ࣬ᜢፐำϣКჹϞբݤ

(୯ҥᆵܿεᏢᇟЎวύЈमᇟૈΚቚૈჴࡼीฝ(ߕҹǺ। 56))ᒿӕঅ҅Ƕ 

4.অ҅ϣӵΠǺ 

ᔕᔕᔕᔕ        ᒤᒤᒤᒤǺǺǺǺ೯ၸࡕǴഋਠߏਡࡕۓჴࡼǶ    

    

୯ҥᆵܿεᏢᏢғѦᇟૈΚྗჴࡼीฝ୯ҥᆵܿεᏢᏢғѦᇟૈΚྗჴࡼीฝ୯ҥᆵܿεᏢᏢғѦᇟૈΚྗჴࡼीฝ୯ҥᆵܿεᏢᏢғѦᇟૈΚྗჴࡼीฝ        অ҅ჹྣ߄অ҅ჹྣ߄অ҅ჹྣ߄অ҅ჹྣ߄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實施方式：本計畫所稱之外語係

指英語、日語、韓語、法語等；

國際學生及僑生得選擇以母語

以外之語文為其外語。本校各學

系得依其特色自訂學士班學生

外文能力畢業檢定資格，惟其最

低檢定標準如下： 

       … 

(八)、通過每學期英文會考，視

同通過本校英文最低檢定

標準。 

三、實施方式：本計畫所稱之外語係

指英語、日語、韓語、法語等；國

際學生及僑生得選擇以母語以外

之語文為其外語。本校各學系得依

其特色自訂學士班學生外文能力

畢業檢定資格，惟其最低檢定標準

如下： 

       … 

1.增加「英語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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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參加外語語文能力檢核未達

標準者，得於三年級上學期起，

依下列方式擇一完成： 

  1.修畢「英語能力增能」課程，不

列計畢業應修總學分數內及各

學期應修學分數上、下限，學生

須繳交費用，修習成績採「通

過」、「不通過」考評方式。 

  2.本校網路英檢系統自學或參加英

語能力增能輔導專班，及至通過

畢業檢定資格最低檢定標準，學

生不需繳費。 

 

四、學生參加外語語文能力檢核未達

標準者，得於三年級上學期起，依

下列方式擇一完成： 

  1.修畢「英語能力增能」課程 2 學分

/2 小時，不列計畢業應修總學分

數內，學生須繳交學分費，於各

學期網路初選期間選課，修習成

績採「通過」、「不通過」考評方

式，修習學分列計各學期應修學

分數上、下限，且不得申請終止

學習。 

  2.本校網路英檢系統自學或參加英

語能力增能輔導專班，及至通過

畢業檢定資格最低檢定標準，學

生不需繳費。 

 

英語能力增能

課程修正為無

學分。 

նΕψ౨Ժᏺ౨ωᓰ࿓հၲᓰֱ

 Κڤ

  1.۞ 99 ᖂڣ৫ԵᖂᖂسದΔᖂس

ધᙕृΔլ᧭ྒྷࡳᛀ؆ڶآ

ଥߢ࿇୶խ֨ၲψ

౨Ժᏺ౨ωᓰ࿓Ζ 

  2.ၲᓰ֗ۯᓰփ୲Κط֮࿇

୶խ֨֗ભ֮ᖂߓቤ֗

ᆤٚஃᇷΔٺᖂཚᓰඒஃհඒ

ᖂՕጼႊᆖط֮࿇୶խ֨֗

ભ֮ᖂߓᓰ࿓ᄎᤜᐉுຏ

መΖ 

  3.ᓰ࿓ழ֗ԳᑇΚၜԫ~քΕޢ

ఄ 35 Գ~45 ԳΖ 

 

նΕψ౨Ժᏺ౨ω(科目代碼：

URC3B001)課程之ၲᓰֱڤΚ 

  1.۞ 99 ᖂڣ৫ԵᖂᖂسದΔᖂآس

ڶ؆ᛀྒྷࡳ᧭ધᙕृΔլ

ଥ教務處ၲψ౨Ժᏺ౨ω

ᓰ࿓Ζ 

  2.ၲᓰ֗ۯᓰփ୲Κ֗ࢬߓط

ຏᢝඒߛխ֨ቤ֗ᆤٚஃᇷΔ

教務處彙整及規劃開課，ٺᖂཚ

ᓰඒஃհඒᖂՕጼႊᆖࢬߓط

֗ຏᢝඒߛխ֨հᓰ࿓ᄎᤜᐉு

ຏመΖ 

  3.ၲᓰழ֗ԳᑇΚၜԫ~ն第

11~14 節Εఄޢ 20 Գ~40 ԳΖ 

 

1.開課單位修

正為語言發

展中心。 

2.課程由語文

發展中心及

英美語文學

系規劃。 

3.課程時段及

人數修正。 

քΕீءጻሁᛀߓอ۞ᖂࢨף

౨Ժᏺ౨᎖ᖄറఄΔطඒ೭

ඒᖂ࿇୶խ֨ຂቤ֗ၲ

ఄΔ౨Ժᏺ౨᎖ᖄറఄא

 ᚌ٣ᗴᙇΖسᖂ్ڣ

 

քΕீءጻሁᛀߓอ۞ᖂࢨף

౨Ժᏺ౨᎖ᖄറఄΔطඒ೭

֗ඒᖂፖᖂխ֨ຂቤ֗ၲ

ఄΔ౨Ժᏺ౨᎖ᖄറఄא

 ᚌ٣ᗴᙇΖسᖂ్ڣ

 

舉辦單位依現

行正確單位修

正。 

    

୯ҥᆵܿεᏢ୯ҥᆵܿεᏢ୯ҥᆵܿεᏢ୯ҥᆵܿεᏢᏢғᏢғᏢғᏢғѦѦѦѦᇟૈΚᇟૈΚᇟૈΚᇟૈΚྗྗྗྗჴࡼीฝჴࡼीฝჴࡼीฝჴࡼीฝ 

҇୯ 95 ԃ 6 Д 1В௲୍೯ၸ 
҇୯ 98 ԃ 10 Д 01 В௲୍অ҅೯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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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୯ 98 ԃ 11 Д 饋6 В௲୍অ҅೯ၸ 
҇୯ 99 ԃ 08 Д 饋5 В௲୍অ҅೯ၸ 
҇୯ 99 ԃ 11 Д 18 В௲୍অ҅೯ၸ 
҇୯ 99 ԃ 1饋 Д 饋3 В௲୍অ҅೯ၸ 
҇୯ 101 ԃ 9 Д 饋参 В௲୍অ҅೯ၸ 

 

ǵ٩    ᏵǺҁीฝ٩Ᏽ௲ػΐΜԃѤДΟВѠ(ΐ O)ଯ(Ѥ)ӷಃΐ O O ѤϖΐΒΒဦڄϷ௲

ػ 饋005-饋008 ௲ࡹࡼػЬືՉीฝुۓϐǶ  

ΒǵҞ    ޑǺࣁуமᏢғѦᇟЎྎ೯ૈΚǴᘉ୯ሞຎഁǴкϩวචወૈԶගϲ҂ٰวᝡݾ

ΚǶ  

ΟǵჴࡼБԄǺҁीฝ܌ᆀϐѦᇟ߯ࡰमᇟǵВᇟǵᗬᇟǵݤᇟǹ୯ሞᏢғϷႾғளᒧа҆ᇟ

аѦϐᇟЎځࣁѦᇟǶҁਠӚᏢسளځ٩ՅԾुᏢγᏢғѦЎૈΚᔠۓၗ

ǴோځനեᔠۓྗӵΠǺ 

()ӄ҇मᔠȐGEPTȑǺύભ߃၂Ȑ֖ȑаǶ 

              (Β)ԎᅽȐરȑȐTOEFL-ITPȑǺ45参 ϩȐ֖ȑаǶ 

(Ο)ႝတԎᅽȐTOEFL-CBTȑǺ13参 ϩȐ֖ȑаǶ 

              (Ѥ)ᆛၡԎᅽȐInternet-based TOEFLȑǺ54 ϩȐ֖ȑаǶ 

              (ϖ)ӭෳᡍȐTOEICȑǺ550 ϩȐ֖ȑаǶ 

              (Ϥ)IELTS ᠋ᇥ᠐ቪࣣၲډ 4.0 аǶ 

              (Ύ)ځд࣬ӕભϐѦᇟૈΚෳᡍȐӵ߄ߕȑǶ 

              (Ζ)೯ၸᏢයमЎԵǴຎӕ೯ၸҁਠमЎനեᔠۓྗǶ 

 

ѤǵᏢғୖуѦᇟᇟЎૈΚᔠਡ҂ၲྗޣǴளܭΟԃભᏢයଆǴ٩ΠӈБԄֹԋǺ 

  1.অȨमᇟૈΚቚૈȩፐำǴόӈीᔈঅᕴᏢϩኧϣϷӚᏢයᔈঅᏢϩኧǵΠज़ǴᏢғ

ᛦҬҔǴঅಞԋᕮ௦Ȩ೯ၸȩǵȨό೯ၸȩԵຑБԄǶ 

  饋.ҁਠᆛၡमᔠسԾᏢୖ܈уमᇟૈΚቚૈᇶᏤǴϷԿ೯ၸᔠۓၗനեᔠۓྗǴ

ᏢғόሡᛦǶ 

 

ϖǵȨमᇟૈΚቚૈȩፐำϐ໒ፐБԄǺ 

  1.Ծ 99 ᏢԃࡋΕᏢᏢғଆǴᏢғ҂ԖѦᇟᔠۓෳᡍइᒵޣǴόளঅಞᇟقวύЈ໒Ȩम

ᇟૈΚቚૈȩፐำǶ 

  饋.໒ፐൂՏϷፐϣǺҗᇟЎวύЈϷमऍᇟЎᏢسೕჄϷငҺৣၗǴӚᏢයፐ௲ৣϐ௲

ᏢεᆜҗᇟЎวύЈϷमऍᇟЎᏢسፐำቩਡ೯ၸǶ 

  3.ፐำਔࢤϷΓኧǺຼ~Ϥǵ 35 Γ~45 ΓǶ 

 

ϤǵҁਠᆛၡमᔠسԾᏢୖ܈уमᇟૈΚቚૈᇶᏤǴҗ௲୍ೀ௲ᏢวύЈॄೢೕჄϷ໒

ǴमᇟૈΚቚૈᇶᏤаଯԃભᏢғᓬӃᑔᒧǶ 

 

ΎǵҁਠߚमऍᇟЎᏢسᏢғǴܭΕᏢςၲډΠӈྗҺаޣǴёխঅεमЎǶ 

    मऍᇟЎᏢسᏢғϐྗǴҗ၀سќुϐǶ 

Ȑȑӄ҇मᇟૈΚϩભᔠۓԵ၂--GEPT:  ύଯଯଯଯભፄ၂(֖)а 

ȐΒȑԎᅽȐTOEFLȋITPȑ: 5饋参5饋参5饋参5饋参 ϩ(֖)аǶ 

ȐΟȑႝတԎᅽȐTOFELȋCBTȑ:    11119参9参9参9参 ϩ(֖)аǶ 

 (Ѥ) ᆛၡԎᅽȐInternet-based TOEFLȑǺ65656565 ϩȐ֖ȑа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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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ϖȑIELTS ᠋ᇥ᠐ቪࣣၲډ 5.55.55.55.5 аǶ 

ȐϤȑӭෳᡍȐTOEICȑ: 参参参参50505050 ϩ(֖) аǶ 

ȐΎȑځд࣬ӕભϐѦᇟૈΚෳᡍȐӵ߄ߕȑǶ 

 

Ζǵς೯ၸӚ࣬ᜢѦᇟૈΚᔠෳޣǴܭᏢය໒ᏢࡕΒຼϣஒԋᕮܴЎҹଌҁਠຏнಔฦᒵǴ

аբࣁ೯ၸѦᇟૈΚߐᘖϐ٩ᏵǶ 

 
ΐǵჴࡼਔ໔ϷჹຝǺΐΜϤᏢԃࡋଆΕᏢཥғ(᠋ǵຎǵᇟምምᛖᏢғڗ٠ளЋнޣǴளόڙ

Ԝߐᘖϐज़ڋȑǶ 
 
Μǵҁीฝ௲୍೯ၸǴഋፎਠߏਡࡕۓჴࡼǴঅ҅ਔҭӕǶ 

Ȝ߄ߕȝځѬѦᇟനեᔠਡྗ 

ᇟЎ 
೯ၸྗ / 

CEF ᇟૈقΚୖԵࡰ 

ෳᡍᇥܴ 

(1.ෳᡍЬᒤൂՏ 饋.ૈΚભҗଯʈե) 

  դᇟߓ
ಃΒભ 

CEF ᇟૈقΚୖԵࡰǺB1 

 ǶسդᇟЎᏢߓεᏢݯࡹЬᒤൂՏǺۓЎᔠߓ.1

饋.ૈΚભǺಃѤભʈಃΟભʈಃΒભʈಃભ 

߮ᇟ  
ಃΒભ TORFL-饋 

CEF ᇟૈقΚୖԵࡰǺB饋 

1.߮ᇟૈΚෳᡍ TORFL (Test of Russian as a Foreign 

Language)ЬᒤൂՏǺ߮ᛥථᖄٖ௲ػϷࣽᏢ߮ᇟૈ

ΚෳᡍύЈǶ 

饋.ૈΚભǺಃѤભʈಃΟભʈಃΒભʈಃભʈ୷

ᘵભʈ߃ભ 

Вᇟ  
ВЎᔠۓΒભ 

CEF ᇟૈقΚୖԵࡰǺN3 

1.ВҁᇟૈΚෳᡍЬᒤൂՏǺҬڐࢬૼہᇟ૽قግ

ෳᡍύЈǶ 

ВҁᇟૈΚ၂ᡍኳᔕԵ၂ЬᒤൂՏǺȐВҁȑߐ௲

 εཥਜֽǶૼہހрػ

饋.ૈΚભǺN1ʈN饋ʈN3ʈN4ʈN5 

ᗬᇟ  
ύભ(Ѥભ) 

CEF ᇟૈقΚୖԵࡰǺB饋 

1.ᗬ୯ᇟЎૈΚෳᡍ TOPIK(Test of Proficiency in 

Korean)ЬᒤൂՏǺᎫѠчᗬ୯ж߄Ƕ 

饋.ૈΚભǺଯભ(6ǵ5 ભ)ʈύભ(4ǵ3 ભ)ʈ߃ભ

(饋ǵ1 ભ) 

βԸځᇟ  
βԸځЎᔠۓ B1 

CEF ᇟૈقΚୖԵࡰǺB1 

1.βЎᔠۓЬᒤൂՏǺݯࡹεᏢβԸځᇟЎᏢسǶ 

饋.ૈΚભǺC饋ʈC1ʈB饋ʈB1ʈA饋ʈA1 

  ᇟݤ

TCF 3 ભ (Test de Connaissance 

du Français) 

CEF ᇟૈقΚୖԵࡰǺB1 

1.TCF Ե၂ЬᒤൂՏǺѠݤ୯ЎϯڐǶ 

饋.ૈΚભǺ 6ʈ5ʈ4ʈ3ʈ饋ʈ1 

ቺᇟ  
Zertifikat Deutsch B1 

CEF ᇟૈقΚୖԵࡰǺB1 

1.Ե၂ЬᒤൂՏǺቺ୯ЎϯύЈǵᇟ૽قግෳᡍύЈ

ൂՏǶ 

饋.ૈΚભǺ C饋ʈC1ʈB饋ʈB1ʈA饋ʈ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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ՋУᇟ  

Dele ෳᡍ 

Diploma de EspanolȐNivel 

Inicialȑ 

CEF ᇟૈقΚୖԵࡰǺB1 

1.Dele ෳᡍЬᒤൂՏǺ༞Υථ୯ৎᇟقᔠۓύЈہ

ૼЎᝯѦᇟᏢଣǶ 

饋.ૈΚભǺDiploma de Espanol (Nivel Superior) 

ʈ Diploma de Espanol (Nivel Intermedio) ʈ 

Diploma de Espanol (Nivel Inicial) 

ᇟ  
ᇟЎૈΚෳᡍύ 3 ભ 

CEF ᇟૈقΚୖԵࡰǺB饋 

1.ෳᡍЬᒤൂՏǺ୯ৎᇟෳᡍπբہǶ 

饋.ૈΚભǺଯ(参ǵ6ǵ5)ʈύ(4ǵ3)ʈ߃(饋ǵ

1)ʈ୷ᘵ 

    

 

    

،،،،        ǺǺǺǺҁਢҁਢҁਢҁਢǶǶǶǶ    

    

    

ගਢගਢගਢගਢϖϖϖϖǵǵǵǵᔕঅ҅ᔕঅ҅ᔕঅ҅ᔕঅ҅ȨȨȨȨ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ȩǴȩǴȩǴȩǴፎፎፎፎ    ቩቩቩቩǶǶǶǶ    
                        

(ගਢൂՏǺ௲୍ೀፐ୍ಔ) 

ᇥᇥᇥᇥ        ܴܴܴܴǺǺǺǺ    
Ǵᔕঅ҅Ȩ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ڋ๓ᐒֹࣁ׳ҥࡌϐၮբǴݤΑуமပჴ௨ፐǵ໒ፐᒤࣁ.1

 ȩǶݤ

饋.ङඳᇥܴӵΠǺ 

 （1）101.1 Ꮲය (܌)س ໒ፐໆǵ໒ፐਔኧೕጄϷຬၸਔኧཀـी߄ 

 Ӝᆀ܌س

101.1 

ભ

ኧ 

Ꮲයೕጄ

໒ፐਔኧ

ᕴໆ 

(٩ჴሞ

ભኧඤ

ᆉ) 

 ਔኧໆ܌س

(ᒧፐ่״) 

ຬ 

ၸ 

ਔ 

ኧ 

 ᇥܴـຬਔኧ--ཀ܌س

ҁਠ௨ፐϷ໒ፐᒤݤҴǵ໒ፐដᗺਔኧज़ೕጄϐ

ǵεᏢǺ٩ᏵȨ୯ҥᆵܿεᏢӚൂՏ໒ፐដ

ᗺኧज़ೕጄୖྣ߄ȩᒤǹൂՏӵຬၸដᗺ

ኧज़ 10%ϣ໒ፐǴᔈܭԛᏢයံىǴோаӚᏢ

ԃࡋϣፓࣁज़ǶΒǵࣴ܌زǺᅺγᏢයа

饋1 ঁដᗺࣁচ߾Ƕ 

௲4 53 49 4 سػ ᛝևᕴໆΠᏢයԌӣ 4 λਔ  

   3参 41 4 3 س௲ޗ

ЎҶ8 16 1 س     

ᡏ56 54 4 سػ 饋   

௲44 50 4 س     

Ѵ௲4 س 参0 参9 9   

ኧ൞Ў௲

 س
饋 33 饋4     

ऍೌ4 س 
参饋 

(HAI+HSC) 
63+参.5+饋.5=参3 1 

ଣӅᒧǺ15 ԛ/ΓЎ 6  饋.5=س

πբ࠻Ǻ参5(Γ)*0.1=参.5 

ᇟ4 س 
65 

(HCL+HSC) 
参饋+饋.5=参4.5 9.5 

ଣӅᒧǺ15 ԛ/ΓЎ 6  饋.5=س

ᛝևᕴໆΠᏢයԌӣ 9.5 λ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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मऍ4 س 
83 

(HEN+HSC) 
80+饋.5=8饋.5   

ଣӅᒧǺ15 ԛ/ΓЎ 6  饋.5=س

ᛝևںࣁ 83 λਔ(֖ଣ)  

ॣ4 س 
参1 

(HMU+HSC) 
63+饋.5=65.5   

ଣӅᒧǺ15 ԛ/ΓЎ 6  饋.5=س

Ј4 س 
参饋 

(HDS+HSC) 
5饋+饋.5=54.5   

ଣӅᒧǺ15 ԛ/ΓЎ 6  饋.5=س

Ϧس٣ 饋 
33 

(HPC+HSC) 
饋4+饋.5=饋6.5   

ଣӅᒧǺ15 ԛ/ΓЎ 6  饋.5=س

ᔈࣽ8 س 
13饋 

(SAP+SEC) 
105+11=116     

ၗᆅ4 س 
65 

(SIM+SEC) 
54+6=60     

ၗπ8 س 
130 

(SIE+SEC) 
114+15=1饋9     

ኧᏢ4 س 
65 

(SMA+SEC) 
49+参=56     

ғࣽ4 س 
6参 

(SLS+SEC) 
64+4=68 1   

೯ፐำ

UGE(֖

ભ

ፐ) 

参0  306 饋93   (ό֖ै૽) 

ৣጄᏢଣ

Ӆᒧ 
饋1  95 100 5 ᛝևᕴໆΠᏢයԌӣ 5 λਔ  

λ௲Ꮲำ 1   6     

௲Ꮲำ 1   14     

Ѵ௲Ꮲำ 1   11     

 

Ȑ饋ȑ101 Ꮲԃࡋಃ 饋 Ꮲය໒ፐǵᒧፐբਔำំ߄ (চਢ) 

ֹ ԋ В ය π բ  Ҟ ഢ ຏ 

11/14(Ο) 
೯ޕӚֹ܌سԋЍජѦس໒

ፐ 
  

11/饋1(Ο) Ӛֹ܌سԋЍජѦس໒ፐ 
ǴЬᆅਡകଌፐ߄໒ፐំسЍජѦ܌س

୍ಔ༼Ƕ 

11/饋饋(Ѥ)ɴ11/饋6() 
༼ֹԋЍජѦسፐ٠߄ϩ

ଌӚ܌س 
  

11/饋参(Β)~1饋/11(Β) Ӛֹ܌سԋ܌Ԗፐำ໒ፐ 
܌س 101.饋 Ꮲය໒ፐំ߄ǴЬᆅਡകଌ

ፐ୍ಔ༼Ƕ 

11/饋参(Β)~1饋/11(Β) ௲ৣ௲Ꮲεᆜ   

1饋/1饋(Ο)~1饋/饋8(ϖ) ֹԋӄਠፐ߄ ፐ୍ಔ༼ϷፂፓፐϐڐፓǶ 

1饋/13(Ѥ) є໒ᖏਔਠፐำ ᔠਡڐ 101.饋 ፐำ 

1饋/31()~1/11(ϖ) ӄਠᏢғᆛ༤เ௲Ꮲୢڔ 

 ԖࣽҞ֡ሡ༤เֹǶ܌.1

饋.ֹԋ௲Ꮲୢڔ༤เޣǴ饋/饋4(В)ଆ໒ۈу

ଏᒧǹ҂ֹԋ༤เޣǴ饋/饋参(Ο)ଆۈள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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ଏᒧǶ 

1/参() ӄਠፐำᆛϦ   

1/参()~1/18(ϖ) ፐ୍ಔᆛၡ߃ᒧෳ၂   

1/饋8()~饋/8(ϖ) ᆛၡ߃ᒧ  1/饋8()08:00 Կ 饋/8(ϖ)饋3:30 ЗǶ 

饋/19ȐΒȑ ᆛၡ߃ᒧ่݀Ϧ   

饋/饋1(Ѥ) ፐำᔠਡڐ є໒Γኧ҂ၲ 1/饋Ǵଶ໒ፐำբ 

饋/饋4(В)~3/饋(В)   

 
ᆛၡуଏᒧ 

1.饋/饋4(В)08Ǻ00 Կ 3/饋(В)饋3Ǻ30 ЗǶ  

饋.Вٿ໘ࢤ;В໔໘ࢤவ 0参Ǻ00 Կ 18Ǻ00Ǵ

ࢤ໔໘ڹ 19Ǻ00 Կ႖В 06Ǻ00Ƕځ໔ 18Ǻ

00~19Ǻ00 Ϸ 06:00~0参:00 ኩଶуଏᒧǴ

ᒧࢤ໘ϦѲࡕۈᒧፐ໒ࢤΠ໘ܭ٠

ፐ่݀Ƕ  

3.ᏢғளຬঅǵၠسᒧፐǴՉᒧፐ่݀

ᑔᒧਔד٩ᜫׇǵӕ܄፦ፐำςᒧచҹ

մନǶ 

饋/饋5() 

 
҅Ԅፐ(֖ຏнВ)   

饋/饋5()~3/1(ϖ)  

 
௲ৣᆛၡቚᚐуᒧ 

1.饋/饋5()08Ǻ00 Կ 3/1(ϖ)饋3Ǻ30 ЗǶ  

饋.ᏢғܭȨᆛၡуᒧ҂ԋфȩЪȨ၀ፐำς

ᚐᅈȩޑΠǴளගр௲ৣᆛၡቚᚐу

ᒧҙፎǶ  

3.௲ৣ൩ᆛၡҙፎᏢғӜൂǴܭ௲࠻ёય

ΓኧᚐࡋϣǴቩਡᏢғϐҙፎǶ  

4.Ꮲғቚᚐуᒧԋфፐำа 3 ڙज़ǶЪࣁߐ

ຬঅǵፂϷӕ܄፦ፐำςᒧచҹϐज़ڋǶ

3/饋(Ϥ) 

 
௲ৣቚᚐуᒧ่݀Ϧ 

௲ৣቚᚐуᒧόϩ໘ࢤǴܭ 3/饋(Ϥ)0参Ǻ

00 Ϧ่݀Ƕ 

3/4()~3/6(Ο)  

 

໒ፐ(܌)سϷ೯ύЈڙ

ਸঁਢуଏᒧ 

1.3/4()08Ǻ00~3/6(Ο)1参Ǻ00 ЗǶ  

饋.Ꮲғ಄ӝచҹޣǴࢳ໒ፐൂՏ(܌سǵ೯

ύЈ)ගрਜय़ҙፎǶ  

3.ᏢғϝόёեܭΠज़ǵຬঅǵፂϷख़ፄ

অፐǶ 

3/11()ǵ3/18()   

 
ᒧፐమൂਡჹ 

1.3/11()ᒧፐమൂϩଌ܌سᙯวᏢғዴᇡ

ᛝӜ 

 3/18()܌س༼ଌҬፐ୍ಔ੮Ӹ  

饋.ᒧፐ่݀ӵԖᇤǴፎᏢғᒃࢳፐ୍ಔᒤ

҅׳Ƕ 

3/19 วᛦൂǵ3/饋9 ᛦ

ډය   
  

 

Ȑ3ȑ101 Ꮲԃࡋಃ 饋 Ꮲය໒ፐǵᒧፐբਔำំ߄(Ⴃۓঅ҅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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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ԋ В ය π բ  Ҟ ഢ ຏ 

11/14(Ο) 
೯ޕӚֹ܌سԋЍජѦس໒

ፐ 
  

11/饋1(Ο) Ӛֹ܌سԋЍජѦس໒ፐ 
ǴЬᆅਡകଌፐ߄໒ፐំسЍජѦ܌س

୍ಔ༼Ƕ 

11/饋饋(Ѥ)ɴ11/饋6() 
༼ֹԋЍජѦسፐ٠߄ϩ

ଌӚ܌س 
  

11/饋参(Β)~1饋/11(Β) Ӛֹ܌سԋ܌Ԗፐำ໒ፐ 
܌س 101.饋 Ꮲය໒ፐំ߄ǴЬᆅਡകଌ

ፐ୍ಔ༼Ƕ 

11/饋参(Β)~1饋/11(Β) ௲ৣ௲Ꮲεᆜ   

1饋/1饋(Ο)~1饋/饋8(ϖ) ֹԋӄਠፐ߄ ፐ୍ಔ༼ϷፂፓፐϐڐፓǶ 

1饋/13(Ѥ) є໒ᖏਔਠፐำ ᔠਡڐ 101.饋 ፐำ 

1饋/31()~1/11(ϖ) ӄਠᏢғᆛ༤เ௲Ꮲୢڔ 

 ԖࣽҞ֡ሡ༤เֹǶ܌.1

饋.ֹԋ௲Ꮲୢڔ༤เޣǴ饋/饋4(В)ଆ໒ۈу

ଏᒧǹ҂ֹԋ༤เޣǴ饋/饋参(Ο)ଆۈளу

ଏᒧǶ 

1/参() ӄਠፐำᆛϦ   

1/参()~1/18(ϖ) ፐ୍ಔᆛၡ߃ᒧෳ၂   

1/饋8()~饋/4() ᆛၡ߃ᒧ 1/饋8()08:00 Կ 饋/4()饋3:30 ЗǶ 

饋/19ȐΒȑ ᆛၡ߃ᒧ่݀Ϧ   

饋/饋1(Ѥ) ፐำᔠਡڐ є໒Γኧ҂ၲ 1/饋Ǵଶ໒ፐำբ 

饋/饋4(В)~3/饋(Ϥ) ᆛၡуଏᒧ 

1.饋/饋4(В)08Ǻ00 Կ 3/饋(Ϥ)饋3Ǻ30 ЗǶ  

饋.В໘;ࢤВ໘ࢤவ 08Ǻ00 Կ႖В 06Ǻ

00Ƕځ໔ 06Ǻ00~08Ǻ00 ኩଶуଏᒧǴ٠

ᒧፐࢤ໘ϦѲࡕۈᒧፐ໒ࢤΠ໘ܭ

่݀Ƕ  

3.3/饋(Ϥ)ಃΎ໘ࢤᒧፐѝૈуᒧǴόёଏ

ᒧǶ  

4.ᏢғளຬঅǵၠسᒧፐǴՉᒧፐ่݀

ᑔᒧਔד٩ᜫׇǵӕ܄፦ፐำςᒧచ

ҹմନǶ 

饋/饋5() ҅Ԅፐ(֖ຏнВ)  

3/4()~3/8(ϖ) 

௲ 

ৣ 

ቚ 

ᚐ 

у 

ଏ 

ᒧ 

ᆶ 

 

ਸ 

у 

ଏ 

௲ৣቚᚐуଏᒧ 

1.3/4()08Ǻ00~3/8(ϖ)16Ǻ00 ЗǶ 

饋.ᏢғܭȨᆛၡуᒧ҂ԋфȩЪȨ၀ፐำς

ᚐᅈȩޑΠǴளගр௲ৣᆛၡቚᚐу

ᒧҙፎǶ 

3.௲ৣ൩ᆛၡҙፎᏢғӜൂǴܭ௲࠻ёય

ΓኧᚐࡋϣǴቩਡᏢғϐҙፎǶ 

4.Ꮲғቚᚐуᒧԋфፐำа 3 ڙज़ǶЪࣁߐ

ຬঅǵፂϷӕ܄፦ፐำςᒧచҹϐज़

 Ƕڋ

໒ፐ(܌)سϷ೯ύЈڙ

ਸуଏᒧ 

1.3/4()08Ǻ00~3/8(ϖ)16Ǻ00 ЗǶ 

饋.Ꮲғ಄ӝచҹޣǴࢳ໒ፐൂՏ(܌سǵ೯

ύЈ)ගрਜय़ҙፎ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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ᒧ 3.ᏢғϝόёեܭΠज़ǵຬঅǵፂϷख़ፄ

অፐǶ 

3/9(Ϥ) 

௲ৣቚᚐуଏᒧǵ໒ፐ(܌)س

Ϸ೯ύЈڙਸуଏᒧ

่݀Ϧ 

௲ৣቚᚐуଏᒧǵ໒ፐ(܌)سϷ೯ύЈڙ

ਸуଏᒧόϩ໘ࢤǴܭ 3/9(Ϥ)0参Ǻ

00 Ϧ่݀Ƕ 

3/11()ǵ3/18() ᒧፐమൂਡჹ 

1.3/11()ᒧፐమൂϩଌ܌سᙯวᏢғዴᇡ

ᛝӜ 3/18()܌س༼ଌҬፐ୍ಔ੮ӸǶ

饋.ᒧፐ่݀ӵԖᇤǴፎᏢғᒃࢳፐ୍ಔᒤ

҅׳Ƕ 

3/19 ᇙբࣴزғᏢϩ

ᛦൂǵ3/饋9 ᛦډය 
 

ፐ୍ಔ໒زࣴܫғᏢϩᛦൂΠၩǵӈ

ӑǴܭ٠ᆛ।Ϧૻ৲ 

 

Ȑ4ȑ101 Ꮲԃࡋಃ 饋 ᏢයᒧፐբБਢ 

  ໒ᏢΟຼ ໒Ꮲಃຼ ໒ᏢಃΒຼ 

চਢ ᆛၡ߃ᒧ(ΒຼǴ14 Ϻ) 
ᆛၡуଏᒧ(ຼǴ参 Ϻ) 

௲ৣቚᚐуଏᒧ(5 Ϻ) 
ਸঁਢуଏᒧ(3 Ϻ) 

ਢ ᆛၡ߃ᒧ(ຼǴ参 Ϻ) ᆛၡуଏᒧ(ຼǴ参 Ϻ) 
௲ৣቚᚐуଏᒧ(5 Ϻ) 

ਸঁਢуଏᒧ(5 Ϻ) 

 

Ȑ5ȑ101 Ꮲԃࡋಃ 饋 ᏢයᒧፐբБਢࢬำ 

 
 

 

Ȑ6ȑ໒ፐ(܌)سϷ೯௲ػύЈڙਸঁਢуଏᒧំ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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ᏢϩኧᏢϩኧᏢϩኧᏢϩኧ    

όىόىόىόى 
ёຬঅёຬঅёຬঅёຬঅ 

ᏢғঁᏢғঁᏢғঁᏢғঁ    

ΓӢનΓӢનΓӢનΓӢન 

௲ৣቚ௲ৣቚ௲ৣቚ௲ৣቚ    

ᚐ҂ԋᚐ҂ԋᚐ҂ԋᚐ҂ԋ

фффф 

ᚈЬᚈЬᚈЬᚈЬ////    

ᇶঅᇶঅᇶঅᇶঅ 
 дځдځдځдځ

ѸঅѸঅѸঅѸঅ    

ᏲଏᏲଏᏲଏᏲଏ 

ፐำፐำፐำፐำ    

ςঅςঅςঅςঅ 
ຬঅຬঅຬঅຬঅ ፂፂፂፂ ځдځдځдځд λीλीλीλी 

Ϧس٣Ϧس٣Ϧس٣Ϧ0 0 0 0 5 0 0 س٣ 饋 0 1 1 9 

ЈسЈسЈسЈ0 10 س 参 参 0 饋 1 1 饋 3 8 41 

Ѵ௲سѴ௲سѴ௲سѴ௲س 饋6 0 3 13 0 1饋 0 1 0 1 38 94949494 

ғࣽسғࣽسғࣽسғࣽ16 س 饋 6 14 1 1 0 0 1 饋 1 44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Ўٽ܌Ўٽ܌Ўٽ܌Ўٽ

 饋 0 0 0 0 0 0 0 0 0 0 饋 س௲ޗس௲ޗس௲ޗس௲ޗ

ऍೌسऍೌسऍೌسऍೌ0 0 8 س 饋1 0 饋 0 0 0 1 0 3饋 

मऍسमऍسमऍسमऍ9 0 6 س 饋1 0 4 0 0 0 饋 0 4饋 

ॣॣسॣسॣس6 1 0 1 0 0 0 0 0 4 0 0 س 

ৣύЈৣύЈৣύЈৣύЈ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ጄᏢଣৣጄᏢଣৣጄᏢଣৣጄᏢଣ 3 0 饋 3 0 饋 0 饋 0 1 3 16 

௲سػ௲سػ௲سػ௲سػ 参 0 16 0 0 饋 0 饋 0 0 5 3饋 

πᏢଣπᏢଣπᏢଣπᏢଣ 3 0 饋 0 0 0 0 0 0 0 1 6 

೯ύЈ೯ύЈ೯ύЈ೯ύЈ 参饋 0 6参 65 0 6 0 0 0 5 16 饋31饋31饋31饋31 

ᇟسᇟسᇟسᇟ0 0 س 参 0 0 0 0 0 0 0 0 参 

ၗπسၗπسၗπسၗπ1 0 0 0 0 1 0 48 0 5 س 参 6饋 

ၗᆅسၗᆅسၗᆅسၗᆅ0 13 س 饋0 0 0 18 0 0 0 0 13 64 

ኧᏢسኧᏢسኧᏢسኧᏢ0 0 0 0 0 0 0 1 0 0 س 饋 3 

ᡏسػᡏسػᡏسػᡏ90909090 3 0 0 0 0 3 0 11 68 0 5 سػ 

ᕴीᕴीᕴीᕴी 1参61参61参61参6 饋 饋65饋65饋65饋65 155155155155 饋 53 1 8 4 1参 100 参83参83参83参83 

 

Ȑ参ȑ໒ፐ(܌)سϷ೯ύЈڙਸঁਢуᒧំ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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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8ȑ໒ፐ(܌)سϷ೯ύЈڙਸঁਢଏᒧំ߄ 

 
Ȑ9ȑ101 Ꮲԃࡋಃ 饋 Ꮲය໒ፐǵᒧፐբख़ाਔำ 

 

� ਔ໔ਔ໔ਔ໔ਔ໔ǺǺǺǺ1饋/13(1饋/13(1饋/13(1饋/13(ѤѤѤѤ))))    

   Ǻᖏਔਠፐำᔠਡ 

   ፕǺᔠਡڐ 101.饋 ፐำ 

� ਔ໔ਔ໔ਔ໔ਔ໔ǺǺǺǺ饋/饋1(饋/饋1(饋/饋1(饋/饋1(ѤѤѤѤ))))    

   Ǻє໒ፐำᔠਡڐ 

   ፕǺΓኧ҂ၲ 1/饋Ǵଶ໒ፐำբ 

    

ᔕᔕᔕᔕ        ᒤᒤᒤᒤǺǺǺǺቩ೯ၸǴਠߏਡࡕۓჴࡼǶ 

 

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ȋঅ҅ჹྣ߄ 

অ  ҅  చ  Ў চ  చ  Ў ᇥ  ܴ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ǵ௨ፐচ߾ 

Ȑȑભፐำόளᆶӕԃ

ભϐ೯ǵӅᒧፐำ

٠௨Ƕ 

ȐΒȑӕਔࢤ௨ѸঅፐǴ

όளӆ௨ᒧঅፐǴа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ǵ௨ፐচ߾ 

Ȑȑભፐำόளᆶӕԃ

ભϐ೯ǵӅᒧፐำ

٠௨Ƕ 

ȐΒȑӕਔࢤ௨ѸঅፐǴ

όளӆ௨ᒧঅፐǴа

ᗉխፐำӼ௨ਔ໔ᆶຼǵᏤ

ৣਔ໔ፂǴ៝ࣁϷቹៜᏢғ

ፐ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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ճܭᏢғᒧፐǶ 

ȐΟȑسߐፐำᒧঅӕ

ਔࢤനӭ௨Οߐᒧঅ

ፐǶ 

ȐѤȑ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

௨߄ۓ௨ፐǹନമ

௲ػѦǴಃ 5 аό

Ӽ௨ፐำࣁচ߾ǶȐӵ

 ҹȑߕ

ȐϖȑຼǵᏤৣਔ໔(ຼ

ಃ 6ǵ参 )Ǵаό

Ӽ௨ፐำࣁচ߾Ƕ 

Βǵ໒ፐϷ௨ፐբำׇ 

ȐȑӚ໒ፐൂՏᔈ٩ፐำ

ᆜाु܌ፐำ໒ፐǴ

٠ԾՉ௨ۓፐำਔࢤ

ϷӦǶ 

     1.ፐำᆜा҂ुۓፐ

ำǴόளӃՉ໒

ፐǶ 

     饋.໒ፐբය໔Ǵ

ӦӼ௨ՏǺ௲࠻

ᆅൂՏᓬӃǴځ

ԛځࣁд໒ፐൂ

ՏǶ 

     3.໒ፐൂՏҙፎ౦

բਔǴፓࡕ௲

سҁଣǵߚӵ࠻

Ǵ࠻ᆅϐ௲(܌)

ፎу௲࠻ᆅൂ

ՏǹႝᆉύЈ܌ᗄ

௲࠻ፎќ٩၀ύЈ

ೕۓගрҙፎǶ 

     4.௲୍ೀ༼ፐำϷ

౦բਔǴڙ

ଣǵ(܌)سஒ҂௨

ញрǴҗ௲࠻௲ۓ

୍ೀӄӼ௨ፐ

ӦǶ 

ȐΒȑ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

ճܭᏢғᒧፐǶ 

ȐΟȑسߐፐำᒧঅӕ

ਔࢤനӭ௨Οߐᒧঅ

ፐǶ 

ȐѤȑ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

௨߄ۓ௨ፐǹନമ

௲ػѦǴಃ 5 аό

Ӽ௨ፐำࣁচ߾ǶȐӵ

 ҹȑߕ

Βǵ໒ፐϷ௨ፐբำׇ 

ȐȑӚ໒ፐൂՏᔈ٩ፐำ

ᆜाु܌ፐำ໒ፐǴ

٠ԾՉ௨ۓፐำਔࢤ

ϷӦǶ 

ȐΒȑ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

ۈᒧ໒߃ 3 Ϻֹԋ

௲ᏢεᆜǴаճ

ᏢғᒧፐୖԵǶ(௲Ꮲ

εᆜୖԵԄӵߕҹ

Β) 

ȐΟȑӚ໒ፐൂՏ໒ፐբ

ਔ໔ϷϣӵΠǺ 

     1.Ӛ܌سǵै૽ܭ࠻

໒Ꮲࡕ 饋 ঁДϣǴ

ֹԋගٮЍජѦس

ፐ߄Ǵଌ௲୍ೀፐ

୍ಔ༼Ƕ 

     饋.Ӛ܌سǵൂՏᔈܭ

໒Ꮲࡕ 3 ঁДϣֹ

ԋ໒ፐំ߄Ǵฦ

ᒵܭ໒ፐس٠ӈ

ӑΌҽǴЬᆅϷ

ᗧឦᏢଣዴᇡคᇤ

ਡകࡕǴଌ௲୍ೀ

ፐ୍ಔ༼Ƕ 

 

 

 

 

 

 

 

 

 

 

Ӛ໒ፐൂՏǴᔈܭ໒ፐำ

ֹ๓ೕჄ٠࣬ᜢፐำ

೯ၸࡕჴࡼǴᗉխፐำ౦ǵ

ଶ໒ᓎᕷǴቹៜᏢғᒧፐϐ

Ƕ 

 

 

 

 

 

 

 

 

 

 

 

 

 

 

 

 

 

 

 

 

 

 

 

 

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

3 ϺǴֹԋ௲ᏢεᆜǴ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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໒ۈ 10 ϺǴֹ ԋ௲Ꮲε

ᆜǴаճᏢғᒧፐୖ

ԵǶ(௲ᏢεᆜୖԵԄӵ

 (ҹΒߕ

ȐΟȑӚ໒ፐൂՏ໒ፐբਔ໔

ϷϣӵΠǺ 

     1.Ӛ܌سǵै૽ܭ࠻໒Ꮲ

ࡕ 饋 ঁДϣǴֹԋගٮ

ԛᏢයЍජѦسፐ߄Ǵ

ଌ௲୍ೀፐ୍ಔ༼Ƕ 

     饋.Ӛ܌سǵൂՏᔈܭ໒Ꮲ

ࡕ 3 ঁДϣֹԋԛᏢය

໒ፐំ߄Ǵฦᒵܭ໒

ፐس٠ӈӑΌҽǴ

ЬᆅϷᗧឦᏢଣዴᇡค

ᇤਡകࡕǴଌ௲୍ೀፐ

୍ಔ༼Ǵҗፐ୍ಔ

යє໒ፐำᔠਡڐ

Ƕ 

Կ 10 ϺǶ 

ୖǵ௲ৣ௨ፐϺኧচ߾ 

ǵ௲ৣຼ௨ፐаόϿܭΟ

Вࣁচ߾ǹӵၶਸচ

ӢǴѸۓࡰፐਔ܈ࢤ

ύፐВኧਔǴᔈ໒

ፐൂՏЬᆅӕཀǴќਢᛝ

Ƕ 

Βǵ௲ৣঋҺᏢਠЬᆅȐሦЬ

ᆅу๏ޣȑຼள௨ፐΒ

ВǶ 

ୖǵ௲ৣ௨ፐϺኧচ߾ 

ǵ௲ৣຼ௨ፐаόϿܭΟ

Вࣁচ߾ǹӵၶਸচ

ӢǴѸۓࡰፐਔ܈ࢤ

ύፐВኧਔǴᔈ໒

ፐൂՏЬᆅӕཀќਢᛝ

Ƕ 

Βǵ௲ৣঋҺᏢਠЬᆅȐሦЬ

ᆅу๏ޣȑຼள௨ፐΒ

ВǶ 

 

Ҵǵ໒ፐដᗺኧज़ೕጄ 

ǵεᏢǺ٩ᏵȨ୯ҥᆵܿ

εᏢӚൂՏ໒ፐដᗺኧ

ज़ೕጄୖྣ߄ȩ(ӵߕ

ҹΟ)ᒤǶൂՏӵຬ

ၸដᗺኧज़ 10%ϣ໒

ፐǴᔈܭԛᏢයံىǴோ

аӚᏢԃࡋϣፓࣁज़Ƕ 

          Ȑȑ໒ፐൂՏၻដᗺኧ

ज़ 10%ϣǴᔈܭԛ

ᏢයԌନǴЪόளӧ

ӆၻដᗺኧज़ೕ

Ҵǵ໒ፐដᗺኧज़ೕጄ 

ǵεᏢǺ٩ᏵȨ୯ҥᆵܿ

εᏢӚൂՏ໒ፐដᗺኧ

ज़ೕጄୖྣ߄ȩ(ӵߕ

ҹΟ)ᒤǹൂՏӵຬ

ၸដᗺኧज़ 10%ϣ໒

ፐǴᔈܭԛᏢයံىǴோ

аӚᏢԃࡋϣፓࣁज़Ƕ 

Βǵࣴ܌زǺᅺγᏢයа

饋1 ঁដᗺࣁচ߾Ƕ 

 

ΑပჴӚൂՏ໒ፐដᗺኧࣁ

ज़ೕጄǴ໒ፐൂՏຬၸដᗺኧ

ज़ϐଛǶ 



101-1第 2 次教務會議(101.11.08)_會議紀錄 

 36

ጄǴோаᏢԃࡋϣ

ፓࣁज़Ƕ 

ȐΒȑ໒ፐൂՏၻដᗺኧ

ज़ 10%аǴᔈܭԛ

ΒᏢයԌନǴЪόள

ӆၻដᗺኧज़ೕ

ጄǶ 

Βǵࣴ܌زǺᅺγᏢයа

饋1 ঁដᗺࣁচ߾Ƕ 

ഌǵ໒ፐΓኧচ߾ 

ǵεᏢ 

      ()Ӆᒧǵ೯ǵᇶسǵ

ᏢำፐำǺа 饋0

ΓࣁΠज़Ǵӵ໒ፐ

ΓኧόىǴᔈќਢ

ᛝਡǶ 

      (Β)ભፐำǺ҂ຬၸᏢ

ය໒ፐដᗺኧज़

ϐൂՏа 10 ΓࣁΠ

ज़Ƕຬၸ߾а 15 Γ

 Πज़Ƕࣁ

      (Ο)ॣೌࣽЬୋঅፐ

ำǺаൂᐱΓ໒

ፐǴՠѸуԏ

 ᏤԋҁǶࡰ

    (Ѥ)ऍೌسπբࡰ࠻Ꮴፐ

ำǺനե໒ፐΓኧа 1

Γࣁচ߾Ƕ 

    (ϖ)аमЎ௲ࣽਜ܈मЎ

௲ࣁЬा௲Ꮲ௲

ϐፐำǴҗፐ௲

ৣගрҙፎǴ໒ፐ

ൂՏቩਡ೯ၸǴΠज़

ࣁ 15 ΓǴज़ࣁ 40

ΓǶ 

Βǵࣴ܌ز 

ᅺγፐำ܌زࣴ       3 Γа

ǵറγ 饋 Γаࣁচ

ǴᔈќىǴӵ໒ፐΓኧό߾

ਢᛝਡǶ 

ഌǵ໒ፐΓኧচ߾ 

ǵεᏢ 

      ()Ӆᒧǵ೯ǵᇶسǵ

ᏢำፐำǺа 饋0

ΓࣁΠज़Ǵӵ໒ፐ

ΓኧόىǴᔈќਢ

ᛝਡǶ 

      (Β)ભፐำǺ҂ຬၸᏢ

ය໒ፐដᗺኧज़

ϐൂՏа 10 ΓࣁΠ

ज़Ƕຬၸ߾а 15 Γ

 Πज़Ƕࣁ

      (Ο)ॣೌࣽЬୋঅፐ

ำǺаൂᐱΓ໒

ፐǴՠѸуԏ

 ᏤԋҁǶࡰ

    (Ѥ)ऍೌسπբࡰ࠻Ꮴፐ

ำǺനե໒ፐΓኧа 1

Γࣁচ߾Ƕ 

    (ϖ)аमЎ௲ࣽਜ܈मЎ

௲ࣁЬा௲Ꮲ௲

ϐፐำǴҗፐ௲

ৣගрҙፎǴ໒ፐ

ൂՏቩਡ೯ၸǴΠज़

ࣁ 15 ΓǴज़ࣁ 40

ΓǶ 

Βǵࣴ܌ز 

ᅺγፐำ܌زࣴ       3 Γа

ǵറγ 饋 Γаࣁচ

ǴᔈќىǴӵ໒ፐΓኧό߾

ਢᛝਡ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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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ǵ҂ၲ໒ፐΠज़Γኧϐೕጄࢠ

    ᆛၡ߃ᒧ่״ᒧፐΓኧ҂

ၲ໒ፐΠज़Γኧ 1/饋 ϐፐ

ำҗ௲୍ೀႣ೯ޕ໒ፐ

ൂՏǴᆛၡуଏᒧ่״ᒧፐ

Γኧ҂ၲ໒ፐΠज़ΓኧǴҗ

௲୍ೀϦଶ໒ፐำǹோ

ਸচӢޣǴளܭᆛၡуଏᒧ

ќਢᛝǴ٠ஒচϐ״่

ᛝቹҁଌҬ௲୍ೀᒤǶ 

ǵᆛၡ߃ᒧ่״ǴᒧፐΓኧ

҂ၲ໒ፐΠज़Γኧ 1/饋

ϐፐำҗ௲୍ೀ೯ޕ໒

ፐൂՏǶ 

Βǵᆛၡ߃ᒧࡕǵуଏᒧǴ

௲୍ೀჹܭ҂ၲ໒ፐΠ

ज़Γኧϐ໒ፐൂՏǴє໒

ଶ໒ፐำុࡕೕჄڐ

Ƕ 

ΟǵᆛၡуଏᒧಃѤϺ่״

ǴᒧፐΓኧ҂ၲ໒ፐΠࡕ

ज़ΓኧǴҗᒧፐسᐒڋ

ՉԾଶ໒Ǵ٠җ௲୍

ೀܭᆛ।Ϧଶ໒ፐ

ำǶ 

 ǵ҂ၲ໒ፐΠज़Γኧϐೕጄࢠ

    ᆛၡ߃ᒧ่״ᒧፐΓኧ҂

ၲ໒ፐΠज़Γኧ 1/饋 ϐፐ

ำҗ௲୍ೀႣ೯ޕ໒ፐ

ൂՏǴᆛၡуଏᒧ่״ᒧፐ

Γኧ҂ၲ໒ፐΠज़ΓኧǴҗ

௲୍ೀϦଶ໒ፐำǹோ

ਸচӢޣǴளܭᆛၡуଏᒧ

ќਢᛝǴ٠ஒচϐ״่

ᛝቹҁଌҬ௲୍ೀᒤǶ 

 

 

 

 

 

 

 

 

 

 

 

ပჴ҂ၲ໒ፐΠज़Γኧϐፐำ

ଶ໒ᐒڋϷុࡕೕჄǴᗉխϼ

ӭќਢǴុࡕቹៜᏢғᒧፐբ

Ƕ 

অ҅ࡕঅ҅ࡕঅ҅ࡕঅ҅ࡕ    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    

100Ꮲԃࡋಃ饋Ꮲයಃ饋ԛ௲୍೯ၸ(101.04.饋6) 

൘ǵےԑ 

 ϐǶۓुࣉᒥൻǴ܌Ԗ߾௨ፐϷ໒ፐϐচ܌س٬ҁਠӚᏢଣࣁ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ǵ௨ፐচ߾ 

Ȑȑભፐำόளᆶӕԃભϐ೯ǵӅᒧፐำ٠௨Ƕ 

ȐΒȑӕਔࢤ௨ѸঅፐǴόளӆ௨ᒧঅፐǴаճܭᏢғᒧፐǶ 

ȐΟȑسߐፐำᒧঅӕਔࢤനӭ௨ΟߐᒧঅፐǶ 
ȐѤȑ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߄ۓ௨ፐǹନമ௲ػѦǴಃ 5 аόӼ௨ፐำࣁচ߾ǶȐӵߕ

ҹȑ 

ȐϖȑຼǵᏤৣਔ໔(ຼಃ 6ǵ参 )ǴаόӼ௨ፐำࣁচ߾Ƕ    

Βǵ໒ፐϷ௨ፐբำׇ 

ȐȑӚ໒ፐൂՏᔈ٩ፐำᆜाु܌ፐำ໒ፐǴ٠ԾՉ௨ۓፐำਔࢤϷӦǶ 

      1.ፐำᆜा҂ुۓፐำǴόளӃՉ໒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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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饋.໒ፐբය໔ǴӦӼ௨ՏǺ௲࠻ᆅൂՏᓬӃǴځԛځࣁд໒ፐൂՏǶ 

          3.໒ፐൂՏҙፎ౦բਔǴፓࡕ௲࠻ӵߚҁଣǵ(܌)سᆅϐ௲࠻Ǵፎу௲࠻ᆅ

ൂՏǹႝᆉύЈ܌ᗄ௲࠻ፎќ٩၀ύЈೕۓගрҙፎǶ 

          4.௲୍ೀ༼ፐำϷڙ౦բਔǴଣǵ(܌)سஒ҂௨ۓ௲࠻ញрǴҗ௲୍ೀӄӼ

௨ፐӦǶ 

ȐΒȑ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 10 ϺǴֹԋ௲ᏢεᆜǴаճᏢғᒧፐୖԵǶ(௲Ꮲ

εᆜୖԵԄӵߕҹΒ) 

ȐΟȑӚ໒ፐൂՏ໒ፐբਔ໔ϷϣӵΠǺ 

1.Ӛ܌سǵै૽ܭ࠻໒Ꮲࡕ 饋 ঁДϣǴֹԋගٮԛᏢයЍජѦسፐ߄Ǵଌ௲୍ೀፐ୍ಔ

༼Ƕ 

饋.Ӛ܌سǵൂՏᔈܭ໒Ꮲࡕ 3 ঁДϣֹԋԛᏢය໒ፐំ߄Ǵฦᒵܭ໒ፐس٠ӈӑΌ

ҽǴЬᆅϷᗧឦᏢଣዴᇡคᇤਡകࡕǴଌ௲୍ೀፐ୍ಔ༼Ƕҗፐ୍ಔයє໒ፐ

ำᔠਡڐǶ 

ୖǵ௲ৣ௨ፐϺኧচ߾ 

ǵ௲ৣຼ௨ፐаόϿܭΟВࣁচ߾ǹӵၶਸচӢǴѸۓࡰፐਔ܈ࢤύፐВኧਔǴ

ᔈ໒ፐൂՏЬᆅӕཀǴќਢᛝǶ 

Βǵ௲ৣঋҺᏢਠЬᆅȐሦЬᆅу๏ޣȑຼள௨ፐΒВǶ 

စǵ௲ৣ௨ፐϐ௲ᏢຑໆೕጄǺ 

ҁਠҺ௲ΟԃаϐҺ௲ৣǴ௲Ꮲຑໆᕴѳ֡ೱុΒᏢයࣣܭ 3.5 ϩаΠǴຼፐਔኧ

όளၻځ୷ҁፐਔኧǴЪόள໒ѸঅፐำǹோӢ܌س௨ፐሡाǴளќਢᛝਡǶ 

Ҵǵ໒ፐដᗺኧज़ೕጄ 

ǵεᏢǺ٩ᏵȨ୯ҥᆵܿεᏢӚൂՏ໒ፐដᗺኧज़ೕጄୖྣ߄ȩ(ӵߕҹΟ)ᒤǶ 

          Ȑȑ໒ፐൂՏၻដᗺኧज़ 10%ϣǴᔈܭԛᏢයԌନǴЪόளӆၻដᗺኧज़ೕጄǴோа

Ꮲԃࡋϣፓࣁज़Ƕ 

ȐΒȑ໒ፐൂՏၻដᗺኧज़ 10%аǴᔈܭԛΒᏢයԌନǴЪόளӆၻដᗺኧज़ೕጄǶ 

Βǵࣴ܌زǺᅺγᏢයа 饋1 ঁដᗺࣁচ߾Ƕ 

ഌǵ໒ፐΓኧচ߾ 

ǵεᏢ 

      ()Ӆᒧǵ೯ǵᇶسǵᏢำፐำǺа 饋0 ΓࣁΠज़Ƕ 

      (Β)ભፐำǺ҂ຬၸᏢය໒ፐដᗺኧज़ϐൂՏа 10 ΓࣁΠज़Ƕຬၸ߾а 15 ΓࣁΠज़Ƕ 

      (Ο)ॣೌࣽЬୋঅፐำǺаൂᐱΓ໒ፐǴՠѸуԏࡰᏤԋҁǶ 

    (Ѥ)ऍೌسπբࡰ࠻ᏤፐำǺനե໒ፐΓኧа 1 Γࣁচ߾Ƕ 

    (ϖ)аमЎ௲ࣽਜ܈मЎ௲ࣁЬा௲Ꮲ௲ϐፐำǴҗፐ௲ৣගрҙፎǴ໒ፐൂՏቩ

ਡ೯ၸǴΠज़ࣁ 15 ΓǴज़ࣁ 40 ΓǶ 

Βǵࣴ܌ز 

ᅺγፐำ܌زࣴ       3 Γаǵറγ 饋 Γаࣁচ߾Ƕ 

 ǵ҂ၲ໒ፐΠज़Γኧϐೕጄࢠ

ǵᆛၡ߃ᒧ่״ǴᒧፐΓኧ҂ၲ໒ፐΠज़Γኧ 1/饋 ϐፐำҗ௲୍ೀ೯ޕ໒ፐൂՏǶ 

Βǵᆛၡ߃ᒧࡕǵуଏᒧǴ௲୍ೀჹܭ҂ၲ໒ፐΠज़Γኧϐ໒ፐൂՏǴє໒ଶ໒ፐำុࡕೕჄ

 Ƕڐ

ΟǵᆛၡуଏᒧಃѤϺ่ࡕ״ǴᒧፐΓኧ҂ၲ໒ፐΠज़ΓኧǴҗᒧፐسᐒڋՉԾଶ໒Ǵ٠

җ௲୍ೀܭᆛ।Ϧଶ໒ፐำ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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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ҁᒤݤҁਠ௲୍ቩ೯ၸǴਠߏਡࡕۓჴࡼǴঅ҅ਔҭӕǶ 

 

    

،،،،        ǺǺǺǺҁਢҁਢҁਢҁਢኩኩኩኩǴǴǴǴ໒ፐᕴໆܭԏӚ܌س໒ፐᕴໆܭԏӚ܌س໒ፐᕴໆܭԏӚ܌س໒ፐᕴໆܭԏӚ܌سӝ໒ፐໆӝ໒ፐໆӝ໒ፐໆӝ໒ፐໆࡕගࡕගࡕගࡕගΠԛ௲୍ፕΠԛ௲୍ፕΠԛ௲୍ፕΠԛ௲୍ፕǶǶǶǶ    

ςፕঅ҅ϩइᒵӵΠǺ 

1.ཥቚಃມᗺಃಃϖීঅ҅ࣁǺȐϖȑຼǵᏤৣਔ໔(ຼಃ 6ǵ参 )ǴόளӼ௨ፐำǶ 

饋.ಃມᗺಃΒಃීঅ҅ࣁǺȐȑӚ໒ፐൂՏᔈ٩ፐำᆜाु܌ፐำ໒ፐǴ٠ԾՉ௨ۓፐำਔ

ፐำᆜाϐፐำǴόளӃՉ໒ፐǶܭፓፐӦǶ҂ӈڐϷࢤ

ਢीฝፐำܭᛝፎ௲୍ೀӕཀࡕ໒Ǵ҅ံࡕ٣ܭ٠Ƕ 
ཥቚϐុࡕ   饋 Կ 4 ҞӄմନǶ 

3.ಃມᗺಃΒಃΒීঅ҅ࣁǺȐΒȑ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 10 ϺǴֹԋ௲ᏢεᆜǴ

аճᏢғᒧፐୖԵǶ(௲ᏢεᆜୖԵԄӵߕҹΒ) 

    

ගਢගਢගਢගਢϤϤϤϤǵǵǵǵಖЗಖЗಖЗಖЗ 1饋1饋1饋1饋 λਔ߃ભ࡚௱૽ግ୷ҁૈΚྣࣁҁਠᏢғߐᘖλਔ߃ભ࡚௱૽ግ୷ҁૈΚྣࣁҁਠᏢғߐᘖλਔ߃ભ࡚௱૽ግ୷ҁૈΚྣࣁҁਠᏢғߐᘖλਔ߃ભ࡚௱૽ግ୷ҁૈΚྣࣁҁਠᏢғߐᘖǴǴǴǴፎፎፎፎ        ፕፕፕፕǶǶǶǶ    
                        

(ගਢൂՏǺᏢ୍ೀ) 

ᇥᇥᇥᇥ        ܴܴܴܴǺǺǺǺ    

ǵԾჴࡼаٰǴ98ԃΕᏢᏢғୖᆶ߃ભ࡚௱૽ግ೯ၸෳᡍڗ٠ள୷ҁૈΚ՞ 71.5%ǵ99 

ԃᏢғ՞ 76.36%ǵ100ԃΕᏢᏢғ՞ 40.9%Ƕ 

 () ӧჴ୍πբ܌य़ᖏϐ֚ნǺ 

       1.ᏢයӼ௨ 6ఊԛǴ૽ግВය֡ܭ 6ঁДϦǴՠᏢғϐୖᆶࡋό٫Ǵᗨฅόᘐ 

ճҔભ܈ፁ௲ᐒ࠹Ꮴ୷ҁૈΚޑाǴՠᏢғᑈཱུࡋϝЖલǴೱុٿᏢය 

ӚԖ 3ఊԛൔӜΓኧόى(ԿϿ 40Γ)Ƕ 

 ԏǶ֎ݤคࢀፐำ֡ճҔଷВፐǴᏢಞਔ໔ϼอǴᏢғϸೌמ.2       

       3.Ӣឦதᄊ૽܄ግǴଷВፓࢴ௲ግڐշόܰǴӢ௲ግ֡דࣁπǴЪѳВΨᔈбᆵܿ 

ࣁдൂՏϐ૽ግǶऩа૽ግΓኧځ 100ΓीǴ௲ግሡໆऊሡ 12~15ΓǴՠჴ 

ΟԃٰǴѳ֡ఊԛЍජ௲ግΓኧऊࡼ 4~8ΓǴԋࡰೌמᏤΓόىǶ 

       4.଼ நεߙ٬ԃדޗπဂڐշࢲϐՉǴᖐΥᚇ୍׳ڐշࡰᏤೌמǴՠדπதӢ 

ଷВᏢำࢲӭԶคڐݤշǴаठԋ૽ግਔคЍජΓΚǶ 

    (Β) ӧՉࡹ୍܌य़ᖏϐ֚ნǺ 

       1.၀୍ە٣ុࡕᕷᚇǴவᏢғൔӜǵԋᕮฦᒵϷϦԿᇡೣբǴ֡җ 

ፁߥಔΓೀǴคЍජൂՏϷΓǴځπբໆܴᡉᓸᕭፁߥಔதᄊ୍Ƕ 

       2.ᗨฅගр૽ҁਠᅿη௲ግБਢǴՠόᆅࢂ௲ᙍπϷՉࡹշ֡คཀᜫǴӧቶ 

य़ᖏࡕᝩคΓރᄊǶ 

 Βǵ101ԃ 8Д 23ВਠߏᆶᏢ୍ೀӕϘ০ፋࡰҢǺܭ௲୍ගਢ 102ԃஒԜߐᘖቲ 

     ନ٠ஒԜፐำӈΕȬεᏢȭǶ(ߕҹΒǺ। 5参-59)    
    

،،،،        ǺǺǺǺྣ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ǴǴǴǴவவவவ 10饋10饋10饋10饋 ԃΕᏢғଆಖЗԃΕᏢғଆಖЗԃΕᏢғଆಖЗԃΕᏢғଆಖЗǶǶ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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ᖏਔᖏਔᖏਔᖏਔගਢගਢගਢගਢǵǵǵǵঅ҅ҁਠ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অ҅ҁਠ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অ҅ҁਠ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অ҅ҁਠ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ǶǶǶǶ    
                        

(ගਢൂՏǺৣၗػύЈ) 

ᇥᇥᇥᇥ        ܴܴܴܴǺǺǺǺ    
চҁਠ OO Ꮲԃࡋಃ 饋 Ꮲයಃ 饋 ԛ௲୍অ҅೯ၸȐ101.04.饋6ȑǴ௲ػ۳߇অ҅ࡕǴख़

ཥගଌৣہቩǶ 

    

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অ҅చЎჹྣ߄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অ҅చЎჹྣ߄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অ҅చЎჹྣ߄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অ҅చЎჹྣ߄ 

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    現行現行現行現行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學程師資類科」係

經教育部核准之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國

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及國民小學師資

類科之教育學程。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學程師資類科」係

經教育部核准之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師資類科。 

依教育部 101 年

02 月 29 日臺中

(二)字第

1010032786 號，予

以修正。 

第 5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大學部二年級

（含）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含進修暨推

廣部在職及非在職學位班）。 

第 5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大學部二年級

（含）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不含進修部

假日班及暑期班）。 

依教育部 101 年

03 月 05 日臺中

(二)字第

1010031185 號，予

以修正。 

第 6 條  教育學程之申請資格、申請期間、甄

選方式如下： 

一、申請資格 

大學部學生各學期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含）以

上，且各學期學業總成績排序為其所屬班級之

前 60％或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上。 

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學生各學期操行成績須

達 80 分（含）以上，且學業總平均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 

二、申請期間：依每學年學校公告甄選報名時

間。 

三、甄選方式：教育學程甄選方式、程序及相

關原則等，應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實

施要點辦理。 

第 6 條  教育學程之申請資格、申請期間、甄

選方式如下： 

一、申請資格 

大學部學生各學期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含）

以上，且各學期學業總成績排序為其所屬班級

之前 60％。 

 

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學生各學期操行成績須

達 80 分（含）以上，且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

績須達 80 分以上。 

二、申請期間：依每學年學校公告甄選報名時

間。 

三、甄選方式：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

選實施要點」辦理。 

修正甄選成績資

格 

第 7 條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本校教育學程甄

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 25％，其名額

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 3 人。考試成績未經降

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

加名額。 

第 7 條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本校各類科教育學

程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 25％，其

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 3 人，但考試成績

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

上開外加名額。 

修正用辭 

第 9 條  教育學程招生、甄選等相關工作，由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會同相

關單位辦理。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名冊及相關

資料應於本中心妥善保留。 

第 9 條  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工作，由本校師

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以下簡稱本處）會同相

關單位辦理。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名冊及相關

資料應於本處妥善保留。 

組織調整 

第 10 條  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

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規定如下： 

一、已具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本校師資

生，應屆畢業於本校升學(碩、博士班)者，經本

校審核通過後得繼續修習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

第 10 條  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或應屆畢業

錄取其他師資培育大學之碩、博士班，擬轉移

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相關規定如下： 

一、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他校修習師資職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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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二、已具他校教育學程資格之他校師資生，因

學籍異動轉學至本校或應屆畢業考取本校之

碩、博士班者，以及已具本校教育學程資格之

本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他校或應屆畢

業考取他校之碩、博士班者，如擬移轉相同類

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應確認轉出與轉入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

准之相同師資類別與學科，且須經轉出或轉入

兩校正式同意後始得辦理，師資生轉出後轉出

學校不得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並由轉入學

校妥為輔導師資生修課。 

三、依本條文規定移轉資格進入本校繼續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依本辦法第 19 條第 1

款及第 20 條第 1 款規定辦理師資生所修相同師

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惟仍應依規定修滿

應修課程學分數，其教育學程修業期程經本校

審核通過後得併入計算，惟總計依規定仍應至

少 2 年(以學期計之至少 4 學期以上，並有修習

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不含暑期修課)以上，另加

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四、師資生資格移轉若屬不同師資類別與學科

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不得辦理師資生資格移

轉且不得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若於

轉入本校後因故放棄師資生資格，其所遺缺額

不再辦理遞補。 

前教育課程，須經由轉出與轉入兩校同意，並

確認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

與學科，經轉出後轉出學校不得再辦理師資生

缺額遞補，且轉學之師資生繼續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應由轉入學校輔導。 

二、確認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與學

科，並經本校審慎評估後，同意本校或他校之

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本校碩、博士班，移轉資

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依本校學

則及教育學程修習與學分採計相關規定辦

理。轉出學校不得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並

應由本校妥為輔導修課。 

三、本校當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他校

碩、博士班，擬移轉資格至他校繼續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者，應於 6 月底前向本處提出申

請，並由本處確認兩校均有教育部核定培育相

同之類別及學科，通過申請者所遺缺額本校不

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 

四、前揭師資生若於轉入本校後因故放棄師資

生資格，所遺缺額本校不得辦理缺額遞補。 

第 11 條  教育學程之師資生甄選招生名額依教

育部核定師資培育名額，每班以 45 人為上限，

20 人為下限，如開課不足，應另案簽核後開班。

課程以專班開設為原則並應顧及學生權益。 

第 11 條 教育學程之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名

額，每班以 45 人為上限，20 人為下限，如開

課不足，應另案簽核後開班。課程以專班開設

為原則。 

修正 

第 12 條 本校教育學程課程原則上規劃日間及

暑期白天上課，惟經師生同意後，得於夜間開

課。 

 新增 

第 13 條  本中心為規劃並審議本校教育學程課

程與教學、課程學分抵免及教師資格審核等，

特設置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包括組織、

職掌與開會等)另訂定之。 

 新增 

第 14 條  依教育部核定本校之教育專業課程科

目及學分，應修習之課程學分如下：  

一、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專業

課程科目至少應修習 26 學分，包括： 

(一)必修科目及學分，至少 20 學分。 

1.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少

修習 2 科，共 4 學分以上。 

2.教育基礎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少修習

1 科，共 2 學分以上。 

3.教育方法學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少 2

科，共 4 學分以上。 

4.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

分)：至少修習 3 科，共 6 學分以上。 

(二)選修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少修習 3

科，共 6 學分以上。 

第 12 條  教育學程應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如下：  

一、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專業

課程科目至少修習 26 學分，包括： 

(一)必修科目及學分，至少 20 學分。 

1.教學基本學科課程(至少修習 2 學科，且修滿

4 學分以上)。 

2.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修滿 2 學分以上)。 

3.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修習 2 學科，且修滿 4

學分以上)。 

4.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至少修習 2 學科，

且修滿 6 學分以上)。 

(二)選修科目及學分，至少 6 學分。 

依教育部 101 年

02 月 29 日臺中

(二)字第

1010032786 號，予

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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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至少應修習 40 學分，包括：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至

少 10 學分。其中： 

1.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少

修習 3 科，共 6 學分。 

2.教育基礎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少修習

1 科，共 2 學分。 

3.教育方法學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少修

習 1 科，共 2 學分。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30 學分，包括： 

1.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10 學分。 

 (1)特殊教育導論(3 學分) 

 (2)特殊教育學生評量（3 學分） 

 (3)特殊教育教學實習（4 學分） 

2.特殊教育各類組專業課程：至少 20 學分，包

括： 

 (1)身心障礙類組必修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

分)：至少修習 5 科，共 10 學分以上。 

 (2)身心障礙類組選修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

分)：至少修習 5 科，共 10 學分以上。 

三、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應至少修習 43 學分，包括：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

少修習 5 科，共 10 學分以上。 

(二)教育基礎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少修

習 2 科，共 4 學分以上。 

(三)教育方法學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分)：至少

至少修習 3 科，共 6 學分以上。 

(四)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每學科至少 2 學

分)：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 4 學分；國民小學

教材教法必修三~四領域至少 8 學分，共 12 學

分。 

(五)選修課程：至少修習 5 科，共 11 學分以上。 

二、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至少修習 40 學分，包括：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10 學分。其中教

學基本學科課程至少修習 2 學分，教育基礎課

程至少修習 2 學分，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修習

2 學分。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30 學分，包括： 

1.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10 學分皆為必修： 

(1)特殊教育導論(3 學分) 

(2)特殊教育學生評量（3 學分） 

(3)特殊教育教學實習（4 學分） 

2.特殊教育各類組專業課程：至少 20 學分，包

括： 

(1)身心障礙類至少必修 10 學分。 

A.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2 學分） 

B.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4 學分） 

（以上皆為必修，以下至少 4 科選 2 科） 

A.特殊教育論題與趨勢（2 學分） 

B.行為改變技術（2 學分） 

C.特殊兒童發展（2 學分） 

D.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2 學分） 

(2)身心障礙類至少選修 10 學分。 

第 15 條  教育學程各領域必選修課程名稱、學

分數，除依教育部規定外，得依本校培育師資

目標、師資、學生需要及發展特色，經本委員

會審查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調整之。必修課

程之修習科目已達規定學分數者，該領域其餘

必修科目可視為選修科目。 

第 13 條  教育學程之課程計畫，以甄選通過

本校當學年度本校報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學程

科目表及學分數為依據。 

修正 

第 16 條  師資生申請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之辦理原則如下： 

一、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依

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並應於相同教育

階段及類群科別之前提下，且須經本校及他校

(須為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始得辦理跨校選

課。 

二、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按兩

校學則及校際選課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師資生跨校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

由原校辦理修習、採認與抵免等相關事宜。 

第 14 條  學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應在相同教育階段及類群科別之前提下，應依

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規定，經本校及他校同

意後始得修課。 

學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採認、抵免

學分之期限、比例等事項，依各校學則規定辦

理，並由原校辦理修習、採認、抵免等相關事

宜。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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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師資生申請採認跨校選修教育學程課

程學分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本校師資生跨校選修他校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學分數至多以 6 學分為限，且應受每學期限

修學分數之限制。 

(二)抵免及採認之學分數總和至多不得超過該

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之四分之一，並

應經本校審核通過。. 

(三)各師資類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皆不

得辦理跨校選修及採認抵免。 

(四)其餘跨校選課規定悉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

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

額，屬原校名額，並納入本部核定之師資生名

額總量內。 

第 17 條  本校師資生申請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

程學分抵免應檢具下列資料，向本中心提出申

請： 

(一)學分抵免及認列申請表。 

(二)原修習課程之歷年成績單正本（或經簽證之

影本）及教學大綱。 

第 15 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資料，向本處提

出申請： 

(一)學分抵免及認列申請表 

(二)原修習課程之歷年成績單正本（或經簽證

之影本） 

依教育部 101 年 3

月 2 日臺中(二)字

第 1010035454 號

函，予以修正。 

第 18 條  本校非師資生經本中心同意得修習所

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惟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

課程不得修習。其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後，向

本中心申請課程學分抵免。抵免學分數至多不

得超過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之四分

之一。 

第 16 條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經本處同意

得修習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惟教材教法及

教學實習課程不得修習。其經教育學程甄選通

過後得依本校相關規定，向本處申請學分抵

免。抵免學分數以各類科師資培育學程專業科

目應修學分數之四分之一為上限，其教育學程

修業年限自經甄試通過後起算應逾一年以

上，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修正 

 

第 18 條  曾於本校或他校具師資生資格所修

習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之學分，且具備原校

師資培育身分資格者，於通過教育學程甄選並

取得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成為師資生後，得

辦理兩校相同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抵

免，但最多不得超過各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

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二分之一。 

刪除 

。 第 19 條  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經通過

教育學程甄選並取得另一類科師資生資格，可

用於在校期間具原類科師資生資格所修習性

質相同之教育專業課程抵免其另一類科修習

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抵免學分

數以三分之一為上限，惟其他師資類科教育學

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不得超過特殊教育學

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專業課程應修學分

數之四分之一。 

刪除 

第 19 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提出教育學

程課程學分抵免之申請： 

一、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本校，或應

屆畢業錄取本校碩、博士班，依規定移轉相同

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至本校者。 

 依教育部 101 年 3

月 2 日臺中(二)字

第 1010035454 號

函，予以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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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在他校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學分且具原校

教育學程修習資格，於通過本校教育學程甄選

後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三、本校師資生，因故辦理離校手續，再入學

後又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相同類科師資生

資格者。 

四、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經通過教育學

程甄選並取得另一類科師資生資格者。 

五、已持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

師證書之教師，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

師資生資格修習另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者。 

第 20 條  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抵免學分數之規定

如下： 

一、符合前條第 1 款及第 3 款條件之師資生所

修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分，經本校審核通

過後始得全數申請抵免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

分。 

二、符合前條第 2 款條件之師資生，具師資生

資格所修且通過本校之與原校相同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甄選之課程學分，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

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

一；符合前條第 2 款條件之師資生，具師資生

資格所修且通過本校之與原校不同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甄選之課程學分，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

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之四分之

一。 

三、符合前條第 4 款條件之學生，抵免學分數

不得超過甄選通過之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修

學分數之四分之一。 

四、符合前條第 5 款條件之學生，抵免學分數

至多不得超過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

數之二分之一，且每一門抵免課程學分之成績

不得低於 70 分。 

 依教育部 101 年 3

月 2 日臺中(二)字

第 1010035454 號

函，予以新增。 

第 22 條  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抵免程序，分初審

及複審二階段進行： 

一、初審：由本中心召集相關專業學系/所主任

負責初審，初審通過者，方得進行複審。 

二、複審：由本委員會進行專業審查(包括教學

目標、課程內容、成績要求、師資生資格等)。 

第 21 條  抵免學分程序，分初審及複審二階

段進行： 

一、初審：由本處依本辦法規定應備資料進行

審查，初審通過者，方得進行複審。 

二、複審：由本校相關學系學者專家進行專業

審查(包括教學目標、課程內容、成績要求、

師資生資格等)。 

修正 

第 23 條  符合本辦法第 18 條規定之資格辦理

課程學分抵免之師資生，經課程學分抵免後，

其修習教育學程期程自甄選通過後起算應超過

一年以上(以學期計之至少 3 學期，並有修習教

育學程課程課事實，不含暑期修課)，另加半年

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新增 

第 24 條  符合本辦法第 19 條第 5 款規定之資

格辦理課程學分抵免之師資生，經依第 20 條第

4 款規定辦理抵免課程學分後，其修習另一師資

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期程至少應達 1 年(以學期計

之至少 2 學期，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

 依教育部 101 年 3

月 2 日臺中(二)字

第 1010035454 號

函，予以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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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暑期修課)。 

第 25 條  除本辦法第 23 條及第 24 條規定外，

師資生修習各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修業期程

皆分別應至少各 2 年(以學期計之至少 4 學期以

上，並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不含暑期修

課)以上，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新增 

第 26 條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未

在主修系所班別規定修業年限內修滿教育學程

應修課程學分者，得申請延長教育學程修業期

程至多二年；其延長之期程應併入大學法、大

學法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所訂主修系所班別延

長修業年限內計算。凡因修習教育學程需延長

修業年限者，應於本校所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第 22 條 除有本辦法第 16 條學分抵免情形

外，其教育學程修業年限應至少 2 年，另加半

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未在規定修業年限內

修滿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

業年限一至二年；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

及其施行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修正 

第 27 條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教育學程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

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辦

理。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上、下限規定如下： 

一、幼稚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每學期至少修

習 1 科，至多不得超過 8 學分。 

二、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國民

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每學期至少修習 1

科，至多不得超過 12 學分。 

三、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每學期至少

修習 1 科，至多不得超過 12 學分。 

四、師資生若當年度有修習 3 學分之課程，則

允許超過其上限學分數至多 1 學分為限。 

第 23 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教育學程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

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辦

理。 

幼稚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每學期至少修習一

科，至多不得超過四科。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國民小

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每學期至少修習一

科，至多不得超過五科。 

依教育部 101 年

02 月 29 日臺中

(二)字第

1010032786 號，予

以修正。 

第 28 條  師資生於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且成績及格者，應經本委員會審核通過後，

始得由本校依規定發給該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 

第 24 條  師資生於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且成績及格者，應經本處審核通過後，

始得由本校依規定發給該類科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 

 

修正 

第 31 條  本校教育學程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取消其師資生之資格，本校

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一)連續二學期所有修習課程科目有三分之一

以上未達 60 分。 

(二)德育操行成績，連續二學期未達 80 分。 

(三)教學實習課程成績，任一學期未達 60 分。 

(四)每學期教育服務學習時數未達 18 小時。 

取消師資生資格之作業等程序，依本校教育學

程學生淘汰作業要點辦理，該要點另訂之。 

 新增 

第 32 條  本校畢業師資生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經報教育部同意，得於本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

修學分，如有特殊需求，經本中心同意得至他

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 

一、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

條規定之申請期限，經重新審查認定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不足者。 

第 27 條  本校畢業師資生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經報教育部同意，得於本校以隨班附讀方

式補修學分，如有特殊需求，經本處同意得至

他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 

一、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規定申請期限，經

本處以申請當時報經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

課程重新辦理認定，其學分不足者。 

修正本校得以參

與隨班附讀資格

者及要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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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畢業師資生，因特殊情況，經本校審

查認定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足者。 

三、他校畢業師資生，由原師資培育之大學報

經教育部同意得補修學分，得出具公文向本校

提出申請。 

依前項規定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者，應於 2

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其成績審核及繳交學分

費應依本校規定辦理。本校「辦理畢業師資生

隨班附讀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作業要點」另訂之。 

二、因特殊情況，經本處認定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有不足者。 

依前項規定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者，應於

2 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其成績審核及繳交學

分費應依本校規定辦理。 

第 33 條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者，始得參加半年之教育實習課

程： 

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

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非

第二款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

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

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碩、博士學位論文計入

畢業應修學分)。 

三、大學畢業後，依師資培育法第九條第三項

規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全時教育實習課程之修習，依本校根據師資培

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等相關法令規定及

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

則」與相關函釋意旨所訂定之「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第 28 條  教育實習課程之修習，依本校根據

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等相關法令

規定及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

作業原則」與相關函釋意旨所訂定之「國立臺

東大學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修正，新增得參加

半年之教育實習

課程者。 

第 35 條  本辦法經本校師資培育委員會審議，

教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 30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

核可，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 

 

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অ҅ࡕঅ҅ࡕঅ҅ࡕঅ҅ࡕӄЎӄЎӄЎӄЎ) 

ಃക ᕴ߾ 

ಃ 1చ  ୯ҥᆵܿεᏢȐаΠᆀҁਠȑࣁӢᔈЪִ๓ᒤᏢғঅಞ௲ػᏢำǴ٩ৣၗݤػǵৣ

ၗࡼݤػՉಒ߾ϷεᏢҥৣၗػύЈᒤݤݤзೕۓǴुۓȨ୯ҥᆵܿεᏢᏢғ

অಞ௲ػᏢำᒤݤȩȐаΠᙁᆀҁᒤݤȑǶ 

ಃ 2చ  ৣၗػхৣࡴၗᙍ௲ػፐำϷ௲ৣၗᔠۓǶ 

ύ௲ځჴಞፐำǹػፐำϷ௲ػፐำǵ௲ߐද೯ፐำǵࡴፐำхػ௲ৣၗᙍ

 ᏢำǶػჴಞፐำǴӝᆀ௲ػፐำϷ௲ػ

ಃ 3చ  ҁᒤ܌ݤᆀȨ௲ػᏢำৣၗᜪࣽȩ߯௲ػਡϐѴ༜ǵਸ௲ػᏢਠȐȑȐ୯҇

λᏢ௲ػ໘يࢤЈምᛖᜪȑϷ୯҇λᏢৣၗᜪࣽϐ௲ػᏢำǶ 

ಃ 4చ  ҁਠᔈࡪ௲ػਡ໒ϐ௲ػᏢำৣၗᜪࣽϩձೕჄᒤৣၗᙍ௲ػፐำǴᏢғటֹ

ԋঅಞ܈௦ᇡҺᜪࣽৣၗᙍ௲ػፐำᏢϩǴᔈᅩᒧ೯ၸڗளӚ၀ᜪࣽৣၗ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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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௲ػᏢำϐᅩᒧ٩ҁਠᏢғঅಞ௲ػᏢำᅩᒧჴࡼाᗺᒤǴ၀ाᗺќुۓϐ٠

ൔፎ௲ػഢǶ 

ಃ 5చ  ҁᒤݤҔჹຝࣁҁਠεᏢΒԃભȐ֖ȑаϷᅺǵറγӧਠғȐ֖অᄤቶӧ

ᙍϷߚӧᙍᏢՏȑǶ 

ಃΒക অಞၗᄤᅩᒧБԄ 

ಃ 6చ  ௲ػᏢำϐҙፎၗǵҙፎය໔ǵᅩᒧБԄӵΠǺ 

 

ǵҙፎၗ 

εᏢᏢғӚᏢයᏹՉԋᕮၲ 80ϩȐ֖ȑаǴЪӚᏢයᏢᕴԋᕮ௨ׇ܌ځࣁឦ

ભϐ 60ʘ܈Ꮲᕴѳ֡ԋᕮၲ 80ϩаǶ 

ᅺγǵറγᏢғӚᏢයᏹՉԋᕮၲ܌زࣴ 80ϩȐ֖ȑаǴЪᏢᕴѳ֡ԋᕮ

ၲ 80ϩаǶ 

Βǵҙፎය໔Ǻ٩ᏢԃᏢਠϦᅩᒧൔӜਔ໔Ƕ 

ΟǵᅩᒧБԄǺ௲ػᏢำᅩᒧБԄǵำׇϷ࣬ᜢচ߾Ǵᔈ٩ҁਠᏢғঅಞ௲ػᏢำᅩᒧჴࡼ

ाᗺᒤǶ 

ಃ 7చ  চՐ҇ᝤᏢғୖуҁਠ௲ػᏢำᅩᒧǴளࡪᒵڗྗफ़եᕴϩ 25ʘǴځӜᚐ௦Ѧу

БԄǴനӭ 3ΓǶԵ၂ԋᕮ҂फ़եᒵڗϩኧςၲᒵڗྗޣǴόэ໒Ѧу

ӜᚐǶ 

ಃ 8చ  ௲ػᏢำৣၗᜪࣽᅩᒧৣၗғΓኧа௲ػਡৣۓၗػӜᚐࣁज़ǴᒵڗӜൂҗᏢਠ

ϦǶ 

ಃ 9చ  ௲ػᏢำܕғǵᅩᒧ࣬ᜢπբǴҗҁਠৣၗػύЈȐаΠᙁᆀҁύЈȑӕ࣬ᜢൂՏ

ᒤǶঅಞ௲ػᏢำϐᏢғӜнϷ࣬ᜢၗᔈܭҁύЈִ๓ߥ੮Ƕ 

ಃ 10చ  ౽ᙯ࣬ӕᜪࣽৣၗғၗᝩុঅಞ࣬ӕᜪࣽৣၗᙍ௲ػፐำϐೕۓӵΠǺ 

ǵςڀҁਠ௲ػᏢำঅಞၗϐҁਠৣၗғǴᔈۛܭҁਠϲᏢ(ᅺǵറγ)ޣǴҁਠ

ቩਡ೯ၸࡕளᝩុঅಞ࣬ӕৣၗᜪࣽ௲ػᏢำǶ 

Βǵςڀдਠ௲ػᏢำၗϐдਠৣၗғǴӢᏢᝤ౦ᙯᏢԿҁਠ܈ᔈۛԵڗҁਠϐᅺǵ

റγޣǴаϷςڀҁਠ௲ػᏢำၗϐҁਠৣၗғǴӢᏢᝤ౦ᙯᏢԿдਠ܈ᔈۛ

ԵڗдਠϐᅺǵറγޣǴӵᔕ౽ᙯ࣬ӕᜪࣽৣၗғၗᝩុঅಞ࣬ӕᜪࣽৣၗᙍ

௲ػፐำǴᔈዴᇡᙯрᆶᙯΕٿਠ֡Ԗ௲ػਡϐ࣬ӕৣၗᜪձᆶᏢࣽǴЪᙯ

р܈ᙯΕٿਠ҅ԄӕཀۈࡕளᒤǴৣၗғᙯрࡕᙯрᏢਠόளӆᒤৣၗғલᚐሀ

ံǴ٠җᙯΕᏢਠִࣁᇶᏤৣၗғঅፐǶ 

Οǵ٩ҁచЎೕۓ౽ᙯၗΕҁਠᝩុঅಞৣၗᙍ௲ػፐำޣǴᔈ٩ҁᒤݤಃ 19చಃ 1

ීϷಃ 20చಃ 1ීೕۓᒤৣၗғ܌অ࣬ӕৣၗᜪࣽ௲ػᏢำᏢϩܢխǴோϝᔈ٩ೕۓ

অᅈᔈঅፐำᏢϩኧǴځ௲ػᏢำঅයำҁਠቩਡ೯ၸࡕளٳΕीᆉǴோᕴी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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ϝᔈԿϿۓ 2ԃ(аᏢයीϐԿϿ 4ᏢයаǴ٠Ԗঅಞ௲ػᏢำፐำ٣ჴǴό֖පයঅ

ፐ)аǴќуъԃӄਔ௲ػჴಞፐำǶ 

Ѥǵৣၗғၗ౽ᙯऩឦόӕৣၗᜪձᆶᏢࣽϐৣၗᙍ௲ػፐำǴόளᒤৣၗғၗ౽

ᙯЪόளᝩុঅಞৣၗᙍ௲ػፐำǹЪऩܭᙯΕҁਠࡕӢܫࡺకৣၗғၗǴ܌ځᒪ

લᚐόӆᒤሀံǶ 

ಃΟക  ໒ 

ಃ 11చ  ௲ػᏢำϐৣၗғᅩᒧܕғӜᚐ٩௲ػਡৣۓၗػӜᚐǴа 45Γࣁज़Ǵ20

ΓࣁΠज़Ǵӵ໒ፐόىǴᔈќਢᛝਡࡕ໒Ƕፐำа໒ࣁচ٠߾ᔈ៝ϷᏢғǶ 

ಃ 12చ  ҁਠ௲ػᏢำፐำচ߾ೕჄВ໔ϷපයВ໔ፐǴோৣғӕཀࡕǴۈளڹܭ໔໒ፐǶ 

පයঅፐය໔όीΕ௲ػᏢำঅයำǶ 

ಃѤക  ௲ػፐำ 

ಃ 13చ  ҁύЈࣁೕჄ٠ቩҁਠ௲ػᏢำፐำᆶ௲ᏢǵፐำᏢϩܢխϷ௲ৣၗቩਡǴ

ҁਠӚৣၗᜪࣽ௲ػᏢำፐำہ(аΠᙁᆀҁہ)Ǵځाᗺ(хࡴಔᙃǵᙍ

ඓᆶ໒)ќुۓϐǶ 

ಃ 14చ  ٩௲ػਡۓҁਠϐ௲ػፐำࣽҞϷᏢϩǴᔈঅಞϐፐำᏢϩӵΠǺ  

ǵѴ༜௲ৣৣၗᙍ௲ػፐำϐ௲ػፐำࣽҞԿϿᔈঅಞ 26ᏢϩǴхࡴǺ 

()ѸঅࣽҞϷᏢϩǴԿϿ 20ᏢϩǶ 
1.௲Ꮲ୷ҁᏢࣽ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অಞ 2ࣽǴӅ 4ᏢϩаǶ 
2.௲ػ୷ᘵ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অಞ 1ࣽǴӅ 2ᏢϩаǶ 
3.௲ػБݤᏢ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 2ࣽǴӅ 4ᏢϩаǶ 
4.௲௲ݤϷ௲Ꮲჴಞ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অಞ 3ࣽǴӅ 6ᏢϩаǶ 

(Β)ᒧঅ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অಞ 3ࣽǴӅ 6ᏢϩаǶ 

Βǵਸ௲ػ௲ৣৣၗᙍ௲ػፐำϐ௲ػፐำࣽҞԿϿᔈঅಞ 40ᏢϩǴхࡴǺ 

()௲ػፐำ-୯҇λᏢ௲ػ໘ࢤǺԿϿ 10ᏢϩǶځύǺ 
1.௲Ꮲ୷ҁᏢࣽ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অಞ 3ࣽǴӅ 6ᏢϩǶ 
2.௲ػ୷ᘵ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অಞ 1ࣽǴӅ 2ᏢϩǶ 
3.௲ػБݤᏢ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অಞ 1ࣽǴӅ 2ᏢϩǶ 

(Β)ਸ௲ػፐำǺԿϿ 30ᏢϩǴхࡴǺ 
1.ਸ௲ػӅӕፐำǺ10ᏢϩǶ 
 (1)ਸ௲ػᏤፕ(3Ꮲϩ) 
 (2)ਸ௲ػᏢғຑໆȐ3Ꮲϩȑ 
 (3)ਸ௲ػ௲ᏢჴಞȐ4Ꮲϩȑ 

2.ਸ௲ػӚᜪಔፐำǺԿϿ 20ᏢϩǴхࡴǺ 
ᏢࣽԿϿԿϿԿϿԿϿ)ЈምᛖᜪಔѸঅፐำي(1)  2Ꮲϩ)ǺԿϿঅಞ 5ࣽǴӅ 10ᏢϩаǶ 
ᏢࣽԿϿԿϿԿϿԿϿ)Јምᛖᜪಔᒧঅፐำي(2)  2Ꮲϩ)ǺԿϿঅಞ 5ࣽǴӅ 10Ꮲϩа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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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ǵ୯҇λᏢ௲ৣৣၗᙍ௲ػፐำϐ௲ػፐำࣽҞᔈԿϿঅಞ 43ᏢϩǴхࡴǺ 

()௲Ꮲ୷ҁᏢࣽ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অಞ 5ࣽǴӅ 10ᏢϩаǶ 

(Β)௲ػ୷ᘵ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অಞ 2ࣽǴӅ 4ᏢϩаǶ 

(Ο)௲ػБݤᏢ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ԿϿԿϿঅಞ 3ࣽǴӅ 6ᏢϩаǶ 

(Ѥ)௲௲ݤϷ௲Ꮲჴಞፐำ(ᏢࣽԿϿԿϿԿϿԿϿ 2Ꮲϩ)Ǻ୯҇λᏢ௲Ꮲჴಞፐำ 4Ꮲϩǹ୯҇λ

Ꮲ௲௲ݤѸঅΟ~ѤሦୱԿϿ 8ᏢϩǴӅ 12ᏢϩǶ 

(ϖ)ᒧঅፐำǺԿϿঅಞ 5ࣽǴӅ 11ᏢϩаǶ 

ಃ 15చ  ௲ػᏢำӚሦୱѸᒧঅፐำӜᆀǵᏢϩኧǴନ٩௲ػೕۓѦǴள٩ҁਠৣػၗҞǵ

ৣၗǵᏢғሡाϷวՅǴҁہቩࡕǴൔፎ௲ػਡࡕۓፓϐǶѸঅፐำ

ϐঅಞࣽҞςၲೕۓᏢϩኧޣǴ၀ሦୱځᎩѸঅࣽҞёຎࣁᒧঅࣽҞǶ 

ಃ 16చ  ৣၗғҙፎၠਠঅಞৣၗᙍ௲ػፐำϐᒤচ߾ӵΠǺ 

ǵৣၗғၠਠঅಞৣၗᙍ௲ػፐำǴᔈ٩ৣၗݤػϷ࣬ᜢݤೕೕۓǴ٠ᔈ࣬ܭӕ௲ػ

໘ࢤϷᜪဂࣽձϐගΠǴЪҁਠϷдਠ(ৣࣁၗػϐεᏢ)ӕཀǴۈளᒤၠ

ਠᒧፐǶ 

Βǵৣၗғၠਠঅಞৣၗᙍ௲ػፐำᔈٿࡪਠᏢ߾Ϸਠሞᒧፐ࣬ᜢೕۓᒤǶ 

Οǵৣၗғၠਠঅಞϐৣၗᙍ௲ػፐำǴᔈҗচਠᒤঅಞǵ௦ᇡᆶܢխ࣬ᜢە٣Ƕ 

Ѥǵҁਠৣၗғҙፎ௦ᇡၠਠᒧঅ௲ػᏢำፐำᏢϩ٩Πӈচ߾ᒤǺ 

()ҁਠৣၗғၠਠᒧঅдਠৣၗᙍ௲ػፐำᏢϩኧԿӭа 6Ꮲϩࣁज़ǴЪᔈڙᏢය

ज़অᏢϩኧϐज़ڋǶ 

(Β)ܢխϷ௦ᇡϐᏢϩኧᕴکԿӭόளຬၸ၀ৣၗᜪࣽ௲ػᏢำᔈঅᏢϩኧϐѤϩϐ

Ǵ٠ᔈҁਠቩਡ೯ၸǶ. 

(Ο)Ӛৣၗᜪࣽ௲௲ݤϷ௲ᏢჴಞፐำࣣόளᒤၠਠᒧঅϷ௦ᇡܢխǶ 

(Ѥ)ځᎩၠਠᒧፐೕۓ٩ҁਠਠሞᒧፐჴࡼᒤݤ࣬ᜢೕۓᒤǶ 

ϖǵၠਠঅಞৣၗᙍ௲ػፐำϐৣၗғӜᚐǴឦচਠӜᚐǴ٠યΕҁਡۓϐৣၗғӜᚐ

ᕴໆϣǶ 

ಃϖക Ꮲϩܢխ 

ಃ 17చ  ҁਠৣၗғҙፎৣၗᙍ௲ػፐำᏢϩܢխᔈᔠڀΠӈၗǴӛҁύЈගрҙፎǺ 

()ᏢϩܢխϷᇡӈҙፎ߄Ƕ 

(Β)চঅಞፐำϐᐕԃԋᕮൂ҅ҁȐ܈ᛝϐቹҁȑϷ௲ᏢεᆜǶ 

ಃ 18చ  ҁਠৣߚၗғҁύЈӕཀளঅಞ܌໒ৣၗᙍ௲ػፐำǴோ௲௲ݤϷ௲Ꮲჴಞፐำ

όளঅಞǶځ௲ػᏢำᅩᒧ೯ၸࡕǴӛҁύЈҙፎፐำᏢϩܢխǶܢխᏢϩኧԿӭό

ளຬၸ၀ৣၗᜪࣽ௲ػᏢำᔈঅᏢϩኧϐѤϩϐǶ 

ಃ 19చ  ಄ӝΠӈၗϐޣǴளගр௲ػᏢำፐำᏢϩܢխϐҙፎǺ 

ǵдਠৣၗғӢᏢᝤ౦ᙯᏢԿҁਠǴ܈ᔈۛᒵڗҁਠᅺǵറγǴ٩ೕۓ౽ᙯ࣬ӕ

ৣၗᜪࣽ௲ػᏢำঅಞၗԿҁਠ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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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ǵමӧдਠঅಞ௲ػᏢำፐำᏢϩЪڀচਠ௲ػᏢำঅಞၗǴܭ೯ၸҁਠ௲ػᏢำᅩᒧ

 ǶޣᏢำঅಞၗػள௲ڗࡕ

ΟǵҁਠৣၗғǴӢࡺᒤᚆਠЋុǴӆΕᏢࡕΞ௲ػᏢำᅩᒧ೯ၸڗள࣬ӕᜪࣽৣၗғ

ၗޣǶ 

ѤǵҁਠৣၗػᏢৣسၗғǴ೯ၸ௲ػᏢำᅩᒧڗ٠ளќᜪࣽৣၗғၗޣǶ 

ϖǵςԖଯભύаΠᏢਠϷѴ༜ӝ௲ৣਜϐ௲ৣǴҁਠ௲ػᏢำᅩᒧ೯ၸڗள

ৣၗғၗঅಞќᜪࣽৣၗᙍ௲ػፐำޣǶ 

ಃ 20చ  ௲ػᏢำፐำᏢϩܢխᏢϩኧϐೕۓӵΠǺ 

ǵ಄ӝచಃ 1ීϷಃ 3ීచҹϐৣၗғ܌অ࣬ӕৣၗᜪࣽ௲ػᏢำᏢϩǴҁਠቩਡ೯

ၸۈࡕளӄኧҙፎܢխ၀ৣၗᜪࣽ௲ػᏢำᏢϩǶ 

Βǵ಄ӝచಃ 2ීచҹϐৣၗғǴৣڀၗғၗ܌অЪ೯ၸҁਠϐᆶচਠ࣬ӕৣၗᜪࣽ௲

ᏢำᔈঅᏢϩኧϐΒϩػխᏢϩኧόளຬၸ࣬ӕৣၗᜪࣽ௲ܢᏢำᅩᒧϐፐำᏢϩǴػ

ϐǹ಄ӝచಃ 2ීచҹϐৣၗғǴৣڀၗғၗ܌অЪ೯ၸҁਠϐᆶচਠόӕৣၗ

ᜪࣽ௲ػᏢำᅩᒧϐፐำᏢϩǴܢխᏢϩኧόளຬၸόӕৣၗᜪࣽ௲ػᏢำᔈঅᏢϩኧ

ϐѤϩϐǶ 

Οǵ಄ӝచಃ 4ීచҹϐᏢғǴܢխᏢϩኧόளຬၸᅩᒧ೯ၸϐ၀ৣၗᜪࣽ௲ػᏢำᔈঅ

ᏢϩኧϐѤϩϐǶ 

Ѥǵ಄ӝచಃ 5ීచҹϐᏢғǴܢխᏢϩኧԿӭόளຬၸќᜪࣽ௲ػፐำᔈঅᏢϩ

ኧϐΒϩϐǴЪܢߐխፐำᏢϩϐԋᕮόளեܭ 70ϩǶ 

 

ಃ 21చ  ௲ػᏢำፐำᏢϩܢխǴᔈ٩аΠচ߾ᒤǺ 

ǵҙፎܢխᏢϩǴаᅩᒧ೯ၸϐҁਠ௲ػਡۓϐ௲ػᏢำৣၗᜪࣽፐำࣽҞϷᏢϩࣁ

 Ƕ߾চࣁխϐ٩ᏵǴЪаᏢයᒤԛܢ

ΒǵᏢϩܢխόளаࣽܢӭࣽǴ٠аࣽҞӜᆀǵᏢϩኧϷϣ࣬ӕࣁচ߾ǶςঅಞϷܢխ

ࣽҞᏢϩኧόӕਔǴᔈаᏢϩኧӭܢޣխᏢϩኧϿޣǶ 

ΟǵӚৣၗᜪࣽ௲௲ݤϷ௲ᏢჴಞፐำࣣόளڗܭளৣၗғၗঅಞǴЪόளᒤፐำ

ᏢϩܢխǶ 

Ѥǵঅಞ௲ػᏢำޣǴЬঅ܌/سϐፐำࣽҞᆶ௲ػᏢำፐำࣽҞ࣬ӕਔǴόளᒤ௲ػᏢำ

௲ػፐำϐܢխǶ 

ϖǵӵԖӕਔ಄ӝҁᒤݤಃ 18చϷಃ 19చӚීೕۓҺΒᅿаҙፎၗޣǴૈ٩Һᅿ

ೕۓϐၗᒤፐำᏢϩܢխҙፎǶ 

ಃ 22చ  ௲ػᏢำፐำᏢϩܢխำׇǴϩ߃ቩϷፄቩΒ໘ࢤՉǺ 

ǵ߃ቩǺҗҁύЈє࣬ᜢᏢ܌/سЬҺॄೢ߃ቩǴ߃ቩ೯ၸޣǴБளՉፄቩǶ 

ΒǵፄቩǺҗҁہՉቩ(хࡴ௲ᏢҞǵፐำϣǵԋᕮाǵৣၗғၗ)Ƕ 

ಃϤക  অයำǵԋᕮԵਡϷᏢ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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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చ  ಄ӝҁᒤݤಃ 18చೕۓϐၗᒤፐำᏢϩܢխϐৣၗғǴፐำᏢϩܢխࡕǴځঅಞ

௲ػᏢำයำԾᅩᒧ೯ၸࡕଆᆉᔈຬၸԃа(аᏢයीϐԿϿ 3ᏢයǴ٠Ԗঅಞ௲ػ

Ꮲำፐำፐ٣ჴǴό֖පයঅፐ)Ǵќуъԃӄਔ௲ػჴಞፐำǶ 

ಃ 24చ  ಄ӝҁᒤݤಃ 19చಃ 5ීೕۓϐၗᒤፐำᏢϩܢխϐৣၗғǴ٩ಃ 20చಃ 4ී

ೕۓᒤܢխፐำᏢϩࡕǴځঅಞќৣၗᜪࣽ௲ػፐำයำԿϿᔈၲ 1ԃ(аᏢය

ीϐԿϿ 2ᏢයǴ٠Ԗঅಞ௲ػᏢำፐำ٣ჴǴό֖පයঅፐ)Ƕ 

ಃ 25చ  ନҁᒤݤಃ 23చϷಃ 24చೕۓѦǴৣၗғঅಞӚ၀ৣၗᜪࣽ௲ػᏢำϐঅයำࣣϩ

ձᔈԿϿӚ 2ԃ(аᏢයीϐԿϿ 4ᏢයаǴ٠Ԗঅಞ௲ػᏢำፐำ٣ჴǴό֖පයঅ

ፐ)аǴќуъԃӄਔ௲ػჴಞፐำǶ 

ಃ 26చ  অಞӚৣၗᜪࣽ௲ػᏢำϐৣၗғ҂ӧЬঅ܌سձೕۓঅԃज़ϣঅᅈ௲ػᏢำᔈঅ

ፐำᏢϩޣǴளҙፎߏۯ௲ػᏢำঅයำԿӭΒԃǹߏۯځϐයำᔈٳΕεᏢݤǵε

ᏢࡼݤՉಒ߾ϷҁਠᏢु܌߾Ьঅ܌سձߏۯঅԃज़ϣीᆉǶΥӢঅಞ௲ػᏢำሡ

 යज़ϣගрҙፎǶۓ܌ҁਠܭǴᔈޣঅԃज़ߏۯ

ಃ 27చ  ৣၗғᏢයঅಞ௲ػᏢำ௲ػፐำᏢϩǴٳӕЬঅࣽ܌سҞᏢϩीΕᏢයঅಞࣽ

ҞᏢϩᕴኧǴځᏢϩᕴኧᔈ٩ҁਠᏢ߾ᒤǶ 

ৣၗғᏢයঅಞ௲ػᏢำ௲ػፐำᏢϩǵΠज़ೕۓӵΠǺ 

ǵѴ༜ৣၗᜪࣽ௲ػᏢำǺᏢයԿϿঅಞ 1ࣽǴԿӭόளຬၸ 8ᏢϩǶ 

Βǵਸ௲ػᏢਠ()ৣၗᜪࣽ௲ػᏢำȐ୯҇λᏢ௲ػ໘يࢤЈምᛖᜪȑǺᏢයԿϿঅ

ಞ 1ࣽǴԿӭόளຬၸ 12ᏢϩǶ 

Οǵ୯҇λᏢৣၗᜪࣽ௲ػᏢำǺᏢයԿϿঅಞ 1ࣽǴԿӭόளຬၸ 12ᏢϩǶ 

ѤǵৣၗғऩԃࡋԖঅಞ 3ᏢϩϐፐำǴ߾Ϣຬၸځज़ᏢϩኧԿӭ 1Ꮲϩࣁज़Ƕ 

ಃ 28చ  ৣၗғܭঅೕۓϐৣၗᙍ௲ػፐำǴЪԋᕮϷޣǴᔈҁਠӚৣၗᜪࣽ௲ػᏢำ

ፐำہቩਡ೯ၸࡕǴۈளҗҁਠ٩ೕۓว๏၀ᜪࣽঅৣၗᙍ௲ػܴਜǶ 

ಃΎക  Ꮲϩ 

ಃ 29చ  ٩ҁᒤݤঅಞ௲ػᏢำϐࣽҞϷᏢϩǴᔈ٩ೕۓᛦҬᏢϩǴ௲ػᏢำᏢϩКྣҁਠ

ৣጄᏢଣεᏢԏྗǶᛦᅈೕۓϣϐᏢϩޣǴຬঅᏢϩளխᛦᏢϩǶऩ҂ֹԋ

၀ᏢϩϐঅಞǴ಄ӝҁਠଏೕޣۓǴளҙፎ௲ػᏢำᏢϩଏǶ 

 অයज़ϣǴᔈᛦҬᏢϩϷᏢᚇ୷ኧǶܭғزࣴ

εᏢۯғঅಞ 9ᏢϩаΠޣǴᔈᛦҬᏢϩǹ10ᏢϩȐ֖ȑаޣᔈᛦҬӄᚐᏢᚇ

Ƕ 

ಃ 30చ  Ꮲғୖуъԃӄਔϐ௲ػჴಞፐำǴᔈᛦҬ࣬ܭ 4Ꮲϩϐ௲ػჴಞᇶᏤǴ 1Ꮲϩ

КྣҁਠৣጄᏢଣεᏢԏྗǶ 

ಃΖക  ి؎ᐒ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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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చ  ҁਠ௲ػᏢำৣၗғܭঅය໔ԖΠӈϐޣǴᔈڗৣځၗғϐၗǴҁਠόӆ

ᒤӜᚐሀံǺ 

()ೱុΒᏢය܌ԖঅಞፐำࣽҞԖΟϩϐа҂ၲ 60ϩǶ 

(Β)ቺػᏹՉԋᕮǴೱុΒᏢය҂ၲ 80ϩǶ 

(Ο)௲ᏢჴಞፐำԋᕮǴೱុΒᏢයೱុΒᏢයೱុΒᏢයೱុΒᏢය҂ၲ 60ϩǶ 

(Ѥ)Ꮲය௲୍ܺػᏢಞਔኧ҂ၲ 18λਔǶ 

 ᏢำᏢғి؎բाᗺᒤȩ၀ाᗺќुϐǶػৣၗғၗϐբำׇǴ٩ҁਠȨ௲ڗ

ಃΐക  ᒿߕ᠐ 

ಃ 32చ  ҁਠৣၗғ಄ӝΠӈၗϐǴൔ௲ػӕཀǴளܭҁਠаᒿߕ᠐БԄံঅᏢ

ϩǴӵԖਸሡǴҁύЈӕཀளԿдਠаᒿߕ᠐БԄံঅᏢϩǺ 

ǵҁਠৣၗғǴςၻৣၗݤػಃΒΜచೕۓϐҙፎයज़Ǵख़ཥቩᇡۓ௲ػ

ፐำᏢϩόޣىǶ 

ΒǵҁਠৣၗғǴӢਸݩǴҁਠቩᇡۓ௲ػፐำᏢϩόޣىǶ 

ΟǵдਠৣၗғǴҗচৣၗػϐεᏢൔ௲ػӕཀளံঅᏢϩǴளрڀϦЎӛҁਠ

ගрҙፎǶ 

ܭǴᔈޣ᠐БԄံঅᏢϩߕаᒿۓೕ٩ 2ԃϣֹԋံঅϷᇡۓǴځԋᕮቩਡϷᛦҬᏢ

ϩᔈ٩ҁਠೕۓᒤǶҁਠȨᒤৣၗғᒿߕ᠐অಞ௲ػፐำբाᗺȩќु

ϐǶ 

ಃΜക  ߾ߕ 

ಃ 33చ  অಞৣၗᙍ௲ػፐำϐᏢғǴ಄ӝΠӈϐޣǴۈளୖуъԃϐ௲ػჴಞፐำǺ 

ǵ٩εᏢݤೕۓǴڗளεᏢၗǴ٠অද೯ፐำǵߐፐำϷ௲ػፐำǴЪߚ

ಃΒීϐӧਠғǶ 

ΒǵڗளᏢγᏢՏϐᅺǵറγӧਠғǴܭঅද೯ፐำǵߐፐำϷ௲ػፐำЪঅ

ᅺǵറγᔈঅᏢϩ(ᅺǵറγᏢՏፕЎीΕᔈঅᏢϩ)Ƕ 

ΟǵεᏢࡕǴ٩ৣၗݤػಃΐచಃΟೕۓঅද೯ፐำǵߐፐำϷ௲ػፐำǶ 

ӄਔ௲ػჴಞፐำϐঅಞǴ٩ҁਠਥᏵৣၗݤػǵৣၗࡼݤػՉಒ߾࣬ᜢݤзೕۓϷ

௲ػȨৣၗػϐεᏢᒤ௲ػჴಞբচ߾ȩᆶ࣬ᜢڄញཀԑۓु܌ϐȨ୯ҥᆵܿεᏢ

௲ػჴಞፐำჴࡼᒤݤȩᒤǶ 

ಃ 34చ  ҁᒤݤ҂ᅰە٣Ǵ٩ৣၗݤػǵৣၗࡼݤػՉಒ߾ǵଯભύаΠᏢਠϷѴ༜

௲ৣၗᔠۓᒤݤǵεᏢҥৣၗػύЈᒤݤ࣬ᜢݤзೕۓϷҁਠ࣬ᜢೕۓᆶ௲ػ

࣬ᜢڄញཀԑᒤǶ 

ಃ 35చ  ҁᒤݤҁਠৣၗہػቩǴ௲୍ਡഢࡕǴൔፎ௲ػਡࡕۓჴࡼǴঅ҅ਔ

ҭӕǶ 

 
،،،،        ǺǺǺǺྣ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ǶǶ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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ᖏਔᖏਔᖏਔᖏਔගਢගਢගਢගਢΒΒΒΒǵǵǵǵঅ҅ҁਠᒤৣၗғᒿߕ᠐অಞ௲ػፐำբाᗺঅ҅ҁਠᒤৣၗғᒿߕ᠐অಞ௲ػፐำբाᗺঅ҅ҁਠᒤৣၗғᒿߕ᠐অಞ௲ػፐำբाᗺঅ҅ҁਠᒤৣၗғᒿߕ᠐অಞ௲ػፐำբाᗺǶǶǶǶ    
                        

(ගਢൂՏǺৣၗػύЈ) 

ᇥᇥᇥᇥ        ܴܴܴܴǺǺǺǺচҁਠ 100Ꮲԃࡋಃ 2Ꮲයಃ 3ԛ௲୍೯ၸȤ101.06.07ȥǴ௲ػ۳߇অ҅ࡕǴ

ख़ཥගଌৣہቩǶ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現行現行現行現行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經報教育部同意，

得提出申請： 

1、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

規定之申請期限，經重新審查認定教育專業課程

學分不足者。 

2、本校畢業師資生，因特殊情況，經本校審查

認定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足者。 

3、他校畢業師資生，由原師資培育之大學報經

教育部同意得補修學分，得出具公文向本校提出

申請。 

二、符合下列資格之一，經報教育部同意，得於

本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 

（一）本校畢業師資生，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科不符現行教育學程

課程綱要需求，學分不足者。 

（二）已具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申請另一類科

教師資格學分不足者。 

（三）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育法第 20

條規定，經重新認定師資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教育專業課程有學分不足者；唯他校學生須經原

學校發函本校，再行報部同意後辦理修讀。 

（四）本校畢業師資生，如有特殊需求，經師資

培育暨就業輔導處(以下簡稱本處)同意，得申請

至他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 

修正 

二、隨班附讀人數： 

（一）原科系核定招生人數少於五十人者，隨班

附讀人數得補足至五十人；原科系核定招生人數

為六十人以上者，隨班附讀人數以原科系修讀人

數百分之十為限。 

四、隨班附讀人數： 

（一）選課人數在五十人以下者，隨班附讀人數

得補足至五十人為原則；選課人數超過六十人，

隨班附讀人數以選課人數百分之十為限。 

修正 

三、課程修讀規定： 

（一）申請隨班附讀學員以修讀大學部學制課程

為限，每學期至多修習六學分為原則，並應於二

年內完成補修及學分認定。 

五、課程修讀規定： 

（一）申請隨班附讀學生每學期至多修習六學分

為原則，並於 2 年內完成補修及學分認定。 
修正 

四、收費及退費標準： 

（二）請隨班附讀課程於獲准完成選課登記後，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選退費。若所選讀課程開

班不成，本校應主動通知選讀生辦理退選並全額

無息退費。 

六、收費標準：隨班附讀學員其收費標準依本校

學士班課程之標準收取學分費。 
修正 

五、本作業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委員會審議，教

務會議核備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七、本作業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示再

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 

 
୯ҥᆵܿεᏢᒤৣၗғ୯ҥᆵܿεᏢᒤৣၗғ୯ҥᆵܿεᏢᒤৣၗғ୯ҥᆵܿεᏢᒤৣၗғᒿߕ᠐অಞ௲ػፐำբाᗺᒿߕ᠐অಞ௲ػፐำբाᗺᒿߕ᠐অಞ௲ػፐำբाᗺᒿߕ᠐অಞ௲ػፐำբाᗺȐȐȐȐঅ҅ࡕӄЎঅ҅ࡕӄЎঅ҅ࡕӄЎঅ҅ࡕӄЎȑȑȑȑ 

 
100Ꮲԃࡋಃ 2Ꮲයಃ 3ԛ௲୍೯ၸȤ101.06.07ȥ 

ǵ٩୯ҥᆵܿεᏢȐаΠᙁᆀҁਠȑȨ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ȩಃΟΜΒచೕۓǴৣၗػύ

ЈȐаΠᙁᆀҁύЈȑֹ ԋቩᇡۓᏢϩόޣىǴҙፎҁਠᒿߕ᠐অಞፐำϐၗᆶࢬำ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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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Ǻ 

Ȑȑ಄ӝΠӈၗϐǴൔ௲ػӕཀǴளගрҙፎǺ 

1ǵҁਠৣၗғǴςၻৣၗݤػಃΒΜచೕۓϐҙፎයज़Ǵख़ཥቩᇡۓ௲ػ

ፐำᏢϩόޣىǶ 

2ǵҁਠৣၗғǴӢਸݩǴҁਠቩᇡۓ௲ػፐำᏢϩόޣىǶ 

3ǵдਠৣၗғǴҗচৣၗػϐεᏢൔ௲ػӕཀளံঅᏢϩǴளрڀϦЎӛҁਠ

ගрҙፎǶ 

ȐΒȑҙፎҁਠᒿߕ᠐অಞፐำϐࢬำǺ 

1ǵǵǵǵҙፎޣፎԾՉ၌టᒿߕ᠐ϐፐำҙፎޣፎԾՉ၌టᒿߕ᠐ϐፐำҙፎޣፎԾՉ၌టᒿߕ᠐ϐፐำҙፎޣፎԾՉ၌టᒿߕ᠐ϐፐำǴǴǴǴ༤ִҙፎ߄༤ִҙፎ߄༤ִҙፎ߄༤ִҙፎ߄ǴǴǴǴ٠ᔠ࣬ߕᜢϐᏢᐕҹ٠ᔠ࣬ߕᜢϐᏢᐕҹ٠ᔠ࣬ߕᜢϐᏢᐕҹ٠ᔠ࣬ߕᜢϐᏢᐕҹǵǵǵǵيϩҹيϩҹيϩҹيϩҹ

ၗၗၗၗǴǴǴǴፐ௲ৣϷҁύЈቩਡӕཀࡕፐ௲ৣϷҁύЈቩਡӕཀࡕፐ௲ৣϷҁύЈቩਡӕཀࡕፐ௲ৣϷҁύЈቩਡӕཀࡕǴǴǴǴܭᏢයуଏᒧᄒЗֹԋᛦܭᏢයуଏᒧᄒЗֹԋᛦܭᏢයуଏᒧᄒЗֹԋᛦܭᏢයуଏᒧᄒЗֹԋᛦǴǴǴǴ٠ଌҁύ٠ଌҁύ٠ଌҁύ٠ଌҁύ

ЈԏҹЈԏҹЈԏҹЈԏҹǶǶǶǶ 

2ǵҁύЈᆶፐ௲ৣڙᒿߕ᠐ҙፎਢǴளຎ໒ᏢғΓኧϐӭჲǵፐำ܄፦ک௲Ꮲޜ

໔ᆶഢϐݩǴ،ࢂۓցௗځڙҙፎϷ௨ۓௗڙӜൂϐᓬӃׇǴ٠ஒᒿߕ᠐Ꮲ

ӜнϦܭҁύЈᆛ।Ƕ 

3ǵҁύЈஒᒿߕ᠐ᏢӜнϷ߄ҹଌ௲୍ೀֹԋௗڙᒧፐϐฦᒵЋុǴ٠ஒҙፎਢၗ

ቹӑҬᏢϷҁύЈӸୖǶ 

4ǵᒿߕ᠐ᏢܭᏢය่ࡕ״Ǵҗ௲୍ೀว๏ԋᕮܴǴ٠ҁύЈቩਡ೯ၸۈளҙፎୖ

уъԃ௲ػჴಞፐำǹ಄ӝৣၗݤػಃΜచಃΟೕޣۓǴҁύЈቩਡ೯ၸۈள

ว๏Ȩঅќᜪࣽৣၗᙍ௲ػܴਜȩǴ٠ଌፎ௲ػว๏၀ᜪࣽ௲ৣਜǶ 

Βǵᒿߕ᠐ΓኧǺ 

ȐȑচࣽسਡܕۓғΓኧϿܭϖΜΓޣǴᒿߕ᠐ΓኧளံىԿϖΜΓǹচࣽسਡܕۓғΓኧࣁ

ϤΜΓаޣǴᒿߕ᠐Γኧаচࣽسঅ᠐ΓኧԭϩϐΜࣁज़Ƕ 

ȐΒȑᒿߕ᠐ᏢኧीΕӕঅಞ၀ፐำϐᏢғᕴኧǴӵӢԜ၀ᏢғȐȑኧၲډ௲ৣуी

ፐដᗺኧϐྗǴளуीፐដᗺǶ 

Οǵፐำঅ᠐ೕۓǺ 

ȐȐȐȐȑȑȑȑҙፎᒿߕ᠐Ꮲаঅ᠐εᏢᏢڋፐำࣁज़ҙፎᒿߕ᠐Ꮲаঅ᠐εᏢᏢڋፐำࣁज़ҙፎᒿߕ᠐Ꮲаঅ᠐εᏢᏢڋፐำࣁज़ҙፎᒿߕ᠐Ꮲаঅ᠐εᏢᏢڋፐำࣁज़ǴǴǴǴᏢයԿӭঅಞϤᏢϩࣁচ߾ᏢයԿӭঅಞϤᏢϩࣁচ߾ᏢයԿӭঅಞϤᏢϩࣁচ߾ᏢයԿӭঅಞϤᏢϩࣁচ߾ǴǴǴǴ٠ᔈܭΒ٠ᔈܭΒ٠ᔈܭΒ٠ᔈܭΒ

ԃϣֹԋံঅϷᏢϩᇡۓԃϣֹԋံঅϷᏢϩᇡۓԃϣֹԋံঅϷᏢϩᇡۓԃϣֹԋံঅϷᏢϩᇡۓǶǶǶǶ 

ȐΒȑঅ᠐ࣽҞϐԋᕮԵਡБԄКྣҁਠᏢ߾ϐԋᕮԵਡೕۓᒤǶ 

ȐΟȑᒿߕ᠐ᏢᔈዴჴᒿՉፐᏢಞࢲ٠ୖᆶԵ၂ǴӕਔᒥӺҁਠӚᅿݤೕǶӧᏢය໔

ऩԖၴϸਠೕǴளҗᏢ୍ೀКྣԖᏢՏᏢᝤᏢғуаೀǶ 

ѤǵԏϷଏྗǺ 

Ȑȑᒿߕ᠐Ꮲځԏྗ٩ҁਠᏢγፐำϐྗԏڗᏢϩǶ 

ȐȐȐȐΒΒΒΒȑȑȑȑፎᒿߕ᠐ፐำፎᒿߕ᠐ፐำፎᒿߕ᠐ፐำፎᒿߕ᠐ፐำܭᕇֹԋᒧፐฦܭࡕᕇֹԋᒧፐฦܭࡕᕇֹԋᒧፐฦܭࡕᕇֹԋᒧፐฦࡕǴǴǴǴόளаҺՖҗाଏᒧଏόளаҺՖҗाଏᒧଏόளаҺՖҗाଏᒧଏόளаҺՖҗाଏᒧଏǶǶǶǶऩ܌ᒧ᠐ፐำ໒ऩ܌ᒧ᠐ፐำ໒ऩ܌ᒧ᠐ፐำ໒ऩ܌ᒧ᠐ፐำ໒

όԋόԋόԋόԋǴǴǴǴҁਠᔈЬ೯ޕᒧ᠐ғᒤଏᒧ٠ӄᚐค৲ଏҁਠᔈЬ೯ޕᒧ᠐ғᒤଏᒧ٠ӄᚐค৲ଏҁਠᔈЬ೯ޕᒧ᠐ғᒤଏᒧ٠ӄᚐค৲ଏҁਠᔈЬ೯ޕᒧ᠐ғᒤଏᒧ٠ӄᚐค৲ଏǶǶǶǶ 

ϖǵҁբाᗺҁਠৣၗہػቩҁਠৣၗہػቩҁਠৣၗہػቩҁਠৣၗہػቩǴǴǴǴ௲୍ਡഢࡕ௲୍ਡഢࡕ௲୍ਡഢࡕ௲୍ਡഢࡕǴൔፎ௲ػਡࡕۓჴࡼǴঅ҅ਔ

ҭӕǶ 

،،،،        ǺǺǺǺྣ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ǶǶ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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ᖏਔᖏਔᖏਔᖏਔගਢගਢගਢගਢΟΟΟΟǵǵǵǵঅ҅ҁਠ௲ػᏢำᏢғి؎բाᗺঅ҅ҁਠ௲ػᏢำᏢғి؎բाᗺঅ҅ҁਠ௲ػᏢำᏢғి؎բाᗺঅ҅ҁਠ௲ػᏢำᏢғి؎բाᗺǶǶǶǶ    
                        

(ගਢൂՏǺৣၗػύЈ) 

ᇥᇥᇥᇥ        ܴܴܴܴǺǺǺǺ    

1.চҁբाᗺҁਠ௲୍ቩࡕǴഋፎਠߏਡࡕۓჴࡼǴঅ҅ਔҭӕǶঅ҅ࣁҁբाᗺ

ҁਠৣၗہػቩǴ௲୍ਡഢࡕǴഋፎਠߏਡࡕۓჴࡼǴঅ҅ਔҭӕǶ 

2.চಃ 2చ(Ο)௲ᏢჴಞፐำԋᕮǴҺᏢය҂ၲ 60ϩǴঅ҅ࣁ௲ᏢჴಞፐำԋᕮǴೱុΒঁᏢය

҂ၲ 60ϩǶ 

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բाᗺ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բाᗺ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բाᗺ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բाᗺ(অ҅ࡕӄЎঅ҅ࡕӄЎঅ҅ࡕӄЎঅ҅ࡕӄЎ) 

 OOᏢԃࡋಃ 2Ꮲයಃ 2ԛ௲୍೯ၸȐ101.04.26ȑ 
101Ꮲԃࡋಃ 1Ꮲයಃ 1ԛৣၗہػঅ҅೯ၸ(101.09.26) 

ǵ ٩Ᏽҁਠ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 31చೕۓᒤǶ 

Βǵ ҁਠ௲ػᏢำᏢғܭဆය໔ԖΠӈϐޣǴᔈಖЗৣځၗғϐၗǴҁਠόӆᒤӜ

ᚐሀံǺ  

() ೱុΒᏢයঅಞࣽҞԖΟϩϐа҂ၲ 60ϩǶ 

(Β) ቺػᏹՉԋᕮǴೱុΒᏢය҂ၲ 80ϩǶ 

(Ο) ௲ᏢჴಞፐำԋᕮǴೱុΒᏢයೱុΒᏢයೱុΒᏢයೱុΒᏢය҂ၲ 60ϩǶ 

(Ѥ) Ꮲය௲୍ܺػᏢಞਔኧ҂ၲ 18λਔǶ 

Οǵ ᏢำғᔈܭᏢය໒ᏢࡕΒຼϣЬଌҬಃΒᗺ܌ሡၗǴҗৣၗػύЈৣၗػύЈৣၗػύЈৣၗػύЈᏢำಔ༼Ǵග

ҬҁύЈҁύЈҁύЈҁύЈӚৣၗᜪࣽ௲ػᏢำፐำہǶ 

Ѥǵ Ꮲำғֹܭԋ௲୍ܺػᏢಞਔኧࡕǴᔈڗளࢲЬᒤᐒᄬϐȨက୍ᇶᏤਔኧܴȩȐӵߕҹ

ȑǴ٠٩Ȩက୍ᇶᏤਔኧࢲൔਜԄᇥܴȩȐӵߕҹΒȑֹԋȨᇶᏤࢲइᒵ߄ȩȐӵߕ

ҹΟȑǴբࣁቩਡϐ٩ᏵǶ 

ϖǵ Ꮲำғϐ௲୍ܺػᏢಞࢲǴхࡴᏢයύϷൣǵපଷਠϣѦൂՏ܌ᒤϐᏢಞࢲǶ୍ܺჹ

ຝаᏢಞ১༈ǵᔮ১༈܈ୱ১༈ᏢғࣁᓬӃǶ 

Ϥǵ ᏢำғӢಃΒᗺೕۓಖЗৣၗғၗࡕǴஒόӆՉሀံǶ 

Ύǵ ҁҁҁҁբाᗺբाᗺբाᗺբाᗺҁਠৣၗہػቩҁਠৣၗہػቩҁਠৣၗہػቩҁਠৣၗہػቩǴǴǴǴ௲୍ਡഢࡕ௲୍ਡഢࡕ௲୍ਡഢࡕ௲୍ਡഢࡕǴഋፎਠߏਡࡕۓჴࡼǴঅ҅ਔҭ

ӕǶ 

،،،،        ǺǺǺǺྣ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ǶǶǶǶ    

    

ഌഌഌഌǵǵǵǵᖏਔᖏਔᖏਔᖏਔ((((คคคค))))    

ǵǵǵǵණණණණ((((1参1参1参1参ǺǺǺǺ40404040))))ࢠࢠࢠ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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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ҹߕҹߕҹߕҹߕ

୯ҥᆵܿεᏢ୯ҥᆵܿεᏢ୯ҥᆵܿεᏢ୯ҥᆵܿεᏢᇟЎวύЈमᇟૈΚቚૈჴࡼीฝᇟЎวύЈमᇟૈΚቚૈჴࡼीฝᇟЎวύЈमᇟૈΚቚૈჴࡼीฝᇟЎวύЈमᇟૈΚቚૈჴࡼीฝ 

 
҇୯ 101 ԃ 06 Д 饋6 ВᇟЎวύЈঅ҅೯ၸ 

 

ǵ٩Ᏽ٩Ᏽ٩Ᏽ٩ᏵǺҁीฝ٩ᏵҁਠȨ୯ҥᆵܿεᏢᏢғѦᇟૈΚྗჴࡼीฝȩϷ 

Ȩҁਠ 100 ᏢԃࡋಃΒᏢයගϲᏢғमᇟૈΚȩ،ुۓϐǶ  

ΒǵҞޑҞޑҞޑҞޑǺࣁуமҁਠᏢғमᇟૈΚ٠ᇶᏤܢځᇡҁਠѦᇟૈΚྗǴೕ 

Ⴤය 36 λਔȐคᏢϩȑमᇟፐำǶ 

ΟǵჴࡼБԄჴࡼБԄჴࡼБԄჴࡼБԄǺ 

1.Ծ 101 ᏢԃଆǴҗҁύЈ໒ȨमᇟૈΚቚૈȩбፐำǴගٮ҂೯ 

ၸѦᇟᔠۓෳᡍޑ 99 ᏢԃଆΕᏢᏢғճҔፐᎩঅ᠐ǶᏢғঅ 36 λਔ 

ፐำЪڗளԋᕮԵຑȨ೯ၸȩܴǴёܢᇡҁਠѦᇟૈΚᔠਡྗǶ 

饋.ܭᏢය໒ᏢϦፐำၗૻǴಃǵΒຼᒤᛦൔӜำׇǴ٠٩ൔ 

ӜᏢғ܌ԋᕮܴՉϩǶϩྗӵΠǴ໒ፐભኧ٩යᏢғ 

ൔӜΓኧቚ෧Ǻ 

A Ǻӄ҇मᔠȐGEPTȑ߃ભ߃၂҂೯ၸ/ӭෳᡍȐTOEICȑ饋00 ϩаΠǶ 

B Ǻӄ҇मᔠȐGEPTȑ߃ભፄ၂҂೯ၸ/ӭෳᡍȐTOEICȑ饋00 ϩȐ֖ȑ 

а҂ၲ 350 ϩǶ 

C Ǻӄ҇मᔠȐGEPTȑύભ߃၂҂೯ၸ/ӭෳᡍȐTOEICȑ350 ϩȐ֖ȑ 

а҂ၲ 550 ϩǶ 

ѤǵܕғჹຝܕғჹຝܕғჹຝܕғჹຝǺҁਠεᏢΟԃભȐ֖ȑаӧᏢᏢғЪ҂ၲҁਠѦᇟૈΚ 

ྗޣǶ 

ϖǵፐำਔࢤϷܕғΓፐำਔࢤϷܕғΓፐำਔࢤϷܕғΓፐำਔࢤϷܕғΓኧኧኧኧǺᏢයፐำ 36 λਔǴຼ~ϤӄϺ௨ፐȐаڹ໔ࣁЬȑǴ 35

Γ~45 ΓǶ 

Ϥǵ໒ፐൂՏϷፐϣ໒ፐൂՏϷፐϣ໒ፐൂՏϷፐϣ໒ፐൂՏϷፐϣǺҗᇟЎวύЈᆶमऍسೕჄϷငҺৣၗǴӚᏢයፐ௲ৣϐ௲Ꮲεᆜ

ଌፎᇟЎวύЈᆶमऍسፐำቩਡഢǶ 

ΎǵԏЍБԄԏЍБԄԏЍБԄԏЍБԄǺයፐำՏᏢғᏢཥѠჾ 饋,000 ϡǴᏢᕴᚐ 饋0ʘӣ㎸ਠ୍୷ߎǴᎩී

યΕᇟЎวύЈႣᆉѦԏЍΠǴҔаЍб௲ৣដᗺǶ 

ΖǵᏢಞຑਡБԄᏢಞຑਡБԄᏢಞຑਡБԄᏢಞຑਡБԄǺҗፐ௲ৣԾुຑਡБԄǴ௦Ȩ೯ၸȩǵȨό೯ၸȩБԄຑਡǶᏢғሡрৢၲ

3饋 λਔа٠ୖᆶຑਡǴόளҙፎಖЗ܈ଏǴБёڗளԋᕮԵਡ೯ၸܴǴаբܢࣁᇡѦ

ᇟૈΚྗϐ٩ᏵǶ 

ΐǵҁीฝᇟЎวύЈՉࡹ೯ၸǴഋፎਠߏਡࡕۓჴࡼǴঅ҅ਔҭ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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