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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中心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下午 1 時               
地點：經德大樓二樓博雅學部會議室  
主席：張松年主任                                      紀錄：楊梅君 
出席者：王進發老師、林大森老師、陳  復老師、楊淳皓老師、劉怡伶老師、

鍾鴻銘老師、朱達勇老師、吳鳳珠老師、谷天心老師、許惠琪老師、

蔣忠慈老師、錢芷萍老師、陳雀倩老師、林德誠老師、邵維慶老師、

徐明藤老師、廖玉卿老師、劉文琴老師、王皓仲教官、吳政為教官、

黃珮鈞助教、楊梅君助教(按教師職級及姓氏筆畫排序)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 主席報告：略。 
參、 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案由：本(114)年度通識教育中心設備費，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114/2/10 博雅

學部來信通

知 114 年度

設備費已通

過。 
肆、 確定議程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本中心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改善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教發中心 114 年 3 月 5 日及博雅學部 114 年 2 月 21 日通知辦

理。 
二、 檢附本中心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改善計畫表，如附件一(pp.2-

11)。 
擬  辦：通過後送博雅學部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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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113-1 學期教學分析報告暨教學改善計畫 
114.3 教學發展中心 

壹、 教學評量統計分析報告 
通識教育中心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評量」五大構面中，最高為「教學態度」

(4.59 分)，最低為「教學方式」(4.54 分)；「學生自評」最高為「我在本課程的出席率」

(4.57 分)，最低除全校普遍偏低之「除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2.21
分)，次低為「我對本課程(感興趣程度)」(3.88 分)。分析結果如下： 
 

表1、填答基本資料 

單位 受測 
課程數 

選課人次 
(A) 

填答人次 
(B) 有效問卷數 填答率 

(B) / (A) 
整體 
平均數 

全

校 

大學部 940  40,203  35,709  35,173  88.82% 4.55 
研究所 209  3,241  2,487  2,469  76.74% 4.66 
整體 1,149  43,444  38,196  37,642  87.92% 4.56 

博
雅
學
部 

大學部 296  13,141  11,725  11,544  89.22% 4.58  

研究所 － － － － － － 

整體 296  13,141  11,725  11,544  89.22% 4.58  

本

中

心 

大學部 154  7,694  6,880  6,779  89.42% 4.56  

研究所 － － － － － － 

整體 154  7,694  6,880  6,779  89.42% 4.56  
 

圖 1、通識教育中心 近兩學年教學評量與部/校平均之趨勢分析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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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教學評量各題項分數對照表 

題項 本中心 
(A) 

本部 
(B) 

中心與部 
差異 
(A-B) 

全校 
(C) 

中心與校 
差異 
(A-C) 

一、教學評量 

(1) 
教學 
內容 

1. 老師能清楚說明教學目標及教學大綱。 4.56  4.58  -0.02  4.57  -0.01  

2. 本課程教材內容有組織且適切。 4.55  4.57  -0.02  4.56  -0.01  
3. 老師的授課內容能切中主題，不偏離教學

目標。 4.57  4.59  -0.02  4.57  0.00  

平均 4.56  4.58  -0.02  4.57  -0.01  

(2) 
教學 
態度 

4. 老師對本課程教學認真負責。 4.61  4.63  -0.02  4.60  0.01  

5. 老師不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 4.63  4.65  -0.02  4.61  0.02  
6. 老師留意學生的學習反應，並改善學生

的學習困難。 4.52  4.55  -0.03  4.54  -0.02  

平均 4.59  4.61  -0.02  4.58  0.01  

(3) 
教學 
方式 

7. 老師能清楚表達授課內容。 4.56  4.58  -0.02  4.55  0.01  
8. 老師使用適當教學方法及資源，能引起

學生學習興趣。 4.52  4.54  -0.02  4.53  -0.01  

9. 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能鼓勵學生投入
學習。 4.53  4.56  -0.03  4.54  -0.01  

平均 4.54  4.56  -0.02  4.54  0.00  

(4) 
學習 
評量 

10. 老師評分方式與標準於事前清楚說明，
並能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效。 4.57  4.59  -0.02  4.57  0.00  

11. 老師適時給予學生作業、報告或考試等
評量方式，有效掌握學生學習效果。 4.55  4.57  -0.02  4.56  -0.01  

12. 老師會將各項評量結果告知學生，適時
給予意見。 4.55  4.57  -0.02  4.55  0.00  

平均 4.56  4.58  -0.02  4.56  0.00  
(5) 
教學
品質 

13. 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品質良好。 4.55  4.58  -0.03  4.56  -0.01  

教學評量平均 4.56  4.58  -0.02  4.56  0.00  

二、學生自評 

1. 我在本課程的出席率 4.57  4.57  0.00  4.54  0.03  

2. 除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 2.21  2.28  -0.07  2.58  -0.37  

3. 我對本課程(感興趣程度) 3.88  3.91  -0.03  3.92  -0.04  

4. 我對本課程的學習態度 4.10  4.14  -0.04  4.18  -0.08  

5. 修習本課程後，使我獲益 4.09  4.12  -0.03  4.16  -0.07  

學生自評平均 3.77  3.80  -0.03  3.88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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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通識教育中心 113-1 學期與前一學年同期教學評量差異分析 

可能影

響因素 
因素類

別 
113-1(A) 112-1(B) 差異值(A-B) 

課程數 平均數 課程數 平均數 課程數 平均數 

必/選修 
必修 100  4.52  101  4.42  -1  0.10  
選修 54  4.61  54  4.56  0  0.05  

專/兼任 
專任 97  4.54  99  4.44  -2  0.10  
兼任 57  4.59  56  4.53  1  0.06  

一般/實
習 

一般 154  4.56  155  4.47  -1  0.09  
實習 0  0  0  0  0  0  

貳、 教學改善計畫 
教學評量 3~5項質性意見 

國文 綜觀學生的正面回饋意見，包括：教學內容多樣化、知

識收穫豐富、教學態度熱忱、課堂氣氛與互動良好、用

心準備教材、不拘泥傳統教法等，顯示整體國文課程之

教學品質與成效，頗為可觀。質性意見舉隅： 

1.「老師授課幽默風趣、友善尊重，國文課是我一週

當中最放鬆有趣的課。」 

2.「各種事物不同觀點之重要和說話技巧、出社會的

應對進退方法、談吐有度。」 

3.「老師的教學，不同於傳統教學，可以說是十分貼

近生活，每次上課都像在聽演講般的精彩，使我

對於用字遣詞有更多的認知與學習，很棒的課

程。」 

4.「在這個價值觀混亂的時代，有一堂增進品味又可

以與生活結合的文學課實在是一大享受。」 

5.「老師上課認真，會將國文結合自身經歷，教我們

很多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文學經典學群 1.「認識到很多旅行相關的事情，期末報告老師還會

跟每個人建議個人的優缺點，更是讓我知道自己

報告時的問題。」 

2.「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看法，讓自己能夠有自信的

展現出自己的口頭報告能力與口說的呈現方式，

讓自己出社會後，能夠不驚不慌的展現出自己最

好的一面。」 

3.「學習到旅行文學許多相關知識，學習到旅行中體

驗文學。」 

4.「能知道許多奇幻文學的書」、「了解如何把一份報

告做成論文的格式，以及了解奇幻文學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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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欣賞許多經典的電影，去探討電影想帶給我們的

知識與啟發。」、「看到各式各樣的電影，並學會

做電影導讀與電影本事。」 

公民素養學群 1. 學到很多將來可用來保護自己權利的法條。了解

各種法律上的原理原則，並反思新聞媒體所亂下

的標題！ 

2. 老師教這門課的時候，教了我們如何去思考，並

關注社會上的時事，以及如何用自己的價值來判

斷。我覺得上這門課是至今給予我最大收穫的一

門課。 

3. 可以在課堂上帶入更多關於製作論文的課程，還

有在上課時段安排讓我們討論 

4. 老師在課堂上會分享許多受用的人生觀和法理學

知識，還會適時使用影片或案例說明，整堂課程

獲益良多。 

5. 對意識形態以及各個思想有更深度的認識，能更

認識這個社會，吸收多元的，各個政治學者對這

個世界的看法，在如今AI科技高速發展，族群及

國家對立的今日，此課程別具意義。 

多元社會與文化學群 1. EndNote的基本操作和一些高階功能，包括從線

上資料庫匯入文獻、手動新增條目、文獻資料的

收集與管理、對文獻進行分類和標籤處理等 

2. 了解到現在資訊如何跟社會做連結，要是以後進

到社會內，要如何運用資訊這樣的優勢來獲利 

3. 連結自己的興趣專業與社會時事的關聯，並分享

給同學老師 

4. 講述了許多日常常見的科技產品的型態的起源，

以及科技和社會之間的互相影響，是一門非常廣

的學科，老師每次上課時都講得非常詳細，我才

知道原來那些常見的科技產物背後有這樣一個歷

史故事，又或是新科技的出現對社會帶來改變的

過程，每上一堂課都收穫滿滿 

5. 感謝老師這學期的用心教學，辛苦了!課程內容

豐富且啟發性強，特別是您分享的國內外文創案

例，讓我開拓了視野，也激發了對文創產業的濃

厚興趣，隨機分組活動也讓我結識了新朋友，學

會如何與不同的人合作，這是很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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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了解文化定義與包含、了解台灣有哪些文化被國

外所影響後變成台灣文化、台灣及國外的文創園

區的差別與管理、還有知道了創意城市與波希米

亞族群有關也知道巴西度庫里奇巴是連接公車的

創始地方、也知道了在地的一些文創產業，比如

金工，龜的模具等等、也知道可以走文創的路、

還了解到創意階級是什麼、還知道創意產業有很

多種也分很多、也知道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有哪

些、及台灣的原住民族群分別有哪些文化特色。

知道了原來我們台灣跟國外差了這麼多，我們應

該多跟國外學習他們的文創產業與管理系統！ 

自我發展學群 1. 釐清以前對一些生心理疾病的誤解 像是厭食症

等等 

2. 了解壓力來源，以及如何處理壓力 

3. 完形心理學、各種不一樣的視覺刺激、畫自己想

畫的圖、也給予別人的畫不同意見、期中報告了

解自己的家人與朋友，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讓

我對藝術這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從不同的

角度去察看。 

4. 色彩心理學、藝術的多元化、如何藝術判斷人的

行為、色彩分析、畫一張圖讓別人才拿人的個

性、藝術如何運用在生活ex:廣告牌、圖形筆記

法。 

5. 學到許多人際交際與心理學角度的人類想法 

6. 識讀媒體能力增加 對於人際關係、互動更有把

握 

7. 學到心理學知識，透過PBL的學習方式讓我能夠

對於每一個主題有深刻的思考及學習 

環境與永續學群 1. 我覺得可以辦更多活動。 

2. 了解未來整體的淨零碳排趨勢，以及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減少對地球的危害 

3. 不同領域同學上台分享各自的經驗及專長，圍繞

環境議題講述不同群體的意見 

4. 擁有更全面的全球觀 

5. 認識到一些外地人不知道的宜蘭生態 

資訊應用與素養 1. 課程內容實用 

2. 學到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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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電腦操作上學到很多，雖然很難，但是學起來

真的是很不容易。 

通識多元選修 1. 讓我能夠跳脫既有的音樂框架，去欣賞世界各

地的音樂，也讓我更實際的體會從不同的角度

欣賞的感覺 

2. 教授會帶我們實際走訪文學作品中的地標，或

是透過有趣的講解方式介紹文學作品。 

3. 老師很用心介紹全球化，還用遊戲的方式測驗

我們是否有學習到，這堂課非常有趣讓我學到

很多，謝謝老師。 

4. 我跨出了社恐的感覺，雖然還是很害怕但我有

提升了勇氣，並學習如何在他人言語中解出他

們想說的話。 

5. 有各科系的教授輪流分享自己領域中所利用的

奈米技術，能夠多元又準確的獲取知識。 

6. 真的懂了很多關於動物的事，包括如何分辨公

母或是哪種動物經濟產值高等 

全民國防教育 1.律定課後自我學習方式 

學生課後或自我進修意願與態度偏低。軍訓同仁除於

課堂授課外，亦可考量學生程度傾向，律定有關軍事

議題作業，提供學生課後自我學習，方式並不拘泥，

課堂報告、書面說明或網路資訊評論等，以增進同學

學習機會，並訓練其查找及思辨資料信、效度之基礎

能力。 

2.設定講演議題或參訪活動 

依學生課堂互動回饋，多數對於專業人士講演活動

感到興趣，並認為有效增加生活與安全知能，軍訓

同仁除依課程大綱(軍事事務)授課外，亦可參酌各

項新興安全議題(如跟蹤騷擾防制法、毒品防制、反

詐騙、交通安全、防震防災等)臨機調整授課內容或

邀請專業人士講演，亦可與地區軍事單位結合辦理

參訪活動，使學生更加瞭解國軍當前作業型態，強

化全民國防觀念建立與重視。 

物理課程 1.上課有趣，讓我們不會討厭物理。 

2.理解了許多，課程也有題目可以寫這非常好，但檢

討考卷有點快，也有點模糊，有幾題沒理解就結束

了。 

3.感謝老師都有錄影常常不小心恍神，但還有影片可

以看。老師活用m園區也讓功課或考試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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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讀這門課你不僅能夠學習到使用不同工具來學習，

而且這門課英文要有一定的基礎喔。 

5.物理作業有點難，但寫完很有成就感。 

教學評量 教學改善計畫(請以100-500字簡要說明) 

國文 除了持續將國文課程變得生動有趣、生活化，老師們也

不斷精進專業的教學能力和保持熱忱。至於部分學生的

反映事項及相關之改善措施建議如下： 

1.作業負擔重。將提醒老師減少報告次數，或改採「分

組報告＋個人心得」以減輕負擔。 

2.口語表達缺乏信心。將建議老師考慮安排小組討論

或情境模擬，提升表達能力。 

3.希望評分標準更明確。將再次提醒老師明示評分標

準，並思考提供合適的題型範例或重點指引。 

4.對課程主題與活動安排的質疑：「上課感覺偏離主

題」、「不知道是在上國文課還是表藝課了」。將提醒

該授課教師留意國文課不是綜藝課，活動設計應更

周延並使學生充分理解何以如此規劃。 

文學經典學群 部分學生反映事項及改善措施建議： 

1.希望縮減大型活動規模或上臺演戲。將提醒老師在

規劃微電影拍攝等活動時，或可改採「分段式任務」

以減輕負擔，並留意該門課程的教學宗旨，避免捨

本逐末而降低了學生的學習意願。 

2.強化文本理解的輔助。將建議老師提供導讀提問單

及短篇作品分析，逐步引導學生理解。 

3.有關創意表現的評分標準不一。將向老師宣導，宜

提前說明評分標準，並提供具體回饋以改善表現。 

公民素養學群 1. 在教學上繼續以生活化、即時性法律議題，引導

學生認識並活用法律。 

2. 課程中利用介紹國內外發生及時新聞事件，並適

時以學理補充分析探討，有時更引用專家學者之

專論看法，引發學生深入探討興趣並作互動討

論，以建立自己的價值之教學方式頗為歡迎，成

效良好，值得繼續推廣。 

3. 教學活動部分： 法律條文「生活化」 
教學設計部分： 法律課程「趣味化」 

4. 在課堂上多講解論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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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講義將於數位學習園區提供數位檔案供下載，並

依自己所需進行列印。考慮今後於課程中融入更

多臺灣時事討論。 

多元社會與文化學群 1. 教材多樣性，運用各種不同型態的相關教材，讓

學生了解如何查找未知之資料，透過整理分析轉

化成已知；期中作品製作、期末資料心得檢視學

習成果。 

2. 本校學生多為理工學門科系，若能具備人文、歷

史與社會的關懷與視野，對於觀察與理解科技現

象甚有幫助。課程透過Zuvio系統、宜大數位M園

區跟學生互動，達到學生深入理解的目的。 

3. 學生回饋結合校外業師共授對學習幫助大，本人

將持續申請並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與實作學習體

驗。 

自我發展學群 1. 課間多與學生討論，以了解學習困難點與給予學

生協助、使學生的學習更加有動機。 
2. 考慮增加學生個別作業或報告，以鑑別出學生個別

努力的成效。 
3. 學生回饋結合校外業師共授對學習幫助大，本人

將持續申請並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與實作學習體

驗。 
4. 本課程納入了兩週高較深耕計畫支持的「媒體識

讀、資訊判讀」單元，分別為個人講授「買？不

買？銷售過程中的心理學」，外聘講師講授「判別

女性形象—媒體下的受害者」，此兩單元深獲好

評，同學紛紛表示經由課程解說後，能夠提升媒體

識讀能力，不再輕易被廣告行銷話術所騙，或是輕

信媒體帶風向式的性平議題，而能夠更深入思考。

如果今後還有機會，希望能夠再次申請高深計畫執

行此一單元。 
5. 少數學生抱怨其組員不盡責，甚至缺席多次，下

學期將採取二個方法 改進。一方面於期中考前

由教師主動大學生手機予以輔導關心，二方面若

不盡責的組員未改善，也允許抱怨的學生更換組

別。 

環境與永續學群 1. 在容許範圍內，增加一些活動。. 
2. 分組報告發表成績：增列同學課堂上討論發表議題

觀點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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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要求多些影片教學，但限於時間關係，要求

學生自行觀賞閱讀，上課題問或討論併列入評量

資料(題目)。 

4. 講義教材及相關資訊放在學習平台上或每次上課

都提供同學自行下載拷貝。 

資訊應用與素養 1. 視學生程度與學習風氣調整課程內容難易度，拉齊

水準。 

2. 素養相關主題，將著重在個人演練；程式設計部

分將增加運用ChatGPT撰寫程式的演練，並藉由line

社群進行討論與課輔。 

通識多元選修 1. 鼓勵學生踴躍發表個人見解及書寫上課心得，教

師據以解決學生課程疑惑。 

2. 實地參訪與踏查，發現事實與問題，透過校外踏

查與錄製主題報告的教案設計，豐富教材的內

容，致使學生更能多元學習，將心得提出或進行

專題討論，訓練自我的表達能力，同時擁有相當

程度的資料收集能力，讓學生擁有更明確的進步

空間與方向，增進學生批判思考能力。 

3. 課程設計融合實作，增進學生對通識能力的自

信，並能充分應用所學。 

4. 多連結國內外時事案例，以讓學生增廣見聞，並

提高學習興趣，增進課程知識之實用性。 

5. 善用「數位學習 M園區」網頁，提供課程補充資料

及投影片。 
6. 運用網路社群媒體、數位學習、親近學生的互動式

教學等教育機會，來維持教學成效與提升教學品

質，並增進學生對本課程的學習興趣。 
全民國防教育 1.持續精進教學態度與熱枕 

從統計結果可知同學對本課程教官授課均持正向肯

定態度5，顯示軍人嚴謹與認真性格反映在教學工作

上，惟此僅為軍訓同仁教學基本能力與態度，在教學

工作上仍須秉持以往要求，堅持教學熱枕、嚴謹態度

及確遵教學紀律，以落實教學成果延續，並使學生能

最大獲益。 

2.課程內容多元化 
國際情勢課程內容貼近時事，每週安排同學發表近期

國際情勢新聞，並由教官補充使同學不僅於教材內

容，學習面相更加多元，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熱枕，

更進一步推廣全民國防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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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及安全教育併重 
學校教育除知識傳授、解惑外，學生的品德性格教育

更須重視，上課期間要求同學上課不得使用手機、吃

東西及睡覺等行為，從細微末節之處，建立學生尊重

他人的人生態度。 

4.學生安全問題 
本項為教育部及各界人士所高度重視，軍訓教官亦

有學生安全維護之責，而從平日值勤工作中，亦經

歷數起本校或友校安全事件案例，軍訓同仁可運用

課程時機或教授綱要，適時融入課程教育，例：車

禍、藥物濫用防制、詐騙事件及社群網路違法等，

強化學生自我警惕及法律常識，更進一步落實安全

預防工作。 

物理課程 改善實驗設備，多引入新的電腦應用於實驗控制，

資料分析的思維。 
引入AI輔助學生學習，設計創新教學活動，引發學

生學習興趣。 
因應未來一學期扣除期中、期末考可以上至少十四

週，需要準備完整的電子講義，以便學生能課後自

修。 

 

依據學生學習成效推動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辦理，各單位依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管制流程圖」，將上列改善計畫經系務、院級會議討論

通過，呈報後請於下表打勾： 

 

呈報層級 

系務會議 院級會議 

 114年 3月 17日通識教

育中心 113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中心會議 

□ 

填報人 單位主管 院級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