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逢甲通識教師的一封信 

去年年底本校通識教育接受評鑑，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評鑑委員對本校通識教育改革的

諸多成果相當肯定，認為本校通識評鑑「已經不是通不通過的問題」，而是「能否成為全國典

範的問題」。肯定之餘，委員也私下告訴我們，專題製作課程固然深具特色，但一般選修課程

仍然存在相當多問題，希望我們能多加改善，我也承諾在下一期程評鑑前會盡力推動改革。 

通識教育相當重要，2015年 10月 4日天下文化舉辦「新時代．心王道」論壇，台積電董

事長張忠謀就指出，大學裡面通識教育最重要。各位老師，我們責任重大，肩負著大家的期

待，我們必須戒慎恐懼，以免辜負了社會的期待、學生的期待。 

2014年諾貝爾獎得主中村修二批評整個東亞教育體系，認為亞洲教育制度效率低下，40-

60分鐘全程坐著聽課、且以考試為唯一評量方式，把學生當成體力工作者，徒然浪費年輕人

的時間。10年前，大前研一也指出東亞教育從小學到大學所教的知識內容，都可以濃縮在一

片光碟中，他主張所有能透過網路搜尋到的知識，都不必在學校中教授。 

其實，全國通識教育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學生來自不同科系，又不是專業課程，大家都把

通識課當成營養學分。網路上流傳著各種通識選課秘訣，那位老師點不點名、考什麼題目、當

不當人、分數高不高，鉅細靡遺，看了讓人傷心，卻是不爭事實。全國皆然，只有少數老師費

盡心力，使出混身解數，成為通識教育界的典範老師，令人敬佩。如果這麼重要且學分這麼多

的通識課程，最後只成為營養學分，我們對不起社會、對不起學生。 

學生不認真、想混、態度不好，都是，接任通識中心主任後我自己也在通識開課，不會不

知道實際情況。但是，重點應該是，我們想不想改變？有沒有辦法改變？其實，全世界各國高

等教育都在改革，也有許多好的模式，我們應該多從別人經驗中汲取好的方案。通識課程擁有

一些優勢，可以改變當前分科教育過細所造成的問題。只有通識課程能夠真正具備不同科系

學生跨領域學習，培養不同專長背景同學團隊合作能力的機會。如果將通識課程先天不利的

條件，轉化成真正培養學生基本素養及跨領域團隊合作能力，將會是我們最大的成就。面對困

境時，不要忘記我們也佔有先天的優勢，專業課程所無法取代的優勢! 

上個學期，在通識教育指導委員會、通識中心會議中，已經通過未來逢甲通識教育改革的

方案，未來我們將依時程逐漸推動。我們將成立研發創新小組，針對國內外優良教學學習模

組，例如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Case-based learning(CBL)、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

Design thinking(DT)等不同教學設計方法，整理出方便、簡單的模式，提供所有教師選擇採用，

或由教師自行設計創新教學模式，以利實質改善師生互動關係。 

我們宣誓將花費四年時間大家一起來改變教學模式，四年之後逢甲大學將沒有單純教師

講授-學生聽課的傳統模式通識課程。每門通識課程至少要有 1/5-1/4 的內容，具備創新教學

模式，不能僅是傳統講授/考試的教學方式，才能有效改變學生學習模式，澈底改變營養學分

的通識教育惡名。而這有賴你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未來我們會舉辦系列的研習活動，還請大

家多多支持，一起努力，一起學習。 

網路已經改變了學生的學習模式，老師當然也要改變教學方式，才不致被時代淘汰，這件

事情非做不可。只有下定決心，大家一起努力，改革才會有效。當此之際，我們責無旁貸! 

讓我們一齊來，共同學習如何能有效教好通識課程、分享經驗、共同成長。 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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