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6 年度好學樂教分享週— 

專題講座：頂石課程規劃經驗分享 

 

一、活動時間：106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09：30～11：30 

二、活動地點：淡水校園覺生綜合大樓 I501 

三、活動議程： 

時 間 活動內容 

09:30~09:50 20’ 報到 

09:50~10:00 10’ 

開幕致詞：潘慧玲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教育政
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10:00~11:00 60’ 

主持人：潘慧玲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教育政   

        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分享人： 

(一)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林君憶教授 

(二)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林谷峻教授 

(三)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曾秋桂主任 

王憶雲教授 

11:00~11:30 3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潘慧玲執行長 

11:30~12:10 40’ 午餐 

 

四、主辦單位：學習與教學中心 

五、承辦單位：教師教學發展組 

六、內容簡介： 

  為推動頂石課程之實施與執行，教師教學發展組於 106年 5月 24日好學樂

教分享週之際，舉辦「頂石課程規劃經驗分享」，邀請課程所林君憶老師、會計

系林谷峻老師、日文系曾秋桂主任與王憶雲老師針對頂石課程之設計與規劃經驗

進行交流與討論。 

  首先，由課程所林君憶老師分享「邁向頂石課程-頂石課程教師社群」，林老

師先從課程所的碩士目標與六大核心能力談起，但如何檢核學生的核心能力呢？

林老師指出檢驗方式有三：1.學習成果檢驗，由畢業生、校友與雇主的滿意度回

饋；2.核心能力雷達圖；3.美澳實施頂石課程成果導向的直接檢驗四年的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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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前兩項不確定是否能真切地展現學生所學或理解學生所學為何，也無法得知

系所是否達到目標，故採取頂石課程為一可行之方案。林老師表示依照頂石學習

展現概念實施的專題課程設計-「結合 iNGO oxfam香港樂施會專案」是結合設計

UbD、世界公民教育教材以及學生設計課程，再經過專業教授回饋修正、業師指

導以及同學研討後實施、由教授、業師以及 UbD課程設計者觀察並省思修正最後

進行研究論文的歷程。在實施教師社群討論時會遇到一些挑戰，如學生認知負荷

較重；也會遇到一些機會，如學習經驗設計、評量工具的設計等。在成果檢視與

檢討部分，林老師表示本次的經驗發現對於學生第一次學習 UbD以及世界公民素

養，認知負荷上有點過重，而學生會期待能以學科的課程設計創新作為入門，本

次專題課程未能展現六項核心能力中的領導力與研究力，但仍要肯定本次經驗的

重要性，故林老師與課程所陳麗華所長在之後又舉辦了一日世界公民教育 UbD

課程設計工作坊讓高中教師能夠更加深入與理解。最後，在課程所邁向頂石課程

推動上，林老師表示透過這樣的經驗，開始思考結果導向課程設計的觀點、依照

課程所特色結合專案，以專題導向方式落實頂石、注意每個核心能力的評量與展

現法、從學習觀點思考研究生學習的需求，搭起學習的鷹架、促進老師之間的對

話，史課程所的願景更清晰，最後在未來方向上，林老師表示會透過老師與學生

的對話溝通，調整整體課程的鷹架設計，以及如何規劃與設計核心線上課程來落

實頂石課程。 

  接下來，由會計系林谷峻老師分享「頂石課程之設計與操作-學生學習成效

總檢核」，頂石課程，又稱總結性課程，林老師表示推動總結性課程是作為深化

知識的教學策略，大學生從入學開始，歷經數年的學習到畢業追蹤，這段歷程都

應該有建制化的機制進行學習成效評估。各大學需先策略性地將學系核心能力納

入頂石課程，深化學生學習，確保畢業生離校前已掌握系定核心能力，在進行學

習成效評估時，授課教師可邀請校內外教師、企業代表，只要能提供具體建議，

促進學生成長、幫助學系掌握總體的學習成果、有益必要的課程更新或改革，皆

屬適切、合宜。頂石課程的特色為可作為一完成學位、學程之畢業計畫，故開設

年級多於大四或研究所課程以上，其可以是單一課程，或二至三門連續課程，重

點在於學生能運用一連串課程所累積的知識與能力於此專題研究中，以達到總結

性評量的目的。同時，林老師表示總結性課程關鍵就在總結性課程既然是高階課

程，就要確保高層次的學習、展現核心能力，銜接未來。同時，多元的課程類型

首在因地制宜，使制度有可行性與領域獨特性；授課教師在各類型課程中，責任

明確，才能輔助學習成長，而不流於形式成為營養學分。在實施的部分，林老師

指出要建立屬於自己系所的頂石課程應先考慮如何決定課程主體，要以各系，學

位學程為主體建立的話，人力是否能夠負擔？若以學位為基礎建立，則需思索學

位課程的整體性在哪裡？倘若以院為基礎建立，那整個院的教育目標為何便須納

入討論與考慮；接著建立與完成課程架構、製作里程碑與頂石課程報告。在頂石

課程報告中，如何評估學生核心能力表現，林老師提到了外部者客觀檢視，林老

師針對會計系校友 42人、會計系學生 49人與企業雇主 2人做了問卷評估，發現

在核心能力的表現與學習狀況上，校友學生與企業雇主的回應有所不同。故林老

師就目前情況提出的討論為四：1.如何讓大四全體同學參與頂石課程？2.須確定

頂石課程的衡量主體為何；3.在推動落實頂石課程時，需同時考慮作業人力與經

費；4.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回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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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日文系曾秋桂主任分享主題為「日文隙頂石課程規劃與運作-畢業專

題寫作與指導」，曾主任談到淡江大學日文系 19年來，針對大學四年級的學生，

開設了一門「畢業專題寫作與指導」(必修一學分)的課程，嘗試進行強化職涯教

育。用意在於提供學生在畢業之前，有機會接受專業技能的訓練，摸索出學生之

未來就職或生存之道。從這門課開設以來，學生的創作形式從最初始的論文與報

告，逐漸增加到有翻譯、影像製作、辯論、戲劇公演、觀光導覽實習、日文創作

與日語教育實習等十個項目，學生的創意發想展現在多元學習成果展現。而曾主

任也表示本課程持續實施，是為了因應台灣社就業市場的改變，以及教育政策的

轉變，除了期盼學生大學畢業之前應具備的各種製作技巧的實習，更重要的是透

過提升學生專業日語能力，以達到完成生涯的規劃。曾主任指出目前畢業專題寫

作與指導課程目前實施方式以授課教師與不支薪的指導教授協同教學，透過上學

期的開課說明會，讓學生知道教師的專攻以及教師希望收的學生的條件後，讓學

生決定指導教授，在下學期則依照各自指導教授的指導進行創作，在上下學期每

周都有一堂授課教師的課程以及六次指導教授的指導，並進行問卷調查。曾老師

表示，根據 2014年日文系四年級學生共 133人的問卷結果，選擇選擇個人獨自

創作且是以練習日文書寫為主的學生占了 74.8%，選擇團體創作且以日文口語練

習或文字編輯之書寫創作則為 25.2%，而選擇創作形式與創作方法，有 38%學生

基於興趣、23%係因跟出路有關、21%的學生覺得有意義、10%基於活動性質與 8%

的學生係消極被迫；而有 60.8%的學生認為本課程有營造出日文系的特色；學生

對於自己的創作大多表示滿意且有成就感、也認為系上應延續本課程、並有半數

以上學生認為透過本課程與同儕以及老師的感情變好。曾主任表示未來應將學生

潛力列入能力考量並培養、也要依在強調教育的根本精神而非成績或就業能力掛

帥，並固定持續對於將畢業的大四學生及系友進行問卷調查，並參考意見並修正

課程。最後由日文系王憶雲老師分享「日文系新綠向陽頂石課程推進會成果報告」，

在日文系的系所教育目標有四：1.日語聽、說、讀、寫、譯五項技能；2.接軌國

際能力；3.掌握資訊之能力；4.迎向未來之能力。王老師指出日文所扮演頂石課

程的課程有日語教育實習、觀光導覽、戲劇公演以及日語辯論，王老師以觀光導

覽課程與日語教育實習課程做舉例。在觀光導覽課程中，學生除了一般課程外，

還要志工服務 18小時，服務地點有淡水古蹟博物館、芝山生態文化綠園，本課

程會有數次校外導覽以及課堂指導與演講，在期中考試則以芝山綠園植物導覽為

考試形式；在日語教育實習課程中，學生會依照興趣針對大學生、國中生或國小

生進行日語教學或日本文化課程，課程設計、海報設計與授課都由學生包辦。而

這樣子整合性的課程，透過教師經驗分享與傳承、課程設計改善的過程與反思、

傾聽學生實際的感受與聲音等方式，回饋至下一學年課程的運作，讓課程越加符

合頂石課程的要求與學生的需求。 

  本次活動參與人數 22 位，問卷回收 13 份，整體滿意度達 5.92。 

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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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中心潘執行長主持 課程所林君憶老師分享頂石課程專案 

  

會計系林谷峻老師介紹頂石課程 與會老師專注聆聽 

  

日文系曾秋桂主任分享頂石課程問卷調查結果 日文系王憶雲老師分享如何實行頂石課程 

  

綜合座談與會老師提問 日文系曾秋桂主任回答與會老師的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