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特優教師 

「可以有不點名的大學課程嗎？通識教育的實踐」課

程講座分享 

一、主講人：未來所 鄧建邦所長 

二、主持人：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李麗君主任 

三、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03月 09日(星期二)12：00~13：00 

四、活動地點：淡水校園 覺生綜合大樓 I501 

五、主辦單位：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六、研習內容：  

本中心於 109年 03月 09日邀請未來所鄧建邦所長，進行「可

以有不點名的大學課程嗎？通識教育的實踐」之講座分享 

老師開課時常常會面臨了學生不來上課的問題，對於研究所來

說，來自世界各地外籍生的比例非常高，老師需要以雙語來授課，

並且讓台灣學生與外籍學生利用英文對話及溝通也是必要的過程。

為了增加學生上課的意願，鄧所長建議增加老師與學生的互動，理

解他們的需求並作調整，那麼學生來上課的比率會漸入佳境。 

鄧所長表示，通識課程對於學生來說，是相對於專業課程較不

重要的課程，所以學生自己對通識課程的標準非常低，甚至會為了

點名才到課；所以若是作為一個＂不點名的通識課程＂，如何吸引



學生來上通識課程呢？透過通識課程又能提供給學生甚麼知識呢？ 

能吸引學生的教學內容 

鄧所長提出了六個重點對於通識課程教學內容的改變。 

首先，「通識課程所探討的主題必須從生活的經驗議題出發，而

不是從社會學理論出發去思考」，學生的性質都不同，也不一定有共

通點，所以通識課程可以透過帶入生活中的共通議題，將自己與學

生有一樣的位階，讓學生能夠與老師有共鳴，提高師生的互動。 

其次，「從議題中學習看社會現象、觀點」，在課程中鄧所長會

提供特殊的觀點，用不一樣的態度及角度去看待生活，促進學生思

考及想像，提高學生對於課程的熱情。 

接著，「課程涵蓋多元的議題」也非常重要，不同的議題可以探

討不同的方面，讓學生能夠多元的學習。 

然後，「從描述到解釋社會議題」，像是從打工渡假的議題來

看，鄧所長會與學生解釋該議題，並從不同角度去看，告訴學生打

工渡假還包含了什麼層面的問題，有時候現實會與預想落差很大。 

 再來，「討論可預未來」，改變學生原有的想法，提供多元化的

觀點，通識課程其實可以很不一樣，比專業課程多了很多不同的變

化，藉由多種層次的探討，可以學習到更多。 

最後，「鼓勵學生的參與」，必須保持一定的熱情並鼓勵學生勇



於參與，學習到不同於專業課程的知識！ 

實際運用的方式及技巧 

  鄧所長提出四種課堂可以運用的技巧，讓學生在這堂通識課程

中，能夠透過這些方式學習到更多，首先為透過以小組的形式進行

期中或期末報告，並在每節下課時召集下周報告小組討論，並提供

方向性建議，可以促進他們想要做「好」這件事情的企圖心；而報

告的層面非常廣，大多為生活、議題、族群等等，在學期初時讓學

生著手開始進行田野訪查，利用訪談、問卷讓學生能夠深入調查並

分析報告。 

透過小組的方式，深入調查社會上不同層面的變化，能夠激發

學生的同理心、想法以及對於課程的熱忱，讓學生改變他們的想

法，讓通識課程再也不會比專業課程還不被重視。 

六、活動花絮 

  

鄧所長分享通識課程的課程規劃與設計 
鄧所長講述近年來研究所人數比例下滑，且外籍學

生增加 



  

鄧所長敘述自身在通識課程中所做內容及技巧上

的調整 

鄧所長分享他在課堂上利用不同的議題帶給學生不

同的觀念 

  

鄧所長分享過去的教學與自身和學生互動之經驗 與會老師專注聆聽鄧所長的分享 

 
 

鄧所長利用雙語與外師進行交流 李主任致贈感謝狀於鄧建邦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