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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定位 

文藻自創校以來依循聖吳甦樂會辦學精神，始終秉持「敬天愛

人」校訓，穩重辦學，期盼打造一所國際化複合型外語大學，以培養

身心靈健康、具備人文素養及天人物我關係和諧的學生。 

對同學而言，來文藻就讀的過程，就像玩遊戲點天賦樹一樣，各

系專業課程是學校系統設定給同學選擇的第一主要戰技天賦樹，外語

是學校系統設定給文藻學生的第二主要戰技天賦樹，而通識教育就是

所有同學的輔助戰技天賦樹，這三者結合在一起的目的，便是幫助同

學在人生戰場中，提高職場戰鬥的勝利率及生存率，幫助同學在職場

經驗值及戰利品的獲取以及更快速升級。 

通識教育中心提供下列的輔助戰技天賦技能，協助同學在所屬

院、系之專業培育外，提供同學人文科學天賦樹技能（歷史、哲學、

藝術）、社會科學天賦樹技能（社會、法政、心理）、自然科學天賦

樹技能（數理、生科、環境），豐富同學的知識背景，體驗完整的學

習發展經驗、陶冶個人的身心靈修養，體現熱愛環境、服務社會與弱

勢族群的情懷。期待同學在文藻四年各式戰技天賦樹技能點滿，也能

依據自己的需要點滿輔助戰技天賦樹，在同學邁出社會戰場新手村之

後，能夠在職涯戰場磨練出高勝利率與高生存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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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目標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透過行動導向與問題解決之課程設計模式，結合「潛在課

程」與「非正式課程」實施方式，延伸師生學習與活動的場域，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除正式課程之外，通識教育中心也積

極舉辦講座、校外參訪、藝術創作競賽、數學文學等各式課外延

伸之「非正式課程」多元學習活動，並以形塑優質人文校園環境
為出發點，透過人文藝術涵養陶成、環境關懷議題宣導及人文閱

讀風氣養成等「潛在課程」方式，以期獲致更多元的教學成效。 

   【各項多元辦理活動詳見通識活動】 

【各項師生榮譽詳見師生榮譽榜】 

 

 奠定博雅基礎 
教學過程透過基本學科的訓練，與通識課程學群領域之規

劃，有「核心課程」、「素養課程」與「深化跨域」，輔以跨領

域師資協同授課等機制，奠定學生博雅教育的基礎與多元化之學

習經驗。 

   【詳見中心課程規劃】 

 
 開拓宏觀視野 

課程設計強化同一學群科目間之橫向連結，藉由不同學門領

域教師針對同一議題的對話與討論，跨越單一學門與科目的界
線，培養學生多元思考的能力，以建立宏觀視野的學習與生命態

度。藉由世界咖啡館課程模式運作施行，讓同學們實際透過世界

咖啡館的運作過程，體驗習得開放與發散思考訓練之活動模式，
同時透過同一主題不同議題內涵的說明與引領討論，得以認識不

同領域對於同一議題的看法與立場，從而得到足以跨領域思維與

綜整的視域。 

 
 建立與萬物和諧關係 

因應環境的巨大變化，課程規劃與教學實務依據全人教育之

理想，以「環境與人」、「環境永續經營」等環保課程協助同學

https://c034.wzu.edu.tw/category/140279
https://c034.wzu.edu.tw/category/140498
https://c034.wzu.edu.tw/category/14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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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在大自然及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的討論與反省，並進而

提出自己在生活中如何與環境共生共存、和諧相處的行動。 

 
 發揮潛能並樂於服務 

結合多元化「非正式課程」的學習活動，如環境志工服務(森
森相惜-永續地球-樂活志工)、環境教育暨服務學習活動-環境與

人的對話(屏東雙流服務活動)、帶領山地服務社學生進行偏鄉一

日隊/暑期隊服務等，期能延伸師生的學習經驗與場域，發揮個人
潛能為落實吳甦樂教育 Serviam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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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素養習得-修習學分說明 

 

 

 

  

 

 英文系、翻譯系學生須修滿通識學群 6 學分 

 法/德/西/日各系則須修習共同必修課程「生命關懷與社會實踐」  

4 學分(課程隸屬：人文教育學院) 

【各學群開設課程見附件一】  

 

 

 

 

 

 

 107學年度起日間部四技入學學生須於前 3年修滿核心課程 4學

分，通識學群 8學分，總計 12學分通識課程 

 各學期排定修習通識學群之班級學生，務必依選課規定至網路選

課系統選課 

【各學群開設課程見附件二】  

日二技 6 學分 

社會與法政群  2 學分/自然與美學群  2 學分/科普與科學群 2 學分 

日四技 12 學分 

核心課程 4 學分  世界文明史 2 學分/邏輯思辨 2 學分 

通識學群 8 學分  社會與法政群  2 學分/自然與美學群  2 學分 

科普與科學群  2 學分/深化與跨域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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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文素養習得-自我檢核表 

日二技 6學分

社會與法政群 2學分

自然與美學群 2學分

科普與科學群 2學分

日四技12學分

核心-世界文明史 2學分

核心-邏輯思辨 2學分

通識-社會與法政群 2學分

通識-自然與美學群 2學分

通識-科普與科學群 2學分

通識-深化與跨域 2學分

Checklist Checklist 

日四技通識課程 

日二技通識課程 



 

6 

 

日間部二技通識課程修習對照表 

修課系別 修課年級 
課程

分類 
學群名稱 課程名稱(列舉) 備註 

法文系 

德文系 

西文系 

日文系 

三年級 共同必修課程 生命關懷與社會實踐 

各系須修習

此課程，計 4

學分(不須自

行選課) 

英文系 

翻譯系 

三年級 

至 

四年級 

通識

學群 

社會 

與法政 

契約與民事關係 

中華民國政府與憲法 

社會心理問題與適應 

性別與家事法 

實用法律與案例 

實用勞動法規 

英文系及翻

譯系依規定

修習學分，

於學群所開

課程自由選

課，畢業前

需修畢不同

學群之學

分，計 6學

分 

自然 

與美學 

生活與環境 

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 

環境與人 

現代歐洲文化與文明 

歷史文化與生活專題 

藝術與生活 

聽覺美感與實踐 

邏輯與人生 

科普 

與科學 

化學與生活 

生活中的物理 

生活中的統計 

生理與健康 

資料與數據時代 

生物科技與現代生活 

生活中的統計 

生理與健康 

科學與科技應用 

現代科技與生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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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修習對照表 

修課年級 
課程

分類 
學群名稱 課程名稱(列舉) 備註 

一年級 

至 

二年級 

核心課程 
世界文明史 課程由通識教

育中心配課，

不須自行選課 邏輯思辨 

一年級 

至 

三年級 

通識

學群 

社會 

與法政 

契約與民事關係 

中華民國政府與憲法 

社會心理問題與適應 

性別與家事法 

實用法律與案例 

實用勞動法規 

依各系科目學

分表修習學

分，於學群所

開課程自由選

課，畢業前需

修畢規定學群

之學分 

自然 

與美學 

生活與環境 

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 

環境與人 

現代歐洲文化與文明 

歷史文化與生活專題 

藝術與生活 

聽覺美感與實踐 

邏輯與人生 

科普 

與科學 

化學與生活 

生活中的物理 

生活中的統計 

生理與健康 

資料與數據時代 

生物科技與現代生活 

生活中的統計 

生理與健康 

科學與科技應用 

現代科技與生活 

三年級 
深化 

與跨域 

跨文化溝通：臺灣印象 

工作權與社會正義 

生活應用心理學 

科技產業與生活 

能源科技 

婚姻與家庭 

童年探索：文化、歷史與記憶 

跨科際整合與應用 

龍鷹共舞太平洋：中美爭雄在亞洲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