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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自主學習課程夯 古孟玄分享政大經驗

學校要聞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3月16日中午12時舉辦「淡江大學通識

教育108新課綱座談會-基本知能與服務與活動課程」，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主持，會

中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副教務長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古孟玄到校分享，主題為「我的學

習我自主：『自主學習』課程規劃之挑戰」，近70位教師參與。 

「自主學習」為因應108 課綱的課程願景「適性揚才、終身學習」而產生的彈性學習

課程，古孟玄首先介紹自主學習的歷史背景，源起於1943年美國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的「自我需求理論」，2015年我國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中

，「建立彈性、開放且具特色的大學體制和學習環境」、「串聯校內外知識社群，累

積並發揮學校創新的功能」，以及「培養學生面對未知、自主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3個子計畫即與自主學習相關；2018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將「學校如何依學

生自主學習需求，提供適當的課程，以及增進學生自主學習適性選修空間」訂定為績

效指標。2021全國椰林講堂中，與會校長也針對自主學習提出各自看法，各持續關注

並推動相關課程或措施。 

接著古孟玄以政大自主學習課程開設為例，說明該課程由同學自行在通識核心課程的

範疇內，校內課程無法滿足學習需求之前提下申請，校方受理申請後會徵求開課教師

（業師），並與學生共同設計課程，經教務處審核後開課，並於期末提出成果報告。

古孟玄希望學生透過課程除了學到想要的知識，還能培養獨立思考、創新實踐、團隊

合作、自我行銷、統整分析與人際溝通等能力。 

電機系副教授楊淳良表示，他也在課程中讓學生自由提出專案研究，透過「專題式學

習」自由運用所學而有所收穫；法文系助理教授陳麗娟則分享，她目前也帶領外語學

院創新創業團隊，透過業師的協助延伸學習，「這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我們做的

是提供資源，協助他們探索並開發學習藍圖。」 

（本新聞連結SDG4優質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