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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銘帶領通核中心　全面革新課程架構 

 

◎學歷：臺大哲學博士 

◎經歷：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 

 

【記者盧逸峰專訪】健康的膚色，對於即將開始的改革展露自信，他是10月16日新上

任的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王志銘，教授通核哲學與宗教學門課程約20年，與通核

中心成立的時間相仿，可說是與通核中心一同成長。 

他歷數通核中心的成立經過，本校是率先發展通識課程的大學之一，曾吸引許多學校

前來取經。 

4大願景並進　整頓並開設新課程 

王志銘不諱言，「通核中心在101學年度的『教學單位校內自我評鑑』中，被評為『

有條件通過』，亟需突破，走出低潮。」因此提出4大願景，「我希望以創新的態度

，藉由多管齊下的發展方向與課程架構全面革新，與所有學門的老師齊心再造巔峰。

」 

王志銘侃侃談著4項發展願景，其一是「為了順利通過自我評鑑，我們將依據上次評

鑑委員所提出的建議，將目前的17學門加以整理，訂定出較明確的課程架構。」 

其二則是通識課程將全面符合AACSB教育品質認證標準的模式，「目前商管學院正積

極取得AACSB（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教育品質認證，其中必須使用新式計分表。也

就是課程的評分方式將不再只是考試、報告，而是分析課程的使命與目標，以確保教

學品質。」 

其三，精進通識課程，開設學分學程。王志銘說明，「就如同專為非商管學院學生開

設的商業管理學程，能使其他學院學生學習到商管相關知識，跨領域多元學習，將增

進投入職場的競爭力。」通核中心將透過觀摩，研究校外機構的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

。 

其四為鼓勵通識各學門課程教師交流觀摩，王志銘認為，每位老師都有各自的專長、

潛力與特色，「有些老師擅長帶動上課氣氛，有些老師上課風格開明，藉著交流與學

習，老師們更能提升通識課程品質。」 



全面調整課程架構　選課更自由 

王志銘表示，「目前通識課程分為基礎課程、特色核心課程、學院核心課程與校共通

課程4大類，評鑑委員認為過於複雜。」針對這項建議，已研擬全新方案，並在學校

大力支持下，通過所有程序，將適用於104學年度入學新生。（見表） 

新版的課程架構分為3類，其中的「基本知能」，王志銘表示，語言是與溝通世界的

橋樑，在全球化社會中相當重要，「除英文外，也將開放學生可再多選修一項語言。

」 

這一波改革主要在「通識核心課程」這大類，將11學門整合為3大領域，「為了讓學

生多元學習，規定每一領域須各選2學門，同時規定單一學門至多修習2科。」 

王志銘表示，這次的改革也打破目前最受爭議的選課限制，「不僅增加自由度，此舉

更是企圖促使課程市場化，因為學生可以自由選修，勢必會有熱門與冷門的區別。而

冷門課程便需進行改善，如此一來，就能帶動通識課程整體進步。」 

改善通識核心選課瓶頸 

對於許多學生熬夜排隊加簽的情形，王志銘說，「這相當辛苦，未來會將加簽名額併

入網路選課，熬夜排隊情景將成為歷史畫面。」 

他進一步表示，「設法讓有意願選課的學生都選到課，是我們的目標。」因此未來將

增聘熱門學門課程的師資，並與教務處協調增開課程數量，且考量以磨課師方式開課

，或增加選課人數上限，「盼能滿足學生的修課渴望！」 

教學經驗豐富的王志銘也了解有些學生選擇相對輕鬆的課程，對此，他強調，「選課

不應汲汲營營地搶容易及格、輕鬆好過的課程。這樣將喪失許多寶貴的學習經驗，相

當可惜！」而未來將採用的新式計分表，對於學期成績會採取更加嚴謹的評比方式

，「盼能消弭學生貪圖輕鬆過關的心態。」 

鼓勵創新　良性競爭　創造雙贏 

上任後，王志銘期待，各學門間能互相觀摩學習，使彼此間良性競爭，激發出更多創

新元素。對於績效有待改善的教師、同仁，他認為，「不應以命令強制改善，而是主

動幫助，開發更多潛能。」虔誠基督徒的他引用《哥林多前書》中「凡事都可行，但

不都造就人。」說道，「我們無論做什麼，都應存著造就別人的心。」 

訪談尾聲，健談的王志銘分享自身的教學經驗，他認為上課除講授專業知識，更得觀

察學生反應，以調整上課節奏，「身為老師，當學生感到無聊乏味時，老師也需反省

與修正！」他深深了解，唯有活化課程才能使學生更投入學習，才能增進授課效益

，這就是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