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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石課程 完善大學專業

趨勢巨流河

在大學教育逐漸重視「學生學習成效」的當下，如何讓學生能夠統整其在學期間所學

頂石課程完善大學專業並實際應用，是目前各個學校積極探討與規劃的課題。本校重

視學生學習與實務的連結，積極鼓勵各學系進行「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

（亦稱「總整課程」）的設計與規劃。部分學系已完成規劃並實施，成效良好。為讓

讀者更了解頂石課程，本報特別製作專題，說明並提供實例以為參考。（文／楊喻閔

） 

總整課程[形式多元 

什麼是頂石課程 

頂石（Capstone）意指為建築體上的最後一塊石頭，放上之後就代表整個建築完工

，所以頂石課程對大學教育來說，就是大學教育最後的學習經驗，使學生能夠統整大

學所學，將學習效果完整呈現，也為大學學習經驗收尾，同時反思中，順利過渡至下

一個學習歷程。 

頂石課程策略地將學系核心能力納入，系統性蒐集學生資料，評估學生學習成效；深

化學生學習，讓學生在大學四年確實掌握就讀學系的核心能力，更鼓勵學生運用過去

所累積至今的知識與專業能力，在自行規劃學習進度與成果中，培養獨立、自主與自

發的學習精神。同時透過整合、思考、團隊合作、溝通等能力，希望學生在統整、深

化專業能力的學習下，讓學習更穩固，也讓老師與學校評估學生所學，以提升大學教

育的價值，為大學學習進行總體檢。 

頂石課程成果發表與討論類型多元，可分為下列幾種：一、專題討論型：學生針對某

議題，進行資料收集、閱讀、討論等，建立對議題的論點並延伸整合，成果展現為書

面或口頭報告。二、專題研究型：針對特定的主題，以個人或團隊合作的方式，在製

作過程中執行計畫以解決問題，成果通常為一具體成品，學生輔以書面呈現或口頭報

告。三、學習歷程檔案型：藉由整理過往的學習報告、成品等，讓學生撰寫反思短文

使其展現學習成長的歷程。四、綜合考試型：學生找出課程領域主題作探討，藉由紙

筆測驗、口試或展演等方式進行考核。五、企業實習型：以實習或體驗學習為主，老

師須幫助學生進行理論與實務的連結。六、學士論文型：學生必須完成第一至大三的

課程，在修習時能帶領討論、積極參與且線上互動，並撰寫進階論文。 

各學系盡心規劃學生展現成果 

大眾傳播學系「畢業製作與展演」 



「畢業製作與展演」結合學生四年所學，藉由此課程達到知識共享、產學資源銜接的

目的，「展演」一詞強調學生學習成果展現，每年均會在校內校外有大型的展演。 

實作課程方面，為訓練學生產製內容與文化行銷能力，分為「影音組」、「行銷組」

、「專題組」三組；「影音組」以實地田野調查，以人或事物的觀察進行故事撰寫

，「行銷組」與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產學合作，進行實體活動宣傳，「專題組」用多元

媒體特性以不同視角，探討社會議題。養成學生企劃、數位影音製作、網路行銷以及

策展等專業能力，過程中更有助於培養溝通、整合、觀察社會與分析議題能力。

105學年度畢展「大風吹」於松山文創園區與本校黑天鵝展示廳進行展演。 

資訊傳播學系「畢業專題（一）（二）」 

「畢業專題」課程整合四年所學，採取議題式、問題導向之學習方式，透過做中學

，讓學生發想各類行銷傳播企劃、新媒體設計及科技互動作品等者題作為專題討論

，最後以校內校外畢業成果展展示學生學習成果。105學年度畢展「喚」，於黑天鵝

展示廳和華山1941文創園區東2A號倉庫展出，以互動遊戲、動畫與文創設計等形式

，喚起人們對於日常的重視、學會關心他人，並做出改變現狀的行動。 

教育科技學系「畢業專題（一）（二）」 

教科系的「畢業專題」課程，在於引導學生完成企業訓練或數位學習之專案，學生可

整合在學期間所學之教學設計與多媒體製作能力，以完成企業界需要之數位學習或教

育訓練之課程教材產品。課程以專題課程方式進行，學生以分組模式，透過自行接洽

或學系媒合找到合作廠商，在與指導老師定期討論下依進度執行，於時程內完成作品

，所有作品將會被置放於網頁，並由學生進行現場發表，後經評選後，擇優進行成果

展覽。105學年度成果展「憶起」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行。 

建築學系「建築設計（三）」 

105學年度參與的學生共有60位，以「社區共載體－合作市的社會住宅」為題，以自

辦都市更新、政府補助公益設施與新住戶出租單元建造費用為三大社會住宅方向，台

北市迪化街、昌吉街口的三角街軍地設計基地為課程，除了組員間的充分討論，也能

讓學生接觸實務。在老師密集訓練與參觀RedRoom紅坊國際村的培訓下，學生提出了

以文化交流形式的「駐村」、「創作工作坊」、「食農」、「展演」等提案，一方面

滿足街區的社會性需求，更落實紅坊國際村的跨城市文化展演推動。 

土木工程學系「電腦輔助工程技術與實作」 

105學年度土木系導入「PDCA」－規劃、執行、查核與行動四程序有效設計頂石課程

，規劃出授課主題、教學計劃、建構互評介面等等，確實執行各項規劃，確定大地組

、結構組與營管組的9位專題老師意願與評分標準，同時檢討Google平台匿名評分系

統的隱匿度與方便性，於學生展出學習成果時，分析展場的動線與配置是否能達到凸



顯實作之特色，最後在學期結束時檢討課程實施內容並酌予調整。 

三下開始的頂石課程，採分組專題報告讓學生主動學習，少讓老師面授教學，從多面

向和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呈現、議論、解決實際且複雜的工程問題，在研究自己的專

題中，會需要自行設計實驗驗證，不同於以往照著課本進行實驗，也讓學生培養出自

己或團隊尋找資料、尋求資源的能力，增進專業素養。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畢業專題」 

頂石課程培養指標：機電專業能力，包括學理基礎、工程應用與資訊化能力；動手實

務能力，包括創造、設計、製作及工程規劃與整合，並實際執行計畫、分析問題之能

力；積極態度能力，包括表達溝通、團隊合作與臨場應變之能力；遠景眼光能力，包

括應用外語與拓展世界觀，並培養持續學習認知與習慣。 

透過全系教授開放不同題目招收大三下到大四上6到8名專題生，成果驗收方式為書面

審查與上台報告，書面審查由系上推選之評審老師審核，上台報告由兩位教授擔任評

審給予同學建議與回饋，並鼓勵學生多參與競賽，如全國機器人創意競賽。 

資訊工程學系「專題實驗（三）」 

資工系一系列的專題實驗分為三學期檢驗學生的學習效果，而三下的「專題實驗（三

）」成為檢驗學生大學所學的頂石課程最佳首選，課程設計目的為訓練學生實務面學

習，進行創意設計，精進其所製作專題系統能力，學生可以依其興趣與專長選擇指導

老師，在專題製作期間，師生定期討論如何執行與解決問題，每組的學生成績由指導

老師進行評分。同時每年舉辦「資訊週」展示專題實作，希望其他同學觀摩各自成果

，更邀請校外老師參與評價，藉此提升學習效果與學生信心，105學年度資訊週的參

展學生便達到修習此課學生總人數的100%。 

日本語文學系「畢業專題寫作與指導」日文系針對四年級的學生特別設計之課程，用

來進行強化職涯教育，讓學生在畢業前有機會接受專業技能訓練，藉此摸索未來就職

或生存之道。學生可依照個人興趣及意向選擇畢業創作之形式，包括論文、翻譯、戲

劇公演、雜誌編輯、觀光導覽等，在一年內接受系上相關領域教授協助下完成，以學

習各種製作技巧，同時提升日專業日語能力。該課程每學年度亦會針對選課學生及畢

業校友進行問卷，並依相關結果進行課程修正。 

中國文學學系(規劃中) 

系主任周德良談到頂石課程的規劃，「從今年入學新生開始必修『畢業專題製作』的

頂石課程，且將大一至大四的課程進行調整，增加『創作編採』、『語文教學』、『

學術研究』三個實務選修學群，讓學生能夠多元選擇，更希望能連結實務」，希望畢

業學生都能透過展演方式呈現學習成果。 

課程教授方面，中文系也規劃增聘學群老師以因應面臨相關師資不足，同時安排職涯



輔導老師協助學生解決可能面臨的專業選擇問題。同時將安排這些老師在四上『畢業

專題製作』中輪流授課，提供學生不同學群的新知，希望藉此提升學生具體就業能力

。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規劃中) 

系主任武士戎說明，該系自105學年起入學新生實施頂石課程，主要強調大一基礎課

程、大二、四專業課程及業師授課垂直整合，以完成大四畢業專題為目標。學生可根

據興趣及目標選擇相關的學習領域，並於大四「專題實作」課程中完成畢業專題。評

量方式以參與論文發表、競賽成果、以優秀專題成功升學、就業或取得企業實習資格

，作為衡量指標，同時搭配蘭陽校園的書院教育，逐年深化。為了引導學生學習方向

契合畢業專題及未來目標，該系透過導師、任課教師及系主任了解學生興趣，協助其

規劃學習地圖及未來學習方向。在強化學生實務學習方面，則於現有課程規劃加入短

期業師授課並列入評分項目，同時輔導學生相關證照考試，提升專業競爭力。 

頂石課程結合產學合作學生增能 

頂石課程為讓學生整合學習、銜接上未來職場工作，結合實務，也可透過產學合作

，希望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空間與實務經驗。目前本校許多學系都有與企業簽下產學合

作案，開設就業學程，如資傳系本學年度開設的創意數位媒體實務就業學分學程、資

管系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電機系與太盟光電、東元電機與康舒科技產學合作、企

管系與觀光系與東元集團旗下餐飲事業合作設置之相關就業學分學程等，若能將兩種

課程進行搭配，除了協助學生整合在學習期間所學之課程內容，還可以驗證於職場

，確認課程內容是否符合產業現況，並依產業需求持續調整，如此更能落實學用合一

，強化學生畢業後之職場競爭力。 

他校實施頂石課程概況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從103學年度入學學生一定要修習頂石課程，包括工程專業課程（EAC）、培養學生技

術專精的專業與實務課程（TAC）、專業課程（CAC）、建築專業及實作課程

（AAC），及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DAC），在畢業前要修到一定標準的學分比例始得

畢業。核心能力評量以直接評量為主，評量方式有實作評量、模擬測驗、行為觀察、

紙筆測驗與口試等。課程中也會進行分組報告，讓學生在分組進行中整合所學，並在

過程中提升解決整合性問題、執行設計、團隊合作、領域整合、有效溝通、專案管理

、及主動與終身學習等能力。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以「專題計畫」方式進行，為大三下與大四上的系必修，課堂

上要求同學熟稔從大一以來所學知識並予以整合，自選主題完成企劃書、作品與論文

；執行方式以5至6人的小組進行，每個小組都有一位老師從旁協助，最後，讓學生作

品以校內、校外與海外展出等方式呈現，向業界推廣同時增加曝光度；過程中可讓學



生累積核心能力與就業競爭力，並強調事後檢討的重要性，每年都會參酌前一年的學

生以及老師建議進行課程調整，以期完整度愈來愈高。 

修課學生經驗分享 

大傳系畢業生曹雅涵 

大四必修一學年的「畢業製作與展演」頂石課程，身為專題組的曹雅涵分享上課過程

，「專題組的老師是業師－TVBS新聞部副主任林宏宜，大四上一開始各組都還在發想

時，老師都會先上該學的專題技巧、分享業界經驗，到四下的策展階段，我們都笑稱

畢製課是『主管會報』，一一跟老師說明進度，老師也會給予建議。」 

曹雅涵的組別以「迷海龜途」為題，擔任製作人與主撰稿的她，在與組員、組外的同

學與老師們討論與磨合間練就了深厚的溝通能力，「因為老師只給了我們方向，議題

發想，主題訂定到內容、如何策展都是由我們自己從零開始，討論是不可或缺的，我

所扮演的『溝通』角色就很重要。」因為頂石課程的訓練與實務接軌，在大四一年厚

植專業力的曹雅涵很快地找到工作，「我還記得面試官看到畢展內容說的一句話，『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內容啊！』。」 

「迷海龜途」獲得優秀頂石課程補助，曹雅涵忍不住說，「畢展真的很花錢！這不是

所有人都負擔得起的，我們因為獲獎而填補了一些花出去的錢，但希望以後學校能有

一筆資金作後盾讓學弟妹全力發揮。」大四一年對曹雅涵而言十分寶貴，讓她感到最

有意義的瞬間是，「在展出時，來看展的人都會停下腳步聆聽我們的導覽，我們的作

品被看到，想傳達的議題被知道了！這讓我覺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土木系畢業生林珮萱 

「我是系上第一屆『電腦輔助設計』頂石課程的學生，我很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這

是個挑戰，但這樣能實際運用所學，來延伸學習新知，也更貼近實務。」這是林珮萱

對頂石課程的評價。 

「當時我是以『摺疊力學：世界的橋』為題做研究，這是很新穎的題材，我從來沒接

觸過，摺疊力學全都是以『紙』設計有效力的摺法，老師每次上課出給每組不同的小

作業下，讓我們慢慢累積知識與技術，最後，決定做New Australia Briadge，」林

珮萱說明，大二與大三修習的專業科目多以筆試為主，鮮少分組報告，「所以我們很

少有交流機會，更缺乏溝通能力，所以能上這堂課我真的受益良多。」她提及，每組

主題都不同，有電子應用、數據分析等等，但都參加工館的成果展出，「看著每組的

成果也是一種學習與享受，且讓許多界人士來觀賞我的作品、聽我們的講解是一大榮

幸，我從來沒想過在土木系所學可以應用的這麼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