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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加退選首推 永續素養導向專業課程

趨勢巨流河

#### 前言 

110學年度起，本校參與教育部的「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劃」於永續領域，展開

課程革新。自111學年起除規劃1學分的「探索永續」＋「AI與程式語言」特色雙塔通

識課程，並在5個學院以融入ESDG為取向，開設共同科，在各院的專業上構築學生的

永續基石。本專題將以QA方式，由計畫執行者大傳系助理教授李長潔深入淺出介紹素

養導向專業課程，並簡介本學期開設的4門科目內容，作為同學加選的參考。 

 

<br /> 

#### 素養導向課程Q&A／李長潔（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 Q1：什麼是素養導向課程 

素養導向課程源自教育部「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XPlorer探索者計畫」，旨

在對應COVID-19疫情影響下的社會新常態，以及銜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

學習需求。本校以「涵育永續力：揚帆社會與人文科學之新旅」為目標，以本校人文

與社會科學五大學院為架構，引導大學相關專業領域進行學習路徑的創新，強化課程

教學品質，並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及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探索與統整的能力。 

<br /> 

在課務安排上，各學院針對其發展現況、實際需求與師資條件，或選院共同科目，或

擇學系必修科目規劃永續力涵育課程。每個學院開設二至四門課，這些課有的以科技

融入不同領域，諸如以語言、文史、管理、學習等領域開展議題探討；有的在科技融

入下，以學科領域出發，拓展更多的議題思辯。課程多屬跨越學科領域，回應險峻新

常態，進行永續發展的發想、體驗或實作，適合全校學生跨院修習。 

<br /> 

在素養導向課程教學方法的引導下，本校將更加著重學生「自發、互動、共好」的人

格特質。這也就意味著學校不只是學校，教師不只是教師，而是藉由實驗性、創新性

、多元性地學習引導，讓學生作為教育的主體，生成出具有淡江大學「

AI+SDGs=∞」能力的永續型人才。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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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本校的素養導向課程以「永續力」與「探索力」為核心

，搭配各學院的專業領域，直面全球環境永續發展，引領學生成為未來的行動者。

（圖／永續中心提供）</font> 

 

<br /> 

#### Q2：為什麼需要修習素養導向課程 

素養導向課程將涵育「永續力」作為創新教學的軸心。「永續力」是以探究經濟、環

境與社會永續作為媒介所培養的跨領域、通用的能力，包含系統思考、評估未來、價

值反思、策略規劃、共同協作、批判思考、自我覺知、問題解決等能力。在涵育學生

「永續力」的歷程中，亦輔以「智慧」作為應用之技能與工具，協助學生以永續發展

的新思維「超越」大加速時代與人工智慧發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擁抱並掌握與新領

域、新技術、新分工浪潮結合之機會，成為各個產業領域解決問題的關鍵人才。 

<br /> 

這些素養對於學生未來的學術發展和職業生涯都至關重要。素養導向課程通常著重於

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跨領域整合，除了大量的外聘專家參與課程外，也時常設計兩位不

同領域的教師共同授課，這十分有助於學生建立更全面的知識架構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br /> 

此外，素養導向課程相當鼓勵學生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探索和學習。例如「科技與心理

健康」課程，思考當代科技發展與心理健康之間的共振關係，也透過虛擬諮商室，建

立遠距心理健康服務；或是如「中國墓葬考古與文物」課程，將歷史知識應用在文化

創意產業，透過設計專家指導，創生出文創商品。課程的各個環節，都轉化與提升學

生適應未來社會和工作環境的能力。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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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14門素養導向課程地圖&永續力培養（圖／永續中心提供

）</font> 

 



<br /> 

#### Q3：本校素養導向課程有何特色？ 

「永續發展教育目標」（ESDG），也就是將ESD+SDGs=ESDG，是一個新興教育議題

，近年在國際上逐漸受到重視，這是淡江大學發展素養導向課程的遠見。有學者提出

「生態型大學」（ecological university）、「永續型大學」（sustainable 

university），讓我們了解，未來的「大學」是一種「創造更好的世界的方式」。本

校的素養導向課程就是以「永續力」與「探索力」為核心，搭配各學院的專業領域

，直面全球環境永續發展，引領學生成為未來的行動者。 

<br /> 

素養導向課程以各院永續素養發展特色為路徑。文學院強調數位人文與文化永續，在

傳統學術中導入數據智慧與議題關注，強化日常應用，形成師生跨域共振；商管學院

強化國際視野，重視全球夥伴關係，亦透過科技引入商管領域實作，重新面對後疫情

與新常態；外語學院在語言學習、跨文化溝通的基礎上，導入運算思維與永續議題

，翻開淡江外語教育傳統之新頁；國際事務學院重視跨文化社會參與的世界公民意識

，著力於全球社會與環境的包容、公平、正義；教育學院則致力重構跨域知識，統整

學生自主探索，沿著未來思考與設計思考的學習方案，提供學生新常態、後規範的學

習路徑。每一位學生都可以在自己的學院中，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創新之路。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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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日語會話課與「世界夢一文字」合作舉辦活動，關注永續

議題。（圖／永續中心提供）</font> 

 

<br /> 

#### Q4：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素養導向課程？ 

那究竟如何才能選擇適合自己的素養導向課程呢？我們認為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br /> 

1.了解自己的興趣與未來目標：選擇與自己的領域興趣和職業目標相關的課程，有助

於提高學習動機和實用性，讓課程變得更加有用且有趣。 

<br /> 

2.了解課程內容與設計：建議同學可以先了解課程的教學目標、內容安排和教學方法



，確保素養導向課程能夠有效培養所需要的核心素養。 

<br /> 

3.了解師資與教學資源：同時也可以先考慮授課教師的專業背景和教學經驗，以及課

程所提供的學習資源和支援。以評估課程在專業發展中，能夠符合自己所想達到的能

力培養。 

<br /> 

4.兼顧彈性與適應性：素養導向課程十分強調選擇能夠適應個人學習風格和時間安排

的課程，這些安排以確保學習效率和持續性，讓學習更佳靈活有彈性。 

<br /> 

綜合考量以上這些因素，可以幫助你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素養導向課程，搭配大一「探

索永續」課程建立的探索素養與永續素養，各系院素養導向系列課程，將有效地培養

學生未來所需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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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 本學期4門素養導向專業課程介紹／賴映秀 

本學期的4門素養導向專業課程（詳表列）雖開設於國際、教育、商管等三學院，但

全校學生皆可加選，以下為課程簡要介紹。 

<br /> 

#### 1.社區意識與環境倫理 

厭倦大班級單向式的學習嗎？想走出校園，與世界與社會連結嗎？想來參與改變世界

的行動嗎？正如以上課程宣傳海報所言，這門課是一場社會覺察、社會參與及社會創

新的學習歷程，適合對於台灣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跨學科學習多元觀點有興趣，且對

於公民科學 

家這個角色躍躍欲試的你。 

<br /> 

由觀光系副教授陳維立開設，二學分的選修課程，全英文授課。這門課程結合了環境

倫理和公民報導技能與實地工作，鼓勵學生從全球視角和環境意識探索原住民產業與

環境問題的關係，同時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溝通和報導能力。由於經費的囿限，去年包

含二天一夜在台灣東北部的山區社區進行的校外學習之旅，這次改為自主學習型態

，保有彈性上課優點。將安排2~3次校外工作坊，前往原住民社區與農村，讓同學運



用課程所學，實地考察原住民農林漁牧產業，並分組進行報導撰寫。學生成果將以創

意海報或社交平台形式分享考察成果，並於期末辦理成果發表。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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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670400">「社區意識與環境倫理」課程帶學生走出校園，鼓勵學生

從全球視角和環境意識探索原住民產業與環境問題的關係。（圖／永續中心提供

）</font> 

 

<br /> 

#### 2.科技與心理健康 

由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邱惟真、教育科技學系副教授陳慶帆協同授課，進行

跨領域合作。課程針對科技實務與心理健康兩方面進行傳授，由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

所課程融入「設計思考」，訓練學生包括同理、定義、發想、原型設計、測試等理論

，協助學生進行設計思考的學習，成為心理健康的推動者。 

<br /> 

課程與「 italk線上諮詢平台」建立產學合作，提供線上諮詢平台。學生將接受三次

線上心理諮商，實際體驗線上諮詢者的感受，再依設計思考的流程，由學生分組設計

平台，並發表「科技與心理健康推廣方案」。陳慶帆則將教授同學的架站技巧，他表

示，wordpress是免費軟體，簡易並容易上手，非常適合零基礎，無程式經驗的學生

操作。 

<br /> 

藉由課程設計，這門課希望帶領學生透過跨領域及自主探索導向的學習，習得心理健

康相關知識、反思現代科技對心理健康的影響。能夠對於公民意識產生情懷，具備科

技運用及永續心理健康促進為己任之價值，並將經驗及知識以設計思考模式，轉化為

行動方案，並實踐與反思。 

<br /> 

 

#### 3.多元文化議題初探 

此為國際學院必修課程，開設了兩班，以英文授課進行，透過課程使修課同學能夠認

識和探索存在社會當中的多元文化議題。政經系教授兼國際學院院長包正豪在去年第



一次開設的成果報告上，有感地說明了課程內容：「從書本知識的獲得起步，然後選

定相關主題，讓學生走出教室，進入社會的不同角落，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聽

這個社會的眾聲喧嘩，以及憑藉自身的參與，來體會各種不同價值觀的彼此衝撞及其

衍伸出來的社會得失。」課程將從自我認同開始，探討種族、階級、性別、區域等議

題。 

<br /> 

另一班由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碩士班副教授陳建甫授課，在課程設計上，兩班理念一

致，然而不同教師的授課內容則有不同的取徑。陳老師在SDG1，4，10，12面向，設

計了三個主題：兒童權利與福祉、紅色沙發的隱喻與神話、經濟差距與發展，並在每

一主題之後，穿插相關主題的電影與討論。課程將要求學生參與與對話反思。 

<br /> 

 

#### 4.趣味學資料與影像應用 

由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鄭哲斌、統計系特聘教授蔡宗儒兩位教師跨域協同授課，透過

探索方法培養永續素養，藉由使用數位敘事方式將數據科學的學習與傳播趣味化，以

跨領域及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讓學生透過視覺化認識資料科學的應用習得使用數位

傳播方式的科技融入，發揮創意進行知識傳播。 

<br /> 

由統計學系教師與資訊管理學系教師跨領域合作，分別提供數據科學的概念傳授與影

像應用的設計，含括微電影劇本編寫、分鏡圖、生活科學影片實作、PowToon、

Canva、威力導演等操作。在課程進行中，學生可自由組隊選擇與資料科學有關的主

題，並透過符合時代趨勢的新媒體與多媒體工具，作為學生呈現作品的形式。 

<br /> 

透過合作方式互相激盪創意完成與永續目標（SDGs）相關之經濟、商學、政治或商學

相關的主題案例，將於期末進行「數據科學數位影片作品競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

機，也能使資料科學的概念廣為普及與擴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