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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藝術

中國文學

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音樂

藝術綜論

日本文學

臺灣文學

西洋文學

語言學

文學綜論

中國古典文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

科幻文學

西方創作

經：儒家經典

史：各種體例之史書

子：諸子百家之思想

集：歷代文人之著作

傳統表演藝術

歌劇

現當代劇場藝術

戲曲

平面視覺藝術

立體視覺藝術

國樂

西方古典音樂

戲曲

器樂

聲樂 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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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文學

藝術

詩歌

散文

小說

戲劇

跨文類創作

文學綜論

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視聽媒體藝術

藝術跨域

藝術綜論

詩歌的欣賞與分析，探討詩學相關的課題。

欣賞各類型散文體，探討散文體及其相關的課題。

賞析短篇、中篇、長篇小說，探討小說本身及其相關論題。

賞析各類型劇本，探討文本內容與特色及其相關課題。

欣賞並探討文學本身的跨體表現，以及文學與

其他創作媒界的跨越與互涉現象。

評介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文學史以及文學語

言分析，及探討文學外部與內部相關知識等。

文學是作家運用文字表達的一

種語言藝術。據文本而作閱讀

、批評，係包括古今中外的詩

歌、散文、戲劇和小說四大類

，和跨文類的創作。各種題材

、風格、體類的文學，皆兼容

並蓄。而與文學相關的論題，

內部與外部的研究，亦有通論

介紹和專題分析。

藝術泛指一切借助聲音、動作、色彩、影

像、器物、環境及新媒體等，來創作、製

造、表演出各種感官意象和獨特形相，以

表達主觀的情感，反映客觀的世界。藝術

的創造和接受，皆須透過主體的感官去感

受和傳達並引發相應的審美經驗。本領域

旨在培養學生去感受藝術之美，探討藝術

的功能及效用，並增加與藝術相關的知識

。課程主要包括藝術的三大類：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視聽媒體藝術，外加藝文跨

域和藝術綜論兩項。

欣賞音樂、舞蹈、戲劇等，探討表現藝術相關的課題。

欣賞繪畫、書法、建築、雕塑、陶藝、攝影、漫畫和各種

與藝術相關的設計等，探討視覺藝術相關的課題。

欣賞電影、動畫、數位影像創作等，探討視聽媒體

藝術相關的課題。

欣賞各種藝術之間的跨界表現，探討藝術跨域的相關議題。

評介藝術批評、藝術理論或藝術史，及探討各種藝術外部

與內部相關知識等。

文學與藝術是人文學中兩個重要的學門，同以

符號形象表現人的情感與思想，充滿想像的、

創造的特質，能反映個人及時代的人文精神與

文化特色。本領域課程經由文學與藝術作品之

賞析、批評或相關理論之探討，以培養學生鑑

賞、思辨、批判及創造的能力，啟發其自我感

知和同情共感的潛能，並開展其審美之多元觀

點，以增進其人文涵養及精神境界。主要分文

學與藝術兩個次領域安排課程。

文學藝術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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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領域課程通過歷史學的視角與方法，介紹歷

史上重大的人、事、物，以期能在特定時空脈

絡中考察人類文明與知識的發展，考查不同時

空脈絡中人群的理念與行為的異同，並分析長

時期的文化變遷。教學目標在啟發學生的歷史

意識，有能力從時間的縱深思考當代現象與問

題，反省自身作為歷史行動者的主體性。

分期

跨時

從史前到古代

前現代

現代

當代

討論人類物種與文明的起源或世界古文明的形成典範傳統的過程。

分析各古代文明形成後的興衰演變，呈現傳統社會或文化的特色。

探討現代性的內涵與其對傳統社會的衝擊，從歷史的時間縱深，

分析各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轉型與變革。

在歷史的脈絡中，從個人、社會與國家等不同層次，分析現今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聚焦於特定時期

歷史發展與特色

的敘述與詮釋。

綜論

史學 理論

比較研究

歷史與其他學科

對於個別議題從古至今的演變進行綜合性論述。

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和特色，或與其他學科的理論進行比較。

藉由不同時期或地域的對照，呈現文明發展的趨勢。

在時間的脈絡中討論個別學科知識的變化。

藉由跨時期討論，呈現歷

史上重要議題，或分析歷

史學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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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域分類

以專題分類

臺灣歷史

政治制度史

社會經濟史

思想學術史

外交史

中國歷史

亞洲歷史

歐洲歷史

美洲歷史

非洲歷史

大洋洲歷史

跨地域歷史

其他地域歷史

科技史

宗教史

史學專業訓練

歷史專題通論

其他歷史專題

以時代分類

古代歷史（約十世紀前）

中古歷史（約十到十五世紀）

近現代歷史（約十五世紀以後）

現代歷史（約十九世紀以後）

歷史時代通論

其他歷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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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文明基礎主題

全球史與全球化主題

地域

普世宗教

全球史與世界史

全球化與在地化

中華文明

亞洲文明

歐洲文明

美洲文明

海洋文明

其他地區文明

佛教文明

基督宗教文明

伊斯蘭教文明

其他宗教文明

跨文化與跨域交流

多元文化與社會

人類學與原民議題

移動性與遷徙

物質與科技文明

全球化與永續發展

國際關係與世界文明

區域研究

在地化與本土性

後殖民與後現代

過去世界文明的寫作和研究，作為瞭解人

類發展共通歷程的基礎，也作為超越國別

和民族界線思維，對人類世界問題的討論

提供更高視野。然近十多年已興起大量對

「何謂文明？」和「何謂文明發展史？」

的辯論，部分與檢討西方中心論和相關視

野的有限性，密切相關。再者，不只在古

代文明的歷史論述中，「文明」一詞，對

當今全球議題論述的形塑，仍具關鍵意義

。此子領域以歷時性性質為核心規劃課程

，區分為以下兩個類別：

全球史和全球化的議題討論，挑戰過去大型

標誌文明的敘述視角，並對西方歷史文化發

展中文明化的過程，和其對非西方社會現代

化的影響，呈現嶄新方向。除了人文學科的

文本解讀和思維訓練，亦整合社會科學學科

相關概念和論述。此子領域以共時性性質為

核心規劃課程，區分為以下兩個類別，然此

主題下，此兩類別具密切關聯性：

世界文明通識課程領域，由以下定義界定：

一、課程主題在空間和規模上，有世界性和

全球性場域；二、課程主題對目前世界文明

和全球化議題有影響力。

 
課程目標和核心素養：對過去文明議題的探

索，建立在了解過去，是批判思維當代議題

的重要基礎。培育能從世界性場域的視野，

學習從跨時空中觀察理解現今多元世界，並

具反思世界發展與全球議題的能力。

 
本領域以上列定義和目標為準，就歷時性（d
iachronic）和共時性（synchronic）兩種性
質，分為以下兩個子領域：一、歷史和文明

基礎主題；二、全球史和全球化主題。雖課

程屬性規劃以某一性質為核心，然同一課程

可兼顧兩種性質的關聯性和批判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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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域分類

以生產方式分類

亞洲文明

游牧文明

漁業文明

農業文明

科技文明

歐美文明

海洋文明

以精神生活分類

以時代分類

佛教文明

伊斯蘭教文明

基督教文明

其他宗教

哲思文明

古代文明

中古文明

近現代文明

現代文明

當代文明

中華文明

北亞文明

東亞文明

南亞文明

北歐文明

西歐文明

東歐文明

南歐文明

北美文明

中南美文明

俄羅斯文明

以地域分類引介基礎主
題，以一地理概念為核
心介紹跨時發展。

以普世宗教分類引介基
礎主題，是世界文明視
角的方法之一。

以時空概念呈現全球化
，和以跨域概念寫作世
界史，各具問題意識和
切入角度，此部分傾向
人文學科課程。

以當今全球化議題為主
，並探究本土化和區域
研究等之呼應和挑戰，
此部分傾向社會科學學
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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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入門

品格與性靈

哲學概論

哲學專題入門

哲學專家入門

哲學史入門

道德思辨

應用倫理

專業倫理

法政哲學

道德心理學與心性論

德性與實踐

終極關懷
哲學與人生

生死教育

宗教與人生

在哲學普及意義下，提供哲學概論、哲學

專題入門、哲學專家入門及哲學史入門這

四類課程。

道德思辨類課程關

切個人應該如何行

動、眾人應該如何

共同生活的問題。

品格與性靈類課程

關切人格統整以及

身心靈發展提升的

問題。

終極關懷類課程關切人為什

麼活著的問題，涉及人生哲

學的建構、生死課題的關懷

以及宗教議題的探索。

哲學導論課程，廣泛介紹哲學最基礎的問題與探索問題的方法。

東西方皆有許多哲學家自成一家之言，對後世哲學發展影響重大。這個

次領域的課程針對具重要地位之哲學家，進行有系統的思想探究。

哲學思想是在具體的歷史洪流中發展與流變，瞭解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想可

以窺見該時代文化最終極的關懷與核心的要素，理解當代哲學問題起源於

何處。藉由研讀前人的思想，亦可幫助我們反思現今遭遇的問題。這個次

領域提供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斷代史或通史入門課程，介紹不同時期的

哲學思想發展與理論特色。

把倫理學理論和對錯的判斷標準應用在墮胎、安樂死、動物倫理、環境倫理

等道德議題。

把倫理學理論和對錯的判斷標準應用在各職業面對的道德議題。依不同職業

類別可分為醫學倫理、護理倫理、工程倫理、社工倫理、會計師倫理等。

法律哲學和法理學探討法律的正當性為何、是否存在自然法，以及自然法與法

實證之間的關係等議題。政治哲學則探討政府與社會規範的正當性為何、政治

權力的理想運作，涉及什麼是正義、平等、自由，以及公民不服從等議題。

美學與價值哲學 探討美的價值、藝術創作與道德之間的關聯等議題。

探討人類道德觀念、行為、判斷形成的心理學原理，並呈現個人

道德行為與其性格狀態（即德性）之間的關連。核心議題包括道

德推論、道德情緒、道德發展、社會與文化之影響及道德身份與

行為等。

德性涉及透過習慣的實踐來培養道德品質，例如慷慨、勇氣、節制等。道

德實踐強化德性，形塑性格及引導日常生活中的倫理決定。

以哲學的反思批判方法探討生命經驗、建構生命意義等人生哲學議題。

探討跟生死議題有關的科學、哲學、文學、藝術、音樂、歷史與宗教等

面向，也關懷實踐方面的課題，例如安寧療護、臨終關懷、喪葬文化、

悲傷輔導等。

從東西方宗教的核心教義、經典儀軌、歷史發展、組織結構、宗教修持

的各種法門等面向，探討人生最終極的課題，例如生命是否有意義、天

人如何互動等。

哲學與道德思考領域：哲學是愛智之學，

主要的活動為對人生、社會、世界與宇宙

各方面的真理、美善、理想與神聖進行探

究及反思。道德思考則從瞭解自我以及跟

他人之間的關係出發，關切應該如何行動

與生活的實踐課題。本領域提供哲學普及

與道德教育的基礎課程，分四個次領域，

分別為（1）哲學入門、（2）道德思辨、
（3）品格與性靈 、（4）終極關懷。

哲學在歷史發展中逐漸分科化與系統化為各種專題，包括邏輯、倫理學、

形上學、知識論、心靈哲學、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宗教哲學、美學等。

這個次領域的課程是針對各專題進行的系統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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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入門

終極關懷

哲學概論

哲學與人生

生死教育

宗教與人生

哲學專題入門

哲學家入門

哲學史入門

道德思考

品格與性靈

基本倫理學

應用倫理學

一般應用倫理學

專業倫理學

東方哲學

西方哲學

邏輯

倫理學

形上學

知識論

心靈哲學

科學哲學

宗教哲學

政治哲學

法哲學

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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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憲政、社會正義與人權保障

政治學、區域政治研究與國際關係

社會學、性別研究與媒體研究

經濟學與產業分析

心理學、公共衛生與健康政策

當前社會重要議題

法學緒論

中華民國憲法與比較憲法

正義理論

國內與國際人權法

其他重要法律專題

政治學

東亞與中國政治研究

歐美政治研究

其他區域政治研究

國際關係理論

國際組織研究

社會學與相關議題

社會學理論 

性別研究

總體經濟學理論

個體經濟學理論

經濟分析相關議題

普通心理學

公共衛生政策研究

健康政策研究

永續發展

碳排淨零

氣候變遷

數位社會

人工智慧之倫理與法制

心理健康與 自殺防治

本領域的宗旨，是要透過

民主法治素養和社會科學

知識的傳授，培養學生成

為民主憲政國家中的健全

公民。同時，培養學生掌

握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

以及探討當前各種在地性

與全球性議題的能力，增

進學生關懷社會、造福人

類的責任感，成為具有充

分知識基礎的全球公民，

也是本領域的目標。本領

域提供民主法治素養和社

會科學的基礎課程。

犯罪與刑事政策研究

如醫療法律、人工智慧與法律、金融科技與法律、公

共衛生與法律、氣候變遷與法律、國民法官制度…..等

例如：創新創業、半導體產業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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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

全球化議題

人類學

心理學

性別議題

政治科學

教育

法律

社會學

社會科學概論

管理學

經濟學

資訊網路與科技議題

醫學與社會議題

公共行政

國際關係

政治理論

兩岸政治議題

政治思想

公民教育

憲法

經濟學基礎理論

                        
  

探討民主制度的運作、憲政體制的發展，

以及社會正義與人權保障的實踐。

透過政治理論與實證分析，理解各國政治

體制的運作以及國際關係中的權力互動。

關注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個人與群體，分析

性別議題與媒體在社會中的角色。

透過經濟理論與數據分析，理解市場運作

、產業發展與公共政策對社會的影響。

探討人類行為與心理機制，介紹公共衛生

與健康政策對社會福祉的影響

聚焦全球與本地社會的重大變遷與挑戰

媒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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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與

資

訊

科

學

量化分析

資訊素養

數學素養

資訊技能

以數學思維為主，牽涉一般數學知識、數學能力、數學哲學、數學史、數學與人文的

深入介紹、詮釋或鑑賞。其重點不在實際應用者。

教學內容包含大量程式設計（或

軟體操作），主軸是幫助學生們

學習資訊工具、培養資訊技能，

輔以小規模的各領域案例。

教學內容沒有或只有少量程式設計，主

軸是幫助學生們認識資訊科學領域的發

展、重要思想、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以

及各領域的資訊工具與應用。

數學技能

課程目標以數學之某種具體理

論、方法和計算為主，含部分

說明用之應用範例。

統計與機率
應用數學於各類科學時，其主要工具為統計、機率或其

他隨機理論者。

數學或數位方法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之應用，強調實際應用情境之分析

、方法與問題解決。

基礎程式設計

軟體開發與應用

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

綜合性、通用的基礎程式設計，為進階課程打基礎

學習目標為具有特定目的、可歸屬於特定任務的軟

體開發與應用

學習目標並非為開發軟體，而是撰寫程式或操作軟

體做資料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的應用

資訊社會與思想

資訊與人文

介紹人類社會如何受到資訊科學的影響、人在其中應如

何自處，以及資訊科學的歷史、發展、影響深遠的典範

思維

介紹人文領域的數位資源與工具，讓學生們發想與探討可

能的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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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數

位

與

量

化

分

析

機率與統計

數學思想

程式設計與軟體應用

數理邏輯

一般程式語言

資料處理程式語言

網頁程式語言

手機應用程式語言

軟體應用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數學與資訊科學是探討事物模式的科

學--包括數量、關係、形體、變易、
隨機、資訊、演算等模式。作為明晰

與嚴格的精確思想領域，數學和資訊

科學是人類知識的基礎部門。歷史悠

久的數學科學作為表徵事物的抽象語

言或工具，廣泛應用於自然、社會或

人文科學，上世紀開始蓬勃發展的資

訊科學，由於電腦工程與演算法之長

足進展，如今正深入人類的日常生活

，將對未來社會造成全面的影響。本

子領域包含數學與資訊科學領域的通

識課程，協助其他領域學生跨入本領

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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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質

科

學

應用物質科學

物質科學

環境科學 環境化學

化學工程

化學

地球科學

太空科學

物理學

土木工程學

安全工程

材料科學與工程

機械工程學

物質科技與社會

有機化學

無機化學

高分子化學

地質學

大氣科學

水文學

海洋學

天文學

凝聚態物理學

相對論

量子力學

古生物學

氣候學

氣象學

海洋地理學

自然地理學 地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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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質

科

學

基礎物質科學

應用物質科學

化學

物理學

地球與太空科學

物質科學與環境

物質科學與能源

物質科學與生活

物質科學與人文

物質科學 (Physical Sciences) 
是研究物質的結構、性質、製造和應用的一門

學科，涵蓋化學、物理、地球與太空科學等基

礎學科，並延伸至能源、環境、生活科技等應

用領域。物質科學強調透過分子和原子層次的

理解來設計和控制物質的宏觀性質，並將這些

知識應用於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物質科

學不僅僅是一門研究物質的學科，並涉及到自

然科學與社會人文的交叉融合。從基礎理論到

應用技術，這些課程提供了廣泛的學習機會，

幫助學生理解物質的基本性質及其對世界和人

類社會的深遠影響。課程分為基礎物質科學與

應用物質科學兩個部分。 

化學是物質科學的基礎，幫助理解物質的基本組成和

轉變。這些課程探討化學反應、分子結構、以及其在

生活中的應用。

基礎知識闡釋物質科學的運作原理。

物質科學的原理在人類社會的應用與影響。

物理定義物質科學的準則，這些課程探討自然界的

基本規律，從微觀粒子到宇宙的運行，為物質的理

解提供了理論基礎。

地球與太空科學在闡述中地球和太空中的環

境系統，這些課程旨在理解在大尺度環境系

統中，從氣候變遷到水資源管理，物質與能

量的動態。

這些課程探討物質在自然環境中的作用，

並關注於如何應對氣候變遷和保護環境。

這些課程探討能源來源、轉化與應用，包括

原子能、化石燃料與再生能源，並研究其社

會和環境影響。

這些課程展示物質科學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

應用，涵蓋從科技原理到綠色生產與消費的

各個層面。

這些課程強調物質科學與社會人文的交互影

響，探討科技進步對社會、文化及歷史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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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科

學

基礎生命科學

跨領域生命科學

醫學專題

生命科學概論

科學探究與研究方法

生命科學倫理學

生命科學與社會

生命科學與人文學科

生物科技的沿革與創新

農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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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科

學

應用生命科學

生命科學

園藝學

免疫學

分子生物學

動物學

動物行為學

漁業科學

生命科學與社會

生物技術

生物物理學

生物資訊學

生質能源

認知神經科學

農業科學

食品科學

微生物學

時間生物學

植物學

演化生物學

生態學

生理學

細胞生物學

解剖學

結構生物學

保育生態學

生物多樣性

介紹生物學的基本概念，包括細胞生物學、

遺傳學、演化學與生態學，旨在提供生命科

學的廣泛理解。

訓練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包括假設形

成、實驗設計、數據分析和科學文獻的

批判評估。

重點關注生物倫理學、學術倫理，以及在生

物技術、醫學與環境科學中的倫理考量。

探討生命科學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經

濟與社會規範。主題可能包括生物技

術、基因改造與公共衛生。

探索生命科學的哲學、文化與歷

史維度，重點關注科學發現對人

類身份的影響以及倫理考量。

研究生物資訊學、基因組學與醫

學技術等領域的技術進展及其對

社會的影響。

生物學專題 

生命科學通識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對生命科學

的基本理解與科學素養，涵蓋生物學、遺傳

學、生態學、演化論、生物技術與醫學等相

關領域。透過跨學科的學習方式，學生將能

夠理解生命現象、科學研究方法及其對社會

、倫理與科技發展的影響。此課程不僅強調

知識的獲取，亦注重培養批判思考能力、科

學探究精神與實踐應用，使學生能以理性與

科學態度面對生命科學相關議題，並在未來

的專業或日常生活中做出明智決策。

基礎生命科學是探討生

物體基本構造與功能的

學科，涵蓋細胞生物學

、遺傳學、生物化學、

生理學及分子生物學等

領域。其目標是理解生

命的基本運作原理，為

醫學、生態學及生物技

術等應用領域。

跨領域生命科學強調生物學與

其他自然科學領域的整合，以

不同的角度解析生命現象與提

出解決方案。同時，跨域的生

命科學亦納入社會議題、人文

關懷，以及生物學的發展史，

期能讓生命科學之探究更具博

雅之胸懷。

醫學專題聚焦於醫學科學的核心問題，包括疾病機制、診斷技術、治療策略與公

共衛生議題。研究範疇涵蓋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生物醫學工程、藥學及精準醫

學等領域，促進健康科學的發展與應用。

農學專題探討農業科學與技術的應用，以提高作物產量、改良農作物品種、提升

農業生產效率，並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涵蓋植物科學、土壤學、昆蟲學、作物保

護、生物技術及永續農業等領域。

生物學專題涵蓋生物學各個領域的深入研究，包括演化生物學、生態學、動植物

學、行為學及發育生物學。此領域致力於探索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運作及生物

體適應環境的機制，為生態保育與生物技術應用提供科學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