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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之核心精神—素養教學

什麼是素養教學？

 (1).透過瞭解過去與現在的問題(事件現象)，學習知識並培養解決未來問題的能力。

 (2).鼓勵透過實踐與參與而來。

如何實踐？

(1).如何實踐在高中(社會科)教學？

(2).如何實踐在(⾧庚大學)社會科學的通識教育？



⾧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科負責之核心通識課程
(11門課橫跨8個學門；3學分，配有助教)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政治學與現代公民 (政治) 王賀白
全球與兩岸政治經濟 (政治) 王俊元
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經濟) 王光正
現代公民的社會學想像 (社會) 陳麗如
法學緒論 (法律) 陳英淙
科技法律 (法律) 蘇詔勤
社會心理學(心理) 胡正申
腦與認知 (心理) 吳嫻
近代東亞的歷史變遷與發展 (歷史) 楊明哲
自由主義 (哲學與政治學) 林火旺
管理與現代社會 (管理) 鄭道有



社會科之回應—主題式教學與主題式報告

主題式教學：
1.以主題帶動問題切身感，以主題帶動學科知識教學，以主題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之能力
2.主題之挑選：(a).重要社會或全球議題；(b).公民經驗；(c).學科重要知識。

主題式報告：
1.教師依照課程內容，設計(1).解決問題的；(2).解釋現象的；(3).回顧過去研究並加以評論
的，引導式報告。
引導式報告的意涵。教師要，(1). 對此主題式報告可能的結果熟悉；(2).能提供相當研究文獻
作為進行此報告的基礎知識，並帶領學生導讀(助教)；(3).知曉並能提供網路資料庫作為進行
此報告之素材；(4).田野調查或校外採訪之部分，教師要能掌握調查或採訪之場域，並提供
調查或訪問素材。
2.教導學生依照正式學術論文格式撰寫。
簡言之，這裡的主題式報告為濃縮版的「探究與實作」



以經濟學教學為例
 傳統通識「經濟學概論」綱目式教學(3學分)(高中端必修經濟學1.5學分)

週次 課程內容
第1週 課程簡介與經濟學簡介
第2週 供給、需求與市場均衡(I)
第3週 供給、需求與市場均衡(II)
第4週 消費者的均衡選擇
第5週 廠商的生產技術
第6週 機會成本與廠商的生產成本
第7週 完全競爭市場
第8週 獨佔市場(I)
第9週 獨佔市場(II)
第10週 期中考
第11週 期中考檢討與寡佔市場(I)
第12週 寡佔市場(II)
第13週 外部性與公共財
第14週 GDP與GNP
第15週 簡單凱因斯理論(I)
第16週 簡單凱因斯理論(II)
第17週 貨幣供需與中央銀行
第18週 期末考



「經濟學與現代社會」課程說明
特色之㇐--主題式教學

 主題㇐：主題一：課程簡介與我們所處的世界(此主題屬於全球化議題)

 主題二：經濟學下的理性選擇(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公民經驗)

 主題三：全球暖化問題與寇斯定理(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公民經驗與全球化議題)

 主題四：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家庭經濟學(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公民經驗與全球化
議題)

 主題五：醫療利益化與病人福祉—醫療經濟學(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公民經驗)

 主題六：經濟學中的抗生素--凱因斯理論與貨幣理論(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公民經驗
與全球化議題)

 主題七：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均衡(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公民經驗)

 主題八：拍賣（課堂活動體驗課）與國富論討論(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公民經驗)

 主題九：GDP and GNP專題(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公民經驗) 

 主題十：全球化下的工資差異 (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公民經驗與全球化議題)

 主題十㇐：WTO與世界貿易組織 (此主題屬於經濟學基礎知識與全球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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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課程的建立：以主題二，全球暖化與
寇斯定理為例

 1.問題的現況闡述
 2.問題發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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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課程的建立：以主題二全球暖化與寇
斯定理為例
 3.面對此問題經濟學學理上的解決方案—寇斯定理

 4.解決方案有否化為政策，此政策是

否遭遇執行困難？->京都議定書，

2015巴黎氣候協定

 5.能否設計出課堂

 討論活動—「⾧庚醫

 護社區的噪音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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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報告

主題式報告：(1)題目需設計，提供參考文獻與研究方法。

(2)報告嚴謹度需提升，類學術論文(資料庫查詢，文獻查詢

，文章格式，參考文獻)。(解決問題之能力)。目前規劃

原先核心課程兩篇主題式報告將簡化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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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報告題目、經濟全球化對台灣農業之影響

 1.全球化可分成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層面。此報告著重在經濟全球化。

 2.這波經濟全球化一般認為從1990年代開始，對台灣農業之影響請聚焦在2000年後（例如加入WTO或
ECFA）。

 3.請收集資料瞭解加入WTO前台灣農業的特色。

 4.瞭解加入WTO後我國在農業上需做哪些開放；請在報告中說明，當時學者與政府擔心加入WTO後台灣
農業會遭受什麼樣的衝擊與挑戰。

 5.加入WTO後(陳水扁與馬英九總統)做了哪些農業政策幫助農業升級？(這部分請上網搜尋資料，整理後
分別敘述)

 6.加入WTO後台灣農業有受到衝擊嗎？有進行產業升級嗎？從今日整體來看，加入WTO對台灣農業是利
還是弊？回答這些問題你可參考吳佳勳(2011)，〈台灣加入WTO 十年成果檢視之研究〉一文的分析方
法，但資料要上網查，如下面9.所示分析至2018年。

 7.閱讀下列文獻(6篇)

 8.請上農委會網站，查詢「農業統計要覽」。由農業統計要覽中查詢2002至2019年間的農家歷年所得(同
時查出農家所得對全體家庭所得比率)，農業歷年進出口值，農業歷年就業人口，農業歷年生產總值等
資料。將這些資料（分項畫成圖，橫軸為時間），想一想全球化自由化對台灣農業造成了什麼樣的改變，
回答上述6中的問題。

 9.請閱讀彭作奎等(2009)(此文為上面資料夾中WTO台灣農業2文章)，找出此文的研究結果。請問研發金
額，研發人力，投入勞動力與土地，對農業成長率的影響。以此結果來看，上述8.所觀察到的台灣農業
整體產值增加應來自什麼原因？這與自由化，全球化有什麼關係(提示：自由化與全球化對新技術採用
與技術提升有什麼影響)。

 10.最後，請參考池進通與李鴻文(2007)(此文為上面資料夾中WTO台灣農業1文章)一文結構，找一個台
灣農業升級的案例。將此案例寫成報告中之一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