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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師資培育/合作大學基本資料 

澎湖，臺灣海峽上一串亮眼的明珠，一個擁有自然美麗，卻亟待保存

與開展在地人文的海洋群島；澎科大，澎湖離島唯一一所大學，學生 3000

餘人，且多數來自臺灣本島。就學校而言，澎科大除肩負知識傳授與全人

養成之重任外；對澎湖離島來說，澎科大更應該承擔大學社會責任，提供

澎湖不同階段學校所需之有形無形教育資源，實現各級學校人才培育的重

要使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前身國立高雄海專科學澎湖分部於民國 80年成立，

84 年正式獨立設為國立澎湖海專管理專科學校，89 年升格為國立澎湖技

術學院，至 94 年正式改制為科技大學。本校設有人才暨管理、 觀光休閒

及海洋資源暨工程等三個學院，共有 12 個學系，5 個研究所以及通識教育

中心，是唯一一所離島形態的科技大學，為國家培養海洋漁業，觀光休閒，

科技及管理的各種人才，不僅提供澎湖在地人才培訓機會，拉近與台灣本

島之教育落差，也對當地產業，經濟與文化之提升有直接貢獻(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網頁，2020)。 

本計畫執行單位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目前有專任教師 12

人，專案教師 4 人，其中教授職級 6 人、教授職級 4 人、助理教授 6 人，

為本校教師最多之學術單位，研究與學術能量充沛，本校通識教育的課程

蘊涵三大特色： 

一、實施互補均衡模式的課程規劃 

依照本校現有海洋暨工程、觀光休閒以及人文暨管理等三個學院的特

性，採取互補性通識課程規劃設計，分別就人文藝術類、社會科學類和自

然科學類等通識課程中，訂定不同的必選修學分，使各學院學生能藉此達

成通識與專業教育之融合與平衡發展。 

二、形塑職場公民素養的課程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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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並提供內涵豐富且多元選修的通識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廣博的自

我學習能力、獨立思考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融鑄地方自然人文的特色課程 

融入在地歷史文化與自然景觀內涵的海洋通識課程，兼具在地關懷的

社會照護課程，並引領學生以生活場域為素材，學習美感創新與反思，豐

富人生視野。 

 

貳、計畫內容 

一、計畫內容簡述 

隨著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啟動，臺灣教育改革走向新的里程碑，無論在

課程開發、師生的教與學，都將配合時代的趨勢，邁向創新的教育。藝術

領域以其在不同領域的實踐力，能以創作、鑑賞、展演等機制，為不同領

域醞釀多元思維、作法與價值。是以，在教育場域中，以藝術領域為跨領

域課程的推動核心，一則能為各學科的教學效能加值，二則能潛移默化學

生的美感素養，提供未來公民必備的創新素養(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計

畫網頁，202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雖無師資培育機構，本計畫仍以合作大學為引導系

統，以培訓、輔導、深耕為工作重點，輔導澎湖 6 所高國中小種子學校教

學現場教師開發課程，提供在地的專業諮詢及課程開發資源。 

二、計畫預期效益 

（一）協助教學現場活化，建立各學科／各領域跨領域美感典範 

運用跨領域美感教育之多元整合開展，協助教學現場開發適合各校之

跨領域美感課程，達到活化教學的目標。透過培訓、輔導與深耕，使各校

教師領域間強化連結，發展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建構學習共同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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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跨領域美感課程典範。 

（二）建置跨領域美感課程支持系統，提供豐厚資源與輔導機制 

透過組織合作大學之跨領域美感團隊，提供在地化之跨領域美感課程

資源及專業諮詢系統，垂直連貫各學習階段之教師，循序漸進地提升教學

品質與美感素養。建構合作大學旗艦基地成為各縣市跨領域美感課程發展

的軸心，並結合在地文化與資源，達到專業輔導與課程實踐研究。 

（三）提升澎湖地方跨領域美感教學知能，深植美感於教師及學生生

活 

透過參與跨領域美感課程觀摩、工作坊／講座等活動，延伸跨領域美

感教育的觸角，串聯教學現場課程理論，提升澎湖地方跨領域美感教學知

能，連結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推動，拓展學生跨領域課程設計思維之素養。 

（四）結合相關單位資源與人力，全面性行銷推廣跨領域美感教育 

連結縣市機構辦理跨領域美感課程，擴展跨領域教育政策成效，並偕

同藝文館所與民間機構推動跨領域美感教育，整合社會人力與資源，連結

央團與縣市藝文深耕，落實跨領域美感資源共享，建立多元教師專業社群，

共推國家重要教育政策之資源整合。 

（五）建構跨領域美感理論與實務論述，豐厚臺灣在地之跨領域課程

研究資源 

促進教學現場教師在職增能，運用合作大學自身堅實之理論資源，以

教學現場之實踐為研究對象，建構臺灣在地之跨領域美感教育理論，厚實

課程研究資源，作為後續推展跨領域美感課程實踐、研究、深化和普及的

基石。



 

參、計畫執行情形 

一、輔導種子學校跨領域美感課程 

(一)108 學年度共辦理 2 場跨領域增能工作坊，參與人數 22 人次，協助種子學校

教師瞭解跨領域美感課程內涵，增強跨領域美感課程研發能量。 

(二)帶領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發現美好師生團隊，協助澎南國中辦理 2 場工作坊，

持續輔助種子學校發展跨領域美感課程。 

(三)輔導並協助澎南國中蓋有意思課程學生作品以纇人孔蓋文創商品方式呈現；

傳家寶被課程成果進行社區應用實踐。 

二、辦理大學端跨領域美感課程 

108 學年度共辦理 2 場跨領域增能工作坊，時間分別為 108 年 12 月 4 日與 109 年

5 月 26 日，參與人數 22 人次，協助種子學校教師瞭解跨領域美感課程內涵，增強跨

領域美感課程研發能量，工作坊海報與活動照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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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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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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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總計畫執行跨領域美感計畫 

本計畫協助總計畫於 109 年 7 月 3日主辦澎湖縣 108 學年度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

推廣研習計畫，參與人數 25 人，研習時間表與活動照片如下所示： 

表 1. 澎湖縣 108 學年度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推廣研習計畫時間表 

日期 時間 活動說明 主持/講人 

7/3 

(五) 

08：30-08：50 報到、領取資料 
澎湖科技大學 

發現美好團隊 

08：50-09：00 始業式 
教育處處長 

臺灣師範大學 

09：00-12：00 專題演講-明日科技 
澎湖科技大學 

陳建亮教授 

12：00-13：00 午餐 

12：00-13：30 分組對對碰 
澎湖科技大學 

發現美好團隊 

13：30-16：00 
跨域對話與實作 

-魔幻燈光秀 

澎湖科技大學 

鍾怡慧教授 

16：00-16：20 茶會時間 

16：20-16：50 研習成果展 
澎湖科技大學 

鍾怡慧教授 

16：50-17：00 綜合座談 
教育處處長 

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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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具體成果及效益 

一、 藉由工作坊活動與研習課程，提升澎湖縣種子學校教師跨領域美感教

育知能。 

二、 挹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力資源與空間設備，協助種子學校教師課程

之研發與在地實踐。 

三、 輔導研發跨領域美感課程，並於澎湖縣 108 學年度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

推廣研習中公開發表。 

伍、結論與建議 

一、 執行計畫期間遭遇之問題及解決方案 

整理而言，本計畫執行順利，成果豐碩，惟種子學校教師對計畫參與

意願高低程度不一，對於意願較高的種子學校，教師主動積極，本計

畫可提供更多的輔導與支持，對於意願較低的種子學校，因無強制

性，也較無法提供有效的輔導，建議可於種子學校執行工作中，加入

與合作大學的課程討論會議，每學期至少一次，以強化合作大學的功

能。 

二、 計畫未來展望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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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經由研發、實驗、示範過程，已發展出合作大學與種子學校跨

領域美感教育運作模式，冀望能推廣更多種子學校參與，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發揮本計畫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