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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公聽會 
學生場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10 月 24日(星期二)12：00 

開會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四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賴教務長亮郡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黃于倢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高教深耕計畫意見討論 

編號 學生意見 單位回覆 

1 一、 希望學校可以採取公聽會的會議，並且廣

納學生意見，讓我們可以共同討論這個計

畫，並且學生會可以提出書面的報告給學

校作為參考。 

二、 另外我們希望可以在學校的審查會議中會

有學生代表的席次。 

教務長：高教深耕計畫完整計畫書的審查，校長邀請學

生的代表到教學發展會議，有任何意見將討論後納入深

耕計畫的撰寫或修改。 

2 教育部 106 年 10 月 11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60141900號函規定各校撰寫之計畫書，應包含

校內學生之意見，如相關公聽會及會議之學生意

見彙整，以及學生會提交之書面意見；且各校內

審核計畫書之相關會議，應有經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出席，且該會議之會議紀錄應詳實公開，並

以附件隨文報部，提出的部分有三點，依來函衍

生的學生參與部分： 

一、 教務長提到 10 月 27 日教學發展會議部

分，請學校重新補發開會通知單，完善會議

的程序，減少程序瑕疵。 

二、 來函裡面有講到是出席。學校應該可以在

11月 9日的教務會議，因教務會議有明確的

學生選舉之代表，可透過教務會議做審查。 

三、 教務長提到 10 月 31 日教務部會將構想書

的構成意見回饋給學校，學校在 10月 27日

到 11 月 9 日之前應該可以增加學生場次的

公聽會至少一場。在今天這個會議裡面我們

理解到基本的教學、高教深耕計畫的基本，

並沒有對高教深耕計畫有清楚完整的認

識，如何提供我們理性有建議的想法? 

教務長： 

一、 可補發開會通知單。 

二、 目前教學發展委員會組織辦法，計畫於會議中審

議，學生可列席討論。 

三、 是否改由教務會議進行計畫審查，頇再討論並慎重

的考慮。 

四、 完整計畫書初稿完成後，會再開一次公聽會。 

學務長：學生是學校的主體，高教深耕計畫是以學生為

出發點去做撰述，一定是把同學的權益和最核心的東

西、教學、課綱內容都放在裡面。 

 

張副校長:教育部的一個基本精神，透過這些經費挹注可

以提高我們在教學方面經費的比例，並可改變學校在傳

統教學上面刺激學校老師去做創新教學的這個部分。 

 

教務長:各位同學現在對於哪個部分，比如說國際化，學

校發展國際化哪個部分需要再加強，學生的期

盼是什麼，可以提出來，讓我們思考要用怎麼

樣的方式合適地放在高教深耕計畫。 

 

3 一、學生公聽會至少要一場。 

二、學生在實質的會議裡面可以提出我們的意

見可以被正視，可在教務會議進行討論。 

教務長:公聽會有提供提案單，學生對計畫的意見可以利

用提案單來提出。 

副校長: 

一、 教務長為高教深耕計畫的總主持人，因此增開一場

公聽會仍要尊重教務長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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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可於教發會中列席，並且提出相關意見。而教

務會議因師長繁忙，並且有特定召開時程，若要召

開臨時教務會議進行審查，這部分會在研擬。 

教務長:會後與副校長商量研討學校的網頁是否能開放

空間，讓學生會、學生議會或是其他同學提出

意見，學生可經討論後提一個很具體的意見，

我們會列入高教深耕計畫，如果學生是屬於某

一學院的，亦可向院長提出建議。 

師範學院院長: 

我覺得這很值得同學們大家聚起來討論要怎麼樣在學

校提案，不管在教務會議或校務會議提案，若學生很具

體的意見，且在討論這意見的時候也邀請相關的老師們

參與，這或許會讓我們的校務、課程或教學的改革能夠

有更快的動作。 

4 一、學校所提的創新教學，是指老師在教學課程

上的創新或是課堂的設計上創新。 

二、是否能調整學分限制，放寬自由學分、選

修、必修那些東西，讓課程充滿多元性也充

滿彈性。 

教務長：教學創新的內容涵蓋了教學內容和課程設計，

學校目前正在組織全校性的教師教學專業設

計。在放寬選修限制的部分，課程模組化後有

20 個自由選修的學分，各院有 6至 12個院共同

必修的部分，教育部希望學校可以院為單位，

變成一個實體開課的單位，學校正研討將各系

的必修與選修降低，讓學生好好的規畫學院的

特色與跨領域的課程，此規劃亦寫入高教深耕

計畫中。 

5 一、是否能於公聽會說明台東大學提升高教公

共性的提升、善盡社會責任這兩個部分詳細

內容或大致上策略走向。 

學務長： 

    高教公共性有三大面向。 

三、 協助原住民族與弱勢學生的就學及發展，台東大學

弱勢學生比例比較高，這是學校一直努力的方向 

四、 強化弱勢學生的自習系統，包含教學面、系所端、

學生端。在住宿、交通等各大生活方面也給於協

助，另外在獎助金也在納入考量，學校亦提供校內

獎助金。 

五、 高教公共性的部分從上述之專業面和生活面去發

展，最後接軌到產業界，由職涯發展中心去協助，

這是目前學校三大主軸規劃。 

 

師範學院院長: 

在大學的社會責任方面，師範學院這邊提出來的，是希

望在課程裡面可以同時達成更多面向，台東擁有豐富的

山海資源，在少子化的趨勢中，學生畢業後可能當不成

老師，他們可能有更多創業及發展的機會。院希望納入

更多面向進入課程。師院目前正在實行補救教學在暑假

時開設整合性的課程，本校教育學程出來的學生，有更

多鍛鍊自己教學的機會，不但在課程裡面就已經學習到

了，亦可幫助自己賺取生活津貼，亦可扮演大學的社會

責任，這是學校一直努力的方向。 

教務長: 

一、 透過山海教育的訓練，讓參與課程的學生將來有機

會帶營隊開公司，利用台東自然資源，讓學生習得

這項專業進入有關探索體驗領域的企業，幫助全國

各地和國外旅客來享受台東的環境。 

二、 台東有很多部落，但由於部落經濟和產業資源匱

乏，有些部落想發展，但可惜沒有資源。我們將善

盡社會責任這個概念灌入課程中，做為一個世界公

民，學生集思廣益發展部落獨有特色及文化，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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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可協助發展部落深入旅遊、發展成新產業。在

課程裡面，學生與部落的人一起合作定思考，共同

去制定流程，讓部落族人可以透過這樣的練習習得

經驗，這就是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目前人文、師範、

理工學院都有在推動。  

6 
一、 學校在推動國際化的部分，語言教學上是

否有其他的課程做輔導？ 

二、 本校畢業門檻中除了英文之外，也有日

文、韓文或法語檢定等外語指標，但卻沒

有其他相關的課程選擇。 

教務長:國際化部分，除了研發處之外，也邀請語言發展

中心及華語中心，語言發展中心除了繼續提出

各種方案提升英語能力之外還有越南語、西班

牙語。 

 

國際事務中心 鄧主任: 

國際事務中心彙整了國際化指標，關於語言這個方面有

兩個重點： 

一、 語言發展中心正在推行了教育部計畫叫第二外語

種子，針對越南語與西班牙語這兩部分的學習，因

應高教深耕計畫為五年期，所以在這推動既有的越

南語、西班牙語繼續擴充，精進學校第二外語，如

果進行順利，關於東南亞更重要的語言我們都希望

能夠解決師資平等的問題，然後開設這方面的課

程。 

二、 移地教學是本校在教學國際化方面的政策，若能爭

取到高教深耕經費，那就可以跟同學講的做結合，

我們有一些課程在境外進行教學活動，若到日本有

日語、到韓國有韓語、到歐美或東南亞國家有不一

樣的外語，透過計畫能在語言的方面我們拓展第二

外語，另外，其他語言是否列入畢業門檻，這一方

面牽涉的比較廣，這個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一下。 

7 
一、 勞動教育課程屬必修零學分，是否能提出

一個具體方式，這讓堂課學生學習到實質

的東西，或者改變成如服務學習課程的方

式進行的課既然比較有成效讓學生能夠學

到實質的東西的話 

二、 是否能移除勞動教育課程，如果必頇做勞

動教育，是否能修成有學分  

教務長:關於勞動教育這個部分會做出一些制度上的調

整，然後好好討論，具體的研擬出來。 

 

8 
關於提升高教公共性部分，報告時候有提到身心

障礙、低收入戶之類的，關於身心障礙這個部

分，想要提一下體育館的設施，因為體育館一直

沒有修繕完整，若真的落實要保障身心障礙學生

這個部分，是必要改善一下無障礙設施的部分及

無障礙坡道。 

學務長：體育館工程已經在發包並實施，已有無障礙設

施的電梯，另外工程進度也有在特推會議裡面

做提案，目前有危險地方也優先堵住，這個部

分我們有持續的關心。坡道目前學校都有符合

規定，現在寬度和某些特殊的設施有再做些微

改進，還有某些特殊學生的需求，會再做改善。 

9 
想提關於國際化部分，我有看本校的交換學校簡

章，我覺得交換學校比較少，我建議學校能跟常

春藤系列學校簽約做交換，目前我看到許多私立

大學用這個方式招攬到比較優秀學生，台東大學

也可以效仿，因為台東大學入取分數逐年下降，

若推行這個方法，我覺得能夠提高學校、學生的

競爭力，還有交換學生獎助金比較少，若生活比

較一般學生(不說中低收入戶)是沒有辦法申請

到比較多的獎學金。 

國際事務中心主任： 

一、 關於常春藤學校交換，本校在這兩年國際化業務在 

擴大，為了解決姊妹校的問題；我跟同學報告一個很實 

際問題，美國的二流州立大學以上它的學費，外國學生 

含交換生跟姊妹校不含學分費，它起碼是三萬美金，與 

我們最好的州立大學是 ISU印第安納的州立大學，本校 

提供的學費已經是非常的優渥，換算新台幣每學期起碼 

三十萬至四十萬，台東大學跟台灣大學的國際化其實沒 

有直接關係，這是因為美國學費政策，台灣學費每學期 

大概一千至兩千美金，這樣的學費在美國可能沒辦法修 

三門課，因為它們學分費非常高，這方面可能要請同學 

諒解。 

二、本校嘗詴跟非常多國家做實質的交換， 但每次都卡

在學分費及外國學生學費，美國學校不肯去讓步，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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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現在改變的做法是跟歐洲的學校簽約，像這個學期本

校跟西班牙的大學簽交換學生的合約，現在正在進行徵

選，歐洲學校學費普遍比較低廉，德國跟法國是沒有收

學費的，但衍生的問題就是要會法語、歐語，就這所西

班牙學校要求西班牙語的檢定是 B1，半年的生活費加學

費是四千五百歐元，折合新台幣為十六萬，這是目前為

止我們在爭取國際化姊妹校合約最優渥的，所以要請同

學們諒解。 

 

三、研發處國際事務中心未來會繼續來爭取東南亞及歐

洲的學校，爭取比較優渥的條件，促進我們學校學生的

國際化學習。 

10 
針對申請獎學金有相關問題，以日文為例，原獎

學金申請條件為日文檢定通過二級以上，且班級

排名前 50%以上，但就以往例子來看，班級排名

2%和 80%都有領取到獎學金，甚至未通過語言檢

定的同學也有領取獎學金。另外，領取英文檢定

的同學相較於日文檢定二級的同學，具有申請交

換學生的優先權，這部分有相關疑問。 

國際事務中心 鄧主任: 

一、 關於獎學金的問題我們從去年九月幫助研發處事

務中心處理相關案件，但案本原本擺在教務處，這

部分我們會持續改進。 

二、 針對語言能力與獎學金頒發的狀況，校方不希望以

語言能力去阻擋學生出國，有關於做為日本交換學

生是否增設日語檢定門檻，校方會在研擬。 

11 
希望國際事務中心能夠落實獎學金領取者有確

實回報，據我所知，去年有交換學生中，有人並

未達到回國應拿到二級標準的門檻，請問這個問

題是否能要求一些回饋? 

國際事務中心 鄧主任: 

下個月中會召開台東大學出國交換學生的審核跟獎助學

金的會議，我會把同學的意見做轉達，討論如何落實關

於語言、獎助學金等條件。  

12 
校方所提動態的方向是指公聽會這個管道嗎? 教務長:剛剛與副教務長再討論是否能開設一個空間給

學生在裡面發表想法跟意見，若學生們在公聽

會上面能夠提供很完整、具體的建議，我最希

望是這個樣子。 

13 
如果學生會提供一個對外的管道，並且召集學生

意見，再由學生會將意見寄信到副校長信箱，是

否可行? 

  

教務長:可以寄到我信箱 

副校長: 

寄信一定要署名，我們才能夠做出回應。另外，最近準

備要召開第一次教發會議，將會有學生代表出席，讓同

學能夠有管道與校方討論計畫內容。 

副教務長: 

一、 剛剛談到的公開討論區，我們會在網路學園開設一

個能夠上傳意見的地方。 

二、 學生會或學生議會若想更了解計畫書細節部分，基

本上可以在教學發展會議上聽到更完整的簡報，但

由於這些資料在現階段還不適合對全國公開，因此

校方會需要請你們簽份切結書，才能讓學生會及學

生議會看計畫書內細部內容。 

14 
剛剛師長有提到台東大學優勢特色是在南島文

化方面、原住民文化方面，但在通識課程中鮮少

看到有在南島文化、原住民文化上有什麼著墨，

在台東有六個原住民族，是否能夠加開相關課

程，不然我們無法更了解各族文化。 

教務長: 通識課有通識課程的架構，此意見我會提供給

通識中心主任看看，看能不能邀請相關專長的

老師來強化這方面的課程內容 

15 
剛剛師長所提到逢甲大學交換學生的學費為自

己所出，另外也提到錢是哪裡來的。本校內有許

多弱勢、原住民學生，請問這些同學哪有錢可以

去做交換學生，這樣是否會造成教育上的不平

等，因而造成國際眼光的限制及社會上的階級複

製。希望校方能夠提出更多有關於申請國際化的

計畫。 

國際事務中心 鄧主任: 

一、 獎學金部分的給發的確是在少數，但我們可以很肯

定的說在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心與校方老師必

定會努力增加國際化交流的機會，我們能做的是有

關於高教深耕國際化移地教學等費用，盡量在務實

的階段，如教務長所說，讓台東大學學生能夠多去

看看世界，並到別的國家進行體驗。 

副校長:校方提供經費讓學生能夠出國，一定會設置一

些條件，讓學生以獎學金方式去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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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希望校方於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上能夠由學生

選舉出的代表進行審查，且會議記錄公開詳實。 

學務長:高教深耕計畫的審查權限並非在本校，而是教育

部執行審查。 

17 
我們了解學務長希望學生與校方能夠共同解決

高教深耕計畫的撰寫，但於教育部函文中將此行

為定義為審查，我們並沒有汙名化審查這件事

情。 

學務長:我們禮拜二上午十點開會，我邀請你們一起來

參與。  

18 
本校英美系學生頇研讀到三年級方能修習第二

外語，反觀他校於一年級時即可修習第二外語。

校方是不是能夠提供英美系及外系學生完整的

四個學年第二外語學習環境。 

國際事務中心 鄧主任: 

一、 於台東地區聘請第二外語師資較為困難，就算是重

金禮聘也很難找到師資。本校英美系原有訂定四個

學年的第二外語課程，為法文課程，前兩年設為必

修課程，但於去年時法語老師歸國，導致課程無法

繼續。 

二、 目前語言發展中心正在進行教育部計畫，計畫內容

為發展越南語，因目前新住民人口日漸成長，所以

希望學生能夠不要侷限於歐洲語言。而有關新南

向、東南亞各國語言課程仍在思考，沒辦法硬性規

定為必修課程，師資部分也是一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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