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會議報告案-引進新制度探索學分的可行性  學生會 

一、前言 

 

112學年度國立臺灣大學新增探索學分制度，鼓勵學生進行跨域學

習，使高等教育多元學習的風氣得以進一步落實。隨後，國立成功大學也

於同年通過探索學分相關辦法，並於本學年度開始實施。我國兩所頂尖大

學初引進的制度，不禁讓本校師生開始思考，是否有機會於本校實踐。這

顆種子也悄然的於上學期末學生與校方進行的校務座談溝通會發芽，由學

生會初步調查學生對此制度的施行意向與教務處進行可行性的討論，因此

才有此報告案的產生。 

 

二、何謂探索學分制度 

 

根據國立臺灣大學探索學分實施辦法，學士班一年級及二年級學位

生，修習非主修學系(學位學程)開設之課程，得申請將該課程認列為探索

學分。申請列為探索學分之科目學期學業成績計算如原始成績及格（C-以

上）之課程，學期成績考評將改為通過（PASS），原始成績不顯示亦不列入 

GPA 計算，但仍取得該課程之學分數。如原始成績不及格之課程，成績單

則不顯示該課程記錄。而探索學分至多只得申請 6學分。這樣表示可能略

為抽象，以下製作圖表提供參考。 

 

  

 

 

 

 

 

 

 

 

 探索學分並非沒有限制，而是一些科目如學生主修學系(學位學程)或

雙主修學系(學位學程)開設之課程、共同必修(包含大學國文、大一英外

文、進階英語、服務學習及體育課程)，是無法申請列為探索學分的。整體

來說要達成這些條件並不簡單，但也唯有如此才能確保學校不偏離原先設

置探索學分制度的理念。 

 

 

 



 

 

 

 

 

 

 

 

 

 

 

 

三、為什麼要推行探索學分？ 

 

以下就為何本會想推行探索學分進行論述，期待就不同面向使教師們

理解學生會之所以想推行此制度的緣由，共分成五點先一一列出，再進行

分述。 

 

 增加學生進行跨域學習的動機 

 促進學生於大學自由探索、學習自由之權益 

 使學校、各系所培養跨域整合人才的理念得被實現 

 率先跟上頂尖大學的設立潮流，增加學校能見度 

 老師一生精煉的知識，得以更有機會被各系人才學習、吸收、應

用。 

 

 

1. 增加學生進行跨域學習的動機 

 

國立成功大學從跨域修課的數據上得知，成績高的同學在跨院修

課的紀錄上，反而屬少數。經過分析得知，高分群同學擔心跨領域修

課時，將影響成績的排序，以此動機設立探索學分制度。國立臺灣大

學則期望透過探索學分制度學生能夠根據自身傾向，通過跳脫傳統學

習框架的機會，設計出更彈性、多元的學習模式，實現自我探索和實

踐的目標。由此可知，兩校皆是認為探索學分制度可增進學生進行跨

域學習的動機。另外經過學生會詢問國立臺灣大學於今年的施行普遍

而言也確實廣受師生好評，跨域的風氣及踴躍程度也有所提升。 

 

一個制度的施行勢必也要考量到地方風氣的因應。除了他校的借

 



鏡之外，也需要回歸到校內的實際情況進行觀察。就本校而言，學生

確實也有如台大、成大學子因擔憂成績而害怕進行探索的情形發生。

首先，關於本校學生的組成就學生會的觀察而言，大多數的學生是從

以成績認定排名的地區前幾志願高中畢業進入本校就讀，因此觀念上

難免有受到成績的框架影響，導致大學時不敢踴躍探索自己較不擅長

的科目，於選課上經常會朝所謂「甜課」或是有自信得以獲取高分的

科目進行選擇，喪失了向外發展探索自身跨領域可能的機會。 

   

 因此若施行此制度，將可以使無數學子得有機會跳脫傳統成績思

維的框架，獲得挑戰自我的機會，有勇氣、有動機的選擇自己曾經有

思考過，但不知何時已悄然埋藏於心底的志趣。探索學分制度可以增

加學生的跨域學習動機，而本校學生也確實需要此制度作為跨域學習

的敲門磚。 

 

2. 促進學生於大學自由探索、學習自由之權益 

 

大專校院與其他學制如高級中等教育、國民教育的不同之處在於

大專校院乃是為了培育人才及促進國家發展的教學場域大學法第一條

設有明文。也因此學理上繼而發展出大學自治權的相關解釋。學生之

學習自由同樣為大學自治所保障的範圍之內。現有的選課制度之下，

雖除了擋修及選課人數限制等因應課程規劃不得為之的限制外，並無

過多跨域選課的限制。然而如前所述，許多的學生將會被一隱形門檻

「成績」給擋下，損害其學習自由的權益。而探索學分制度無疑是一

種破除此限制，進而使學生有機會不擔憂成績而能落實學生學習自由

的一種好的方式。  

 

3. 使學校、各系所培養跨域整合人才的理念得被實現 

 

早在數年前的校級會議上學校就已通過 111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

須達成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微學程等其中之一的門檻方可畢業

的制度(下稱跨域畢業門檻)。本會雖不認同設為跨域畢業門檻來做為

增進跨域風氣的做法，但顯而易見的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是全校性

的共識。 

在增加跨域畢業門檻後，雖然學生確實會因為畢業壓力而進行跨

域學習，但卻也有發生為了盡快達成畢業門檻，而選擇與系所專業相

接近的學分學程、微學程，或僅僅是為了學分而湊學分，造成跨域學

習的實質成效不佳的情形發生，是否此門檻的增設有達到實質跨域學

習的效果仍有待討論。 



 

然而若加入了探索學分制度學生對於跨域選擇的空間，也許就不

單單只是原先與自身專業相關程度甚大的課程，而可以跳脫框架進行

選課進而真正達成跨領域學習理念，我們認為此制度的加入，勢必會

使本校多元學習的風氣更上層樓。 

 

4. 率先跟上頂尖大學的設立潮流，增加學校能見度 

 

若能增加此受到學生認同的制度設立，以及跟上頂尖大學的腳

步，勢必能使學校的辦學風氣有所成長，也能增加能見度使學校形象

有所提升。 

 

5. 老師一生精煉的知識，得以更有機會被各系人才學習、吸收、應用。 

 

探索學分制度一旦建立勢必也就能使各系頂尖人才，有動機跨出

舒適圈向外學習，從教師自我實現的角度觀之，也能因而教到來自各

系的優秀學生，將自身所思所想及耗費許多精力的研究得被各系人才

所學習、吸收、運用，影響多元的學生及自身知識的傳承。 

 

四、教授們的疑慮與建議 

 

為使這次的報告案順利推行，本會已於報告案開始前與許多教授進行溝

通，期望能夠了解教師端對於此制度的看法，也在溝通的過程當中了解許

多教授對於此制度的疑慮。以下分述。 

 

1. 探索學分與期中棄修制度的差異何在？ 

 

  本會認為探索學分與期中棄修具有差異性，且兩者皆有其存在的必

要性。以下將簡略的以形式與實質使用上的不同進行區分。 

 

  形式上，期中棄修現規定於本校選課辦法第十四條，學生因故無法

繼續修習課程得申請放棄修習最多兩科且棄修課程仍須登載於該學期成

績單及歷年成績表，於成績欄註明「W」，而學生無法取得學分。而探索

學分則是於期末之後學生成績若及格則使用探索學分後，於成績欄註明

「Ｐ」，而學生可取得學分。若不及格而使用探索學分，則學生成績同

樣不計入最後的成績平均計算，但學生無法取得學分。 

 

實質上，期中棄修的制度設計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在發覺自己並不



適應其所修習的課程時，有機會可以藉由期中棄修的制度，讓自身不必

在較難適應的環境下持續學習。探索學分則不然，其目的則是為了鼓勵

學生跨域學習，並且修完所修習的課程規劃後，可以實際上獲得跨域的

能力。因此於制度設計的本質上兩者也有區別。 

 

或許在這樣形式與實質的區分之下，也有部分的學生在這兩種制度

下確實會有所重疊。例如：今天有一個在乎成績的學生，在期中考後發

現自己的考試狀況不理想而棄修，或是於期末考後發現自己的成績不理

想而使用探索學分。因此才會有接下來採用許多教授所較為推薦的事前

申請制。 

 

2. 改為事前申請制的可能性 

 

在與教授會談的過程當中有許多教授皆有提出使探索學分制度變得

更好的可行方式：事前申請制。原先臺灣大學及成功大學探索學分的制

度，是學生於期末收到成績時，可以選擇將部分科目列為探索學分，如

此一來可能就會出現前述因為成績的考量而進行的投機。若改為本校教

授們所建議的事前申請制，也就是在選擇這門學科前就已經將其列為探

索學分。如此一來便可以很大程度的減少學生的投機可能，因為學生在

探索制度的學分數有限制之下，必然會謹慎使用這六學分，並且對於學

生而言若選了這門課後又中途放棄，最後因為成績不佳無法取得學分，

實質上等同於選了一門沒有學分的課，並沒有實質的效益。因此在事前

申請制之下，學生既能夠真實達到探索的效果，也能夠避免投機的可

能。對老師而言，在事前申請制之下，可以優先掌握學生的學習動機，

也不會因為學生是否申請而受到制約，因為學生為了取得學分，而不浪

費掉這 6學分的額度，自然會因此想努力學習。 

 

3. 額度是有限的 

 

  若使用事前申請制，有許多老師提出可能會有一些細微的疑慮，

如：事前使用探索學分後是否仍可以棄修。對此，本會認為探索學分的

立意在於使學生得以勇於向外探索，但也不樂見其被濫用，因此對這些

疑慮我們認為，或可從嚴認定，在這些情況之下，探索學分的額度仍會

減少，進而落實多元學習的保障，但皆仍可於後續進行討論。 

 

 

五、總結 

 



一個影響層面廣泛的制度推行，勢必需要長時間的溝通、討論以

及互相理解。我們明白探索學分就是屬於這樣的制度之一。需要各學

系的協力、需要同學的理解、也需要行政端的互相合作。也因此即便

我們理解這個制度對於學生的重要性以及急迫性，我們也需要慢下來

傾聽各系對於此制度的看法、觀察教師態度以及他校的施行狀況。因

此本次教務會議將會是採報告案而非研擬辦法提案的形式。目的就是

為了讓教師得以知悉此制度，各系所得以互相討論表達意見，讓這個

制度能夠在大家有所共識的情況下產生出來，因此也期待各位與會代

表們能發表對於此制度的看法與建議，進而能使制度能夠完善，對這

個案子發表看法以及建議，一同為了校園的共好而努力。 

 

六、相關資料 

 

1. 詢問探索學分實施學校施行建議 

 

 

 

 

 

 

 

 

 

2. 常見 Q&A（擷取自臺大網頁） 

（來自臺大校方的回覆） 

（來自成大校方的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