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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專業

資訊素養

新科技學習

硬實力
健康成熟
的心態

軟實力

團隊合作

同理溝通 批判思考

不畏挫折的勇氣
擇善堅持的信念
敬天利他的胸懷

未來人才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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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人才的特質

新科技及新時代

數位化、智慧化、永續化、資源化、少子化、

區域競爭、文化衝突、傳染疾病

人格特質

好奇心、企圖心、自信心、思辨力、責任心、誠信和利他心

跨領域知識、自主學習能力，國際視野、領導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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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未來人才的策略範例

專業技能、 領導力、國際視野、社會責任

建構全球移動力的學習網路：國際頂大、跨國企業、特色中心、NGO等

學系專業課程

自主學習

跨域專長

領域專長模組

校院學士學程

學士榮譽學程
通識課程

科技/人文素養

服務學習
企業研習

雙主修
輔系

學分學程

專題研究
雙學位
海外研習

具自主學習
的領袖人才

學術扎根 多元學習 學用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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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與學

厚植基礎
自主學習
引導機制

固本深化
跨域創新

增進
國際移動

強化
社會實踐



107-108 109-111 112-113 114-116

世界的
臺灣大學

未來大學 未來大學
2.0

延續邁頂

第 一 期 計 畫 第 二 期 計 畫

主冊計畫各階段目標與定位

臺大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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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大學在臺大的推動歷程

2020

收斂
未來大學高峰會

2021

行動
未來大學發表會

2022

擴散捲動

2023

持續實踐

2023.09

成立未來大學
計畫辦公室

2019

發想
共識期

• 2月 開始規劃未來大學
• 舉辦100+工作坊、會議，

超過1000+利害關係人參與
（教師、學生、 行政同仁、
校友、 家長、 業者）

• 未來大學白皮書
• 領域專長（167個）
• 探索學習計畫
• 設計你的課程
• 成立學習規劃辦公室

• 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首位畢業生）
• 通過設置第 3 個院學士
• 領域專長 2.0（246個）、許願池
• 自主/探索學習計畫
• 暑期企業探索

• 11月發表，啟動未來大學
• 成立未來大學推動小組

• 領域專長（237個）
• 第 1 屆校學士、創新領域學

士學位學程
• 通過設置 2 個院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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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創新組織與文化

建立
學習與個人連結

打破
系所邊界

打破
教室邊界

打破
畢業/在校邊界

打破
產學邊界

策略方向

核心精神 探索體驗 自主引導 跨域共學 開放信任

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開放式大學」

破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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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總覽

學士榮譽學
程

23個
校/院學士

50/28名
修讀學生

通識/領專
許願池、設計
你的課程

182
累計提案數

創新領域學
士學位學程

43人

學習規劃辦
公室

1,500+
累積會談人次

領域專長

246個

數位校園
3000+演講影片
280+ 門OCW
69 門MOOCs

產學連結

大師給問
暑期見習

探索學習計
畫

64人次參
與

探索學分

6 學分

課程與教學
標竿計畫

Go Deep 
Go Board

校友返校學
習專案

3,663人
完成驗證

Pre U
大學數理預
備課程

2,709 人次

隨班附讀

255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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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能
力

生涯確定性

弱 強

低

高

拔尖者

待找方向者

探究能力
待提升者

探究能力待提升
待 找 方 向 者

實作學習，創造新知

✓ 學士榮譽學程-20個

✓ 實作課程佔比-約8%/110學年

固本深化，自主跨域

✓ 領域專長-237個

✓ 校院學士-6個

✓ 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25位學生

✓ 雙主修/輔系-修讀人次逾2,800/年

證據為本，教學精進

✓ NTU aCARE

✓ 學習諮詢-服務逾1,200人次

✓ 學習規劃辦公室-服務逾550人次

教學創新，數位學習

✓ NTU COOL-逾5,500門/111-1

✓ 未來教室-49間

✓ 教室自動錄播-58間

✓ 智慧討論室-90間

第一期高教深耕成果: 落實教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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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生學習與探索



拔
尖
人
數
比
例
上
升

第一期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後
學習者探究與探索能力變化

109學年「大一生」四類別分布比例 109學年「畢業生」四類別分布比例

資料來源：109學年大學生問卷、畢業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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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為中心」的未來學習模式

110.8 設立 學習規劃辦公室，由「初談」協助學生自我覺察，釐清問題與需求，找到學習方向與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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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專長模組

◆ 每個模組約包含 4-5 門極具關連性，共 12-15 學分的課程所組成→ 課程地圖 2.0

◆ 便於掌握領域核心能力，易於進行跨域探索

◆ 111-2 學期全校共 62 個系所參與，通過 246 個領域專長模組

○

○



學士榮譽學程

◆ 具研究潛能的學士班學生，透過

修習高階課程，及早投入研究

◆ 截至 111-2 學期已有 9 個學院

21 個學系設置學士榮譽學程

資格：
修專題研究
一、二
GPA 3.3

完成學士論文
進階課程平均 B+

書審+口試

學位證書、歷
年成績單加註
「醫技系學士
榮譽學程」

資格：
修專題研究一、
二且 GPA 3.3

學程小組審查

安排指導教師

學士論文 6 學分
進階課程 6 學分

完成學士論文
進階課程平均 B+

書審+口試

學位證書、歷年成績單加註

「醫技系學士榮譽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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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校學士及院學士制度

院學士

■ 鼓勵學院擬定院學士制度，目前已有 3 個學院通過設置

■ 工學院、生命科學院 112 學年度開放學生申請修讀

■ 醫學院 113 學年度開放學生申請修讀

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

■ 校定必修24學分，自訂104學分(含非單一學院之四個領域專長模組)，

自 111 學年度開辦

■ 校學士申請條件，由「修畢 1 個領域專長或 12 個領域專長學分」改為

「修畢非所屬學系領域專長（或學分學程、跨域專長等）課程至少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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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士

➢ 學生依學習動機與目標
自訂修讀領域及學位名稱

➢ 除校定必修及通識課程外，
自訂104學分

畢業證書 (取得所屬學系+校學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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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士

結合生命科學系與
生化科技學系優勢
以全英語授課

生命
科學院

每年15人
(含院外生)

將於113學年度正式
開辦培育具醫學基礎
知識之跨域人才

醫學院

每年10人
(限院內生)

智慧工程
海陸工程
先進化材

工學院

每年40人
院外至多10人

六大工程主題領域專長

人因工程
次世代製造
多尺度力學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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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學士學位

院學士學位應修學分數為128/129學分，應修科目總類與
學分分配如下：

• (一) 校共同必修及通識科目：24學分

• (二) 院基礎必修科目：25學分

• (三) 院核心必修科目：24學分(土木機電) / 23學分(化材醫工)

• (四) 領域專長：至少 48學分

• (五) 其他：院內選修(3學分) & 院外選修(5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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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教學、小班實作
跨領域資訊科技課程
( 通 識 A 6 領 域 )

數位

素養

精進大一英文、大學
國 文 、 寫 作 課 程

溝通

表達

基 礎 學 科 課 程
模 組 化 、 數 位 化
鼓勵女性學生修習

STEM
人 文 創 新 課 程
跨 教 學 單 位 共 授
科學課程融入人文關懷

人文

素養

人才培育(1)
厚植基礎，強化表達，深化素養

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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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學分

校/院學士

創新領域學位學程

共授課程、跨域通識

跨校雙主修/輔系

領域專長2.0
融入總整課程

跨域跨院合作臺大系統

銜接SDGs

Pilot Program
鼓勵探索，安全學分

人才培育(2) 
自主學習，打破疆域，創造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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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深化
創造新知

學士榮譽學程

產學合作
職涯引導

業師共授

引路人計畫

國際共教共學
彰顯本國特色

雙語教學

國際讀書會

亞洲高等研究院

問題解決，產學合作，國際共學

人才培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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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創新沙盒與跨域整合

探索學習 校院學士

◆ Gap year/semester，可到校外場

域做自主探索與學習 (如創業、出國等)

◆ 打破「教室」與「學習」邊界

◆ 領域專長為核心

◆ 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 跳脫學系框架，創造學生自己的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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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人才需要有強烈的企圖心和使命感

“Boys, be ambitious!”
William Smith Clark (1826－1886)

一位對日本明治維新現代化影響重大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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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創新創業園區

4i strategy: Inspiration Implementation Integration Incubation

跨領域創新實作基地，增進校
內師生創意、創新動能，

16 學院參與 230 門課程

超過13,000人次師生參與

實務演練，為未來創業版圖擘
畫及奠基。

50 門課程47 個創業提案

12個進駐

關注多元議題實踐社會服務，
發揮學生影響力。

43門課程

合作開設「領導力講座」
培育人才接軌業界

52個專案實作



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陳懷璞

Fish Technology

# 電機雙主修創新領域

1.電力系統與電力電子

（電機工程學系 / 電機

資訊學院）

2.水產養殖

（漁業科學研究所 / 生

命科學院）

非接觸式近場生命

訊號感測-名貴活

魚運輸

1.台大創創車庫+

清大創業衝鋒實作

2.搭帆船橫渡太平

洋-海上科學研究

移地學習 專題實作

學程必修
（創新領域基礎、移地學習、專

題實作）

兩個領域專長
（不同學院開設）

學程選修 校共同必修 其他選修

自選由創新設計學院
開設之DS開頭課號
課程

大學國文、大一外
(英)文、進階英文、
通識課程

自由選修校內課程，
補足至128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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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校內大二以上之雙主修、轉系生

➢ 專題導向，自訂創新領域主題及修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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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策略

海外教育計畫改制

-增加選擇：交換生年度甄選改為2次
-鼓勵探索：開放重複甄選
-政策協力：EMI課程做為甄選指標
-多元管道：鼓勵雙聯、海外實習

增加海外教育獎補助

-整合政府補助，增設出國交換獎學金
-調整希望出航獎學金，重點補助弱勢生
-設立雙聯學位獎學金，重點補助弱勢生
-擴大堉璘人才培育計畫，返國回饋臺灣

願景：結合未來大學探索學習計畫
臺大學生畢業前 1/3 有出國經驗（10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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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引路人計畫

Page 134-135

10% 
全球人才聯盟

10% 
本地學生

80%
國際生、僑生

139
機 構

93
導師
230

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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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引路人計畫
公部門

第三部門

私部門

100機 構 200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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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領航對談

李瑞梅石靈慧 詹千慧 許淑憫 何子明

(前)星展銀行(台灣)董事總經理
(現)星展銀行(台灣)資深顧問

前路易威登台灣區品牌總經理
暨LVMH時尚集團執行長

前IBM副總裁
暨大中華區首席運營官

前Tiffany & Co.
董事總經理

前萊雅集團
亞太區品牌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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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引水人計畫 （海外見習實習計畫）

實習

見習

2022    12月 2023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9月

開始申請 媒合
結果
公布

見習實習

2 學分
暑期實習

薪水/津貼
依實習機構標準提供

保險
國際處將會投保教育部指定
「學生校外實習團體保險」

圖靈證書
區塊鏈證書

2
實習合約
由國際處與實習機構簽署

住宿
部份由實習機構提供或協
助安排

CakeResume
進階版3個月

膳雜費補助
由國際事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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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NGO 人才學校 （iNGO Academy）

✓ 一學期（16週）實習 ，2學分

✓ 場域實作與國際NGO參訪

✓ 非營利組織行銷、國際補助企劃撰寫、簡報與口語表

達能力等課程

✓ 表現優異者，補助至海外姊妹校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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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學生利他獎

「學生利他獎」申請資格：凡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有下列具體事蹟之一者，得經專任教師、系所學位學
程主管、社團或學生自治團體推舉，或由學生自行向所屬學院提出申請，經各學院評審委員會評議為受獎人：

(一)發揮互助精神，友愛照護同學。

(二)帶動良好風氣，足為青年典範。

(三)熱心公益活動、協助推動社會革新。

(四)其他利他關懷之重大事蹟。

「學生利他獎」獎勵辦法：本獎項頒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每名新臺幣3000元整，並由各學院院長公開表揚。

「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申請資格：經各學院評審委員會審議，得於每年6月底前，自「學生利他獎」受獎人中推
舉，如以團隊方式參與服務者，應以團隊名義受推薦，各推薦單位每年度至多推薦個人及團隊各1。

「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獎勵辦法：鼓勵本獎項得獎人繼續實踐奉獻精神，由校長頒給獎牌乙座及圓夢計畫補助
款，並於學校重要慶典活動時表揚。圓夢計畫補助款頒給個人獎項，每名新臺幣10萬元整；團隊獎項，每隊新臺
幣30萬元整。

為表揚學生關懷社會、發揮利他精神，對學校及社會之奉獻，
鼓勵各學院推行「學生利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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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獎—遠山呼喚 (社科院)

要帶整座山的孩子完成教育，是一群臺大學生的夢想，因此號召

了350 位臺灣青年，資助尼泊爾震災區貧童，而目前，有三所

學校，超過一千位師生，正在使用遠山呼喚的教育系統，期望讓

孩子在更好的環境中長期學習。

走過長期教育的陪伴

讓尼泊爾孩童回家的路不再那麼遠!

2016 年五月，由臺大經濟系學生林子鈞、蔡宛庭和方崇安創辦的

「遠山呼喚」團隊，在短短十五天內，募到超過百萬群眾募資，他們

透過長期教育的資助方式，陪伴尼泊爾遭逢大地震孩童走長達五年的

教育之路。

第五屆「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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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
（109年）

團體獎—防疫森友會（電資學院）

研發「防疫一號改良版」，貢獻專業助防疫

臺大防疫成績的推手

2020 年 COVID-19 疫情衝擊全球，而疫情對臺灣民眾生活的影

響相對較小，有賴防疫 人員、政府、民眾有效且快速地因應及控

制，使臺灣的防疫表現成功亮眼。擁有 3 萬 5 千人員的臺大，利

用「智慧化數位管制追蹤系統」逐漸取代體溫量測貼紙，有效落

實 各館舍的體溫量測和門禁管制措施，得到防疫好成績。其中，

由學生團隊「防疫森友會」 研發的「防疫一號改良版」處理校園

內每日逾 7 萬人次、平均每人每日超過 3 次的龐大使用量，是臺

大防疫成績卓越的推手之一。



臺灣學生生涯規劃模糊

大學科系藩籬分隔明顯

明確學習主軸

有方向的跨領域學習

新的形式＋新的內涵

制度及教學內容的雙重變革

拆除傳統高教的四面牆

探索空間▲探索能力▲

設立學習規劃辦公室

提供指導式探索

強調多學科跨域與專業深造

滿足當代教育趨勢

臺大模式 The NTU Model

在地需求
導向

改革的
新瓶與新酒

突破
傳統侷限

引導式
探索

跨學科
專長培養

模組化
學習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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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未來大學計畫辦公室

2023成果 2024計畫

整合
&

推廣

成果展 未來大學論壇

2 3

26
學校

395
參與者

未來大學論壇

高教課程改革 創業家精神 數位素養

匯集
國內外
專家學者

國內合作

國際連結

出版
臺大模式

手冊

與TPOD 
合作

國內各大
學交流

高等教育研討會

國際參訪

NTU2 

國際課程合作計畫

國際研討會

推廣在地
化模組

未來大學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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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模式手冊

領域
專長

學士榮譽
學程

校/院學士

創新領域
學士

學位學程
探索學習
計畫

數位
校園

國際
讀書會

學習規劃
辦公室

聚焦
八大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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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2024

國內外合作與連結

3場
未來大學論壇

2場
校際交流

8場
校外分享

5場
校內參訪

建構
NTU Model

參加
THE Asia 
Awards

2025

出版臺大
模式手冊

北中南
實作工作坊

日韓參訪

4校

臺大
陽明
交大

臺大 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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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努力

來培育下一代

的人才 !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