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112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執行成果報告 

 

成果類型 
□課程計畫綱要 □課堂案例分析/討論 □專題演講/諮詢 ☑作業/報告 

□其他： 

 

 

課程學類 

☑公民類 □歷史類 □延伸人學類 □一般倫理類 

□基礎物學類(自然科學與人工智慧導論、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延伸物學類 

□天學類 □我學類 

課程名稱 台灣政治與民主A班 

授課教師 陳宏銘 

主題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 

時間 2023年11月15日 15:10-16:00 地點 懷恩203 

成效報告 

1、 本課程嘗試將「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素養」以一週的進度融入。 
2、 授課教師參與中原通識中心所舉辦的教師研習活動，參考劉嘉薇教授、陳昭珍教授的

教材，製作本單元的授課簡報。在課堂上進行講授和討論。教材內容對媒體識讀概念

做簡要說明，更多的重點在於假新聞和假訊息的議題，因為這是當前社會上和人民常

常遇到的問題，在課程有限的時間下，選擇這樣的焦點有其必要性，否則學生不易有

深刻印象。 

3、 安排學生作業練習，分為兩種主題作業：「媒體立場辨識」、「假訊息辨識」。前者

讓學生藉由自行蒐尋一則新聞事件，但由兩家不同媒體報導的個案，分析新聞報導方

式和媒體立場的關係，培養學生對新聞背後媒體立場的察覺能力和敏感度，增進客觀

評估和獨立判斷新聞事件真實性的能力，並反思學習心得；後者讓學生藉由訊息真偽

的判斷練習，增進資訊判讀的能力，並反思學習心得。 

4、 學生除書面作業外，也安排部分口頭報告。 

成果圖片 

  
▲授課現場：講解判讀資訊的必要性 ▲授課現場：講述媒體識讀應具備的知能 

 



 

 

 

 

▲學生作業截圖：媒體立場辨識 ▲學生作業截圖：假訊息辨識 

 



1121  學年度  基礎必修通識台灣政治與民主 課程計畫

課程代碼 GQ392C 授課教師 陳宏銘

課程名稱 台灣政治與民主 開課班級 基礎必修通識

學分 2 必／選修別 必修

全/半學年 半學年 選課備註 法學院得不選修

授課性質 公民 授課語言 中文

人數上限 70 開課時數 2.0

上課地點/時
間

懷恩203/3-78
學前科目或能
力需求

無

教學助理(TA) 蔡中傑 辦公室時間
星期二:13:00~15:00
星期三:13:00~15:00

課程網址 http://i-learning.cycu.edu.tw/ 電子郵件信箱 hmchen@cycu.edu.tw

學術比例 60% 實務比例 40%

課程類別 <活動誘發學習>

SDGs目標關
聯性

16:和平正義與健全制度,

學系核心課程能力指標

1.全球視野
2.民主素養
3.人權意識
4.社會關懷
5.法治精神

課程教學目標

本課程是人學的基礎課程。在當前，民主是全球的普世價值，民主政治也是台灣人民所追求的生
活方式，因此對台灣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關心與瞭解，以及具備對民主價值的信念和社會的責任感
，是作為公民的大學生所應具有的生活基本素養。學生於每週上課前須閱讀i-learning上的教材
，以及課堂預先公告的討論題目，並預擬發言內容，以達到下述教學目標：
1.學生能掌握政治的基本概念，並對民主的價值懷有高度的信念。
2.學生能瞭解台灣政治與民主的運作，具備對政治獨立分析判斷的能力。
3.學生具備理性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能力，掌握公民參與政治的基本管道和規範。
4.學生理解政治競爭的必要性和主要方式，並能容忍不同的意見，具備民主的涵養。
本課程除以台灣社會為主要介紹對象外，也納入全球民主政治發展的訊息和視野，並強調培養學
生宏觀思惟和通識精神。

其他注意事項



一、「出席與課堂表現」(25分)：
依教育部規定, 大學一學期十八週。
（一）本項成績除包括出席情形外，並含課堂表現，教師鼓勵學生主動發言、積極參與討論。全
勤並曾主動發言至少一次者，本項成績可達滿分；全勤但分未曾主動發言至少一次者，本項分數
最高為23分（以一百分計為90分）。主動發言超過一次者，另外加分，總加分不超過學期成績
5分。
（二）學生應準時出席，缺課而未取得「中原大學學生請假證明」者，除特殊原因外，視為曠課
。
（三）曠一節課扣2分（以100分計為10分），兩節課扣4分；曠課達10節課以上者，本項分數逕
以零分計算。遲到10分鐘以上扣1分。
（四）學生於課堂上公然長時間從事非關課程學習活動，經發現者，每次酌扣1分。
（五）教師視課程情形，可能隨機、不定期於課堂結束前提問學生該週上課內容之問題，學生的
口語回答或書面撰寫情形，列為課堂表現之評量。
（六）不同假別之處理：
1.請假事由為社團、系學會活動以及同性質者，原則上以一次為限。
2.公假：原則上以二次為限。
3.總請假次數達三次（含）以上者，「課堂表現」酌予扣分。
4.課程之出席，主要由學生於該次上課時以自己手機掃描QR Code完成紀錄。學生應自行主動確
認系統上的各次出席紀錄是否正確，凡有疑義者應即時向教師反映，尋求更正，未於上課日反映
者，視同學生認可該紀錄。出席紀錄做假、偽造不實者，除該次視為曠課外，另以評量舞弊論處
；違規情節特別嚴重或屢犯者，不排除以學期成績不及格論處。協助者，以評量舞弊論處，違規
情節特別嚴重或屢犯者，不排除以學期成績不及格論處。

二、作業(10分)

三、期中考試(30分)

四、期末報告(35分)

成果導向之課程設計

校指標 學系能力指標 權重 能力指標(績效標準) 學習活動與評量

統整 全球視野 15%
1.能運用所學，形成一套屬於自
己的見解。

1.出席與課堂表現2.作業3.期中考
4.報告

倫理 民主素養 35%
1.能實踐人際間的互動規範。
2.能自發性地展現合宜的社會規
範行為。

1.出席與課堂表現2.作業3.期中考
4.報告

關懷 人權意識 20%
1.能探索自我的生命價值，促進
自我成長。

1.出席與課堂表現2.作業3.期中考
4.報告

溝通 社會關懷 15%
1.與他人交換意見時，彼此都能
相互理解。

1.出席與課堂表現2.作業3.期中考
4.報告



倫理 法治精神 15%
1.能自發性地展現合宜的社會規
範行為。

1.出席與課堂表現2.作業3.期中考
4.報告

課程綱要及進度

週 上課日 課程單元目標及內容
教學法與教學活動(可
複選)

評量

1
2023-
09-13

課程說明
政治世界與公民生活(1)
思考問題：
--人是否能脫離政治的生活？

講授 課堂參與

2
2023-
09-20

政治與公民生活(2)
思考問題：
--政治是否都是黑暗的?
--人們是否應該儘量遠離政治?
主題重點：
政治的意涵
公共政策與公民生活

智慧財產權介紹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3
2023-
09-27

中秋節(放假)

4
2023-
10-04

民主的意涵和價值
思考問題：
--民主有什麼好？為何其會成為普世追
求的政治型態？
--民主政治是否比威權政治在治理上沒
有效率？
主題重點：
民主的意涵
民主理論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5
2023-
10-11

全球視野下的台灣民主
思考問題：
--全球民主化如何在二十世紀末形成大
浪潮？
--台灣如何走向民主化進程？
--當前台灣民主應如何深化和改善？
主題重點：
第三波民主化
民主的深化與鞏固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6
2023-
10-18

二十一紀全球民主概況與挑戰
思考問題：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主題重點：
威權政體的復甦
民粹領袖的崛起
民主治理與因應危機的能力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7
2023-
10-25

憲法與人權保障
思考問題：
--為什麼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案例:色盲報考警大研究所等平等權
個案
主題重點：
憲政主義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8
2023-
11-01

打造良善和有效能的政府體制(1)
思考問題
--總統制與內閣制，孰優孰劣？
--半總統制為何成為新興民主社會廣為
採納？
主題重點：
當代主要政府體制類型
半總統制的異軍突起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9
2023-
11-08

期中考試 考試 考試

10
2023-
11-15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

1.考試
2.主題引導
3.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4.教師歸納與講解

考試,課堂參與

11
2023-
11-22

打造良善和有效能的政府體制(2)
思考問題：
--台灣的政府體制應如何定位？
主題重點：
憲政體制的選擇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2
2023-
11-29

政治領導與危機處理
總統的憲政權力和政治領導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3
2023-
12-06

國會與立法(1):國會的功能與運作
思考問題：
--為什麼國會是民主的主要象徵機關？
--立法院開會都在做什麼？
主題重點：
國會：組織、功能與立法活動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4
2023-
12-13

國會與立法(2)：公民對立法院的監督
思考問題：
--立法院如果未受到公民的監督將會有
什麼後果？
--公民如何透過會議直播和影音系統掌
握立法委員的問政表現和國會運作？
主題重點：
公民監督國會平台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繳交期末報告題目

15
2023-
12-20

政黨政治
思考問題：
--政黨是必要的惡還是善？
--台灣適合兩黨制還是多黨制?
主題重點：
政黨的功能
政黨體系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6
2023-
12-27

選舉制度與公民投票
思考問題：
--單一選區兩票制是否對小黨公平？立
法委員選舉制度剖析
--公民投票的得與失:台灣公民投票制
度和實踐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7
2024-
01-03

國際關係與台灣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4.考試

課堂參與,繳交期末
報告

18
2024-
01-10

期末報告繳交 無

規範



**為維護教室清潔，除開水外不得飲食
**請勿飲食、上課請勿穿拖鞋
**扣考規定-請遵守中原大學學則規定：
第二十五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時，須按照學生請假規則請假，學生請假規則另訂於中原大學請假
規則。
第二十六條 凡未經請假、請假未准或假期已滿而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課兩小時，由任課教師扣
所缺科目學期成績分數一分。
第二十七條 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達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得扣考該科目，且
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惟公假及喪假不計入缺席時數。
學生因懷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配偶或伴侶懷
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分娩之需要請假獲准，或因遭遇重病、受傷、重大
家庭變故之學生並經全人關懷學生委員會認定者，不受上述限制，並得視科目性質以補考或其他
考核措施處理之。
第二十八條 單一科目曠課時數達全學期上課時數九分之一者，得扣考該科目，且學期成績以零分
計算。

考核項目及評量標準、比例

項目 考核項目
評量標準、比例
(%)

平時 出席與課堂表現 25.0

平時 作業 10.0

期中 期中考 30.0

期末 報告 35.0

教科書

教科書 作者 出版年 出版商
國際書號
ISBN

版
次

同學閱讀上課投影講義和資料

參考書

教科書 作者 出版年 出版商
國際書號
ISBN

版
次

論民主
羅伯特.道爾
著，李柏譯

1999 聯經 9570820160
初
版

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每個公民都應該
知道的民主故事與智慧

賴瑞.戴蒙
(Larry
Diamond著
),林菀珊譯

2009 天下文化
9789862163
276

初
版

半總統制在臺灣：總統權力新視角 陳宏銘 2019 五南
9789577636
812

初
版



民主在退潮
喬舒亞.科藍
茲克

2015 如果
9789866006
807

初
版

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塞繆爾．杭廷
頓

1999(或
2008,20
14)

五南
9789571175
027

初
版

政治學的世界
Roskin,Mich
ael G等著
，劉后安等譯

2002 時英 9578890907
初
版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法蘭西斯福山
著，李永熾譯

1999 時報 9571306517
二
版

其他參考資料



中原⼤學112年⾼等教育深耕計畫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執⾏成果報告 

成果類型 
□課程計畫綱要 □課堂案例分析/討論  □專題演講/諮詢  ☑作業/報告 

□其他： 

 

課程學類 

☑公⺠類 □歷史類 □延伸⼈學類 □⼀般倫理類 

□基礎物學類(⾃然科學與⼈⼯智慧導論、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延伸物學類 

□天學類 □我學類 

課程名稱 台灣政治與⺠主B班 
授課教師 陳宏銘 
主題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 

時間 2023年 11⽉ 17⽇ 10:10-11:00 地點 教學801 
成效報告 

1、 本課程嘗試將「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素養」以一週的進度融入。 

2、 授課教師參與中原通識中心所舉辦的教師研習活動，參考劉嘉薇教授、陳昭珍教授的

教材，製作本單元的授課簡報。在課堂上進行講授和討論。教材內容對媒體識讀概念

做簡要說明，更多的重點在於假新聞和假訊息的議題，因為這是當前社會上和人民常

常遇到的問題，在課程有限的時間下，選擇這樣的焦點有其必要性，否則學生不易有

深刻印象。 

3、 安排學生作業練習，分為兩種主題作業：「媒體立場辨識」、「假訊息辨識」。前者

讓學生藉由自行蒐尋一則新聞事件，但由兩家不同媒體報導的個案，分析新聞報導方

式和媒體立場的關係，培養學生對新聞背後媒體立場的察覺能力和敏感度，增進客觀

評估和獨立判斷新聞事件真實性的能力，並反思學習心得；後者讓學生藉由訊息真偽

的判斷練習，增進資訊判讀的能力，並反思學習心得。 

4、 學生除書面作業外，也安排部分口頭報告。 

成果圖片 

  

▲授課現場：講解媒體識讀與判讀資訊的必 
要性 

▲授課現場：講述假訊息的辨識 

 



 

 

 

 

 

 

▲學⽣上台分享案例：媒體立場辨識 ▲學⽣作業截圖 

 



1121  學年度  基礎必修通識台灣政治與民主 課程計畫

課程代碼 GQ392D 授課教師 陳宏銘

課程名稱 台灣政治與民主 開課班級 基礎必修通識

學分 2 必／選修別 必修

全/半學年 半學年 選課備註 法學院得不選修

授課性質 公民 授課語言 中文

人數上限 65 開課時數 2.0

上課地點/時
間

教學801/5-34
學前科目或能
力需求

無

教學助理(TA) 蔡中傑 辦公室時間
星期二:13:00~15:00
星期三:13:00~15:00

課程網址 http://i-learning.cycu.edu.tw/ 電子郵件信箱 hmchen@cycu.edu.tw

學術比例 60% 實務比例 40%

課程類別 <活動誘發學習>

SDGs目標關
聯性

16:和平正義與健全制度,

學系核心課程能力指標

1.全球視野
2.民主素養
3.人權意識
4.社會關懷
5.法治精神

課程教學目標

本課程是人學的基礎課程。在當前，民主是全球的普世價值，民主政治也是台灣人民所追求的生
活方式，因此對台灣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關心與瞭解，以及具備對民主價值的信念和社會的責任感
，是作為公民的大學生所應具有的生活基本素養。學生於每週上課前須閱讀i-learning上的教材
，以及課堂預先公告的討論題目，並預擬發言內容，以達到下述教學目標：
1.學生能掌握政治的基本概念，並對民主的價值懷有高度的信念。
2.學生能瞭解台灣政治與民主的運作，具備對政治獨立分析判斷的能力。
3.學生具備理性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能力，掌握公民參與政治的基本管道和規範。
4.學生理解政治競爭的必要性和主要方式，並能容忍不同的意見，具備民主的涵養。
本課程除以台灣社會為主要介紹對象外，也納入全球民主政治發展的訊息和視野，並強調培養學
生宏觀思惟和通識精神。

其他注意事項



一、「出席與課堂表現」(25分)：
依教育部規定, 大學一學期十八週。
（一）本項成績除包括出席情形外，並含課堂表現，教師鼓勵學生主動發言、積極參與討論。全
勤並曾主動發言至少一次者，本項成績可達滿分；全勤但分未曾主動發言至少一次者，本項分數
最高為23分（以一百分計為90分）。主動發言超過一次者，另外加分，總加分不超過學期成績
5分。
（二）學生應準時出席，缺課而未取得「中原大學學生請假證明」者，除特殊原因外，視為曠課
。
（三）曠一節課扣2分（以100分計為10分），兩節課扣4分；曠課達10節課以上者，本項分數逕
以零分計算。遲到10分鐘以上扣1分。
（四）學生於課堂上公然長時間從事非關課程學習活動，經發現者，每次酌扣1分。
（五）教師視課程情形，可能隨機、不定期於課堂結束前提問學生該週上課內容之問題，學生的
口語回答或書面撰寫情形，列為課堂表現之評量。
（六）不同假別之處理：
1.請假事由為社團、系學會活動以及同性質者，原則上以一次為限。
2.公假：原則上以二次為限。
3.總請假次數達三次（含）以上者，「課堂表現」酌予扣分。
4.課程之出席，主要由學生於該次上課時以自己手機掃描QR Code完成紀錄。學生應自行主動確
認系統上的各次出席紀錄是否正確，凡有疑義者應即時向教師反映，尋求更正，未於上課日反映
者，視同學生認可該紀錄。出席紀錄做假、偽造不實者，除該次視為曠課外，另以評量舞弊論處
；違規情節特別嚴重或屢犯者，不排除以學期成績不及格論處。協助者，以評量舞弊論處，違規
情節特別嚴重或屢犯者，不排除以學期成績不及格論處。

二、作業(10分)

三、期中考試(30分)

四、期末報告(35分)

成果導向之課程設計

校指標 學系能力指標 權重 能力指標(績效標準) 學習活動與評量

統整 全球視野 15%
1.能運用所學，形成一套屬於自
己的見解。

1.出席與課堂表現2.報告3.作業
4.期中考

倫理 民主素養 35%
1.能實踐人際間的互動規範。
2.能自發性地展現合宜的社會規
範行為。

1.出席與課堂表現2.報告3.作業
4.期中考

關懷 人權意識 20%
1.能探索自我的生命價值，促進
自我成長。

1.出席與課堂表現2.報告3.作業
4.期中考

溝通 社會關懷 15%
1.與他人交換意見時，彼此都能
相互理解。

1.出席與課堂表現2.報告3.作業
4.期中考



倫理 法治精神 15%
1.能自發性地展現合宜的社會規
範行為。

1.出席與課堂表現2.報告3.作業
4.期中考

課程綱要及進度

週 上課日 課程單元目標及內容
教學法與教學活動(可
複選)

評量

1
2023-
09-15

課程說明
政治世界與公民生活(1)
思考問題：
--人是否能脫離政治的生活？

講授 課堂參與

2
2023-
09-22

政治與公民生活(2)
思考問題：
--政治是否都是黑暗的?
--人們是否應該儘量遠離政治?
主題重點：
政治的意涵
公共政策與公民生活

智慧財產權介紹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3
2023-
09-29

中秋節(放假)

4
2023-
10-06

民主的意涵和價值
思考問題：
--民主有什麼好？為何其會成為普世追
求的政治型態？
--民主政治是否比威權政治在治理上沒
有效率？
主題重點：
民主的意涵
民主理論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5
2023-
10-13

全球視野下的台灣民主
思考問題：
--全球民主化如何在二十世紀末形成大
浪潮？
--台灣如何走向民主化進程？
--當前台灣民主應如何深化和改善？
主題重點：
第三波民主化
民主的深化與鞏固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6
2023-
10-20

二十一紀全球民主概況與挑戰
思考問題：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主題重點：
威權政體的復甦
民粹領袖的崛起
民主治理與因應危機的能力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7
2023-
10-27

憲法與人權保障
思考問題：
--為什麼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案例:色盲報考警大研究所等平等權
個案
主題重點：
憲政主義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8
2023-
11-03

打造良善和有效能的政府體制(1)
思考問題
--總統制與內閣制，孰優孰劣？
--半總統制為何成為新興民主社會廣為
採納？
主題重點：
當代主要政府體制類型
半總統制的異軍突起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9
2023-
11-10

期中考試 考試 考試

10
2023-
11-17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

1.考試
2.主題引導
3.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4.教師歸納與講解

考試,課堂參與

11
2023-
11-24

打造良善和有效能的政府體制(2)
思考問題：
--台灣的政府體制應如何定位？
主題重點：
憲政體制的選擇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2
2023-
12-01

政治領導與危機處理
總統的憲政權力和政治領導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3
2023-
12-08

國會與立法(1):國會的功能與運作
思考問題：
--為什麼國會是民主的主要象徵機關？
--立法院開會都在做什麼？
主題重點：
國會：組織、功能與立法活動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4
2023-
12-15

國會與立法(2)：公民對立法院的監督
思考問題：
--立法院如果未受到公民的監督將會有
什麼後果？
--公民如何透過會議直播和影音系統掌
握立法委員的問政表現和國會運作？
主題重點：
公民監督國會平台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繳交期末報告題目

15
2023-
12-22

政黨政治
思考問題：
--政黨是必要的惡還是善？
--台灣適合兩黨制還是多黨制?
主題重點：
政黨的功能
政黨體系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6
2023-
12-29

選舉制度與公民投票
思考問題：
--單一選區兩票制是否對小黨公平？立
法委員選舉制度剖析
--公民投票的得與失:台灣公民投票制
度和實踐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課堂參與

17
2024-
01-05

國際關係與台灣
1.主題引導
2.學生有備而來,發言
與討論
3.教師歸納與講解
4.考試

課堂參與,繳交期末
報告

18
2024-
01-12

期末報告繳交 報告繳交與討論 報告評量

規範



**為維護教室清潔，除開水外不得飲食
**請勿飲食、上課請勿穿拖鞋
**扣考規定-請遵守中原大學學則規定：
第二十五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時，須按照學生請假規則請假，學生請假規則另訂於中原大學請假
規則。
第二十六條 凡未經請假、請假未准或假期已滿而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課兩小時，由任課教師扣
所缺科目學期成績分數一分。
第二十七條 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達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得扣考該科目，且
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惟公假及喪假不計入缺席時數。
學生因懷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配偶或伴侶懷
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分娩之需要請假獲准，或因遭遇重病、受傷、重大
家庭變故之學生並經全人關懷學生委員會認定者，不受上述限制，並得視科目性質以補考或其他
考核措施處理之。
第二十八條 單一科目曠課時數達全學期上課時數九分之一者，得扣考該科目，且學期成績以零分
計算。

考核項目及評量標準、比例

項目 考核項目
評量標準、比例
(%)

平時 出席與課堂表現 25.0

期中 作業 10.0

期末 期中考 30.0

其它 報告 35.0

教科書

教科書 作者 出版年 出版商
國際書號
ISBN

版
次

同學閱讀上課投影講義和資料

參考書

教科書 作者 出版年 出版商
國際書號
ISBN

版
次

論民主
羅伯特.道爾
著，李柏譯

1999 聯經 9570820160
初
版

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每個公民都應該
知道的民主故事與智慧

賴瑞.戴蒙
(Larry
Diamond著
),林菀珊譯

2009 天下文化
9789862163
276

初
版

半總統制在臺灣：總統權力新視角 陳宏銘 2019 五南
9789577636
812

初
版



民主在退潮
喬舒亞.科藍
茲克

2015 如果
9789866006
807

初
版

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塞繆爾．杭廷
頓

1999(或
2008,20
14)

五南
9789571175
027

初
版

政治學的世界
Roskin,Mich
ael G等著
，劉后安等譯

2002 時英 9578890907
初
版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法蘭西斯福山
著，李永熾譯

1999 時報 9571306517
二
版

其他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