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修部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一年級分類通識選課資料表 

✔上課時間： 星期一 11、12 節 

✔選課班級： 半導體+工程+人文 

課程代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課程領域 開課教師 上課地點 

ACNAA0 四電一甲 台灣歷史與文化 人文 陳心儀 光 306 
註：可抵歷史 

ACNAA0 四機一甲 音樂與藝術的對話 藝術 許詩寅 明 501 

ACNAA0 四商語一甲 性別、文化與關懷(遠距教學) 社會 吳芸嫻  

ACNAA0 四時尚一甲 營養與體重管理 自然 洪菁穗  

 

✔上課時間： 星期一 13、14 節 

✔選課班級： 半導體+工程+人文 

課程代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課程領域 開課教師 上課地點 

ACNAB0 四機一甲 台灣歷史人物評析 人文 陳心儀 光 306 
註：可抵歷史 

ACNAB0 四土環一甲 有趣的音樂常識 藝術 許詩寅 明 501 

ACNAB0 四資工一甲 性別與科技社會 社會 廖瑞華  

ACNAB0 四多遊一甲 健康促進與管理 自然 陳重助  

 

✔上課時間： 星期五 11、12 節 

✔選課班級： 服務+管理 

課程代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課程領域 開課教師 上課地點 

ACNAA0 四工一甲 歷史與世界：全球視野的探索(遠距教學) 人文 游維真 光 306 

ACNAA0 四行一甲 音樂的創意與聆聽(遠距教學) 藝術 朱珮 明 510 

ACNAA0 四旅一甲 公民權利與當代社會(遠距教學) 社會 林國棟  

ACNAA0 四財一甲 健康產業管理淺談(遠距教學) 自然 黃漢倫  

 

✔上課時間： 星期五 13、14 節 

✔選課班級： 服務+管理 

課程代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課程領域 開課教師 上課地點 

ACNAB0 四資一甲 歷史與世界：全球視野的探索(遠距教學) 人文 游維真 光 306 

ACNAB0 四企一甲 台灣文化與文創設計(遠距教學) 藝術 郭益悅 光 206 

ACNAB0 四休一甲 法律與生活(遠距教學) 社會 楊文芷  

ACNAB0 四樂服一甲 生活與創意思考(遠距教學) 自然 陳方方  

說明：112學年度起入學大學部四年制學生須修習【分類通識】課程，至少14學分。分類通識課程包括：人文、藝術、

社會及自然等領域中，各個領域至少修習2學分。  



 

進修部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二年級分類通識選課資料表 

✔上課時間： 星期四 11、12 節 

✔選課班級： 服務+管理 

課程代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課程領域 開課教師 上課地點 

ACNAA0 四樂服二甲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國際情勢 世界公民 鄭朝福 明 310 
註：可抵國防 

ACNAA0 四休二甲 生活保健與生命 生命教育 吳靈宜  

ACNAA0 四旅二甲 近代中華文明的變遷與展望 未來前瞻 陳心儀 光 306 

ACNAA0 四財二甲 美感創意養成 藝術美感 徐怡婷  

 

✔上課時間： 星期四 13、14 節 

✔選課班級： 服務+管理 

課程代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課程領域 開課教師 上課地點 

ACNAB0 四資二甲 國際關係 世界公民 張維恩  

ACNAB0 四企二甲 台灣歷史人物評析 生命教育 陳心儀 光 306 

ACNAB0 四行二甲 永續發展目標專題 未來前瞻 張家維 9/7 更改 

ACNAB0 四工二甲 藝術創意與行銷 藝術美感 徐怡婷  

 

✔上課時間： 星期五 11、12 節 

✔選課班級： 半導體+工程+人文 

課程代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課程領域 開課教師 上課地點 

ACNAA0 四電二甲 生活與創意思考(遠距教學) 思辨創意 陳方方  

ACNAA0 四機二甲 飲食文化及文明(遠距教學) 生命教育 牟立邦 9/6 刪課 

ACNAA0 四商語二甲 法律與生活(遠距教學) 世界公民 楊文芷  

ACNAA0 四時尚二甲 性別關係與溝通(遠距教學) 生命教育 束義正  

 

✔上課時間： 星期五 13、14 節 

✔選課班級： 半導體+工程+人文 

課程代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課程領域 開課教師 上課地點 

ACNAB0 四子二甲 生活中的邏輯(遠距教學) 思辨創意 呂陽樞  

ACNAB0 四多遊二甲 健康與生活(遠距教學) 運動健康 鄭如芬  

ACNAB0 四土環二甲 公民權利與當代社會(遠距教學) 世界公民 林國棟  

ACNAB0 四資工二甲 性別關係與溝通(遠距教學) 生命教育 束義正  

說明：適用111學年度課程規劃表之大學部四年制學生須修習【分類通識】課程，至少14學分。分類通識課程包括：思

辨創意、運動健康、世界公民、生命教育、未來前瞻及藝術美感等六個領域中，各個領域至少修習2學分為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