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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動自主學習課程一年有成 鼓勵學生勇於提案  
學習新視界

 

【藍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我們希望學生自己決定要學什麼、怎麼學，這才是自

主學習的核心精神。」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紀舜傑說明，本校銜接高中108課綱

的自主學習型態，113學年度訂定「淡江大學學生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要點」,鼓勵學生

主動提出學習內容，並藉由實作深化學習體驗。目前該類課程已逐步擴展，上學期開

設6門、下學期增至11門，他期許有更多學生能善用相關資源，勇於提案、積極參與

，提升自身知識與技能，並加強跨域學習成效。

 

紀舜傑進一步介紹，本校大學部學生可於每學期開學第二週，提交「自主學習課程申

請書」至通核中心審查，每門課需10名以上學生共同發起，學生可自行推薦授課教師

，或由通核中心協助媒合。他分享，課程的進行方式非常多元，像是歷史系系主任李

其霖輔導的「歷史餐宴設計」，學生能參與「滬尾宴」實作，並與業界合作，培養跨

域能力；資工系特聘教授張志勇積極輔導學生，安排業界講座及參訪活動，拓展學生

的視野，鼓勵他們針對興趣深化學習。

 

目前已開設過的課程涵蓋歷史、AI、程式設計、學術研究、外語、職涯探索等多個領

域，只要學生感興趣，並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提出申請，就有機會在教師的輔導

下，擴展對興趣的探索。許多學生在課程中體會到，學習的關鍵並不在教材本身，而

在於主動尋找方法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自主學習不僅讓他們提升時間管理、資料統整

與搜尋的能力，也逐漸建立起面對陌生領域的信心，這些經驗讓學生對跨域學習產生

更多期待，並樂於接受挑戰。並認為自主學習不同於傳統課堂的知識吸收，需要自己

安排課程與進度，雖然時間較有彈性，但也更仰賴自制力，才能真正完成學習目標。

 

歷史系系主任李其霖十分肯定自主學習微學程的學習成效，他以「歷史餐宴設計」為

例，指出申請學生對於如何透過創新的方式進行連結與傳遞歷史非常感興趣，像「滬

尾宴」就是將歷史文化融入美食中，讓享用美食的人同時能夠認識並理解箇中的故事

。除了食物的魅力，如何透過「說菜」吸引饕客的注意力，也是必要的能力。「申請

微學程的學生希望能有進一步的學習與探索，我也樂意透過小組實習方式帶領他們一

起成長。由於學生們更專注於學習與實作交流，學習成效較一般課程提升不少，有些

學生更積極參與USR計畫，持續將自己的所學，更有創意的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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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課程的進行方式十分多元，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興趣決定如何學習及實作。（圖／通核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