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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總成果摘要表 

跨領域學程名稱 數位公民行動學程 

召集人姓名 彭安麗 

開課學年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授課老師 系所 

許維真 外國語文學系 

陳婷玉 傳播學系 

劉華宗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彭安麗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學程助理 周宛蓁 系所 文學系 

課程學生人數 53 
跨領域學程 

之課程數 
共___4___門課 

經費補助 

無經費補助 

學程課程補助 

計畫名稱：_____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_______ 

其它校內外補助(每學期) 

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果摘要 

主要為： 

1.各組課堂討論及報告發表 

2.期中提案報告 

3.期末提案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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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程簡介 

本學程主要提供修課學生瞭解並整合當前公民(行動)與政府(決策)、媒體(近用)三者之關

聯性及掌握其運作的理論意義和實務價值。 

首先，藉由解讀不同媒體文本(如事件報導)之語言運用，加強學生正確地辨別、識讀媒體

訊息的能力，做為公共政策提案品質提升之前提。其次，透過媒體近用與公民參與之關聯

性，說明個人議題如何成為社會議題，進而變作政策議題，從認識各種媒體角色與操作策

略（媒體素養）及數位時代薰陶下的資訊素養，讓學生具備現代公民對於社會議題的覺察

與敏感度。再者，理性的公民素養如何使人精明開銷，花錢花在刀口上，意即政策相關提

案必須考量財政面的衝擊影響，故透過許多國內外案例說明，讓學生不僅具有理性行動力

更為有責任感的現代公民。最後，藉由公民行動基本價值與觀念之釐清探討、公民和政府

職能當中之責任分析說明、公共政策制定概念之認識，以及目前台灣公民行動之觀察與個

案分析，使得學生具備公民參與政策行動的多元視野與知識基礎，藉以建立其發掘公共議

題、推動政策提案以及增進在地社會關懷之能力。 

 

 

二、說明學程中跨域結合面向 

1.學生自我跨域學習面向: 

此學程為學校各院系學生選修所組成，修課學生將習得結合下述三面向跨領域的公民素養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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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識面:須了解公民角色與責任、政府目的和功能、法治精神及個人權利、數位時代中

的公民與媒體關係、公民行動參與公共事務之內涵與價值。 

(2)技能面:造就學生獨立思考的批判力，及識讀媒體訊息與近用媒體的能力，著重收集評

估資訊、說明和釐清優先順序、辨識問題的解決之道與評估後果，且重視有效溝通協調

及團隊合作能力，運用行動參與的技巧，協助監督政府政治活動和瞭解政策法規措施之

影響。 

(3)態度／價值觀:將培養同學關注公共事務的道德責任感、同理並關懷他人、尊重包容個

體尊嚴和彼此差異、尊重法治與民主參與的合理性，以及關注議題討論的公平性與開放

性。 

2.校內外實作影響評估: 

本學程主要由各學期教授於校內課堂進行評量，採分組定時定期以課堂討論、口頭報告、

成果報告之方式呈現學生們整體學習吸收狀況，並以第四學期的公共政策提案平台實踐成

果作為具體化「數位公民行動」學程各課程之知能總整，以呈現跨領域學習成果並評估學

習成效。同學透過此一完善提案過程中的各項學習準備，讓自己能貼近社會生活與政策議

題，並不斷提升多元視野角度、參與行動能力與良好的公民素養。同時透過公共政策網路

參與平台進行提案，發揮數位行動參與議題討論之效用，讓同學也更加認知到時下的社會

公民議題，並深刻體會到自己與他人作為公民時，應負起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義務與責任。 

以下作各學期之課程教學核心的簡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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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學期課程主要在於運用媒體語言之解讀，帶領學生理解媒體語言用法及資料訊息，進

一步詮釋與批判各媒體報導用詞所呈現的意識形態，判斷公共政策議題所關聯之媒體報導

其背後潛藏價值。 

108-2學期課程教授如何媒體「近用」，建構學生對社會議題的面向認知，並習得論述、宣

傳、行銷包裝及協商等，再由個人到社會角度、政策層面，從周遭環境關注與發展議題，使

之形塑成公共議題。 

109-1學期課程著重引領思考各項政策提案背後需考量的「財政」問題，做到完整評估後妥

善運用公帑支出，而非形成浪費或當代人享盡福利卻債留子孫的局面，望培養學生作為一

理性有行動力的責任公民。 

109-2學期課程透過學生參與公共政策網路平台之實作，針對欲探討之政策議題，進行方案

撰寫與提出，並藉媒體管道設法取得民眾認同附議，從整體實踐過程中不斷學習進行構想

和研討，獲取提案能盡之最大成效。 

 

 

三、具體成果展現方式及績效 
 

(文字敘述，建議 500字以上-2000字以下) 

(成果可包括短影片 3至 5分鐘、簡報、書面資料、活動報告等，請列舉後再文字說明) 

 

總整課程以分組討論進行發表方式為主，前幾週由老師講述「政策制定」的主要概念及運

作流程，隨後課程進入「公共政策」的種類說明與分項階段，之後再針對產生「政府失靈」

與「政策失靈」之原因，討論民主政治之制度缺點，透過說明分權與集權之特徵與關聯，思

考如何有效兼顧分權「民主參與」和集權「行政效率」，如何在提案過程中運用數位媒體掌

握資訊與多元意見，以協助政策議題有效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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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組課堂討論及提案發想報告 

課堂分組討論搭配「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提案的建議政策內容，學生依組別每週上

台輪流報告發表，各組針對自行有共識、願意去採取了解並加以覆議的「議題」製作詳細的

報告展現，向老師和班上同學做介紹說明，也從中學習一項政策問題的提案背後所含括的

要素為：1.訴求與動機理由 2.相關資料和因應法規措施 3.提出改善之建議對策 4.預期實

施所達的成果效益為何。 

 

二、期中提案 

每組都有相對清楚提案的要點後，藉由組別各自討論而選定提案的範圍和主題層面，隨後

在期中兩週進行報告構想，在結束後老師會針對提案整體完成度講述增補修訂建議，並採

納其餘各組的討論意見，於隔週上課再呈現修改版的提案報告。 

報告主題包含：1.台灣運動協會影響 2.大賣場廣設性別友善廁所 3.台灣素食標章國內外

分類明確 4.推行犬隻飼養執照與測驗 5.營造生育環境享水電減免 10% 6.電動自行車實名

制 7.飲料店家環保減塑計畫 8.針對 Xpark的海生動物保護 9.安樂死合法化，減輕相關負

擔成本 10.針對殺人及死刑罪修改刑法。 

 

※恰逢疫情變化加劇，以下內容皆採為遠距線上教學方式。 

 

三、課內作業 

因應時下台灣正值用水量不足之際，水資源議題受到廣泛注意，老師透過上課講解與相關

影音資料輔助，讓學生們對於水資源涉及到的範圍有所基本理解，再交由各組去延伸討論，

針對相切合的關聯層面做提案的發想計畫，同樣為 2-3 週時間做構想整理，並向全班做報

告說明後，聽取老師建議做完善增修。 

報告主題諸如：1.日常生活中的海洋汙染 2.工業廢水排放及開罰問題 3.自來水供應與價

格 4.地下水質保護策略 5.超抽地下水與土壤鹽鹼化……等議題。 

 

四、期末成果 

同學針對各組傳上平台後通過審查的提案 (即期中提案)，每周覆議與意見回應作深入追蹤

跟統計調查，掌握每週各組議題在網路上的討論與影響程度，覆議民眾又紛紛給予了什麼

相關建議、回應狀況，以及實際覆議結果的人數多寡，另外根據各組同學行銷推廣提案之

方式與每周改善程度進行報告說明行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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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遭遇困境或建議(文字敘述) 

說明: 

1. 這學期初期上課時偶爾會碰到學生們課堂互動反應較不熱絡的情況，許是礙於跨域課程

內容不易掌握，或是還未習慣老師上課步調，也不排除部分學生本身個性喜靜，習慣不

吵鬧地聽講課，然隨著中後期教學順利進展，同學們也能踴躍發言參與討論，逐漸於課

堂上完整能表達其想法意見。 

2. 期中後不久，突然因為疫情急速擴張，變化加劇且感染人數倍增，造成師生們得全面實

施遠距線上教學，雖早在疫情前期師生們就有關注遠距的資訊方面，但面臨突發狀況也

仍需進行一連串的教學教材與方式的調整及影音視訊軟體之相關準備，分別測試軟體的

功能與成效，並在課堂上和學生們進行討論，考量其回應反饋，藉此達成師生間良善互

動的教學方式。 

 

五、經費運用情形 
日期 業務支出項目 金額 

5/18 (會議)餐費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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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展現相關照片 

 

 

 

 

 

 

 

 

民主與政策概念 遠距線上教學及報告 

 

 

 

 

 

 

 

 

每週課堂討論報告 期中提案報告 

 

 

 

 

 

 

 

 

公共政策平台提案展現(1) 公共政策平台提案展現(2) 

 

 

 

 

 

 

 

 

期末成果報告(1) 期末成果報告(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