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空中大學全遠距課程開設計畫表 

課程代碼 
■ 新開

□ 續開

■ 2學分

學分數 

□ 3學分

課程名稱 中文：文學相對論 

英文：Relativity of Literary 

課程主持人 姓名：洪文婷 職級：副教授 主講次數：36 

共同主持人 姓名： 職級： 主講次數： 

姓名： 職級： 主講次數： 

開課單位 人文學系 
領域：■人文涵養領域  

□人文知能應用領域

預定開設學期      112學年度下學期 

媒體委員 姓名：洪文婷 職級：副教授 

課程目標 

1. 培養解讀作品、掌握大意之能力。

2. 奠定思辨與分析的能力。

3. 拓展觀察、體悟事物的多元視野。

4. 培養書寫表達之基本能力。

本課程與聯合國永

續發展指標(SDGs)

關聯性 

SDGs 目標 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4.7確保所有學子都能獲得永續發展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包括永續發展

教育、永續生活模式、人權、性別平等、促進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全球

公民意識、尊重文化多樣性，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SDGs 目標 5：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5.3消除各種有害的習俗，例如童婚、未成年結婚、強迫結婚，以及女

性割禮。 

課程概要 

（得另以附件呈

現） 

■如附件「課程進度表」

以個體生命之觀察與探問貫串 18周的內容，平均每 3周聚焦在一個

貼近生活與生命的主題(凝視自我，探問生命/叩問人生，洞察世情/

與忘機友，行無情遊/道塗相遇，兩心相照/緣起緣滅，愛情習題/話

術層次，論辯明志)，在學習過程從文學作品裡的人生百態，觀照、玩

味自我生命的歲月風景。 

本科目之學習活動主要在閱讀、討論與書寫。簡易教材除解說選用

文本之創作背景、作者，亦對應各主題提出延伸思考之問題。閱讀

的文本分古代及現代兩方面，期能有汲古萃今，相互觀照的作用。 

同步視訊面授、線上議題討論、作業與報告，則以學習者為主體，

引導與作者對話，繼而進行自我觀照與探問、與同儕討論與分享，

並將思辨所得撰寫成文，達成對自我生命與生活的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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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敬請老

師實施多元評量） 

A.平時考核（除到課率為必要項目外，其餘可複選）： 30 ﹪ 實施

方式: □線上測驗  □作業 ■書面報告 □資料蒐集  ■口頭報

告  ■課堂參與  □情境演練■其他   到課率                

B.期中評量 30 ﹪（可複選）實施方式:■線上測驗 □作業 □書面

報告  □資料蒐集  □口頭報告 □情境演練 

□其他                     

C.期末評量  40 ﹪（可複選）實施方式: □線上測驗 □作業 ■書

面報告 □資料蒐集 ■口頭報告 □情境演練  

□其他                    

教學內容 

1. 本課程學生學習

時數

(A+B+C+D)： 
本課程分為 2 學

分課程與 3 學分

課程。2 學分課

程之學生學習節

數及講次合計需

達 36，3 學分課

程之學生學習節

數及講次合計需

達 54，並以前述

節數及講次合計

為教學工作時數

計算或鐘點費發

放上限。 
2. 本課程教師教學

工作時數之計算

依本校全遠距教

學課程實施辦法

第七條辦理。 

A.面授（每節 1 小時）： 
A1.同步視訊面授教學每班：    12    節。（教學時數計算：學生

人數低於 45 人以 1.5 小時計；學生人數 46~70 人以 2 小時計；

學生人數 71~100 人以 2.5 小時計；學生人數 101~150 人以 3 小

時計） 
  A2.共時同步視訊面授教學每班：        節。（指同一班級同一時

段除課程主持人或由主持人推薦之面授教師外，另聘一名講座

教師以對話或訪問方式授課之教學方式。每節 1 小時。2 學分

每課程每班以 6 節為限、3 學分每課程每班以 9 節為限。教學

工作計算方式比照同步視訊面授教學，教學時數課程主持人與

講座教師各以二分之一計算。） 
  A3.同步視訊講座教學每班：        節。（指由課程主持人聘請與

課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擔任演講人，利用同步視訊面授教學

時段進行專題演講之教學方式。每課程每班以 6 節為限。每節

1 小時。教學工作時數計算方式比照同步視訊面授教學計算。

課程主持人不計算教學工作時數） 
B.線上議題討論每班：   6     節（指運用線上留言板之互動方

式，針對課程所設計之議題進行討論的教學方式。累積 1 小時為 1
節，由教師依其施教情況自行認定計算，每課程每班以 18 節為

限。教學工作時數計算方式比照同步視訊面授教學計算。） 
C.簡易數位教材：■新開   18    講次（指由課程主持人自製或由

教學媒體處協助錄製並掛載於線上的影音教材。教材製作講次以 2
學分 18 講次、3 學分 36 講次為限。每累積 30 分鐘為一講次。助

講    12    講次，演示   12     講次。 
D.選用在線磨課師課程教材  
  D1.為本課程教師開設：        講次（指選用開課當時掛載台灣

磨課師平台，且本校無須另行付費之磨課師課程做為教材之教

學方式。課程選用以 2 學分 18 講次、3 學分 36 講次為限。每

累積 30 分鐘為一講次。以下亦同）； 



  D2.非本課程教師開設：        講次（累積 30 分鐘為一講次，不

得折算教學工作時數） 
註：C+D 之講次數，2 學分以 18 講次為計算上限、3 學分以 36 講次

為計算上限，但簡易數位教材，並擬以該課程作為申請數位課程

認證者，得另簽專案辦理，不受此限；若課程製作經費來源為產

學合作或政府委託計畫、或為引進外部課程者，亦不受此限。 
   A+B+C+D(節次+講次)=             

指定教材 

□坊間書籍（作者、出版年、書名、出版社、出版地）                   

                                                                 

■自行製作講義 

□其他（如 Youtube線上影片）                     
課程教學資源網站 

(可不填，但選用在

線磨課師課程者請

填列網址) 

無 

本課程與學系(通識

中心)目標關聯性 

(可複選) 

□1.習得人文專業知能，奠定自我實現之基礎。 

█2.習得人文素養，提升生活品質。 

█3.藉由人文教育，開展見識與胸襟。 

學系核心能力對應  

█解讀、表述力：理解各種表達元素的涵義以及各式人文記錄所傳達

的整體意義，並且能層次分明、條理清楚的分析，明白有力的說明。 

█賞析、融會力：審視作品 (或事理)，能領會、賞析人文經典或人文

發展歷程的意義，進而且品味、琢磨、分析其價值，延伸學習的樂

趣。 

█觀察、探索力：統整既有人文學養，透過探尋、搜集，發微探隱，

擴大視野，了解人文學科之意義。 

█判斷、思辨力：透過反思、辨識、論證，以及問題的延伸討論，檢

驗既有的設想和概念是否合理，進而形成屬於自己的意見。 

學術進修進路課程

對應 

█中國文學相關研究所 
□歷史類     
□臺灣史類 
□臺灣文化類 
□族群與文化類 
□漢學類 
□宗教、哲學研究所 
□大眾傳播 
□新聞 



職業就業進路課程

對應 

█教育類(國中小教師、高中職教師、華語文教學、補教業相關人員) 
□傳播類(記者、編輯、文字工作者等) 
█藝文類(作家、文藝工作者) 
█文書行政類(助教、研究助理、約聘人員、文書行政人員、秘書) 
□公職類(通過高、普考、各類特考之公務員) 

國家考試 (公務人

員、證照、檢定)課程

對應 

□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普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 
□高、普、特考試之英文科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檢測 
□外語能力測驗 
□托福英語測驗 
□多益英語測驗 
□雅斯測驗 
□GRE 

生活應用與生活素

養導向課程對應 

█人文生活基礎素養 
█人文素養行為發展 
□人文素養生活應用 

教學方法 

█講述法  
█討論法  
□演示法  
█學生專題報告(研究) 
□實習/實作 
□實地考察、參訪 
█合作學習 
█媒體融入教學 
□其他： 

其他事項(例如：課

程主持人得設定班

級學生人數上限) 

1. 60人為上限。 

2. 學習者須曾選讀過人文學系文學類課程。 
3. 學習者需主動投入線上媒體教材之學習、進行線上測驗、參與議

題討論，並完成期末專題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