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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各學科專業快速發展之際，也導致學科間難以互相了解、共同合作，專業人才難以統整

知識以解決社會問題。因應全球發展，越來越多複雜且跨域問題出現，社會各界對跨域人

才需求殷切，跨域教育成為高等教育人才培育重點。本文旨在探討跨領域合作需求與人才

培育理念，並介紹國內外大學跨域教育之案例，俾利各大學跨域教育設計之參考。 

     

1、 跨域學習之理念與需求 

     

OECD是最早提出何謂跨域學習的機構，1972年OECD指出跨域學習乃指由兩個或兩個以

上的學科交流互動，包括科學觀念的溝通，以及學科間理論、方法、程序、知識、技術等

的整合(OECD, 1972)。跨域研究與學習也因為不同層面與深度之整合，而又可再細分為多

領域本位學習(multidisciplinarity)、多領域交流(crossdisciplinary)、多領域合作發展與共同

學習(interdsciplinarity)等等 (Davies and Devlin, 2010)，其中多領域本位學習是最早且最簡

單的跨域學習模式，僅強調多學科學習，並不強調跨域溝通、整合、以及發展關鍵技能與

知識，反之多領域交流與多領域合作學習則開始強調多領域學科發展因應社會需要，持

續溝通整合，共同發展跨域知識以及培育跨域人才。Lyall, Meagher, Bandola-Gill, and 

Kettle (2015)則對跨域學習賦予問題解決導向的目標，給予以下明確定義: 跨域學習主要

以培育學生跨域能力與發展為主要根本，透過課程設計、課程修習、活動規劃、與計畫參

與，持續進行整合式學習(integrative learning)與社會實踐 (social practice) ，以強化學生未

來競爭力。 

    

 隨著社會變遷而產生的諸多複合性議題，諸如氣候變遷調適減緩、災害防治、公共衛生、

糧食安全等等，這些問題非仰賴單一學科之知識所能解決，需要跨學科的聯繫溝通與通

力合作，發展跨學科的專業知識與技術，才能解決當前社會問題以及各項嚴峻挑戰 

(Davim and Filho, 2015)。以氣候變遷為例，必須由自然科學、工程學門、社會科學、以及教

育學家共同討論，界定氣候變遷關鍵問題，提出可能的調節減緩方案，評估調適減緩政

策的效果，提出行動方案與持續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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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跨域教育是從醫療健康、環境領域、社會學領域、心理學領域等學科開始。至今

跨域教育發展已逐漸成形且具備完整架構，並強調下述教育理念與內涵，包括(一)培育

學生跨域學科理論建構與邏輯推論能力(rationality) ; (二)培育跨域合作觀念 (concept 

framework) ; (三)建構生成式與轉化式的學習技能 (generative and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Nandan and London, 2013)。在跨域理論知識建構方面，強調建構實用與永續性的知識，

確保能培育出具多元知識與學習力之人才，以適應未來社會環境之變動與競爭，協助跨

域知識整合與創新(Anderberg, Nordén, and Hansson, 2009)。而生成性與轉化式的學習技能

，即透過探索式學習以及雙向學習模式，審慎思考目前知識的社會適用性與周全性，探

究其限制並持續突破舊有框架；務使學生在因應社會變動時，具有足夠能力利用關鍵的

跨域知識技能、跨域學習力、與應變彈性，解決產業與社會發展問題。具體言之，跨域人

才必須善於批判思考，提出在原領域之其他不同思考角度的創新觀點與解決方案，透過

多方共同討論與溝通，評估可行方案並能確實執行。據此，跨域教育在課程設計上也需

有極大的創新與變革(Spelt, Biemans, Tobi, Luning, Mulder, 2009; Nandan, London, 2013; 

Bourque and Bourdon, 2017)。 

 

 

2、 跨域人才培育之設計架構 

   

   全球大學均體認到跨域學習的重要性，在各校發展目標中亦多強調跨域學習之必要，不

過也普遍認同跨域學習在推行上並不容易。跨域學習除了需有硬體設施與軟體資源外，也

須提供跨域學習者更頻繁的溝通與學習機會，如跨域學習空間建構、跨域學習專題計畫、跨

域學位學程、聯合導師群與學習輔導團、跨域研討會、推廣雙主修與輔系等等，提供各項學

習契機，以培育跨領域人才、強化學生基礎能力，落實社會實踐與整合學習的基本精神 

(Wrigley and Straker, 2017)。 

     

   Davis and Devlin (2010)認為完整的大學跨域學習包含以下培育計畫: 1. 初階引導課程 

(introductory course); 2. 基礎語言能力要求 (language); 3. 學習認知地圖 (cognition map); 4. 關

鍵學科專業知識 (benchmarking disciplinary knowledge); 5. 跨域交流與溝通能力培育(fostering 

interdisciplinary exchange); 6. 去中心化的人才培育實習計畫(de-centring programs); 7. 跨域學

習成效評估 (evaluating interdisciplinarity)。 

     

   依據上述整體培育計畫、職場發展需求、學生的就業需求、以及系所資源與特色，國內外

大學與研究機構在學程規劃上分別研擬全人均衡發展導向之通識教育學程 (generalist-

oriented program)、專業發展導向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specialist-oriented program)、雙主修輔

系制度(double majors and minors)、短期學習/實習計畫、以及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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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除在確保學生在大學教育中學習不同領域基本知識，熟悉不同學門基礎關鍵技能，並

務求不同領域學生所學知識有足夠深度與廣度，透過不同議題的實務演練，各學科學生可

以互相理解、共同對話、永續學習以及合作。以下就各國案例與相關文獻，整理出各國常見

的跨域教育模式 (Lyall et al , 2015; Newell, 2010; Davies and Devlin, 2010; Brint, Turk-Bicakci, 

Proctor, Murphy, 2009) 

 

(1)  建構全人培育的學習環境與培育學生具跨域基本素養: 通常是由學校提供全人培育導

向的博雅跨域課程 (如人文藝術與社會領域的跨域)、跨域基本能力課程、以及跨域探

索課程等等，奠基學生跨域基本能力與素養。 

 

(2)  強調跨域教育與人才培育需兼具廣度與深度: 雙主修與輔系制度。傳統的雙主修與輔

系僅強調多專長學習，近來雙主修與輔系的跨域教育理念，則在強化學生發展職涯

競爭力、多元學習能力、與整合創新能力，搭配更多更完整的學程設計，使學生在職

場上能與不同領域夥伴溝通，並具足夠彈性與調適能力，面對社會變遷所伴隨之各

項艱鉅挑戰，避免過去單一學科發展人才培育僵化，容易陷入社會發展危機與個人

職涯發展困境。 

 

(3)  強調學科本質上有合作需求的領域以及針對新創領域進行跨域人才培育: 目前大專院

校各科系所提供大學部與研究所跨域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多為就業培訓導向與專

業領域學習探究導向。而早期跨域教育發展時，多依據學科跨域需求進行跨域教育

整合 (Brookes, 2019)。近來我們也發現許多學程強調不同領域，包括科學領域、資訊

科技領域、與社會科學人文藝術領域的跨域，也就是傳統學科領域並不常見的跨域

教育，顯示跨域教育近來也開始注重新創領域的人才培育，務求未來社會不同面向

，能互助共融並均衡發展。 

 

(4)  強調給予學生特定議題跨域實務學習機會: 係指透過特定跨域學習主題(如氣候變遷

議題)之短期學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融入跨域學習精神之課程 (包括總整課程、跨域學

習討論、跨域導師共同教學指導、跨域實作參與等等)，提供學生更多的學習探索與

社會實踐機會 (Stanfill and Crisalle, 2003; Westberg and Polk, 2016; Brookes, 2019)。 

 

(5)  強調全盤規劃的校級跨域教育機構: 係指由學校提供跨域教育場域，籌組專業諮詢委

員會，提供專業建議與諮詢，擬定各項誘因鼓勵各學院各科系推動跨域課程、學程、

或計畫，同時建構跨域溝通管道與教學交流機制、建置公平的跨域教育評鑑機制等

等。另外由於完整的跨域教育多透過以下模式進行知識傳授，需學校提供必要的資

源給予支持，包括: 跨域教師共同教學(collaborative teaching)、教學模式交流與互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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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model)、創新教學法與教程、以及專業學程訓練

(professional program)，以確保跨域基礎知識充分傳授、交流、與向下紮根。透過社會

實驗與提供實務訓練契機，強調整合學習與社會實踐精神，使學生可以逐步提升跨

域學習能力。這些都需要一個校級跨域教育機制進行統籌規劃並協助協調溝通，提

供專業建議協助能力建構 (Brint et al, 2009) 

 

3、 大學多專長跨域教育設計的國際案例  

   在跨域教育設計中，常見的模式包括跨域雙主修、雙學位學程、輔系、融入跨域精神之

通識教育規劃、以及主題式跨域學程等等，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1) 跨域雙主修 

 

    國外大學雙主修多由各科系訂定第一主修與第二主修的搭配模式，供學生選擇。雙主修

申請資格與相關修業規定方面，各校普遍會設定先修課程、GPA門檻、修業年限、以及總學

分數規定。在先修課程方面，多數學校要求基礎寫作、歷史文化、並須修畢通識教育共同課

程。雙主修開始修業時間多設在大二下學期，而各校雙主修的GPA申請門檻較高，也有修

業年限規定。為鼓勵學生跨域學習，協助拓展學習廣度與深度，雙主修總畢業學分已不若

過去較高的畢業門檻數，以UC Berkeley生物工程與材料科學雙主修為例(UC Berkeley, 

2019)，規定最低僅須修滿120學分即可; 再以文學與科學雙主修學程為例，本雙主修畢業

學分數為136 (UC Berkeley, 2020)。期全面減輕學生的修課負擔，提升跨域學習動機與興趣

。 

    亞洲部分，以南韓首爾大學為例(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019)，雙主修的畢業學分數

僅僅99，第一主修須修滿60學分，第二主修須修滿39，可鼓勵該校較多學生朝跨域探索與

深度學習精神邁進。另澳洲Monash University規定學生各學系主修每年須修滿8學分

(Monash University, 2020)，共計三年; 副修每年須修滿4學分，最少兩年; 第二主修需每年

修滿12學分，共計三年，全面減輕跨域修課負擔，以提高學生跨域主修/副修意願。另為鼓

勵學生參與雙主修學程，亦提供跨域學習獎學金提供學生財務方面支援。 

 

(2) 輔系 

 

    在各國大學跨域輔修的規定中，我們發現跨域輔修的規定較為寬鬆，許多學校會指定

多個輔系領域供學生選擇，如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2020b)、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 2020)、麻省理工學院 (MIT, 2020)等校，均提供48-59個輔系課程領域供學生選

擇。學生輔系修業須符合跨域學習精神(例如可選擇科學與人文藝術的跨域學程，或是科

學與商業管理的跨域學程等等)，課程數與學分數須達輔系修業規定，如哈佛大學與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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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規定輔系須修滿6門課，University of Penn規定須修滿6-8堂課 (University of Penn, 

2020)，且畢業成績須達最低成績規定。 

    而歐洲大學的輔系規定較不一，部分學校輔系修課規定與負擔較重，而荷蘭鹿特丹

Erasmus University規定每一副修學程僅需修15個歐洲共同學分 (Erasmus University, 2020a)

。在亞洲大學部分，東京大學永續科學輔系學程僅要求最低修滿6學分(Tokyo University, 

2020)，鼓勵學生多多參與跨域輔系學程。而大阪大學提供14個研究所跨域領域以及42個

主題式跨域學習計畫 (Osaka University, 2020)，供學生選修，最低輔系學分數為14，修課

規定與負擔都較為寬鬆。而南韓首爾大學規定輔系須修滿21學分。 

 

(3) 跨域學位與學分學程 

 

    此外，除了雙主修的機制外，多數學校已設置不同主題之跨領域雙學位學程，如哈佛大

學與賓州大學。以哈佛大學MBA為例，該學院提供各科學領域與MBA的跨域雙碩士學位

學程(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20)，以吸引更多的學生與校外人士參加跨領域學科結合

企業管理實務應用學程。從各校的跨域雙學位學程規劃內容，我們發現這些學程強調跨領

域專業技能訓練，並強化實作演練，於校園中開始形塑跨域合作模式，導入問題解決精神 

(Sternberg, 2008)。其在跨域學程設計上，強調雙主修學習模式並提供更多更完整的學科基

礎課程、深碗課程、與總整課程設計，提供整合式的跨域人才培育。 

在歐洲與亞洲大學部分，許多學校均強調跨校跨域雙聯學位，以英國Exeter 

University為例，該校提供雙主修榮譽學位(Exeter University, 2020a)，除了在課程設計上強

調跨域精神，並提供學生海外學校學習交流與跨國實習機會，提升學生未來職場競爭力，

該校雙主修榮譽學程的修課負擔與總學分數因各學程而異，以商學院雙主修彈性學程為例

，平均每一學年需修習必修課程30學分以及選修課程15學分，一共修習三年課程，使學生

整體修課負擔不會太重。 

 

(4) 多專長跨域教育之基石─博雅通識教育 

 

    各國外大學博雅通識課程普遍分成以下幾大類: 共同科目、跨域基礎能力、通識核心科

目、以及關鍵技能學習等相關課程。其中共同科目多為語文學習、寫作訓練、數學邏輯等

科目; 而跨域基礎與通識核心課程多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藝術素養、歷史文化、

世界觀建構與拓展等領域，使學生具備基礎跨域知識能力以及溝通能力，引領未來走向

跨域深度學習。許多學校也強調關鍵技能學習，包括統計與量化分析技術。 

    為強調跨域知識均衡發展，Harvard University要求該校學生在通識教育課程修課時應

遵守平均原則(Harvard University, 2020a)，不得特別偏重特別單一領域。而歐洲各大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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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針對博雅通識跨域人才培育，提供跨域學程，將博雅通識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

學領域以及社會科學領域緊密結合、共同整合學習。透過跨域學程、探索式對話、與雙向

教學法等特殊教育設計，達成跨域永續學習與社會實踐之終極目標。包括英國Exeter 

University (Exeter University, 2020b)以及荷蘭鹿特丹Erasmus University (Erasmus University, 

2020b)，均提供博雅通識跨域學程，除強調藝術人文素養的培育，仍需深植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商業管理領域的跨域基礎能力，建構跨域溝通能力、知識連結能力、以及知識創

造能力。 

    亞洲部分，東京大學 (Tokyo University of Science, 2020)強調通識教育需培育學生之跨

域知識建構能力、批判能力、溝通能力、國際觀、自我管理能力等等，故在課程設計上也

強調跨域素養培育、共同科目能力建構、與跨域教學法實施。日本九州大學除了通識教育

課程提供之外 (Kyushu University, 2020)，亦強調基幹教育的施行，利用互動式與探索教

學，引領學生持續深度思考，建構跨域知識，除協助奠定穩固理論基礎，亦擴增實務經

驗，特別是外語能力的強化，更是增強學生國際競爭力的關鍵。 

 

4、國內主要大學跨域教育之規劃 

 

(1) 雙主修 

    國內大專院校之雙主修規定，包括最低修業成績的要求，如學期成績須達80分，或達全

班前10%或20%。雙主修畢業學分數由各系所訂定，惟目前許多國內大專院校的雙主修規

定，對一般學生的跨域規劃與學習仍有較大的負擔與挑戰。如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清華大

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等，多數學系的雙主修學分實際都在50學分以上。 

為克服此一問題，國立清華大學在2016首創「多專長」客製化課程(國立清華大學，

2020a)，有別於雙主修168個學分及輔系148個學分，跨領域「多專長」課程的128個學分規

劃，讓學生不用延畢，就有機會在4年修業期間內完成學業。亦即學生不論考進任何一個

科系，都可以在128個畢業學分內，再選擇第二、甚至第三專長。政治大學規定學生修讀雙

主修或輔系(國立政治大學，2020)，除應修滿原學系規定畢業學分外，修讀雙主修者應修

讀雙主修學系規定之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交通大學也修訂雙主修與輔系辦法(國

立交通大學，2020a)，規定除校共同必修(28學分)與系共同必選修(100學分)之外，第二主

修需再修35學分，而跨域學程須需再修滿18學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從2018年起開始分析

國外許多頂尖大學雙主修及副修之學分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0a)，推動雙主修與輔

系制度的改革，要求各系雙主修不得超過50學分，另一方面也大幅鬆綁修讀雙主修，從甄

選制改為登記制，學生只要修畢各該領域規定「第一門課」 （有些學系要求先修2-4門），

即可申請登記修讀雙主修及輔系，以鼓勵學生探索興趣、強化多元知能。 這些新制度，都

希望降低學生跨域學習的負擔，讓跨域學習得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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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系 

 

    目前全台主要大學的輔系規定普遍原則為須加修20學分，至於各系輔系細則規定會依

照專業領域的性質，要求修業成績規定與先修課程之科目。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例，

輔系修業設計由各系決定，而各系輔系修業規定為須修完規定之先修課程，亦即學生申

請登記修讀輔系前，應依學系規定修習且通過一至二門該系納入輔系課架之先修課程，

即可登記該系為輔系，總學分數以不得超過30學分。國立中央大學規定學士班學生自第

二學年起至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二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修讀輔系、

輔學程。輔系、輔學程之課程應以本校各學系、學程必修科目表為依據，至少修習其專業

科目20學分以上，並由各學系、學程決定其專業必修科目至少30學分以供學生修習。 

 

(3) 跨域學位與學分學程 

 

    綜觀國內主要大學之跨域學分學程，大致分為跨學院跨域學程、學院級跨域學程、跨文

化國際學程、跨域師資培育學程等等。跨學院跨域學程如國立交通大學之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系跨域學程(國立交通大學，2020b)，強調不同科學領域知識技能之整合學習、共同思

考、與創新合作，培育未來社會所需之跨域人才。學程整體規劃方面，學生除修習系必修

課程 (46學分)外，尚需修習系上跨域模組課程 (32學分)，亦可選修他系跨域課程 (28-32學

分)。此外國立中山大學亦提供人文與科技跨領域學士學程(國立中山大學，2020)，培育

學生能具備人文、科學、設計跨界創新思考、善於敘說、溝通與表達力、創業企圖心與解決

問題能力、並具備實作與跨國競爭力。整體課程設計上學生需修習通識課程共計32學分，

專業必修學分數24-30學分，必選一門(1-3學分)，各年暑期跨域探索課程(各1學分)，跨域

選修課程，以及共學群支援課程。跨域學程最低學分數以及學分取得方式依照各學程修

課規定辦理。 

    學院級跨域學程，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提供之資料科學與社會分析跨域專長整

合課程(國立臺灣大學，2020)。本跨域專長課程模組主要在培養具備社會科學領域知識以

及資料及量化分析能力之跨域人才。本跨域專長的課程架構共分三個層級。第一層級（

Level 1）提供基礎共同課程; 第二層級（Level 2）提供核心專業課程 (9學分); 第三層級（

Level 3）提供跨域專長課程 (18學分)。本學程最低僅需修習15學分。 

    跨域師資培育部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置國際教師學分學程，本學程包含國際教育

、華語文教育、國際數學教育及國際物理教育等四領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0b)，提供

校內師資生（或已具備教師資格）甄選修習，本學程目的在輔導師資生取得第二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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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且著重於培養學生之學科專業知識內容、國際情懷，以及以知識探究方式進行跨

領域教學的教學知能。學生參與本學程需修完必修課程15學分以及選修課程10學分。 

    另台師大教育學院提供大數據資料與數位評量學分學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20c)，

主要目標為培育大數據資料與數位評量的專業人員，目的在提升研究生利用數位資訊及

進行大型調查數據分析的能力，並據此來協助評估教育政策與教學成效，培養學生邏輯

推理能力與資料覺察能力。課程特色在於增進量化分析、大數據資料與數位評量專業知能

，並培養具有大數據資料的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實務能力、數位評量的設計與開發、統計

分析之人才。本學程由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科學教育研究所、資訊教育研究所及科學教

育中心共同規劃辦理。本學程至少應修 12 學分，包含必修 3 學分、選修 9 學分。 

     

(4) 通識教育課程之調整以支援多專長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為支援多專長跨域人才培育，配合跨域人才培育目標以及未來人才需求

，近年來逐步進行課程規劃調整。國內主要大學之通識教育規劃雖不盡相同，但多數之

分類仍謹守博雅通識基本素養、跨域核心能力課程、跨域探索課程等劃分原則。以國立交

通大學為例(國立交通大學，2020c)，該校將通識課程劃分為校基本素養(亦即校級共同

課程)、院基本素養(院級共同課程)、以及通識核心課程。通識核心課程又再分為社會、人

文、自然等不同維度之初階探索課程。再以清華大學為例(國立清華大學，2020b)，通識

課程分為通識核心與進階多元通識課程。其中進階多元通識課程即提供許多專業領域初

階學習探索課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之通識課程分為以下課程: 包括「共同課程」、「博雅課

程」、「跨域探索」及「自主學習」，總計28學分。其中，「共同課程」包括「思辨與表達」、「共

同英文」、「共同體育」；「博雅課程」包含人文藝術領域、社會科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邏

輯運算領域等四大領域；「跨域探索」包括學院共同課程、跨域專業探索課程、大學入門等

，其中跨域專業探索課程可採認各學系雙主修及輔系規劃的「第一門課」，讓學生透過這

門課探索不同領域之堂奧，再決定是否要續登記為雙主修或輔系；「自主學習」讓學生可

以自己組團進行專題探究，或選擇 臺師大、Coursera、Udacity、edX等之 MOOCs課程。 

    比較國內外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規定，國外大學多鼓勵學生平均選取不同領域課程(

如哈佛大學)，許多學校也規定各通識領域最低需修習課程數 ; 抑或是將通識課程分為不

同類別之分組，讓大一大二學生選取其中一個大類來修習(如日本東京大學)，作為大三

大四專長分流之準備。比較特別的是UC Berkeley鼓勵學生參加博雅通識短期學習計畫，

讓學生有初階跨域實務體驗與實作經驗，以順利銜接未來跨域專業訓練課程。另外通識

教育之修課規定在部分國外學校也有先修條件，如哈佛大學規定必須先修完共同科目，

包括語言學習科目、跨域技能科目(如資料科學與分析技術)、寫作等等。再者各國大學之

通識教育之設計多強調未來人才需要而強化發展特色，如國際化或不同跨域技能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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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各主要大學為例，成大針對在地特色設置「踏溯台南」為共同課程，強調以在地發

展為主軸之跨域教育設計。許多大學 (如成大與台師大) 也開始設置自主學習課程或通識

生活與實踐課程，強調跨域教育之永續學習、探索、與社會實踐。顯見雖然在制度設計上

各校雖有些許差距，但其背後的教育目的與意義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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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跨域學習的關鍵議題探討 

 

跨域學習非常重要，各大學無不積極規劃推動，但對高等教育而言，仍有很多議題待克

服，茲說明如下： 

(1) 跨域溝通的困難: 由跨領域能力的相關研究發現，跨領域團隊運作過程中常出現的

問題包含:因成員異質性背景所產生的溝通分歧、共識形成不易、團隊成員組織不對

等關係與缺乏賦權等等，這些問題也容易出現在跨域教育規劃上。另外在本質上並

無跨域需求的學科群，對於學程課程設計與規劃容易有各自見解，也易有紛爭，

造成整合困難。再者跨領域研究焦點逐漸趨向新興領域，但跨域研究不一定被傳統

學科領域所認同或接受，必須有專責的研究以及教育機構，持續推動跨域學習與

合作機制，並採用更公正公平的審查機制，持續提供充足誘因，以鼓勵跨域學習

以及跨域研究永續發展。 

(2) 課程評估與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跨域合作與跨域教育逐步展開，但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習反饋意見、與跨域學程之課程檢討較少被重視，以至於推行層面與修正機制

方面的發展失衡。透過學生反饋以及教學、行政成員討論，可以釐清跨域學習目標

以及問題所在，並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案。 

(3) 缺乏跨域核心課程、跨領域師資培育、與跨領域課程發展機制: 許多研究訪談均揭

示(Lyall, Meagher, Bandola-Gill, and Kettle, 2015)，許多跨域學程設計不了解關鍵入

門課程或技能為何，以至於跨域學科整合困難(Gillis, Nelson, Driscoll, Hodgins, 

Fraser, and Jacobs, 2017)。另外跨域師資缺乏，目前也僅有少數學校提供跨域師資培

育學程，尚缺乏基礎扎根與永續機制。再者，許多跨域學程也建議最好能提供跨系

學分互相承認機制，提供多元修課機會與彈性，並也建議授課教師應時常交流分

享跨域學習實務經驗，深化並精進跨域教育教學模式。 

(4) 缺乏各項人力與財務支援: 跨域教育往往超越原本教師固有的教學內容，以致需要

更多教師投入更多時間進行，必須提供獎勵誘因或補助機制，甚至是減少授課時

數，使有餘力進行跨域教學(Sá, 2008)。另外許多大學也表示需要透過制度改革、觀

念培育、以及激勵制度，才能帶動大規模改造，而不是僅有少數教師孤軍奮鬥

(Gillis, Nelson, Driscoll, Hodgins, Fraser, and Jacobs, 2017)。 

    良好的溝通可避免因各個領域的專業術語而導致誤解或合作上的困難，因此，

溝通對於跨領域人才培育而言是一項重要的課題，跨領域團隊需要優先建立團隊

目標，發展共通語言，此外，亦可透過競賽學習的過程,提升跨領域團隊成員之溝

通能力、耐力與問題解決能力。我們也從諸多國外案例發現，由於跨域合作與培育

本質上的困難，或可透過校層級策略規劃，成立獨立專責跨域教育機構或學院，

務使不同領域師生皆有機會可以了解各領域所學，並可交流彼此知識進而共同發

展知識，而非僅僅只有相近的學術領域進行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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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結語: 各國跨域教育趨勢已經從過去的單一課程進行跨域教學，走向有系統且具整合

性的跨域學程設計，期使每個學科都能開始實施跨領域教育並拓展其廣度與深度，更重

要的是向下紮根的工作。從大學教育著手出發，利用博雅領域課程培植跨域基礎能力，以

銜接各系與各學院專業跨域學程。此外，各國為深化跨域教育與跨域合作，更開始積極推

廣跨域雙主修、輔修、或是主題式學位學程，此外各國也開始提供跨域師資培育學程。從

各國案例分析我們可以綜理並歸納出以下跨域教育設計原則:為落實鼓勵學生參與雙主修

輔修，必須調降雙主修與輔系學分數，並提供融入跨域精神以及強調培育跨域素養之通

識教育課程。同時各大學也規劃多樣選擇之跨域學分學程，透過跨域學科學習地圖與創新

跨域教學法，持續推廣並深化跨域人才培育。可預見未來跨域教育將於全球蓬勃發展，促

使社會多元並進並可接納不同文化背景聲音，透過跨域合作更可激發知識推進，持續引

領社會進步。 

        

        本文轉載自高教出版社於2020年出版之<高等教育跨域學習之理論與實踐>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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