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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為使各單位辦理課程開設、停開、異動、排課與審議等事項有所依循，並提高

教學品質及有效運用教學資源，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二條與第二十三條之

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課程包括： 

一、專業課程：各系所、學院開授之必修、必選修與選修課程。 

二、共同課程：微生物與免疫學、解剖學、病理學、藥理學、生理學、生物化

學、寄生蟲學、社會醫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公共衛生學、生物統計

學、中醫學概論、中藥概論、生物學、普通物理學、普通化學、微積分。 

三、通識課程：語言課程、資訊課程及通識課程。 

四、體育課、全民國防教育、全校共同選修、服務學習。 

五、遠距教學課程：依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與本校遠距教學辦法之規定，

使得本校與他校得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 

第三條 課程與審議機制 

一、各教學單位應依據其辦學之宗旨與目標，並參考其基本能力指標，規劃符

合學生學習之課程。 

二、本校應成立「校課程委員會」，以保障學生學習權利、提升教學品質，建

立課程開授與異動處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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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系（所）應成立「系（所）課程委員會」，各學院應成立「院課程委員

會」，進行專業課程與學分學程之課程審查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始得開課。 

四、通識教育中心應成立「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進行通識課程審查後，送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開課。 

五、教務處籌組「共同課程規劃小組」及「共同課程委員會」分別進行共同課

程規劃與審查，並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開課。 

六、他校之遠距教學課程，包括專業課程、通識課程與共同課程均須經過該課

程之相關系所或中心委員會審查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

開課。 

七、鼓勵教師至通識教育中心開授課程，並經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審查後，送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開課。 

八、各系（所）應鼓勵學生跨系選修其他課程，並在合理的範圍內，明列學生

跨系選修之課程。 

九、各級課程委員會設立之相關規定，請參考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 開課與審查 

一、各系（所）新開課程授課教師須出席「系（所）課程委員會」，說明開課

之必要性並提出教務處規定之教學綱要（含：教學目標、先修科目、教材

內容、教學方式、參考書目、教學進度、評量方式與講義位址），經「院

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開課。 

二、各系（所）新開設之課程，得辦理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審查結果供院級課

程委員會進行實質內容之審查，並將審查結果提至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三、連續三年（六學期）未開授之課程，重新開授時，必須依新開設課程之規

定，重新提出審議，通過後始得開課。 

四、系（所）每學期召開「系（所）課程委員會」，依據教育目標規劃課程網

絡圖、系（所）必修與選修課程、審議新設與異動課程、檢討課程施作成

效，以及研議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事宜，負起課程實質審查之責。 

五、各學院每學期召開「院課程委員會」，依據整體教學發展方向與資源整合

之原則，規劃與審議核心或共同必修課程、協調與審查學院及所屬系

（所）開設之各類課程，以及協調、整合與改進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事

宜。 

六、每學期召開「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依據本校整體發展方向，研議與審

查通識暨共同課程、審議新設與異動課程、檢討課程施作成效，以及研議

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事宜，負起實質課程審查之責。 

七、每學期召開「共同課程委員會」，統整全校共同課程資源，研議與審查共

同課程、審議新設與異動課程、檢討課程施作成效，以及研議其他課程與

教學相關事宜，負起實質課程審查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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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每學期召開「校課程委員會」，由註冊課務組預審系所提案單之程序審查

後，排入校課程委員會議程，分院審查新開設、新增學分數、更改修別與

中英文授課方式之課程，包裹審查其餘異動課程。 

九、系（所）必修與選修課程之開課與異動應於前一學年度提校課程委員會審

查通過，不得於當學年度任意異動課程。 

第五條 實質審查 

各級課程委員會應進行實質審查之內容應包含：1.教育目標；2.必修課程生效

日；3.中、英文名稱適當性；4.課程名稱與屬性；5.必、選修與系外選修比

例；6.選修開課比例；7.學分數適當性；8.畢業總學分適當性；9.課程年級關

連性；10.北港授課安排適當性；11.教材使用適當性；12.專任教師授課鐘點

平均性；13.遠距教學之合法與合適性；14.其他。 

第六條 課程刪除 

審查通過並予以開授之課程，若修課人數不足、停開次數過多、網路授課意見

調查反應不佳、開課必要性不足、與系所設立目標不符等因素，各級課程委員

會得予以檢討刪除。 

第七條 學分規劃與開課學分數 

一、畢業學分數：依本校學則規定，修業年限四年之學士班畢業總學分數，不

得少於教育部規定之128學分；修業年限二年制之學士班畢業總學分數，

不得少於72學分；碩士班畢業總學分數，不得少於24學分（不含論文學分

數）；博士班畢業總學分數，不得少於18學分（不含論文學分數）。 

二、必修學分數：學士班（大學部，不含醫學系、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系、

牙醫系、護理系、藥學系）必修學分數以不高於畢業總學分數 70％為原

則（通識及必修實習學分數不列計），碩士班必修學分數以不高於畢業總

學分數30％為原則（論文及必修專題討論學分數不列計）。 

三、學士班之選修總開課學分，不得超過其畢業選修學分之3倍為原則。 

四、研究所與學士後中醫學系之選修總開課學分，不得超過其畢業選修學分之

4倍為原則。 

五、全校學分學程之選修學分開設數以其規定選修學分數之3倍為原則。 

六、大學部各學系專任教師至北港校區開授學分數，每學年總計不得低於12學

分，開授課程應以必修或專業選修課程為原則；各學系專任教師每學期每

週至北港校區課業輔導2小時（含）以上者，可折抵該系至北港開授課程1

學分，特殊情形者，得專簽處理。 

七、系所專業課程每學門以2～3學分為原則，如需開設0學分、3學分以上之課

程，或是學分數與授課時數不符之課程，主授課教師應提出書面說明，一

併送各級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開課。 

八、各系所每學期授課18週，正課（含講授、體育）每週上課1小時以1學分為

原則；實習課程1學分至多80小時為原則；專題討論或專題研究1學分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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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上課1小時為原則至多2小時為上限、實驗課每週上課2小時以1學分為原

則。為符合前述規定，因課程屬性特殊，須以微學分、彈性或密集授課方

式進行之課程，須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可開課。 

九、遠距課程開課與選修他校遠距課程依本校「遠距教學辦法」辦理。 

第八條 排課、選課、加退選時程與原則 

一、各系（所）應依據註冊課務組排定之「開排課作業時程表」，辦理任何與

課程相關之業務。日間學制課程時間安排應為週一至週五白天，每日單一

年級課程以不超過10節、同一門課以不連續授課4節(含)以上，並以不短

期密集授課為原則；聘請國外專家學者及實務操作特殊性質者不在此限。

未符前述規定課程因性質特殊者，須經系、院、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始可開設。 

二、每學期各系所開設之課程，應經任課教師確認並簽章同意後，方可進行排

課。 

三、專業課程由各系所自主性排課；通識課程由通識教育中心排課；體育課程

由體育室排課；共同課程由註冊課務組進行排課。 

四、課程如因聘請國外學者專家，得於暑假期間授課，惟仍須經系、院、校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可開設，其課程列入下學年上學期之科目時間

表。 

五、課程經審議通過開授時，主授課教師應於教務處規劃之時程上傳課程大

綱、進度表於選課系統，供學生選課之參考，以及授課鐘點之計算。 

六、當學期已通過審核得開設之課程，若因故臨時停開者，應於選課前一週以

書面提出申請，並經教務長同意後，始得停開。 

七、學生選課與加退選之相關規定請依本校「學生選課作業辦法」辦理。 

第九條 代課、調課與授課異動 

一、各級專、兼任教師應依教師法及本校聘約善盡授課義務，如需請假或延聘

代課教師，請依本校人力資源室之相關規定辦理。 

二、課程時間表排定後，教師授課時間不得任意更動，如需申請調課，請依本

校「申請調課作業規定」辦理。 

三、當學期已通過審核開設之課程，開課後課程如有異動（變動共同授課教

師、課程負責教師、停開課程、上課時間、上課教室與其他），應填寫本

校「開課後課程變動申請單」，經該系（所）主管、院長簽章同意後，簽

核教務長同意後，方得變動課程。 

第十條 合併授課原則 

一、跨學制、跨系（校、院課程不在此限）或跨年級不得合併授課。 

二、課程名稱或學分數不同不得合併授課。 

三、課程名稱或學分數相同，然專業領域不同之課程不得合併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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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課程編碼 

課程代碼共編為9碼。 

一、第1-2碼為開課單位代碼，第3碼為班別學制代碼，學士班（含二年制）為

U（Undergraduate），碩士班為 M（Master），博士班為 D（Doctor），

第4-9碼為課程序號。 

二、課程因故停開者，其課程代碼仍予保留。 

三、課程名稱變更者，需編訂新課程代碼。若課程名稱不變，只變更修別或開

課學期者，不需另編課程代碼。 

四、校際選課、遠距教學等課程代碼延用本校相同或相似課程之名稱及其課程

代碼。 

第十二條 教室使用原則 

為使學生在有限的空間充分學習，統一於排課時，一併安排教室上課，教師不

得任意更換授課場所。 

第十三條 課程中英文對照 

課程中英文對照，其相關規定依本校「中、英文課程名稱對照表」辦理。 

第十四條 授課教材 

一、鼓勵使用與國際接軌之教科書或教材；語文課程應使用該語文之原文教

材。 

二、遠距教學課程：依本校「遠距教學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