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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九十八年六月九日（星期二）10:10-12:05 

地  點：L 棟二樓大會議室 

主  席：劉教務長麗雲        紀錄：王雯珊 

列席指導：謝校長宗興、官副校長政能、丁副校長斌首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略) 

貳、討論事項： 

一、 擬修訂「實踐大學開課辦法」。（教務處課務一組提） 

建議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通識科目之學分數與內容規定

如下： 

(一)大學部學生須修習通識科目二十

八學分（進修部三十二學分），大

學部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須修習

通識科目十學分。各入學學年度

修習學分數之規定如下：九十七

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大學部學生

須修習通識科目三十學分，進修

部學生須修習通識科目三十四學

分；九十六學年度（含）以前入

學，日間部大學部學生須修習通

識科目三十二學分，進修部學生

須修習通識科目三十六學分。 

(二)通識科目分為必修與選修，必修

科目分通識核心及通識興趣自選

科目，科目內容與學分數由通識

教育課程委員會研訂，原則上每

三年得重新修訂。通識興趣自選

必修科目，九十五學年度（含）

以前入學學生及九十七學年度入

學學生至少修習六學分，九十六

學年度入學學生至少修習八學

分，九十八學年度（含）以後入

學學生至少修習四學分。選修科

目則視實際需要開設，通識教育

課程委員會得每學期增刪調整

之。 

第二條 通識科目之學分數與內容規定

如下： 

(一)大學部學生必須修習通識科目三

十學分（進修部三十四學分），大

學部二年制在職專班學生必須修

習通識科目十學分，依各入學年

度規定，修習相關學分。（九十六

學年度（含）以前入學，日間部

大學部學生必須修習通識科目三

十二學分，進修部學生必須修習

通識科目三十六學分。） 

 

 

 

(二)通識科目分為必修與選修，必修

科目分通識核心及通識興趣自選

科目，科目內容與學分數由通識

教育課程委員會研訂，原則上每

三年得重新修訂。通識興趣自選

必修科目，九十五學年度（含）

以前入學學生及九十七學年度

（含）以後入學學生至少修習六

學分，九十六學年度入學學生至

少修習八學分。選修科目則視實

際需要開設，通識教育課程委員

會得每學期增刪調整之。 

文字增刪與修訂。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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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修訂「實踐大學大學部選課辦法」。（教務處課務一組提） 

建議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十四條 課程加退選結束，完成選課

手續，須補繳各項學雜費

者，若未於規定期限內繳

交，該加選課程以零分計

算。 

第二十四條 課程加退選結束，完成選課

手續，須補繳各項學雜費

者，若未於規定期限內繳

交，以申誡二次處分。經催

繳後仍未繳交者，應屆畢業

生視同未完成離校手續，在

校生（含延修生）不得辦理

下一學期註冊。 

依 98.06.03 召開之

「修訂學則小組會

議」決議辦理。 
 
 
 

      決議：照案通過。 

三、擬修訂「實踐大學教學評量實施辦法」。（教務處課務一組提） 

建議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條  專任教師教學評量總平均低於
3.5者，次學期不得超授鐘點；
兼任教師二年內累計達二學期

教學評量總平均低於 3.5 者，
次學期不予續聘。 

 1.增列第十條條文。

2.後列條例依序更

動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再送

校務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1.因增列第十條，條

例依序更動。 
2.除經教務會議通

過外，再送校務會

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四、擬修訂「實踐大學教師印製講義辦法」。（教務處出版組提） 

說明：為配合教育部「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茲將 84.10.03 校
長核定實施之「實踐大學教師印製講義辦法」修訂如下。 

實踐大學教師印製講義辦法 

84 年 10 月 3 日校長核定實施

年  月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實踐大學為有效處理教師講義之印製及加強管理，特訂定實踐大學教師印製講義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送印之講義以簡明扼要或專題綱要為原則，不准複印市售之書籍及原文書籍資料之

中文翻譯；如須節用他人著作時，應在原稿註明其出處及原著作人姓名或名稱，並

依著作權法規定合理使用，違者法律責任概由送印教師自負。 

第三條 每一課程每一班級每學期申請印製講義之原稿數量以 30 張為限（含小考），並請依

班級、學制分張申請。 

第四條 凡送印資料為雙面者，原稿數量須以 2 張計算，依此類推。 

第五條 印製數量應酌予管制，依據每班人數，至多加印 3 份，並須於使用前五天送件。 

第六條 凡屬日間部學制者請於日間部上班時間送印；屬進修部學制者請於進修部上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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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印。 

第七條 以下所列情況不便製版印製者，請勿送印： 
一、影印或剪貼之原稿模糊不清者。 
二、剪輯資料黏貼過厚，無法捲入滾筒製版者。 
三、電腦稿紙字跡過淡者。 
四、用紅色、綠色筆或淺色鉛筆書寫者。 
五、講義已變色、破損及原稿字跡太淡不易製版者。 

第八條 期中及期末考試前一週暫停印製講義。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五、擬修定「學士學位班學則」。（進修部課務行政一組提） 
說明：1.本提案已於 5 月 5 日第三次教務會議提出，業經主席裁示「重

新檢視休學相關規定後再提送教務會議討論。 
2.本部也於 6 月 3 日先行邀請相關單位召開小組會議討論，擬修

正後條文如下列對照表。 

擬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七章 休學、復學、退學、開除學籍 
 第三十九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應令休學： 
(一)……….. 
(二)……….. 
(三)進修部學生當學期未修足學分

下限者，應令休學。 

第七章 休學、復學、退學、開除學籍 
第三十九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令休學： 
(一)……….. 
(二)……….. 

增列第三款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六、擬修定「研究所學則」。（進修部課務行政一組提）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章 休學  退學  復學 
  第三十四條、研究生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令休學。 
(一)……….. 
(二)……….. 
(三)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當學

期未修足各所所規定學分下限
者，應令休學。 

第六章 休學  退學  復學 
  第三十四條、研究生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應令休學。 
(一)……….. 
(二)……….. 

  
 

增列第三款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七、擬訂定「實踐大學新進教師輔導辦法」（草案）。（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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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本提案已先行彙整南北校區教學單位之建議修正如下表。 

原條文（草案） 
依各系所建議修正之條文

（草案） 
各系所建議修正之意見 

第一條 本校為輔導新進教
師，協助其及早適應
新的工作環境，得以
專心投入教學、研
究、輔導與服務之職
責，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輔導新進教
師，協助其及早適應
新的工作環境，得以
專心投入教學、研
究、輔導與服務之職
責，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新進教
師係指初至本校任教
之教師。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新進
教師係指教學年資
未滿兩年且初至本
校 任 教 之 專 任 教
師，教學年資之計算
包含未進入本校前
之教學年資。 

1. 本辦法所稱之新進教師係指初
至本校任教之專任教師（博雅
學部提） 

2. 建議僅適用於： 
a.新進教師（無教學經驗者）
b.擔任聘任職級未滿一年之
新進教師 

（風保系／財保所提） 
3. 本辦法所稱之新進教師係指初

至本校任教未滿一年之教師
（資通系提） 

4. 本辦法所稱之新進教師係指初
至本校專任之教師（應中系提）

5. 此辦法建議適用專任教師（服
經系提） 

第三條 聘任新進教師之教學
單位應安排一位資深
教師擔任新進教師之
夥伴教師，以協助其
瞭解本校教學、研

究、輔導與服務之各
項措施，期能達到經
驗傳承之功效。 

第三條 聘任新進教師之教
學單位應安排一位
資深教師擔任新進
教師之夥伴教師，以
協助其瞭解本校教

學、研究、輔導與服
務之各項措施，期能
達到經驗傳承之功
效。 

1. 建議刪除本條文。（音樂系所
提） 

2. 夥伴教師（資深教師）所擔負
之權利義務，對該教師之投
入，是否有獎勵措施？（工設

系所提） 
3. 是否規劃安排相關配套措施？

（工設系所提） 
4. 建議應針對資深教師斟於提供

輔導津貼。（行銷系提） 
第四條 新進教師輔導為期一

年，由夥伴教師就「教
學、研究、輔導、服
務」四大層面進行建
議與協助，並於輔導
期限結束後，進行新
進教師整體表現之評
估。 

第四條 新進教師輔導為期
一年，由夥伴教師就
「教學、研究、輔
導、服務」四大層面
進行建議與協助。 

1. 建議刪除本條文。（音樂系所
提） 

2. 夥伴教師將有什麼樣的權力或
立場來對新進教師進行整體表
現之評估？ 此評估結果做為
何用？（工設系所提） 

3. 建議刪除「並於輔導期限結束
後，進行新進教師整體表現之
評估」。（資通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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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草案） 
依各系所建議修正之條文

（草案） 
各系所建議修正之意見 

第五條 本校每年為新進教師
辦理「新進人員研習
會」，邀請校內行政主
管與資深教師為新進
教師講解學校簡介和
教學、研究、輔導與
服務各項職責之相關
事宜。 

第五條 本校每年為新進教
師辦理「新進人員研
習會」，邀請校內行
政主管與資深教師
為新進教師講解學
校簡介和教學、研
究、輔導與服務各項
職責之相關事宜。 

 

第六條 新進教師得參加本校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舉辦之教師專業發展
與教學經驗分享研習
活動，以增進其教學
專業知能及提供經驗
傳承。 

第六條 新進教師應參加本
校教務處教學發展
中心舉辦之教師專
業發展與教學經驗
分享研習活動，以增
進其教學專業知能
及提供經驗傳承。 

1. 新進教師應參加本校教務處教
學發展中心……。（博雅學部
提）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
通過，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1.第一條：本校為輔導新進教師，協助其及早適應新的工作環境，
得以專心投入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之職責，特訂定本辦法。  

2.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之新進教師係指教學年資未滿兩年且初至本

校任教之專任教師，教學年資之計算包含未進入本校前之教學

年資。 
3.第三條：新進教師應參加本校人力資源室辦理之「新進人員研習

會」。 
4.第四條：新進教師應參加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舉辦之教師專

業發展與教學經驗分享研習活動，以增進其教學專業知能及提

供經驗傳承。  
5.第五條：聘任新進教師之教學單位得安排一位資深教師擔任新進

教師之夥伴教師，以協助其瞭解本校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

之各項措施，期能達到經驗傳承之功效。 

6.第六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7.會後請高主任將以上決議之條文送請各系確認，如有修正，再提

送教務會議討論。 

八、音樂系碩士班「學位音樂會」評審費支付方式核定。（音樂學系提） 
說明：1.本系碩士班 96 學年度奉准招生，今年為首屆碩士班學生舉行「學

位音樂會」。 
2.本系「學位音樂會」包含「演講音樂會」及「學位獨奏（唱）會」

2 式，面試委員每式 3 人，共計 6 人。 
3.依本校「辦理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作業流程」，申請指導費、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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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費、車馬費以一次為限（重考除外）。 
4.本系碩士班兩場音樂會考試為取得碩士學位之必要條件，亦與其

餘各校音樂學系研究所之規定相同。 
5.本案若蒙核可，擬自 97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實施。 
6.簽呈經葉主任秘書立仁裁示，送教務會議特案討論。 
7.本校音樂系碩士班與其餘學校音樂系碩士班音樂會執行方式比

較，如下表： 

學校 
輔仁大學音樂系 

碩士班 
東吳大學音樂系 

碩士班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本系碩士班 

音樂

會場

數 

2 場 2 場 2 場 2 場 

1.演講音樂會 
2.學位音樂會 

1.示範講習音樂會 
2.畢業音樂會 

1.演奏初試及口試 
2.學位考試 

1.演講音樂會 
2.學位音樂會 

評審

人數 
至少 3 位 至少 3 位 3 位 至少 3 位 

1.主修指導教授一位 
2.其餘兩位需副教授

以上 
 

1.主修指導教授一位 
2.其餘兩位需副教授

以上 
 

1.主修指導教授一位 
2.音樂史或理論教授

一位 
3.具主修專長之外聘

委員一位 

1.主修指導教授一位 
2.外聘委員一位 
 

評審

費支

付方

式 

1 場學校支付 2 場皆由學校支付 1 場學校支付 待核定 

1.外聘委員每位 2000
元（含車馬費） 

2.專兼任教師每位

1500 元（含車馬

費） 

1.示範講習音樂會每

位評審 1200 元（含

專兼任及外聘教

師） 
2.畢業音樂會 1600元

（含專兼任及外聘

教師） 
3.車馬費外加 

(1)新竹以北 600 元

(2)新竹以南以台鐵

票價為準 
(3)專任教師無車馬費

1.校內教師 1000 元

（專任教師及指導

教授，不支付車馬

費） 
2.校外教師 1250 元

（外聘及兼任教

師，含車馬費） 

1 場所自籌 1 場學生自付 

 無規定金額，僅提供校

訂金額給予學生參考 

       決議：本校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所需之指導費、口試審查費，不論審查階

段一律採總額支付如下： 
1.指導費：上限 6,000 元。如：一位指導教授指導費 6,000 元/人；

二位指導教授指導費 3,000 元/人。 
2.口試審查費：一位指導教師之審查費上限 6,000 元；二位指導教

師之審查費上限 10,000 元。 

參、臨時動議（略） 

肆、主席結論（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