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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12 學年度第3次課程規劃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景觀學系 203 會議室 
主持人：陳主任美智                                                                            紀錄：呂昕穎 

出席人員：江彥政委員、曾碩文委員(請假)、陳本源委員、周士雄委員、余政

達委員、王柏青委員、張高雯委員(請假)、黃柔嫚委員、陳佩君委員、

歐聖榮委員(請假)、陳建州委員、洪婉榕委員、陳雨彤委員(碩二班代)、

許琬苡委員(碩一代表) 、李桔妮委員(學生代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校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112學年度第2學期新開選修課程申請案

暨，本系提出申請課程資料，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農學院112年10月27日通知(附件15，頁90)及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

業要點辦理(附件16，頁91-94)。 

二、王柏青老師於112-2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一年級，開授「景觀生

態與環境設計特論」(2學時2學分)，其課程大綱如下圖，： 

課程名稱 
學

年 

學

期 

本學科內

容概述 

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 

(條列式) 

對應之

就業途

徑 

專業職能 

填一項 

景觀生態與環境設計

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Landscap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112 2 

本課程從

景觀生態

學之角

度，探討

環境設計

之對策。 

1. Landscape Presentation 

2. Pattern and Process 

3. Shifting Mosaic 

4. Vertical Communities 

5. Habitat Fragmentation and 

   Linkage 

6. Communication with 

   Natural Settings 

7. Ecological Ethics 

8. Ecology Planning and  

   Design 

9.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GC04 

自然資

源保育 

AGC0407 運用科學的原

則與方法，考量需求、

可行性與保育三方面的

平衡，找出解決自然資

源系統問題的合理方

式，以達到永續利用自

然資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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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系學位學程112-2學年度合開課程項目： 

系所 合開課程科目名稱 

景觀學系 環境保育與生態特論(本源) 

四、本系學位學程113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選修科目異動修正如下： 

組別 新增科目 修正科目 

景觀

學系 

 第一學年第1學期： 
1.景觀規劃與設計特論(柏青) 

Special topics o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第一學年第2學期： 
2.景觀生態與環境設計特論(柏青) 

Special topics on Landscap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3.景觀空間資訊與分析發展(高雯) 

Spatial Information Analysis 

 第一學年第1學期： 
1. 能源與環境特論(政達) 

Special Topics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修正為： 
能源與環境治理特論(政達) 
Special Topics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決議：審議通過。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寄件者: agromail
收件者: 沈榮壽院長; 賴治民院長; 農藝學系; 園藝學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動物科學系; 農業

生物科技學系; 景觀學系; 植物醫學系; 獸醫學系; 侯新龍主任; 張 滄主任; 李嶸泰主任; 李安勝主任; 陳世宜
主任; 王文德主任; 蔡文錫主任; 陳美智主任; 黃健瑞執行長; 曾碩文執行長

主旨: 農學博-12月20日前回傳-各組別討論規劃碩士班與本學位學位程113必選修科目冊合開課程名稱
日期︰ 2023年10月27日 下午 01:42:39
附件: 01-農學博學程-112學年度第1次事務會議-紀錄_(摘錄)各組.doc

02-農學博-與各組別學系碩士班合開科目113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docx
03-農學博-新開選修課程-課程對應之就業途徑、專業職能說明.docx
05-01-農學博11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pdf
05-02-食科博11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pdf
05-03-教育博11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pdf
農學博碩-112系所學科內容概述及大綱內容.xlsx

主任及系辦同仁您好：

1.因應本校實際開課總量管控施行細則第四點第一項規定，每學年開課時應受開課容
量之限制，博士班不得超過60學時，經洽詢註冊與課務組，本校可規劃博碩合開課程，課
程名稱須相同，學時數博碩合開系所各占一半。

2.依本學位學程112學年度第1次學程事務委員會議紀錄：請各組別討論規劃碩士班與
本學位學位程合開課程名稱，以納入本學位學程113學年度必修科目冊。
惠請各組於12月20日前回傳農學博-與各組別學系碩士班合開科目113學年度必選修
科目表

檢附食科博及教育博必選修科目冊(博碩合開科目備註說明：)供參

另外也請各組教師檢視一下各組課程的學科內容概述及教學內容大綱，統一以院的格
式修正。
*本學科內容概述
*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條列式)
若有修正惠請老師以紅字字體標記於12月20日前回覆至agromail@mail.ncyu.edu.tw

檢附農學博碩-112系所學科內容概述及大綱內容

謝謝

農學博碩 燕雪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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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112學年度第1次學程事務委員會議紀錄(摘錄)

開會時間：112年8月7日（星期一）上午10時00分

開會地點：國際交流學園地下1樓農學院會議室

主    席：沈榮壽院長                                      紀錄：黃健瑞

出席人員：侯新龍主任(請假)、張栢滄主任、李嶸泰主任(請假)、李安勝主任(請假)、陳世宜主任、賴治民院長、王文德主任(請假)、陳美智主任、蔡文錫主任、黃文理委員(請假)、江一蘆委員(請假)、趙偉村委員(請假)、林翰謙委員(請假)、陳國隆委員(請假)、吳瑞得委員、陳鵬文委員、江彥政委員、黃健瑞委員(執行長)

列席人員：謝婉婷同學、許亦太同學、廖倢妤同學(出國)

1、 主席致詞：略

2、 國科會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績效成果簡報：

3、 提案討論


提案五


案由：本學位學程與各組別學系碩士班合開課程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本校實際開課總量管控施行細則第四點第一項規定，每學年開課時應受開課容量之限制，博士班不得超過60學時如附件p.9(電子掃描檔)。

二、本學位學程包含農藝組、園藝組、森林組、木質材料與設計組、動物組、獸醫組、生物技術組、景觀組、植物醫學組等9組，

(一)目前各組每學年開課學時計算如下：

1. 60學時扣除必修12學時，餘48學時。

2. 48學時除以7組等於約7學時。

3. 48學時除以9組等於約5學時。


(二)本學位學程各組別每學年開課容量平均分配為2門至3門；或每學期平均分配為1門至2門。

三、經洽詢註冊與課務組，本校可規劃博碩合開課程，課程名稱須相同，學時數博碩合開系所各占一半。


四、本校計有食品科學系博士班及教育學系博士班有博碩合開課程。

五、檢附本學位學程、食品科學系博士班及教育學系博士班11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如附件p.10~p.45。

六、擬請各組規劃博碩合開課程。

決議：請各組別討論規劃碩士班與本學位學位程合開課程名稱，以納入本學位學程113學年度必修科目冊。

4、 臨時動議：


散會：上午11時30分


[bookmark: _GoBack]農學博與各組別學系碩士班合開科目113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



組別：                              第    學年/第    學期            學時/     學分

		新開課程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對應之就業途徑

		勾選本課程對應之就業途徑



		

		□ ACC01 建築規劃設計

□ AGC01 食品生產與加工

□ AGC02 植物研究發展與應用

□ AGC03 動物研究發展與應用

□ AGC04 自然資源保育

□ AGC05 環境保護與衛生

□ AGC06 農業經營

		□ BAC03 人力資源管理

□ BAC04 運籌管理

□ BAC05 行政支援

□ HLC05 生技研發

		□ MKC01 行銷管理

□ MKC02 專業銷售

□ MKC03 行銷傳播

□ MKC04 市場分析研究

□ MKC05 零售與通路管理

□ SCC01 工程及技術

□ SCC02 數學及科學



		

		填寫專業職能之項次編號

各細項指標請參閱-課程對應之就業途徑、專業職能說明附檔

		編號：



		課程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 農業科技相關專業知能

□ 農業科技實作應用能力

□ 農業創新科技研發能力

□ 問題探索及解決能力

		□ 國際觀及國際溝通協調能力

□ 獨立思考與創作能力

□ 組織與領導能力

□ 農業科技研發成果發表能力



		本學科內容概述：

		



		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

		








		新開選修課程-課程對應之就業途徑、專業職能說明



		對應之就業途徑

		專業職能



		ACC01 建築規劃設計

		ACC0106 分析建築設計的結構、安全以及環境。

ACC0107 透過適當技術，以傳達設計概念。

ACC0108 評估環境與人的需求，並運用適合的環境工法以執行工程。

ACC0109 必須遵循建築相關法令規範。

ACC0110 選用符合工程規格的建材並滿足設計需求。

ACC0111 繪製建築設計圖及結構圖。



		AGC01 食品生產與加工

		AGC0105 執行加工食品的研發工作。

AGC0106 執行危害分析以及進行管制作業，以控管食品的生產流程並掌握加工的品質。

AGC0107 執行食品加工流程。

AGC0108 規劃、執行、管理並且提供與食品包裝和維護相關的服務。

AGC0109 依照既定法規以及相關作業流程，維護加工食品以及從業人員的健康與安全。



		AGC02 植物研究發展與應用

		AGC0204 在自然與人工的環境中種植並且管理植物之時，妥善應用植物學與生理學的知識基礎，以增進植物的產量。

AGC0205 運用生物技術，並以植物做為分子農場，用以生產出醫藥或工業用途的原料。

AGC0206 以造園景觀為基礎，進行種植環境的設計。

AGC0207 運用植物管理方法以及生產技術種植植物時，檢視並且應用生產與採收的基本原則。

AGC0208 運用植物學、生理學、生化學、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以育種或生物技術進行作物產量及品質之改良。

AGC0209 運用植物學、生態學之基礎進行植物保育。

AGC0210 運用植物學、組織學、生理學以及生化特性，評估植物的應用或經濟價值。



		AGC03 動物研究發展與應用

		AGC0306 分析與彙整影響動物繁殖週期的因素，以了解物種的反應。

AGC0307 在人工與自然的環境中繁殖並且管理動物時，能應用解剖學與生理學的知識，以增進動物的族群量。

AGC0308 制訂並執行優質動物試驗，以協助生物醫學發展。

AGC0309 透過合法的措施與程序並提供適當的營養，以維持動物的成長。

AGC0310 發展動物醫療產業（伴侶動物、經濟動物、水生動物、野生動物、保育動物）

AGC0311 評估會影響動物生育的環境因素，並應用有效的原則以提高動物的繁殖能力。

AGC0312 遵守或執行動物在重大疫病，包括防疫、檢疫、屠宰等相關政策。



		AGC04 自然資源保育

		AGC0406 利用各種適當的場合與媒介向大眾宣導自然資源的訊息與概念，以提高人們對於自然資源保護的認同。

AGC0407 運用科學的原則與方法，考量需求、可行性與保育三方面的平衡，找出解決自然資源系統問題的合理方式，以達到永續利用自然資源的目的。

AGC0408 運用對自然資源保育與人類干擾之間關係的了解，進行自然環境的管理。

AGC0409 實施責任控制、技術管理以保護或維持自然資源。



		AGC05 環境保護與衛生

		AGC0506 使用分析程序和儀器，並應用科學原理，以評估環境保護以及衛生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

AGC0507 使用測量與製圖工具、設備、機器和儀器，以完成針對環境保護及衛生相關的規劃。

AGC0508 將科學原理運用於環境保護以及針對衛生的研究上，以協助解決環境的問題。

AGC0509 操作針對環境保護以及控管衛生的相關系統（例如：汙水控制、水處理、汙水處理、固體廢棄物處理及能源），以對設施進行管理。



		AGC06 農業經營

		AGC0606 執行包括農、林、漁、牧四項產業的生產作業。

AGC0607 執行包括農、林、漁、牧四項產業之零售、直銷以及自銷。

AGC0608 執行包括農、林、漁、牧四項產業之產品的儲存、運銷與採收後處理。

AGC0609 推廣新興農業。

AGC0610 運用領導與管理能力，達成農、林、漁、牧各個企業的企業目標。



		BAC03 人力資源管理

		BAC0311 因應組織發展，制定人力資源相關政策

BAC0312 有效的規劃、控制、與組織人力資源部門，以發揮最大效用

BAC0313 制定與執行績效管理相關活動。

BAC0314 規劃組織薪資結構及員工薪酬相關制度。

BAC0315 擬定策略並進行企業人力資源訓練發展作業。

BAC0316 擬定策略並進行企業人力資源規劃、招募聘任作業。

BAC0317 擬定策略並進行維持良好勞資關係相關作業。

BAC0318 擬定與執行員工健康安全相關之制度及作業程序





		BAC04 運籌管理

		BAC0406 依據銷售或生產計畫，規劃商品或物料的庫存需求。

BAC0407 掌握與營運及交易相關之法規，並落實於公司制度。

BAC0408 進行供應商管理、庫存管理及進貨成本利潤分析

BAC0409 監控管理運籌作業流程、交期及庫存成本。



		BAC05 行政支援

		BAC0504 協助主管及相關部門處理庶務工作。

BAC0505 執行行政、營運支援例行性事務。

BAC0506 規畫、執行與控制行政支援部門年度預算。

BAC0507 管理與維護公司建築物及公共資產。



		HLC05 生技研發

		HLC0507 生物科技產品之效益評估、產品推廣及實際應用。（技術移轉、推廣、臨床應用）

HLC0508 考量生物研究、產品開發以及使用的相關道德倫理與法律問題。

HLC0509 制定實驗室生物安全的規範（如無菌技術、污染防治、測量和校準儀器）。

HLC0510 彙整生物技術研究的目標，並且將其開發為合法的生物技術產品，致力於改善人類生活品質。

HLC0511 運用DNA重組、基因工程、抗體、奈米技術、基因醫學與蛋白質學的基礎知識，進行基因檢測、生物技術研究與產品開發。

HLC0512 運用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遺傳學、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有機化學、統計學和藥物動力學等專業知識，進行生物技術研究與產品開發。



		MKC01 行銷管理

		MKC0107 進行行銷管理以及例行作業和溝通，以確保與相關單位的溝通及作業順暢。

MKC0108 運用及評估與市場相關的資訊，並且擬定整體的行銷策略。

MKC0109 擬定價格以及調整價格，以追求利潤與顧客價值的最大化。

MKC0110 擬定產品或服務策略，以回應市場的需求。

MKC0111 擬定通路策略，以降低成本並發揮通路之最大效益。

MKC0112 擬訂與產品的服務以及形象相關的宣傳策略，以達到理想之效果。



		MKC02 專業銷售

		MKC0204 收集並且分析市場資訊，以幫助進行銷售決策。

MKC0205 掌握顧客的需求，增加顧客的購買意願，以提升銷售效率及效益。

MKC0206 進行售後服務及客戶關係管理。





		MKC03 行銷傳播

		MKC0305 依據策略，運用新聞及公關活動進行行銷宣傳。

MKC0306 依據策略，設計、製作以及執行各類型廣告，並評估其宣傳效果。

MKC0307 規劃行銷的傳播策略以及活動。

MKC0308 管理並評估相關資料，以協助行銷傳播策略之訂定及管理。



		MKC04 市場分析研究

		MKC0405 依需求與研究之目的，設計量化或質化的行銷研究活動。

MKC0406 進行各類研究行銷的作業。

MKC0407 進行與行銷相關之研究的品質確保，以及資訊安全的管理。

MKC0408 針對行銷研究之結果，進行分析與建議。



		MKC05 零售與通路管理

		MKC0507 依據商品的經銷策略，執行通路管理。

MKC0508 協助經銷商以及零售通路商，進行銷售活動。

MKC0509 針對經銷通路商提供銷售訓練。

MKC0510 規劃並且執行商品的通路策略。

MKC0511 評估與銷售相關的資訊，以協助進行銷售的決策及管理。

MKC0512 擬定並且執行商品的進出貨管理流程。



		SCC01 工程及技術

		SCC0111 將應用技術的概念和步驟運用在各領域（包含，工程、醫療、農業、生物技術、能源和電力、運輸、資訊通訊、製造和建築）的問題上。

SCC0112 應用工程實務的專業知識，將研發成果落實於產品之生產及製造上。

SCC0113 瞭解工程以及技術研發流程中所需的相關基本概念和步驟。



		SCC02 數學及科學

		SCC0207 運用科學以及數學基礎，瞭解並且分析真實世界中所遭遇的問題。

[bookmark: _GoBack]SCC0208 運用數學及科學的基礎知識，協助其他領域人員發展出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方案。

SCC0209 檢視資料，解釋統計分析的結果，並且詮釋以及總結研究成果，以提供他人作為參考。










國立嘉義大學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必選修科目冊
(112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11.12.21學程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2.01.04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2.04.25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12.05.02教務會議核備


1.充實農業生物技術教學及加強生物技術之研究與發展。


2.建立學術研究能量及積極提昇研究質與量。


3.積極加強與產業合作，將研發成果轉移農業界。


4.建立以亞熱帶農園藝作物、林業、木質材料與設計、動物科學、獸醫及農業生物科技、地景景


觀、植物醫學之學術理論和創新應用為主要特色。


一、教育目標：


1.農業科技相關專業知能


2.農業科技實作應用能力


3.農業創新科技研發能力


4.問題探索及解決能力


5.國際觀及國際溝通協調能力


6.獨立思考與創作能力


7.組織與領導能力


8.農業科技研發成果發表能力


二、核心能力：


1.1.具備現代農業科技知識之涵養


2.1.具備農業科技發展及應用能力


3.1.具備試驗設計與分析能力


4.1.具備研究議題解析與困難排除能力


5.1.具備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


6.1.具備文獻歸納、整理及論文發表能力


7.1.具備規劃、整合與參與學術討論之能力


8.1.具備中英文論文寫作能力


三、核心能力指標：


本學程課程架構分為九大領域(組):1.農藝 2.園藝 3.森林 4.木質材料與設計 5.動物科學 6.獸


醫 7.生物技術 8.景觀 9.植物醫學。


四、課程架構與畢業學分：
◎課程架構：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36學分，包括專業必修4學分、專業選修20學分、論文12學分，始得畢業。


◎畢業學分：


修習碩士班課程規定如下：為考量專業領域之需求，下修碩士班課程須經由指導老師以及學程主
任同意，至多以10學分為限。
※補充：
碩、博士班研究生(含碩士在職專班)應至本校所規定之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學術倫理教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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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未通過者不得
申請學位口試。
為增進英語實用能力，鼓勵學生修習一門全英語授課(EMI)課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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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A 1,2,3,4,
5,6,7,8


 3.0  1專題討論 (Ⅰ)Seminar (Ⅰ) 15


2 A 1,2,3,4,
5,6,7,8


 3.0  1專題討論（II）Seminar (Ⅱ) 15


專業必修  2小計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B 1,2,3,4 2.0  2土壤品質管理特論Special Topics on Soil Quality Management AGC0408


1 B 1,2,3,4,
8


 2.0  2作物生物技術特論Special Topic in Crop Biotechnology AGC0208


1 B,C 1,2,3,4,
6


 2.0  2作物生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Physiology AGC0204


1 B,C,D 1,2,3,4 2.0  2植物生態學的空間分佈類型專論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in 
Plant Ecology


AGC0407


1 B 2,4,5,7 2.0  2應用生物統計學Applied Biometry SCC0207


1 C 1,2 2.0  2花卉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loriculture AGC0208


1 D 1,2,3,4,
5


 2.0  2永續生態旅遊特論Special  Topics  on Sustainable  Ecotourism AGC0406


1 D 1,2,3,4,
5


 2.0  2自然資源經營高等遙測法Advanced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 for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GC0407


1 D 1,2,3,4 2.0  2林木生態生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orest Physiological 
Ecology


AGC0209


1 D 1,2 2.0  2野生動物聲學研究特論Special Topics in Wildlife Acoustics AGC0310


1 E 1,2,3,4 2.0  2木竹紙質保存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Conservation of 
Wood/bamboo/paper-based Material


SCC0207


1 E 1,2,3,4 2.0  2木質資源與環境科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Wood-base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AGC0407


1 E 1,2,3,4 2.0  2生物複合材料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Bio-composite Materials SCC0207


1 F 1,2,3,4 2.0  2反芻動物特論Special  Topics  on Ruminants  Science AGC0308


1 F 2,4,7 2.0  2台灣畜禽肉品產業實務問題探討Surveying Update Pract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on Questions of Livestock 
Meat Indus


AGC0105


1 F 1,2,3,4 2.0  2食肉熟成專題研究Special Topics on Meat Aging AGC0306


1 F 1,2,3,4 2.0  2家禽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oultry  Science AGC0308


1 F 1,2,3,4 2.0  2動物遺傳工程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nimal Genetic Engineering AGC0308


1 G 1,2,3,4 2.0  2DNA病毒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DNA Viruses SCC0207


1 G 1,2,3,4 2.0  2RNA病毒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RNA Viruses SCC0207


1 G 1,2,4,6,
8


 2.0  2人畜共通傳染病特論Special Topics on Zoonoses AGC0312


1 G 1,2,3,4 2.0  2水產動物組織病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Histopathology of 
Aquatic Animals


AGC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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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G 1,2,3,4,
6


 2.0  2代謝疾病症候群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etabolism Syndrome AGC0312


1 G 1,2 2.0  2獸醫分子內分泌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olecular Endocrinology in 
Veterinary  Medicine


AGC0311


1 G 1,2,3,4 2.0  2獸醫外科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Veterinary Surgery AGC0307


1 G 1,2,3,4 2.0  2獸醫免疫學診斷技術特論Special Topics on Veterinary Immunology 
Diagnostic Techniques


AGC0312


1 G 1,4,6,7,
8


 2.0  2獸醫傳染病藥物防治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f Preventive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on Veterinary Infectious Diseases


AGC0311


1 H,Z 1,2,3,4 2.0  2分子遺傳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olecular Genetics SCC0207


1 H 1,2,4,8 2.0  2生物肥料特論Special Topics on Bio-fertilizer AGC0208


1 H,Z 1,2,3,4,
8


 2.0  2生物影像分析特論Special Topics on Bioimage Analysis SCC0111


1 H 1,2,3,4,
5,6,7,8


 2.0  2抗微生物胜?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ntibacterial Peptides SCC0111


1 H,Z 1,2,3,4 2.0  2植物二次代謝體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etabolomics of Plant 
Secondary Compounds


SCC0207


1 H 1,2,3,4 2.0  2環境分子毒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Environmental Molecular 
Toxicology


AGC0506


1 H,Z 1,2,3,4,
7


 2.0  2生物逆境分子生物學Stress Responses: Perspectives of Molecular 
Biology


AGC0311


1 I 1,2,3,4,
5,6,8


 2.0  2能源與環境特論Special Topics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AGC0506


1 I 4,5,6,8 2.0  2國土計畫及農村規劃特論Special Topics on Spatial Planning Act 
and Rural Planning


ACC0108


1 I 1,2,3,4,
5,6,7,8


 2.0  2都市植栽設計特論Special Topics on Urban Planting Design AGC0206


1 I 3,4,5,6,
7


 2.0  2景觀與生態系統服務特論Special Topics on Landscape Ecosystem 
Services


ACC0108


1 J 1,2,3,4,
6


 2.0  2作物蟲害管理特論Special Topics on Crop Pest Management AGC0208


1 J 1,2,3,4,
6


 2.0  2昆蟲分類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Insect Taxonomy AGC0207


1 J 1,2,3,4,
8


 2.0  2植物病毒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Virology AGC0208


1 J 1,2,3,4,
6


 2.0  2植物細菌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Bacteriology AGC0208


1 J 1,2,3,4,
6


 2.0  2植物醫學文獻選讀(I)Scientific Paper Reading on Plant Medicine 
(I)


AGC0209


1 J 1,2,3,4,
6


 2.0  2當代害蟲快速鑑定特論Special Topics of Current Advances on 
Insect Pest Rapid Identification


AGC0209


2 B 1,2,3,4 2.0  2作物生態毒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Crop Ecotoxicology AGC0208


2 B,C 1,2,3,4 2.0  2作物育種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Breeding AGC0208


2 B 1,2,3,4 2.0  2作物種原及馴化特論Special Topics of Crop Germplasm and 
Domestication


AGC0204


2 B 1,2,3,4 2.0  2植生復育技術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hytoremediation SCC0111


2 B,C 1,2 2.0  2植物分子育種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Molecular Breeding AGC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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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2 B,C 1,2,3,4 2.0  2植物繁殖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Propagation AGC0210


2 B 1,2,3,4 2.0  2稻作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Rice Science AGC0208


2 C 1,2,3,4,
6


 2.0  2花卉育種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loral Crops Breeding AGC0208


2 C 1,2,3,4,
5


 2.0  2園藝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Horticulture AGC0207


2 D,Z 1,2,3 2.0  2自然資源遙測法特論Special Topics on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 
for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GC0407


2 D 1,2,3,4,
6


 2.0  2孢粉學與環境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alynology and Environment AGC0208


2 D,Z 1,2,3,4 2.0  2高光譜遙測專題研究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and 
Applications


AGC0407


2 D 1,2,3,4,
5,6,7,8


 2.0  2高等光達遙測研究法Advanced Lidar Sensing in Forest Research AGC0406


2 E 1,2,3,4 2.0  2木質素化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Lignin Chemistry SCC0111


2 E 1,2,3,4 2.0  2木質資源應用特論Special Topics on Wood-based Resource 
Applications


AGC0407


2 E 1,2,3,4 2.0  2木質機能材料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Wood-based Functional 
Materials


SCC0207


2 E 1,2,3,4 2.0  2家具產品塗裝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urniture Production 
Finishing


ACC0107


2 E 1,4,5,6 2.0  2家具設計與製造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urniture Design and 
Making


ACC0107


2 E 1,2,4 2.0  2設計研究Design Research ACC0111


2 E 1,2,3,4,
5


 2.0  2設計探究與分析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SCC0111


2 E 1,2,3,4 2.0  2膠合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dhesion SCC0207


2 F 1,2,3,4 2.0  2家禽營養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oultry Nutrition AGC0309


2 F 1,2,3,4 2.0  2動物生物技術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nimal  Biotechnology AGC0308


2 F 1,2,3,4 2.0  2單胃動物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onogastric  Animal  Science AGC0308


2 F 1,2,3,4 2.0  2禽肉加工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oultry  Meat  Processing AGC0308


2 G 1,2,3,4,
8


 2.0  2小動物物理治療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hysical Therapy for 
Small Animals


AGC0308


2 G 1,2,3,4 2.0  2小動物疾病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Diseases of Small Animals AGC0311


2 G 1,2,3,4,
5


 2.0  2水生動物診斷病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Diagnostic Pathology 
of Aquatic Animals


AGC0311


2 G 1,2,3,4,
7


 2.0  2水禽疾病特論Special Topics on Waterfowl Disease AGC0311


2 G 1,2,3,4 2.0  2家禽流行病調查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oultry  Disease 
Epidemiological  Study


AGC0308


2 G 1,2,3,4 2.0  2家禽疫苗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oultry Vaccine AGC0312


2 G 1,2,3,4 2.0  2魚病微生物學診斷技術特論Special Topics on Diagnostic 
Techniques of Aquatic Microbiology


SCC0111


2 G 1,2,3,4 2.0  2超音波診斷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Ultrasonographic Diagnostics AGC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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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2 G 1,2,3,4 2.0  2豬隻呼吸道疾病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Swine Respiratory 
Diseases


AGC0311


2 G 1,2,3,4 2.0  2豬隻消化道疾病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Swine Digestive Diseases AGC0311


2 G 1,2,3,4 2.0  2獸醫腫瘤生物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Tumor Biology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AGC0307


2 G,Z 1,2,3,4 2.0  2獸醫實証醫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Veterinary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GC0310


2 H,Z 1,2,3,4 2.0  2分子診斷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olecular Diagnosis SCC0111


2 H 2,6,7,8 2.0  2文獻選讀Scientific Paper Reading SCC0111


2 H 1,2,3,4 2.0  2毛細管電泳特論Special Topics on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HLC0507


2 H 1,2,3,4,
6


 2.0  2生物農藥特論Special Topics on Biopesticide HLC0507


2 H 1,2,3,4,
8


 2.0  2奈米科技之農業應用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pplication of 
Nanotechnology


HLC0511


2 H,Z 1,2,3,4 2.0  2植物分子生物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AGC0208


2 H 1,2 2.0  2植物分子生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Molecular 
Physionlogy


AGC0210


2 H 1,2,3,4 2.0  2植物逆境分子生物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Stress Molecular 
Biology of Plant


AGC0208


2 H 1,2,3,4 2.0  2植物基因轉殖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Gene Transfer AGC0205


2 H,Z 1,2,3,5,
7


 2.0  2植物組織培養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Tissue Culture AGC0210


2 H,Z 1,2,3,4,
5


 2.0  2植物環境生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Environmental 
Physiology


AGC0208


2 H 1,2 2.0  2農業生技產品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Products


AGC0108


2 H 1,2,3,4 2.0  2農業基因體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gricultural Genomics AGC0205


2 I 4,5,6,8 2.0  2系統思考方法特論Special Topics on the Systems Thinking Approach SCC0111


2 J 1,2,3,4,
6


 2.0  2分子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Molecular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s AGC0208


2 J 1,2,3,4,
6


 2.0  2真菌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ycology AGC0208


2 J 1,2,3,4,
5,6,7,8


 2.0  2茶與咖啡蟲害特論Special Topics on Tea and Coffee Pest AGC0106,AGC0204


2 J 1,2,3,4,
8


 2.0  2植物病原檢測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Pathogen Detection AGC0208


2 J 1,2,3,4,
6


 2.0  2植物醫學文獻選讀(II)Scientific Paper Reading on Plant Medicine 
(II)


AGC0209


2 B,C,D,E
,F,G,H,
I,J


1,2,3,4,
5,6,7,8


 3.0  3科學英文論文寫作Scientific Paper Writing SCC0111


專業選修  203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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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A 1,2,3,4,
5,6,7,8


 3.0  1專題討論（III）Seminar (Ⅲ) 15


2 A 1,2,3,4,
5,6,7,8


 3.0  1專題討論（IV）Seminar (Ⅳ) 15


專業必修  2小計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B,C 1,2,3,4,
5


 2.0  2植物營養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Nutrition AGC0204


1 C 1,2,3,4 2.0  2果樹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omology AGC0210


1 C,D 1,2,3,4 2.0  2植物分類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Taxonomy AGC0209


1 C 1,2,3,4 2.0  2蔬菜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Olericulture AGC0210


1 D 1,2,3,4,
6


 2.0  2森林生態系經營特論Special Topics on Sustainable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AGC0407


1 D 1,2,3,4,
6


 2.0  2森林生態學研究設計與數值分析持論Special Topics o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Forest Ecology 
Research


AGC0407


1 E 1,2,3,4,
6


 2.0  2木材加工特論Special Topics on Wood Processes ACC0106


1 E 1,2,3,4 2.0  2材料耐燃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ire Retardant Materials SCC0207


1 E 1,2,3,4 2.0  2林產物抽出物應用特論Special Topics on Applications of Forest 
Product Extractive


AGC0207


1 E 1,2,3,4 2.0  2紙張性質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aper Property SCC0113


1 E 1,2,3,4 2.0  2機能性聚合物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unctional Polymer HLC0510


1 F 1,2,3,4 2.0  2動物產品處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Handling and Strage of 
Animal Product


AGC0108


1 G 1,2,3,4,
6


 2.0  2小動物中草藥治療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Herbal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s for Small Animals


AGC0310


1 G 1,2,3,4,
7


 2.0  2兔病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Rabbit Disease AGC0311


1 G 1,2,3,4 2.0  2臨床豬病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Clinical Diseases of Swine AGC0311


1 G 1,2,3,4,
6


 2.0  2觀賞魚類疾病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Disease of Ornamental 
Fisheries


AGC0312


1 I 4,5,6,7,
8


 2.0  2災害與韌性規劃特論Special Topics on Resilience Planning for 
Hazards


AGC0507


1 I 4,5,6,8 2.0  2景觀與健康研究特論Special Topics on Landscape and Health AGC0407


1 J 1,2,3,4,
6


 2.0  2昆蟲病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Insect Pathology AGC0208


1 J 1,2,3,4,
6


 2.0  2作物蟲害管理文獻選讀Scientific Paper Reading on Crop Pest 
Management


SCC0111


1 J 1,2,3,4,
6


 2.0  2植物病毒學文獻選讀Scientific Paper Reading on Plant Virology SCC0111


7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J 1,2,3,4,
6


 2.0  2經濟昆蟲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Economic Entomology AGC0208


2 B 1,2,3,4 2.0  2土壤汙染與復育Soil Contamination and Remediation AGC0408


2 B 1,2,3,4,
5,6,7,8


 2.0  2茶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Tea Science AGC0106


2 C 1,2,3,4 2.0  2園產品處理學研究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ostharvest Handling for 
Horticultural Products


AGC0208


2 D 1,2,3,4 2.0  2空間資訊技術整合應用Integr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iqu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SCC0111


2 D 1,2,3,4 2.0  2森林永續發展特論Specials Topics on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AGC0407


2 D 1,2,3,4,
6,7


 3.0  3應用數值計算平臺進行資訊處理和建模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odeling with Numeric Computing Platforms


SCC0111


2 G 4 2.0  2犬運動醫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Canine Sports Medicine AGC0308


2 G 1,2,3,4 2.0  2體學特論Special Lectures on Omics AGC0308


2 H 1,2,3,4,
6


 2.0  2應用微生物學特論Special Topics in Applied Microbiology HLC0512


2 I 1,4,5,6,
8


 2.0  2環境保育與生態特論Special Topics on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nd Ecology


AGC0406


2 I 1,2,3,4,
5,6,7


 2.0  2環境認知與行為特論Special Topics on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AGC0508


2 J 1,2 2.0  2作物蟲害診斷特論Special Topics on Crop Pests Diagnostic AGC0204


2 J 1,2,3,4,
6


 2.0  2殺菌劑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ungicides AGC0208


2 J 1,2,3,4,
6


 2.0  2植物病毒病害管理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lant Virus Disease 
Control


AGC0210


專業選修  73小計


論文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A 1 0.0  6博士論文Dissertation 11,12,13,
14,15,16


2 A 1 0.0  6博士論文Dissertation 11,12,13,
14,15,16


論文  12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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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三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8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三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H 1,2,3,4,
6


 2.0  2微生物製劑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icrobial Formulation HLC0512


專業選修  2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2


專業職能說明：
ACC0106.分析建築設計的結構、安全以及環境。
ACC0107.透過適當技術，以傳達設計概念。
ACC0108.評估環境與人的需求，並運用適合的環境工法以執行工程。
ACC0111.繪製建築設計圖及結構圖。
AGC0105.執行加工食品的研發工作。
AGC0106.執行危害分析以及進行管制作業，以控管食品的生產流程並掌握加工的品質。
AGC0108.規劃、執行、管理並且提供與食品包裝和維護相關的服務。
AGC0204.在自然與人工的環境中種植並且管理植物之時，妥善應用植物學與生理學的知識基礎，以增進植物的產量。
AGC0205.運用生物技術，並以植物做為分子農場，用以生產出醫藥或工業用途的原料。
AGC0206.以造園景觀為基礎，進行種植環境的設計。
AGC0207.運用植物管理方法以及生產技術種植植物時，檢視並且應用生產與採收的基本原則。
AGC0208.運用植物學、生理學、生化學、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以育種或生物技術進行作物產量及品質之改良。
AGC0209.運用植物學、生態學之基礎進行植物保育。
AGC0210.運用植物學、組織學、生理學以及生化特性，評估植物的應用或經濟價值。
AGC0306.分析與彙整影響動物繁殖週期的因素，以了解物種的反應。
AGC0307.在人工與自然的環境中繁殖並且管理動物時，能應用解剖學與生理學的知識，以增進動物的族群量。
AGC0308.制訂並執行優質動物試驗，以協助生物醫學發展。
AGC0309.透過合法的措施與程序並提供適當的營養，以維持動物的成長。
AGC0310.發展動物醫療產業（伴侶動物、經濟動物、水生動物、野生動物、保育動物）
AGC0311.評估會影響動物生育的環境因素，並應用有效的原則以提高動物的繁殖能力。
AGC0312.遵守或執行動物在重大疫病，包括防疫、檢疫、屠宰等相關政策。
AGC0406.利用各種適當的場合與媒介向大眾宣導自然資源的訊息與概念，以提高人們對於自然資源保護的認同。
AGC0407.運用科學的原則與方法，考量需求、可行性與保育三方面的平衡，找出解決自然資源系統問題的合理方
式，以達到永續利用自然資源的目的。
AGC0408.運用對自然資源保育與人類干擾之間關係的了解，進行自然環境的管理。
AGC0506.使用分析程序和儀器，並應用科學原理，以評估環境保護以及衛生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
AGC0507.使用測量與製圖工具、設備、機器和儀器，以完成針對環境保護及衛生相關的規劃。
AGC0508.將科學原理運用於環境保護以及針對衛生的研究上，以協助解決環境的問題。
HLC0507.生物科技產品之效益評估、產品推廣及實際應用。（技術移轉、推廣、臨床應用）
HLC0510.彙整生物技術研究的目標，並且將其開發為合法的生物技術產品，致力於改善人類生活品質。
HLC0511.運用DNA重組、基因工程、抗體、奈米技術、基因醫學與蛋白質學的基礎知識，進行基因檢測、生物技術研
究與產品開發。
HLC0512.運用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遺傳學、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有機化學、統計學和藥物動力學等專業知
識，進行生物技術研究與產品開發。
SCC0111.將應用技術的概念和步驟運用在各領域（包含，工程、醫療、農業、生物技術、能源和電力、運輸、資訊通
訊、製造和建築）的問題上。
SCC0113.瞭解工程以及技術研發流程中所需的相關基本概念和步驟。
SCC0207.運用科學以及數學基礎，瞭解並且分析真實世界中所遭遇的問題。


共通職能說明：


9







11.溝通表達
12.持續學習
13.人際互動
14.團隊合作
15.問題解決
16.創新


備註說明：(各科目的備註欄代碼請參考此處的說明)
*.選修相關課程的增加，得依學位學程需求，而做適度的調整
A.必修
B.農藝組開課
C.園藝組開課
D.森林組開課
E.木質材料與設計組開課
F.動科組開課
G.獸醫組開課
H.生物技術組開課
I.景觀組開課
J.植物醫學組開課
Z.英文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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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博士班必選修科目冊
(112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11.11.23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1.12.21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2.04.25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12.05.02教務會議核備


教育目標：


1. 培育有獨立思考及研究能力的高級人才。


2. 進入產業界服務可以促進產業升級並具備全球競爭力。


3. 具有優越分析之學能與籌畫未來之遠見。


4. 可從事公職服務能引導施政，為政府機關棟樑之才。


一、教育目標：


1.食品科學相關專業知能


2.具備食品科學專業理論實務能力


3.獨立思考與研究能力


4.溝通與領導能力


5.食品科學結合人文關懷與全球意識


二、核心能力：


1.1.具備食品科學基礎學理及技術之能力


1.2.具備執行實驗及分析與詮譯數據的能力


2.1.具備執行食品加工實作設計能力


2.2.具備規劃與專業操作實務相關知識與技能


3.1.具備獨立思考、研究與判斷之能力


3.2.具備引導、構思及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


3.3.具備培養持續學習的能力


4.1.具備表達溝通與自我管理之能力


4.2.具備團體協調管理之能力


5.1.具備對食品業界環境變遷之認知能力


5.2.具備國際觀及認識時事議題之能力


5.3.具備領導、管理、規劃及團隊合作，與自我終身學習實踐之能力


三、核心能力指標：


除修習需要補強之專業課程外，針對食品加工、食品工程、食品微生物、保健食品、食品生技等


方面選擇研究主題，研擬具創新突破之研究計畫，進行研究完成學位論文


四、課程架構與畢業學分：
◎課程架構：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30學分，包括專業必修4學分、專業選修14學分、論文12學分，始得畢業。


◎畢業學分：


（1）學生放棄教育學程，其已修得之教育學程學分不得計入畢業學分。
※補充：


其他說明：


1







碩、博士班研究生(含碩士在職專班)應至本校所規定之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未通過者不得
申請學位口試。
為增進英語實用能力，鼓勵學生修習一門全英語授課(EMI)課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2







專業必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4 2.0  1專題討論 (Ⅰ)Seminar (Ⅰ) AGC0108,HLC0507,HLC0508,HLC0510,MNC0116,
MNC0410,SCC0208,SCC0209


11,12,15,
18


2 1,4 2.0  1專題討論（ＩＩ）Seminar (Ⅱ) AGC0108,HLC0507,HLC0508,HLC0510,MNC0115,
MNC0116,MNC0410,SCC0208,SCC0209


11,12,15,
18


專業必修  2小計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2,3,4,
5


 2.0  2保健食品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 Foods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AGC0204,AGC0205,AGC0210,HLC0507,HLC0510,
H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
4,MNC0115,MNC0116,MNC0407,MNC0408,MNC0
409,MNC0410


12,13,14,
15,16


1 1,2,3 2.0  2食品工程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ood Engineering AGC0105,AGC0107,AGC0108,MNC0109,MNC0110
,MNC0111,MNC0116,MNC0410,SCC0208,SCC0209


11,12,13,
14,15,16,
17,18


1 1,2,3,4,
5


 2.0  2食品工廠實務Food Plant Practice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MNC0410


11,12,13,
14,15,16,
17


1 1,2,3,4,
5


 2.0  1食品工廠實務實習Intern of Food Plant Practice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MNC0410


11,12,13,
14,15,16,
17,18


1 1,2,3,4,
5


 2.0  2食品包裝理論與實務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Food Packaging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MNC0410


11,12,13,
14,15,16,
17


1 1,2,3,4,
5


 2.0  2食品安全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ood Safety 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12


1 B 1,2,3,4,
5


 2.0  2食品油脂特論Special Topics on Edible Fats and Oils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12


1 A,B 1,2,3,4,
5


 2.0  2食品保藏理論及應用Food Preservation-Theory and Application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AGC0208,AGC0209,HLC0507,HLC0508,HLC0511,
HLC0512,MNC0110,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SCC0209


11,12,13,
14,15,16,
17,18


1 1,2,3,4,
5


 3.0  3食品科技研究法（Ｉ）Methodology for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Ｉ）


AGC0105,AGC0106,AGC0108,AGC0109,HLC0507,
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LC0512,
MNC0115,MNC0116,MNC0408,MNC0410,SCC0207
,SCC0208,SCC0209


12,15,16


1 A,B 1 2.0  2食品科技趨勢與慢性疾病Trends of Food Technology and Chronic 
Diseases


AGC0105,HLC0507,HLC0510,MNC0109,MNC0111,
MNC0114,MNC0409,MNC0410,SCC0208,SCC0209


11,12,15,
16


1 A,B 1,2,3,4 2.0  2食品科學研究技術Techniques in Food Science Research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MNC0410,SCC0207,SCC020
8,SCC0209


11,12,13,
14,15,16,
17


1 A,B 1,2,3 4.0  2食品科學研究技術實習Practice of Techniques in Food Science 
Research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MNC0410


11,12,13,
14,15,16,
17,18


1 1,2,3,4,
5


 2.0  2食品微生物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ood Microbiology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SCC0208


11,12,13,
14,15,16,
17


1 1,2,3 2.0  2食品機能成分資源開發特論Special Topics o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Funtional Food Ingredients


AGC0105,AGC0106,HLC0507,HLC0508,HLC0509,
HLC0510,HLC0511,HLC0512,SCC0207,SCC0208,S
CC0209


12,15,16


1 1,3,5 2.0  2食品機能研究Study in Food Functionality AGC0105,AGC0205,AGC0210,HLC0507,HLC0508,
HLC0510,HLC0511,SCC0208,SCC0209


15,16,18


1 1,2,3,4 2.0  2高等食品加工Advanced Food Processing AGC0105,AGC0107 11,12,15,
16


3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2,3 2.0  2微生物生化工程Microbial Bioengineering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MNC0410


11,12,13,
14,15,16,
17,18


1 1,3,5 2.0  2營養科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Nutritional Sciences AGC0105,AGC0205,HLC0507,HLC0508,SCC0209 15,18


1 1,3,5 2.0  2營養基因體學Nutrigenomics AGC0105,AGC0205,AGC0210,HLC0507,HLC0508,
HLC0510,HLC0511,SCC0208,SCC0209


15,16,18


2 3,5 2.0  2人體生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Human Physiology AGC0109,HLC0507,HLC0508,HLC0510,HLC0511,S
CC0208,SCC0209


15,16,18


2 A,B 1,3,5 2.0  2天然產物代謝Natural Product Metabolism AGC0205,AGC0210,HLC0507,HLC0508,HLC0510,
HLC0511,SCC0208,SCC0209


15,16,18


2 A,B 1,2,3 2.0  2水果加工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ruit Processing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MNC0109,MNC0111,MNC0114,MNC011
6,MNC0407,MNC0408,SCC0208,SCC0209


11,12,13,
14,15


2 A,B 1,2,3 2.0  1水果加工特論實習Special Topics on Fruit Processing Lab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MNC011
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7,MNC0
408,MNC0409,SCC0207,SCC0209


12,14,15,
16,17


2 1,3,4,5 3.0  3代謝特論Special Topics on Metabolism AGC0105,HLC0507,SCC0209 11,12,13,
15


2 1,2 2.0  2生物活性產品研發特論Special Topics on R&D of Bioactive 
Constituents


AGC0107,AGC0108,AGC0208,AGC0209,HLC0507,
HLC0508,HLC0510,MNC0109,MNC0112,MNC0115
,MNC0407,MNC0410,SCC0208,SCC0209


11,12,13,
14,15,16,
17,18


2 1,2,3,4,
5


 2.0  2活性食品包裝Active Food Packaging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SCC0207
,SCC0208,SCC0209


11,12,13,
14,15,16,
18


2 B 1,2,3,4,
5


 2.0  2科學論文寫作Scientific Paper Writing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


11,12,13,
14,15,16


2 1,2,3,4,
5


 3.0  3食品科技研究法（ＩＩ）Methodology for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ＩＩ）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15,MNC0116,MNC0410,SCC0207,S
CC0208,SCC0209


12,15,16


2 A,B 1,2,3,4,
5


 2.0  2食品蛋白質加工Food Protein Processing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MNC0109,MNC0110,
MNC0111,MNC0112,MNC0113,MNC0114,MNC011
5,MNC0116,MNC0407,MNC0408,MNC0409,MNC0
410,SCC0209


11,12,14,
15,16,17


2 A,B 1,2,3,4,
5


 2.0  1食品蛋白質加工實習Food Protein Processing Lab.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2,MNC0109,
MNC0110,MNC0111,MNC0112,MNC0113,MNC011
4,MNC0115,MNC0116,MNC0407,MNC0408,MNC0
409,MNC0410,SCC0207,SCC0209


11,12,13,
14,15,16,
17,18


2 B 1,2,3,4,
5


 2.0  2食品衛生與安全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ood Sanitation and Safety 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12


2 A,B 1,2,3 2.0  2健康食品理論與應用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Health Foods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9,AGC0204,
AGC0205,AGC0206,AGC0207,AGC0208,AGC0210,
HLC0507,HLC0508,HLC0510


11,12,13,
14,15,16,
17,18


2 A,B 1,4,5 2.0  2養生與機能食品Nutraceuticals and Health HLC0507,HLC0508,HLC0510,MNC0109,MNC0111,
MNC0115,MNC0409,MNC0410,SCC0209


12,15,16


2 1,2,3 2.0  2機能性化合物分離純化技術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Functional Compounds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208,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2,
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3,MNC011
5,MNC0116,MNC0407,MNC0408,SCC0208


11,12,13,
14,15,16,
17


2 1,2,3,5 2.0  2營養生化特論Special Topics on Nutritional Biochemistry AGC0105,HLC0507,MNC0111,MNC0409,SCC0209 11,12,13


2 1,3,5 2.0  2營養與基因表現特論Special Topics on Nutri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AGC0105,AGC0205,AGC0210,HLC0507,HLC0508,
HLC0510,HLC0511,SCC0208,SCC0209


15,16,18


專業選修  72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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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4 2.0  1專題討論（ＩＩＩ）Seminar (Ⅲ) AGC0108,HLC0507,HLC0508,HLC0510,MNC0115,
MNC0116,MNC0410,SCC0208,SCC0209


11,12,15,
18


2 1,4 2.0  1專題討論（ＩＶ）Seminar (Ⅳ) AGC0108,HLC0507,HLC0508,HLC0510,MNC0115,
MNC0116,MNC0410,SCC0208,SCC0209


11,12,15,
18


專業必修  2小計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3 2.0  2免疫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Immunology HLC0507,HLC0508,SCC0208,SCC0209 15,16,18


1 1,3 2.0  2乳酸菌特論Special Topics on Lactic Acid Bacteria AGC0105,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S
CC0207,SCC0208,SCC0209


12,15,16


1 1,2,3,5 2.0  2食品毒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ood Toxicology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
,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7,MNC04
08,MNC0409,MNC0410


12,14,15,
16


1 1,2,3,4,
5


 3.0  3食品科技研究法（ＩＩＩ）Methodology for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ＩＩＩ）


AGC0105,AGC0106,AGC0108,AGC0109,HLC0507,
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LC0512,
MNC0115,MNC0116,MNC0408,MNC0410,SCC0207
,SCC0208,SCC0209


12,15,16


1 1,2,3,4,
5


 2.0  2食媒疾病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ood-borne Diseases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SCC0208,SCC0209


11,12,13,
14,15


1 1,2,3 2.0  2高等食品化學Advanced Food Chemistry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MNC0410


11,12,13,
14,15,16,
17,18


1 1,2,3 2.0  2高等儀器分析Advanced Instrumental Analysis AGC0105,AGC0106,HLC0507,HLC0508,MNC0408,
MNC0410,SCC0208,SCC0209


11,13,15,
16,18


2 1,2,3,5 2.0  2天然化合物特論Special Topics on Natural Compounds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MNC0410


11,12,13,
14,15,16,
17,18


2 3,5 2.0  2生理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hysiology AGC0109,HLC0507,HLC0508,HLC0511,SCC0208,S
CC0209


15,16,18


2 1,2,3,4,
5


 3.0  3食品科技研究法（ＩＶ）Methodology for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ＩＶ）


AGC0105,AGC0106,AGC0108,AGC0109,HLC0507,
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MNC0115,
MNC0116,MNC0408,MNC0410,SCC0208,SCC0209


12,15


2 1,2,3,4,
5


 2.0  2病原微生物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athogenic Microbiology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SCC0207,SCC0208,SCC0209


11,12,13,
14,15,16


2 1,2,3,4,
5


 2.0  2新型食媒病原Emerging Food-borne Pathogens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116,MNC040
7,MNC0408,MNC0409,MNC0410


11,12,13,
14,15,16


專業選修  26小計


論文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2,3 0.0  6博士論文Dissertation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9,HLC0510,HLC0511,HLC0512,
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MNC011
3,MNC0114,MNC0115,MNC0410,SCC0207,SCC020
8,SCC0209


11,12,15,
16,18


2 1,2,3 0.0  6博士論文Dissertation AGC0105,AGC0106,AGC0107,AGC0108,AGC0109,
HLC0507,HLC0508,HLC0509,HLC0510,HLC0511,H
LC0512,MNC0109,MNC0110,MNC0111,MNC0112,
MNC0113,MNC0114,MNC0115,MNC0410,SCC0207
,SCC0208,SCC0209


11,12,15,
16,18


論文  12小計


5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40


專業職能說明：
AGC0105.執行加工食品的研發工作。
AGC0106.執行危害分析以及進行管制作業，以控管食品的生產流程並掌握加工的品質。
AGC0107.執行食品加工流程。
AGC0108.規劃、執行、管理並且提供與食品包裝和維護相關的服務。
AGC0109.依照既定法規以及相關作業流程，維護加工食品以及從業人員的健康與安全。
AGC0204.在自然與人工的環境中種植並且管理植物之時，妥善應用植物學與生理學的知識基礎，以增進植物的產量。
AGC0205.運用生物技術，並以植物做為分子農場，用以生產出醫藥或工業用途的原料。
AGC0206.以造園景觀為基礎，進行種植環境的設計。
AGC0207.運用植物管理方法以及生產技術種植植物時，檢視並且應用生產與採收的基本原則。
AGC0208.運用植物學、生理學、生化學、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以育種或生物技術進行作物產量及品質之改良。
AGC0209.運用植物學、生態學之基礎進行植物保育。
AGC0210.運用植物學、組織學、生理學以及生化特性，評估植物的應用或經濟價值。
HLC0507.生物科技產品之效益評估、產品推廣及實際應用。（技術移轉、推廣、臨床應用）
HLC0508.考量生物研究、產品開發以及使用的相關道德倫理與法律問題。
HLC0509.制定實驗室生物安全的規範（如無菌技術、污染防治、測量和校準儀器）。
HLC0510.彙整生物技術研究的目標，並且將其開發為合法的生物技術產品，致力於改善人類生活品質。
HLC0511.運用DNA重組、基因工程、抗體、奈米技術、基因醫學與蛋白質學的基礎知識，進行基因檢測、生物技術研
究與產品開發。
HLC0512.運用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遺傳學、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有機化學、統計學和藥物動力學等專業知
識，進行生物技術研究與產品開發。
MNC0109.在生產的過程中協調工作團隊，以提高製程的績效。
MNC0110.安全地操作製程設備，以保護個人在生產工作環境中的安全。
MNC0111.兼顧製造流程及客戶期望，產出滿足顧客要求的產品。
MNC0112.運用安全規範，以維持安全且有生產力的工作環境。
MNC0113.維護設備、工具和工作站，以提供安全且符合規定的工作環境。
MNC0114.與同事或外部顧客溝通，以確保產品符合需求。
MNC0115.審查與檢驗生產流程，並鼓勵持續改善。
MNC0116.確認和修正生產流程，以確保產品符合品質標準。
MNC0407.針對公司所採購之原材物料，訂定要求的標準並進行檢驗。
MNC0408.執行維護品質系統的相關工作。
MNC0409.處理客戶抱怨和市場品質的調查，並回饋至相關單位以進行改善。
MNC0410.監測、評估和修正其產品與製程，以符合品質標準。
SCC0207.運用科學以及數學基礎，瞭解並且分析真實世界中所遭遇的問題。
SCC0208.運用數學及科學的基礎知識，協助其他領域人員發展出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方案。
SCC0209.檢視資料，解釋統計分析的結果，並且詮釋以及總結研究成果，以提供他人作為參考。


共通職能說明：
11.溝通表達
12.持續學習
13.人際互動
14.團隊合作
15.問題解決
16.創新
17.工作責任及紀律
18.資訊科技應用


備註說明：(各科目的備註欄代碼請參考此處的說明)
A.英文授課
B.碩博班合班開課


6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班必選修科目冊
(112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11.12.14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2.01.05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2.04.25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12.05.02教務會議核備


1.具備廣博與專精之教育學術知識。


2.深化獨立與純熟之教育研究素養。


3.發展省思與批判之教育研究精神。


4.統整理論與實務之教育實踐能力。


一、教育目標：


1.「本土化」思維與「全球化」視野之知能與涵養。


2.卓越的教育專業研究知能與涵養。


3.卓越的「教育理論」與其應用之專業能力與涵養。


4.卓越的「課程與教學」理論和實務之專業能力與涵養。


5.從事高階「教育行政與文教事業」工作之專業能力與涵養。


6.反省、敬業、溝通、領導與團隊合作之能力與涵養。


7.合理性邏輯思考、尊重多元文化和人道關懷之能力與涵養。


二、核心能力：


1.1.獨立主動探究台灣本土教育實踐與政策導向之高階知能與涵養。


1.2.獨立主動探究國際重大教育議題與發展趨勢之高階知能與涵養。


1.3.獨立運用「全球化」視野省思「本土化」教育問題之高階知能與涵養。


2.1.獨立主動發現與探索教育問題之卓越能力與涵養。


2.2.各類教育研究方法典範之卓越能力與涵養。


2.3.從事高深教育研究應有之正確觀念與態度。


3.1.精熟的「教育哲學」基本理論與實務應用之高階專業能力與涵養。


3.2.精熟的「教育社會學」基本理論與實務應用之高階專業能力與涵養。


3.3.精熟的「教育心理學」基本理論與實務應用之高階專業能力與涵養。


3.4.精熟的「多元文化」基本理論與實務應用之高階專業能力與涵養。


4.1.精熟的「課程設計與實施」理論和實務之高階能力與涵養。


4.2.精熟的「教學設計與策略」理論和實務之高階能力與涵養。


4.3.精熟的「統整課程與設計」理論和實務之高階能力與涵養。


4.4.精熟的「課程評鑑與教學評量」理論和實務之高階能力與涵養。


4.5.精熟的「科技運用教學與評量」理論和實務之高階能力與涵養。


5.1.「教育行政領導與規劃」理論和實務之高階專業能力與涵養。


5.2.「教育行政溝通與管理」理論和實務之高階專業能力與涵養。


5.3.「教育行政經營與評鑑」理論和實務之高階專業能力與涵養。


5.4.「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理論和實務之高階專業能力與涵養。


6.1.教育實踐與研究之反省能力與涵養。


6.2.教育實踐與研究之敬業能力與涵養。


三、核心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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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教育實踐溝通之能力與涵養。


6.4.教育實踐領導之能力與涵養。


6.5.教育實踐團隊合作之能力與涵養。


7.1.合理性邏輯思考之能力與涵養。


7.2.合理性尊重多元文化之能力與涵養。


7.3.合理性人道關懷之能力與涵養。


本學系博士班分為「教育理論組」、「課程與教學組」以及「教育行政與文教事業經營組」；課


程與教學組分一般課程與教學領域、幼兒教育領域、特殊教育領域、家庭教育領域、輔導與諮商


領域、體育與健康休閒領域及科學教育領域。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42學分，包括:


1.專業必修3學分


2.專業選修27學分，分為：


(1)共同教育基礎科目至少3學分


(2)共同教育研究工具科目至少3學分


(3)各組(領域)專業選修科目至少12學分


(4)其餘學分則自由選修(此部分以本學系課程為優先，可跨組選修)


3.博士論文12學分


四、課程架構與畢業學分：
◎課程架構：


教育理論組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42學分，包括專業必修3學分、專業選修27學分、論文12學分，始得畢業。


課程與教學組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42學分，包括專業必修3學分、專業選修27學分、論文12學分，始得畢業。


教育行政與文教事業經營組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42學分，包括專業必修3學分、專業選修27學分、論文12學分，始得畢業。


◎畢業學分：


1.須參與本學系舉辦之活動課程，不計學分，通過活動課程考核始可提畢業論文口試。
2.課程開課學期別，可依學校規定與學生選課實際需要予以調整。
3.以同等學力報考或非教育本科系背景之研究生，入學後應補修教育相關基礎學分，補修學分相
關規定依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修習要點」辦理。
4.課程與教學組輔導與諮商領域課程中有三門課程設有先修課程:
(1)修習「學校輔導行政與評鑑專題研究」須先修「學校諮商專題研究」
(2)修習「諮商督導實習」須先修「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
(3)修習「諮商師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須先修「諮商師教育的教學理論」
5.學生以修習本學系課程為優先，若有特殊需求，欲修習其他系所所開之課程，做為畢業學分
時，需先經指導教授同意，向系所提出申請，經系所同意始得修習。本學系採計他系所課程
以1門為原則。
※補充：
碩、博士班研究生(含碩士在職專班)應至本校所規定之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未通過者不得
申請學位口試。
為增進英語實用能力，鼓勵學生修習一門全英語授課(EMI)課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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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A 1,2,3,4,
5,6,7


 3.0  3教育研究方法學Method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8,H
MC0104,HMC0209,HMC0212,HTC0414,HTC0416


11,12,14,
15,18


專業必修  3小計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C 1,2,3,4,
5,7


 3.0  3質的專題研究Semina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EDC0110,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8,H
MC0104,HMC0105,HMC0208,HMC0209,HMC0210,
HMC0211,HMC0213,HMC0312,HMC0313


11,12,13,
14,15


1 B,M 1,3,4,5 3.0  3教育哲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EDC0315,EDC0317,EDC0318,HMC0209,HMC0210,
HMC0211,HMC0212,HMC0213,HMC0310,HTC041
4


14,15,16


2 B,M 1,2,3,4,
5,6,7


 3.0  3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3,HMC0104,HMC0106,
HMC0208,HMC0210,HMC0213,HTC0413,HTC0414


11,12,13,
14,15


2 C,M 1,2,3,4,
5,7


 3.0  3測驗理論與量表編製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st Theories and Scale 
Construction


EDC0110,EDC0113,EDC0315,EDC0317,EDC0318,H
MC0209,HMC0310,HMC0311,HTC0413,HTC0414


11,12,14,
15


2 C 2,3,4,5 3.0  3量的專題研究Seminar in Quantitative Research 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8,HMC0209,
HMC0310,HMC0311,HMC0312,HTC0413,HTC0414


11,12,14,
15


2 B 1,2,3,4,
5,6,7


 3.0  3教育史專題研究Seminar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EDC0317,HMC0104,HMC0106,HMC0309 11,14,15


專業選修  18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21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C,M 1,2,3,4,
5,7


 3.0  3教育心理計量與資料分析應用Psychometric and Data Analysis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
MC0104,HMC0209,HMC0310,HMC0311,HTC0413


14,15,18


1 B,M 1,2,3,4,
5,6,7


 3.0  3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HMC0105,HMC0208,HMC0210,HMC0211,
HMC0212,HMC0213,HMC0308,HMC0310,HMC031
1,HMC0313,HTC0413


11,13,14,
15,16,17


2 C,M 2,3,4,5,
7


 3.0  3實驗設計Experimental Design 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
DC0317,HMC0104,HMC0311


11,13,14,
15,16


專業選修  9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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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三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3







論文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三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2,3,4,
5,6,7


 0.0  6博士論文Dissert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104,H
MC0105,HMC0106,HMC0208,HMC0209,HMC0210,
HMC0211,HMC0212,HMC0213,HMC0308,HMC030
9,HMC0310,HMC0311,HMC0312,HMC0313,HTC04
13,HTC0414,HTC0415,HTC0416,HTC0417


15,16,17,
18


2 N 1,2,3,4,
5,6,7


 0.0  6博士論文Dissert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104,H
MC0105,HMC0106,HMC0208,HMC0209,HMC0210,
HMC0211,HMC0212,HMC0213,HMC0308,HMC030
9,HMC0310,HMC0311,HMC0312,HMC0313,HTC04
13,HTC0414,HTC0415,HTC0416,HTC0417


15,16,17,
18


論文  12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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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組：教育理論組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M 1,2,3,6 3.0  3西洋教育思想史專題研究Seminar in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al Thought


EDC0113,EDC0316,EDC0317,HMC0106 14,15,16


1 M 1,2,3,4,
5,6,7


 3.0  3批判思考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itical Thinking and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4,15,
16


1 M 2,3,4,6 3.0  3社會建構取向心智發展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Mind 
Development and Instruc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


EDC0314,EDC0316,EDC0317,HMC0310,HMC0312 11,12,13,
14,15,16,
17,18


1 M 1,3,7 3.0  3社會學理論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HMC0104,
HMC0105,HMC0309,HMC0312


11,14,15,
16


1 M 1,2,3,4,
6,7


 3.0  3品格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haracter Edu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6,EDC0317 11,14,15,
16


1 M 1,3,6,7 3.0  3後現代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Postmodernism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6,EDC0318 13,14,15,
16


1 M 2,3,4,5,
6


 3.0  3差異化教學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16


1 M 2,3,4,5,
6


 3.0  3教育美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Aesthetics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1 M 1,2,3,4,
5,7


 3.0  3教學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M 1,2,3,4,
7


 3.0  3教學理論與策略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ach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16


1 M 1,2,3,4,
5,6,7


 3.0  3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專題研究Project Study on  Symbol Use and 
Communicative Express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M 1,2,3,7 3.0  3量表發展與量化專題研究Scale Development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EDC0113,EDC0315,EDC0317,EDC0318 13,14,15


1 M 1,2,3,4,
7


 3.0  3跨文化教育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16


1 M 1,2,3,4,
5,7


 3.0  3潛能發展理論與創新教育專題研究Project Study on Theories of 
Potentialit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EDC0314,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18


1 M 2,3,4,6 3.0  3學習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Psychology of Learning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16


1 M 1,2,3,4,
7


 3.0  3雙語教學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18


1 M 2,3,7 3.0  3教育與心理測驗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4,
15,16,17,
18


1 M 1,2,3,4,
5,7


 3.0  3當代思潮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Education


EDC0113,EDC0315,EDC0317,EDC0318 12,15,16


2 M 2,3,6 3.0  3正向心理學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2 M 1,2,3,4,
6,7


 3.0  3全人教育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Holistic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314,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104,
HMC0309,HMC0310,HMC0311,HMC0312


12,13,14


2 M 1,2,3,4,
5,7


 3.0  3多元文化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4,EDC0316,EDC0317 12,15,16


2 M 1,2,3,4,
5,6,7


 3.0  3多元文化讀本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n Multicultural Readers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18


2 M 1,2,3,4,
5


 3.0  3多元智能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16


2 M 1,2,3,4,
5,7


 3.0  3自律學習導向專題研究Seminar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5,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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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2 M 1,2,3,4,
5,7


 3.0  3兒童哲學與教學創新專題研究Seminar in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and Pedagogical Innov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
MC0104,HMC0105,HMC0208,HMC0212,HMC0213


11,13,14,
15,16


2 M 2,3,7 3.0  3社會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Social Psychology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311,
HMC0312


11,12,13,
14,15,16,
18


2 M 1,2,3,6,
7


 3.0  3教育人類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 14,15,16


2 M 1,2,3,4,
5


 3.0  3教育理論與實務辯證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Dialectic Study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EDC0113,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2 M 1,2,3,4,
5,6,7


 3.0  3教師哲學與教師專業成長專題研究Seminar in Philosophy for 
Teacher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DC0110,EDC0111,EDC0314,EDC0315,EDC0316,E
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2 M 2,3,4,5,
6


 3.0  3創新美學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eative Aesthetic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4,15,
16,18


2 M 2,3,4,5,
7


 3.0  3創新素養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 of Innovative 
Compelence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


2 M 1,3,7 3.0  3童年哲學與兒童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on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Potentials for Childre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


2 M 1,2,3,4,
5,6,7


 3.0  3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專題研究Project Study  on Moral Practice 
and Citizen Consciousnes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2 2,3,4,5 3.0  3整合分析理論與實務導論Seminor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ta-analysis


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 14,15,16


2 M 1,2,3,7 3.0  3多變項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EDC0113,EDC0315,EDC0318,HMC0209,HMC0310,
HMC0311


12,14,15,
18


2 M 1,2,3,7 3.0  3杜威教育哲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John Dewey'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M 1,2,3,4,
5,7


 3.0  3教學評量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aching Assessment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5,16,
17,18


專業選修  111小計


學年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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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M 1,2,3,4,
5,7


 3.0  3人權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EDC0314,EDC0317,HMC0210,HMC0212 11,13,14,
15,16


1 M 1,3,4,7 3.0  3全球教育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Global Educa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1 D,M 1,2,3,4,
6,7


 3.0  3性別平等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EDC0314,EDC0316,EDC0317,HMC0209,HMC0210,
HMC0211,HMC0213,HMC0309,HMC0311,HMC031
2,HMC0313


11,13,14,
17


1 M 1,2,3,4,
5


 3.0  3對話的教育意涵與實踐專題研究Seminar on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Dialogue in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


1 M 1,2,3,4,
5


 3.0  3數位治理與媒體識讀專題研究Seminar i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Media Literacy


EDC0110,EDC0111,EDC0314,EDC0317 11,13,14,
15,16


1 M 1,2,3,4,
6,7


 3.0  3課程社會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Sociology of Curriculum EDC0316,EDC0318,HMC0308,HMC0309,HMC0312 11,14,15


6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M 1,2,3,4,
5,6


 3.0  3學習理論與教學應用專題研究Seminar in Learning Theory and 
Instructional Appli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M 1,3,4,5,
6


 3.0  3學習理論與策略專題研究Seminar in Learn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M 1,3,4,5,
7


 3.0  3雙語教育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1 M 1,2,3,4,
5,7


 3.0  3鷹架學習理論與教學評量應用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affolding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Appli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M 1,2,3,4,
5,6


 3.0  3田野調查與寫作Field Study and Writing EDC0113,EDC0315,HMC0104,HMC0309 11,13,15,
16


1 M 1,2,3,5,
7


 3.0  3教育政治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Politics of Education EDC0111,EDC0112,HMC0308,HMC0309,HMC0312 11,14,15


1 M 2,3,7 3.0  3統計電腦套裝軟體應用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Computer 
Packages


EDC0113,EDC0315,EDC0317,EDC0318,HMC0308,
HMC0310,HMC0311


14,15,18


1 2,7 3.0  3結構方程模式Seminar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DC0113,EDC0315,EDC0318,HMC0104,HMC0311 11,15


1 M 2,3,7 3.0  3解構主義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Deconstructionism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4,15,
16


2 M 2,3,4,7 3.0  3高層心智發展與學習專題研究Seminar in Higher-order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4,15,
16,18


2 M 1,2,3,4,
5,7


 3.0  3國際比較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7,EDC0318 14,15,16,
18


2 M 1,2,3,4,
5


 3.0  3教育名著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al Classics EDC0111,EDC0316,EDC0317 13,15


2 M 1,3,4,7 3.0  3設計思考與教育應用專題研究Seminar in Design Thinking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 11,15,16,
18


2 M 1,2,3,4,
7


 3.0  3創造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eative Psycholog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8


2 M 1,2,3,4,
6,7


 3.0  3新移民教育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Immigrant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
MC0309,HMC0310,HMC0311,HMC0312


11,13,14,
15


2 M 1,3,4,5,
7


 3.0  3跨域創意思維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rdiciplinary Creative 
Thinking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M 1,3,4,5,
6


 3.0  3實驗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Experiment Edu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4,15,16


2 M 1,2,3,4,
5,7


 3.0  3數位學習與行銷專題研究Seminar in Marketing and E-Learning 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DC0315,E
DC0316,EDC0317


11,13,14,
15,16,18


2 M 1,2,3,4,
7


 3.0  3融合教育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M 2,3,4,5,
7


 3.0  3邏輯思考訓練專題研究Seminar in Training on Logic Thinking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


2 1,2,3,7 3.0  3幼稚園到高等教育教室俗民誌研究與寫作Classroom Ethnography 
and Writing in K-College


EDC0316,EDC0317,HMC0104,HMC0106 12,14,15


2 M 2,3,4,5,
6


 3.0  3長期追蹤專題研究Seminar in Longitudinal Study EDC0110,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5,E
DC0317


11,13,14,
15,17,18


2 M 2,3,4,5,
7


 3.0  3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EDC0113,EDC0315,EDC0318,HMC0104,HMC0311 11,13,14,
15,17,18


2 M 1,2,3,7 3.0  3當代倫理議題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ntemporary Ethical 
Issues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8 11,15


專業選修  90小計


7







學年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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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組：課程與教學組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I 2,4,6 3.0  3生涯諮商專題研究Seminar in Career Counseling HMC0208,HMC0209,HMC0211,HMC0213 11,13,14,
15


1 M,O 1,2,4,7 3.0  3自然科學領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Science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S
CC0207,SCC0208


11,13,14,
15,16,18


1 D,M 1,2,3,4,
5,6,7


 3.0  3批判思考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itical Thinking and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4,15,
16


1 D,M 1,2,3,4,
6,7


 3.0  3性別平等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EDC0314,EDC0316,EDC0317,HMC0209,HMC0210,
HMC0211,HMC0213,HMC0309,HMC0311,HMC031
2,HMC0313


11,13,14,
17


1 D,M 2,3,4,6 3.0  3社會建構取向心智發展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Mind 
Development and Instruc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


EDC0314,EDC0316,EDC0317,HMC0310,HMC0312 11,12,13,
14,15,16,
17,18


1 D,M 1,2,3,4,
6,7


 3.0  3品格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haracter Edu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6,EDC0317 11,14,15,
16


1 O 2,3,4 3.0  3建構論與科學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nstructivism and Science 
Education


EDC0314,EDC0316,EDC0317,EDC0318,SCC0207,S
CC0208


12,15,16,
18


1 M 2,3,4 3.0  3後現代與教育社會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EDC0315,EDC0317 14,15,16


1 O 2,3,4 3.0  3科學教育導論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8,SCC0207,S
CC0208


11,14,15,
16,18


1 O 1,2,3,4,
7


 3.0  3科學概念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ience Concept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7,EDC0318,SCC0207,SCC0208 12,15,16,
18


1 D,M 2,3,4,5,
6


 3.0  3差異化教學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16


1 D,M 2,3,4,5,
6


 3.0  3教育美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Aesthetics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1 D,M 1,2,3,4,
5,7


 3.0  3教學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D,M 1,2,3,4,
7


 3.0  3教學理論與策略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ach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EDC0315,EDC0316,EDC0317 12,14,15


1 D,M 1,2,3,4,
5,6,7


 3.0  3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專題研究Project Study on  Symbol Use and 
Communicative Express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D,M 2,3,4,5,
6


 3.0  3創造思考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aching for Creative Thinking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1 D,M 1,2,3,4,
5,7


 3.0  3當代思潮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Education


EDC0113,EDC0315,EDC0317,EDC0318 12,15,16


1 G 1,2 3.0  3資優教育論題與趨勢專題研究Seminar in Issues and Trends of 
Gifte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4,15


1 D,M 1,2,3,4,
7


 3.0  3跨文化教育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16


1 G 2,4,6,7 3.0  3輔助溝通專題研究Seminar in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


1 D,M 2,4 3.0  3數學領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Mathematic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1 D,M 1,2,3,4,
5,7


 3.0  3潛能發展理論與創新教育專題研究Project Study on Theories of 
Potentialit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8 11,13,14,
15,16,18


1 I 2,4,6,7 3.0  3學校諮商倫理與法規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hool Counseling Ethics 
and Regulations


HMC0208,HMC0210,HMC0211,HMC0212 11,14,15


1 I 2,4,6 3.0  3學校諮商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hool Counseling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4,15


1 D,M 2,3,4,6 3.0  3學習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Psychology of Learning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9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I 2,4 3.0  3諮商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3,15


1 G 2,3,4 3.0  3應用行為分析專題研究Seminar in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


1 H 2,7 3.0  3應用運動生物力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Application Sport 
Biomechanic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16


1 D,M 1,2,3,4,
7


 3.0  3雙語教學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18


1 G 2,3,4 3.0  3嚴重問題行為專題研究Seminar in Severe Problem Behaviors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2 13,14,15


1 H 2,4,6 3.0  3體育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1 H 2,4 3.0  3體育測驗專題研究Seminar in Measure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6


1 H 1,4,6,7 3.0  3體育運動特論Special Topics 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1 H 2,4 3.0  3體適能與運動處方專題研究Seminar in Physical Fitness and 
Exercise Prescription


EDC0316,EDC0317 13,14,15,
16


1 E 2,4,6,7 3.0  3幼兒教育機構教育方案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al Program 
of Early Childhood Organization


HMC0104,HMC0105,HMC0106 11,13,14,
15


1 E 2,4,7 3.0  3幼兒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Children’s Development HMC0104 12,15


1 E 2,4 3.0  3幼兒課程理論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Theorie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MC0104 13,14,15


1 F 2,4 3.0  3家庭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Family Education HMC0309,HMC0311,HMC0312,HMC0313 11,14,15


1 G 2,4,7 3.0  3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EDC0316,EDC0317,HMC0309,HMC0311 11,14,15


1 D 2,4,7 3.0  3教學科技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18


1 F 2,4 3.0  3學校家庭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Family Education in School EDC0316,EDC0317,HMC0309,HMC0311 12,14,15


1 F 2,4 3.0  3學習型家庭課程理論與設計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Theories and 
Design of Curriculum for Learning Style Family


EDC0315,EDC0316,EDC0317,HMC0308,HMC0309 11,14,15,
16,18


2 I 2,4 3.0  3心理衡鑑專題研究Seminar i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HMC0208,HMC0209,HMC0212 11,12,15


2 E 2,4 3.0  3幼兒讀寫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Children's Literacy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HMC0104 11,13,14,
16


2 D,M 1,2,3,4,
6,7


 3.0  3全人教育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Holistic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314,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104,
HMC0309,HMC0310,HMC0311,HMC0312


12,13,14


2 D,M 1,2,3,4,
5,7


 3.0  3多元文化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4,EDC0316,EDC0317 12,15,16


2 D,M 1,2,3,4,
5,6,7


 3.0  3多元文化讀本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n Multicultural Readers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18


2 D,M 1,2,3,4,
5


 3.0  3多元智能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5,16


2 D,M 1,2,3,4,
5,7


 3.0  3自律學習導向專題研究Seminar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2,15,16,
18


2 D,M 1,2,3,4,
5,7


 3.0  3兒童哲學與教學創新專題研究Seminar in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and Pedagogical Innov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
MC0104,HMC0105,HMC0208,HMC0212,HMC0213


11,13,14,
15,16


2 I 2,4,6,7 3.0  3兒童與家庭諮商專題研究Seminar in Chlid and Family Counseling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3,15


2 D,M 2,4 3.0  3社會領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Social Studie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


2 I 2,4,7 3.0  3青少年諮商專題研究Seminar in Aolescent Counseling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5,16


10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2 O 2,4,6 3.0  3非制式數理教育活動規劃與指導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formal 
Mathematical & Scientific Activity Planning and Instruc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SCC0207,S
CC0208


12,13,14,
15,16,18


2 O 2,4,7 3.0  3科學史與科學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cience Edu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SCC0207,S
CC0208


11,14,16,
18


2 O 1,4,6 3.0  3科學教學活動分析專題研究Seminar in Analysis in Science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S
CC0207,SCC0208


11,13,14,
15,16,18


2 O 2,3,4 3.0  3科學學習特論專題研究Seminar in Special Topics in Science 
Learning


EDC0316,EDC0317,SCC0207,SCC0208 12,15,16,
18


2 G 1,2,4 3.0  3特殊教育科技專題研究Seminar in Special Education Technolog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18


2 G 1,2,3,4 3.0  3特殊教育教學法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structional Theories of 
Special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


2 G 2,4 3.0  3特殊教育鑑定與診斷工具專題研究Seminar in Identification and 
Diagnosis Instru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309,
HMC0310,HMC0311,HMC0313


11,13,14,
15,18


2 D,M 2,4,6 3.0  3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5


2 D,M 1,2,3,4,
5


 3.0  3教育理論與實務辯證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Dialectic Study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EDC0113,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2 D,M 1,2,3,4,
5,6,7


 3.0  3教師哲學與教師專業成長專題研究Seminar in Philosophy for 
Teacher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2 D,M 1,2,3,4,
5,7


 3.0  3教學評量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aching Assessment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5,16,
17,18


2 D,M 1,3,4,7 3.0  3統整課程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grated  Curriculum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 11,15,16


2 D,M 2,3,4,5,
6


 3.0  3創新美學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eative Aesthetic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4,15,
16,18


2 D,M 2,3,4,5,
7


 3.0  3創新素養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 of Innovative 
Compelence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


2 H 3,4,7 3.0  3運動身體經驗專題研究Seminar in Embodiment of Spor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


2 H 4,6,7 3.0  3運動管理與休閒專題研究Seminar in Sport Management and Leisure EDC0317,EDC0318,HTC0413,HTC0414,HTC0416,H
TC0417


13,14,15


2 D,M 1,2,3,4,
5,6,7


 3.0  3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專題研究Project Study  on Moral Practice 
and Citizen Consciousness


EDC0113,EDC0314,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2 I 2,4,6 3.0  3團體諮商專題研究Seminar in Group Counseling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4,15,
16


2 D,M 3,4 3.0  3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Activitie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5,
16


2 D,M 2,4 3.0  3語文領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Language Art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5,
16,18


2 D,M 1,4,7 3.0  3語言習得專題研究Seminar in Language Asquisi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D,M 2,4,6,7 3.0  3數位學習與網路教學課程設計專題研究Seminar in Digital 
Learning and Online Curriculum Desig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18


2 D,M 2,4 3.0  3課程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5,
16


2 D,M 1,4,5,7 3.0  3課程與教學領導專題研究Seminar in Leadership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H 2,4,6,7 3.0  3適應體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I,J 2,4,6,7 3.0  3學校輔導行政與評鑑專題研究Seminar in Admin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chool Counseling Programs


EDC0110,EDC0112,EDC0113,HMC0208,HMC0209,
HMC0211,HMC0212,HMC0213


11,14,15,
18


2 D 2,3,4,5 3.0  3整合分析理論與實務導論Seminor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ta-analysis


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 14,15,16


11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2 H 4,7 3.0  3應用運動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Application Sport Psycholog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


2 D,M 1,3,4,5,
7


 3.0  3雙語教育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D,M 1,2,4,6,
7


 3.0  3藝術領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Art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


2 G 2,3,4 3.0  3讀寫萌發專題研究Seminar in Emergent Literac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5,
16,18


2 H 2,4,6,7 3.0  3體育課程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of Physical Edu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5,
16


2 E 2,4 3.0  3幼兒文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HMC0104 11,13,14,
16


2 E 2,4 3.0  3幼兒動作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Movement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HMC0104 11,13,14,
15,16


2 E 2,4 3.0  3幼兒教學理論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structional Theorie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104 11,13,14,
15,16


2 F 2,4 3.0  3家庭倫理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Family Ethical Education HMC0308,HMC0309,HMC0311,HMC0312,HMC031
3


11,15,16,
18


2 F 2,4 3.0  3家庭教育教學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al Instruc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309,
HMC0310


11,14,15,
16


2 D,M 1,2,3,4,
6,7


 3.0  3課程社會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Sociology of Curriculum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309 11,14,15


2 D,M 2,4,7 3.0  3課程經營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Manage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2 D 1,2,4 3.0  3學校本位課程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DC0315,EDC0316,EDC0317 11,15,16


2 F 2,4 3.0  3親職教與學互動關係之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Interaction of 
Parent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C0314,EDC0316,EDC0317,HMC0208,HMC0212 11,13,15,
18


專業選修  282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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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M 1,2,3,4,
6,7


 3.0  3人際關係與溝通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
MC0309,HMC0310,HMC0311,HMC0312


11,13,14,
15


1 D,M 1,2,3,4,
5,7


 3.0  3人權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EDC0314,EDC0317,HMC0210,HMC0212 11,13,14,
15,16


1 D,M 1,2,4,6,
7


 3.0  3外語教育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18


1 D,M 1,2,3,4,
5,6


 3.0  3田野調查與寫作Field Study and Writing EDC0113,EDC0315,HMC0104,HMC0309 11,13,15,
16


1 D,M 1,3,4,7 3.0  3全球教育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Global Educa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1 I 2,4,6,7 3.0  3危機介入與諮商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Counseling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3,15,
16


1 G 2,4,6,7 3.0  3身心障礙者轉銜專題研究Seminar in Transition for Disabilities HMC0308,HMC0309,HMC0311,HMC0312 13,14,15


12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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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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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I 2,4,7 3.0  3表達性藝術治療專題研究Seminar in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5,16


1 I 1,2,4 3.0  3後現代諮商理論專題研究Seminar in Postmodernist Counseling 
Approaches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2 11,15,16,
18


1 O 2,3,4 3.0  3科學本質與科學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Nature of Science and 
Science Education


EDC0314,EDC0316,EDC0317,SCC0207,SCC0208 12,15,16,
18


1 O 2,3,4 3.0  3科學教具的製作與應用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ce Teaching Aid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SCC0207,S
CC0208


11,12,15,
16,18


1 O 2,3,4 3.0  3科學概念改變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nceptual Change in Science EDC0314,EDC0316,SCC0207,SCC0208 11,15,16,
18


1 O 2,3,4 3.0  3科學課室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in Science Classroom EDC0314,EDC0315,EDC0316,SCC0207,SCC0208 11,12,15,
16,18


1 G 2,4 3.0  3書法治療循證專題研究Seminar in Evidence-Based Calligraphy 
Therap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1 I 2,4 3.0  3高風險學生諮商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unseling for At-Risk 
Students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5,16,
18


1 H 2,4,7 3.0  3運動社會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Sociology of Sport HMC0308,HMC0309,HMC0310 13,14,15,
16


1 H 4,7 3.0  3運動傷害資料專題研究Seminar in Sport Injury Data Analysis EDC0112,EDC0113,HTC0416 15,18


1 H 1,3,4,7 3.0  3遊戲哲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Philosophy of Pla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5,
16


1 D,M 1,2,3,4,
5


 3.0  3對話的教育意涵與實踐專題研究Seminar on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Dialogue in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


1 D,M 1,2,3,4,
5


 3.0  3數位治理與媒體識讀專題研究Seminar i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Media Literacy


EDC0113,EDC0314,EDC0317 11,13,14,
15,16


1 D,M 4 3.0  3潛在課程專題研究Seminar in Implicit Curriculum 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4,15


1 I 2,4,6,7 3.0  3學校諮商督導專題研究Research Seminar on School Counseling 
Supervision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2,HMC021
3


11,15,16,
18


1 D,M 1,2,3,4,
5,6


 3.0  3學習理論與教學應用專題研究Seminar in Learning Theory and 
Instructional Appli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D,M 1,3,4,5,
6


 3.0  3學習理論與策略專題研究Seminar in Learn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I 2,4 3.0  3諮商師教育教學理論Pedagogy of Counselor Edu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 13,15,16


1 H 4,6,7 3.0  3體適能與遊戲活動設計專題研究Seminar in Activity Planning for 
Physical Fitness and Pla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5,
16


1 D,M 1,2,3,4,
5,7


 3.0  3鷹架學習理論與教學評量應用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affolding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Appli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E 2,4 3.0  3幼兒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Selected Topic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HMC0104 11,13,14,
15,16


1 E 2,4 3.0  3幼兒語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104 12,14,15,
16,18


1 E 2,4 3.0  3幼兒課程發展與教育政策變革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316,EDC0317,HMC0104 11,14,15,
16


1 D 2,4 3.0  3科學教育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5,
16,18


1 F 2,4 3.0  3家庭教育課程發展與設計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Family Education


EDC0315,EDC0317,EDC0318,HMC0310,HMC0311 11,15,16


1 F 2,4 3.0  3家庭資源管理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EDC0112,EDC0113,EDC0316 11,15,16,
18


1 E 2,4,7 3.0  3創造性幼兒遊戲器材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eative Play Material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DC0316,EDC0317,HMC0104 13,14,15,
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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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2,3,4 3.0  3認知與教學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gnitive and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EDC0315,EDC0316,EDC0317 11,14,15


1 D,M 2,4,5,7 3.0  3課程決策與分析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Policy and 
Analysis


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6 12,13,15


1 D 2,4 3.0  3課程統整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Integration EDC0111,EDC0316 13,15,16


1 D 2,4 3.0  3課程評鑑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Evalu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5,EDC0316 13,15,16


2 H 1,2,4,7 3.0  3休閒運動消費者行為專題研究Seminar in Recreational Sport 
Consumer Behavior


HTC0414,HTC0416,HTC0417 11,13,14,
15,16


2 H 4,6,7 3.0  3老化與體適能專題研究Seminar in Aging and Physical Fitness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4,15,
16


2 I 1,2,4 3.0  3性別議題與諮商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unseling for Gender Issues HMC0208,HMC0211,HMC0212,HMC0213 11,15,16


2 I 1,2,4 3.0  3社會正義諮商專題研究Seminar in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5,16,
18


2 D,M 2,3,4,5,
6


 3.0  3長期追蹤專題研究Seminar in Longitudinal Study EDC0110,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5,E
DC0317


11,13,14,
15,17,18


2 D,M 1,2,3,4,
5,6


 3.0  3科技運用教學與評量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 14,15,16,
18


2 O 3,4,6 3.0  3科學玩具與教學活動設計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ientific Toy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SCC0207,S
CC0208


11,12,14,
15,16,18


2 O 3,4,6,7 3.0  3科學教師專業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achers


EDC0314,EDC0315,EDC0317,SCC0207,SCC0208 11,13,15,
16,18


2 G 2,4,7 3.0  3特教教師專業專題研究Seminar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Special Educators


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5,EDC0316,E
DC0317


13,14,15,
18


2 D,M 2,3,4,7 3.0  3高層心智發展與學習專題研究Seminar in Higher-order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4,15,
16,18


2 D,M 1,2,3,4,
5,7


 3.0  3國際比較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7,EDC0318 14,15,16,
18


2 D,M 1,2,3,4,
5


 3.0  3教育名著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al Classics EDC0111,EDC0316,EDC0317 13,15


2 D,M 1,3,4,7 3.0  3設計思考與教育應用專題研究Seminar in Design Thinking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 11,15,16,
18


2 D,M 1,2,3,4,
7


 3.0  3創造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eative Psycholog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8


2 D,M 2,3,4,5,
7


 3.0  3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EDC0110,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5,E
DC0317


11,13,14,
15,17,18


2 D,M 1,2,3,4,
6,7


 3.0  3新移民教育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Immigrant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
MC0309,HMC0310,HMC0311,HMC0312


11,13,14,
15


2 D,M 1,3,4,5,
7


 3.0  3跨域創意思維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rdiciplinary Creative 
Thinking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H 1,4,6,7 3.0  3運動史學與思想專題研究Seminar in Sport History and Thoughts EDC0112,EDC0113,HTC0414 12,15,16


2 H 3,6,7 3.0  3運動與文化專題研究Seminar in Sport and Culture EDC0314,EDC0316,EDC0317 13,15,16


2 D,M 1,3,4,5,
6


 3.0  3實驗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Experiment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O 2,4,7 3.0  3認知心理學與科學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Science Education


EDC0314,EDC0316,EDC0317,SCC0207,SCC0208 11,13,15,
16,18


2 D,M 1,2,3,4,
5,7


 3.0  3數位學習與行銷專題研究Seminar in Marketing and E-Learning EDC0113,EDC0314,EDC0317 11,13,14,
15,16,18


2 I 2,4,6,7 3.0  3學校諮商督導實習Practicum in School Counseling Supervision HMC0208,HMC0209,HMC0210,HMC0211,HMC021
2,HMC0213


11,15,16,
18


14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2 D,M 1,3,4,7 3.0  3融合教育與潛能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I,L 2,4,6 3.0  3諮商師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e for 
Counselor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
MC0211


11,15,16


2 H 4,7 3.0  3應用運動生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Application Sport Physiology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18


2 O 2,3,4 3.0  3環境教育研究議題專題研究Seminar in Issue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EDC0316,EDC0317,SCC0207,SCC0208 12,15,16,
18


2 G 1,2,4,6 3.0  3聽覺障礙論題與趨勢專題研究Seminar in Issues and Trends of 
Deafnes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5,16,
18


2 D,M 2,3,4,5,
7


 3.0  3邏輯思考訓練專題研究Seminar in Training on Logic Thinking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


2 H 2,4,6,7 3.0  3體育師資培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acher Edu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3,15,16


2 H 3,4,6,7 3.0  3體驗教育與休閒遊憩專題研究Seminar in Experiential Education 
and Leisure Research


EDC0315,EDC0316,EDC0317,HTC0413,HTC0414,H
TC0416


13,14,15,
16,18


2 E 2,4 3.0  3幼兒社會領域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Social Studies for Young 
Children


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104 13,14,15,
16


2 E 2,4 3.0  3幼兒學習與評量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HMC0104 13,15,16


2 D,M 1,2,4,5,
6


 3.0  3全球化與課程政策專題研究Seminar in Globalization and 
Curriculum Policy


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8


2 D 2,7 3.0  3各國課程比較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mparison of Curriculu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DC0316,EDC0317 13,15,16


2 E 1,2,7 3.0  3多元文化幼兒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Multicultur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DC0316,EDC0317,HMC0104 11,15,16,
18


2 F 2,4 3.0  3家庭性教育與課程專題研究Seminar in Family's Sex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EDC0315,EDC0316,EDC0317 13,14,15


2 F 2,5,7 3.0  3家庭教育方案規劃與評鑑專題研究Seminar in Family Education 
Project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EDC0111,EDC0112,EDC0113,HMC0311,HMC0312 11,15


2 F 2,4 3.0  3家庭教育課程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Curriculum


HMC0309,HMC0310,HMC0311,HMC0312 11,14,15


2 F 2,4,7 3.0  3家庭溝通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EDC0316,EDC0317,EDC0318,HMC0309 13,14,15


2 F 2,7 3.0  3弱勢團體家庭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Family Education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HMC0308,HMC0309,HMC0310,HMC0311,HMC031
2,HMC0313


12,13,15,
16


2 D 4,7 3.0  3腦科學與教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Brain Science and Teaching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5,16,
18


2 E 2,4 3.0  3資訊融入幼兒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formation Integrate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DC0315,EDC0316,EDC0317,HMC0104 15,16,18


2 D 2,4 3.0  3課程與教學另類評量專題研究Seminar in Alternative Assessment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18


2 F 7 3.0  3親密關係與婚姻課程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Marital Curriculum


EDC0317,HMC0308,HMC0309 11,15,16


專業選修  249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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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組：教育行政與文教事業經營組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2,5,6 3.0  3文教事業政策與法規專題研究Seminar in Policy and Law of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5,16


1 M 1,2,3,4,
5,6,7


 3.0  3批判思考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itical Thinking and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4,15,
16


1 2,5,6 3.0  3校長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Principalship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5,
16


1 M 2,3,4,5,
6


 3.0  3教育美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Aesthetics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1 M 1,2,3,4,
5


 3.0  3教育理論與實務辯證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Dialectic Study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EDC0113,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4,15,
16


1 M 1,2,3,4,
5,7


 3.0  3教學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M 1,2,3,4,
5,6,7


 3.0  3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專題研究Project Study on  Symbol Use and 
Communicative Expression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M 2,3,4,5,
6


 3.0  3創新美學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reative Aesthetic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4,15,
16,18


1 M 1,2,3,4,
5,7


 3.0  3當代思潮與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Education


EDC0113,EDC0315,EDC0317,EDC0318 12,15,16


1 M 1,2,3,4,
5,7


 3.0  3潛能發展理論與創新教育專題研究Project Study on Theories of 
Potentialit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8 11,13,14,
15,16,18


1 M 2,5,7 3.0  3學校創新經營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Management of School 
Innov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3,14,15,
16


1 1,5,7 3.0  3教育行政計畫與決策專題研究Seminar in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in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1 2,5,6 3.0  3教育行政專題研究Seminar in Administration of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5,
16


1 1,2,5,6 3.0  3教育政策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 Polic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4,15,16


1 2,5,7 3.0  3學校經營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hool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3,14,15,
16,17,18


2 2,5,7 3.0  3文教事業經營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7,
18


2 5,6,7 3.0  3出版事業經營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Publishing Industr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7


2 D,M 1,2,3,4,
6,7


 3.0  3全人教育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Holistic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HMC0309,HMC0310,HMC0311,HMC0312 12,13,14


2 M 1,2,3,4,
5,7


 3.0  3多元文化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4,EDC0316,EDC0317 12,15,16


2 M 1,2,3,4,
5,6,7


 3.0  3多元文化讀本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n Multicultural Readers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18


2 M 1,2,3,4,
5,7


 3.0  3自律學習導向專題研究Seminar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5,16,
18


2 M 1,2,3,4,
5,7


 3.0  3兒童哲學與教學創新專題研究Seminar in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and Pedagogical Innov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H
MC0104,HMC0105,HMC0212,HMC0213


11,13,14,
15,16


2 2,5,6 3.0  3校長評鑑專題研究Seminar in Principal’s Evalu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8


2 M 1,2,3,5,
7


 3.0  3教育政治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Politics of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4,15


2 M 1,2,3,4,
5,6,7


 3.0  3教師哲學與教師專業成長專題研究Seminar in Philosophy for 
Teacher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DC0113,EDC0314,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6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2 M 1,2,3,4,
5,7


 3.0  3教學評量專題研究Seminar in Teaching Assessment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5,16,
17,18


2 M 2,3,4,5,
7


 3.0  3創新素養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 of Innovative 
Compelence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


2 M 1,2,5,6 3.0  3創新領導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Seminar in Holistic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110,EDC0112,EDC0113 11,13,14,
15


2 M 1,2,3,4,
5,7


 3.0  3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專題研究Project Study  on Moral Practice 
and Citizen Consciousness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4,15,
16


2 2,5,6 3.0  3學校與社區關係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hool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8


2 2,3,4,5 3.0  3整合分析理論與實務導論Seminor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ta-analysis


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 14,15,16


2 1,5 3.0  3文教事業組織文化專題研究Seminar 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7,
18


2 5,6 3.0  3教育行政領導與溝通專題研究Seminar in Lead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2 2,5 3.0  3組織心理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2 M 2,4,5,6 3.0  3課程與教學領導專題研究Seminar in Leadership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2 2,5,6 3.0  3學校組織行為專題研究Seminar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in 
School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專業選修  108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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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M 1,2,3,4,
5,7


 3.0  3人權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EDC0314,EDC0317,HMC0210,HMC0212 11,13,14,
15,16


1 M 1,2,3,4,
5,6


 3.0  3田野調查與寫作Field Study and Writing EDC0113,EDC0315 11,13,15,
16


1 1,5,7 3.0  3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1 1,2,5,7 3.0  3教育生態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Ecology of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1 2,5 3.0  3教育法規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al Law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5,16


1 M 1,2,3,4,
5


 3.0  3對話的教育意涵與實踐專題研究Seminar on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Dialogue in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


1 M 1,2,3,4,
5


 3.0  3數位治理與媒體識讀專題研究Seminar i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Media Literacy


EDC0113,EDC0314,EDC0317 11,13,14,
15,16


1 M 2,4,5,6 3.0  3課程決策與分析專題研究Seminar in Curriculum Policy and 
Analysis


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6 12,13,15


1 M 1,2,3,4,
5,6


 3.0  3學習理論與教學應用專題研究Seminar in Learning Theory and 
Instructional Appli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7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M 1,2,3,4,
5,7


 3.0  3學習理論與策略專題研究Seminar in Learn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18


1 M 1,2,3,4,
5,7


 3.0  3鷹架學習理論與教學評量應用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affolding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Application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3,14,
15,16


1 1,5 3.0  3文教事業行銷專題研究Seminar in Marketing for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8


1 2,5,6 3.0  3教育評鑑與視導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8


1 2,5,6,7 3.0  3團體動力學專題研究Seminar in Group Dynamic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1 2,5,6 3.0  3學校公共關係與行銷管理專題研究Seminar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in School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8


2 M 2,5,6 3.0  3人際關係與溝通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EDC0110,EDC0112,EDC0113 11,14,15,
16


2 M 1,2,4,5,
6


 3.0  3全球化與課程政策專題研究Seminar in Globalization and 
Curriculum Policy


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8


2 M 2,3,4,5,
6


 3.0  3長期追蹤專題研究Seminar in Longitudinal Study EDC0110,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5,E
DC0317


11,13,14,
15,17,18


2 M 1,2,3,4,
5,7


 3.0  3國際比較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7,EDC0318 14,15,16,
18


2 M 1,2,3,4,
5


 3.0  3教育名著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al Classics EDC0111,EDC0316,EDC0317 13,15


2 2,5 3.0  3教育財政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al Finance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5,16,18


2 M 1,5,7 3.0  3創新教育行銷專題研究Seminar in Marketing in Education 
Enterprises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M 2,3,4,5,
7


 3.0  3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EDC0110,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5,E
DC0317


11,13,14,
15,17,18


2 M 1,3,4,5,
7


 3.0  3跨域創意思維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Interdiciplinary Creative 
Thinking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M 1,3,4,5,
6


 3.0  3實驗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Experiment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4,15,16


2 M 1,2,3,4,
5,7


 3.0  3數位學習與行銷專題研究Seminar in Marketing and E-Learning EDC0110,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6,E
DC0317


11,13,14,
15,16,18


2 M 2,3,4,5,
7


 3.0  3邏輯思考訓練專題研究Seminar in Training on Logic Thinking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


2 1,5 3.0  3文教事業經營倫理專題研究Seminar in Ethics for Managing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2 1,2,5 3.0  3比較教育行政制度專題研究Seminar in Comparative Study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3,15,16,
18


2 2,5,6 3.0  3組織變革專題研究Seminar in Reform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5,16,18


2 2,5 3.0  3策略管理專題研究Seminar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8


2 5,6,7 3.0  3補習班經營實務與策略專題研究Seminar in Practice and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Cram School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7


2 1,5,6 3.0  3學校創新與教學領導專題研究Seminar in School Innovation and 
Leadership in Teaching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18


專業選修  99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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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職能說明：
EDC0110.規劃組織架構、人員配置及籌措資源。
EDC0111.擬訂組織願景、目標及實施策略。
EDC0112.領導或配合組織執行業務。
EDC0113.檢討、修正及改善業務執行。
EDC0314.執行教學活動
EDC0315.規劃及進行教學評量
EDC0316.規劃教學策略及內容
EDC0317.發展設計教學內容及教材
EDC0318.進行教學/訓練需求評估
HMC0104.依據幼兒生長和發展階段，規劃全方位的課程或活動。
HMC0105.與工作夥伴、幼兒及家長維持良好的互動與溝通。
HMC0106.遵守幼兒教育相關的法令規章及環境安全規範。
HMC0208.利用溝通策略建立和個案的合作關係。
HMC0209.運用專業評估方法，瞭解個案問題並擬定服務策略。
HMC0210.與相關人員溝通，協助個案選擇適當轉介單位。
HMC0211.遵守道德和法律責任，以確保個案最大利益。
HMC0212.應用助人技巧，協助個案自我瞭解，有效促使個案展現態度和行為的改變。
HMC0213.營造適合環境，以進行輔導和心理諮商相關服務。
HMC0308.建立危機預防、處理及解決的應變計畫。
HMC0309.持續建立國家、地方、社區等各項資源，以援助家庭和社區處理問題。
HMC0310.評估和設計有效溝通策略和必備技能。
HMC0311.評估個人及家庭所需的關心和協助，以作出合宜的決定。
HMC0312.確認和執行各項預防性及支持性服務方案，因應家庭和社區的不同需求。
HMC0313.遵守保密性相關規範設置家庭和社區服務，以取得案主的信任。
HTC0413.分析各休閒場所之特點與客戶需求，執行休閒活動企劃。
HTC0414.分析各休閒場所經營管理策略，決定管理方式、產品需求與潛在客層。
HTC0415.執行導覽解說，提供客戶良好的旅遊經驗。
HTC0416.發覺各個休閒場地的安全問題並確認維護方式，以執行適當的安全維護措施。
HTC0417.檢視及執行已確認的個別及團體遊客入場流程。
SCC0207.運用科學以及數學基礎，瞭解並且分析真實世界中所遭遇的問題。
SCC0208.運用數學及科學的基礎知識，協助其他領域人員發展出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方案。


共通職能說明：
11.溝通表達
12.持續學習
13.人際互動
14.團隊合作
15.問題解決
16.創新
17.工作責任及紀律
18.資訊科技應用


備註說明：(各科目的備註欄代碼請參考此處的說明)
A.各組共同專業必修。
B.共同教育基礎科目，至少選一科。
C.共同教育研究工具科目，至少選一科。
D.課程與教學組，一般領域。
E.課程與教學組，幼教領域。
F.課程與教學組，家教領域。
G.課程與教學組，特教領域。
H.課程與教學組，體育領域。
I.課程與教學組，輔諮領域。
J.修習學校輔導行政與評鑑專題研究須先修學校諮商專題研究
K.修習諮商督導實習須先修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
L.修習諮商師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須先修諮商師教育的教學理論
M.博碩班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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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完成後一次給予12學分
O.課程與教學組，科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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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系代		系所名稱		修別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年		學期		編號		科目冊備註		代號		系所		教師		開課學期		本學科內容概述(中)		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中)
(條列式)		本學科內容概述(英)		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英)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必修		13100001		專題討論 (Ⅰ)		一		1		000		A		A		全		全		全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dividual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dividual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必修		13100003		專題討論（III）		二		1		000		A		A		全		全		全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dividual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1.Abstract writing。  2.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questions and answers。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dividual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必修		13100005		博士論文		二		1		000		A		A		全		全		全		博士論文		博士論文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必修		13100002		專題討論（II）		一		2		000		A		A		全		全		全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dividual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1.Abstract writing。  2.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questions and answers。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dividual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必修		13100004		專題討論（IV）		二		2		000		A		A		全		全		全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dividual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1.Abstract writing。  2.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questions and answers。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dividual student oral presentation  1. Abstract writing  2. powderpoint preparation  3. oral presentation skill  4. questions and answer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必修		13100005		博士論文		二		2		000		A		A		全		全		全		博士論文		博士論文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47		土壤品質管理特論		一		1		001		B		B		農藝		莊愷瑋		109-1		1. 簡介土壤品質的定義與土壤管理的目標，  
2. 說明土壤品質指標的定義、依據土壤管理目的定義出對應品質指標，  
3. 土壤管理目的源自不同的土壤功能、說明影響土壤功能的因素:五大成土因子和土壤化育過程，  
4. 土壤永續利用是定義土壤品質指標的目的、說明如何維持土壤品質促成永續土壤功能，  
5. 解釋土壤空間變異性的來源和評估技術、說明考慮土壤空間變異性的土壤管理策略， 
6. 說明如何依據土壤品質指標建構有效的土壤管理評估模式，  7. 說明如何規劃擬定維持土壤品質的最佳化管理策略，  8. 說明土壤品質的精準管理與相關智慧農業技術的應用發展，		1. 課程說明。 
2. 土壤品質指標。  
3. 土壤的化育生成與土壤功能。
4. 土壤資源的管理目標。  
5. 土壤性質的空間變異與管理。  
6. 土壤品質的評估模式。  
7. 土壤管理策略的擬定。  
8. 土壤精準管理與智慧農業。  
9. 期中口頭報告。  
10. 指定文獻選讀。  
11. 期末口頭報告。		1. 簡介土壤品質的定義與土壤管理的目標，2. 說明土壤品質指標的定義、依據土壤管理目的定義出對應品質指標，3. 土壤管理目的源自不同的土壤功能、說明影響土壤功能的因素:五大成土因子和土壤化育過程，4. 土壤永續利用是定義土壤品質指標的目的、說明如何維持土壤品質促成永續土壤功能，5. 解釋土壤空間變異性的來源和評估技術、說明考慮土壤空間變異性的土壤管理策略，6. 說明如何依據土壤品質指標建構有效的土壤管理評估模式，7. 說明如何規劃擬定維持土壤品質的最佳化管理策略，8. 說明土壤品質的精準管理與相關智慧農業技術的應用發展，9. 期中報告評量，10. Title: Quantifying the interactions of l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using a soil quality、Source: Soil Use and Management (2017); doi: 10.1111/sum.12379，11. Title: Assessment of soil quality for different land uses in the Chure regionof Central Nepal、Source: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8) 1(1): 32-42，12. Title: An Assessment of the Soil Quality Index in a Mediterranean Agro Ecosystem、Source: Emirates Journal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8. 30(12): 1042-1050、doi: 10.9755/ejfa.2018.v30.i12.1886，13. Title: Soil Quality Evaluation Using the Soil Management Assessment Framework (SMAF) in Brazilian Oxisols with Contrasting Texture、Source: Rev Bras Cienc Solo 2017;41:e0160148、DOI: 10.1590/18069657rbcs20160148，14. Title: Selecting soil quality indicators for different soil management systems in the Brazilian Cerrado、Source: Pesq. agropec. bras., Brasilia, v.51, n.9, p.1643-1651, set. 2016、DOI: 10.1590/S0100-204X2016000900064，15. Title: Effects of Soil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Key Soil Quality Indicators and Indices in Pearl Millet (Pennisetum americanum (L.) Leeke)–Based System in Hot Semiarid Inceptisols、Source: Communications in Soil Science and Plant Analysis, 45:6, 785-809、DOI:10.1080/00103624.2013.867048，16. Title: Assessing Soil Quality for Sustainable Cropland Management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and Fuzzy Sets: A Case Study in the Lhasa River Valley, Tibetan Plateau、Source: Sustainability 2018, 10, 3477; doi:10.3390/su10103477，17. Title: Soil quality index in conventional and semi-ecological farms producing plantain (Musa AAB Simmonds cv. Dominic Harton) in Anolaima-Cundinamarca, Colombia、Source: Acta Agron. (2017) 66 (4) p 457-465，18. 期末報告評量		1. 課程說明2. 土壤品質指標3. 土壤的化育生成與土壤功能4. 土壤資源的管理目標5. 土壤性質的空間變異與管理6. 土壤品質的評估模式7. 土壤管理策略的擬定8. 土壤精準管理與智慧農業9. 期中口頭報告10. 指定文獻選讀11. 期末口頭報告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73		作物生物技術特論		一		1		002		B		B		農藝		侯新龍		112-1		介紹基因轉殖及基因編輯的原理，基因槍及農桿菌基因轉殖的方法及優缺點。引伸至基因轉殖及基因編輯技術在作物的發展現況，包含：花卉的花型花色的調控機制及基因改造花卉的發展現況；植物的抗病抗蟲及抗病毒機制及發展現況；作物耐旱蔬果保鮮的原理機制與發展；基改玉米抗蟲及基改黃豆耐除草劑的原理機制與發展現況；全球各種基改及基因編輯動植物種類及發展現況應用分析等。最後介紹基改作物及基因編輯發展的爭議、疑慮釋疑與優缺點。		1. 基因轉殖及基因編輯的原理與方法。   
2. 基因槍及農桿菌基因轉殖的原理方法。   
3. 全球基因改造及基因編輯作物發展現況。  
4. 基改及基因編輯作物的爭議與優缺點。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14		作物生理學特論		一		1		003		B
C		C		園藝		蔡智賢		096-2		製作講義並配合單槍投影解說，並與學生互相討論，修課學生需上台專題報告，期末並繳交書面報告		1.作物產量生理基礎。   
2.光合產物合成、運輸、分配。   
3.作物的光合作用。  
4.提高作物的光合作用能力。   
5.穀粒的充實。   
6.植物荷爾蒙作用生化模式。   
7.細胞訊息傳導。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24		植物生態學的空間分佈類型專論		一		1		004		B
C
D		D		森林		趙偉村		110-1		本課程主要由植物生態學，尤其是動態樣區所獲得的物種植株空間資訊中，去討論其物種分佈格局與可能所受到之生物與非生物因子影響。整個課程先由單一物種的空間格局，到後面講到兩物種間的關係以及更為深入的分析。修習本課程需先熟悉R語言，所有的操作都是以R語言進行，也需要先了解動態樣區資料。		1.介紹R語言與確認學生程度。
2.講解空間資訊資料以及動態樣區資料特性。
3.利用台灣動態樣區資料先進行物種分析。
4.物種關聯分析。
5.每次的分析完要參考一篇文章並用此次分析結果套入該文章中。		本課程主要由植物生態學，尤其是動態樣區所獲得的物種植株空間資訊中，去討論其物種分佈格局與可能所受到之生物與非生物因子影響。整個課程先由單一物種的空間格局，到後面講到兩物種間的關係以及更為深入的分析。修習本課程需先熟悉R語言，所有的操作都是以R語言進行，也需要先了解動態樣區資料。		課程先簡短介紹R語言與確認學生程度，然後先講解空間資訊資料以及動態樣區資料特性。後續開始利用台灣動態樣區資料先進行物種分析，其次是物種關聯分析等；每次的分析完要參考一篇文章並用此次分析結果套入該文章中。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90		應用生物統計學		一		1		005		B		B		農藝		曾信嘉		101-1		1.資料的整理與描述   
2.敘述統計學   
3.機率概論  
4.點估計與區間估計   
5.假設檢定   
6.次數分析   
7.變異數分析   
8.簡單迴歸分析		1.資料蒐集、整理與描述。   
2.統計學的基礎概念與理論架構。   
3.資料分析與統計推論。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12		花卉學特論		一		1		006		C		C		園藝		黃光亮(退休)		109-1		本課程主要教學目標為讓學生了解花卉產業發展歷史、環境因素與花卉生長之關係，並進而熟悉花卉作物之栽培、管理及利用技術。講授內容含花卉產業、分類、繁殖、設施栽培、栽培介質、營養與水分、光與花卉之生長與開花、溫度與花卉之生長與開花、植物生長調節劑在花卉栽培上之應用。全程以power point輔助教學。		1.花卉產業介紹。  
2.花卉分類。  
3.花卉繁殖。  
4.園藝設施栽培。 
5.栽培介質。  
6.植物營養。  
7.花卉栽培環境(水分、光線、溫度等對花卉生長與開花之影響)。  
8.植物生長調節劑。		本課程主要教學目標為讓學生了解花卉產業發展歷史、環境因素與花卉生長之關係，並進而熟悉花卉作物之栽培、管理及利用技術。講授內容含花卉產業、分類、繁殖、設施栽培、栽培介質、營養與水分、光與花卉之生長與開花、溫度與花卉之生長與開花、植物生長調節劑在花卉栽培上之應用。全程以power point輔助教學。		1. 花卉產業介紹。2. 花卉分類。3. 花卉繁殖。4. 園藝設施栽培。5. 栽培介質。6. 植物營養。7. 花卉栽培環境(水分、光線、溫度等對花卉生長與開花之影響)。8. 植物生長調節劑。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29		永續生態旅遊特論		一		1		007		D		D
I		森林
景觀		黃名媛
王柏青		108-1
112-1		本課程之設計在於讓學生瞭解生態旅遊於環境保護與自然資源永續經營管理理念之實踐，透過參訪經營管理單位(政府部門)及部落實際推動者現階段之發展情形，發掘尚待解決或發展更完善體制之研究方向，以此方向透過課程內容修習相關研究方法，並透過案例探討及專題實務操作獲得進行研究分析及撰寫報告之能力。		1.生態旅遊前論。   
2.台灣自然資源概述。   
3.生態與永續經營。   
4.資源調查方法。   
5.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法概述。   
6.問卷設計與分析。   
7.空間資訊技術之調查研究應用。   
8.實務案例探討。   
9.校外參訪。   
10.專題研究。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60		自然資源經營高等遙測法		一		1		008		D		D		森林		林金樹		112-1		本課程的目的主要是向學生介紹最先進的遙感技術，主要以多時期光學影像研究森林生態系的林木資源生產力等生物資訊的變遷。		本課程以講授、討論及個案研究等方式進行，全學期於第9周及第18週進行個案研究成果報告，其餘各週次講授及討論的課題包括  
1.多時期衛星影像處理。  
2.森林樹種分類製圖。  
3.森林生產力估計。  
4.森林干擾檢測和森林開發及火災損害評估等先進技術。		本課程的目的主要是向學生介紹最先進的遙感技術，主要以多時期光學影像研究森林生態系的林木資源生產力等生物資訊的變遷。		本課程以講授、討論及個案研究等方式進行，全學期於第9周及第18週進行個案研究成果報告，其餘各週次講授及討論的課題包括多時期衛星影像處理、森林樹種分類製圖、森林生產力估計、森林干擾檢測和森林開發及火災損害評估等先進技術。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59		林木生態生理學特論		一		1		009		D		D		森林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5		野生動物聲學研究特論		一		1		010		D		D		森林		劉建男		108-1		許多野生動物利用聲音來作為溝通的工具。以蝙蝠為例，除了用回聲定位叫聲來協助覓食以外，也會利用社會性叫聲來做為個體辨識、群體辨識、找尋棲所、吸引異性、防禦覓食場所、呼喚同伴等多種功能。了解野生動物的聲學，有助於了解野生動物得生態、行為、社會化的演化及應用於保育等。本課程將介紹野生動物的發聲構造、發育階段聲音的發展及不同類群生物如何利用聲音來適應環境及提高適存度。		1.動物發聲原理。  
2.聲音的演化。  
3.聲音的功能。  
4.鯨豚的聲學研究。  
5.蝙蝠的聲學研究。  
6.兩生類的聲學研究。  
7.聲音的錄製及分析。  
8.聲學研究在保育上的應用。		許多野生動物利用聲音來作為溝通的工具。以蝙蝠為例，除了用回聲定位叫聲來協助覓食以外，也會利用社會性叫聲來做為個體辨識、群體辨識、找尋棲所、吸引異性、防禦覓食場所、呼喚同伴等多種功能。了解野生動物的聲學，有助於了解野生動物得生態、行為、社會化的演化及應用於保育等。本課程將介紹野生動物的發聲構造、發育階段聲音的發展及不同類群生物如何利用聲音來適應環境及提高適存度。		1. 動物發聲原理。  2. 聲音的演化。  3. 聲音的功能。  4. 鯨豚的聲學研究。  5. 蝙蝠的聲學研究。  6. 兩生類的聲學研究。  7. 聲音的錄製及分析。  8. 聲學研究在保育上的應用。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67		木竹紙質保存學特論		一		1		011		E		E		木設		夏滄琪		112-1		自古以來，歷史木構建築、古董家具、民俗文物、檔案文件、書畫、書籍等文物，大多是以木、竹、紙質為基材。而歷代薪傳之古文物、書籍、珍貴藝術品等，正代表了擁有五千年歷史文明的中華民族內涵與精華之所在。由於木、竹、紙質文物屬於有機類材質，而自然界的有機物，皆會隨時間之延長而呈現劣化之現象。為使珍貴的木、竹、書畫、圖書等紙質文物能長久流傳，對於重要木、竹、紙質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將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文物是人類文化的資產，文物保護是保護人類文化資產的專業。這是項流傳很久的古老行業，只是，早期的文物保護是沒有一套完整的專業知識，技術的保存僅靠老師傅帶學徒的方法傳下來的。直至1930年代，歐美地區提出文物保護是結合材料科學、人文歷史、及修護技術的專業。文物保護學家除了利用科學方法，分析化驗材質，找出文物劣化原因之外；也會研究文物的歷史背景，來決定文物保護方案。 本課程藉由材料科學觀點切入，透過木、竹、紙質文物之特性、造紙工藝過程與紙張耐久性之關係等知識介紹，使學習者認識木、竹、紙質文物劣化之原因與防止之道。講授者將針對木、竹、紙質文物之維護技術、微生物對木、竹、紙質文物之危害與防治、溫度、濕度、光及空氣污染等環境因素對木、竹、紙質文物的影響與控制、木、竹、紙質文物修護技術等做深入淺出的探討，引領同學進入木、竹、紙質文物保存與維護之領域中。		本課程主要是針對木、竹、紙質文物的保存，先淺談木、竹、紙質紙材原料的特性、並討論影響木、竹、紙質保存的因素：材質、環境、人為，從瞭解損壞的原因，進而預防損壞的發生，並且進行修護以穩定狀況，希望藉此宣導木、竹、紙質保護的觀念及其基本的保存方法。講授者將針保存處理及維護技術、生物性因素(蟲、菌)對木、竹、紙質文物之危害與防治，溫度、濕度、光及空氣污染等環境因素對對木、竹、紙質的影響與控制，補修及加固等對木、竹、紙質文物之修護技術做深入淺出的探討，引領學生進入木、竹、紙質文物之保存與維護領域中。   本課程內容大綱含括:  
1.木、竹、紙質之特性概述。
2.木、竹、紙質材料與保存科學之關係。 
3.造紙工藝過程與紙張耐久性之關係。
4.木、竹、紙質劣化之原因與防止之道。   
5.環境因素對木、竹、紙質的影響與控制。   
6.生物性劣化(蟲、菌)對木、竹、紙質之危害與防治。   
7.木、竹、紙質之保存處理及維護技術探討。		how to control storage condition including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light strength and air pollution of wood, bamboo and paper based materials; the micro-biodegradation of wood, bamboo and paper materials and treatment methods; de-acidification treatment and conservation techniques; fix and strengthening treatment for artifacts made of wood, bamboo and paper materials.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carry students into the interesting world of wood, bamboo and paper-based materials and learning the science of conservation.		1. Introduction for the course and teaching media show.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od, bamboo, paper material and conservation science.  3. Paper making process and durability of paper artifacts.  4. The cause of wood, bamboo, paper-based materials aging and prevention methods.  5. Control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storage condition(Temperature, humidity, light, air     Pollution).  6. The micro-biodegradation of wood, bamboo, paper material and treatment methods.  7. The conservation treatments of wood, bamboo and paper-based cultural propertie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17		木質資源與環境科學特論		一		1		012		E		E		木設		林翰謙		109-1		The courses are to give the lessons of wood-base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dividing into two portions: general and special topics, which are included forest resources and topic of environment, subjects of wood-based resource for health and livable environments, mechanical utilization of bioresource / recycle of renewable resources, evaluation of material / products adjustment for environment, new topic of environment/recycled metabolism and green economic industries and global circumstanc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are to offer the students who comprehend the effected relationship and dependence of wood-base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as well as science research and industry application hopefully.		1.Wood-based resources。  2.wood-base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3.Forest resources and topic of environment。  4.Wood-based resource for health and livable environments。  5.Mechanical utilization of bioresource。  6.Evaluation of material / products adjustment for environment。  7.Adjustment design of material / products for environment。  8.Sustainability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9.New topic of environment / recycled metabolism。  10.Green economic industries and global circumstances。		The courses are to give the lessons of wood-base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dividing into two portions: general and special topics, which are included forest resources and topic of environment, subjects of wood-based resource for health and livable environments, mechanical utilization of bioresource / recycle of renewable resources, evaluation of material / products adjustment for environment, new topic of environment/recycled metabolism and green economic industries and global circumstanc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are to offer the students who comprehend the effected relationship and dependence of wood-base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as well as science research and industry application hopefully.		1.Wood-based resources  2.wood-base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3.Forest resources and topic of environment  4.Wood-based resource for health and livable environments  5.Mechanical utilization of bioresource  6.Evaluation of material / products adjustment for environment  7.Adjustment design of material / products for environment  8.Sustainability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9.New topic of environment / recycled metabolism  10.Green economic industries and global circumstance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16		生物複合材料學特論		一		1		013		E		E		木設		宋洪丁(退休)		095-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24		反芻動物特論		一		1		014		F		F		動科		吳建平		111-1		對反芻動物之生產管理之進階認識與應用及培養學生解決產業問題能力。以文獻、書籍等總結反芻動物不同生長階段、不同生產類型的營養需求，包括蛋白質、脂質、礦物質、維生素及水來多方探討；而飼料原料組成、維生素礦物質添加劑、其他飼料添加劑及副產物作為反芻動物之飼料原料應用，瞭解營養物質代謝、糞便營養損失、溫室氣體排放等飼養策略，研究生產系統、飼料營養質量及安全，並帶入反芻動物的相關福利觀念。		1.瞭解反芻動物於不同生產階段  之營養需求外，反芻動物生理解剖認識、消化及營養物質利用。  
2.飼糧能量消化效率。  
3.碳水化合物應用及生理生化特性對其代謝過程。 
4.脂質消化代謝吸收過程及其能量價值對反芻動物之效果。  
5.以代謝蛋白為基礎體系預測瘤胃菌體蛋白合成等相關產物。  
6.常見礦物質及維生素需要量的應用。  
7.計算飲水及採食量需求，並探討反芻動物維持。  
8.生長或肥育期之能量及蛋白質量需求與計算評估，全面性探討及建議反芻動物之營養需求。		對反芻動物之生產管理之進階認識與應用及培養學生解決產業問題能力。以文獻、書籍等總結反芻動物不同生長階段、不同生產類型的營養需求，包括蛋白質、脂質、礦物質、維生素及水來多方探討；而飼料原料組成、維生素礦物質添加劑、其他飼料添加劑及副產物作為反芻動物之飼料原料應用，瞭解營養物質代謝、糞便營養損失、溫室氣體排放等飼養策略，研究生產系統、飼料營養質量及安全，並帶入反芻動物的相關福利觀念。		瞭解反芻動物於不同生產階段之營養需求外，反芻動物生理解剖認識、消化及營養物質利用、飼糧能量消化效率、碳水化合物應用及生理生化特性對其代謝過程、脂質消化代謝吸收過程及其能量價值對反芻動物之效果、以代謝蛋白為基礎體系預測瘤胃菌體蛋白合成等相關產物、常見礦物質及維生素需要量的應用、計算飲水及採食量需求，並探討反芻動物維持、生長或肥育期之能量及蛋白質量需求與計算評估，全面性探討及建議反芻動物之營養需求。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8		台灣畜禽肉品產業實務問題探討		一		1		015		F		F		動科		林高塚(退休)		110-1		期使高年級學生進一步暸解畜禽產業，生產肉品之飼養端、屠宰端、屠體分切加工端與行銷端，產業界目前所遭遇之問題，以及因應之道，達到本系所教育目標之目的。		1.以畜禽生產之產銷履歷( Traceability )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zard analysis and prac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 為主軸。  
2.再以家畜(毛豬、肉牛與肉羊)與家禽(肉雞、肉鴨)之生產作業標準( Standard of Operation, SOP )流程。  
3.逐項探討飼養端、屠宰端、屠體分切加工端與行銷端。  
4.在執行產銷履歷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制度時，實際所遭遇之問題以及因應之道。		期使高年級學生進一步暸解畜禽產業，生產肉品之飼養端、屠宰端、屠體分切加工端與行銷端，產業界目前所遭遇之問題，以及因應之道，達到本系所教育目標之目的。		以畜禽生產之產銷履歷( Traceability )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zard analysis and prac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 為主軸，再以家畜(毛豬、肉牛與肉羊)與家禽(肉雞、肉鴨)之生產作業標準( Standard of Operation, SOP )流程，逐項探討飼養端、屠宰端、屠體分切加工端與行銷端，在執行產銷履歷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制度時，實際所遭遇之問題以及因應之道。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43		食肉熟成專題研究		一		1		016		F		F		動科		曾再富		105-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26		家禽學特論		一		1		017		F		F		動科		 陳國隆		106-1		教導同學們瞭解家禽生理構造與特徵		1.家禽腸道生理。  
2.家禽營養代謝。  
3.家禽營養需要。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81		動物遺傳工程特論		一		1		018		F		F		動科		吳建平		107-1		以動物遺傳為基礎發展探討現代遺傳工程方法對動物改良之程度		1.研究動物遺傳工程理論。  
2.建立動物遺傳工程概念。  
3.動物遺傳工程應用。  
4.動物遺傳工程之未來發展方向與前景。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67		DNA病毒學特論		一		1		019		G		G		獸醫		張志成		109-1		本學科提供學生由淺而深地針對DNA病毒性疾病進行深入探討致病機制，並以系統性的歸納整理幫助學生進入課程的核心。		1. Genomic structure and epidemiology of PR virus。  
2. Pathogenesis and disease patterns and control of PR virus。  
3. Genomic structure and epidemiology of porcine circovirus。  
4. Pathogenesis and disease patterns and control of PCV2。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68		RNA病毒學特論		一		1		020		G		G		獸醫		張志成		111-1		本課程的目的在使學生瞭解動物常見RNA病毒之病毒基因體結構和表現系統、流行病學、致病機轉、致病模式和治療策略。		1. Genomic structure and epidemiology of CSF and PRRS virus。  
2. Pathogenesis and disease patterns and control of CSF and PRRS virus。  
3. Molecular pathogenesis of DNA viruses。  
4. Molecular pathogenesis of RNA viruse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84		人畜共通傳染病特論		一		1		021		G		G		獸醫		黃漢翔		107-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58		水產動物組織病理學特論		一		1		022		G		G		獸醫		 王建雄		109-1		本課程使學生瞭解水生動物對外來的傷害，或由於內在的原因所引起有關個體、器官、組織、細胞以及分子一切反應，以便其判讀魚類非正常性的病變、病理或疾病之基礎，以期對水生動物疾病從事有效的治療與預防。		1.訓練學生依水生動物各系統及組織，採樣、解剖和組織切片，製作與判讀的知識與技術。  
2.區別水生動物組織切片的正常的、人為的或病理性變化。  
3.研習水生動物各器管系統的大體解剖、顯微組織構造與基本生理。  
4.提供水生動物組織切片的觀察與實習，以熟悉與切實掌握魚類的顯微組織構造與判讀技能。		本課程使學生瞭解水生動物對外來的傷害，或由於內在的原因所引起有關個體、器官、組織、細胞以及分子一切反應，以便其判讀魚類非正常性的病變、病理或疾病之基礎，以期對水生動物疾病從事有效的治療與預防。		訓練學生依水生動物各系統及組織，採樣、解剖和組織切片，製作與判讀的知識與技術。並區別水生動物組織切片的正常的、人為的或病理性變化。研習水生動物各器管系統的大體解剖、顯微組織構造與基本生理。提供水生動物組織切片的觀察與實習，以熟悉與切實掌握魚類的顯微組織構造與判讀技能。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8		代謝疾病症候群特論		一		1		023		G		G		獸醫		張耿瑞		112-1		代謝疾病症候群特論介紹基本分子生物學、基因定型、單基因及多基因人類遺傳疾病、染色體變異、基因體學、人口遺傳學、產前診斷、先天畸形、先天代謝異常、癌症基因學等藉由與學生討論細胞代謝與修復機轉之最新研究進展，使其了解相關代謝疾病進程與治療之作用機轉，課程內容包含臨床醫學、營養生化學、基因體學、代謝學和表基因體學為主，探討多個面向對個人基因和代謝的影響，及其如何經由分子層面來影響健康，藉此養成學生正確的研究認知與精神，探究生醫科學之奧祕與經驗傳承。		1.使學生了解代謝疾病的基礎學識。   
2.培養學生對生醫研究方法有正確之專業知識 。  
3.中英文科技文獻之閱讀能力。  
4.邏輯思考能力與終身學習之態度。  
5.本學科透過口頭及書面報告方式，培養學生能獨立或小組合作完成文獻收集、整合、分析評斷及口條、台風等能力。		代謝疾病症候群特論介紹基本分子生物學、基因定型、單基因及多基因人類遺傳疾病、染色體變異、基因體學、人口遺傳學、產前診斷、先天畸形、先天代謝異常、癌症基因學等藉由與學生討論細胞代謝與修復機轉之最新研究進展，使其了解相關代謝疾病進程與治療之作用機轉，課程內容包含臨床醫學、營養生化學、基因體學、代謝學和表基因體學為主，探討多個面向對個人基因和代謝的影響，及其如何經由分子層面來影響健康，藉此養成學生正確的研究認知與精神，探究生醫科學之奧祕與經驗傳承。		1.使學生了解代謝疾病的基礎學識。   2. 培養學生對生醫研究方法有正確之專業知識。   3.中英文科技文獻之閱讀能力。   4.邏輯思考能力與終身學習之態度。   5.本學科透過口頭及書面報告方式，培養學生能獨立或小組合作完成文獻收集、整合、分析評斷及口條、台風等能力。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7		獸醫分子內分泌特論		一		1		024		G		G		獸醫		張耿瑞		112-1		獸醫分子內分泌特論統合分子生物學與獸醫內分泌學兩大主軸，本課程將利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分子生物學的基本概念和對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原理及應用進行闡述，預期可讓學生獲得最新的分子生物學知識，帶領學生進入分子生物學的領域，加強學生分子生物學相關基礎知識，以結合及厚實修習分子細胞生物學及分子癌症學和獸醫內分泌等課程的基礎，啟發對分子生物學研究的興趣，為將來相關的研究紮下良好基礎。使瞭解分子內分泌學之觀念與現象，並強調近年來內分泌學的進展。		1.分子生物學與獸醫內分泌學之專業知識。  
2.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之實驗操作技術原理。   
3.中英文科技文獻之閱讀能力。   
4.邏輯思考能力與終身學習之態度。   
5.本學科透過口頭及書面報告方式，培養學生能獨立或小組合作完成文獻收集、整合、分析評斷及口條、台風等能力。		獸醫分子內分泌特論統合分子生物學與獸醫內分泌學兩大主軸，本課程將利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分子生物學的基本概念和對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原理及應用進行闡述，預期可讓學生獲得最新的分子生物學知識，帶領學生進入分子生物學的領域，加強學生分子生物學相關基礎知識，以結合及厚實修習分子細胞生物學及分子癌症學和獸醫內分泌等課程的基礎，啟發對分子生物學研究的興趣，為將來相關的研究紮下良好基礎。使瞭解分子內分泌學之觀念與現象，並強調近年來內分泌學的進展。		1.分子生物學與獸醫內分泌學之專業知識。   2.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之實驗操作技術原理。   3.中英文科技文獻之閱讀能力。   4.邏輯思考能力與終身學習之態度。   5.本學科透過口頭及書面報告方式，培養學生能獨立或小組合作完成文獻收集、整合、分析評斷及口條、台風等能力。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94		獸醫外科學特論		一		1		025		G		G		獸醫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66		獸醫免疫學診斷技術特論		一		1		026		G		G		獸醫		黃漢翔		109-1		免疫學方法是檢測與定量蛋白質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利用免疫學之原理及技術，觀察與測定抗原及抗體間之反應，來診斷疾病或免疫反應，因此免疫學分析法不僅專一性高，許多方法更有高度的敏感性。本課程將以作業/習題演練、操作/實作、講授、分組討論與口頭報告與討論等方式，使博班同學更加了解醫學科學及獸醫學常用的蛋白質電泳、西方墨點法(Western blot)、螢光抗體、免疫組織化學法(immunohistochemistry; IHC)及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A)等，以便使同學於實驗中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技術來輔助研究之進行並解決研究上可能之困難點。		1.Maintenance of Stock Culture。  
2.Agglutination test。  
3.Precipitation test。  
4.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5.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6.Western blot。  
7.Western blot。  
8.Immunofluorescence。  
9.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10.Immunohistochemistry。  
11.Immunohistochemistry。  
12.口頭報告與討論。  
13.口頭報告與討論。  
14.口頭報告與討論。  
15.口頭報告與討論。  
16.口頭報告與討論。  
17.口頭報告與討論。  
18.期末測驗。		免疫學方法是檢測與定量蛋白質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利用免疫學之原理及技術，觀察與測定抗原及抗體間之反應，來診斷疾病或免疫反應，因此免疫學分析法不僅專一性高，許多方法更有高度的敏感性。本課程將以作業/習題演練、操作/實作、講授、分組討論與口頭報告與討論等方式，使博班同學更加了解醫學科學及獸醫學常用的蛋白質電泳、西方墨點法(Western blot)、螢光抗體、免疫組織化學法(immunohistochemistry; IHC)及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A)等，以便使同學於實驗中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技術來輔助研究之進行並解決研究上可能之困難點。		01  09/14Maintenance of Stock Culture  02  09/21Agglutination test  03  09/28Precipitation test  04  10/05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05  10/12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06  10/19Western blot  07  10/26Western blot  08  11/02Immunofluorescence  09  11/09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10  11/16Immunohistochemistry  11  11/23Immunohistochemistry  12  11/30口頭報告與討論  13  12/07口頭報告與討論  14  12/14口頭報告與討論  15  12/21口頭報告與討論  16  12/28口頭報告與討論  17  01/04口頭報告與討論  18  01/11期末測驗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98		獸醫傳染病藥物防治學特論		一		1		027		G		G		獸醫		黃漢翔		107-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15		分子遺傳學特論		一		1		028		H		H		農生		周蘭嗣		111-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90		生物肥料特論		一		1		029		H		H		農生		何一正		106-1		近50年的農業栽培逐年增加及農藥的使用量, 此現象導致嚴重的環境汙染。 近年自然資材已經大量的使用於促進植物生長及病蟲害控制。 本課程目的將討論如何設計及應用微生物技術生產生物農藥相關產品。		1.Introduction of lecture Principle of growth promotion by bio-pestcide, using microbes to be a biopestcide to review paper about natural products. 
2.The amount of pesticides used, this phenomenon leads to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3.In this course to discuss about natural materials which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promote plant growth and control pests and diseases. 
4.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will discuss how to design and apply microbial technology to produce biopesticide-related products, research paper discussion and market analysis for biotech products proposal writing for biotech products Final paper due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79		生物影像分析特論		一		1		030		H		H		農生		何一正		109-1		This course is aimed to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for exploring images from gel image, microscope or digital camera, to enhancement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participants have an immediate need to organize image analysis in their own research. For this the course covers from elementary codes in ImageJ to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connection using scripting. This course is projected to increase the image analysis learning of the members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spect, originality and successes of own research jobs or proposition. In the course will collect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to establish an important course for image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biology.		1.Introduction of Bio-image analysis。  
2.Basic operation of ImageJ。  
3.The User Interface: ImageJ。  
4.Analyze Line Graph。  
5.Length/Area/volume caculation。  
6.Particle counting and cell counting。  
7.Image deconvolution analysis。  
8.Gel or Western Bolt analysis。  
9.True Color for biological images。  
10.biological image selections and process。  
11.Particles tracking。  
12.biologicla 3D Volume caculation or construction。  
13.ROI (Region of Interest) Manager。  
14.Measure cell fluorescence。  
15.Diagram digitalize。  
16.FFT (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 in image analysis and ImageJ extending script。		This course is aimed to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for exploring images from gel image, microscope or digital camera, to enhancement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participants have an immediate need to organize image analysis in their own research. For this the course covers from elementary codes in ImageJ to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connection using scripting. This course is projected to increase the image analysis learning of the members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spect, originality and successes of own research jobs or proposition. In the course will collect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to establish an important course for image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biology.		Introduction of Bio-image analysis  Basic operation of ImageJ  The User Interface: ImageJ  Analyze Line Graph  Length/Area/volume caculation  Particle counting and cell counting  Image deconvolution analysis  Gel or Western Bolt analysis  True Color for biological images  biological image selections and process  Particles tracking  biologicla 3D Volume caculation or construction  ROI (Region of Interest) Manager  Measure cell fluorescence  Diagram digitalize  FFT (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 in image analysis and ImageJ extending script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96		抗微生物胜?特論		一		1		031		H		H		農生		何一正		109-1		This course is a special topics focus to antimicrobial peptide for the developing biotechnology of antimicrobe to learn the knolwdge of peptide action on microorganism. The participants have an immediate need to organize protein structure and peptide composition in their own research topics. For this the course covers from basic amino acids, peptide and protein structures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various microorganism. This course is projected to increase the various peptide functional learning of the members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in protein structure biology, antimicrobial drug screening and peptide application.		1.Introduction。  
2.peptide structure。  
3.Defensins。  
4.peptide Bioengineering。  
5.Antimicrobial peptide Discovery。  
6.Peptide Prediction。  
7.The peptide mechanisms。  
8.The membranes action of peptide。  
9.期中考週。  
10.Non-membranolytic peptide。  
11.Structure-base Design(I)。  
12.Structure-base Design(II)。  
13.Synergy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s。  
14.Surface Immobilization。  
15.Application of Peptide。  
16.Sustained Delivery of peptide。  
17.Immunomodulatory Activities。  
18.期末考週。		This course is a special topics focus to antimicrobial peptide for the developing biotechnology of antimicrobe to learn the knolwdge of peptide action on microorganism. The participants have an immediate need to organize protein structure and peptide composition in their own research topics. For this the course covers from basic amino acids, peptide and protein structures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various microorganism. This course is projected to increase the various peptide functional learning of the members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in protein structure biology, antimicrobial drug screening and peptide application.		Introduction  peptide structure  Defensins  peptide Bioengineering  Antimicrobial peptide Discovery  Peptide Prediction  The peptide mechanisms  The membranes action of peptide  期中考週  Non-membranolytic peptide  Structure-base Design(I)  Structure-base Design(II)  Synergy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s  Surface Immobilization  Application of Peptide  Sustained Delivery of peptide  Immunomodulatory Activities  期末考週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63		植物二次代謝體學特論		一		1		032		H		H		農生		莊慧文		102-1		植物二次代謝物代謝途徑及成份之應用		1.Introduction。  
2.Flavonoids。  
3.Alkaloids。  
4.Tocopherols (vitamin E)。  
5.Terpenoids (vitamin A)。  
6.Lignins and tannins。  
7.Proteins (conjugated)。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1		環境分子毒理學特論		一		1		033		H		G
H		獸醫
農生		王昭閔
王文德		111-2
112-1		結合學理與時事以瞭解毒理學與生活間之關連性。針對人類生活環境中所可能接觸到的環境物染物與藥、毒物的毒理作用及其可能的預防措施並佐以時事作深入淺出的介紹。從毒理學的定義、研究範疇、及針對全球關注毒物嘚毒理機制與生物體之關連性；有毒物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關連性做深入淺出之講授。並以專題討論方式探討臺灣地區環境污染物質對國人及生態永續發展之影響。		本課程是研究探討危害生物體及其他生物系統所產生的毒性作用及機轉之環境科學。內容涵蓋  
1.建立毒理學基本原理。  
2.毒物之代謝活化。  
3.環境污染之毒理作用。  
4.瞭解毒物作用機制。  
5.毒物對各器官的毒性。  
6.環境中常見有毒動物之毒理作用及其影響。  
7.環境中常見有毒植物之毒理作用及其影響。  
8.常見食物之毒理作用及其影響。  
9.職業環境與毒理作用及其影響。  
10.毒藥物作用及其影響。  
11.瞭解致癌作用及原理、致癌與抗癌藥物之發展與應用。  
12.重金屬之中毒與解毒藥物等。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33		生物逆境分子生物學		一		1		034		H		H		農生		周蘭嗣		110-1		Class contents includes: introduction, stress factors and relative responses, molecular models, and finishing with the concept of long-term growth.		1.To learn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f bacteria when growing under environmental stresses,using E. coli as a model system.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2		能源與環境特論		一		1		035		I		I		景觀		余政達		108-1		本課程探討能源與環境如何彼此互相影響，分析國際能源與環境發展趨勢，探討如何以環境健康、經濟可行、社會公平的方式，建立兼顧能源安全與環境永續的能源系統。		1.能源與環境之交互影響。  
2.化石燃料與核能。  
3.能源效率。  
4.交通。  
5.空氣汙染。  
6.溫室效應。  
7.再生能源。  
8.生質能。  
9.太陽能。  
10.風力發電。  
11.屋頂光電。  
12.漁電共生。  
13.農電共生。  
14.水庫與光電。  
15.溼地與光電。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0		國土計畫及農村規劃特論		一		1		036		I		I		景觀		曾碩文		112-1		良好的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是國土永續發展的利基，面臨國土保育、開發壓力、災變以及我國國土規劃體制的變動調整，本課程期望藉由了解國土計畫概況，農村景觀資源調查的方法及步驟，並藉由他國的經驗，引導學生建立農村景觀資源調查及評估的方法及台灣未來農村整體規劃的架構。		1.國土計畫法及國土計畫的緣由。 
2.國土四大功能分區說明。 
3.各縣市國土計畫了解。 
4.台灣農村問題探討。 
5.國內外案例分析討論。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7		都市植栽設計特論		一		1		037		I		I		景觀		陳佩君		110-1		由都市綠地系統、廣場、行道樹、步行空間等等的種植環境條件、使用者活動與需求、偏好等複雜的因素，到實做面臨到的植物材料選擇、應用和維護等問題，探討近期相關研究與方法。		1.都市綠化具有改善環境微氣候、
2.提昇生活品質與提高生物多樣性等多項重要的功能。
3.都市中的植物亦需面臨更多惡化的棲地條件。
4.都市的植栽設計除需符合傳統大眾的感知、美學之外，植物對於都市環境的逆境適應性，原生種與外來種議題的討論等等，往往對都市植栽設計的選種具有影響。
5.課程由不同議題探討各取決關鍵的影響因子與設計的因應方法。		From the factors such as planting environment conditions, user activities and needs, preferences, interaction with the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s, squares, sidewalk trees, pedestrian spaces, etc., discuss plants selection, application, and maintenance issues, and explore recent research that can help solve related problems.		Urban greening has many important func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microclimat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increasing biodiversity. However, plants in urban areas also faced deteriorating habitat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public perception and aesthetics of urban planting design, the adaptability of plants to the urban environment, th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 of native and exotic species, etc., often influences on the selection of urban planting design. The course discusses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plants choice and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different topic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9		景觀與生態系統服務特論		一		1		038		I		I		景觀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0		作物蟲害管理特論		一		1		039		J		J		植醫		 林明瑩		110-1		本課程主要進行農作物蟲害管理相關議題的探討，針對蟲害管理之理論進行學習，也針對不同策略運用實例之研究來掌握如何運用，能針對蟲害管理的論點有深入之掌握。		依不同週次安排之上課大綱如下：  
1.Introduction。   
2.Economic decision levels for pest population。   
3.Pest management theory。   
4.Management with natural enemies。   
5.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the pest environment。   
6.Conventional insecticides for management。 
7.Biopesticides for management。   
8.Managing insects with resistant plant。   
9.Management by modifying insect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10.Sterile-insect technique and other pest genetic tactics。   
11.The practice of insect pest management。   
12.Managing ecological backlash。   
13.Insect pest management case histories。		本課程主要進行農作物蟲害管理相關議題的探討，針對蟲害管理之理論進行學習，也針對不同策略運用實例之研究來掌握如何運用，能針對蟲害管理的論點有深入之掌握。		依不同週次安排之上課大綱如下：Introduction, Economic decision levels for pest population, Pest management theory, Management with natural enemies, 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the pest environment, Conventional insecticides for management, Biopesticides for management, Managing insects with resistant plant, Management by modifying insect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Sterile-insect technique and other pest genetic tactics, The practice of insect pest management, Managing ecological backlash, Insect pest management case historie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3		昆蟲分類學特論		一		1		040		J		J		植醫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42		植物病毒學特論		一		1		041		J		J		植醫		蔡文錫		110-1		本課程在增進修課同學植物病毒學智能，內容包含植物病毒特性、分類、傳播途徑、與寄主交互作用及防治機制等之深入探討，並研討植物病毒學科研新知，及訓練學生對植物病毒學科學資料統整及發表之能力。		1.植物病毒構造特論。  
2.植物病毒核酸特論。  
3.植物病毒移行特論。  
4.植物病毒傳播特論。  
5.植物病毒檢測特論。  
6.植物病毒管控特論。		本課程在增進修課同學植物病毒學智能，內容包含植物病毒特性、分類、傳播途徑、與寄主交互作用及防治機制等之深入探討，並研討植物病毒學科研新知，及訓練學生對植物病毒學科學資料統整及發表之能力。		1.植物病毒構造特論  2.植物病毒核酸特論  3.植物病毒移行特論  4.植物病毒傳播特論  5.植物病毒檢測特論  6.植物病毒管控特論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1		植物細菌學特論		一		1		042		J		J		植醫				未開課		本學科為農學博班選修課程，課程內容包含植物細菌學的發展史、植物病原細菌的演化、分類、病徵、病害、毒力、致病過程、流行病與防治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並輔以專業期刊、科學新知、實務案例等專業相關議題之報告與討論，以增進選修本課程同學在植物細菌學之智能。		1.植物細菌學的發展史。  
2.植物病原細菌的演化。  
3.植物病原細菌的分類。  
4.植物病原細菌造成的病徵。  
5.植物病原細菌造成的病害。  
6.植物病原細菌之毒力與致病過程。  
7.植物細菌性病害之流行與防治。  
8.專業期刊、科學新知、實務案例等報告與討論。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45		植物醫學文獻選讀(I)		一		1		043		J		J		植醫		蔡文錫		110-1		本課程目標為透過文獻選讀，使學生了解植物醫學科學研究之內涵，內容包含植物病害、植物原診斷與檢測原理、技術及其應用，並以實務案例報告增進學生對植物醫學發展前景與最新科研趨勢之了解。		1.植物病害文獻選讀。  
2.植物病原分離文獻選讀。  
3.植物病原基因文獻選讀。   
4.植物病原分子診斷文獻選讀。   
5.植物醫學實務案例報告。		本課程目標為透過文獻選讀，使學生了解植物醫學科學研究之內涵，內容包含植物病害、植物原診斷與檢測原理、技術及其應用，並以實務案例報告增進學生對植物醫學發展前景與最新科研趨勢之了解。		1.植物病害文獻選讀-  2.植物病原分離文獻選讀  3.植物病原基因文獻選讀-   4.植物病原分子診斷文獻選讀-   5.植物醫學實務案例報告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5		當代害蟲快速鑑定特論		一		1		044		J		J		植醫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48		作物生態毒理學特論		一		2		045		B		B		農藝		莊愷瑋		111-2		本課程之學習目標在了解作物因環境變遷與污染所產生的植物生理反應與其作用機制，包括：毒理學概要、植物的毒性反應表現、植物的毒性反應機制、植物的毒性反應速率模式、影響植物毒性反應的因素、植物排除重金屬毒性的策略、植物的抗氧化機制、植物抗氧化酵素與抗氧化物質的分析、植物對重金屬的吸收、累積與轉移、植物重金屬含量的分析、目前作物重金屬含量限值與相關法規、植物的重金屬毒性與累積在生態環境和農業安全評估之應用。		1.毒理學的範疇與基本原理。  
2.毒物之劑量與植物反應之關係。  
3.毒物作用於植物受體表面之反應過程與機制。  
4.毒物的不同物種與形態對植物毒性反應過程與機制的差異。  
5.毒物對不同種類植物之毒性反應差異與作用機制。  
6.植物對重金屬元素的急毒性翰慢毒性反應。  
7.影響重金屬毒性的環境條件與植物特性。  
8.植物於重金屬逆境下降低毒害作用之反應機制。  
9.植物在重金屬逆境下其抗氧化作用與對重金屬耐受性之關係。  
10.植物對重金屬的吸收機制。  
11.植物的重金屬累積與轉移和毒性反應作用的關係。  
12.分析測定重金屬在植物體內不同部位的濃度分佈。  
13.比較不同作物目前國內外各組織所公告之相關食用作物安全標準。  
14.以不同代表性作物為指標評估重金屬對生態環境和農業安全之影響。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71		作物育種學特論		一		2		046		B		B		農藝		曾鈺茜		109-2		本課程使用文獻討論和老師講授的方式，從傳統育種學開始介紹，討論不同的育種方法與其應用。課程後段帶入基因體，討論分子輔助育種、連鎖圖譜、數量性狀基因座定位(QTL mapping)、全基因組關聯性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等。課程中也會教導學生閱讀文獻的方法，並訓練評論技巧(critique)，以對文獻進行critical thinking的訓練。		1.傳統植物育種方法。   
2.分子輔助育種。  
3.連鎖圖譜。   
4.數量性狀基因座定位(QTL mapping)。   
5.全基因組關聯性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6.文獻閱讀評論技巧訓練。  
7.Critical thinking。		本課程使用文獻討論和老師講授的方式，從傳統育種學開始介紹，討論不同的育種方法與其應用。課程後段帶入基因體，討論分子輔助育種、連鎖圖譜、數量性狀基因座定位(QTL mapping)、全基因組關聯性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等。課程中也會教導學生閱讀文獻的方法，並訓練評論技巧(critique)，以對文獻進行critical thinking的訓練。		1. 傳統植物育種方法 2. 分子輔助育種3. 連鎖圖譜 4. 數量性狀基因座定位(QTL mapping) 5. 全基因組關聯性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6. 文獻閱讀評論技巧訓練 7. Critical thinking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41		作物種原及馴化特論		一		2		047		B		B		農藝		蔡元卿		109-2		本學科教學內容分成作物種原及作物馴化兩部分，作物種原包括植物引種、作物近緣野生種-物種演化及作物育種基礎、民族植物學、種原鑑識與野外採集、植物獵人、遺傳變異及族群遺傳歧異度、誘變育種及誘變方法介紹、種原中心參訪等。第二部分探討多像與馴化過程相關議題包括人為選拔 (地方品種及品種改良)、多倍體物種的形成及其可稔配子的形成、馴化性狀 (種子收穫與傳播與種實增大)、利用基因組解序資料追溯親緣或馴化基因的演替、遠緣雜交與性狀改良、基因滲入等。精選重要的作物種原或馴化文獻，由修習之同學研讀後，進行口頭報告，並由師生共同參與討論，最後再由教師予以講評，期末並需繳交專題書面報告。		課程講述兩個與作物相關的議題，1.野生種植物的馴化基因因為天然突變造成性狀變異。
2.人類選擇保留下來進而馴化成作物，以及各級種原所帶有的變異是作物進一步改良的基礎。
3.遺傳變異在這兩大議題都扮演重要角色。		本學科教學內容分成作物種原及作物馴化兩部分，作物種原包括植物引種、作物近緣野生種-物種演化及作物育種基礎、民族植物學、種原鑑識與野外採集、植物獵人、遺傳變異及族群遺傳歧異度、誘變育種及誘變方法介紹、種原中心參訪等。第二部分探討多像與馴化過程相關議題包括人為選拔 (地方品種及品種改良)、多倍體物種的形成及其可稔配子的形成、馴化性狀 (種子收穫與傳播與種實增大)、利用基因組解序資料追溯親緣或馴化基因的演替、遠緣雜交與性狀改良、基因滲入等。精選重要的作物種原或馴化文獻，由修習之同學研讀後，進行口頭報告，並由師生共同參與討論，最後再由教師予以講評，期末並需繳交專題書面報告。		課程講述兩個與作物相關的議題，包括野生種植物的馴化基因因為天然突變造成性狀變異，而被人類選擇保留下來進而馴化成作物，以及各級種原所帶有的變異是作物進一步改良的基礎。遺傳變異在這兩大議題都扮演重要角色。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49		植生復育技術特論		一		2		048		B		B		農藝		莊愷瑋		111-2		本課程目標為增進農業與植物科學類博班生對作物資源的開發利用技術，並了解植生復育技術在土壤環境保育之功能與應用性。，包括：植生復育的概念介紹、植物對環境逆境的表現、植物對重金屬的毒性和累積、植物對有機毒化物的毒性和累積、植物的形態,解剖與生理特性對不同重金屬的毒性反應差異、植物的形態,解剖與生理特性對不同重金屬的累積性差異、植物的形態,解剖與生理特性對不同有機毒化物的毒性反應差異、植物的形態,解剖與生理特性對不同有機毒化物的累積性差異、植生復育的適用性評估策略、超累積植物應用於重金屬污染之復育、高生物量植物應用於重金屬污染之復育、植物根圈效應對重金屬與有機毒化物之植生復育的影響、作物田間生產管理技術對植生復育效益的影響。		1.說明植生復育的發展歷史與基本原理。  
2.植物在環境中遭受毒性逆境的反應特徵。  
3.不同模式植物在土壤與水耕環境下的重金屬毒性反應。  
4.不同模式植物在土壤與水耕環境下對重金屬的吸收、累積與轉移。 
5.不同模式植物在土壤與水耕環境下對農藥和除草劑之毒性反應。  
6.不同模式植物在土壤與水耕環境下對農藥和除草劑的吸收、累積與轉移。  
7.比較植物形態、解剖與生理特性對重金屬的毒性反應差異。  
8.比較植物形態、解剖與生理特性對重金屬的吸收與累積差異。  
9.比較植物形態、解剖與生理特性對農藥和除草劑的毒性反應差異。  
10.比較植物形態、解剖與生理特性對農藥和除草劑的累積差異。  
11.說明植生復育策略的評估指標與決策。  
12.以超累積植物為基礎之重金屬植生復育策略。  
13.以高生物量植物為基礎之重金屬植生復育策略。  
14.植物根部對重金屬與有機毒化物的累積和促進分解之效應。  
15.討論說明目前引進一般作物田間生產管理技術以提升植生復育效益之作法。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11		植物分子育種學特論		一		2		049		B
C		C
B		園藝
農藝		徐善德
黃文理		105-1
105-2		本課程藉由課程講授與相關文獻探討，讓同學認識植物分子育種技術的演進與範疇，進一步介紹最新作物精準育種技術及其應用，包括基因體編輯，GWAS，系統生物學等等，並藉由文獻閱讀整理及報告，對作物分子育種有深入的了解。		1.作物育種的演進。  
2.作物分子育種學範疇。  
3.現代作物精準育種技術。  
4.分子標誌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  
5.基因編輯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  
6.GWAS在農業上的應用。  
7.系統生物學定義與應用。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99		植物繁殖學特論		一		2		050		B
C		C		園藝		 沈榮壽		111-1		植物繁殖技術應用於種苗生產兩者目的相同，是高產值及高度技術性的專業生產事業。愈先進國家綠色產業亦愈發達，對種苗產業的發展更加重視，由於種苗產業是作物生產的根源，未來的世紀誰能掌控種子(苗)，便能取得優越競爭潛力的時代。加以種苗產業具備高度專業知識及資本密集的特質，使得種苗生產科技之研發呈現蓬勃發展，生產技術更是日新月異，預期未來的種苗產業的發展，將因世界各國普遍實施植物新品種專利保護制度，使得新品種的創育更具保障。而生物技術應用於種苗生產，如組織培養再生系統更為商業種苗生產之主流。因此本課程除了傳統種苗生產技術外，對於質量化種苗最具效率之微體繁殖技術亦多所探討，期能對於有志修習本課程之同學有嶄新的認識與訓練。		1.引導學生了解植物繁殖演進、繁殖設施、繁殖生理、繁殖技術及其應用範疇。  
2.訓練學生熟練植物繁殖基本技能與技術之產業應用。  
3.強化學生具備植物繁殖科技之專業與倫理及生態面之基本認知。  
4.能了解植物種苗產業之市場及其在園藝產業之未來發展。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51		稻作學特論		一		2		051		B		B		農藝		黃文理		101-2		水稻是全球三大主要糧食作物之一，也是國人最重要的主食，產值每年超過千億，是台灣現階段最重要農產品與產業，稻作學是農藝系最重要糧食作物選修課程，特別重視學生對稻作歷史、產業現況與產量及育種技術之知能傳授，本課程藉由專業課程講授，配合官能品評技巧實務操作，可讓修課學生獲得水稻生產相關專業知識與實務操作能力。		本課程講授稻之  
1.起源。  
2.分類、稻作栽培概況。  
3.形態及品種特性。  
4.生育環境。  
5.台灣稻作栽培歷史。  
6.稻之栽培制度。  
7.稻之栽培法。  
8.稻米品質。  
9.生物技術之應用。  
同時邀請國內稻作相關育種、栽培專家，講授肥料施用與管理、水分管理、病蟲害管理等等稻作實務操作技術，配合田間水稻生育狀況以實物解說稻之生育與栽培管理。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52		花卉育種特論		一		2		052		C		C		園藝		徐善德		104-1		花卉育種特論旨在建構學生進階花卉育種識能，藉由講授及文獻探討，使學生獲知國際花卉新品種發展之趨勢，了解花卉育種理論及技術之最新進展，以及熟諳重要商業化花卉作物育種之原理及實務。		1.國際花卉產業發展及新品種育成趨勢。  
2.進階花卉育種理論及技術之文獻探討。  
3.重要商業化花卉作物育種之原理及實務。  
4.商業化花卉作物育種策略之探討及擬定。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28		園藝學特論		一		2		053		C		C		園藝		王孝雯		110-2		Advanced horticultural crops cultivation and postharvest  technology.		1.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requirements for horticultural productions。  
2.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horticultural crop plants to environments。  
3.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horticultural productions in the world。 
4.Basic principles of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88		自然資源遙測法特論		一		2		054		D		D		森林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71		孢粉學與環境特論		一		2		055		D		D		森林		趙偉村		111-2		本課程主要為了解植物的花粉和孢子，這些花粉和孢子可用其形狀和結構來進行鑑別。本課程涵蓋植物分類學，強調空中與蜂蜜花粉的觀察與應用。本課程除了現場講課外，也有實驗室的工作。學生在本課程需要能描述花粉粒和孢子的結構、質地、形狀。並且使用光學顯微鏡與電子顯微鏡識別不同植物的花粉粒/孢子。		1.介紹孢粉的基本型態與演化。  
2.介紹不同類群花粉之型態相異。  
3.收集花粉並進行觀察。  
4.實際操作各式花粉樣品萃取與分析。  
5.建置化粉永久玻片與圖譜。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77		高光譜遙測專題研究		一		2		056		D		D		森林		林金樹		108-2		本課程介紹高光譜資料處理技術，內容涵蓋衛星高光譜資料及高光譜輻射儀資料的應用技術。課程目標在培養學生利用高光譜資料收集農業、林業及環境資訊的技能。		本課程以講授、討論及個案研究等方式進行，第一週說明全課程各週主題以及第十八週的個案研究期末報告，其它各週講授的課題包括  
1.多光譜影像及高光譜影像處理。  
2.混合像元。  
3.端元提取技術。  
4.物體偵測。  
5.植物光譜異常訊號偵測。  
6.植物葉綠素濃度估計。  
7.水分逆境偵測。  
8.變遷分析等。		本課程介紹高光譜資料處理技術，內容涵蓋衛星高光譜資料及高光譜輻射儀資料的應用技術。課程目標在培養學生利用高光譜資料收集農業、林業及環境資訊的技能。		本課程以講授、討論及個案研究等方式進行，第一週說明全課程各週主題以及第十八週的個案研究期末報告，其它各週講授的課題包括多光譜影像及高光譜影像處理、混合像元、端元提取技術、物體偵測、植物光譜異常訊號偵測、植物葉綠素濃度估計、水分逆境偵測、變遷分析等。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60		高等光達遙測研究法		一		2		057		D		D		森林		林金樹		110-2		本課程內容以培養高階光達遙測研究人員為導向，回顧光達遙感技術之基本原理以及應用，再以最新衛星光達遙測資料的處理及應用分析為主題，強調養成博士生。分析森林資訊空間資訊以供森林經營的技術。		本課程以講授、討論及個案研究等方式進行，全學期於第9週及第18週進行期中及期末報告，其餘各週次講授、討論或實作方式進行，主要課題包括  
1.光達遙測原理回顧。  
2.全波形光達遙測的應用。  
3.ICESat-1及GEDI衛星光達資料處理及應用。  
4.光達林分參數演算法、以及個案研究。  
利用四週時間，進行個案應用研究，成果於第18週提出書面報告及簡報。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72		木質素化學特論		一		2		058		E		E		木設		杜明宏(退休)		102-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4		木質資源應用特論		一		2		059		E		E		木設		蔡佺廷(退休)		107-2		木質資源乃為真正可再生的資源，尤其在環保意識覺醒的新世紀，木材等生物質衍生的材料、能源和化學品，將佔有很重要的角色。本課程擬說明該如何加以應用，方能使木質資源達到物盡其用之效。		1.木質材料的研究近況與發展趨勢。   
2.木質資源是對環境友善的可再生資源。   
3.熱處理。   
4.醚化處理。   
5.烷烯酮二量體處理。   
6.順丁烯二酸酐/甘油處理。   
7.異氰酸鹽處理。   
8.無機化處理。   
9.木材軟化。   
10.木材的塑料化與溶液化。   
11.木質廢棄物生產生物質潔淨能源。   
12.木質廢棄物製作木質陶瓷。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66		木質機能材料學特論		一		2		060		E		E		木設		林翰謙		099-2		本課程以論述木質材料之機能性為主題，內容涵蓋：木質材料機能性之意義與應用機制，機能材料之科學應用，劣化與保存機能性及燃燒機制等；另以生物資源為導向說明生物質、生態炭化物與自然資源之機能性應用與技術等。期使學生能以機能性考量木質材料於相關領域之科學研究與產業實務之應用。		1.瞭解木質機能材料的相關領域，及國際現今木質資源的發展現況。  
2.木質材料之機能理論定義闡述，以瞭解森林資源價值及其對機能性議題重要性。  
3.瞭解木質機能材料與環境永續性間之相互影響與依存關係。  
4.以木質資源為前提，發展生物機能材料産業之實務應用。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5		家具產品塗裝特論		一		2		061		E		E		木設		黃金城(退休)		107-2		預備課程(教師退休)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91		家具設計與製造特論		一		2		062		E		E		木設		 蘇文清		110-2		設計概分為功能設計與造型設計，家具設計應能具備此二項目的。 人的一生皆在使用家具，舉凡食、衣、住、行皆與家具關係密切，家具可視為生活用品，亦是一種藝術作品，而各種家具材質中，又以木材最為自然而接近人性，如何應用再生資源（木材）發揮創意設計，乃充滿樂趣、驚奇及成就感之過程。 本課程主要分成二部分： 一、家具設計：教室授課1節。 讓同學對家具設計與製造有初步概念﹐並明瞭設計一件作品所應考慮的因子﹐首先，針對家具製造產業進行論述工業化生產之家具設計與製造理論與實務，了解世界家具生產概況、製造技術及生產流程，亦概述家具材料與企劃，讓同學對實木尺寸及木材分等、家具用材，材料規劃及估價等有初步概念，進而運用設計元素﹑設計程序﹑視覺組成語彙及設計指引等概念﹐以設計一件構圖完美﹑比例勻稱之作品﹐期使設計之作品符合需求。課程中並舉許多實例說明﹐以進一步培養同學們設計及鑑賞家具之能力。 再則，近來酒店家具（沙發家具）之需求增加，越南台商家具廠逐漸增加沙發製造生產線，以應付市場需求，本課程新增2章節，探討沙發家具之設計與製造，期使同學對沙發設計與製作具基礎專業知能，以符合產業需求人才。 二、家具實務製作：以木質家具製作實習為主。家具製作實習3節。 實習課安排至木工廠實做家具為主。以分組方式，完成各種木質家具之製作，實習過程中，訓練家具試圖、開材料單、估價、材料規劃等能力，再進而訓練家具加工技術、加工工程規劃、木工機器應用能力等。 實習實作主要分成二大部份： A.家具專題：分組進行，每組任選一項家具專題作業，暫定指定家具專題有 Z-table, Tea-table, Sofa-table, Box-table, PC-desk等。 B.創意木藝品設計製作：每組(或每人)設計一項木藝品，完成三視圖、剖面圖及BOM表。 綜合上述，本課程授課內容包括家具設計與製造加工：理論至實務、家具風格、家具材料與企劃、家具設計程序、家具設計組成、家具設計與人因工程、家具五金配件等學理課程，配合木工廠家具實做實習，培育未來家具廠專業經理人。 ※本課程就業連結：家具產業專業經理人、家具製造產業之研發部門、家具服務產業之展場佈置、室內設計裝修產業、個人工作室等。 ※相關連結課程：家具視圖與製圖、電腦繪圖如AutoCAD(2D工程圖)、電腦3D繪圖如Solidwork, 3D MAX, SketchUp等。		1.家具設計與製造概論：概述家具設計與製造從理論至實務—世界家具生產概況、製造技術及生產流程等，並簡介家具設計內涵、分類及相關定義。   
2.家具材料與企劃：針對家具產業研發部門，論述實木木材尺寸及木材分等、家具產業用材、材料規劃與採購及家具成本估價等。  
3.家具設計程序：探討設計之初之基本概念、資料收集分析以及設計步驟之規劃。及設計發展時考量之八大步驟、視覺參考和影像、建立設計並評估之展示設計。   
4.沙發家具概論：瞭解沙發家具分類，如沙發單椅、躺椅、搖椅及旋轉椅、固定式沙發和情人座、組合沙發及沙發床等沙發造型。進而分析沙發家具設計及銷售特徵包括色彩、包襯物、風格或樣式、整體外觀、內部結構、舒適性及價格/價值等，上述因子如何影響沙發設計、製造及販售價格。   
5.沙發家具設計與製造：首先從沙發製造概論，讓同學對沙發製造有基礎認知，進而逐項分析說明沙發家具製造過程，從原料、倉儲框架料之裁切及備料、框架組裝、彈簧安裝、織物裁切樣式、織物訂料及倉儲、織物裁切、織物縫製、填充物彈性、包襯處理、產品品檢、包裝及倉儲/運送等，讓同學對沙發製造過程具通盤基礎認知及應具備基礎專業知能。   
6.家具設計組成：闡述家具視覺組成之造型、構圖和比例（介紹黃金比例﹑黃金矩形﹑幾何級數﹑算數級數﹑調和級數﹑費波納齊數列﹑漢必基矩形等在家具上之應用）、顏色和表面處理等三項基本組成，著重於以家具專題設計為例加以說明。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36		設計研究		一		2		063		E		E		木設		李安勝		108-1		1.設計研究方法概述與如何應用研究方法於統計分析及FUZZY Theory之應用、  2.設計研究問題之探究、  3.研究假設之探究、  4.文獻探討與相關期刊論文評論與心得分享、  5.期刊論文閱讀心得報告與討論、  6.Fuzzy theory方法之初步探討、  7.Fuzzy logic semantics方法之初步探討、閱讀心得報告實施、  8.研究計畫架構撰寫與討論、  9.研究過程之探討與實作與問卷設計及閱讀心得報告、  10.個案研究法之探討、  11.研究論文報告與修正、  12.歷史研究法之探究、  13.Fuzzy theory方法之探討與實例說明研究論文報告與修正、  14.Fuzzy theory方法之探討與實例說明與Using SPSS for Windows and Macinttosh與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  15.研究論文報告與修正、  16.Using SPSS for Windows and Macinttosh與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案例實際說明、  17.統計分析方法(一)：SPSS f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Data與統計分析實題演練整理投稿國際期刊、  18.統計分析方法(二)：SPSS f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Data與統計分析實題演練、與期末報告與整理投稿國際期刊		1.設計研究方法概述。  
2.設計研究問題。  
3.研究假設。  
4.文獻探討與相關期刊論文評論。  5.期刊論文閱讀心得報告。  
6.Fuzzy theory方法之初步探討。  
7.Fuzzy logic semantics方法之初步探討。  
8.研究計畫架構撰寫。  
9.研究過程之探討與問卷設計及閱讀心得報告與期中報告。  
10.個案研究法。  
11.研究論文報告。  
12.歷史研究法。  
13.Fuzzy theory方法之探討與實例說明研究論文報告。  
14.Fuzzy theory方法之探討與實例說明與Using SPSS for Windows and Macinttosh與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  15.研究論文報告。  16.Using SPSS for Windows and Macinttosh與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  17.統計分析方法(一)：SPSS f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Data與統計分析。  18.統計分析方法(二)：SPSS f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Data與統計分析與期末報告。		1.設計研究方法概述與如何應用研究方法於統計分析及FUZZY Theory之應用、2.設計研究問題之探究、3.研究假設之探究、4.文獻探討與相關期刊論文評論與心得分享、5.期刊論文閱讀心得報告與討論、6.Fuzzy theory方法之初步探討、7.Fuzzy logic semantics方法之初步探討、閱讀心得報告實施、8.研究計畫架構撰寫與討論、9.研究過程之探討與實作與問卷設計及閱讀心得報告、10.個案研究法之探討、11.研究論文報告與修正、12.歷史研究法之探究、13.Fuzzy theory方法之探討與實例說明研究論文報告與修正、14.Fuzzy theory方法之探討與實例說明與Using SPSS for Windows and Macinttosh與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15.研究論文報告與修正、16.Using SPSS for Windows and Macinttosh與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案例實際說明、17.統計分析方法(一)：SPSS f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Data與統計分析實題演練整理投稿國際期刊、18.統計分析方法(二)：SPSS f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Data與統計分析實題演練、與期末報告與整理投稿國際期刊		1.設計研究方法概述、2.設計研究問題、3.研究假設、4.文獻探討與相關期刊論文評論、5.期刊論文閱讀心得報告、6.Fuzzy theory方法之初步探討、7.Fuzzy logic semantics方法之初步探討、8.研究計畫架構撰寫、9.研究過程之探討與問卷設計及閱讀心得報告與期中報告、10.個案研究法、11.研究論文報告、12.歷史研究法、13.Fuzzy theory方法之探討與實例說明研究論文報告、14.Fuzzy theory方法之探討與實例說明與Using SPSS for Windows and Macinttosh與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15.研究論文報告、16.Using SPSS for Windows and Macinttosh與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17.統計分析方法(一)：SPSS f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Data與統計分析、18.統計分析方法(二)：SPSS f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Data與統計分析與期末報告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40		設計探究與分析		一		2		064		E		E		木設		李安勝		108-2		1.Design investigation introduction、2.Design analysis introduction  1.Design investigation method、2.Analysis method and discussion、3.Fuzzy theory introduction  1.Defining design investigation、2.Design analysis practice、3.Fuzzy theory introduction  1.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2.Journal paper reading、3.Fuzzy theory introduction  1.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I、2.Journal paper reading、3.Fuzzy theory exploring  1.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II、2.Journal paper reading  1.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V、2.Journal paper reading  1.Analysis method introduction、2.Variable factor definition  1.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2.Testing & Practice、3.Equation building  1.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I、2.Equation building with Fuzzy theory  1.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II、2.Using SPSS on data analysis I  1.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V、2.Using SPSS on data analysis II  1.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2.Building design framework I  1.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I、2.Building design framework II  1.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II、2.Article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pproach I  1.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V、2.Article framework and reasearch approach II  final paper due and finish		1.Introduction on 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2.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3.Explaining 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4.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  5.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I。  6.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II。  7.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V。  8.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 introduction。  9.Mid-report。  10.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  11.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I。  12.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III。  13.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V。  14.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  15.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I。  16.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II。  17.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V。  18.final paper。		1.Design investigation introduction、2.Design analysis introduction  1.Design investigation method、2.Analysis method and discussion、3.Fuzzy theory introduction  1.Defining design investigation、2.Design analysis practice、3.Fuzzy theory introduction  1.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2.Journal paper reading、3.Fuzzy theory introduction  1.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I、2.Journal paper reading、3.Fuzzy theory exploring  1.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II、2.Journal paper reading  1.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V、2.Journal paper reading  1.Analysis method introduction、2.Variable factor definition  1.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2.Testing & Practice、3.Equation building  1.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I、2.Equation building with Fuzzy theory  1.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II、2.Using SPSS on data analysis I  1.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V、2.Using SPSS on data analysis II  1.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2.Building design framework I  1.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I、2.Building design framework II  1.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II、2.Article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pproach I  1.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V、2.Article framework and reasearch approach II  final paper due and finish		1.Introduction on 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2.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3.Explaining 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4.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  5.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I  6.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II  7.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design investigation skill IV  8.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 introduction  9.Mid-report  10.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  11.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I  12.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III  13.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analysis methods & running IV  14.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  15.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I  16.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II  17.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writing articles ability training IV  18.final paper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64		膠合學特論		一		2		065		E		E		木設		黃金城(退休)		096-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89		家禽營養學特論		一		2		066		F		F		動科		陳國隆		111-2		教導同學們瞭解家禽營養代謝，並計算家禽飼料配方		1.家禽腸道生理。  
2.家禽營養代謝。  
3.飼料原料成分介紹。  
4.飼料配方方法。  
5.家禽營養需要。  
6.家禽飼料配方計算。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31		動物生物技術特論		一		2		067		F		F		動科		吳建平		105-2		探討現代動物生物科技之發展技術及應用		1.研究動物生物技術理論。  
2.動物生物技術應用。  
3.建立動物生物技術概念。  
4.應用動物生物技術於實驗使用。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27		單胃動物特論		一		2		068		F		F		動科		 陳國隆		110-2		本課程之主要目的在讓學生學習最新之單胃動物營養  
1.能量在豬隻營養的利用  
2.豬隻營養中的脂肪  
3.豬隻營養中的非澱粉多糖和寡糖  
4.豬隻營養中的氨基酸  
5.豬隻飼料中胺基酸的生物利用性  
6.豬隻營養中的鈣、磷、維生素D和維生素K  
7.豬隻營養中的鈉、鉀、氯、鎂和硫  
8.豬隻營養中微量元素  
9.豬隻營養中的維生素A  
10.豬隻營養中的硒和維生素E  
11.豬隻營養中的水溶性維生素  
12.礦物質與維生素的生物利用性  
13.豬隻營養中的水  
14.抗菌劑與益生素  
15.肥育豬的攝食量  
16.畜舍設備的設計對行為、攝食量與飲水量的影響  
17.熱環境與豬隻營養  
18.豬隻營養與免疫  
19.豬隻飼料之黴菌毒素和其他抗營養因子		本課程之主要目的在讓學生學習最新之單胃動物營養  
1.能量在豬隻營養的利用。  
2.豬隻營養中的脂肪。  
3.豬隻營養中的非澱粉多糖和寡糖。  
4.豬隻營養中的氨基酸。  
5.豬隻飼料中胺基酸的生物利用性。  6.豬隻營養中的鈣、磷、維生素D和維生素K。  
7.豬隻營養中的鈉、鉀、氯、鎂和硫。  
8.豬隻營養中微量元素。  
9.豬隻營養中的維生素A。  
10.豬隻營養中的硒和維生素E。  
11.豬隻營養中的水溶性維生素。  
12.礦物質與維生素的生物利用性。  
13.豬隻營養中的水。  
14.抗菌劑與益生素。  
15.肥育豬的攝食量。  
16.畜舍設備的設計對行為。  
17.攝食量與飲水量的影響。  
18.熱環境與豬隻營養。  
19.豬隻營養與免疫。  
20.豬隻飼料之黴菌毒素和其他抗營養因子。		本課程之主要目的在讓學生學習最新之單胃動物營養  (1)能量在豬隻營養的利用、(2)豬隻營養中的脂肪、(3)豬隻營養中的非澱粉多糖和寡糖、(4)豬隻營養中的氨基酸、(5)豬隻飼料中胺基酸的生物利用性、(6)豬隻營養中的鈣、磷、維生素D和維生素K、(7)豬隻營養中的鈉、鉀、氯、鎂和硫、(8)豬隻營養中微量元素、(9)豬隻營養中的維生素A、(10)豬隻營養中的硒和維生素E、(11)豬隻營養中的水溶性維生素、(12)礦物質與維生素的生物利用性、(13)豬隻營養中的水、(14)抗菌劑與益生素、(15)肥育豬的攝食量、(16)畜舍設備的設計對行為、攝食量與飲水量的影響、(17)熱環境與豬隻營養、(18)豬隻營養與免疫、(19)豬隻飼料之黴菌毒素和其他抗營養因子。		本課程之主要目的在讓學生學習最新之單胃動物營養  (1)能量在豬隻營養的利用、(2)豬隻營養中的脂肪、(3)豬隻營養中的非澱粉多糖和寡糖、(4)豬隻營養中的氨基酸、(5)豬隻飼料中胺基酸的生物利用性、(6)豬隻營養中的鈣、磷、維生素D和維生素K、(7)豬隻營養中的鈉、鉀、氯、鎂和硫、(8)豬隻營養中微量元素、(9)豬隻營養中的維生素A、(10)豬隻營養中的硒和維生素E、(11)豬隻營養中的水溶性維生素、(12)礦物質與維生素的生物利用性、(13)豬隻營養中的水、(14)抗菌劑與益生素、(15)肥育豬的攝食量、(16)畜舍設備的設計對行為、攝食量與飲水量的影響、(17)熱環境與豬隻營養、(18)豬隻營養與免疫、(19)豬隻飼料之黴菌毒素和其他抗營養因子。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33		禽肉加工特論		一		2		069		F		F		動科		周仲光		104-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3		小動物物理治療學特論		一		2		070		G		G		獸醫		黃漢翔		107-2		本課程含講授、報告與討論。教師授課時闡述教材內容，配合教學實作，深入探討小動物物理治療與復健；專題報告需蒐集兩篇以上、10年內互有相關性之英文研究性論文並彙編（主題自訂但須與小動物物理治療學領域相關），就報告內容另加以討論。		1.骨科術後物理治療與復健實例探討。   
2.神經性疾病術後物理治療與復健實例探討。   
3.骨關節炎物理治療與復健實例探討。   
4.合併式物理治療實例探討。   
5.小動物物理治療研究性論文彚報與討論。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91		小動物疾病學特論		一		2		071		G		G		獸醫		詹昆衛		102-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76		水生動物診斷病理學特論		一		2		072		G		G		獸醫		王建雄		110-2		介紹水生動物常見疾病及各疾病之基本病理變化及鑑別診斷。		使學生瞭解水生動物之常見臨床疾病，依常見各系統疾病，就病史、臨床症狀、肉眼病變、顯微病變等之介紹及如何做鑑別診斷與最後正確的診斷，進而對疾病進行有效的治療、預防與控制，來降低嚴重經濟損失。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35		水禽疾病特論		一		2		073		G		G		獸醫		郭鴻志		109-1		第一週Circovirus Infection of Geese and Ducks  
第二週Duck Virus Hepatitis  
第三週Duck Plague (Duck Virus Enteritis)  
第四週Reovirus Infection of Muscovy Duck and Goose  
第五週Parvovirus Infection of Waterfowl  
第六週Hemorrhagic Nephritis Enteritis Virus Infection of Geese (HNEG)  
第七週Midterm exam  
第八週Riemerella anatipestifer infection  
第九週Necrotic enteritis   
第十週Fowl cholera  
第十一週Chlamydiosis  
第十二週Cryptosporidiosis  
第十三週Coccidiosis  
第十四週Leucocytozoonosis  
第十五週Aspergillosis  
第十六週Mycosis of the digestive tract  
第十七週Mycotoxicoses  
第十八週Final exam		Although chickens and turkeys comprise the majority of poultry species seen by the veterinary practitioner, occasionally waterfowl such as ducks and geese are encountered. One feature that is unique to waterfowl is that their environment usually involves the presence of man-made or natural bodies of water, and this may enhance the co-mingling of free-living waterfowl species with the domestic flock and ultimately, promote disease transmission. Additionally,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may also influence disease manifestation in domestic waterfowl.   There are many diseases that can affect waterfowl species.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described here are the most common viral, bacterial, parasitic and mycosis diseases seen in domestic waterfowl species. It seems likely that viral diseases will assume greater future importance as causes of disease in waterfowl. Greater attention needs to be given to the study of this source of disease.		第一週Circovirus Infection of Geese and Ducks  第二週Duck Virus Hepatitis  第三週Duck Plague (Duck Virus Enteritis)  第四週Reovirus Infection of Muscovy Duck and Goose  第五週Parvovirus Infection of Waterfowl  第六週Hemorrhagic Nephritis Enteritis Virus Infection of Geese (HNEG)  第七週Midterm exam  第八週Riemerella anatipestifer infection  第九週Necrotic enteritis   第十週Fowl cholera  第十一週Chlamydiosis  第十二週Cryptosporidiosis  第十三週Coccidiosis  第十四週Leucocytozoonosis  第十五週Aspergillosis  第十六週Mycosis of the digestive tract  第十七週Mycotoxicoses  第十八週Final exam		Although chickens and turkeys comprise the majority of poultry species seen by the veterinary practitioner, occasionally waterfowl such as ducks and geese are encountered. One feature that is unique to waterfowl is that their environment usually involves the presence of man-made or natural bodies of water, and this may enhance the co-mingling of free-living waterfowl species with the domestic flock and ultimately, promote disease transmission. Additionally,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may also influence disease manifestation in domestic waterfowl.   There are many diseases that can affect waterfowl species.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described here are the most common viral, bacterial, parasitic and mycosis diseases seen in domestic waterfowl species. It seems likely that viral diseases will assume greater future importance as causes of disease in waterfowl. Greater attention needs to be given to the study of this source of disease.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30		家禽流行病調查特論		一		2		074		G		G		獸醫		郭鴻志		109-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75		家禽疫苗特論		一		2		075		G		G		獸醫		郭鴻志		109-1		第一週The importance of the avian immune system and its unique features  
第二週Structure of the avian lymphoid system  
第三週Development of the avian immune system  
第四週B cells, the bursa of Fabricius and the generation of antibody repertoires  
第五週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vian immunoglobulins  
第六週Avian T cell: cell lineages and antigen recognition  
第七週The mucosal immune system  
第八週Midterm exam  
第九週Practical aspects of poultry vaccination  
第十週Adjuvants and Vaccines  
第十一週Bacterial vaccines in poultry  
第十二週Subunit Vaccine Design  
第十三週The development of subunit and recombinant vaccines against ND virus  
第十四週Recombinant anticoccidial vaccines  
第十五週Vaccine development against IBDV  
第十六週Developing novel vaccines to protect poultry against IB  
第十七週Virus-like particle-based vaccine  
第十八週Final exam		Using poultry vaccines are must because the main obstacle of profitable poultry farming and spreading this industry is diseases. For this reason to prevent the poultry farm, disease defense method should make through vaccination. Most of the poultry diseases has no treatment. As the disease spread very fast so there is no scope to prevent this. We can make disease defense power in poultry body by hygienic rearing systems and providing appropriate vaccine. The germ of disease like certain bacteria or virus collected and preserved in a specific method and then turn it to medicine where this germ works as antibody. They work against the germ and bacterias. This is simply known as vaccine. That means turning harmful germs to inoffensive germ. While applying this to animal body they will make disease defense instead of causing any diseases. Vaccine is very sensitive materiel. Potency of vaccine can be damaged due to numerous causes.		第一週The importance of the avian immune system and its unique features  第二週Structure of the avian lymphoid system  第三週Development of the avian immune system  第四週B cells, the bursa of Fabricius and the generation of antibody repertoires  第五週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vian immunoglobulins  第六週Avian T cell: cell lineages and antigen recognition  第七週The mucosal immune system  第八週Midterm exam  第九週Practical aspects of poultry vaccination  第十週Adjuvants and Vaccines  第十一週Bacterial vaccines in poultry  第十二週Subunit Vaccine Design  第十三週The development of subunit and recombinant vaccines against ND virus  第十四週Recombinant anticoccidial vaccines  第十五週Vaccine development against IBDV  第十六週Developing novel vaccines to protect poultry against IB  第十七週Virus-like particle-based vaccine  第十八週Final exam		Using poultry vaccines are must because the main obstacle of profitable poultry farming and spreading this industry is diseases. For this reason to prevent the poultry farm, disease defense method should make through vaccination. Most of the poultry diseases has no treatment. As the disease spread very fast so there is no scope to prevent this. We can make disease defense power in poultry body by hygienic rearing systems and providing appropriate vaccine. The germ of disease like certain bacteria or virus collected and preserved in a specific method and then turn it to medicine where this germ works as antibody. They work against the germ and bacterias. This is simply known as vaccine. That means turning harmful germs to inoffensive germ. While applying this to animal body they will make disease defense instead of causing any diseases. Vaccine is very sensitive materiel. Potency of vaccine can be damaged due to numerous cause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54		魚病微生物學診斷技術特論		一		2		076		G		G		獸醫		王建雄		101-2		本課程內容涵蓋水生動物疾病之病因(病原)、診斷、防治及其研究方法等。並介紹如何做快速診斷、鑑別診斷與最後正確的診斷，進而對疾病進行有效的治療、預防與控制，來降低嚴重經濟損失。		1.魚類健康與疾病。  
2.魚病的診斷。  
3.魚病的防治。  
4.流行病學。  
5.人畜共通傳染病。  
6.臨床病理學。  
7.魚類的免疫反應。  
8.細菌性魚病。  
9.黴菌性魚病。  
10.病毒性魚病。  
11.寄生虫性魚病。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93		超音波診斷學特論		一		2		077		G		G		獸醫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54		豬隻呼吸道疾病學特論		一		2		078		G		G		獸醫		張志成		110-2		本學科內容以豬隻呼吸道疾病在分子生物學最新發展的論文討論為主，進而深入探討呼吸道疾病之控制和因應之道。		1.Mechanism of bacterial respiratory Disease。  
2.Mechanism of viral respiratory Disease。  
3.Vaccine development。  
4.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57		豬隻消化道疾病學特論		一		2		079		G		G		獸醫		張志成		110-2		本課程主要介紹豬隻常見重要消化道疾病之病原特性、致病機轉、免疫學、流行病學、和預防方法。		1.Mechanism of bacterial intestinal Disease。  
2.Mechanism of viral intestinal Disease。  
3.Vaccine development。  
4.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23		獸醫腫瘤生物學特論		一		2		080		G		G		獸醫		張耿瑞		108-2		獸醫腫瘤生物學特論以分子生物學層次探討動物腫瘤的生成、進展以及其在臨床上的治療藥物作用機制，講解腫瘤治療如化學療法、放射治療、電療及抗癌藥物在體內作用之機轉及治療目標，認知目前臨床可使用及開發中之抗癌藥物之機轉及應用，認知細胞學和組織病理學樣本之判讀與診斷進而對腫瘤轉譯醫學有更深層之認識，透過本課程可作為進入更專業領域的課程基礎，另同時深入探討癌細胞生長的調控機制及訊號傳遞，討論癌症研究的最新發展，使學生可以將所學運用於動物癌症之診斷及治療研究上。		1.動物醫學、獸醫腫瘤學及生物醫學之專業知識。   
2.獸醫腫瘤學、分子生物學及生物醫學之實驗操作技術原理。   
3.中英文科技文獻之閱讀能力。  
4.邏輯思考能力與終身學習之態度。  
5.本學科透過口頭及書面報告方式，培養學生能獨立或小組合作完成文獻收集、整合、分析評斷及口條、台風等能力。		獸醫腫瘤生物學特論以分子生物學層次探討動物腫瘤的生成、進展以及其在臨床上的治療藥物作用機制，講解腫瘤治療如化學療法、放射治療、電療及抗癌藥物在體內作用之機轉及治療目標，認知目前臨床可使用及開發中之抗癌藥物之機轉及應用，認知細胞學和組織病理學樣本之判讀與診斷進而對腫瘤轉譯醫學有更深層之認識，透過本課程可作為進入更專業領域的課程基礎，另同時深入探討癌細胞生長的調控機制及訊號傳遞，討論癌症研究的最新發展，使學生可以將所學運用於動物癌症之診斷及治療研究上。		1.動物醫學、獸醫腫瘤學及生物醫學之專業知識。   2.獸醫腫瘤學、分子生物學及生物醫學之實驗操作技術原理。   3.中英文科技文獻之閱讀能力。   4.邏輯思考能力與終身學習之態度。   5.本學科透過口頭及書面報告方式，培養學生能獨立或小組合作完成文獻收集、整合、分析評斷及口條、台風等能力。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04		獸醫實証醫學特論		一		2		081		G		G		獸醫		賴治民		099-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42		分子診斷學特論		一		2		082		H		H
G		農生
獸醫		周蘭嗣
吳青芬		110-2
111-1		Class contents includes: introduction, applied principles of molecular techniques, design of molecular tests, and molecular sequencing (NGS).		1. To learn different molecular techniques used in diagnosis.
2. To learn the concept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and its impact on molecular diagnosi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82		文獻選讀		一		2		083		H		C		園藝		沈再木(退休)		097-2		介紹研究生科學研究之思維方法，文獻搜集、分析與寫作之基本技巧。		1.科學論文寫作之意義。  
2.科學研究的進程－從創意、發現到研究結果之獲取。  
3.科學研究的態度。  
4.研究計劃之撰寫。  
5.科學研究風險的評估。  
6.如何有效的搜尋資料。  
7.網路的資源。  
8.如何有效的閱讀與整合資料。  
9.實驗數據之收集與整理的方法。  
10.科學論文寫作之格式與方法。  
11.科學論文初稿之寫作與完成。  12.發表科學研究成果之寫作技巧。  
13.科學論文寫作常見之瓶頸。  
14.參考文獻之寫法。  
15.科學期刊論文之投稿。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6		毛細管電泳特論		一		2		084		H		H		農生		周蘭嗣		107-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95		生物農藥特論		一		2		085		H		H		農生		何一正		106-2		近50年的農業栽培逐年增加及農藥的使用量, 此現象導致嚴重的環境汙染。 近年自然資材已經大量的使用於促進植物生長及病蟲害控制。 本課程目的將討論如何設計及應用微生物技術生產生物農藥相關產品。		1.Introduction of lecture Principle of growth promotion by bio-pestcide, using microbes to be a biopestcide to review paper about natural products。  
2.The amount of pesticides used, this phenomenon leads to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3.In this course to discuss about natural materials which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promote plant growth and control pests and diseases。   
4.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will discuss how to design and apply microbial technology to produce biopesticide-related products, research paper discussion and market analysis for biotech products proposal writing for biotech products Final paper due。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2		奈米科技之農業應用特論		一		2		086		H		H		農生		何一正		108-2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paper reviews. The range of topics is related to biochemical-related and nanoparticle manufacturing topics. Through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we will conduct a more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nanomaterials, in order to find new topics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commercialized product development or novel research opinion.		1. Introduction 
2～7. paper reviews 
8. Cell application 
9. Mid exam 
10～17. paper reviews 
18. Final exam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paper reviews. The range of topics is related to biochemical-related and nanoparticle manufacturing topics. Through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we will conduct a more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nanomaterials, in order to find new topics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commercialized product development or novel research opinion.		1. Introduction 2～7. paper reviews 8. Cell application 9. Mid exam 10～17. paper reviews 18. Final exam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28		植物分子生物學特論		一		2		087		H		C
H		園藝
農生		黃光亮(退休)
張岳隆		104-2
107-1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contains the important topics related to biotic and abiotic stresses affecting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in plants. The biotic factors such as bacterial and virus infection and abiotic factors such as extreme temperature, light intensity, and drought always influenc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rop plants leading to the loss of their production. The recent study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broad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positive effects on plant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crop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caused by these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can be used to increase the crop yield.		1.The impact of extreme temperature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2.The effect of strong light stress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3.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4.The effect of pathogen infection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5.The effect of viral infection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6.The promotion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88		植物分子生理學特論		一		2		088		H		H		農生		張岳隆		108-2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contains the important topics related to biotic and abiotic stresses affecting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in plants. The biotic factors such as bacterial and virus infection and abiotic factors such as extreme temperature, light intensity, and drought always influenc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rop plants leading to the loss of their production. The recent study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broad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positive effects on plant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crop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caused by these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can be used to increase the crop yield.		1.The impact of extreme temperature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2.The effect of strong light stress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3.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4.The effect of pathogen infection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5.The effect of viral infection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6.The promotion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contains the important topics related to biotic and abiotic stresses affecting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in plants. The biotic factors such as bacterial and virus infection and abiotic factors such as extreme temperature, light intensity, and drought always influenc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rop plants leading to the loss of their production. The recent study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broad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positive effects on plant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crop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caused by these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factors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can be used to increase the crop yield.		1. The impact of extreme temperature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2. The effect of strong light stress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3. 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4. The effect of pathogen infection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5. The effect of viral infection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6. The promotion of beneficial microorganisms on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of crop plant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24		植物逆境分子生物學特論		一		2		089		H		H		農生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87		植物基因轉殖特論		一		2		090		H		B		農藝		侯新龍		097-2		本課程將廣泛介紹植物生物技術和基因操作等原理。 課程將涵蓋重組 DNA、粒子轟擊表現分析系統、農桿菌基因轉殖和植物分子農場等的基礎知識。		1.Recombinant DNA。   
2.Manipulation of genes。   
3.Gene transformation of plants。   
4.Agrobacteria-mediated transformation。   
5.Particle gun。   
6.Particle bombardment transient expression assay system。   
7.Plant molecular farming。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77		植物組織培養特論		一		2		091		H		H		農生		張岳隆		104-2		This course includes several special topics of plant tissue culture. Due to its advanced content, students need to take some pre-required courses such as basic plant tissue culture before registering this course. The course will guide students to achieve knowledge about plant regeneration, which is controlled by molecular mechnisms.		1.Restatemnet of plant tissue culture。  
2.Morphogenesis types of in vitro culture。  
3.The effect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plant regeneration。  
4.The molecular control of in vitro organogenesis。  
5.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in vitro somatic embryogenesis。  
6.The relationship of explant types and different morphogenesis pathway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70		植物環境生理學特論		一		2		092		H		H		農生		 曾冬筍		108-2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1)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2)、Functions of Photosensors and Discoveries(A)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3)、Photosensor Control of Plant Development (B)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4)、Photosensor Control of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5)、Photosensor Control of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D)  Biochemistry of Endogenous Rhythms (1)、Photoperiodism  Biochemistry of Endogenous Rhythms (2)、Photoperiodism and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s (A)  Biochemistry of Endogenous Rhythms (3)、Photoperiodism and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s (B)  Mid-term Paper Due.  Biochemistry of Endogenous Rhythms (4)、Molecular Mechanism of Floral Induction (C)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Hormonal Signaling. (1)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Hormonal Signaling. (2)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Hormonal Regulation. (1)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Hormonal Regulation. (2)  Plant Hormonal Regulation of Biotic stresses.(1)  Plant Hormonal Regulation of Biotic stresses.(2)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Abiotic Stresses.、Current Advances in Plant Cell Engineering.  Final paper		General introductions  
1.Light Signaling。  
2.Light Signaling and Plant Growth(I)。  
3.Light Signaling and Plant Growth (II)。  
4.Light Signaling and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5.Photoperiodism and Endogenous Rhythm (I)。  
6.Photoperiodism and Endogenous Rhythm (I)。  
7.Photoperiodism and Endogenous Rhythm (II)。  
8.Mid-term  
9.Photoperiodism and Endogenous Rhythm (III)。  
10.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I)。  
11.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II)。  
12.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III)。  
13.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IV)。  
14.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V)。  
15.Adaptation of Plants to Biotic Stress。  
16.Adaptation of Plants to Biotic Stress (I)。  
17.Adaptation of Plants to Abiotic Stress (II)。  
18.Genetic Engineering of Plant Cells。  19.Final Paper。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1)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2)、Functions of Photosensors and Discoveries(A)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3)、Photosensor Control of Plant Development (B)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4)、Photosensor Control of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  Light Regulation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 (5)、Photosensor Control of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D)  Biochemistry of Endogenous Rhythms (1)、Photoperiodism  Biochemistry of Endogenous Rhythms (2)、Photoperiodism and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s (A)  Biochemistry of Endogenous Rhythms (3)、Photoperiodism and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s (B)  Mid-term Paper Due.  Biochemistry of Endogenous Rhythms (4)、Molecular Mechanism of Floral Induction (C)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Hormonal Signaling. (1)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Hormonal Signaling. (2)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Hormonal Regulation. (1)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Hormonal Regulation. (2)  Plant Hormonal Regulation of Biotic stresses.(1)  Plant Hormonal Regulation of Biotic stresses.(2)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lant Abiotic Stresses.、Current Advances in Plant Cell Engineering.  Final paper		General introductions  Light Signaling  Light Signaling and Plant Growth(I)  Light Signaling and Plant Growth (II)  Light Signaling and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hotoperiodism and Endogenous Rhythm (I)  Photoperiodism and Endogenous Rhythm (I)  Photoperiodism and Endogenous Rhythm (II)  Mid-term  Photoperiodism and Endogenous Rhythm (III)  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I)  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II)  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III)  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IV)  Plant Hormones Signal Transduction (V)Adaptation of Plants to Biotic Stress  Adaptation of Plants to Biotic Stress (I)  Adaptation of Plants to Abiotic Stress (II)   Genetic Engineering of Plant Cells  Final Paper.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87		農業生技產品特論		一		2		093		H		H		農生		莊慧文		108-2		近50年的農業栽培逐年增加化肥及農藥的使用量, 此現象導致嚴重的環境汙染. 近年自然資材已經大量的使用於促進植物生長及病蟲害控制. 本課程目的將討論如何設計及應用生物技術生產農業相關產品。		1.Introduction of lecture。  
2.Principle of growth promotion by bio-elicitors。  
3.PGPR-introduction。  
4.PGPR-paper review。  
5.PGPR-paper discussion。  
6.Natural products– protein hydrolysates-introduction。  
7.Protein hydrolysates - paper review。  
8.Protein hydrolysates – discussion。  
9.Med-term paper due。  
10.Natural products – algae extracts – introduction。  
11.Natural products – algae extracts – paper。  
12.Natural products – algae extracts – discussion。  
13.Nanosilver – introduction。  
14.Nanosilver – paper review。  
15.Nanosilver – paper discussion。  
16.Market analysis for biotech products。  
17.Proposal writing for biotech products。  
18.Final paper due。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has steadily increased in the last 50 years which results in serious pollution in environment. Recently, products derived from natural material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promoting plant growth and disease control.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discuss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veloped by biotechnology means for improvement of crop yield and quality.		Introduction of lecture  Principle of growth promotion by bio-elicitors  PGPR-introduction  PGPR-paper review  PGPR-paper discussion  Natural products– protein hydrolysates-introduction  Protein hydrolysates - paper review  Protein hydrolysates – discussion  Med-term paper due  Natural products – algae extracts – introduction  Natural products – algae extracts – paper  Natural products – algae extracts – discussion  Nanosilver – introduction  Nanosilver – paper review  Nanosilver – paper discussion  Market analysis for biotech products  Proposal writing for biotech products  Final paper due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20		農業基因體學特論		一		2		094		H		H		農生		周蘭嗣		110-2		Introduction of the class  Basics of "Molecular Sciences"  Genome science: the past, current, and the future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Its Impacts on the Modern Biology  Paper reading and discussion  Selection of presentation topics  Video presentation  Discussion  Student presentation  Literature discussion  The banana project  Student case discussion  Discussion and potential research proposal		1.An Overview。  
2.The "Genome"。  
3.Human Genome Project。  
4.Literature searching。  
5.The Impact of Sequencing Technology: From Sanger to NGS I。  
6.The Impact of Sequencing Technology: From Sanger to NGS II。  
7.Student presentation I。  
8.Student presentation II。  
9.Genome Variation。  
10.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e sciences I。  
11.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e sciences II。  
12.Overview of the class。		Introduction of the class  Basics of "Molecular Sciences"  Genome science: the past, current, and the future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Its Impacts on the Modern Biology  Paper reading and discussion  Selection of presentation topics  Video presentation  Discussion  Student presentation  Literature discussion  The banana project  Student case discussion  Discussion and potential research proposal		An Overview  The "Genome"  Human Genome Project  Literature searching  The Impact of Sequencing Technology: From Sanger to NGS I  The Impact of Sequencing Technology: From Sanger to NGS II  Student presentation I  Student presentation II  Genome Variation  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e sciences I  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e sciences II  Overview of the clas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1		系統思考方法特論		一		2		095		I		I		景觀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48		分子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		一		2		096		J		J		植醫				未開課		本學科為博士班課程，將針對植物與微生物間發生在分子層次的交互作用，進行探討，並與學生討論分子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的研究報告，以增進學生對此專業領域的研究方法及學理新知。		1.分子植物與細菌交互作用。  
2.分子植物與真菌交互作用。  
3.分子植物與病毒交互作用。  
4.分子植物與線蟲交互作用。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2		真菌學特論		一		2		097		J		J		植醫				未開課		生物分類上，真菌自成一界，種類繁多有趣，並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本課程介紹真菌的一般特性、分類系統概論、壺菌門、結合菌門、子囊菌門、擔子菌門、卵菌門及簡述真菌之生理特性、生態地位等。開授本課程可以讓同學瞭解真菌之美及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1.ntroduction to Fungi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o Humans。  
2.Characteristics of Fungi、Fungal Systematics。  
3.Phylum Chytridiomy-cota、Phylum Zygomycota。  
4.Introduction to Ascomy-cetes、Deuteromycetes。  
5.Archiascomycetes、Saccharomycetales、Eurotiales and Related Species。  
6.Pyreno?my?cetes、Discomycetes、Agaricales, Gasteromy-cetes and Aphyllopho-rales。  
7.Uredinales and Ustilag-inales。  
8.Plasmodiophoromycota。  
9.Oomycota。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61		茶與咖啡蟲害特論		一		2		098		J		J		植醫		林明瑩		110-2		荼與咖啡為全世界最主要的飲料作物，在國內有穩定的種植且具有相當高的產值。在栽培面蟲害的管理是重要的一環，也是作物品質提升的關鍵，對茶及咖啡蟲害的生態習性、防治管理技術研發，除精準的掌握外，更需要進一步精進。本課程藉由最新期刊文獻之研讀，可提升修課學生對整理茶與咖啡蟲害相關專業知識與管理層面的掌握。		藉由茶與咖啡最新文獻探討、授課期間之講授、文獻閱讀與整理、口頭報告等，提升學生對  1.茶與咖啡蟲害種類。  2.基礎生態。  3.管理策略之了解，並掌握茶與咖啡蟲害最新之研究進展與管理技術之開發。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43		植物病原檢測特論		一		2		099		J		J		植醫		蔡文錫		110-2		本課程在探討植物病原檢測技術的原理、技術與應用，並了解植物病原檢測技術的進展與前景。		1.研討植物病害病因及病害病原分離。  2.研討植物病原生物試驗方式。  3.研討植物病原免疫及分子檢測法。  4.植物病原檢測案例研討。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46		植物醫學文獻選讀(II)		一		2		100		J		J		植醫		蔡文錫		110-2		本課程在探討植物病原新知與其應用相關文獻，以了解植物病原研究進展與前景。		1.研討植物病害文獻。  
2.研討植物病原真菌文獻。  
3.研討植物病原細菌文獻。  
4.研討植物病原病毒文獻。  
5.研討植物病原線蟲文獻。  
6.研討植物病害管理文獻。  
7.研討文獻報告。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62		科學英文論文寫作		一		2		101		全		全		全		黃健瑞		111-2		第一章 如何撰寫引言 第二章 研究方法的撰寫 第三章 研究結果的撰寫 第四章 討論/結論的撰寫 第五章 摘要的撰寫		1.本課程旨在琢磨研究生的英文投稿技巧。
2.課程中會詳細提供如何循序漸進地挑選期刊，以及撰寫論文不同的段落，並建議可從文章的「結論」先著手。
3.藉由真實的文章範例實際練習，以增進寫作與數據呈現的技能。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09		植物營養學特論		二		1		102		B
C		B		農藝		莊愷瑋		109-1		1. 植物營養學的發展歷史與原理  2. 植物的營養器官與吸收機制  
3. 必須元素與有益元素的種類  
4. 大量元素的吸收途徑與機制  
5. 微量元素的吸收途徑與機制  
6. 必須元素的生理功能  
7. 有益元素的生理功能  
8. 不同作物種類對大量元素之營養生理差異  
9. 期中報告與討論  
10. 不同作物種類對微量元素之營養生理差異  
11. 不同作物種類對營養元素之需求差異  
12. 營養元素的協同與拮抗作用  
13. 重金屬元素的植物毒性反應與毒理機制  
14. 重金屬元素的植物有效性與吸收和累積
15. 大量元素對微量元素毒性的影響
16. 大量元素對微量元素吸收與累積的影響
17. 以量化模式模擬微量元素的毒性反應與吸收量18. 期末討論與書面報告		1.植物營養學原理。  
2.植物的形態與吸收功能。  
3.植物營養元素的種類。  
4.植物營養元素的吸收(一)。  
5.植物營養元素的吸收(二)。  
6.植物營養元素的功能(一)。  
7.植物營養元素的功能(二)。  
8.比較作物營養特論(一)。  
9.期中測驗。  
10.比較作物營養特論(二)。  
11.比較作物營養特論(三)。  
12.植物營養元素間的交互作用。  
13.微量元素的逆境。  
14.微量元素的吸收。  
15.影響微量元素毒性的因素。  
16.影響微量元素吸收的因素。  
17.影響微量元素毒性與吸收的環境因素。  
18.期末測驗。		1. 植物營養學的發展歷史與原理2. 植物的營養器官與吸收機制3. 必須元素與有益元素的種類4. 大量元素的吸收途徑與機制5. 微量元素的吸收途徑與機制6. 必須元素的生理功能7. 有益元素的生理功能8. 不同作物種類對大量元素之營養生理差異9. 期中報告與討論10. 不同作物種類對微量元素之營養生理差異11. 不同作物種類對營養元素之需求差異12. 營養元素的協同與拮抗作用13. 重金屬元素的植物毒性反應與毒理機制14. 重金屬元素的植物有效性與吸收和累積15. 大量元素對微量元素毒性的影響16. 大量元素對微量元素吸收與累積的影響17. 以量化模式模擬微量元素的毒性反應與吸收量18. 期末討論與書面報告		1. 植物營養學原理2. 植物的形態與吸收功能3. 植物營養元素的種類4. 植物營養元素的吸收(一)5. 植物營養元素的吸收(二)6. 植物營養元素的功能(一)7. 植物營養元素的功能(二)8. 比較作物營養特論(一)9. 期中測驗10.比較作物營養特論(二)11. 比較作物營養特論(三)12. 植物營養元素間的交互作用13. 微量元素的逆境14. 微量元素的吸收15. 影響微量元素毒性的因素16. 影響微量元素吸收的因素17. 影響微量元素毒性與吸收的環境因素18. 期末測驗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97		果樹學特論		二		1		103		C		C		園藝				未開課		探討果樹學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外，也探討國外其他國家果樹栽培的現況與特點。		1.果樹的生長發育。  
2.花芽分化。  
3.種植環境中的逆境生理。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01		植物分類學特論		二		1		104		C
D		D		森林		張坤城		106-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98		蔬菜學特論		二		1		105		C		C		園藝				未開課		建立蔬菜學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外，著重文獻研讀、小組討論及校外參觀，探討重要蔬菜產業之發展現況及面臨相關問題，目前國內外產業產銷技術之研發，配合相關文獻研讀，增進蔬菜研究能力及解決蔬菜問題之能力，以增進國家蔬菜產業之競爭力。		1.茄果蔬菜類蔬菜產業之研究發展及問題。  
2.蔬菜生產機械化及自動化、植物工廠。  
3.生產履歷及安全農業。  
4.根菜類蔬菜類蔬菜產業之研究發展及問題。  
5.耐熱性蔬菜產業之評估、研究發展及問題。  
6.蔬菜種苗生產及嫁接苗生產。  
7.種子滲調之原理及處理技術。  
8.種子造粒之原理及處理技術。  
9.蔬菜養液栽培、無土栽培及袋耕栽培。  
10.無病毒種苗生產。  
11.蔬菜生產及行銷。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65		森林生態系經營特論		二		1		106		D		D		森林		林金樹		111-1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involves multiple factors that may impact the success of multi-purpose management. This course introduces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decision criteria to appropriately address the roles of factor effects and feasibly adopt suitable decisions to achieve sustainability.		1.Mathematical models and rotation decision。   
2.Application of linear programming in forest ecosystem。   
3.Multiple criterion decision methods in forest management。  
4.Forest carbon stock assessment。   
5.Forest yield decision。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35		森林生態學研究設計與數值分析持論		二		1		107		D		D		森林		趙偉村		111-1		本課程為博士班課程，由於最近生態領域分析技術與理論多樣化，且有不少發表的文章，因此本課程依據修課學生專長，特別強調最新的文章發表以及其資料實際分析，也藉此讓學生可以了解到科學最新進展與新的數值分析方式，以為學生畢業後發展所需。		1.講解近年森林生態學研究趨勢。  
2.氣候變遷。  
3.梯度歧異度。  
4.物種空間分布模型。  
5.文獻並報告。  
最終再由學生各自選定主題，並進行資料分析與整體討論。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0		木材加工特論		二		1		108		E		E		木設		蘇文清		107-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56		材料耐燃特論		二		1		109		E		E		木設		黃金城(退休)		108-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68		林產物抽出物應用特論		二		1		110		E		E		木設		林群雅		111-1		使學生了解森林產物的分離與純化技術，並熟悉林產物化學組成分之測定方法，以作為其他專業課程所需之基礎，並利於爾後林產物利用、研究之需要及適應就業市場之需求。		1.課程介紹。  
2.林產物化學利用之介紹。  
3.熱分解之機制。  
4.木材熱分解之實務分析。  
5.木材糖化之原理。  
6.木材糖化之方法介紹。  
7.木材氫化之原理。  
8.木材氫化之流程。  
9.期中考。  
10.森林副產物之介紹。  
11.精油之採製。  
12.精油之用途。  
13.油脂之採製。  
14.樹脂及其用途。  
15.單寧及其用途。  
16.植物色素之提取。  
17.植物鹼之用途。  
18.期末考。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41		紙張性質學特論		二		1		111		E		E		木設		杜明宏(退休)		095-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28		機能性聚合物特論		二		1		112		E		E		木設		黃金城(退休)		104-1		預備課程(教師退休)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03		動物產品處理學特論		二		1		113		F		F		動科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9		小動物中草藥治療學特論		二		1		114		G		G		獸醫		黃漢翔		108-1		諸多以合成之化學化合物為基礎的西藥因非自然來源，已被發現難免衍生或多或少之副作用。抗生素之使用亦會使細菌產生抗藥性。本課程旨在建立博士生對於獸醫中草藥單方與複方之整體概念與使用中草藥治療小動物各類慢性代謝性、過敏性、生殖內分泌性與循環性等疾病時之綜合思考、判斷與選擇之專業知識與能力，並進一步探討中草藥單複方對各類疾病可能新療效對於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以期能面對不同虛弱與疾病時能正確的選擇中草藥單複方，提升而對於伴侶動物藥學與治療學之醫學/獸醫學的相關研究專業知能，並盡量避免中草藥之缺點，使中草藥與西方藥物相輔相成，於治療上各自發揮其優點。		1.緒論。  
2.各類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治療學之總論。  
3.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慢性代謝性疾病治療學。  
4.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過敏性疾病治療學。  
5.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生殖內分泌性疾病治療學。  
6.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循環性疾病治療學。  
7.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		諸多以合成之化學化合物為基礎的西藥因非自然來源，已被發現難免衍生或多或少之副作用。抗生素之使用亦會使細菌產生抗藥性。本課程旨在建立博士生對於獸醫中草藥單方與複方之整體概念與使用中草藥治療小動物各類慢性代謝性、過敏性、生殖內分泌性與循環性等疾病時之綜合思考、判斷與選擇之專業知識與能力，並進一步探討中草藥單複方對各類疾病可能新療效對於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以期能面對不同虛弱與疾病時能正確的選擇中草藥單複方，提升而對於伴侶動物藥學與治療學之醫學/獸醫學的相關研究專業知能，並盡量避免中草藥之缺點，使中草藥與西方藥物相輔相成，於治療上各自發揮其優點。		01  09/12緒論  02  09/19各類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治療學之總論  03  09/26各類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治療學之總論  04  10/03各類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治療學之總論  05  10/10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慢性代謝性疾病治療學  06  10/17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慢性代謝性疾病治療學  07  10/24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過敏性疾病治療學  08  10/31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過敏性疾病治療學  09  11/07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生殖內分泌性疾病治療學  10  11/14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生殖內分泌性疾病治療學  11  11/21中草藥複方與單方於獸醫小動物循環性疾病治療學  12  11/28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  13  12/05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  14  12/12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  15  12/19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  16  12/26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  17  01/02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  18  01/09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31		兔病學特論		二		1		115		G		G		獸醫		吳瑞得		100-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96		臨床豬病學特論		二		1		116		G		G		獸醫				未開課		本課程的目的在使學生瞭解豬隻之常見疾病、致病模式、致病機轉和治療策略。		1.Mechanism of bacterial respiratory Disease –Actinobacillus  pleuropneumoniae、Pasteurellosis。  
2.Clostridial infections、Haemophilus parasuis。  
3.Mycoplasmal diseases。  
4.Mechanism of viral respiratory Disease –Porcine circovirus diseases。  
5.Porcine parvovirus。  
6.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7.Pseudorabies。  
8.Vaccine development –Swine influenza。  9.Classical swine fever。  10.Vaccinology。  11.Viral vaccine。  12.Bacterial vaccine。  13.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Biosecurity。  14.Feeding management。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73		觀賞魚類疾病學特論		二		1		117		G		G		獸醫		王建雄		107-1		課程內容涵蓋探討觀賞魚類常見疾病、致病模式、致病機轉、診斷方法，並且研擬如何治療及預防觀賞魚類疾病的策略。		1.The aquatic environment。  
2.Ornamental fish trade。  
3.Ornamental fish farming。  
4.Aquatic traders。  
5.Pond fish keeping。  
6.Freshwater aquaria。  
7.Marine aquaria。  
8.Public aquaria。  
9.General approach。  
10.Examining the environment。  
11.Restraint, anaesthesia and euthanasia。  
12.Clinical examination。  
13.Laboratory techniques。  
14.Diagnostic imaging and endoscopy。  
15.Skin disease。  
16.Internal disorders。  
17.Respiratory disease。  
18.Ocular disorder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3		災害與韌性規劃特論		二		1		118		I		I		景觀		周士雄		112-1		本學科內容主要為環境災害相關理論以及規劃設計因應作為。近年來，國際間的環境規劃倡議，多著重於以韌性社會為前提，提出與災害共存的環境與都市規劃方案；我國在目前實施的國土規劃也是以營造具災害韌性的國土、城鄉與社區為目標。本學科藉由議題導向探究人類棲息地（特別是城市地區）在面臨重要環境災害下之課題與解決策略，並透過實務案例介紹國、內外重要城市案例的韌性規劃作為；最後帶領同學進行實際地區之規劃操作，提出具有理論根據之韌性城市規劃方案。期使同學在學理、案例與操作的多方學習下，養成評析環境災害課題並具備韌性城市規劃的初步能力。		本課程教學內容主要分為四大主題： 
1. 基本論述：介紹環境災害規劃與設計之範疇與關鍵理論發展。 
2. 議題探究：研討因應全球氣候與社會變遷下，各空間規劃專業面臨之議題與因應策略。 
3. 案例解析：從實例的介紹，掌握國、內外因應災害環境所實施之規劃設計作為。 
4. 規劃操作：透過案例地區之規劃設計操作以印證學理與應用實務。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7		景觀與健康研究特論		二		1		119		I		I		景觀		江彥政		111-1		都市環境惡化、缺乏綠地空間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造成都市公共健康問題的主要原因,給人類健康帶來嚴峻挑戰，「都市病」等公共健康問題日益凸顯。健康景觀不僅可以改善都市生態環境，還能夠通過景觀環境引導人們建立積極的生活方式，從而恢復或保持身心健康，最終實現包括生理、心理和良好社會適應性的全面健康。		1.綠地與公共健康之關係。  
2.生物多樣性與人類健康。  
3.自然環境與生理健康。  
4.自然環境與心理健康。  
5.社會資本與鄰里健康。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4		昆蟲病理學特論		二		1		120		J		J		植醫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67		作物蟲害管理文獻選讀		二		1		121		J		J		植醫		林明瑩		111-1		本課程在探討作物蟲害管理之新知與其應用相關文獻，以了解蟲害管理研究進展與應用於防治之方向。		1.研討作物蟲害文獻。   
2.研討作物蟲害農業防治文獻。  
3.研討作物蟲害化學防治文獻。  
4.研討作物蟲害生物防治文獻。   
5.研討作物蟲害田間管理實例文獻。   
6.研討作物蟲害綜合管理之文獻。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66		植物病毒學文獻選讀		二		1		122		J		J		植醫		蔡文錫		111-1		本課程目標為透過文獻選讀，使學生了解最新植物病毒學研究之內涵，內容包含植物病毒基因體及基因功能，植物病毒與寄主之關聯、及植物病毒傳媒之關聯等，並以實務案例報告增進學生對植物病毒學發展前景與最新科研趨勢之了解，同時藉由植物病毒相關實務案例報告，增強學生議題探討統整與溝通報告能力。		1.植物病毒基因體文獻選讀。   
2.植物病毒基因功能文獻選讀。   
3.植物病毒與寄主、及傳媒關聯之文獻選讀。   
4.植物病毒學相關實務案例報告。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68		經濟昆蟲學特論		二		1		123		J		J		植醫		 林明瑩		111-1		透過經濟昆蟲學的研究當可對現今害蟲生態的種種有更清楚的資訊。研析昆蟲尤以害蟲為前題之認識，當可對作物蟲害管理有更詳加的掌握度。本課程除研讀現今之經濟昆蟲學之背景知識外，更藉由最新期刊文獻之研讀，可提升修課學生對經濟昆蟲學相關專業知識與管理層面的掌握。		1.研討經濟昆蟲學之總論。  
2.研討經濟昆蟲學與害蟲研究相關之研究。   
3.研討經濟昆蟲學害蟲的基礎生態。  
4.研討經濟昆蟲學族群介量之理論。  
5.研討經濟昆蟲學兩性生命表之實例文獻。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069		土壤汙染與復育		二		2		124		B		B		農藝		莊愷瑋		097-2		一、教學目標 本課程講授土壤污染的發生原因與嚴重程度，尤其是對農業環境與生態保育的危害，更直接已造成對食物安全和人體健康的威脅。而課程的重點將進一步說明，如何以植生復育技術應用於處理土壤中不同的污染物。植生復育技術以有別於傳統工程和化學方式，在低投入、低耗能和低破壞的處理策略下，於污染區選植耐毒害和高生質量的植物品種，經植物吸收污染物並累積於植體中，再由耕除植物體將污染物自土壤中移除的一種自然工法。		1.土壤污染物的種類與危害。  
2.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形式與動態。  
3.土壤中污染物的植物有效性。  
4.土壤中污染物對植物的毒性與植體中的累積。  
5.植生復育技術在處理污染土壤的應用。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6		茶學特論		二		2		125		B		B		農藝		黃文理		110-1		茶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飲料作物之一，茶產業產值在國內每年超過千億元，是現階段僅次於稻米排名第二大的國產農產品。茶園管理和製茶技術是茶產業重要基礎，然而要擴大茶產業與應用，如何應用新的分子生物學與智能科技以提升茶樹育種技術、化學成分相關研發、保健功效驗證等等，都需要進一步探討。本課程藉由最新期刊文獻探討，配合茶園管理、製茶技術、官能品評技巧實務操作，可提升修課學生整體茶之基礎與應用相關專業知識與實務操作能力。		1.文獻探討。  
2.課堂講授。  
3.實務操作與業界參訪交流。  
4.文獻閱讀與整理。  
5.口頭報告。  
6.提升學生對茶基礎知識與茶葉生產及製茶技術的了解，並熟悉茶學科技最新的研究進展與應用。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13		園產品處理學研究特論		二		2		126		C		C		園藝		 王孝雯		109-2		隨著近年農業科技發展迅速，採後處理日漸顯出，學術及業界人才需求缺口逐漸擴大。本課程將針對採後處理的生理機制、現有技術原理與設備進行講述，並針對採後處理科學研究熱點進行文獻研讀，培養學生對採後處理學科自主學習與思考問題的能力。		1.緒論。  
2.呼吸作用與乙烯生理。  
3.成熟、老化、採後生理。  
4.採後處理技術流變與產業發展。  
5.文獻探討。		隨著近年農業科技發展迅速，採後處理日漸顯出，學術及業界人才需求缺口逐漸擴大。本課程將針對採後處理的生理機制、現有技術原理與設備進行講述，並針對採後處理科學研究熱點進行文獻研讀，培養學生對採後處理學科自主學習與思考問題的能力。		1. 緒論  2. 呼吸作用與乙烯生理  3. 成熟、老化、採後生理  4. 採後處理技術流變與產業發展  5. 文獻探討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02		空間資訊技術整合應用		二		2		127		D		D		森林		林金樹		106-1		本課程目標為指導學生了解景觀空間之分析邏輯與方法，並藉由文獻與評論精讀，研析研究中空間分析方法技術的應用。		1.空間資料特性。   
2.空間分析方法種類。   
3.空間分析工具與機制。  
4.空間分析主題案例。   
5.空間分析案例研析。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153		森林永續發展特論		二		2		128		D		D		森林		詹明勳		104-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69		應用數值計算平臺進行資訊處理和建模		二		2		129		D		D		森林		林金樹		111-2		This course introduces libraries of geospatial data analysis, such as Python and MATLAB,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odeling using remotely sensed data. It explores the topics across information extraction required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nd is based on spectral- and lidar-sensing approaches.  The instructor of this course has recently published a few novel algorithms, such as MMAC, MSAC, IPCC-compliant carbon accounting approach, and DSSA, highlighting critical conceptual models in fores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odeling. Through lecturing and discussion, the students will be familiar with mentioned algorithms and some related algorithms published in articles. The students will have to complete two projects to demonstrate their capability in applying computing platform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algorithms introduced in this course.    Details of the syllabus are shown in the attachment, in which the principle and practice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   a. Concepts of geospatial data and spatial analysis.  b. Encoding algorithm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ith modern computing libraries.  c. Application of open-source codes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remote sensing.		1.Introduction to numeric computing platforms。  
2.Conceptual models of geospatial data processing。  
3.Application of open-source codes in Python。  
4.Application of MATLAB library。  
5.Raster image segmentation。  
6.Point cloud data processing。  
7.Point cloud data segmentation。  
8.Case studies。		This course introduces libraries of geospatial data analysis, such as Python and MATLAB,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odeling using remotely sensed data. It explores the topics across information extraction required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nd is based on spectral- and lidar-sensing approaches.  The instructor of this course has recently published a few novel algorithms, such as MMAC, MSAC, IPCC-compliant carbon accounting approach, and DSSA, highlighting critical conceptual models in fores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odeling. Through lecturing and discussion, the students will be familiar with mentioned algorithms and some related algorithms published in articles. The students will have to complete two projects to demonstrate their capability in applying computing platform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algorithms introduced in this course.    Details of the syllabus are shown in the attachment, in which the principle and practice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   a. Concepts of geospatial data and spatial analysis.  b. Encoding algorithm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ith modern computing libraries.  c. Application of open-source codes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remote sensing.		1. Introduction to numeric computing platforms  2. Conceptual models of geospatial data processing  3. Application of open-source codes in Python  4. Application of MATLAB library  5. Raster image segmentation  6. Point cloud data processing  7. Point cloud data segmentation  8. Case studies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21		犬運動醫學特論		二		2		130		G		G		獸醫		黃漢翔		108-2		運動醫學是復健醫學有效的助手之一，其與物理治療可依其達成有效之復健療效；運動醫學本身亦是一門專精的醫學與科學，這些科學在人醫發展較獸醫為完善。因小動物復健醫學與犬的運動醫學都仍在發展階段，本課程旨在培育博士生對於犬運動醫學與復健醫學之清楚理解、正確應用與兩者相輔相成之能力，並強化博士生對犬運動醫學與復健醫學之兩者各自運用與合併運用時之思考與專業研究能力，進一步增進犬運動醫學專業知識與應用等之論述、分析與結果評估能力與進階之學術發表能力。		1.緒論。  
2.犬隻運動生理與營養特論探討一。  
3.犬隻運動生理與營養特論探討二。  
4.犬隻運動生理與營養特論探討三。  
5.犬隻治療性運動特論探討一。  
6.犬隻治療性運動特論探討二。  
7.犬隻治療性運動特論探討三。  
8.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一。  
9.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二。  
10.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三。  
11.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四。  
12.水中運動療法各論之特論探討一。  
13.水中運動療法各論之特論探討二。  
14.犬隻運動狀態與訓練特論探討一。  
15.犬隻運動狀態與訓練特論探討二。  
16.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五。  
17.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六。  
18.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七。		運動醫學是復健醫學有效的助手之一，其與物理治療可依其達成有效之復健療效；運動醫學本身亦是一門專精的醫學與科學，這些科學在人醫發展較獸醫為完善。因小動物復健醫學與犬的運動醫學都仍在發展階段，本課程旨在培育博士生對於犬運動醫學與復健醫學之清楚理解、正確應用與兩者相輔相成之能力，並強化博士生對犬運動醫學與復健醫學之兩者各自運用與合併運用時之思考與專業研究能力，進一步增進犬運動醫學專業知識與應用等之論述、分析與結果評估能力與進階之學術發表能力。		01緒論  02犬隻運動生理與營養特論探討一  03犬隻運動生理與營養特論探討二  04犬隻運動生理與營養特論探討三  05犬隻治療性運動特論探討一  06犬隻治療性運動特論探討二  07犬隻治療性運動特論探討三  08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一  09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二  10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三  11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四  12水中運動療法各論之特論探討一  13水中運動療法各論之特論探討二  14犬隻運動狀態與訓練特論探討一  15犬隻運動狀態與訓練特論探討二  16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五  17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六  18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七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59		體學特論		二		2		131		G		G		獸醫		吳青芬		110-2		體學包含基因體學、代謝體學、微生物體學以及蛋白質體學，目前廣泛應用在生醫研究領域，可幫助闡釋疾病發生機制與生物標記物之研發。本課程主要著重在基因體學、代謝體學以及蛋白質體學，從原理、樣品製備、分析方法、數據分析及應用作完整的介紹，並帶入文獻探討呈現體學應用最新之進展。		1.使學生了解各種體學基礎學識。   
2.培養學生應用體學知識於基礎研究之能力。   
3.中英文科技文獻之閱讀能力。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08		應用微生物學特論		二		2		132		H		H		農生		李晏忠		107-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4		環境保育與生態特論		二		2		133		I		I		景觀				未開課		本課程討論地球環境與生態系統目前面臨的破壞與壓力，分析自然系統的運作原理，探討經濟發展、環境政策應如何作出因應，以延續人類發展的機會。		1.環境與生態的內涵。  
2.物質與能源。  
3.物種關聯。  
4.人口。  
5.生物多樣性。  
6.自然公園保育。  
7.糧食與農業。  
8.環境健康與毒理學。  
9.氣候變遷。  
10.空氣汙染。  
11.水資源。  
12.礦產資源。  
13.能源。  
14.廢棄物。  
15.經濟與都市化。  
16.環境政策。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22		環境認知與行為特論		二		2		134		I		I		景觀		 江彥政		111-2		現今居民生活壓力日益增加，都是中有許多對健康具正向的建成環境（如公園綠地、開放空間、都市廣場）。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友善城市」，採正向積極的方式來協助建構適合生活的環境，以達到追求動態城市的目標。其中，建成環境與人類行為的研究發展已久，其主要目的是在提升生活品質、改善系統效率或降低環境衝擊。近年來，建成環境對健康的影響逐漸受到重視。面對高齡化社會和心理疾病攀升的來臨，建成環境與居民健康之相關研究也顯著受到重視。然而，本課程希望透過文獻閱讀進一步了解環境規劃設計對健康之影響，進而激發此議題的研究想法。		1.建成環境與健康之影響。   
2.景觀生態與健康。   
3.自然環境生理效益。   
4.自然環境心裡效益。  
5.健康影響機制。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72		作物蟲害診斷特論		二		2		135		J		J		植醫		林明瑩		111-2		透過蟲害診斷學的研究當可對現今害蟲的為害特徵、診斷鑑定等有更清楚的資訊。研析當今主要農作物發生害蟲、為害特性、被害徵狀的認識，當可對作物蟲害管理有更詳加的掌握度。本課程除研讀現今之作物蟲害診斷之教科書之背景知識外，更藉由最新期刊文獻之研讀，可提升修課學生對蟲害診斷學相關專業知識與實務層面的掌握。		1.十字花科蟲害診斷特徵及鑑定技術。  
2.葫蘆科作物蟲害診斷特徵及鑑定技術。  
3.柑橘蟲害診斷特徵及鑑定技術。  
4.檬果蟲害診斷特徵及鑑定技術。  
5.番石榴蟲害診斷特徵及鑑定技術。  
6.香蕉蟲害診斷特徵及鑑定技術。  
7.落葉果樹蟲害診斷特徵及鑑定技術。  
8.花卉作物蟲害診斷特徵及鑑定技術。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49		殺菌劑特論		二		2		136		J		J		植醫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47		植物病毒病害管理特論		二		2		137		J		J		植醫		蔡文錫		111-2		本課程在增進修課同學植物病毒學智能，深入探討植物病毒之特性、分類、傳播途徑、與寄主交互作用及防治機制等科學新知與實務。		1.探討植物病毒病害之造因。  
2.探討植物病毒之組成與構造。  
3.探討植物病毒之分類與複製。  
4.探討植物病毒之傳播與管控。  
5.探討植物病毒與寄主之交互作用。  
6.案例討論。

		13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選修		13100216		微生物製劑特論		三		1		138		H		H		農生		何一正		108-1		本課程的目的在使學生瞭解生物製劑的配方設計，包括相關材料的組成和各配方間的化學特性、此外有關不同載體的設計對於微生物與作物間的生理機轉與輸送作用模式的劑型、除了生物考量外，在商業上的應用開發策略等相關理論及應用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探討。讓學生得以深入瞭解生物製劑配方的組成，從而更深入了解不同配方的設計在農業上的應用與前景。		1.Introduction to Biological Products。  
2.Integrated soil biology management。  
3.Soil enviroment and the soil-root interface。  
4.Implications for biological control- establishment of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s。  
5.Ecology and biological control potential。  
6.commerical products created by in vitro culture。  
7.Bacterail Endophytes and rizosphere-inhabiting bacteria。  
8.Mechanism by which root-associated bacteria influence。  
9.期中考。  
10.Natural supression and inundative biological control。  
11.Pathogens with organic amendments。  
12.Impact of organic source and application rate on diseae suppression。  
13.Biological Products for Nematode management。  
14.Organic matter mediated suppressiveness  the contribution of phytochemicals contribution  properites of nitrogenous amendments。   
15.Making better use of natural control  the pathway to enhanced natural suppression。   
16.Organic farming system   coping with biological complexity。   
17.pratical guidelines and future research。  
18期末考。		本課程的目的在使學生瞭解生物製劑的配方設計，包括相關材料的組成和各配方間的化學特性、此外有關不同載體的設計對於微生物與作物間的生理機轉與輸送作用模式的劑型、除了生物考量外，在商業上的應用開發策略等相關理論及應用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探討。讓學生得以深入瞭解生物製劑配方的組成，從而更深入了解不同配方的設計在農業上的應用與前景。		Introduction to Biological Products  Integrated soil biology management  Soil enviroment and the soil-root interface  Implications for biological control- establishment of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s  Ecology and biological control potential  commerical products created by in vitro culture  Bacterail Endophytes and rizosphere-inhabiting bacteria  Mechanism by which root-associated bacteria influence  期中考  Natural supression and inundative biological control  Pathogens with organic amendments  Impact of organic source and application rate on diseae suppression  Biological Products for Nematode management  Organic matter mediated suppressiveness  the contribution of phytochemicals contribution  properites of nitrogenous amendments   Making better use of natural control  the pathway to enhanced natural suppression   Organic farming system   coping with biological complexity   pratical guidelines and future research  期末考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必修		53J00001		專題討論(一)		一		1		j000						全		侯新龍王孝雯
陳鵬文
		112-1		介紹文獻的搜尋及歸納整理，經由國際期刊研究報告的閱讀，增進學生專題研究的思考邏輯、研究方法的模擬及創新、進而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彙整期刊研究成果資料後，進行口頭報告，與同學及老師進行問題討論意見交換，訓練學生資料整合整理、註解、講演及回答問題能力，潛移默化學生專題研究及論文整理書寫能力。本課程修課之學生在指導教授指導下，從專題報告主題確定、文獻蒐集、閱讀及歸納彙整後進行宣讀並參與問題討論，是學習階段中基礎但重要的課程。		1.中英文科技文獻蒐集與閱讀。   
2.文獻歸納與整理。   
3.專題報告多媒體檔案製作。   
4.口頭報告。   
5.書面報告撰寫。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必修		53J00002		專題討論(二)		一		2		j000						全		侯新龍王孝雯
陳鵬文
		111-2		介紹文獻的搜尋及歸納整理，經由國際期刊研究報告的閱讀，增進學生專題研究的思考邏輯、研究方法的模擬及創新、進而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彙整期刊研究成果資料後，進行口頭報告，與同學及老師進行問題討論意見交換，訓練學生資料整合整理、註解、講演及回答問題能力，潛移默化學生專題研究及論文整理書寫能力。本課程修課之學生在指導教授指導下，從專題報告主題確定、文獻蒐集、閱讀及歸納彙整後進行宣讀並參與問題討論，是學習階段中基礎但重要的課程。		1.中英文科技文獻蒐集與閱讀。   
2.文獻歸納與整理。   
3.專題報告多媒體檔案製作。   
4.口頭報告。   
5.書面報告撰寫。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必修		53J00003		專題討論(三)		二		1		j000						全		侯金日何坤益		112-1		訓練學生發掘問題、尋找相關的資料、並將資料瞭解消化，去蕪存菁、由眾多的資訊整理出一些清晰的概念，甚至於創造出新的見解、將整理出來概念的形諸文字，並且在一定的時間內在眾人面前生動地表達、在別人的報告中找出問題，並且以簡潔的語言清楚地提出問題、由別人的問題，在極短的時間裡給予充分的回答。		1.中英文科技文獻蒐集與閱讀。   
2.文獻歸納與整理。   
3.科技報告多媒體檔案製作。  
4.口頭報告。   
5.書面報告撰寫。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必修		53J00004		專題討論(四)		二		2		j000						全		侯金日何坤益		111-2		訓練學生發掘問題、尋找相關的資料、並將資料瞭解消化，去蕪存菁、由眾多的資訊整理出一些清晰的概念，甚至於創造出新的見解、將整理出來概念的形諸文字，並且在一定的時間內在眾人面前生動地表達、在別人的報告中找出問題，並且以簡潔的語言清楚地提出問題、由別人的問題，在極短的時間裡給予充分的回答。		1.中英文科技文獻蒐集與閱讀。   
2.文獻歸納與整理。   
3.科技報告多媒體檔案製作。   
4.口頭報告。   
5.書面報告撰寫。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必修		53J00040		科學論文寫作		一		2		j000						全		蔡文鍚許育嘉		111-2		好的論文除內容之學術價值外，亦需具有良好的組織架構，且寫作方法或口頭報告應與所做的結果相互輝映，才能使研究知識獲得真理的傳承。本課程希望幫助同學了解論文撰寫和口頭演講之重要性與相關問題，包括原則技巧講述、特定議題雙向討論以及實地演練與評論等。課程內容以闡述如何作科學研究、試驗設計、收集資料、撰寫論文及分析閱聽他人演講與建構具有風格的口頭訓練為主。期使學生學習寫作技巧與電腦軟體工具應用，培養撰寫科學論文與詮釋演講內容的能力，並能順利完成碩士論文寫作與口試考試的先前準備。		1.課程內容簡介。  
2.科學論文撰寫要點。  
3.撰寫研究計畫書。  
4.研究要領及方法。  
5.試驗設計考量。  
6.電腦輔助應用。  
7.論文撰寫方法與格式。  
8.科學論文圖表應用。  
9.演講與口試準備事項。  
10.結論。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必修		53J00053		統計軟體應用與實務		一		1		j000						農藝		曾信嘉		112-1		本課程以活用統計方法、操作統計軟體、解讀統計分析結果及問題導向解析。面對實際問題可以找出研究之變數，並利用所學的統計方法來處理，詳細清楚統計軟體操作過程，並將統計分析結果運用嚴謹的文字說明和解釋實際意涵。		1.Spss介紹與資料處理。  
2.資料衡量尺度與資料檢閱。  
3.統計圖表製作。  
4.敘述統計。  
5.抽樣方法與假設檢定之概念。   
6.卡方檢定。  
7.平均數檢定。  
8.變異數分析。  
9.迴歸分析。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必修		53J00069		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		二		1		j000						全		全				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		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必修		53J00069		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		二		2		j000						全		全				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		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54		作物生產導論		一		1		j001						農藝		侯金日		111-1		本學科所傳授內容理論為主、實務為輔。作物生產導論由世界與本國之作物生產與分佈現況、作物產業、作物生長與產量、自然及生物環境與作物生產、作物生產制度、作物栽培管理技術、有機農業、友善環境耕作、設施栽培、智慧農業與植物智慧財產權，來對作物生產之整體性作一系列之說明，引導同學能了解作物生產在農業上之重要性。  上課方式由講義、補充講義做成光碟片power point方式上課，注重理論基礎之解說，並安排校外教學，將理論與實務做結合。		1.概說--作物生產重要、世界與本國作物分佈與生產現況、作物分類、栽培植物與作物生產概說。  
2.作物的生長發育與產量構成相關因素。  
3.自然及生物環境與作物生產-光、溫度、水、土壤；病、蟲、草害。  
4.作物生產制度與作物生產-作物栽培制度、有機農業、友善環境耕作。  
5.作物生產管理技術與作物生產-種子繁殖、植物營養與肥料、灌溉與雜草管理、播種至收穫之管理技術。  
6.設施栽培、智慧農業與植物智慧財產權。  
7.研究生作物生產相關文獻報告與討論。  
8.校外參訪與學習。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57		森林學導論		一		1		j002						森林		廖宇賡趙偉村
林金樹黃名媛
		111-1		本課程擇要介紹森林學目前重點領域發展現況，討論有關林業政策，森林經營技術、森林生態及生物多樣性、育林學相關生物技術等議題。其中包括: (1)從經濟與法律層面探討森林經營思維的變遷以及國內林業政策與林業行政組織的改變，使學生能更深入了解森林資源與人類社會發展密切的關係。(2)講述森林經營及森林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及技術，使學生具有調查及解析森林結構的能力。(3)探討生物多樣性以及目前氣候變化對森林生態與多樣性之影響，使學生能深入了解台灣森林生態及其面臨之危機。(4)講授分子生物科技應用在林木繁殖育種之原理，操作與實例。		1.森林經營之政策變遷。  
2.林業行政組織。  
3.現階段林業政策。  
4.森林經營與森林生態系經營的基礎概念。  
5.森林測計及森林調查技術。  
6.森林取樣及林分特性分析。  
7.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  
8.氣候變遷及其對森林生態與生物多樣性之影響。  
9.分子生物學與林木育種改良。  
10.基因轉殖之操作。  
11.實際應用案例之發展。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56		園藝學導論		一		1		j003						園藝		許揚昕		112-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62		木質資源學導論		一		1		j004						木設		洪克昌		112-1		本課程旨在介紹木材組織、物理性質、機械性質、化學成分以及塗料與塗裝等木材之基本性質與應用價值，裨供林業經營者之正確選擇及利用林產物之觀念。		1.說明授課及評量方式。  
2.木材之細胞與細胞壁(針葉樹材及闊葉樹材的構成要素)。  
3.木材之組織及細胞形態之變異與缺點。  
4.容積重，真比重與空隙率、含水率與容積重、比重之變化。  
5.木材含水率之定義、測定、木材內部之水分狀態與移動。  
6.吸濕與脫濕、機構、表示法與影響因子。  
7.木材之熱、電、音響性質。  
8.木材之彈性性質、引張、壓縮等強度性質。  
9.期中考。  
10.小型木材樑之試驗、靜曲破壞現象與類型及影響因子。  
11.木材之化學組成、化學反應與天然環境下之分解。  
12.纖維素、半纖維素與木質素之化學構造。  
13.類別、目的、性能、方法及美式塗裝。  
14.木材之乾燥與防腐。  
15.木材之膠合作業。  
16.木質材料之種類、應用與優缺點。  
17.木材之改良。  
18.期末考。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60		動物科學導論		一		1		j005						動科		曾再富陳世宜
林炳宏李志明
		111-1		本課程介紹動物科學之重要領域，含飼養管理、遺傳育種、畜產加工，及現代畜產科技之發展。		1.國內乳品、肉品，及蛋品加工概況。  
2.乳業生產概述與乳房炎。  
3.基因轉殖與複製動物。  
4.飼料生產與添加物。  
5.經濟動物之育種、簡單遺傳性狀與多基因性狀之遺傳特性與選拔方法、經濟動物常用的配種制度與效應。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61		景觀學導論		一		1		j006								陳本源 王柏青		112-1		透過課程講授及課堂討論認學生了解景觀相關理論。探討景觀領域的專業理論與概念，期望透過本課程的教授，使學生獲得規劃與設計戶外環境之理論與知識。同時重視對景觀行業的認知與基本理論之訓練，培養學生對景觀相關領域之了解與認知。		1.景觀學概論。   
2.西方庭園史。   
3.東方庭園史。   
4.景觀與自然資源。   
5.基地規劃。  
6.景觀規劃與設計。   
7.景觀建築中人的因素。   
8.植栽設計。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59		農業生物科技導論		一		1		j007						農生		張文興		111-1		介紹，目前已有的生物技術及其在農業的運用。  建立學生，農業生物技術的基本知識。		1.The Phenomena of Biotechnology。  
2.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3.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4.The Foundation of Life: Cells。  
5.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Transfer。  
6.Produc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7.Animal Cloning。   
8.Plant Cloning。   
9.Biotechnology in Plant Science。   
10.Biotechnology in Animal Reproduction。 
11.Biotechnology in Medicine。  
12.Biotechnology in the �Food Industry。 
13.Biotechnology in Ecology。   
14.Consumer Concerns about Biotechnology。  
15.Ethical Issues in Biotechnology。  
16.Careers in Biotechnology。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22		自然資源空間資料分析法		一		1		j008						森林		林金樹		107-2		使學生瞭解GIS的空間分析理論，與利用GIS工具粹取生態系空間資訊以供經營決策之依據。		1.Introduction to spatial analysis。  
2.Spatial data。  
3.Quantification of spatial analysis。  
4.Single/Multiple layer operations。  
5.Pattern analysis。  
6.Network analysis。  
7.Spatial modeling。  
8.Surface analysis。  
9.Decision making。  
10.Application issue 1: Spatial analysis of landslide。  
11.Application issue 2: Biodiversity mapping。  
12.Application issue 3: Habitat analysis。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8		杜鵑類菌根研究法		一		1		j009						森林		林瑞進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63		高等反芻動物學		一		1		j010						動科		吳建平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43		高等休閒遊憩與農村永續規劃		一		1		j011						景觀		王柏青		109-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1		高等有機農業		一		1		j012						農藝		侯金日		108-1		本課程為使同學了解有機農業相關專業之知識 ，藉由通論有機農業簡介、有機農業土壤與肥料管理、有機農業耕作制度、有機農業雜草管理、有機農業病害管理、有機農業蟲害管理、作物有機農業栽培實務七單元講解說明；文獻探討收集七單元之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探討與討論；修課學生有機農業文獻報告；有機農場參訪與學習教學。使修課學生皆能了解有機農業之專業知識。		1.有機農業介紹與相關知識探討。  
2.有機農業之土壤與養份管理。  
3.有機農業之耕作制度。  
4.有機農業之雜草管理。  
5.有機農業之病害管理。  
6.有機農業之蟲害管理。  
7.作物有機栽培實務。  
8.有機農業相關通論文獻探討。  
9.有機農業之土壤與養份管理文獻探討。  
10.有機農業之耕作制度文獻探討。  
11.有機農業之雜草管理文獻探討。  
12.有機農業之病害管理與蟲害文獻探討。  
13.作物有機栽培實務文獻探討。  
14.修課學生有機農業文獻報告。  
15.有機農場參訪學習。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0		高等作物生理學		一		1		j013						農藝		侯新龍		112-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29		高等昆蟲分類學		一		1		j014						植醫		宋一鑫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33		高等真菌學		一		1		j015						植醫		郭章信		109-1		生物分類上，真菌自成一界，種類繁多有趣，並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本課程介紹真菌的一般特性、分類系統概論、壺菌門、結合菌門、子囊菌門、擔子菌門、卵菌門及簡述真菌之生理特性、生態地位等。開授本課程可以讓同學瞭解真菌之美及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1.ntroduction to Fungi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o Humans。  
2.Characteristics of Fungi。  
3.Fungal Systematics。  
4.Phylum Chytridiomy-cota。  
5.Phylum Zygomycota。  
6.Introduction to Ascomy-cetes。  
7.Deuteromycetes。  
8.Archiascomycetes。  9.Saccharomycetales。  
10.Eurotiales and Related Species。  
11.Pyreno?my?cetes。  12.Discomycetes。  
13.Agaricales, Gasteromy-cetes and Aphyllopho-rales。  14.Uredinales and Ustilag-inales15.Plasmodiophoromycota。  
15.Oomycota。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28		高等植物病原細菌學		一		1		j016						植醫		 林志鴻		109-1		本學科為農學碩專班選修課程，鑒於修課學生專業背景多元，故以對植物病原細菌的基本認識及概念為主軸，並輔以實務與應用之相關資訊，作為本學科之講授內容。本學科內容依植物病原細菌介紹、分類、遺傳與變異、致病機制、抗病原理、生活史與傳播、流行病學與防治、診斷與鑑定、植物細菌性病害等單元進行講授與討論。鑒於寫作與口頭報告對於碩士班學生的重要性，故學科內容亦安排相關議題的書面報告及口頭報告。在修習本課程結束後，學生對於植物細菌性病害相關問題，應已具備正確的認知，並且能夠在產業上學以致用。		1.植物病原細菌緒論(基本認識、概念說明)。  
2.植物病原細菌分類(傳統、分生)。  
3.植物病原細菌遺傳與變異。 
4.植物病原細菌致病機制。  
5.寄主植物對病原細菌之抗病性。  
6.植物病原細菌之生活史與傳播。  
7.植物細菌性病害之流行與防治。  
8. 植物細菌性病害之診斷與鑑定。  
9.植物細菌性病害特論。  
10.植物細菌性病害防治實務案例。  
11.植物病原細菌專題寫作與報告。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27		高等植物病害診斷技術		一		1		j017						植醫		 蔡文錫		111-1		本課程在使學生了解植物病原檢測技術的原理、技術與應用，並簡介植物病原檢測技術的進展與前景。		1.介紹植物病害。  
2.介紹植物病原分離方法。  
3.介紹病原生物分析方法。  
4.簡介病原免疫檢測方法。  
5.簡介病原分子檢測原理。  
6.簡介病原分子標誌。  
7.案例討論。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64		高等禽類產品加工學		一		1		j018						動科		曾再富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30		高等經濟昆蟲學		一		1		j019						植醫		林明瑩		108-1		本課程首要介紹經濟昆蟲之重要性，說明蟲害之監測調查取樣方式，以蟲害防治之理論為基礎，介紹經濟昆蟲各種防治管理方式，如法規防治、農業防治、生物防治、化學防治等等。另外講解國內外重要經濟作物之蟲害，並進一步掌握世界重要蟲害。此課程之目的在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1.高等經濟昆蟲學概論。  
2.經濟昆蟲之理論與應用。  
3.經濟昆蟲族群之空間分布。  
4.經濟昆蟲族群之取樣調查。  
5.經濟昆蟲經濟防治概念。  
6.法規防治。  
7.農業防治法。  
8.法規防治。  
9.物理機械防治。  
10.物理防治。  
11.生物防治。  
12.化學防治。  
13.蟲害非農藥防治技。  
14.蟲害綜合管理。  
15.柑橘蟲害及管理。  
16.芒果蟲害及管理。  
17.十字花科蟲害及管理。  
18.葫蘆科蟲害及管理。  
19.茄科作物蟲害及管理。  
20.花卉作物蟲害及管理。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7		高等農村規劃		一		1		j020						景觀		曾碩文		109-1		台灣鄉村土地(屬非都市土地之一種)佔全國土地資源的絕大部份，但在整體的景觀規劃設計上，從早期開始即未考慮的鄉村發展的特色，認由鄉村自行發展。在民國99年農村再生條例通過後，藉由相關的計畫試圖轉變農村景觀的未來。國土計畫法於民國106年通過，107年國土計畫公告，臺灣國土未來將區分為四大分區，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本課程期望藉由了解國土計畫概況，農村景觀資源調查的方法及步驟，並藉由他國的經驗，引導學生建立農村景觀資源調查及評估的方法及台灣未來農村整體規劃的架構。		1.國土計畫法及國土計畫的緣由。  
2.國土四大功能分區說明。  
3.農村發展地區細部說明。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26		高等農業分子生物學		一		1		j021						農生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20		高等樹木學		一		1		j022						森林		張坤城		108-1		使學生瞭解樹木分類原理、演化、分類系統與植群社會分布代表性樹種之基礎理論。透過分類研究方法介紹及研究報告探討，使學生瞭解木本植物分類之實際問題及培養學生進行木本植物分類之研究能力。		1.植物分類原理：分類歷史、分類單位、分類特徵。  
2.植物命名法規。  
3.植物演化。  
4.氣候分類分區與植群分布。  
5.植物分類系統。  
6.木本植物分類研究法。  
7.植物分類文獻體裁探討。  
8.重要木本植物科別研究。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34		高等環境規劃與設計		一		1		j023						景觀		王柏青		108-1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68		農村永續治理		一		1		j024						景觀		余政達		112-1		本課程討論農業與農村永續性發展的議題，由產業發展、技術應用、空間規畫、生態保育等面向，分析永續性農業的策略與做法。		1. 永續性農村產業發展與技術應用  2. 農村空間規劃與營建管理  
3. 生態保育與農村發展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65		高等能源與環境治理		一		2		j025						景觀		余政達		111-2		本課程討論能源與環境的彼此影響關係，探討再生能源發展對農業生態環境的衝擊，提出永續性的治理策略及執行方法。		1.氣候變遷下的環境治理。  
2.能源轉型。  
3.能源經濟革命。  
4.再生能源發展機制。 
5.風能。  
6.太陽能。  
7.生質能。  
8.漁電共生。  
9.農電共生。  
10.水庫與光電。  
11.溼地與光電。  
12.森林與光電。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38		高等茶作學分析實務研究		一		2		j026						農藝		黃文理		111-2		本課程藉由課程講授與相關文獻閱讀，讓同學對茶作與製茶技術的知識有基本的認識，進一步藉由茶園實作體驗與參訪，了解茶產業現況。另外藉由不同類型茶葉化學成分分析技術與官能品評介紹，讓同學了解茶葉機能性成分與影響茶葉品質的要素，也會輔導同學茶葉相關國家證照的考試。		1.茶產業現況與趨勢。  
2.茶葉分類。  
3.茶園管理要務。  
4.茶樹育種實務。  
5.製茶技術與體驗。  
6.不同茶風味輪介紹與實務。  
7.茶官能品評。  
8.茶葉化學成分分析與應用。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66		高等基因編輯與基因改造作物究		一		2		j027						農藝		侯新龍		111-2		介紹基因轉殖及基因編輯的原理，基因槍及農桿菌基因轉殖的方法及優缺點。引伸至基因轉殖及基因編輯技術在作物的發展現況，包含：花卉的花型花色的調控機制及基因改造花卉的發展現況；植物的抗病抗蟲及抗病毒機制及發展現況；作物耐旱蔬果保鮮的原理機制與發展；基改玉米抗蟲及基改黃豆耐除草劑的原理機制與發展現況；全球各種基改及基因編輯動植物種類及發展現況應用分析等。最後介紹基改作物及基因編輯發展的爭議、疑慮釋疑與優缺點。		1.基因轉殖及基因編輯的原理與方法。  
2.基因槍及農桿菌基因轉殖的原理方法。  
3.全球基因改造及基因編輯作物發展現況。  
4.基改及基因編輯作物的爭議與優缺點。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67		環境逆境生理		一		2		j028						農生		莊慧文李晏忠王文德曾冬筍		110-2		本課程探討環境逆境的種類及生物對環境逆境的生理反應，包括適應與調適；並分別就微生物，作物，植物，及動物的生理反應作探討。		本課程教學內容包括  
1.微生物對環境逆境的生理反應與調適。  
2.作物對非生物性逆境的耐受性。  
3.作物對生物性逆境的抗性。  
4.環境逆境對作物的影響。  
5.動物對溫度，毒，化學物質的生理反應。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55		設施農業導論		一		2		j029						園藝		張栢滄		111-2		介紹了設施農業的概念和發展趨勢；設施農業的類型、結構與性能；設施農業覆蓋材料的種類和性能；設施農業的環境特徵及控制方法；園藝作物的工廠化育苗技術；蔬菜、果樹、花卉設施栽培技術要點；無土栽培技術要點；園藝植物工廠。		1. 課程介紹。
2. 設施農業的基本概念。
3. 國內外設施農業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4. 設施的類型、結構與性能。
5. 設施的環境特徵及其控制。
6. 植物工廠。
7. 無土栽培。
8. 水耕。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58		植物醫學導論		一		2		j030						植醫		蔡文錫		111-2		本課程介紹植物醫學及植物醫生的重要性，包含認識植物生理生化特性、危害植物健康之生物及非生物因子，及土壤肥料與農藥在植物保健所扮演之角色，並從植物醫生角度進行作物健康管理，同時兼顧食安與環境永續之目的。		1. 作物生長概論。
2. 生物害物綜論。
3. 非生物害物綜論。
4. 土壤肥料與作物健康。
5. 植物害物診療。
6. 作物健康管理與環境永續。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4		高等土壤與環境品質技術		一		2		j031						農藝		莊愷瑋		107-2		講授土壤與環境品質的核心概念，以及對農業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內容以強調土壤與水環境調查的基本原理，並指導修課同學操作演練評估土壤與環境品質的程序及步驟，實際演練操作重要土壤性質與肥力指標的檢測分析。		1.土壤與環境品質的核心概念。  
2.土壤品質指標的發展與評估策略。  
3.評估土壤與環境品質的程序及步驟。  
4.土壤與水環境調查的目的與原理。  
5.田間調查的採樣設計與土壤採樣方法。  
6.土壤剖面的田間描述與分類調查。  
7.土壤樣本製備。  
8.土壤物理性質分析：水份、質地和密度測定。  
9.土壤化學性質分析：pH、EC、CEC、有機質、全氮、磷鉀鈣鎂有效性測定。  
10.土壤與環境品質評估實例說明。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5		高等永續水資源管理		一		2		j032						景觀		陳本源		108-2		永續水資源管理的相關理論及工作內容,全球水資源管理的現況及相關問題,台灣水資源管理的現況及相關問題,影響台灣水資源管理的可能因素,建立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基本概念,增進學生在綠色產業發展與其未來發展趨勢之認識		1.探討永續水資源管理的相關理論及工作內容。  
2.從主題報告的實務操作，讓學生學習主動發現問題、獨立思考並建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9		高等林木菌根學		一		2		j033						森林		林瑞進		107-2		本課程基於林木菌根、藍莓培育技術及杜鵑類菌根研究法等相關知識；深入研究各種主題式林木菌根種類；讓有心從事菌根研究者能尋覓較佳研究主題。		此課程針對學生論文主題  
1.深入探討論文研究目的及方法。  
2.教導目前解決問題的技術和方法。  
3.研究報告分析，一一解決學生心中問題。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37		高等景觀生態與環境規劃		一		2		j034						景觀		王柏青		107-2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32		高等植物病毒學		一		2		j035						植醫		蔡文錫		未開課		本課程在增進修課同學植物病毒學智能，深入探討植物病毒之特性、分類、傳播途徑、與寄主交互作用及防治機制等科學新知與實務。		1.探討植物病毒病害之造因。  
2.探討植物病毒之組成與構造。  
3.探討植物病毒之分類與複製。  
4.探討植物病毒之傳播與管控。  
5.探討植物病毒與寄主之交互作用。  
6.案例討論。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25		高等植物病理學		一		2		j036						植醫		郭章信		109-2		使學生了解在植物病蟲害診斷鑑定等各種情境下能有效地利用生態學，並發展植物病害防治領域必備的進階素養。課程規劃植物病害理論及實務分享，加強學生理論基礎與實務能力，透過學生報告等評量確認學生學習成效。		本課程主要討論  
1.自然環境中植物病害之發生。  
2.種類。  
3.侵入之機制原理。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42		高等農村發展規劃實務		一		2		j037						景觀		周士雄		107-2		本學科以探討台灣農村發展之過去、現在與未來為主要內容，藉由政策解析的方式，使同學了解農村發展本質、農村發展政策推動演進、農村空間規劃管制、農村發展課題與未來因應等。		本學科教學內容包括講授、研討與操作等三個部分。講授的部分包括  
1.鄉村本質與機能發展。  
2.台灣農村發展政策。  
3.農村土地使用管制分析。  
4.農村再生計畫等。  
研討的部分以同學進行文獻研讀報告為方式，就台灣農村發展的課題，進行主題式的資料搜集、整理、報告與討論；操作的部分係延續課題研討，引導同學以農村再生規劃的手法，提出各項發展課題的因應規劃策略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41		高等農業經營學		一		2		j038						農藝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31		高等農業藥劑學		一		2		j039						植醫		黃健瑞		109-2		本學科為碩士班課程，將針對農業上所使用以防除病蟲草害的藥劑，進行介紹，講解藥劑作用機制，以增進學生對農業藥劑的認識，以利實際應用於害物抗藥性管理。		1.殺蟲劑作用機制。  
2.殺菌劑作用機制。  
3.除草劑作用機制。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3		高等種子生理學		一		2		j040						農藝		侯金日		108-2		本課程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8週)由任課教師授課種子生理一般通論，內容包括種子型態與構造、種子物理與化學特性、種子的發育與發芽、種子調製與檢查、種子的休眠 儲藏與壽命、及種子生態生理等。  第二階段(6週)進行種子生理研究文獻探討，每單元由老師介紹研究報告80分鐘，學生討論20分鐘；所討論的單元為溫度與種子發芽；水分、鹽份、pH與種子發芽；光、氧與種子發芽；種子品質、活力檢定、休眠與解除；種子儲藏壽命與活力方程式；土中種子庫與種子發芽能力週年變遷等6部份。  第三階段(3週)為修課研究生報告讓研究生綜合種子方面文獻(2015年以後原文1篇或中文2篇)加以報告，使修課學生對種子生理有更進一步之了解。		1.種子生理學通論部分。  
2.種子生理學文獻探討部分。  
3.種子生理學修課學生報告。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45		高等蔬菜學		一		2		j041						園藝		葉虹伶		108-2		本學科為除建立蔬菜學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外，著重文獻研讀、小組討論及校外參觀，探討重要蔬菜產業之發展現況及面臨相關問題，目前國內外產業產銷技術之研發，配合相關文獻研讀，增進蔬菜研究能力及解決蔬菜問題之能力，以增進國家蔬菜產業之競爭力。		1.茄果蔬菜類蔬菜產業之研究發展及問題。  
2.蔬菜生產機械化及自動化、植物工廠。  
3.生產履歷及安全農業。  
4.根菜類蔬菜類蔬菜產業之研究發展及問題。  
5.耐熱性蔬菜產業之評估、研究發展及問題。  
6.蔬菜種苗生產及嫁接苗生產。  
7.種子滲調之原理及處理技術。  
8.種子造粒之原理及處理技術。  
9.蔬菜養液栽培、無土栽培及袋耕栽培。  
10.無病毒種苗生產。  
11.蔬菜生產及行銷。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21		資源遙測研究法		一		2		j042						森林		林金樹		108-1		本課程目的提供銜接大學部及研究生有關遙測科技在森林資源遙測上的科學原理與實務應用技術，主題以光學遙測為主，介紹光學遙測影像的成像機制、影像判讀技術、光譜影像處理、影像分類技術。		本課程以講授、討論及個案研究等方式進行，全學期於第9周進行期中考試、第18週進行個案研究的期末書面及簡報評估，其餘各週次講授、討論或實作方式進行，主要課題包括  
1.光學遙測資料以及資料處理進階課程。  
2.內容涵蓋光學遙測影像的機制。  
3.大氣模型及其應用。  
4.空間圖像處理技術。  
5.光譜轉換技術。  
6.影像主題資訊萃取技術。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47		高等果樹學		二		1		j043						園藝		江一蘆		未開課		除探討果樹學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外，也探討國外其他國家果樹栽培的現況與特點。		1.果樹的生長發育。  
2.花芽分化。  
3.種植環境中的逆境生理。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6		高等景觀風水研究		二		1		j044						景觀		陳本源		108-1		風水理論探索與研究,風水典故考略,風水格局的構成、生態環境與景觀從聚落選址探索中國人的環境觀,風水說中的心理場因素,EJ依特爾《風水-古代中國神怪的景觀科學》,以李約瑟風水觀點探討探討建築與風水方位之關聯,探討風水與城市形象組構,探討中國環境與風水關聯探討風水與中國發展關係,風水案例研究與實務		1.闡明風水與景觀的相關內容及掌握風水理論的探索、研究與實務的要領。  
2.從主題報告的實務操作，讓學生學習主動發現問題、獨立思考並建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44		高等植物生物技術學		二		1		j045						農藝		侯新龍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36		高等植物病害防治學		二		1		j046						植醫		黃健瑞		108-2		本學科為碩士班課程，將針對植物病害管理的原則及理論機礎，進行探討，並與學生討論植物病害管理的研究報告，以增進學生對植物病害管理的方法及學理新知		1.植物病害管理的原則。  
2.法規防治法。  
3.耕作防治法。  
4.物理防治法。  
5.化學防治法。  
6.抗病育種。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24		高等植物逆境生理學		二		1		j047						農藝		侯新龍		110-1		介紹環境中生物性逆境(如病害及蟲害)及非生物性逆境(如缺水、高鹽及高溫等)種類，分別對植物的生長發育產生的影響，及植物相對應的適應或防禦機制，以及相對應誘導產生的賀爾蒙種類及生理功能。藉此瞭解植物與環境交互作用的關係及適應機制，並藉由DNA及RNA的分離純化實作練習及PCR核酸檢測分析訓練，提升文獻閱讀及專題研究能力，並能瞭解及達到精準育種的目標。		1.生物及非生物逆境對植物生長發育的影響。  
2.植物抗氧化逆境的生理機制。  
3.植物耐高溫及寒害逆境的適應機制。  
4.植物耐乾旱逆境的適應機制。  
5.植物耐淹水逆境的適應機制。  
6.植物耐高鹽環境的適應機制。  
7.植物耐重金屬污染土壤的適應機制。  
8.植物抗蟲的防禦機制。  
9.植物抗細菌及真菌感染的防禦機制。  
10.植物抗病毒感染的防禦機制。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12		高等植物基因轉殖與應用		二		1		j048						農藝		侯新龍		109-1		介紹基因的分離及重組DNA的原理與方法，基因槍及農桿菌基因轉殖的原理方法及優缺點。基因功能分析的種類及目的，引伸至基因轉殖技術在作物的發展現況，包含：分子農場及分子藥廠；生物反應器；蛋白質修飾作用；基因編輯應用；花型花色的調控機制及基因改造花卉的發展現況；植物的抗病抗蟲及抗病毒機制及發展現況；作物耐旱蔬果保鮮的原理機制與發展；基改玉米抗蟲及基改黃豆耐除草劑的原理機制與發展現況；全球各種基改動植物種類及發展現況分析等。最後介紹基改作物發展的爭議、疑慮與優缺點。		1.重組DNA的原理與方法。  
2.基因槍及農桿菌基因轉殖的原理方法。  
3.基因功能分析。  
4.分子農場及分子藥廠。  
5.基因編輯在作物的應用。  
6.全球基因改造作物發展現況。  
7.基改作物的爭議與優缺點。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35		高等植物蟲害綜合管理學		二		1		j049						植醫		林明瑩		112-1		主要介紹作物蟲害管理之總論，進行說明害蟲為害之監測調查方式，經濟為害水平(EIL)與經濟限界(ET)之理論背景，另外再進行蟲害綜合管理運用實際之說明。		1.介紹高等植物蟲害綜合管理之概論。  
2.柑橘蟲害綜合管理。  
3.檬果蟲害綜合管理。 
4.水稻蟲害綜合管理。  
5.十字花科蟲害綜合管理等等。  
課程亦安排進行蟲害綜合管理之實例報告。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48		國際園藝產業		二		1		j050						園藝		張致盛		未開課		近年來世界貿易自由化及日趨明顯的氣候變遷現象，研析產業發展，必須對國外相關產業之發展有進一步之瞭解，並掌握如何因應與調適貿易自由化及氣候變遷之議題，才能發展臺灣具競爭力的園藝產業。  國際園藝產業課程，除課堂講授世界各國園藝產業外，並藉由各國產業的探討與互相討論，並結合產業觀摩，使學生更瞭解各國園藝產業發展實際情形、拓展視野，建立更宏觀的園藝產業之思維。		1.世界園藝產業發展概論。  
2.主要國家(美國、日本、荷蘭、澳洲、智利、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園藝產業發展情形與趨勢分析。  
3.新興園藝產業發展介紹。  
4.氣候變遷對園藝產業發展之影響。  
5.國外園藝產業發展資訊整理與分析。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46		高等花卉學		二		2		j051						園藝		黃光亮(退休)		108-2		本課程主要教學目標為讓學生了解花卉產業發展歷史、環境因素與花卉生長之關係，並進而熟悉花卉作物之栽培、管理及利用技術。講授內容含花卉產業、分類、繁殖、設施栽培、栽培介質、營養與水分、光與花卉之生長與開花、溫度與花卉之生長與開花、植物生長調節劑在花卉栽培上之應用。全程以power point輔助教學。		1.花卉產業介紹。  
2.花卉分類。  
3.花卉繁殖。  
4.園藝設施栽培。  
5.栽培介質。  
6.植物營養。  
7.花卉栽培環境(水分、光線、溫度等對花卉生長與開花之影響)。  
8.植物生長調節劑。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49		高等植物繁殖學		二		2		j052						園藝		沈榮壽		109-2		植物繁殖技術應用於種苗生產兩者目的相同，是高產值及高度技術性的專業生產事業。愈先進國家綠色產業亦愈發達，對種苗產業的發展更加重視，由於種苗產業是作物生產的根源，未來的世紀誰能掌控種子(苗)，便能取得優越競爭潛力的時代。加以種苗產業具備高度專業知識及資本密集的特質，使得種苗生產科技之研發呈現蓬勃發展，生產技術更是日新月異，預期未來的種苗產業的發展，將因世界各國普遍實施植物新品種專利保護制度，使得新品種的創育更具保障。而生物技術應用於種苗生產，如組織培養再生系統更為商業種苗生產之主流。因此本課程除了傳統種苗生產技術外，對於質量化種苗最具效率之微體繁殖技術亦多所探討，期能對於有志修習本課程之同學有嶄新的認識與訓練。		1.引導學生了解植物繁殖演進、繁殖設施、繁殖生理、繁殖技術及其應用範疇。  
2.訓練學生熟練植物繁殖基本技能與技術之產業應用。  
3.強化學生具備植物繁殖科技之專業與倫理及生態面之基本認知。  
4.能了解植物種苗產業之市場及其在園藝產業之未來發展。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51		高等園產品處理學		二		2		j053						園藝		李堂察		109-2		1.能瞭解品質概念。   
2.能瞭解園產品成份和變化。   
3.能瞭解園產品採後基本生理變化。  
4.能瞭解影響品質之採前因素和採收。  
5.能瞭解集貨場作業和貯藏技術。  
6.能瞭解採後腐損原因和減少方法。		1.園產品品質測定方法。  
2.園產品採收後成分之變化測定方法。  
3.園產品採後生理測定方法。  
4.採前因素對採後之影響和採收方法。  
5.園產品採收後處理技術。  
6.採收後之腐損與控制技術。

		53J		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		53J00050		高等園藝植物生理學		二		2		j054						園藝		蔡智賢		未開課		預備課程		預備課程







國立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 

102年3月5日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5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3月11日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4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10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3月22日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追認通過 

106年3月10日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5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年5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3月26日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追認通過 

109年4月6日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5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審慎規劃課程，增進學生學習效

果，達成教育目標，特依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訂定「國

立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所訂之畢業最低學分，如

大學部各學系高於一二八學分或研究所高於三十學分時，需由各

系所(學位學程)、院、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後，依程序簽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畢業最低學分中，除校定通識教育三十學

分、學系規劃之專業必選修學分外，應開放自由選修至少十五學

分，以利學生選修各院系(含本院、系)所開課之課程或外系任一

完整學程。 

三、本校教務處應依本校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規劃全校通識課程核

心能力、課程架構與實施。 

四、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應依校、院之教育目標、系所(學位學程)特

質及內外部回饋意見，訂定系所(學位學程)教育目標及學生應達

之核心能力，並經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 

五、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對於課程之檢討，除包括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之回饋意見外，並應考量社會需求、產業發展趨勢及

校友等外部回饋意見。 

六、本校各系級課程規劃委員會應依教育目標及學生應達成之核心能

力，制定課程規劃及學生核心能力之達成指標，並應確保每一開



設科目之教學內容與核心能力之關聯性。 

七、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依課程規劃擬定各學年度新生入學之必選

修科目冊，經系所(學位學程)、院、校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三級

審議通過後實施，並提教務會議報告。必選修科目冊訂定後之變

更，必修科目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再

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論通過後，由系所(學位學程)上網公告

周知，並提教務會議報告；新增選修課程需經系所(學位學程)、

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八、本校開課系所(學位學程)應依新生入學當學年度之必選修目冊執

行開課與排課作業。每學期開課時應受開課容量之限制，大學部

為畢業學分扣除通識教育三十學分、系專業必修學分後之其餘學

分乘一點五倍計算；研究所則為畢業學分(不含論文學分)扣除專

業必修學分後之其餘學分乘兩倍計算。惟為維護學生修課權益及

開課成本，各系大學部必修不得高於 70 學分，總開課容量(包含

必修及選修課程)不得超過 150 學時為原則(獸醫系、師資生以

1.25 倍計算)，其施行細則另訂之。 

各院系開設跨領域課程，若經學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審

查確為學程特色需要而新增課程者，其開課學分得不列入前項開

課容量計算。 

必修課程原則上不可分組(收取藝能科指導費之科目不在此限)。

惟授課受限於場地設備及特殊需求需必修分組時，且其未達總課

程容量之上限者，經專案簽准得分組上課。 

九、本校課程按學分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授課滿十八週為一學

分。 

  實驗、實習（實作）、書報（專題）討論、專題研究（製作）之

課程以每週上課二至三小時，授滿十八週為一學分。 

  正課如含實習（習作）則可增加一學時。 

十、本校各開課系所(學位學程)排課時應督促所屬教師上網填寫教學

大綱，並在學生預選前(約第十四週)上網公告，以利學生查詢及

作為教學評鑑之參考。教學大綱內容含課程基本資料、系所(學位

學程)教育目標、學科與核心能力關聯性、學科內容概述、學科教

學內容大綱、學科學習目標、教學進度、學期成績考核、教材講

義及參考書目等。 

十一、各開課單位應依必選修科目冊所訂定之開課學期審慎開課，以



維護學生修課權益。開課時段未按課程標準開設時(如原一上課

程更動為一下)；必修課程需經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並簽

請院長及教務長核定後始可更動。選修課程，需應系所課程規劃

委員會議討論通過後始可更動。 

十二、各課程開班人數日間學制學士班為十人、研究所碩士班為三人、

博士班為一人；進修學制學士班為十人、碩士在職專班為三人

(但各班得視經費狀況自訂更高開課門檻)。 

十三、各系所(學位學程)每學期開授課程均應妥適規劃，並經系級會

議通過始得開授。排課時應依課程標準及教師之主、次專長排

定合適授課教師，屬外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領域之課程，可自

行協調該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推薦，或由教務處轉請相關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推薦，以彙整全校開課總表。 

十四、本校採兩階段排課，先由教務處通知各系所(學位學程)預留校

訂共同必修之排課時段(如通識教育課程、班週會等)，再由各

系所(學位學程)排定各班級上課時間，遇支援開課或安排教室

等事項，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行協調辦理，仍無法解決時，

由教務處協調處理後排定之。 

十五、本校大學部日間課程排課時段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十分至下

午六時十分，不得安排於夜間、班週會時段或假日上課，但經

專案簽准者，不在此限。 

十六、本校專任教師兼任學術及行政職務（有減授時數事實者）以及

借調、專案聘請、報准在職進修者，每週至少排課二天，其餘

專任教師，每週至少排課三天(得含進修學制課程)，惟有其他

特別原因者，經述明具體事實，並於班級課表排定前簽經校長

同意後，得依實際需要調整之。而為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建立

課業諮詢機制，專任教師每學期每週應排定學生請益時間

(office hour)4 小時以上，並隨教學大綱公告周知，以利學生請

益。 

十七、課表排定後不得任意更動，如遇特殊情況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預選前更改課程時間、授課教師、停開課程者，應填寫「課

程異動申請單」，於預選前一週送教務處辦理。 

(二)預選後申請課程異動者，須經全體選課學生簽名同意。 

(三)選課期間不受理任何異動。 

(四)課程資料異動核可後，各開課單位務必公告學生周知，以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維護學生修課權益。 

十八、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除正式課程之實施外，亦應重視非正式

課程之辦理，並積極營造優質之潛在課程(身教與境教)，提供

多元學習機會，以培養學生之健全人格。 

十九、各系所之必修課程及學分數，與前學年度相較如有修正，請於

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列出替代課程對照表，送教務

處註冊與課務組存查。 

二十、本校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得定期辦理教學評鑑、課程評鑑，

以為持續改善依據。 

二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

後實施。 
 


	案由：本校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112學年度第2學期新開選修課程申請案暨，本系提出申請課程資料，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農學院112年10月27日通知(附件15，頁90)及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辦理(附件16，頁91-94)。
	二、王柏青老師於112-2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一年級，開授「景觀生態與環境設計特論」(2學時2學分)，其課程大綱如下圖，：
	三、本系學位學程112-2學年度合開課程項目：
	四、本系學位學程113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選修科目異動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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