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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和 日麗的背後一水科技災難》新書發表- ......~_. 

“，已
2013年1月 31日，中央女學李河清教授、 會探究台灣水資j扁9專音 。

陽明大學范玫芳教授與交通大學楊谷洋教授首 中央大學李河清教授接續書籍中實際案例

次登場臺北國際書展，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科 介紹科技與社會、台灣水資源科技交集時會出

技與社會系列叢書〈風和日麗的背後水科技 現怎樣的火花 。 過住，世人對於科學、科技的

災難〉舉辦新書發表會，希望直接走入社會、 想像是，它是社會的領頭羊，為人類規劃美好

進入人群，介紹本書的來龍去脈與閱讀精髓 。 的藍圖，且能解決人類社會中許多問題 。 這樣

首先，由交通大學楊谷洋教授介紹本書精 的說法暗示科學、科技是獨立於社會之外而自

神 。 多年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細心經營中央 行發展的獨立群體，然而，在真實社會中卻是

大學、陽明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四校學 相反的 。 以科技與社會觀點來說，科學、科技

術教學與師生合作，並民四校開授〈超越未 本身並非獨立自主社會之外，也就是說科學、科

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科技與社會經典系列講 技與社會三者是密切E動聯繫的關係'持續探

座〉遠距教學課程 。 2012年已經成功開授第一 索科學、科技的內涵，世人甚至可探究深藏民

次課程，該次課程以台灣水資源為主軸，由氣 科學、科技內部的社會性與政治性 。 水，身為

候學家 、 社會學家、工程學者共同講授水資源 人類生存的重要元素之一，人類會使用科學、

主題，並以四校科技與社會( Scien凹， 科授、工程去管理、分配、治理與使用它 。 然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 領 而，李河清老師提醒我們，在科學、科技的協

域教師整合與引導四校修課學生瞭解台灣水資 助下，社會大眾更要注意科學、科技的政治

源科技的政治性與社會影響 。 累積一年的學術 性，例如本書申石慧瑩教授在〈由環境正義觀

能量後，由陽明大學范玫芳教授、清華大學林 點看水資源分配正義〉一文中，提及水資源的

宗德教授、中央大學李河清教授、交通大學潘 分配政治，即點出擁有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具

美玲教授、楊谷洋教授、駱冠宏助理組成編輯 有較多的機會，決定淨水工程建制酹何處，進

群，以科技與社會概念為經，台灣水文與科學 而增加他們取得好水(即乾淨的水)的機會.

技術是緯，以此交織出台灣第一本以科技與社 反之，因為低社會經濟位置的人沒有經濟、社

會等資本，他們取得惡水

(即受污染的水)比例極

高 。 因此，科學、科技本身

就充滿政治性，其政治性也

深刻地影響社會與人們生
活 。 而該書亦收錄李鴻源部

長〈因應氣候變運之國土規

劃策略〉演講精華，李部長

具有豐富政務官經驗，且棄

持著學者知識與理念，認為

團主規劃是治理台灣水患的主要方式，藉由暸

解台灣國土承受水患能力，並搭配水利工程協

助，規劃國內台灣國土合理使用狀態，進而減

少國民受災情形 。 這是一個政治、科技、社會

三方相互協商協調的可行性，也是可凸顯科

學、科技的社會性之案例探討 。

最後，由陽明大學范玫芳教授介紹該書

「風險治理」單元 。 當科學、科控日新月異

後，人們是否能確定在看似光鮮亮麗地現代與

進步外觀之下，科學、科接本身是沒有任何風

險的?從核能、電磁波等爭議中，世人可以體

認到科學、科技並非完全沒有風險 。 因為當代

科學、科技的風險是難以估計且管理，所以科

技與社會領域認為瞭解科學、科技的風險管理

有其必要性，像是該書中李丁讚教授〈水污染

的治理 : 以香山為例〉的演講精華，提及新竹

客雅溪長年遭受新竹科學園區部份廠商排放具

有重金屬的廢水等 : 雖然相關環保單位已經訂

立廠商排放水標準，但是科技的發展一日千

里，而法令修改速度卻跟不上科技的腳步'D:全

是最後導致廠商可以合法排放真有重金屬的廢

水，但環保單位卻無計可施，原是因為廠商排

放的廢金屬並不受限於老舊法令的管理 。 遷就

是科技內部的風險，也是另一則政治、科技、

社會三方需要高度協商合作的案例 。

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科技與社會中心與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的努力下，四校授課教師利用課餘時間，擔任

本書編輯，期待能在科接與社會研究中，提供

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同時讓水資源相關學系的

學者與學生皆能更接近科接與社會領域，並暸

解水及其科技、工程內部的政治性與社會性，

進而成為成熟的科授社會人 。

4E古ttJ.fi且至L ilGlJI-*疲 :fJlit/ll1.t6
你是否曾經想過和跨越四校的同學同步聆聽演講、一齊發間或甚至

交換彼此的意見呢? r超越未來:科技與社會」課程不但提供了這樣的

機會，更將帶給你前所未有的跨科際學習體驗!身為一位台灣社會的現

代公民，面對近來層出不窮的環境、科技爭議，甚至對民高度仰賴進口

能源的台灣處境，你是否已經察覺到這些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呢?

環境議題非純科學問題，無法透過單 途徑得到解套方案，本課程

在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李河清教授多元教學設計的引領之下，將一一剖析

各個重要的能源主題，並輔以探討核能、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等實際案

例 。 此外更規劃了一系列跨校經典演講，共邀請六位與本課程主題領域

相關的重量級專家學者蒞臨演講，其中五位己確定受邀的講者包括國立

清華大學前校長徐遐生院土、中華經濟研究院梁啟源董事長、法國

現代申團研究申心彭保羅 CPaul Robin) 主任、德商精矽九陽能源系

統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胡湘玲總經理、及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

究所陳信行教授等，如此精彩的陣容，你絕對不能錯過!

如欲參考詳細的課程訊息，歡迎到「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科技與

社會中心網站 (http://uststs.nctu.edu.tw/) J 查詢，此外也相

當歡迎各位同學上FACEBOOK搜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科技與社會經

典系列講座課程」並成為課程粉絲，就能確保即時收到課程的最新

訊息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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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進步對人類社會究竟是救贖

或是詛咒，已有三十幾年的討論 。 科技的應用

固然改善了人類的生活，但也對全球環境造成

重大危害 。 工業發展帶動能源需求，醫療進步

帶動人口增長，人類對地球資源的使用遠超過

生態環境的負荷，使得種種環境災害層出不

窮，違反了人類當初運用科技的本意 。 在科技

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之下，現代社會對於新科

技的產生，面臨是否接受科技帶來的風險問

題 。 科鼓風險如何被評估、誰享受科按帶來的

獲益，誰承擔科技帶來的潛在威脅、誰決定接

受風險等，皆涉及如何在真理、權力、正義、

公平與民主之間做抉擇 。 處於科技與社會兩者

錯綜糾結的結構申，藉由「科接與社會研

究J 我們可以洞悉科技與社會關係的複雜

性，分辨兩者E動的特定模式，進而處理科技

與社會的不確定性問題，達到科學研究增進全

人類福祉之目的 。

面對此一重要的研究發展趨勢，申央大

學賣不能自外民比一潮流，台灣聯大其他友校

發展「科技與社會」學程多年，已有可觀成

果，如清華大學 、 交通大學及陽明大學推動

「科技與社會」學程多年，均發展出各校特質

的學程取向:如清華大學的「科學史與科學哲

學」、交通大學的「科授的社會應用」、陽明

大學的「醫療科技與社會J '三校的發展取向

皆有所長反觀中央大學的「科技與社會」學程

仍屬民推動期中，希冀藉由參與台灣聯大系

統，加速與強化本校「科技與社會」學程的推

中大通識教育

展 。 中央大學有發展「科技與社會」學程的

豐厚條件，包括完備的科技系所資源、經濟

與科技研究及產業合作成果、社會科學及哲

學與政策科學的師資、高等科技與經濟決策

經驗等 。 目前本校開設「科技與社會」學程

已有數年，希望能在日後建立屬於中央大學

優勢的「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J 並結合

產、官、學，揉合科學、技術、人文、歷

史、哲學、社會、管理、政策與法律等視

野，讓科技與社會在諸多人文反思後，能有

效化作實踐的政策，實際神益人類生活 。

「科技與社會」學程所著重的研究議

題，主要包括能源與環境科技 C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生物與醫學科

按(即0- and Medical Technology) ，以及資
訊科技 Clnformation Technology) 。 由社會

衝擊 CSoci a 1 Impact)、社會參與 CSoc油 1

Part icipat ion) ，以及社會責任 CSocial

Responsibility) 三個觀察的層次切入，對上
述三個科技領域做深入的評析，提供不同專

業領域的學生以具有廣度與深度的觀點，理

解科技如何影響社會與生活，以期達到下列

目標:

1 透過不同的科技發展的解釋途徑，增

進學生對科授本質的了解，破除科技萬能的

迷慰，重新發掘科技的核心實用價值 。

2 要求學生秉持求真善美的研究精神，

提升理工專業學生的人文關懷，達到專業系

所與通識課程的連結，在平衡發展的知識架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科技與社會學程」課程

@ 修 課 程 11 授課教師

科技政策的理論與實踐 |「一 韓保中 2 

選 修 課 程 11 授課教師

社會學的想像
---可.-----

王燦魄 3 

社會哲學領域 科學在人類文化中的定位與挑戰 江才體 2 

科學傳播 呂理德 2 
認識地球 楊雅惠、蔡龍泊、顏宏元、楊明仁 2 

化學與生活
-----''---

廖康庫、高憲明 2 

工程與文明 二立「 吳瑞賢 2 

科學與產業 紀圈鐘 3 

電子科技與近代文明發展 」 陳竹一 3 

科技應用領域 能源概論 3 
一一

一 環境災難傳播 弋立「 呂理德 2 

全球環境變遲導論 立| 張哲明 2 

人與環境 (A) ----=:J| 李河j青 2 

人與環境(ß) 三1l 李河j青 2 
通訊概論 一I| 許獻聰 2 

徐振雄 2 
L 

政策法律領域 台灣環境法 L 楊健寧 2 

工程倫理 韋安琪、鍾雲吉 2 

3 

3 .使學生了解科技發展政策制定的過程，

強化學生的公民意識與公共事務參與度 。

本校對民「科技與社會」學程的推動，

並不止於課程教學層次，目前已逐步邁向成

立「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的目標，近程的

準備工作將持續於通識申心以外的客家學院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政治經濟所、社會文化

所等單位密切合作，並激發更多相關領域的

老師共同齡中央大學深耕STS教育 。

申請「科技與社會CSTS) J 
學程作業流程

填寫中央大學學生修讀
學分學程申請表

送至系辦及系主任簽章

將申請表送至通識教育中心

STS學程信箱

科技與社會學分學程

熱情福生中

由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李河清教授所

推動的科技與社會學分學程，學程課程除了

必修主領域，更包括社會哲學、科技應用與

政策法律三大選修領域等總共31門課任由

搭配，歡迎各位同學提出申請!敬請各位同

學把握機會提出申請，欲申請者請至通識教

育中心網站 (http://140.115.103 .891)下載

「中央大學學生修讀學分學程申請表J '依

規定辦理 。

題: G @ 
一、本刊以推展通識教育理念、落實通識

教育工作為宗旨 。

二、本刊主要刊載有關本校通識教育學術

活動與課程規劃、國內外大學通識教

育實施經驗，及凡有關探討通識教育

之論文、座談紀錄與教學或修課心得

等文章 。

三、本刊暫以每學期發行一至二期為原則 。

四、各版圍地公開，竭誠歡迎關心通識教

育之教師同仁與同學惠賜稿件 。

五、投稿以干字為宜，邀稿及專論文章不

在此限 。 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與聯絡

方式，寄桃園縣申壢市中大路300

號申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或傳真

(03) 422-9952 。

稿件經採用，當依規定奉致薄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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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r 科技與社會教學助理營」活動在繁 心中央大學輪訓中心帥村經
每一年科技與社會學程皆會舉辦兩次的「科技與社會教學助理營分別

於上、下學期各舉辦一次，參加學員以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科技與
社會學程助教為主，同時也歡迎對科技與社會學程有興趣的助教 、 同學參加，

歷年已有近60位學員參加 。 舉辦TA營的主要目的即為希望隸屬於科技與社會學

程的各課程助教，皆能更深入了解科技與社會學程的核心精神與內容，並使每

一位助教皆具備協助課程教學的基本認知，更藉由TA營作為一個良好的學習平

台，讓資深助教能傳承寶貴的經驗，也使得新手助教能直接提出心中的各種疑

問或想法，互相交流與觀摩 。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的「科技與社會教學助理營」已於2013年3月4日假文
學院視聽教室順利落幕 。 本次活動相當榮幸能夠邀請到通識教育中心的李河清

教授、石慧瑩教授及兩位優秀的教學助理，包括光電所碩士班的許仕勳同學及

英文所碩士班的劉若璇同學，和學員們分享教學助理應扮演何種角色、應具備

那些特點，及如何更進步成為位優秀教學助理的筒中秘笈 l

活動開始先由李河清教授進行暖場與介紹，老師說明了科技與社會

(STS)學門存在的意涵及重要性，並與台下助教們進行初步互動，在活動的一

開始就先讓助教們來個簡單的腦力激盪，看看同學們是否對於STS都有基礎的

認識或暸解 。 經過李老師的介紹之後，接下來則是由本日活動的第一位講師

石慧瑩教授進行分享 。

石老師首先精略概要的勾勒了何謂STS' 並分享教學助理之於課堂所扮演

的角色、協助課堂進行時該做好哪些充足的準備等 。 石老師透過許多親身經歷

的小案例，簡易明瞭地讓學員們了解原來 個舉動， 譬如臨時缺席或未確實事

先確認器材是否可以正常運作等，皆會為老師們帶來不少困擾，更讓同學們無

法在一個完善的環境中進行學習 : 因此守信、守時皆是每位TA需要具備的基本

態度 。 此外，身為學校的教學助理，亦應該熟悉課務相關教學系統及行政相

關的流程操作，如此才能與課堂老師相輔相成，使課程的進行更為順暢 。 所

以. TA之於每門課程都有存在的重要性，石老師期許每位TA皆能以「扮演老

師與同學間的橋樑」為目標勉勵自己，而且TA們亦不免可以時常問問自己

我的存在是否對於課堂老師、同學都有所助益?叉，我從這份TA經驗裡學到

了甚麼?主動和老師維持良好且通暢的溝通模式，多積極和老師一同討論課

堂的相關事務，都能讓身為TA的你更加了解這門課和老師們的教學想法唷!

接著，則是許仕勳同學及劉若璇同學接續分享他們擔任教學助理時的

各種觀察和體悟 。 許同學透過現在正熱門的電影 (L ife of P i) 作為模子，

分享其身為課程助教的 (Life of TA) 心得 。 電影中少年所需面對與其同船

的兇猛老虎，正代表著助教們所要接受的嚴峻挑戰 。 但只要TA能夠信守承

諾、謹言慎行，並秉持著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對同學們一視同仁，而不

對於同學的態度、成績有所偏袒，就能成為 個不為人所議論的優秀TA 0 身

為TA更要主動和同學們互動，以朋友的方式關心同學們的學習狀況或問題，

再輾轉與老師討論和檢討，都能讓課堂的品質更加完善 。 因此，擔任TA的過

程之於許同學就有如一趟充滿驚奇的旅程，途中充滿了成長與改變，是一份

很樺的工作!

最後，劉同學的分享充分展現其對於TA工作的熱誠和豐富經驗，內容

令人相當印象深刻 。 其除了闡述TA該如何在老師、學生和通識中心之間分別

扮演好稱職的角色，也透過如何應對調皮學生的真實案例，分享其從一開始

的挫折、省思，到後來所延伸的因應策略，終能順利解決了往後可能遇到的

類似問題 。 因此，為能確保課堂評分的公正原則，劉同學建議TA們可以自備

作業繳交記錄單，或考試時給同學簽名的簽到單，如此一來便能避免許多無

謂的紛瘦，又能同時兼顧TA及同學們彼此的權益 。

這次STS TA營能順利圓滿落幕，有賴於李河

清教授、右慧瑩教授、許仕勳助教、劃若璇助教及

通識中心工作同仁們的支持與協助，往後每學期亦

將固定繼續辦理TA營，歡迎想認識STS學程和投入

教學助理士作行列的你，來參加STS TA營睛!

...STS TA營活動開場本次活動由 企席問學員發問一活動進行中不時 A石慧瑩教授講課剪影←民STS TA ...工作團隊大合照→自左起為課程助教胡天騏同

李河清教授進行開場，學員人數 有課程助教主動提出問題 ， 與台 營中向學員們講授「如何成為一 學、通器中，~\輛恩志助理 、 通訟中心宙空惟雷助

相當踴躍 ， 計共有301i1課程助教 上的講者E動熱絡 。 位優秀助教」課程。 理、英文所劉若臨同學、通器中心李河清教授

參加 。 、光電所許仕勳同學及課程助教謝浦翰同學 。

核心通識新開課程介紹
101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5門新聞課程，包含2門核心必修. 3門選修科目，課程簡介如下 :

教 憬學 目

心理學是探討心智與行為的科學 。 以大腦、心智、與行為間的交互作用為主軸，以實驗取向探討人類行為及心智的表現與其內在機制 。 課程
將回顧、整理各種心理學的研究、並介紹根據研究結果所提出的心理學理論 。 本課程為心理系一年級新生之心理學入門課程，目標包括 :
cl)知識引介﹒介紹心智各項基本運作與其整合，使修習者具有心理學一般知識，作為進一步探討心理學各領域之基礎 。

(2) 英文能力.培養同學英文閱讀能力，使其未來能夠有效率的理解各種心理學英文著作 。

(3) 思考訓練 培養同學針對心理學相關之社會議題進行有學術依據的思考，並有系統的發表看法，以增加對心理系應用層面的認識，提升其

對心理學的興趣及思維能力 。

本課程構想、緣起於英國劍橋大學Darwi n Colle盼著名之 「劍橋年度主題講座」 。 由台聯大系統針對台灣跨學科的關鍵課題共同規劃系列

主題，進而孕育「台聯大系統科技與社會經典系列講座」課程 。 主要以科技與社會 (STS)觀點探討能源科技議題，並聚焦於「政策與法律」

「風險與爭議」、「適當科技」與「公民參與」四大單元 。 為提高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合作，本課程採取多元教學模式，安排經典演講，
分組討論，角色扮演，田野調查等教學單元，並使用台聯大系統未來教室進行同步遺端連線授課，擴展四校學生視野並促進交流互動 。 藉由

各主題所具有的前臟性內j函，促使同學多元視角的反思與行動能力 。

本年度課程主題為「能源、科技與政策J .在當前全球健化以及跨界風險挑戰下，能源、科技與政策已成為科技社會重要的課題 。 首先
介紹能源發展國際趨勢以及當前能源政策現況問題與法制層面，搭配核能、風力發電、太陽能等實際案例，機視能源科技內部的政治性、風

險與爭議，並融入適當科技的理論與實作，探討公民參與能源、科技的多元形式與政策內涵 。 本課程著重課堂參與和互動，輔以問題解決導向

之教學理念，透過個案討論與小組合作的學習及專題演講與實作，培養學生內省與批判能力，提升當代科技公民素養，並將其關懷融入於專

業領域與社會實踐中 。

藉由倫理觀點對當前社會上重要的環境爭議進行分析與討論，培養學生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環境問題 . 將環境行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

使教學內容生活化，培養學生處理生活周遭問題的能力、對社區產生歸屬感與參與感、能欣賞和珍惜所處環境之運作系統、關懷弱勢族群之
選 環境倫理之通識中心 環境處境，進而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發展機會 。

實踐 石慧瑩老師 本課程以最近熱門之環境議題，讓同學們進行腦力激盪，互相討論議題的環境價值為何 ? 在環境倫理和社會安全原則之下，我們應該採

取什麼樣的環境行動 ? 希望藉由即時的環境議題來增進同學對環境的覺知與敏銳度 。 上課方式將採取多媒體簡報方式進行課程講解，並配合

課前閱謂、影片賞析、小組討論與分享、角色扮演 、 戶外教學等項目來進行教材補充和增進同學彼此討論與溝通的機會 。

(-)研讀古典詩詞，體會文學作晶中的生命經歷

客語與古典客語所 (二)運用客語讀古典詩詞，體會古典詩詞的積律之美

詩詞 黃菊芳老師 (三)以客語為媒介，讓學生吟唱並詮釋詩詞意境，發揮創意

(四) 阿治學生的性情並提升美學素養

1 以台灣現代小說為主軸教材，輔以相關之作家紀錄片與文學改編電影，讓學生透過影像呈現，更深刻進入作家生平與小說文本核心之外，
亦讓學生嘗試透過小說閱讀與劇本改編以及拍攝成微電影的實作 ， 發揮創意與思考，體認與掌握使文學走向文創產業的重要環節，培育相

關領域人才 。

2.透過老師帶領討論，讓學生從選讀小說中改編劇本及拍攝短片，於分組報告中呈現 。 透過文本選讀與改編劇本的訓練，增強學生之文創及

應用專長能力 。

3 針對選讀現代小說設計「問題與討論」 部分，緊貼社會脈動，開發學習與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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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2年3月 8 日 中大通識教育

一次關於環繞問題的探索之旅

身為來到臺灣中央大學交換一學期的中國交

換生來說，我在有限的 個學期裡 ， 以我的興趣

為出發點而選擇了「環境、能源與公共政策」這

門課，而且盡我最大的可能去參與和感受 ， 並且

學習到我想獲得的一切知識 。 但是 ， 到了最後才

發現，這門課帶給我太多的驚喜和回憶 。 與其稱

其為一門課程，不如把它叫做是一次“關於環境
問題的探索之旅"更為合適 。 因為這個旅途中，

不僅有追尋的苦痛 ， 更有發現和收穫的快樂 。

首先是上課形式極其豐富，觀看影片、聽演

講、期末調查與研究、參觀展覽 、小組報告、小

組討論等各種各樣的上課方式、作業和任務讓我

感到應接不暇，每次課都有一個新的主題 ， 繼而

也會有不一樣的上課形式 。 然而所有的這些都圍

繞著一個中心主題，那就是「參與」 。 沒有自己
的積極參與，就不可能學到自己想要的知識 。 與

我的大多數專業課程不同，在這樣的一門課上 ，

老師很少去把那些知識直接傳授給我們 ， 而是透

過影片、演講等各式多元的材料去引導我們思考

與討論，從而形成我們自己對於一個主題的見解

和看法 。 這樣的上課方式是我從未體驗過的 。

起初我也感到十分困惑，這樣西式和開放的
教學課堂也讓我這種習慣了傳統教學方式的學生

有些不太適應 。 然而，我又清楚地意識到這是一

種挑戰 。 如中國大陸、臺灣 、韓國等地區的東亞

學生習慣了被動地接受知識，卻總是不善於思考

和表達自己的觀點 。 於是，我抱著挑戰自己的想

法，積極地參與每一次的課題提問環節和小組討

論，慢慢地，我發現自己也變得不再害怕、不再

膽怯，我想，這也得自於老師和助教總是能夠非

常和善地去引導學生表達自己 。

其次是上課所選擇的主題非常新穎，十分貼

近時代和生活 。 以往些環境方面的課程可能很

多都是講授些書本上的知識和理論 ， 讓人感覺

很難貼近實際 。 而這門課的主題卻讓人覺得十分

具有吸引力:如我最喜歡的氣候談判主題 ， 李老

師以自己實際參與幾次聯合國氣候大會的經歷來

向我們介紹一些氣候談判中的相關知識和術語 ，

並配以她自己拍攝的大量照片和短片，讓我們對

於這些看似遙不可及的事情有了更加直觀的感

受 。 而關於綠屋改造的主題，老師則邀請了暢銷

書作家阿羚來為我們講述她書中那些綠屋改造有

趣的例子和背後的感人故事，這樣的教學方式真

是讓我們覺得耳目一新和印象深刻 。 即使對民全
球暖化這樣老生常談的話題，老師更是選擇了不

一樣的角度來向我們進行闡述，而非一昧地講述

全球暖化的現象、原理和措施，而是用一些例證

來駁斥全球暖化理論 ， 這也著實引起了大家熱烈

;/01;/年中央大學三牟級且是$吳學生 發紋絲
的討論 。

而這門課帶給我的另個收穫就是 ， 學會了

如何與他人溝通與合作 。 小組報告、小組課堂討

論加上期末調查與研究報告，這一次次觀點的交

鋒與碰撞，也讓我與這些可愛的臺J彎同學結下了

深厚的友誼 。 我們利用課餘時間進行了一次又一
次的線上和當面討論，一起做PPT 、一起排練，

然後大家也會七嘴八舌地提出很多改進意見，儘

管我們最後的報告未必是完美的，但是，那也是

我們所有人共同的付出與成果 。 而從中我也感到

臺灣學生與中國學生很大的 點不同之處在於 ，

中國學生在合作過程中，似乎更在乎最終結果的

輸贏，而臺灣學生在乎的則是自己是不是樂在其

中，是不是享受這一學習的過程 。 我認為這並沒

有孰好孰壞，但與臺灣同學合作與相處的這一段

經歷，卻的確讓我感到更加放鬆 、 『陸意和溫暖 。

作為中國的交換生，當然免不了會將臺灣大

學的通識謀與我自己學校的課程進行對比 。 在中

國，通識教育起步較晚，課程設計、教學方式等

也沒那麼完善，在我的學校，因為通識課的成績

並不會計入推甄、獎學金等各類排名之中，所以

大家往往只是為了完成學分任務而選擇那些不點
名、考試容易 、 學習任務輕鬆的課程，而老師則

因為研究和教學任務較重，對於所任教的通識課

也沒那麼重視 。 在大學的前兩年，我也在自己的

學校 共修週八門通識課，但讓我印象深刻的卻

寥寥無幾 。 然而，在中央，我僅選擇的這樣一門

通識課，卻讓我收穫頗豐，感觸良多 。

在這樣的一門課上，我不僅學到了很多環境

政策的相關知識，開闊了眼界，也讓我對於環境
這個問題有了更多關注和感知 。 而老師自身的言

行也讓我們懂得了養成健康生活習慣的重要性 。

我逐漸地感受到自身的 些改變，如很少外帶食
物以減少打包的次數 ， 使用免洗筷會具有 種罪

惡感等等 。 我很喜歡一句關於環保的格言 : “對

於這個地球最大的謊言 ， 就是你相信別人會去保

護地球 。 "環保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

題，更是一個關乎於人類道德與良知的問題 。 在

臺灣的這一段經歷 ， 甚至讓我開始下定決心以後

要繼續在環保領域深造和工作 。

在我看來， 門好的課程不僅僅是讓你學習

到了多少知識，或者通過了什麼考試，得到了多
高的分數，而是會讓你產生心靈的高度共鳴，並

且讓你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更對你的生活產生深

遠而持久的影響 。 我想，這就是 “環境、能源與

公共政策"所帶給我最珍貴與深刻的價值 。

作者:現就讀位於中國的中山大學大氣科學系

...101學年度第1學期 「璜燒 、 能源與公共政策」課程
中大校園巡禮一由本校事務組吳雅婷技士介紹校園內的動 、 植物 ， 讀學生認器中大充沛的綠色資源. 5 1導學生從貼近自身生活的議題作為
接觸環境議題的起點 。

...101學年度第1學期 「過境 、 能源與公共政策」課程
課堂小組討論與互動 李河溝老師於課堂上藉由各種方式以鼓勵同學主動發言，並能每堂課的第三節進行課堂小組討論 ， 促進同學培費恩

辨、聆聽及對話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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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從未擔任過助教，在徵選時很幸運

地接下了這份職務，才知道「環境、能源與

公共政策」是獲得教育部計畫補助的課程，

又同時是本校科技與社會學程的課程，不但

有麗大的教學資源，也對教學品質與成果有

高水準的要求!特地規劃小班制以及多元彈

性的課程型式，期望讓同學能獲得更佳的學

習成效，也因此間教必須和老師有許多的互
動和討論 。 剛開始時，李河清老師嚴謹、快

速的行事風格令我敬畏也戰戰兢兢，深怕漏

辦了事或手腳不夠快，後來在老師的引領下

漸漸上手，也因為老師的信任而獲得更多參

與課程的機會，從課程內容規劃、講師邀

請、作業設計到帶領小組討論，幾乎成了自

己本學期最投入的課程!
環境、能源與公共政策可以說是一個復

雜的綜合領域，包含生態、人文、社會、科

技等等多面向互相緊密交織的課題，例如台

灣核四電廠的爭議，不僅僅需要從環保的角

度思考，還得考慮台灣能源政策、社會接受

程度、台電施工安全等項目 。 課堂中老師不

僅教授專業知識，更加強調人應該要多了

解、關懷自身生活的環境，並非以每個人都

成為環保專家或社會專家為目標，而是期望

每個人對我們生活的周遭多付出一些關懷 。

一學期四個半月的課程，要囊括眾多的

課程主題確實難以深入探討，但透過專家演

講、戶外教學、小組討論和專題研究的過

程，我們期望能誘發同學主動的學習興趣 ，

就連小組討論也經常變換不同方式進行，有

選擇角色的情境模擬、選擇立場的辯論大會

等 。 在這些過程中雖然自己僅是扮演著輔導

者的角色，但卻也因此收穫良多 。 自己身為

理工科系的學生，希望自己能擁有批判、思

辨的能力，但在繁多理論和公式中，往往淪

為背誦和單向的學習吸收 。 在跨領域的通識

課程裡，每個人不需要非常專業的課程訓

練，只需要你對周遭事物多 些的關注，都

可以透過討論發現思考的樂趣 。 相較於專業

必修的艱澀難懂與通識諜的廣泛但粗淺，科

技與社會學程的課程提供了兩者的平衡點 ，

不以艱深的知識為授課重點，而是培養學生

對環境、公共議題的敏銳度 。 不敢說自己在

課程結束後對環保議題了解多少，但從這學

期開始會自行去探討社會熱門的公共議題 ，

無論是美麗灣事件或是媒體壟斷，乃至於關

廠工人連線等，都是與我們切身相關，且年
輕學子皆該關心或出 份力的公共議題!

很幸運可以擔任這學期「環境、能源與

公共政策」的課程由教，雖然要負擔較多的

工作量和面對老師高要求的壓力，但在紮賞

的課程內容中更是獲得了許多(故事的經驗與

態度 。 從助教的角度看學生，往往會希望同

學更投入課程，卻忘了自己可能也曾經是令

老師和助教頭痛的學生 。 在這樣的經驗中更

能了解到教育工作者的用心良苦，反過來提

醒還是學生的自己，在往後的課程中應該抱

持著更積極的態度 。 也期望今年的教學成果

能吸引更多的同學選修明年的科技與社會學

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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