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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經歷 

1.勤益景觀系助理教授；2.中山大學甲級廢棄

物、乙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訓練班兼任講 

師；3.屏東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兼任講師；

4.瑞昶科技公司 研究專案經理 

 
 

教師級職 

 
 

助理教授 

科目名稱(中) 職業安全與衛生  

必/選修 
 

□必修 ■ 選修 
科目名稱(英)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Sanitation 

開課單位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學時數 2 / 2 

 
 

優質課程類別 

□一般課程、□智慧財產權、□內涵式服務學習課程、□性別平等、□綠色課程 

□創新、創意課程、■ 工作（職場）倫理課程、□工具機技術研發 

創新、創意課程定義：課程目標為「激發學生獨特的想像與創意思考，透過企劃與執 

行以創新模式解決實際問題。」 

 ■  知識統整能力 30 % □創意思維能力 % ■ 溝通表達能力 20 % 
科目與通識核 □美感鑑賞能力 % □邏輯推理能力 % ■ 法治思辨能力 30 % 
心能力關聯 □博通宏觀能力 % ■ 倫理關懷能力 20 % 
 (核心能力定義請參見附件一，請選擇 2~3 項相關程度較高之核心能力) 

 
科目屬性 

□核心課程 □跨領域課程(須符合附件二定義，並請勾選下一欄) ■ 生活性課程 

□學術性課程 ■ 通論性課程 □經典性課程 

(屬性定義請參見附件二，可複選) 

 □人文藝術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社會科學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跨領域課程  

□自然科技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以上總和百分比須達 100%)  

 
 

教科書 

書 名: 新職業安全與衛生概論（第三版） 

作 者: 李金泉, 鄭世岳, 蕭景祥, 魏榮男

出版者: 新文京 

出版時間:2021.02 

  書 名: 職業安全與衛生(第五版) 書 名: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上的 

 
參考書目 

教科書
參考 

作 者:楊昌裔   安全與健康(三版) 

出版者:全華科技 作 者: 侯麗娟, 王冠斌 

出版時間:2019.12 出版者: 高立圖書 

  出版時間:2018.04 

 
 

教學目標 

本課程之目標，將使學生了解－職業傷害並不只是身體所受的外力迫害，心理與財

產的傷害與損失亦是身處於職業工作環境之中，重要保護的一環。此外，課程讓與

課同學認識日常生活、職場及實驗室中物理、化學、生物性、人因工程等危害因子， 

並加強對災害之基本認識、防範及應變能力。課程將從日常生活可接觸到的事物及 



 案例為起點，藉由影片及課堂講解，介紹生活、職場及實驗室應注意的安全衛生事

項。期使認知環境安全衛生之基本知識及技能、認知不安全環境及不安全行為，以 

確保自身安全及預防災害，並對初期災害加以應變。 

 

 

 

 

 

 

評量方式 

量化：出席(10%) 作業(20%) 小組報告(30%)  期末發表(40%) 

質化：1. 書籍閱讀心得：為培養學生觀察都市改變的敏銳度及厚植相關領域的知識

原理，要求學生於課程中繳交有關都市環境/防災/綠色生活等都更議題方面課

外書籍閱讀心得報告一份。 

2. 都市再生校外參觀紀錄：本課程將安排都市再生校外參觀，以搭公車及步

行的方式讓學生更貼近都市生活，以實際方式體會都市的改變與不同，活動

過程中，同學以影音及手繪的方式記錄參訪過程所見所聞，參訪後需繳交參

訪記錄一份。除可加深同學參觀印象，亦可在小組討論時提出，於此可看出

每個人均生活在同一個都市中，但每個人眼中的都市卻不盡相同。 

3. 課程有進行『看見城市攝影』作業規畫，各組將依防災、綠色生活及環境

保護等都市再生規劃，拍攝自己眼中不同的城市，藉由相機拍攝，使操作相 

機的頭腦能同時思考這些城市變化的意義，攝影呈現將為發表成果之一。 

 

 

 

 
 

內容綱要 

本課程希望能藉由課程之規劃，讓同學從校園安全評估開始，逐步了解未來所

從事的行業有可能面臨的職業傷害及環境衛生議題。期許學生進入職場後，能認識

工作環境中損害自我健康的危害及原因，從而評估危害的程度及應變措施，並了解 

相關之預防措施，以有效降低工作環境危害的風險。本課程內容生活化、平易化， 

使學生能將安全與衛生之概念，應用於生活中。 

課程分為 18 週，內容為：環境安全衛生概論、安全衛生法規簡介、危害通識（含危

害標示）、火災爆炸、污染毒物學、電氣安全、職業疾病之防治、機械設備與安全、生物

性危害及預防、人因工程、電腦作業危害及預防、噪音危害、呼吸防護、個人防護

設備、急救與緊急應變、非游離輻射等單元。 

 

 

 

 

 

 

 

 

 

 

教學方式 

(填寫講授 /  實習 /  網路教學課程…等，依據課程授課實際情形填寫) 

本課程授課方式包括時事探討、課堂講授、影視教學、上台報告等，並收集不

同書籍之相關研究與應用，提供同學多元化的學習與經驗吸收。主要特點為：1. 分
階段建立同學對於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概念；2.藉由各行各業的案例解析，建立職業安

全與衛生的正確概念；3.加強「不安全行為」及「不安全環境」之觀察及解析(電影

觀察、新聞分析、分組討論、期末影片拍攝)；4.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具展示及示範。

預期使學生建立『隨時隨地保護自己』的重要概念，並具有環境安全衛生之基 

本知識及技能、認知不安全環境及不安全行為，以確保自身安全及預防災害，並對

初期災害加以應變。 

單元主題與教學如下表所示: 
 週 次 授課內容 備註 

第 1 週 環境安全衛生概論  

第 2 週 安全衛生法規簡介  

第 3 週 職業疾病之防治 議題討論 

第 4 週 危害通識（含危害標示） 新聞分析 

第 5 週 火災爆炸 小考。 

第 6 週 安全衛生工作環境 影視教學 

第 7 週 污染毒物學 新聞分析 



第 8 週 電氣安全  

第 9 週 期中考 期中考試 

第 10 週 生物性危害及預防  

第 11 週 人因工程 議題討論 

第 12 週 電腦作業危害及預防  

第 13 週 噪音危害 小考 

第 14 週 呼吸防護 影視教學 

第 15 週 個人防護設備  

第 16 週 急救與緊急應變 議題討論 

第 17 週 非游離輻射  

第 18 週 期末考或報告 期末考 

 

 

 

 

 

 

 

 

 

 

 

 

 

 

 

 

 
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 

1. 分階段建立同學對於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概念 
於課程進行中，讓同學從目前身處的環境到未來想從事的職業之中仔細體會及

了解。 

(1) 校園觀察：以小組討論的形式，讓同學走出教室，實際觀察校園中有哪些

不安全的地方，提出為何覺得不安全?因應對策為何? 
(2) 自己所就讀之科系觀察：此科系未來的就業市場是否容易遇到哪些環境安

全與衛生的問題，試解析與討論。 

(3) 未來職業的認知：除本身就讀科系之外，未來是否有想要從事的行業。試

尋找相關行業的資料，判斷工作場所及身處環境之中，是否會

有環境安全與衛生的問題存在。 

(4) 社會上的重大工安事件：讓同學藉由這些重大規模的工安事件，分析發生

的問題為何?是否能事先預防?若身處於這個環境要如何因應。 

2. 藉由各行各業的案例解析，建立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正確概念 
一般修習課程的同學，均會認為此門課介紹的是因外力讓身體所受到的傷害， 

殊不知，在許多的職業之中，因工作所受的心理壓力其傷害更大。因此，將利

用課程的規劃，適當的介紹不同的職業所造成的安全問題及環境衛生的影響， 

讓同學了解到除身體的外力傷害之外，心理及財產的影響及損失，亦是身處於

職業工作環境之中，重要保護的一環。 

3. 加強「不安全行為」及「不安全環境」之觀察及解析 
本課程進行中，將由課程活動加強「不安全行為」及「不安全環境」之觀察及

解析。在工作的環境之中，傷害可由不安全行為及不安全環境之中形成。大部

分的同學均認為職場傷害最主要是由不安全的環境所造成，也因此根深蒂固的

認為這是無法預防的錯誤觀念。課程將藉由電影觀察、新聞分析、分組討論及

期末成果發表(影片拍攝)，加強學生觀察力及解析力。 

(1) 電影觀察： 

學期中將欣賞一部影片，學生從分組討論中找出個不安全行為及不安全環

境，並繳交作業。 

(2) 新聞分析： 

每週由一至二組學生，分享當週所發生之安全衛生新聞，並藉由骨牌理論分

析事故發生之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基本原因。 

(3) 分組討論： 



學期中將分系討論該系實習及就業時，就業場所內可能發生之安全衛生問

題，並繳交作業。 

(4) 期末成果發表(影片拍攝)： 

a. 以「職業安全衛生」為題，找出各行各業、居住環境、校園、打工場所或

公共場所中所發生之不安全行為及場所之不安全環境，以紀錄片或劇情片

方式呈現，並以數位相機錄影之。若以紀錄片呈現，內容必須包括時間、

地點、證據及改善方法探討等四項。 

b. 每組 1-4 人。短片長度 5-10 分鐘，佔 70%；書面報告須含摘要及心得，佔

30%。 

4. 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具展示及示範 
課堂將展示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具，如耳塞、耳罩、安全帽、口罩、安全鞋、各

式手套，並示範錯誤、正確之使用時機及穿戴方式。 

 
 

 
 

 

各種防護護具介紹 

 

5. 教學助理 

本補助案之教學助理(TA)將協助課程行政、課程討論、學生影片製作及檔案管

理。將由曾經修習本課程且成績優秀之高年級學生擔任。 



科目進度與內容 
 

(勿只填寫單元名稱，請簡述內容) 

週次 教 學 內 容 備註 (課程活動與作業) 

 

 

 

 
1 

課程介紹與分組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介紹學期課程規劃並實施分組 
 

(1) 認識與分享議題 

 職業安全與衛生的課程在上什麼內容? 

 請回憶您人生經歷中或是近年來，最難忘的安全事件為

何? 

 你認為該發生的危害該如何防範? 

(2)實施分組-認識彼此 

(3)課程規劃解說 

 

 

 

 

延伸閱讀: 

楊昌裔， 職業安全與衛生， 

2014。 

 

 

 

 

 

 

 

 
2 

環境安全衛生概論與法規介紹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介紹環境安全衛生的分類及發展趨勢，並對應政策法規的規 劃

與規範 

(1) 定義：工作：努力+時間;職業：努力+專業;事業：努力 

+經營 

(2) 安全：身體、心理及財產不受損害 

(3) 衛生：於工作環境或居住範圍中，所產生之環境因素或 壓

力，而引起疾病、損害健康或造成功能喪失等，分析 及

控制之工作。 

  
不同類型的職業傷害 

 

 

 

 

 

 

 

 

 
延伸閱讀: 

楊昌裔，職業安全與衛生， 

2014。 

 

 

 

 

 

 

 
3 

職業疾病之防治 

教授方式：小組分組討論 

教授內容：(1)討論為何會發生職業傷害 
 

(2)是天災還是人為?是否可以預防呢? 

(3)何謂骨牌理論? 

 

 

 

 

 

 

 

職業傷害的發生原因

(4)職業疾病的分類與發生的行業 

 

 

 

 

 

 

 

 
導讀： 

李金泉，職業安全與衛生 

，2015。 

 



 

 

 

 

 

 

 

 

 

 

 

 

 
4 

危害通識（含危害標示）１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1)危害通識的目的為： 
 

 瞭解您生活週遭及使用哪些化學品 

 瞭解它們的危害 

 瞭解如何安全使用 

 瞭解如何保護自己避免傷害 

(2)在職業安全衛生領域中，危害通識五大重要課題為： 
 

 標示 

 物質安全資料表 

 危害物質清單 

 教育訓練 

 危害通識計畫 

(3)透過單元的課程，亦讓同學了解到何為有害物?何為危 險

物?進而透過“標示”及“物質安全資料表”了解生活

周遭可能造成危害的化學物質，避免受到傷害。 
 

 

無論是工作場合或生活周遭，均存在許多危險因子 

 

 

 

 

 

 

 

 

 

 

 

 

 

 

 
 

延伸閱讀: 
李金泉，職業安全與衛生 

，2015。 

 

 

 

 

 

 

 

 
5 

危害通識（含危害標示）２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 

(1) 聯合國為解決各國標示不同之差異並提升人類健康及

環境保護，於九十四年發布化學品分類及標示之全球調和制 

度第一版修訂文件(簡稱 GHS，聯合國文件編號： 

ST/SG/AC.10/30/Rev.1, 2005）。 

(2) 我國已訂定國家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總 

則)，將化學品的標示統一，並與國際接軌。訂為 3 大類共 27 

種危害類型，納入健康危害之標示，另增加警示語及危害警

告訊息。 

 
 

生活周遭有許多不同的標示，同學是否有看過呢? 

 

 

 

 

 

 

 

 

 

 

 

 

 

 

 

延伸閱讀: 
楊昌裔， 工業安全與衛生， 

2006。 



 

 
有注意過馬路的車子上也有相關標示張貼嗎? 

 

 

 

 

 

 

 

 

 

 

 

 

 

 

 

 

6 

火災爆炸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 工作環境常見的火災及爆炸潛式 

 工作環境若使用易燃物質或易氧化物質，即有可能有火 

災產生之疑慮。 

 工廠以鐵皮加蓋或單一出口，甚至雜物堆疊逃生口，均 

易造成火勢竄升時，重大生命財產損失。 

 建物追求美觀，未依規定使用防火材質，忽視安全設備， 

缺乏安全意識。 

 建築物技術提升，趨向高樓化、密閉化、大型化、地下 

化，致使逃生與搶救不易。 

 業者追求低成本的控管，導致工安事件發生，亦是許多 

事件產生重大爆炸安的原因。 

 輕忽日常的維護與定期安全檢測，為工作環境火災與爆 

炸常見的主因。高雄地下管路氣爆案即因此發生。 

  
火災危害 

 

管路氣爆案 

 

 

 

 

 

 

 

 

 

 

 

 

 

 

 

 

 

 
延伸閱讀: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2010 

7 
安全衛生工作環境 延伸閱讀: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2004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對於週遭工作環境進行檢視 

(1) 同學試著討論目前常見的打工類型有哪些呢? 

(2) 這些打工是否會有不安全的環境?或者容易有哪些不安 

全的行為? 

[討論] 加油站打工常見之危害

[討論] 餐廳打工常見危害 

(3) 工作場所、作業場所及就業場所的不同。 

 

 

工作場所 
接受雇主或代理 作業場所 
雇主指示，處理 
有關勞工事務之 為特定工作目的
人，所能支配與  所設之場所 
管理之場所。 

 

就業場所 
勞動契約存續中，由雇主提示， 
使勞工履行契約提供勞務之場所 

 

工作場所與工作環境的定義 

 

 
污染毒物學 

 

 

 

 

 

 

 

 

 

 

 

 

導讀： 

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讓你

健康有魅力的城市設計 

  

教授方式：小組分組討論/小組分享心得

教授內容： 

(1) 一般消費者面對各種毒物及化學物的訊息常不知所措， 

在訊息及工具的不對稱下，常淪為弱勢的一方。 

(2) 介紹一種免費且內容豐富的工具—物質安全資料表，使 民

眾於面對化學物質時，不致於手足無措而做出錯誤判 

斷。 

(3) 物質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是 

在職業安全衛生中是應用非常廣泛的一種資料表，也是 

危害通識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8  

 
 毒物特性與危害 

 



  

 

物質毒性與防範措施 

 

9 期中考周 期中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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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檢討與案例分析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討論 

教授內容：檢討期中考考試題目，並針對生物性職業傷害進行課程分析 與

相關議題討論 

(1)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自 1973 年至 1998 年

世界上已出現超過 20 種新興傳染病，包括以空氣為媒介

或是近距離飛沫傳播者，如退伍軍人菌和 2003 年導致

SARS 的新型冠狀病毒等。此外，近年生物科技產業蓬勃

發展，實驗室安全及制度管理等問題及技術需求亦逐一

浮現，生物性危害預防已不再侷限於傳統農畜產業的勞

工層面。 

(2) 目前世界發展趨勢包括: 

 感染性疾病防治：計畫多數集中於結核病、血生性傳染

疾病（如愛滋、肝炎）以及流行性感冒相關研究，包括

基因變異性、結合桿菌氣膠特性、結合桿菌醫學篩檢之

新方法等。
 室內空氣品質：仍以大樓室內空氣品質為研究主體，包

括室內環境設計、空氣品質調查、地板供氣式通風系統

探討、室內環境真菌測量技術研發、室內環境氣相化學

分析等。

 風險評估：首重生物監測，包括基礎學理、農業暴露之

生物監測方法、皮膚暴露之生物監測分析等研究，另生

物指標亦有部份計畫。

 

 

 

 

 

 

 

 

 

 

 

 

 

 

 

 

導讀：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生物性危

害重要績效輯，2006。 



 

  

控管不佳的工作場合，勞工亦可能造成生物性的感染，產生職業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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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全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 

(1) 一般感電災害為人體的某一部位碰觸到電源，使之形成 

一電氣回路而引起。電氣災害類型包括 

 感電災害 

 電弧灼傷 

 電氣火災 

 靜電危害 

 雷擊 

(2) 接地裝置的重要性 

接地是為使金屬物體與大地的電位成最小，埋設銅板或

接地銅棒為接地極，其目的為使電氣設備或配電線路絕

緣劣化、損壞等因素而發生漏電時，避免人員發生感電

危險。接地可分為特種接地、第一種接地、第二種接地、

第三種接地及避雷器接地。接地裝置避免人員因電氣設

備或線路絕緣劣化、損壞等因素而發生漏電感電危險。 

 

 
 

電氣危害及案例分析 

  
 

不安全的電氣 

 

 

 

 

 

 

 

 

 

 

 

 

 

 

 

 

 

 

 

 
 

導讀： 
 

鄭世岳，電氣安全，2008。 

12 
議題探討及影片欣賞 導讀： 

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教授方式：影片欣賞及小組分組討論 

教授內容：預期使學生建立『隨時隨地保護自己』的重要概念，並具有

環境安全衛生之基本知識及技能、認知不安全環境及不安全

行為，以確保自身安全及預防災害，並對初期災害加以應變。 

(1) 播放『關鍵時刻』，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行

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製作的 3D 立體動

畫「關鍵時刻」，於第十八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榮

獲國際安全衛生影片首獎，大會並以「非常創新的手

法」盛讚得獎單位-行政院勞委會勞工安全衛生研究 

所，對於職場安全衛生教育宣導所做出的貢獻。 

(2) 播放『登峰造極』（Million Dollar Baby），此片榮獲奧

斯卡獎項的肯定，劇情敘述拳擊教練法蘭奇(克林伊斯

威特飾)、好友史克（摩根費里曼飾），及一位女孩瑪姬

(希拉蕊史旺飾)三人一生的故事。內容提及隨時隨地保

護自己的重要性，以避免產生終身遺憾的職業傷害。 

(3) 討論議題 

 [議題討論]第一部影片中有哪些關鍵時刻，主角做

了哪些預防措施，逃過危險時刻?有沒有更好的解決

方式或避免相關危害? 

 [議題討論]第二部影片中，可看出不同角色在工作 

環境中，遇到職業傷害時的關聯性，試著討論有哪 

些關連?主角遇到職業傷害時，深刻體會的話為何? 

 

  
 

 

究所，關鍵時刻，2006。 

克林伊斯威特， 登峰造極，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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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 

(1) 大陸方面翻譯為「功效學」，日本為「人間工學」 

(2) 運用焦點: 人員或群體在生活或工作所涉及的產品、設

備和環境的交互作用上。 

(3) 了解人體的限制來運用人因工程，以尋求改善人們使用 的

器物，其使用的環境，以求更能配合人們的能力和需 求 

(4) 人因工程的目標，在於提高人們活動與工作的效果

(effectiveness)和效率( efficiency)包括: 

 如何增進使用的方便性 

 減少錯誤或不安全及生產力的促進 

 

  
 

 

 

 

 

 

 

 

 

 

 
延伸閱讀: 
揚智，人因工程學，2010。 



 人因工程傷害  

 
溫濕環境危害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 

 

 
(1)通常我們將會影響人體冷熱感覺的各種因素所構成的環 

境稱之為熱環境(thermal enviro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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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之定義，所謂熱環境

係指外在環境熱與暴露個體內生之工作負荷代謝熱透過

個體熱生理調節後，仍可使暴露者身體內部溫度或體心

溫度升高到 38℃以上之環境，其主要是針對易造成人體熱

危害之熱環境(hot environment)而言。 

(3) 熱適應: 通常經熱適應後之勞工在執行同一工作時與熱

適應前相比較，可發現其心跳速率、體心溫度、汗水 中

電解質濃度均會降低，但排汗率則會提高，此等生理 之

調整有利於勞工在熱環境工作。 

 

 

 

 
延伸閱讀: 
陳秋蓉，溫濕度變化因子對勞工

健康危害之研究 -  低濕度環境

IOSH92-M342，2003。 

  

  

 

 濕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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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危害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小組討論

教授內容： 

(1) 凡是令人不舒服不愉快，或是在不適當的時間和地點發 

出不悅耳的聲音，都稱之為噪音。 

(2) 根據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局（NIOSH）的建議，音強每增加 

3 分貝，噪音暴露量必須減半，以避免聽力受損。 

(3) 聽覺方面的影響 

 長期處於噪音環境，造成感音性聽力受損，成為永久 

性失聰。 

 我國規定勞工作環境噪音位準達 90dB(A) 時，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 8 小時。 

 受突發短暫的高音量衝擊，像火器發射、爆破、氣體 

爆炸等，會導致暫時性失聰 

 

 

 

 

 

 
導讀： 

余仁方，別讓噪音謀殺你的聽

力，2014。 



 

  
噪音是工作環境常見的重大影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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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急救與緊急應變 

 

教授方式：小組分組討論

教授內容： 

(1) 安全衛生必要措施 

雇主對於勞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

光、照明、保溫、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療及其

他為保護勞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

之措施。 

(2) 教育訓練及健康檢查 

雇主對於勞工其新僱或變更工作前，均需進行教育訓練

及健康檢查，以維持工作的熟練度及危急時之緊急應變

措施。 

(3) 為了防止人員受到暴露所能夠進行的手段與方法，一般

可分別從污染源、輸送路徑、以及接受者等三方面著

手，並藉著工程控制、行政管理、教育訓練以及個人防

護具的使用等方式來達到危害預防的目的。針對污染源

的控制方法包括：替代、製程變更、包圍、隔離、加溼、

局部排氣與維護管理等方式；而在輸送路徑方面則可藉

由清掃、整體換氣、增加輸送的距離、監視與維護管理

等方式來控制；至於在人員方面的危害預防方法則有教

育訓練、輪班、包圍、個人監測系統、個人防護具以及

維護管理等。 

(4) 缺氧環境：在常溫常壓下，空氣中的氧氣濃度佔 20.9％ 

左右，但是在地下礦場、坑道、船艙、油槽及其他密閉

空間或通風不良的場所中，空氣中氧氣含量可能偏低， 

導致作業人員發生缺氧現象。 

 
 

 

 

 

 

 

 

 

 

 

 

 

 

 

 

 

 

 

 

 
 

延伸閱讀: 
陳春萬、林文印，呼吸防護具防

護性能探討(二)-黃 100 年度研究

計畫 H3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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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設備 

 
教授方式：簡報/作品呈現

教授內容： 

(1) 常見的防護具種類包含下列幾個種類 

 安全帽 

 安全鞋 

 防護眼鏡 

 防音防護具 

 防護手套 

 呼吸防護具 

(2) 選用器具必須選擇具合格標章之防護用品 

(3) 防護器具必須定期檢查，消耗品再使用期限過後必須進 

行更換，已達到良好的報護效果。 

(4) 防護器具必須放置於易於取得之處，並明顯標示位置。 較

複雜的防護具，建議能將使用說明書放至於器具周遭 便

於取得之處。 

  
 

 

完整的防護具 

 

 

 

 

 

 

 

 

 

 

 

 

 

 

 

 

 

 

 

 

 

導讀： 

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個人安全防護具的重要，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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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成果發表與報告 

 
教授方式：簡報/作品呈現 

教授內容：在學期最後一週進行成果發表，以小組為單位，上台報告幾 項

專題成果，專題題目主要以下列方向為主 

(1) 校園安全：小組經由討論及收集資料的形式，進行校園安

全的探討，讓同學走出教室，實際觀察校園中有哪些不

安全的地方，提出為何覺得不安全?因應對策為何? 

(2) 自己所就讀之科系觀察：此科系未來的就業市場是否容 

易遇到哪些環境安全與衛生的問題，試解析與討論。 

 

 

 

 
 

以上台簡報/海報/紀錄(影音) 

方式呈現學期學習成果 



 (3) 未來職業的認知：除本身就讀科系之外，未來是否有想

要從事的行業。試尋找相關行業的資料，判斷工作場所

及身處環境之中，是否會有環境安全與衛生的問題存在。 

(4) 社會上的重大工安事件：讓同學藉由這些重大規模的工

安事件，分析發生的問題為何?是否能事先預防?若身處 

於這個環境要如何因應。進行專題製作與討論。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



附件一 核心能力定義 

核心能力 定義與說明 

A. 知識統整能力 
學生能在各種知識與文化脈絡中，尋得恆久不變的價值觀，並將此價值 

觀融入其生活，進而認識、欣賞、尊重與珍惜生命的意義。 

B. 創意思維能力 
學生能認知各知識領域與多元文化間的差異處與鏈結點，進而具備跨領 

域思維與評判能力，使其能在固有的架構中，呈現嶄新的創造力。 

C. 溝通表達能力 
學生能釐清自我思想，並藉由正確且清楚的語文表達理念，以建立與他 

人良好的溝通。 

D. 美感鑑賞能力 
學生能認知、接收並傳達多元藝術美感，具備敏銳的鑑賞能力，並運用 

在不同領域的統整中。 

E. 邏輯推理能力 
學生能依據自身認知和客觀事實，運用邏輯分析與量化推理，進行反思 

與論證，進而做出合理判斷。 

F. 法治思辨能力 
學生能正確認知人權、民主、與法治之互動關聯，進行獨立思辨與論辯 

且基於人本關懷精神，以確立其自身與社會群體之關係。 

G. 博通宏觀能力 
學生能以基礎知識為本，培養前瞻性的觀點並開拓宏博的視野，以建立 

整全之人生觀。 

H. 倫理關懷能力 
學生能認知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係，並進而願意以己身之力與專業知識 

參與社會與環境的改造，提升正向能量。 

 
附件二 課程屬性定義

核心課程：全校性共同必修之通識課程。 

跨域性課程：以本校三大領域為參考指標，課程內容有相當部份（佔四分之一以上）牽涉到主領域以 

外之其他領域。 

生活性課程：課程重點強調知識應用與人類生活相關之課程。 

學術性課程：課程重點偏重理論發展之脈絡、思想之沿革、與歷史文化背景之因素。

通論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的知識與思想做綜觀性的介紹，與廣博性的探討。 

經典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典籍做較為深入之探討、剖析、或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