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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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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規劃與都市發展 

科目名稱(英)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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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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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與通識核

心能力關聯 

■知識統整能力 30  % □創意思維能力     % ■溝通表達能力 20  %  

□美感鑑賞能力     % □邏輯推理能力     % □法治思辨能力     % 

■博通宏觀能力  10  % ■倫理關懷能力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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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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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自然科技領域：                              

(以上總和百分比須達 100%) 

教科書 

1. Yamazaki Ryo， 山崎亮，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更

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臉譜出版社，2022。 

2. Richard Sennett，理查．桑內特，洪慧芳(譯)，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馬可孛羅出版社，2020。 

 

參考書目 

3. 蕭新煌, 周素卿, 黃書禮，臺灣的都市氣候議題與治理，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7。 

4. 張學聖，台灣都市縮影 50+：關於台灣城市規劃的回顧與反思，五南出版社，2022。 

5. 城市密碼：Mikoleit, Anne & Purckhauer, Moritz.，洪市民譯，觀察城市的 100 個場

景(Urban Code : 100 Less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ity)，行人文化實驗室出版，



2011。 

教學目標 

都市與其他生態系一樣，都是屬於開放系統，自外界輸入能量與物質，營建都

市建構做為人類生活與生產的空間，在消費過程並產生廢棄物與廢熱，排放到都市外

圍地區。亦有觀點指出，都市的發展就如同癌細胞一樣，在生長的過程之中，不斷的

從周圍的土地吸收資源，再將不要的廢棄物質排放至附近土地上，也因此造成環境的

嚴重破壞。而在 2013 年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宜居城市競賽裏(LivCom Awards, 

UNEP)，台灣的城市與社區亦表現突除。顯示台灣的城市在綠色競爭力上的投資，可

能已遠超出媒體所呈現的台灣印象，顯示台灣對於永續都市發展之決心。此外，隨著

都市的快速發展，防災措施亦開始逐漸納入都市永續規畫之中，因為都市往往代表有

大量且密集的人口居住，只要都市規劃不當或者發生大規模的災害就容易造成十分嚴

重的損傷。綜上所述，目前台灣環境規劃與都市發展正朝向永續、生態及防災方向進

行，而所遇到議題，可歸納出三大方向。分別為開發議題(水土保持與防災：地震、

水患及山坡地開發) 、人潮帶來的環境議題(污染：河川、空氣改善、產業規範)及都

市發展議題(生態破壞：人類開發行為、生物棲地保護)而許多都市議題確需要大眾力

量來獲得正面改善的機會。身為都市的一份子，若能更貼近與清晰的了解這塊土地的

變化，進而從中了解變化的意義與目的，將對未來的都市發展有正面意義。課程目標

如下： 

1.讓同學藉由周遭社區的案例，了解都市演化過程的特質與趨勢 

2.讓與課同學了解都市發展與環境、防災及生態三大議題之關聯 

3.提升同學對居住土地變化的敏銳度及參與感 

4.培養與課同學其觀察、探索、發現、分析、溝通、論證與問題解決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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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呈現將為期末報告成果之一。 

內容綱要 

隨著人口增加、環境的改變及工作機會發展，都市急遽擴張。過急的都市化過

程除了創造着巨大的經濟價值之外，也同時造成了生活壓迫、環境惡化和無法滿足的

自然資源需求，也因此城市逐漸朝外部土地不斷擴張，造成了更嚴重的環境問題，並

持續惡性循環。近年來，人們開始思考如何規劃適合及永續的生活環境，希望能維持

舒適的生活空間之外，亦能保護環境，達到環境共生的新時代環境價值。本課程即依

此理念，希望能建立同學在都市發展應有的正向觀念，進而了解及反思目前生長的土

地上，有哪些合理的發展與違反常理的規劃。現在的學子身處在資訊爆炸且快速的時

代，容易同時獲得許多訊息卻也凸顯出無法區分重點資訊之缺點，許多人生活在這塊



土地上，卻不知道這塊土地發生甚麼變化！而許多都市議題確需要大眾力量來獲得正

面改善的機會。身為都市的一份子，若能更貼近與清晰的了解這塊土地的變化，進而

從中了解變化的意義與目的，將對未來的都市發展有正面意義。本次課程冀望，讓與

課同學能藉由課程規劃與參與來了解目前所居住土地現況，進而增進對這塊土地的情

感，未來能成為都市正向發展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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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方  式 

單元主題 教學形式（註） 輔助教學 

1 課程介紹與分組 教材介紹、作業與評分方式  

2 近代都市計畫與都市生活環境營造 課堂講授  

3 都市計畫土地及非都市土地利用 探討世界都市的發展與改變 議題討論 

4 都市發展與改變 課堂講授、時事探討  

5 台灣都市特性與發展 小組分組討論  

6 環境敏感地區 環境敏感定義與規定  

7 都市綠色生活與發展趨勢 都市居住型態 小組活動 

8 綠能、綠色交通到綠色生活習慣 綠色生活的崛起 議題討論 

9 期中考週 課程考試  

10 [課群活動]都市環境課程演講 專題演講  

11 面對災害 我們如何自救 時事議題討論 議題討論 

12 山坡地開發與水土保持 台灣環境所面臨災害  

13 都市環境議題及改善策略 都市環境問題解決方法 議題討論 

14 都市綠帶與生態 綠地對於生態的影響及意義  

15 都市水域實地觀察及水質分析施作 水域實地觀察 小組活動 

16 [議題討論二]台灣都市規劃 分組討論/時事探討 議題討論 

17 課堂期末資料彙整與攝影成果分享 分組討論  

18 期末考周_ 課堂期末報告 分組簡報 簡報 

 

 

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 

(若有的話，請敘述本科目融入那些創新的教學活動設計) 

1. “都市綠色生活與發展趨勢/生態創造”主題-設定主題讓同學親自體驗都市綠

色生活及觀察生態改變 

  



 

2. “都市環境影響與污染” 主題-設定主題讓同學親自體驗都市水資源的觀察、親

手檢驗及生態環境 

  

 

3. “都市生活與防災規劃” 主題-設定主題讓同學親自觀察都市防災規劃及了解

設置意義 

  
 

4. 成果發表-班上同學以小組方式依本學期主題設定-都市綠色趨勢、環境保育及都

市防災規劃等方向進行專題製作，並於期末製作海報與攝影作品進行專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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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跨領域課程時，將特別針對教學內容細 

  節審核，請詳細說明，以作為審核依據 

備註 (課程活動與

作業) 

※請務必填寫 

※若勾選「跨領域課 

  程」請標註每週次 

  涵蓋領域，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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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發表對自己身處都市最深

刻的印象為何?最喜歡這個都市的哪個部分?

最討厭這個都市的哪個部分?這都市最近有甚

麼不一樣的改變?(2)實施分組-認識彼此(3)

課程規劃解說 

延伸閱讀： 

都市重建之道，盧

偉民，2017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2 

近代都市計畫與發展方向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介紹都市發展的原因及其趨勢，並

對應所造成都市生活的影響(1)藉

由都市急速擴張與癌症關係，讓同

學了解現今都市發展所造成的影

響及變化(如下圖)。(2)介紹都市擴

張特徵與變化(3)全球化影響下的

都市發展，為何有些地區會逐漸沒

落，有些地區則蓬勃發展。(培養

「國際移動」之核心能力。)(4)都

市發展趨勢 

 
 
 
 
 
 

急速變化的倫敦市 

延伸閱讀：理查．

桑內特，洪慧芳

(譯)，棲居：都市

規劃的過去、現在

與未來，如何打造

開放城市，尋找居

住 平 衡 的 新 契

機？，馬可孛羅出

版社，2020。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3 

都市計畫土地及非都市土地利用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從土地規劃的角度看來，台中的土

地利用，分為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

地利用(如下圖)。人們居住的空間

一般均位於都市土地區塊，而人們

活動的範圍與頻率，則由都市地區

向周遭逐漸遞減。從大範圍的土地

範圍，亦即國土規劃的角度，讓同

學了解都市的來源、區域土地規劃

及人類如何利用土地。為何近年台

灣要重新探討國土規畫，特別將農

地、山坡地劃定保護?為何將海岸

地區及河岸區劃入保護?這樣的土

地利用對都市發展的意義為何? 

 
 
 
 
 
 

 
台中土地利用狀況 

 

指定閱讀： 

都市規劃與區域

發展，吳惠巧，

2017. 
 

國土規劃草案/都

市計畫法時事議

題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4 

都市發展與改變 

教授方式：小組分組討論  

教授內容：(1)延伸第 3周的上課內容，探討

世界都市的發展與改變-時

事、案例、矛盾。(急速發展的

上海與破產的底特律) (2)都市

觀察： 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特色

的都市，工業、觀光、商業、

文藝等發展形式。請同學觀察

看看有哪些特殊的城市特色，

因為什麼原因導致這些特色的

產生? 

 

  
急速發展的上海與破產的底特律 

 

指定閱讀：: 

城市密碼：觀察城

市的 100 個場景 

 

本周課程以探討

世界都市的發展

與改變為主題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5 

台灣都市特性與規劃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介紹台灣都市特性與都市生活現

況，台灣地區的人口大量集中於

台灣西部地區，並集中於都市地

延伸閱讀： 

山崎亮，社區設

計：重新思考「社

區」定義，不只設

計空間，更要設計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區，且逐漸發展出三大都會區（台

北、台中、高雄），三大都會區的

面積占台灣地區的 13﹪，但居住

人口高達 50﹪以上，其產業、經

濟活動、人口密度之高，為台灣

之最。由於聚集經濟效果的發

揮，都市規模不斷擴張，為了提

供足夠的生活空間，進行擴大都

市計畫、新訂都市計畫或以發展

許可的方式，於非都市土地開發

新社區。 

 

 

 
 

 
 

 
 

 

「人與人之間的

連結」，臉譜出版

社，2022。 

 
 
 
 

 

6 

環境敏感地區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戶外講授 

教授內容：「環境敏感區」係指對於人類具有

特殊價值或具有潛在天然災害，極

容易受到人為的不當開發活動之

影響而產生環境負面效應的地

區。都市發展與敏感區有何關聯

性?敏感地區依特性，分為災害、

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

等五大部分，在縣市合併之後，都

市人為活動若沒有加以規劃，將對

指定閱讀： 

環境敏感地區土

地使用原則，內政

部營建署，2018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都市內部土地利用所

區分的機能區，主要

分成三種型式，分別

為： 

 同心圓模式 

(concentric zone 

model) 

 扇形模式(sector 

model) 

 多核心模式 (the 

multiple model) 

 



於敏感地區的影響更加擴大。 

 
 

目前台灣地區尚未規範

的環境敏感地區 

 

7 

都市綠色生活與發展趨勢 

教授方式：課程教授 

教授內容：課程授課將以世界各國的綠色趨勢

發展為例，介紹同學都市在綠色

趨勢方面的發展及規劃。最近一

年來，台灣特別強調淨零（Net 

Zero）／淨零排放、碳中和等議

題。此亦顯示出，都市快速發展

的同時，亦同時強調都市的綠色

發展才能平衡人類開發及生活所

產生的環境問題。 

 

 

 

需完成課題： 

學習單課題探討

及小組討論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8 

綠能、綠色交通到綠色生活習慣 

教授方式：戶外講授/小組觀察活動 

教授內容：都市的綠色發展趨勢包括綠帶系統

的串聯及建立、綠色能源的應用、

綠色交通的發展等變化。透過課程

活動與基地觀察，讓同學實際了解

相關趨勢在都市中的規畫及應用。 

 

  
 

 

期中考周 

延伸閱讀： 

台灣地區環境敏

感地劃設與土地

管理之探討，黃國

峯，2018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9 

期中考週 

教授方式：課程考試 

教授內容：進行 1-8周的相關知識及案例分析

導讀：無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考試  

 

 

□自然科技領域 

10 

都市發展與防災規劃專題演講 

教授方式：專題演講/座談交流 

演講者：  沈維霖 總經理(陶林數值測量工程

有限公司) 

演講題目：氣候變遷下的都市防災規畫 

教授內容：時事議題探討，台灣有哪些容易發

生災害的地方?都市防災措施有哪

些，都市規劃是否有改變? 對於敏

感地區有甚麼特殊限制?  

 

 
新加坡及荷蘭水患紓解方式 

 

 

導讀： 

環境也是災害：你

準 備 好 面 對 了

嗎？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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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災害 我們如何自救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介紹台灣環境所面臨災害，及相關

災害對都市生活之影響。隨著都市

的快速發展，防災措施亦開始逐漸

納入都市永續規畫之中，因為都市

往往代表有大量且密集的人口居

住，只要都市規劃不當或者發生大

規模的災害就容易造成非常嚴重

的損傷。常見的都市災害包括水災

及地震，因此於近期的都市規劃

中，常可見到這兩個議題的規劃與

施行。 

 
 
 
 
 
 
 
 
 
 
都市水災除造成嚴重經濟損失外易造成重大傷害 

 

 

指定閱讀: 

氣候變遷之整合

協調與執行，李鴻

源，行政院內政

部，2015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2 

山坡地開發與水土保持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針對都市規劃及都市生活，台灣於

防災方面之因應措施與永續發展

設計。台中市經歷 921地震之後，

對於防災概念已落實於都市規劃

中，共分為防災教育、災害潛式預

估、預警系統至防災都更等，均可

於都市計劃方案中發現，其中『台

中舊火車站附近』更被選為全台八

大防災型都更推廣區域。 

 

 
 
 
 
 
 
 
 
 
 
 
 

大台中地區各類災害預估潛試圖 

 

指定閱讀: 

蕭新煌 , 周素卿 , 

黃書禮，臺灣的都

市氣候議題與治

理，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2017。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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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環境議題及改善策略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 

教授內容：都市環境問題解決方法，改善及

因應策略介紹(1)地球生物圈的

主要環境問題與衍生的社會成

本，均肇因於都市消費對物質與

原料需求的增加以及所產生廢棄

物對都市居民之健康威脅。因

此，都市外資源之需求以及廢棄

物排放之問題分析，也即都市的

代謝作用，為評量都市永續性之

重要依據。 (2)自然界的代謝作

用是循環的，有機養份會被再循

環成為生物的維生養份。線型的

都市代謝作用不但增加都市對化

石燃料的依賴性，並會破壞自然

界的生態機能與維生能力。若要

使都市的發展能朝生態都市的理

念邁進，則必須設計循環的代謝

作用，提出在考量都市代謝作用

對環境影響時，得兼顧都市之可

居性  

 

指定閱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2011。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大里溪河川變成橘色火力發電廠空污 
 

14 

都市綠帶與生態 

教授方式：課堂講授、小組討論 

教授內容：都市利用土地及非都市利用土地

將整塊的土地區分成兩大類，但

對於生物的角度看來，此樣的劃

分並無太大的意義，因為生物會

依其活動的範圍進行攝食、社交

及交配等活動。人類的活動(例

如建鐵路或蓋城鎮)，均會阻斷

生物從 A地移動至 B地。此時綠

帶的規劃對於生態而言是非常

重要的。此單元將分兩部分進行

探討：(1) 綠帶對都市的意義

(2) 綠帶對生態的意義 

 

指定閱讀： 

水與綠網絡規劃理論與實務，

郭瓊瑩，2003 

 
藍綠帶的規劃對

於生態影響 

 
 
 

 

指定閱讀： 

水與綠網絡規劃

理論與實務，郭瓊

瑩，2003 

 
藍綠帶的規劃對

於生態影響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5 

都市水域實地觀察及水質分析 

教授方式：現地講授、小組討論 

教授內容：由 1-14 周的課程可知，都市的發

展及區域的規劃，對於環境的影響

十分龐大，其中，水域的影響是十

分重要的一環。無論是都市污水所

造成的水污染議題、都市防災冀望

藉由河川來疏散洪水議題、又甚至

水域生態復育議題，都是希望都市

能保有自然、完善及具有豐富生態

的水域系統。本周課程將讓同學實

際了解台中市的都市河川目前現

況，並藉由美國 EPA河川水質檢測

包，讓同學親手在都市水體進行實

地採樣分析，了解河川水質及周遭

生態環境的狀態，並讓同學思考解

決之道。 

 
 
 
 
 
 

都市水域觀察及分析 

延伸閱讀： 

水環境經營，許時

雄，2015 

親自到河川旁進

行問題發掘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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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討論二]台灣都市規劃 

教授方式：小組分組討論/小組分享心得 

教授內容： 

(1) 延續上周的實地觀察及水質分析，給予各

指定閱讀： 

水土保持工程，黃

宏斌，2018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組整理並討論相關議題與心得。 

自第9周開始，課程探討了都市發展時的環境

保護對策、都市及區域的防災規畫、水土保持

的概念及區域綠帶的建立與重要性等重要議

題。請同學依這幾個議題之角度，回頭再看一

次興隆社區的環境及狀況，目前興隆社區的規

劃是否是最好的?請各組就各主題提出看法並

與各組進行討論。並給予建議。 

藉由議題的設定

與小組討論，其過

程中，將可培養同

學「邏輯思辨」之

能力；在小組成員

發表看法的同

時，即冀望能藉此

達到「溝通表達」

之培養效果。 

17 

課堂期末資料彙整與攝影成果展示－成果分

享與匯整 

教授方式：小組分組討論及報告 

教授內容：讓各組同學彙整學期討論成果、影

音紀錄，進行總整理與討論，小組

成員整理整學期學習資料進行重點

討論，彼此分享學習過程及心得，

將相關活動資料及心得成果數位

化。 

 

 
期末分享 

藉由議題的設定

與小組討論，其過

程中，將可培養同

學「邏輯思辨」之

能力；在小組成員

發表看法的同

時，即冀望能藉此

達到「溝通表達」

之培養效果。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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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周_ 課堂期末報告 

教授方式：小組分組報告 

教授內容：各組將以都市為主軸的相關議題進

行上台報告。 

除讓教師知道同學於這學期中的學習狀況

外，也讓各小組知道自我對於都市環境的觀

察、議題的探討、專業知識的培養等，是否已

有所成長。初擬的議題包括綠色趨勢、都市防

災及環境保育議題等。 

上台簡報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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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課程：課程內容須跨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技三領域其中之二項以上。課程須有一主領

域，其授課內容須達 60%以上，上限為 70%以下。(依 110年 4月 7日 109-2博雅通識中

心第 1次教評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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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