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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錄 

日期：101 年 11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整 

地點：生命科學館 6 樓會議室（R628） 

主席：郭院長明良 

出席：余榮熾委員、李英周委員(蘇呈旭代)、林璧鳳委員、吳益群委員(請假)、 
胡哲明委員(請假)、陳淑華委員、陳偉民委員(請假)、許瑞祥委員(請假)、 
黃玲瓏委員、董桂書委員、潘子明委員(賴怡岑代)、潘建源委員、 
鄭石通委員、鄭秋萍委員  

 記錄：蔡助理莉雯 

列席：張秘書倩妮、黎技士錦超、張助理瑞珠、梁助理瑜玲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論事項： 

一、本院 101 學年度必修課程異動審查案，提會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國立臺灣大學課程開授及異動處理要點」第一點

及本院「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四點辦理必修課程異動之審查(請參附件 1)。 

（二）本院系所 101 學年度必修課程異動申請案共 24 案：生科系 8
案、生技系 13 案、生化所 3 案(請參附件 2)。 

決議：審查結果及修正如附件 2(紅字部分)。 

二、本院 101 學年度新開授課程審查案，提會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國立臺灣大學課程開授及異動處理要點」第二點

規定及本院「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四點辦理新開課程之審查(請參附件 1)。 

（二）本院系所 101 學年度新開授課程申請案共 9 案：生科系 2 案、
生技系 1 案、分細所 1 案、基因體學位學程 2 案、生化所 3
案，詳如清冊及新開課程大綱(請參附件 3)。 

  決議：審查結果及修正如附件 3(紅字部分)。 

三、本院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授通識課程審查案，提會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國立臺灣大學通識課程開授及審查作業要點」第

四點規定及本院「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四點辦理新開授通識課程之審查(請參附件 1)。 



第 2 頁 共 2 頁 
 

（二）本院系所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授通識課程申請案共 1 案：
生技系蕭寧馨老師新開通識課程「當代營養議題」，詳如課程
大綱(請參附件 4)。 

 決議：會中委員建議修正課程大綱，經蕭老師於 12 月 3 日修正課
程大綱且經委員再次審議後，本案課程大綱尚有不足之處
(建議於每一主題後加入具科學佐證研究之論文等)，決議本
案於本次會議不予通過，但可延至下一學期再行提案討論。 

四、本院生化科技系畢業應修學分與必修學分比例是否修正一案，提會討 

論。 
      說明：生技系系訂必修學分為 76 學分，大一大二佔 56 學分，此為        

                 基礎領域之紮根；大三大四必修 20 學分，採領域必選方式， 
提供四大領域超過 40門課程給予同學選擇，課程設計多元， 
讓學生培養自我特殊性，發展自身興趣。據上所述，生技系
必修所佔學分雖高於 50%，但仍充分符合教務處教課字第
1010055497 號書函(請參附件 5)說明之深碗型修課模式，應
不須變動目前之學分規定及課程安排。 

           決議：本案通過不須修正該系學分規定。 
 
參、 臨時動議：關於未來系所合併整體課程規劃，委員提議是否應請各系所代 

          表參與籌備委員會共同討論。會中決議將請籌備委員會邀集各 
系所代表(主管、教師各一名)參與，進行整體課程規劃。 

肆、 散會(下午 4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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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101 學年度必修課程異動 

序

號 

開課 
單位 
系所 
組別 

 
年級 異動

類別

課號 
課程識別碼 

中  文  科  目  名
稱 

（請勿超過十二字）

學分 備                    註 適  用  年  度 審查 
結果 

1 

生命科學

系 

1 
年級

調整
Phys1009 
202 101B1 普通物理學乙上 3 

由 2  年級 1  學期修習，調整為  1 年級  1  
學期修習 適用於 100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2 1 
年級

調整
Phys1010 
202 101B2 普通物理學乙下 3 

由 2  年級 2  學期修習，調整為  1 年級  2  
學期修習 適用於 100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3 1 
年級

調整
Phys1026 
202 10501 普通物理學實驗上 1 

由 2  年級 1  學期修習，調整為  1 年級  1  
學期修習 適用於 100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4 1 
年級

調整
Phys1027 
202 10502 普通物理學實驗下 1 

由 2  年級 2  學期修習，調整為  1 年級  2  
學期修習 適用於 100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5 3 增加
LS5008 

B01 U1050 生物資訊學 3 
■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 
□ 必修課程     ■  Ｂ 群組（ 5 選 1 ）必修

課程之一 
101 學年度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通過 

6 

必修

科目 替代

科目

LS3003 
B01 31020 生物資訊 2 

 101 學年度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通過 
替代

科目 
LS3005 

B01 31050 生物資訊學 2 

7 

必修

科目 替代

科目

LS3004 
B01 31030 生物資訊實習 1 

 101 學年度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通過 
替代

科目 
LS3006 

B01 31060 生物資訊學實習 1 

8 

必修

科目 替代

科目

LS3020 
B01 33010 微生物學 4 

 101 學年度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通過 
替代

科目 
LS5009 

B01 U1060 微生物學 4 

附件  2 

101.11.26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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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化科

技學系 
學士班 

1 刪除
BST 5017 
B22 U0270 

蛋白質修飾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0 1 刪除
BST 5019 
B22 U0290 應用微生物學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1 3 增加
BST 5033  

B22 U0400 
蛋白質化學及分子模

擬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開：  
B 群組必修課程之一 適用於 97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2 3 增加
BST 5035 

 B22 U0420 
應用微生物與生物技

術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開：  
A 群組必修課程之一 適用於 97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3 

生化科

技學系 
碩士班 

1 刪除
BST 7005 
B22 M0120 

酵素化學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4 1 刪除
BST 7016 
B22 M1070 營養與免疫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5 1 刪除
BST 5003 
B22 U0130 工業微生物育種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6 1 刪除
BST 5007 
B22 U0170 分子病毒學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7 1 刪除
BST 5017 
B22 U0270 蛋白質修飾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8 1 刪除
BST 5020 
B22 U0300 基礎生化工程學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19 1 刪除
BST 5019 
B22 U0290 應用微生物學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20 1 刪除
BST 5031 
B22 U0120 

微生物之生物技術
檢驗法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21 1 刪除
Prog 5064 
P05 U9210 基因體學實驗 2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停開。 適用於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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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化科 
學研究 
所碩士 
班 

 

刪除
CLS 5001 
B00 0100 科學之路 1 改為選修 適用於 102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通過 

23 

 

其他
BChem 7000 
B46 M0020 專題研究 1 

專題研究每學期皆須修習, 但只計算 4 個畢業
學分，惟畢業離校或參加教育實習課程當學期
得免修。因研究需要出國一個月(含)以上，經指
導教授同意、所長核可後，得免修當學期之專
題研究。 

99 學年度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通過 

24 

生化科 
學研究 
所博士 
班 

 

其他
BChem 8000 
B46 D0020 專題研究 1 

專題研究每學期皆須修習, 但只計算 4 個畢業
學分，惟畢業離校或參加教育實習課程當學期
得免修。因研究需要出國一個月(含)以上，經指
導教授同意、所長核可後，得免修當學期之專
題研究。 

92 學年度起在學學生均適用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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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開課系所 開課學期 開課教師 

課 號 課程識別碼 全年/ 

半年 

必修/

選修 
中文科目名稱 

學 

分 
英文科目名稱 

審查 

結果 系 所 課 號 系所 課 號 

1 生命科學系  101-2 阮雪芬  LS 5008 B01 U1050 
半年 必修 

生物資訊學 
3 Bioinformatics 通過 

2 生命科學系  101-2 

齊肖琪、 
宋延齡、 
鄭秋萍 

LS 5009 B01 U1060 
半年 必修 

微生物學 
4 

Microbiology 
通過 

3 生化科技系 101-2 杜曉春 BST 5036 B22 U0430 

半年 選修 發光現象在生

命科學及科技

之應用 

2 Application of 

Luminescence 

in Lif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通過 

4 
分子與細胞生

物學研究所 101-2 黃筱鈞 MCB 7026 B43  U1430 半年 選修 

系統與合成生

物學 

2 Systems and 
synthetic 
approaches to 
biology 

修正

後通

過  

5 

基因體與系統

生物學學位學

程 
101-2 許昭萍 GenSys 5006 B48 U0210 

半年 選修 動態系統生物

學 

3 
Dynamics in 

systems biology 

通過 

6 
基因體與系統
生物學學位學
程 

101-2 阮雪芬 GenSys 5007 B48 U0220 

半年 選修 高通量基因體

資料分析的統

計方法和演算

法 

3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algorithms in 
high-throughput 
genomic data 
analysis 

修正

後通

過 

附件 3 

101. 11.26 製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101 學年度新開課程 
 

第 2 頁 共 2 頁 
 

 

7 

生化科學研究
所 101-2 林俊宏 

BChem 5028 B46 U850 半年 選修 科學家的洞察

力與基本技巧 

3 To be a 

Scientist: 

Perspectives and 

Essential Skills 

修正

後通

過 

8 
生化科學研究
所 101-2 冀宏源 

BChem 5026 B46  U0830 半年 選修 染色體生物學 1 Special Topics 

on Chromosome 

Biology 

通過 

9 

生化科學研究
所 101-2 邱繼輝 

BChem 5027 B46  U0840 半年 選修 蛋白體與後修

飾之質譜分析 

2 Mass 

Spectrometry-ba

sed Proteomics 

and Protein 

Modification 

Analysis 

通過 

































  

生命科學院新開課程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中文 科學家的洞察力與基本技巧 

英文 To be a Scientist: Perspectives and Essential Skills 

開課學期 101/2 

※開課系所 生化科學研究所 ※課號 
B46 U0850 

BChem 5028 

※學分(數) 3 ※必/選修 選修 

※授課教師 林俊宏 

全/半年 半 

※課程概述

(至少 50 字) 

Most graduate schools teach students how to survey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identify meaningful scientific questions, and devise experiments to solve the 

problems.  However, few graduate schools offer formal instruction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ing a good sense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essential on-job 

skills, which are critical elements for becoming a good scientist.  Successful 

formulation of critical concepts often results in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and major 

paradigm shift in science.  Learning how these specific ideas evolved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can be quite educational and therefore beneficial to students 

aspiring to develop a career in sciences.   

課程目標 

Students will be asked to read short stories and/or papers, watch documentary 

films, if available, of pivotal individuals interviewed by distinguished fellow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present the learned lessons, and participate in lively 

discussions led by the instructor and/or invited scientist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se exercises, students can extract from these pioneering scientists a few 

long-lasting lessons, which in turn shall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s to how 

an individual scientist, functioning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mmunity, 

accomplishes the watershed breakthrough.  The other half of this course will 

include a series of well cropped lectures aiming to guide students on acquiring 

essential skills to become a functional scientist.  These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skills regarding how to give an effective talk, write a fundable proposal, form a 

vibrant research team, and become a successful practicing scientist.  A major 

effort in this half will focus on sharpening the proposal-writing skills, which is 

arguably one of the weakest points for students in Taiwan. 



  

課程要求 

或 

預修課程 

 

主要 

參考書目 

W. I. B. Beveridge (1957)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備註 

上課時間：星期四 2:00 – 5:00 pm 

上課地點：中研院分生所 N401 室 

除 TIGP 學生選修之外，本課程亦可開放台大學生選修。 

※課程進度 

或 

課程規劃 

Week  

1   Introduction and lectures on essential skills 

2-4    Lectures on essential skills (continued) 

5    Lectures on proposal writing and dissection of model proposals 

6       Group discussion of formulating specific aims 

7-8       Presentation of specific aims and group discussions  

9-14      Student presentation of selected scientists and their key experiments 

14-16  Dialogues with invited scientists on their career paths 

※課程新開 

或 

課程異動 

說明事項 

本校有無開設類似的相關課程？ 

□有   ▓無   

 

說明：                                                             

 

                                                                   

 

                                                                   

（請詳細填寫，※為必填項目，若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調整。）     99/01/12 製表 















附件四

是 否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

技學系
BST 1007 當代營養議題 A8 2 半年 蕭寧馨 專任 250 V 不予通過，本課程將順延一

學期再行提案討論。

系（

所）
課程名稱

領域

(註1)

專任/
兼任

(註2)

  101學年度第 2學期 新開授通識課程清單

審查結果
班

次
課號

授課教

師姓名

修課總人

數

是否為系

所或學程

必選修課

程

半/
全學

年

學

分

數

院



 1 

國立臺灣大學通識課程開授申請表(新開授通識課程審查用) 

2012.10.18 修訂 

一、通識課程大綱 

課程名

稱 

(中文)當代營養議題 

(英文) 

■中文授課 

英文授課(註 1) 

授課教

師 

蕭寧馨 任職單

位 

生化科

技學系 

專兼任 

(註 2) 

■專任 

兼任 
職級 

■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 

開課系

所 
生化科技學系 課號  學分數 2 

修課人

數上限 
250 

課程領

域別 

*原則上

每門課程

對應一個

領域 

（註 3、4） 

 A1 文學與藝術 

 A2 歷史思維 

 A3 世界文明 

 A4 哲學與道德思考 

 A5 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 

 A6 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 

 A7 物質科學 

■ A8 生命科學 

本課程

可對應

之本校

基本素

養 

填寫說明： 

本課程可對應之本校基本素養，至多選擇 3項，並請依課程與基本素養關聯性之強弱，於

空格內依序填寫數字 1至 3。(1表示關聯性最強之項目，3表示關聯性最弱之項目) ；若

無對應之基本素養請勾選最末欄位。 

2 獨立思考與創新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道德思辨與實踐 3 國際視野 

1 身心健康管理  了解尊重多元文化 

 履行公民責任  美感品味 

 人文關懷 □本課程無對應之基本素養 

課程性

質 

(註 5) 

本課程為 系(所)或學程必(選)修課程充抵為通識課程

(開放外系學生人數：____人) 

■本課程為一般通識課程 

課程規劃是否為含

小組討論之 3 學分

課程（註 6） 

是 

■否 

課程大

綱內容 

（含課

程概

述、教學

目標、每

週進度

及教學

內容簡

述） 

 

一、課程概述 

    國內專家陸續提出台灣必須面對的十大挑戰，其中包括糧食與能源問題。維持生命需

要能源，糧食與石油都是能源的形式，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關鍵要素，也是台灣欠缺的資

源。然而三十年來國人的健康問題是慢性疾

病，其危險因子包括肥胖、飲食與生活型態。

因應未來資源欠缺的挑戰，營養科學是人類有

效利用糧食與能源以維護健康的樞紐知識。美

國農業部與衛生部發佈之最新飲食指南

《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2010》

提出 social ecological nutrition 的概念，

指出個人的飲食營養選擇的自主性有限，而是

受到社會、文化、政策、產業、社區、職場等

等因素之大幅影響(右圖)。營養不僅是個人保健，更是公共衛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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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課程將以宏觀的視野介紹營養科學的內容與跨領域之應用及其對個人的影

響，內容將論述營養科學回顧與前瞻、國家營養政策之現況與不足、消費者/個人的營養

責任與權利等現代議題，並引介國際與先進國家之營養政策，以激發學生思考國民營養問

題，培養國民營養意識，俾能共同營造健康飲食環境。 

 

二、教學目標 

(1) 認識營養對人類健康和福祉的影響 

(2) 認識營養政策對個人健康的影響 

(3) 認識現代食物供應系統之複雜性與其影響 

(4) 培養獨立思考與分辨營養和食品安全迷思的能力 

(5) 培養｢己飢人飢，己溺人溺｣的心懷和推己及人的行動能力。 

 

三、每週進度及教學內容簡述 

週次 課程主題/課堂回饋 W/課後作業 H 

1 糧食、營養與人類福祉 

 H1：檢視營養資料、破除營養迷思 

2 我國飲食指南的發展與應用 

 H2：我對校園飲食環境的期許 

3 與專家對談：專家帶路，健康外食  趙強營養師 

 W3: 1）尋求健康外食的策略 2）演講內容印象最深的 3 件事 

4 體重控制策略何其多－體重控制與能量平衡 

 W4: 評析各種體重控制的優缺點 

H4: 課後閱讀心得 

5 與專家對談：體態、運動與營養  江政凌博士 

 W5: 1）尋找適合自己的運動計畫 2）演講內容印象最深的 3 件事 

6 男性的營養健康危機 

 W6: 男性需要的營養資訊與獲取管道 

7 與專家對談：代謝平衡，健康瘦身  洪泰雄主任、趙強營養師 

 W7: 1)利用營養學理評論這套瘦身方法之優缺點；2)演講印象最深的 3 件事 

8 女性營養健康的重要性：外基因體學(epigenetics)的啟示 

 W8: 我國的婦女健康政策 

H8: 課後閱讀心得 

9 與專家對談：孕期及嬰幼兒營養 楊淑如營養師 

 W9: 1）我國的孕乳期照護策略 2）演講內容印象最深的 3 件事 

10 大學生的飲食變遷與營養危機  

 W10:大學生應該要具備哪些營養保健意識？ 

11 與專家對談：食品產業的健康使命  食品產業 

 W11: 1）食品與營養標示的玄機；2）演講內容印象最深的 3 件事 

12 好醣與壞糖 

 W12: 檢視自己飲食中的醣與糖，以及其健康效應 

H12: 課後閱讀心得 

13 與專家對談：蔬果養生  吳映蓉博士 （蔬果精力湯試飲） 

 W13: 1）蔬果精力湯試飲心得；2）演講內容印象最深的 3 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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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3:校園飲食環境改善策略 

14 飲食便利的代價，從塑化劑談起－食品安全議題 

 W14: 塑化劑、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對你的啟示。 

15 與專家對談：食品加工的風險管控- 義美食品檢驗室 or 陳景川副校長(美和科技大

學) 

 W15: 1）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期待與責任 2）演講印象最深的 3 件事 

16 與專家對談：從農場到健康，曹多柔小姐 

 W16: 1）論述農業環境對健康的影響 2）演講內容印象最深的 3 件事 

H16: 課後閱讀心得 

17 與專家對談：健康飲食傳播經驗談，陳月卿董事長 

 W17: 1）營養知識能與你的專業如何結合應用？2）演講內容印象最深的 3 件事 

18 期末評量 

1. 學期報告：「當代營養議題進階閱讀」，由指定進階閱讀中挑選自己有興趣的教

材，閱讀後應用學期間所學知識深入探討，完成學期報告。 

2. 期末考試 

 

四、搭配網頁工具 

本課程利用 

1) 課程網站提供課程講章，學生課後可應用討論區發表聽講心得，並由助教設定飲

食營養議題，帶領學生提出見解和交流意見。 

2) 應用線上飲食管理平台「營養九九資訊網」帶領學生了解自我飲食； 

飲食營養與食品安全的議題有切身的重要性與社會性，利用網站平台及線上工具可持

續討論與聯繫，好的課程和議題，以及志趣相投的同儕交流永遠不會中斷。 

課程網站 
http://nutrition.bioagri.ntu.edu.tw/Foodsust 

營養九九資訊網 
http://inyoung99.cloud.ntu.edu.tw/ 

  
 

五、與專家對談： 

依照營養、食品、媒體等各主題領域，邀請該領域之產官學專家及消費者代表與

學生近距離交流分享。講課方式以「授課教師與領域專家一對一對談」，或「邀請實

務經歷者及臨床專業營養師三方交流分享」兩種方式進行，讓學生可以聽到平衡的

說法。授課教師課前即與專家充分溝通，課堂參與議題對談，使學期間各課程主題

更能夠串聯呼應。 

擬邀請專家名單如下： 

‧體重控制相關議題：本校註冊組洪泰雄主任，洪主任依自身體重控制經歷，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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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平衡，健康瘦身」與「均準飲食，順便瘦身」等書。 

‧臨床營養與團膳廚房之衛生管理：趙強營養師，馬偕醫院資深營養師。 

˙運動與營養相關議題：江政凌博士，國家教練與裁判官，IPTFA 國際康體專才證照

培訓學院台灣分院功能訓練副主考官。 

˙生命期營養：楊淑如營養師，食品藥物管理局前薦任技士 

˙媒體傳播：陳月卿董事長，資深媒體人，癌症關懷基金會 

˙營養教育推廣：許惠玉主任，董氏基金會 

 

指定閱

讀及 

延伸閱

讀 

 

 

週次 課程主題/指定閱讀&延伸閱讀 

1 糧食、營養與人類福祉 

 開學週 

指定閱讀： 

1. 健康飲食是國事：新聞短片：NEW MY PLATE FOOD GUIDELINES 

UNVEILED AT USDA 

延伸閱讀： 

1. 美國 --USDA  MyPlate.gov 

2. 誰先來? : 在自己身上做實驗的醫生  / 羅倫斯 .奧特曼(Lawrence K. 

Altman)著; 廖月娟,潘震澤合譯。臺北市：天下遠見，2000 

3. 莊祖宜：廚房裏的人類學家。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2009 

2 我國飲食指南的發展與應用 

 指定閱讀： 

1. 營養九九資訊網查詢功能：http://inyoung99.cloud.ntu.edu.tw 

2. 新聞短片：USDA Launches New Online Tool – SuperTracker 

延伸閱讀： 

1. 台灣 --衛生署 TFDA 食品資訊網 

2. 日本 --日本食育計畫介紹.pdf 

3. 影片： Industrial food system vs. sustainable food by Michael Pollan 

3 與專家對談：專家帶路，健康外食 

 指定閱讀： 

1. 林慧淳：專家帶路，教你吃對巷口早餐。康健雜誌 160 期，2012。 

2. 許惠玉：得舒飲食 

3. 董氏基金會：得舒飲食的營養特色 

延伸閱讀： 

1. 吳映蓉：吃對了，才有好情緒。台北市：臉譜，2012。 

2. Larimore：《活得久，活得好》。宇宙光，2006。 

4 體重控制策略何其多－體重控制與能量平衡 

 指定閱讀： 

1. 記錄片 Obesity: the weight of the nation 

延伸閱讀： 

1. The weight of the nation： to win, we have to lose. 

2. 紀錄片 Part 1: Consequences (HBO: The Weight of the Nat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geS6VcdIVI&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geS6VcdIVI&feature=related
http://inyoung99.cloud.ntu.edu.t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zc2pi5dpH8&NR=1&feature=endscreen
http://nutrition.bioagri.ntu.edu.tw/Foodsust/Upload/Class/31_8_%e6%97%a5%e6%9c%ac%e9%a3%9f%e8%82%b2%e8%a8%88%e7%95%ab%e4%bb%8b%e7%b4%b9.pdf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As879M_kCs&feature=related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30994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source=hp&q=%E5%BE%97%E8%88%92%E9%A3%B2%E9%A3%9F%E5%8E%9F%E5%89%87&gbv=2&oq=%E5%BE%97%E6%9B%B8%E9%A3%B2%E9%A3%9F&aq=3l&aqi=g-l5&aql=&gs_l=hp.1.3.0i13l5.1219.7156.0.12781.6.4.0.2.2.0.63.171.4.4.0...0.0.iKnpANkwdw4
http://nutri.jtf.org.tw/index.php?idd=1&aid=40&bid=298&cid=94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wwwVOcOZOc&feature=relmfu
http://theweightofthenation.h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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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紀錄片 Part 2: Choices (HBO: The Weight of the Nation) 

4. 紀錄片 Part 3: Children in Crisis (HBO: The Weight of the Nation) 

5. 紀錄片 Part 4: Challenges (HBO: The Weight of the Nation) 

5 與專家對談：體態、運動與營養  江政凌博士 

 運動與營養 http://www.ausport.gov.au/ais/nutrition 

澳洲體育運動委員會 Australian Sport Commission http://www.ausport.gov.au/ 

行政院體委會 http://www.sac.gov.tw/   

6 男性的營養健康危機 

 指定閱讀： 

1. 粥狀動脈硬化發展進程 

1. 短片：維生素 B1 與糖尿病 

延伸閱讀： 

1. 泰拉斯.格雷斯哥(Taras Grescoe)：海鮮的美味輓歌：一位老饕的環球行

動。陳信宏譯。臺北市 : 時報文化，2009。 

2. 蕭娜.伍吉(Shawna Vogel)：《脂肪迷思》。魏淑鈴,王紹婷譯。台北市 : 

新新聞文化出版，2001。 

7 與專家對談：代謝平衡，健康瘦身  洪泰雄主任、趙強營養師 

 指定閱讀： 

1. 洪泰雄：《代謝平衡，健康瘦身》。台北市：原水文化，2011。 

延伸閱讀： 

1. UC Berkeley：Edible Education: Nutrition, Health, and Diet Related Disease 

2. 楊榮森等：12 大慢性病素食全書：臺大營養團隊常見疾病治療及恢復

期飲食處方。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2009。 

8 女性營養健康的重要性：外基因體學(epigenetics)的啟示 

 指定閱讀： 

1. 趙強：鐵質概念 123。 

2. 短片：骨骼重塑系列 

3. 短片：維生素 D 系列 

延伸閱讀： 

1. 驚異的小宇宙：骨骼與肌肉系列/NHK 製作 
2. 吳映蓉：吃對了，才有好情緒。台北市：臉譜，2012。 

3. Larimore：《活得久，活得好》。宇宙光，2006。 

9 與專家對談：孕期及嬰幼兒營養 楊淑如營養師 

 期中考週 

指定閱讀： 

1. 楊淑如：飲食指南完全手冊。台北市：時新，2012。 

2. 傷害胎兒腦部的食物：短片酒精症候群 

3. 胎兒腦部發育：短片 prenatal brain development 

延伸閱讀： 

1. Nuland SB:《死亡的臉》。時報出版，1995。 
2. Nuland SB:《生命的臉》。時報出版，1998。 

10 大學生的飲食變遷與營養危機 

 指定閱讀： 

http://www.ausport.gov.au/ais/nutrition
http://www.ausport.gov.au/
http://www.sac.gov.t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7QEeuekyqI&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NRaFjdeuZk&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ffhlkxaXJE&feature=related
http://www.mmh.org.tw/nutrition/chao/iron2.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MDPP-Wy3sI&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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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The truth about vitamins 

延伸閱讀： 

短片：Fast food portion control 

11 與專家對談：食品產業的健康使命  食品產業 

 延伸閱讀： 

Michael Pollan：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臺北市：大家出版

社。中文版 2012。 

12 好醣與壞糖  

 指定閱讀： 

1. PBS 短片：Should Sugary Drinks Be Taxed Like Cigarettes? 

2. 林貞吟：含糖飲料沒告訴你的秘密。康健雜誌 152 期，2011。 

3. 趙強：甜味的秘密 

延伸閱讀： 

1. 吳映蓉：瘦不了的錯誤。。台北市：臉譜，2010。 

2. 咪咪.尼契(Mimi Nichter)：《少女 weight 的煩惱》。王紹婷譯。台北市 : 

新新聞文化出版，2001。 

3. 南西．艾波頓& 賈可伯斯 (Nancy Appleton & G.N. Jacobs)：甜死你。鄭

淑芬譯。八正文化，2011。 

13 與專家對談：蔬果養生術  吳映蓉博士 

 指定閱讀： 

1. 吳映蓉：《五色蔬果健康全書：認識抗老化、調節免疫力、防癌的 40

種植化素》。台北市：臉譜，2006。 

2. 吳映蓉：營養學博士教你吃對植化素。台北市：臉譜，2008。 

延伸閱讀： 

趙強：蔬菜水果可以互相取代嗎？ 

14 飲食便利的代價，從塑化劑談起－食品安全議題 

 指定閱讀： 

1. 紀錄片 Food Inc. (2008) 美味代價 系列。公視 

延伸閱讀： 

1. 爆野家 BAKUNOYA：FLAVORS 魔廚。蓋亞，2010  

2. 監察院：食品用添加物安全管制與規範專案調查研究報告；程仁宏等調

查研究。臺北市：監察院，2010。 

3. 法國紀錄片 The World According to Monsanto 系列 

15 與專家對談：食品加工的風險管控-義美食品檢驗室 or 陳景川副校長 

 指定閱讀： 

1. 短片：食品安全的世界趨勢 

2. 短片：廚房裡的微生物 

延伸閱讀： 

1. 短片：食物的安全溫度：正確解凍 

2. 短片：避免微生物汙染 

16 與專家對談：從農場到健康，曹多柔小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KRtuVNgClc&feature=related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9595
http://www2.mmh.org.tw/nutrition/chao/sweetner.htm
http://www.mmh.org.tw/nutrition/chao/green261.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6S9PKyi0B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tygECGdhM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KM9lMOxuw&feature=relmf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we2-sTDK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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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閱讀： 

短片：一座奇蹟的蘋果森林 

延伸閱讀： 

1. 石川拓治：木村阿公的奇蹟蘋果。王蘊潔譯。台北：圓神，2009。 

2. 法國紀錄片 The World According to Monsanto 系列 

17 與專家對談：健康飲食傳播經驗談，陳月卿董事長 

 延伸閱讀：  

1. 健康兩點靈 

2. 癌症關懷基金會 

3. 董氏基金會 

18 期末 

 

指定進階閱讀： 

1. 彭明輝：糧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臺北市：商周出版，2011 

    吃米不知米價！青年學生甚少思考日用飲食從何而來，對糧食體系之複雜毫無概

念。台大農藝系郭華仁教授說：糧食危機是顆未爆彈，如何解危你我有責！台灣看似

營養過剩的背後，糧食自給率只有 30%。本書梳理現有的國內外資料與專業文獻，剖

析不遠的未來人類就要被迫面對嚴峻的缺糧挑戰，同時也將過往台灣農業和農村的數

據，全部整合到書中，以闡述台灣可能面對的挑戰。 

2. Michael Pollan：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臺北市：大家出版社。中文版 2012。 

    由於食品安全問題以及保健養生意識，每年都有可吃與不可吃的議題；台灣民眾面對

「吃什麼」有許多困惑與焦慮。事實上，各種媒體上食品與保健資訊的泛濫，正反映出這

種現象在國內外的普遍性。作者追本溯源，沿著食物鏈，一路從土地追至餐桌，嘗試了解

自然界中不同物種間「吃與被吃」的關係。全書分成三大部分，探究與分析維繫人類生存

的工業化、有機以及採集狩獵等三條食物鏈的發展。在追求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同時，剖析

現代食品的面貌。 

3. Harold McGee：食物與廚藝(On Food And Cooking: The Science and Lore of the Kitchen)。

台北市：大家出版社，2009。 

    此套著作說明食材與烹飪的食品化學與營養學之科學原理，並且兼敘其文化與歷

史發展。各項說明均有期刊文獻以及實驗測試的依據。作者先後在加州理工學院和耶

魯大學攻讀物理學和英國文學，並獲得耶魯博士學位。全書以優美流暢的文字，將專

業知識與飲食製備做深入淺出的融合，是食物知識生活化並具備正確知識基礎的良好

示範。 

4. 咪咪.尼契(Mimi Nichter)：《少女 weight 的煩惱》。台北市 : 新新聞文化出版，2001。 

    人類學者咪咪．尼契投注了三年時間訪談青春期少女－從中低階層到中產階段的

白人、黑人及拉丁裔女孩－主題涵蓋了少女所關切的外表議題、飲食習慣和節食行為。

在本書中，尼契告訴我們女孩子對她說了些什麼，並且探索同儕、家人和媒體對少女

自我意識的影響。她讓少女自己發出聲音，將統計數字背後的人性面呈現在我們眼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4dwoxTBK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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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評

量方式

與標準 

（請說

明各項

評量項

目內容

設計、比

例及標

準） 

• 出席、作業與分組討論 50% (由教學助理協助評分) 

目的：評估學生個人基本課程參與狀況。 

內容設計： 

(1) 每週出席狀況(20%)，依每週簽到及不定時課程回饋問卷統計出缺席狀況。 

(2) 每週課後作業(20%)，依作業繳交次數及完成度計算。內容包括， 

「課後閱讀心得」：請學生由每週的指定/延伸閱讀中，挑選自己收獲深刻、

感觸最深的閱讀素材，每月撰寫 1 份心得分享報告。 

「檢視營養資料、破除營養迷思」：行動導向課程規劃。作業內容分兩部分，

其一是讓學生親自查詢與利用可信的營養資料，比對流行說法，破除營養迷

思。第二部分讓學生學習解讀包裝食品的標示內容，了解自己吃了哪些「看

不見的食物」。 

「分析校園飲食環境，並提出建設性改善策略」：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規劃。藉由

學期間兩次課後作業，於期初分析「台大校園」飲食環境的問題，並於下半

學期，應用課程中所學知識，針對各項問題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改善建議。 

(3) 課後討論參與(10%)，依課程網站討論版個人意見發表狀況計算。 

• 學期報告 30% 

目的：評估學生應用課堂知識與資料，進行統整性與跨領域思考的能力。 

內容：「當代營養議題進階閱讀」，請學生由指定進階閱讀中挑選1份自己有興趣的

教材，閱讀後應用學期間所學知識深入探討，完成學期報告。 

• 學期考試 20% 

目的：學期基礎學習效益評估。 

內容設計：以課堂筆試評量。 

本課程

對學生

課後學

習之要

求 

（註 7） 

本課程對學生課後自習之要求 

• 每週課堂上課時數：2 小時。 

• 每週課後學習時間：(計 2 小時)。 

(1) 隔週討論課議題相關參考資料查詢及閱讀：0.5 小時。 

(2) 複習課堂所學及延伸閱讀內容：1 小時。 

(3) 學期報告準備工作：0.5 小時。 

• 一學期課後學習時間總計：18 週共 36 小時。 

最近三

年評鑑

值 

（申請

新開之

課程如

在近三

年內曾

教授類

似課程

者請填

寫） 

課程名稱：__食品營養與安全概論______________  

第_100_學年度第_1_學期：_4.37_；第_99_學年度第_1_學期：_4.27_；(績優計劃) 

第_98_學年度第_2_學期：_4.07_；第_98_學年度第_1_學期：_4.27_； 

第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______；第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______。 

（如於近三年內曾開授類似課程，而其教學評鑑值低於 3.8，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得參酌其

教學意見調查統計表「基本資訊」項目及修課學生文字意見，審議該課程開授之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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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課教師申請開授課程之相關著作或近五年(2007-2012)所發表之學術性著作目錄 

1. Perspective in Nutrition 透視營養學。蕭寧馨譯。2010。藝軒出版，台北 

2. 食品營養概論，第二版。2009。時新出版，台北 

3. 建置｢營養九九資訊網｣：華文線上飲食營養管理系統，以方便國人查詢食物與食譜營養

量，執行飲食日誌，分析營養素攝取狀況，評估飲食健康品質，終能幫助國人養成健康的

飲食習慣，使人一生受益。 

4. 建置｢仕女鐵營養網｣：提供鐵營養知識與含鐵食物之資訊，以利婦女應用 

5. Tu S, Hung Y, Chang H, Hang C, Shaw N, Lin W, Lin Y, Hu S, Yang Y, Wu T, Chang Y, Su S, 

Hsu H, Tsai K, Chen S, Yeh C, Pan W (2007)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of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2001-2002: research design, methods and scope. ASIA PACIFIC J 

CLIN NUTR 16(S2):507-517 (SCI) 

6. Shaw N, Wang J, Pan W, Liao P, Yang Lo F (2007) Thiamin and riboflavin status of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 ASIA PACIFIC J CLIN NUTR 16(S2):564-571 (SCI) 

7. Chen K, Shaw N, Pan W, Lin B (2007) Evaluation of folate status by serum and erythrocyte folate levels 

and dietary folate intake in Taiwanese schoolchildren. ASIA PACIFIC J CLIN NUTR 16(S2):572-578 

(SCI) 

8. Wang J, Shaw N, Kao M (2007) Magnesium deficiency and its lack of association with asthma in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SIA PACIFIC J CLIN NUTR 16(S2):579-584 (SCI) 

 (請依數量自行增減編號) 

*填表說明 

註 1：以中文授課之課程應提供中文課程大綱，以英文授課之課程應提供英文課程大綱。 

註 2：依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決議，若擬新開授通識課程之

教師為兼任教師，請開課單位提供授課教師個人學經歷資料做為課程審查的參考資料

之一。 

註 3：原則上，每門通識課程應就其強調之核心主軸，僅歸屬於一領域，除非有特殊之課程

確實涵蓋兩個核心主軸者則不在此限，且欲歸屬於兩個領域之課程，授課教師應於課

程大綱中說明符合跨領域之理由。 

註 4：通識課程八大領域說明： 

文學與藝術(A1)─經由閱讀分析文學與藝術作品，培養學生思辨、批判、想像、創造、審美的

能力，進而開展其對自我生命的深度感知，以及人文世界的多方面關懷與反省。 

歷史思維(A2)─通過歷史學或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分析重大歷史事件或長期歷史變遷，或藉

由閱讀歷史名著，以啟發學生歷史意識，培養學生進行歷史思考的能力，並引導

學生建立古今之間的相關性，反省自身在歷史脈絡中的主體性。 

世界文明(A3)─引導學生瞭解世界各地域文明的特色，開拓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瞭解自己文

化傳統，尊重並欣賞其他文化與宗教的精神，以反省自身在全球文明對話新時代

中的定位。 

哲學與道德思考(A4)─哲學為追求智慧的學問，探索的對象是人生、社會、世界與宇宙各方面

的真理、美善、理想與神聖。道德思考則關切如何做人與生活的人生實踐課題，

其最基本的三個問題是：我為什麼活著？我應該怎樣活著？我如何能活出應該活

出的生命？針對哲學基本課題與人生三問，本領域提供哲學素養及生命教育的基

礎課程。 

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A5)─透過社會科學知識及民主法治的學習，使學生瞭解社會科學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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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當代社會的重要議題，並探索社會群體異同的存在，以增進學生關懷社會、

造福人類的使命感，培養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 

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A6)─期待學生瞭解量化推理與數學的思考方法，以作為各種學科的學習

基礎，以及瞭解生活上常用的統計等分析工具的理論基礎，並培養學生欣賞數學

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和結構完美的特質。 

物質科學(A7)─透過物理、化學、天文、地球及環境科學、工程與工技等相關知識的學習，使

學生認識科學知識，且首重發展出具備理性思辨的科學態度與永續倫理，以及創

新、溝通、發表、對話的核心能力。 

生命科學(A8)─透過生物學與生命科學的介紹，引導學生暸解生命的起源與生物世界的奧祕。

期待學生學習正確的生命科學的概念，啟發學生探討生物科技對人文社會的衝

擊，培養學生尊重並保護大自然的物我交融之精神。 

註 5：本校各系（所）或學程之專業課程，若符合通識課程精神者，得經系（所）、院課程委

員會及共教中心之審議，認可為通識課程。 

註 6：配置教學助理實施小組討論之課程以一學期三學分為原則。欲申請教學助理之課程須

另提出「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相關細節請洽本校共同教育中心。 

註 7：請以該課程每週上課時數的 1~2 倍時間為原則，為學生規劃合理的課後學習要求

(Time/Course Workload)，以深化學生所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