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週+2週彈性教學調整方案
說明會

時間：112年5月29日（星期一）下午5時40分

地點：親仁樓 B317

承辦單位：教務處

參與對象：全校教師、職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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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致詞

黃俊清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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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16週+2週彈性教學模式
實施過程及規範制定

王采芷 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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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大專校院每學期授課週數由原18週調整成16週或16+2週，
以利課程彈性設計與學生暑期彈性安排

一、已進行教學週期調整之大專校院及比較 

學期週數 大專院校 

16 週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6 週+2 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15+3 跨領域學習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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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課程結束 期末考試 彈性學習 寒暑假 
成績上傳 

終了 

臺大、臺師大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始 第 19 週 

臺科大、中山大學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18 週 第 19 週始 第 19 週 

陽明交大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18 週 第 19 週始 第 20 週 

成大 第 14 週 第 18 週 第 15-17 週 第 19 週始 第 20 週 

 



收集本校師生意見

• 教務處於112年1月19日至3月15日，以不記名線上問卷，調
查全校師生對於16週+2週彈性教學調整之意見及建議

• 調查結果

• 127位教師(105人，82.68%同意)

• 700位學生(588人，84%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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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質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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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缺點

1. 教學內容更廣泛且精實，讓學生集中學習

後，可以有時間準備報告

2. 彈性教學可因應各種變化

3. 有助於學生自主學習及探究

4. 提升銜接下學期實習之教學課程品質，可

依照學生學習狀況，進行個別輔導

1. 影響實習時數及實作能力

2. 考量學生可能缺乏自學動機與能力

3. 簡短教學時數影響教學內容完整性

4. 減少被動學生與老師的面對面溝通



學生質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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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缺點

1. 集中學習後，有足夠時間準備報告

2. 多元軟體可不受時空限制，可獲良好成效

3. 課前清楚說明，不影響師生互動及輔導

4. 課程進度及內容逐周安排適當即可

5. 更緊密配合課程進度，有效吸收課程內容，

增加多元回饋教學成效

1. 課程太緊會影響學習品質，壓力變更大

2. 面對面討論會比視訊成效好

3. 同步/非同步教學之師生互動及輔導效果，

皆不及實體課程

4. 期末考後學生自主上課動機參與度會降低



師生建議

• 教師
• 召開各系所教學小組共識會議，進行課程教材整合，避免組內教師爭議

• 訂定同步/非同步教學的點名制度或參與方式

• 維護線上考試公平性

• 學生
• 各科老師可先行將檔案上傳，以供預習

• 妥善溝通刪減安排課程內容，

• 各學制、各科目老師的一致性，避免最後兩周彈性課程線上及實體(實作)交錯，

也需考量住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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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期授課週數由18週調整為
16週+2週彈性教學模式

✓ 112年4月19日已通過本校第240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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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週+2週彈性教學模式實施規範

1. 為符應國際趨勢及提供學生更多彈性自主時間，學期上課週數調整
為16+2週，以利國際接軌與自主學習之教育目標。

2. 每學期行事曆仍維持18週，除了16週課程外（第16週為期末考週），
第17週及18週則由教師採取彈性教學模式或補充教學活動，即所謂
16+2週。若原設計於開學後16周內可完成之課程則不須另採取彈性
教學模式或補充教學活動，如畢業班課程、密集教學課程或微學分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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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週+2週彈性教學模式實施規範

3. 彈性教學模式或補充教學活動內容可包括預錄課程、數位學習、專
題作業、自行參訪活動、非同步線上考試或補救教學等活動，其成
果可計入學期成績。活動由教師提供學習指引，並如實設計在課程
大綱中，以便學生遵循。

4. 實習或實作相關課程則請系所考量學習目標達成之需求，統一規範
以16+2週或18週方式進行，並回報教務處教學業務組存查，若維持
原18週上課方式者，可將期末考試時間訂於第18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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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週+2週彈性教學模式實施規範

5. 無論採何種方式，請老師規劃18週課程大綱並完成教學計畫上傳，
並於開學第一週清楚向學生說明課程規劃及成績評量方式，以便學
生遵循且避免日後衍生爭議。

6. 相關行事曆重要時程仍維持18週，如期末成績繳交、系院校級會議
時間等，惟16+2週與18週規劃之期中考週分別訂於第8至9週、期末
考週則分別訂於第16與18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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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週+2週彈性教學模式實施規範

7. 請各系所教師費心調整課程設計，精緻化課程內涵、強化課程核心精
神，協助學生能在更短的時間內達到相同的學習成效。

8. 相關教材亦應做適度調整，避免將相同內容壓縮在16週內完成，造成
學生學習負擔或成效不佳。

9. 課程教學評量亦將列入課程精實情形之評核，視評量結果再進行檢討。

10.112學年度第一學期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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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範例
✓ 第17及18周採彈性

教學活動，及註明
教學成果之評量方
式



系所 課程數 系所 課程數

護理系 30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11

高齡健康照護系 0 國際健康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國際生碩士班 0

護理助產及婦女健康系 17 國際運動科學外國學生專班 0

醫護教育暨數位學習系 1 嬰幼兒保育系 5

健康科技學院碩士班 0 運動保健系 2

健康事業管理系 0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11

資訊管理系 4 高齡運動健康暨嬰幼兒保育技優專班 0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7 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 0

長期照護系 0

各系所維持18周之課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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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維持18周之課程名稱

1. 各系所維持18周之課程名稱總表，於112/06/14教務會議報告後，
公告於教學業務組 課程業務 選課行事曆

2. 查詢「維持十八週課程」之課程名稱網頁路徑

 教務資訊系統 課程查詢系統 點選課程名稱(備註欄位)

 學生選課時，於個人選課系統課程列表，可查看課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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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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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

1. 該課程遇國定假日仍須執行16+2周的課程嗎?

回覆:仍維持16+2周的課程設計，當周課程若遇國定假日時，應配合放

假。建議教師可調整教學進度，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2. 遠距課程之第17及18週可否安排面授或同步線上教學?

回覆: 若非為18周之實作、實驗及實習課程，第17及18週請採預錄課

程、非同步線上等彈性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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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

3. 護理系碩班課程多在第18周報告，若在第18周採行非同步線上教學不易

進行期末報告討論?

回覆: (1)考量採行16+2周之立意，建議最後2周盡量不要採同步教學。

(2) 關於研究所課程，若全班同學同意即可採行線上同步，免送教學

業務組存查。

4. 執行16+2周課程後，扣考計算基準為16周或18周的三分之一？

回覆:扣考仍以18周的三分之一(6周)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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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

5. 考照科目之課程(如:解剖學及解剖學實驗)互為配搭課程，建議課室教

學及實驗課程可否都調整為採18周呢?

回覆:課室(正課)教學及實驗課程互為配搭課程，可視為一組課程。若

經教學小組討論欲採18周課程，請將決議送交系所統整後，提交

教學業務組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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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

6. 護理系二技身體評估課程，因課名未如四技「身體評估及實作」包含

「實作」2字，如再遇假日將大幅壓縮上課時間，該如何處理?

回覆:護理系二技學生已於五專時期已學習身體評估相關知識，建議可

先試行一年後，再檢視授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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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問

1. 請問當學期課程皆為16+2周課程，是否須在第16周搬離宿舍?或必須住

滿18周才能搬離宿舍?

回覆:1.不會因課程為16+2周就要求學生提早離舍或必須住滿18週。

2.若學生有提前搬離宿舍需求，宿舍管理單位會協助辦理。

2. 若在16周就搬離宿舍，住宿費用的計算方式是否仍要繳全額?

回覆:住宿費是以學期為單位，不以周次為單位，仍會收取全額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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