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2 大葉大學 完整版課綱

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F1 科目序號/代號 0115 /CDC6006

必選修/學分數 選修 /2 上課時段/地點 (一)56 /J112

授課語言別 中文 成績型態 數字

任課教師 /專兼任別 況正吉 /兼任 畢業班/非畢業班 非畢業班

學制/系所/年班 大學日間部 /共同教學中心 /5年3班

課程簡介與目標

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也是探討現代性的核心課題所在。本課程將以這兩個指

標為基礎，從回顧西方歷史現代性的進程，並以理論視野來統合，及透過以台灣的個案為例，更細緻的去

探索和掌握台灣社會的現代性進程。目的是希望學生對現代性進行更宏觀的考察，以及反省現代性隱含的

困境和危機及出路。具體教學目標為：�

1.提供知識基礎，探討相關議題，使學生能明瞭公民權利與義務；�

2.培養思維的習慣，使學生具備判斷準則的公民素養；�

3.發展學生公民生活的參與和能力，能實踐民主精神與善盡公民責任。

課程大綱

1.公共領域的出現(起源問題、論代表型公共領域、論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誕生、公共領域的諸種機制)�

2.理性溝通與公共領域的互動與關聯性(理性溝通與公共領域是否有必然關聯？為什麼公共領域的互動者經

常出現不理性或拒絕溝通的情形？為什麼即使進行理性溝通，人們也不必然獲得共識？我們究竟應該如何

看待公共領域中意見紛歧的現象？嘗試說明公共領域必須具備哪些條件，才能成為所有公共型知識份子相

互溝通。)�

3.公共領域中意見紛歧的現象。(如果沒有一個自主的公共領域，民主或者不可能，或者將流於形式。於是

，在一個以自由主義市場至上的全球化經濟當中，在一個大眾傳媒幾乎完全受到商業邏輯控制的時代，一

個自發的、理性討論的公共領域還有可能嗎？這正是當代民主社會的危機所在。。)�

4.公民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形成公民社會的歷史條件、現代公民社會的類型、維繫公民社會成長的條件、以

及公民社會的積極功能等等。這些關於公民社會具體問題的討論，當然有助於我們思考抽象性的公共領域

問題。)�

5.公民社會的論證及其挑戰(人為的公共領域與非公眾輿論/民眾的選舉活動、自由主義法治國家轉向社會福

利國家/轉變過程中的政治公共領域、國家法虛構的公眾輿論/對公眾輿論概念的一種社會學解)�

6.全球化與公民社會(當今的全球化發展當中，跨國企業受個別國家政府的管制減少，因而變得更有力量。

反全球化運動可算是一種公民力量，用以制衡私人企業，維護公共利益。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是有賴世

界各地的人都提高他們全球意識，明白大家是互相依賴，互相關連。全球公民社會也必須以普世價值為基

礎。而在廿一世紀，跨文化的普世價值，包括兩性平等、人權、非暴力，環保等。)�

7.台灣的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的現狀與未來(透過研究實�讓同學對�

於台灣公民社會的現況有一個通盤性的�解，並且從中認��同的公共�與方�

式。除�專業知�之外，課堂上將透過報告和討�讓同學�解地方時事、訓��

口語和文字表達、�習資�蒐集、培養批判性思考及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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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或先修課程

無

課程與系所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之關連

基礎能力

專業能力

實踐能力

團隊合作

主動學習

創意創新

國際視野

專業倫理

領導管理

信心毅力

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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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表

系所核心能力 權重(%)

【A】

檢核能力指標(績效指

標)

教學策略 評量方法及配分

權重

核心能力

學習成績

【B】

期末學習

成績

【C=B*A

】

團隊合作 30 能持正向態度進行人際

溝通，融合人己意見與

需求，與他人共同完成

任務之素養。

講述法

小組合作

期中考: 100% 加總: 100 30

主動學習 20 積極自主地投入各種學

習歷程，孕育自我能力

提升與自我實踐之素養

。

小組討論

學生上台報

告

課程參與度: 50%

口頭報告: 50%

加總: 100 20

國際視野 15 培養認識國際社會變遷

的能力，以更寬廣的視

野，了解全球化發展之

素養。

講述法

影片欣賞

書面報告: 100% 加總: 100 15

人文素養 35 培養學生具備豐富的人

文社會知識 、 正確的

價值觀，對人與社會關

懷的態度，以及培養對

人際溝通 、 思考批判 

、 藝術賞析 、 文化比

較 、 適應變遷 、 自我

反省等能力。

講述法

個案討論

期末考: 100% 加總: 100 35

成績稽核

期末考: 35%

期中考: 30%

書面報告: 15%

課程參與度: 10%

口頭報告: 10%

書籍類別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用正版教科書，勿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書籍類別 書名 作者

自編教材 自編教材 況正吉

- 3 -



上課進度

週次 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

1 課程介紹 & 智財權宣導 & 智財權宣導(含告知學生應使

用正版教科書)

講述法

2 公共領域的出現:起源、論代表型公共領域 講述法

3 公共領域的出現:論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誕生 講述法

4 理性溝通與公共領域的互動與關聯性(一) 講述法

5 理性溝通與公共領域的互動與關聯性(二) 講述法

6 公共領域必須具備哪些條件，才能成為所有公共型知識

份子相互溝通 

講述法

7 公共領域中意見紛歧的現象 講述法

8 課程複習：期中考試範圍內容複習 講述法

9 期中考 筆試

10 公共領域的出路與契機：積極公民、審議民主 講述法、 學生上台報告

11 公民社會起源和發展:形成公民社會的歷史條件、現代公

民社會類型  

講述法、 學生上台報告

12 公民社會起源和發展:維繫公民社會成長條件、以及公民

社會積極功能

講述法、 學生上台報告

13 公民社會的轉型及其挑戰 講述法、 學生上台報告

14 全球化與公民社會 講述法、 學生上台報告

15 公民社會發展趨勢 講述法、 學生上台報告

16 課程總結 講述法、 學生上台報告

17 課程複習：期末考試範圍內容複習 講述法

18 期末考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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