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2 大葉大學 完整版課綱

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民主政治理論與實際F4 科目序號/代號 2556 /CDC6026

必選修/學分數 選修 /2 上課時段/地點 (五)34 /P201

授課語言別 中文 成績型態 數字

任課教師 /專兼任別 林品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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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理論與實際課程主要探討民主理念、理論、以及實踐上落差。當民主政治逐漸被各國擁抱，民主

這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概念也不斷演化。民主不再只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價值與生活的態度。然而，

在民主的運作上，卻存在著很多的不完美之處，如民主的決策品質可能低落、缺乏效率等，而這些缺陷可

能使人的民主信仰出現鬆動。因此，本課程將處理民主理論中的基本問題，如民主到底是什麼、如果民主

不夠好，為何要追求民主、如何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等。課程中我們也將探討民主的侷限與落實上的困

難。希望本堂課，同學可以更認識民主的本質、接受民主的不完美、並且珍惜民主。�

課程目標：透過本課程，同學將理解民主政治的真諦與可貴。因為了解民主的得來不易，同學將更願意投

入公共事務，展現更多的公民力量並成就更好的公民社會。

課程大綱

1.邏輯訓練與思維翻轉：民主就是自由嗎？民主與法治是不可分割的嗎？南北問題存在嗎？台灣的藍綠惡鬥

嗎？�

2.民主的好處：民主可以當飯吃嗎？民主可以產出有品質的決策嗎？多數人是否缺乏專業決策的能力？如果

是，到底民主到底有哪些優點值得我們追求？這些優點可以彌補民主的不完美嗎？�

3.民主的起源、定義、與指標：希臘民主與今日民主的不同、民主作為一種制度、民主作為一種價值、衡量

民主程度的指標�

4.代議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既然無法直接民主，代議政治成了不得不然的選項。然代議政治中卻應具有

代表性與課責性，以確保人民的聲音可以完全地被表達。�

5.民主轉型、鞏固及逆流與台灣的民主進程：有哪些因素會帶來民主轉型，又轉型了之後如何讓民主鞏固下

來？出現民主逆流的原因為何？台灣為何出現民主化？民主化的進程為何？未來又有哪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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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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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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動學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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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述法

個案討論

影片欣賞

期末考: 40%

作業: 20%

課堂討論: 10%

課程參與度: 20%

上網次數／留言

／參與發言: 10%

加總: 100 10

國際視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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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討論

影片欣賞

期末考: 40%

作業: 20%

課堂討論: 10%

課程參與度: 20%

上網次數／留言

／參與發言: 10%

加總: 100 40

人文素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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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

期末考: 40%

作業: 20%

課堂討論: 10%

課程參與度: 20%

上網次數／留言

／參與發言: 10%

加總: 100 50

成績稽核

期末考: 40%

作業: 20%

課程參與度: 20%

課堂討論: 10%

上網次數／留言／參與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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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 Larry Diamond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民主及其批判 Robert Dahl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論民主 Robert Dahl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民主的十一堂課 Albert We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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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第三波民主 Samuel Huntington

參考教材及專業期刊導讀 台灣民主化的經驗與意涵 周育仁

上課進度

週次 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

1 介紹課程目標、進度、評分方式，並了解學生期望在課

堂上學習到的事務，以作為教師調整授課方向之依據。

& 智財權宣導(含告知學生應使用正版教科書)

講述法、 個案討論

2 ：民主與自由或法治的關聯性為何？有自由一定有民主

嗎？有法治一定有民主嗎？透過基礎的方法論與邏輯讓

學生理解自由、法治與民主間的關係。

講述法、 個案討論

3 透過美國文化戰爭的概念探討「對立」是否真實存在、

以台灣大選的資料來看「北藍南綠」的印象與現實符合

。以這兩個案例說明，民主的不同意見不能被視為「對

立」、「惡鬥」或者「無法相互包容與妥協」。

講述法、 個案討論

4 民主有許多的壞處，如效率低落。但民主可以確保一些

價值，如尊重個體、人人平等。這堂課分析民主的好處

與壞處，透過比較讓同學了解為何民主比其他體制更好

。

講述法、 個案討論

5 ：介紹希臘民主與羅馬共和體制、了解他們與現代民主

之不同

講述法、 個案討論

6 霍布斯、洛克、以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如何帶出人權主

權的概念。政治分權、代議民主的理念為何，以及其如

何影響至今。

講述法、 個案討論

7 介紹菁英民主理論及其缺點、以及Robert Dahl對民主的

定義。了解為何民主不只是一套制度、更是一種生活價

值。 

講述法、 個案討論

8 一個國家具備哪些條件才能被稱為民主國家？各國的民

主程度若有不同，怎麼樣的國家可以被稱為高度民主國

家？低度民主國家又缺乏了哪些要件？台灣是否具備這

些民主要件？若無，在哪些地方出了問題？

講述法、 個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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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代議民主中，代表性的高低決定了民主的品質？怎麼

才算是有代表性？台灣的選舉制度能否選出具有代表性

的代議士？

講述法、 個案討論

10 介紹台灣各種不同的選舉制度：相對多數決、混合制、

以及單一選區不可讓渡投票

講述法、 個案討論

11 除了代表性外，課責性也是代議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要件

。本週介紹各種不同的課責方式，如審計、監察監督、

立法監督、投票等。

講述法、 個案討論

12 台灣的課責制度完整嗎？半總統制的設計以及分立政府

的出現如何使課責性出現問題？

講述法、 個案討論

13 影片「請投我一票」 影片欣賞

14 民主是普世價值還是一個因地制宜的概念？什麼是「亞

洲價值論」？「亞洲價值論」的說法正確嗎？其能否說

明/合理化為何亞洲普遍缺乏民主？

講述法、 個案討論

15 介紹民主轉型、鞏固與逆流的定義、促成轉型、鞏固或

逆流的因素有哪些？

講述法、 個案討論

16 影片：「台灣民主化之路」 影片欣賞

17 台灣戒嚴時期的現象、台灣為何出現民主轉型、民主轉

型的歷程、台灣民主的挑戰

講述法、 個案討論

18 期末考試 講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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