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1 16+2 實行期間圖書館是否比照寒暑假期間開放? 

A1 16+2 的+2 兩週仍然是學習期間，圖書館會維持原 18 週結束後才按寒暑假時間開

放。 

Q2 加退選期間可否提早? 

A2 加退選期間仍維持於開學第一週不變。考量提前開放加退選，學生在放假期間會有執

行上的困難，易造成學生不便。 

Q3 開學前是否可以在網站上查詢什麼課程可以選? 

A3 本校課程查詢系統的課程資訊是開放資訊，在前一學期的第 16 週(預選次學期課程)前

授課教師就會登載課程資訊供查詢。若學生無法查詢，可向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反映

問題，教務處將會盡速了解和排除問題。 

Q4 預選課程時程會再更動嗎? 

A4 原預選次學期課程的時間為第 16 週，114 學年度後第 16 週為期末考週，為不影響學

生準備期末考，將提前至第 15 週進行預選課程。 

Q5 基於學校輔導人力不足，若課程壓縮到 16 週心理壓力變大，導致不可逆的情況發

生。 

A5 學習壓力是否會改變還是更有彈性?需要有更好的規劃 ，不應該產生上述的情形，反

而是更多元更自主性的規劃。建議可用更多元豐富的角度去看。 

Q6 

 

醫健院為國考科系，16+2 期中期末考往前，會不會課沒上完就考試了，後面的課變

成沒效率，是否可以讓各系去判斷何時期中期末考? 

A6 各個學科的期中考以及期末考應按行事曆之時程辦理為原則，意即 114 學年度後期中

考週將訂於第八週，期末考週將訂於第 16 週。倘若由各系自行判斷和安排，學生將

難以安排+2 週的學習活動，也失去 16+2 週的彈性學系制度的目的。在推動 16+2

週的彈性學習制度上，授課教師應妥善調整其授課方式、教材和內容等，由傳統的講

授方式調整為更多元的教學方式，並可透過+2 的 2 週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如此

才能建構學生終身自主學習的能力。 

Q7 後面兩週會不會影響出缺席? 因部分老師會把出缺席列入成績考量，後面兩週安排自

主學習但還是一樣會有出席部分，學生會有出席壓力而無法好好安排想要的自主學

習。 

A7  +2 的兩週為彈性學習週，授課教師不得於第 17 和 18 週期間採實體授課或是線上同

步教學，避免影響學生於+2 週學習活動的安排；然而，授課教師得將+2 週的學時安

排於第 16 週(含)前，是否納入出席分數將由授課教師規畫並登錄於課程大綱。 

授課教師應詳實將+2 週彈性學習的內容資訊登載於課程大綱，學生於預選課程時可

先行了解課程彈性學習的安排，相關疑問也請透過開學第一週加退選期間與授課教師

討論。 

Q8 期中期末考安排在 8 及 16 週 ，若因課程安排無法在 8 及 16 週考完，是否可以在+2

的時間安排考試而影響到自主學習的部分? 

A8 請參考問題 6 的回答內容(A6)。 

Q9 實習時數是以 18 週學習安排 16+2 實習時數會不會受影響 

A9 實習之時數和期程應按實習合約進行，學分數按「亞洲大學學生校(海)外實習作業規

範」第三條之規定辦理，不受 16+2 週彈性學習制度影響。 



Q10 老師課程安排上沒有辦法在 16 週內完成，請問+2 兩週還是可以授課嗎？還是 18 週

的課程一定要濃縮到 16 週？ 

A10 學校規劃的是 16+2 週彈性學習制度，並非 16 週，意即每學分仍按 18 學時規畫，並

非 16 學時。因此，16+2 的+2 屬於彈性學習的規畫，授課教師應採多元、創新以及

實務導向的教學內容並規畫足夠的學習時數(符合 18 學時)供學生學習。 

Q11 把+2 的兩週分到前面的兩週進行自主學習，把實體上課延到 17 週可以嗎? 

A11 請參考問題 7 的回答內容(A7)。 

Q12 16+2 遇到國定假日必須放假時，通常放週一、四、五相對於二、三會比較多，但 

學校二、三通常安排通識或校必修課為主，系必修四、五放得比較多，假設期中考前

2 次課沒上到又濃縮到 16 週必須上完實體課程，這樣會有配套措施嗎? 

A12 每年度國定假日不會固定在星期幾，且此問題在原 18 週的規劃同樣存在。依照以

往，授課教師當學期若遇到較多放假，應會調整授課內容和方式，意即授課教師應有

提供彈性學習相關經驗。因此，在 16+2 週彈性學習的制度中，授課教師能參考以往

經驗再加上多元的學習內容，讓課程的安排更為豐富。 

通識中心主任: 學生提到通識課程排課時段的問題，通識中心會再重新規劃和研究看

看，儘量把週二、三空下來，但因通識課程共有 30 個學分，不見得可以，但會努力

看看。 

Q13 16+2 主要問題是期中期末考可提前，學生壓力變大，學校部分是希望學生能有更多

學習機會，跟其他學校一樣慢慢推動，或許可以折衷 17+1 週學校有精進，學生壓力

減低。也是雙方各自退讓妥協的方式。 

A13 有些大學確實如此，學校的規劃也是有收集一些相關資訊， 如果師生的反應意見都希

望先採 17+1，學校也會再討論和調整，這也是舉辦公聽會的目的，希望收集更多開

意見。 

Q14 主要學習對象以學生為主，請問彈性學習部分是以老師規畫為主還是學生可以跟老師

共同規劃？前面提到 16+2 以老師規劃為主，感覺老師責任會很大，如果老師沒有按

照 16+2 來作業也會被學生申訴。 

A14 彈性學習制度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提升學生自主規劃和學習的能力，這也是學校想要

培育學生終身學習能力的方式。因此鼓勵學生若已有具體想法，可以向授課教師、學

系主任甚至學院提出來，若對學系或學院整體學生有所幫助，學系和學院也可以進一

步規劃更完整作法，讓所有學生都有機會一起參與。未來執行 16+2 之後，每學期第

17 和 18 週以及寒暑假期間，各學院和學系也會針對跨領域學習、實務學習或自主學

習提出具體方案，讓學生可自由參與學習，更能與不同領域的學生交流，從中進行跨

領域學習。 

  



 

Q15 彈性學習可能會去社區做衛教活動，目前都是老師規劃，上課第一週才知道有衛教活

動，是否可以在第一週或第一週之前進行討論，未來 16+2 的 2 週該怎麼做。 

A15 在目前的 18 週規劃制度中，授課教師本該將課程內容詳實登綠於課程大綱，讓學生

於選課前就可以了解。當然，學生對於授課教師的課程活動有其他想法，也可以在選

課前先跟授課教師討論。未來在執行 16+2 週彈性學習時，會請授課教師在課程大綱

中登錄+2 週的彈性學習活動，讓修課學生有所依循。也鼓勵學生在修課前先與授課

教師溝通討論。 

Q16 16+2 是趨勢，中國醫也在推動此方案，他們期中期末考老師給一個區間，例如第 8

或 9 週為期中考週，多個彈性時間，本身為醫健院學生，因大一大二課程更著重於基

礎理論，學生一下子少了 4 小時(2 週的課)影響滿大的，可否期中考和期末考給一個

區間，讓各個系去適應。 

A16 再次強調 16+2 週仍屬 18 學時，並不會減少 2 週學習。原則上，各課程期中考和期

末考週將調整為第 8 和第 16 週進行，這是參考已執行 16+2 週學校的經驗而規劃的

作法，他校在未明確要求期中期末考週的作法，導致全校師生的教學和學習規劃凌

亂，且不易推動跨領域和自主學習，如此則違背 16+2 週彈性學習的目的。舉例來

說，如果學生於該學期修讀課程中僅有一門授課教師安排於第 18 週考試，這樣學生

就沒辦法參加學校或自己在+2 週的學習活動，也將導致學校規劃的彈性學習變成沒

彈性，就會跟原本 18 週的概念一樣，失去意義。 

另外，各科目的學習，應採多元評量方式更客觀評估學習成效，學生也應更多元學

習，培養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能，而不是只將重心放在期中考和期末考的筆試。例如：

+2 週採實務學習的方式進行，將會促進理論與實務結合，自然就會提升學習成效。 

Q17 學生自主規劃與師長規劃有差異的話，師長會基於此而斟酌扣分嗎? 

A17 請參考問題 14 的回答內容(A14)。在教學當中，學生才是主體，授課教師有責任輔導

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為了讓大部分修課學生有所依循，授課教師須在課程大綱登錄+2

週之學習規劃，若學生有自己想法，為確保符合該課程教學目的，應跟授課教師討論

和議定，在經由授課教師同意後再進行，才不至於衍生爭議。 

Q18 有關不能實體上課的問題，如果老師用線上上課方式上實體課，如果這件事不行的話

有什麼防範機制?或是需要學生去申訴，如果學生去申訴整個機制是什麼? 

那如果可以線上上課那後面兩週讓學生自主學習，假如像醫健院上國考課，就沒辦法

自主學習了?主要想知道用線上上課這件事是可以的嗎? 

A18 在 16+2 週彈性學習制度中，16 週為扎實的教學規劃，除經遠距課程申請核准外，均

採實體授課；+2 週的彈性學習規劃中，是可以採線上教學，甚至鼓勵教師導入更豐

富的數位學習資源，例如 OCW 課程教材。但，基於不影響學生於第 17 和 18 週的學

習活動，原則上+2 週線上課程不應採同步線上教學。若授課教師有不恰當的教學，

可向開課單位或者教務處信箱陳情。亞洲大學的申訴管道是非常通暢的，不會有申訴

無門這件事。 

 學務長: 本身是管院老師教的是生產與作業管理，量化模型計算部分滿重的，所以把

課程重點需要解說的部分做成影片放在網路上，希望同學進到課堂上來之前先花點時

間看所謂的講授的課程，希望在課堂上發揮真正能互動的功能 現場測驗做也會作業檢

討，這些比較適合在實體在教室裡面進行的，如果是講授的課程線上或實體沒有太大

的差別，為何堅持老師仍然要回到教室。整個制度改變不是學生要面臨的問題其實老

師也面臨挑戰 1.整個教學和學習的效率方面要怎麼調整 2. 怎麼發揮實體課程的功能

才是重要的。所有老師面臨的問題就是在教室課堂中提供甚麼樣的價值給學生才是重

點。 



 

Q19 學雜費部分沒有減少是維持的，彈性自主學習時有產生一些課程費用或是出國的話，

那些費用是可以抵掉的嗎?還是有什麼方式? 

A19 16+2 週仍為 18 學時，授課教師的教學不會減少；以及在第 17 和 18 週時，學校所

有行政和教學單位一樣繼續作業，並不會改變，學生可利用的各種學習資源皆不受影

響，包括：教室使用、圖書館各項資源、宿舍等等，這些空間都持續運作。更重要的

是，學校在這時間也會提供更多額外的學習方案，供學生自由參與學習。學校提供的

學習資源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會增加，因此學雜費並不會減少。 

Q20 我的意思不是在學費上減免而是如果有上線上課會有一些費用是自行吸收嗎? 還是學

校校方這邊.. 

A20 數位學習資源相當多，但為了確保數位教材的內容品質，授課教師應盡量從 OCW 的

資源中擇定數位教材。目前，OCW 課程當中部分為免費，即便要付費，也可依「亞

洲大學修習數位自學課程補助實施要點」之規定向教務處申請補助。 

Q21 如果所屬系、院沒有要參加 16+2 但學生想要自行自主學習，那費用也是學校可以支

付嗎?還是學生自付? 

A21 數位學習的補助請參考問題 20 的回答內容(A20)。 

此外，如同問題 14 的回答內容(A14)，學校會提撥經費供各學院規劃第 17 和 18 週的

學習活動，意即學校會補助這些活動的費用，例如交通費等。相關活動會請各學院盡

快規畫並將活動詳細內容公告學生週知。 

補充

說明 

Q：通識課程如何實施 16+2 週彈性學習？ 

 A：通識所有的課程一律 16+2，第 17、18 週會請老師在第一週就提出想要同學彈性

學習的方式繳交，至於繳交作業到第 18 週或是學期中則尊重老師，老師依課程規劃

但學生可以提出想要的方式提出來，老師予以尊重，只要提出自學方案跟課程有關。

後面兩週方便系上安排實習或壯遊，儘量不干擾後面的學習，以上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