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如何改變世界? 清華開通識課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帶來巨大的衝撃及挑戰。針對疫情後世界變局，本校本學期

新開一系列通識、生命科學、甚至劇本寫作課程，幫助年輕學子更有系統地理解

疫情帶來的影響，並思考因應策略。還有一群清華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計畫，

自行規畫「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秩序變遷」課程，並請教授指導，深入解析重新洗

牌的國際新秩序。 

跨領域通識課 「疫」起思辨 

本校通識中心翁曉玲主任表示，疫情永遠改變了我們原來理解的世界，從上學期

末，許多老師們就聚在一起討論，能為學生做些什麼?很短的時間內即邀集 20

位跨領域教師，整合出「疫起思辨:跨領域思考與對話」系列課程，包括「疫情

下的隔離與再連結」、「疫情下的自由與權力秩序重組」、「Covid-19的防疫

技術」、「疫災下的人性反思」、「新冠病毒肺炎的教訓與衝擊」等 5門各 1~2

學分的課程。 

以「疫情下的隔離與再連結」課程為例，由鄭志鵬老師、謝小芩老師、詹雨臻老

師等 7位分屬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傳播與藝術設計領域的教師共同授課，

並邀請第一線防疫人員參與，採取跨領域對談的方式進行，引導學生思考在戴口

罩、遠距、在家工作、封城、鎖國等隔離政策下，對生命、政治、經濟、倫理與

情感造成的影響。修課學生除了要提出個人心得報告，期末還必須分組完成後疫

情時代再創連結的行動提案。 

思考要「順時中」到何時 

「疫情下的自由與權力秩序重組」課程則由翁曉玲老師、張繼瑩老師等 4位教師

共同授課，從歷史法政的視野，探討新冠肺炎疫情對政經秩序的影響及省思。 

「『順時中』永遠都是對的嗎?那麼我們到底要『順』到什麼時候呢?」專長憲法

及行政法的本校通識中心與科法所合聘翁曉玲老師對學生拋出提問。她在課程中

主要負責「防疫與人權」單元，要學生從法律層面思考政府的防疫措施如武漢台

胞註記、集中檢疫、居家隔離、禁止醫護人員和高中師生出國、旅遊警示的正當

性與合法性，及其與人權保障的衝突，又該如何取得平衡。 

翁曉玲老師指出，疫情期間政府以保護大眾安全的名義實施了許多過去不敢做的

措施，如蒐集個資及足跡；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凌駕部會機關，跳出來指揮衛福部、



教育部、外交部，也擾亂了權力分立的原則。她觀察到不同國家、不同民情，對

於疫情管制侵犯人權的態度也不同，如德國等歐美國家就有許多抗議事件。「希

望學生透過這門課程都能好好想一想，遇到緊急狀態時，公共安全與人權如何取

得平衡。」翁曉玲老師說。 

寫出疫情下每一扇門後的故事 

本校通識中心蕭菊貞老師是兩度榮獲金馬獎的紀錄片導演，她本學期開設的「進

階編劇」課程將以疫情為主題，請學生用一學期的時間，分組合作完成 5部各約

45分鐘的劇本。 

「世界會改變，但不會斷鍊。」蕭菊貞老師說，當世界因疫情被封鎖，影像就是

我們與世界連結的橋樑，傳播的力量將比過去更強大。她期許學生深入觀察周遭

人們發生的改變，覺察其中的歧視與偏見，「透過創作與疫情對話、也與自己對

話。」 

選修蕭菊貞老師「進階編劇」的都是曾修過她「基礎編劇」的學生，已掌握基本

的編劇能力。有學生想出當疫情封鎖時，少數可以自由來去、敲開每一家門的就

是餐食外送員，何不以外送員的視角出發來撰寫劇本，發展出打開每扇門後看到

的故事。「清華學生們的想像力及創造力真的讓我驚艷。」蕭菊貞老師笑說。 

學生自行規畫疫後變遷課程 

除了教師們精心設計端出的課程「套餐」，還有些學生更屬意自己「單點」。包括

清華外語系大四生陳委娜在內的 7名學生就透過校內的通識自主學習計畫，自行

規畫了「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秩序變遷」課程，並通過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的審核，

即將在通識中心方天賜老師的指導下，展開一學期的自主學習。 

擔任這門 2學分自主學習課程組長的陳委娜說，這門課從設計課程大綱、指定閱

讀書籍、參訪活動都由小組成員自行規畫，組員包括人社、經濟、特教系學生。

他們將透過讀書會、參訪外交部及對外關係協會等單位、撰寫小論文、投稿媒體

專欄、建立討論國際時事社群網站的方式來完成學習。 

陳委娜說，她以前在學校上課就是等著老師傳授知識，很少自己尋找答案，「但

自主學習的好處是也能從同學身上學到很多。」她說，小組裡的同學來來自不同

領域，討論議題時，每位同學都能依自己的專長提供特別的見解，如經濟系同學

擅長以金融角度來解讀疫情現象，她則負責找外文資訊，提供同學參考。 



自主學習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中心 

方天賜老師笑說，自主學習課程就像大學裡的「私塾」，學生才是學習的中心，

教授只要適時地拋出問題刺激他們一下就可以了，如「中美對抗會因疫情加劇還

是緩解?」、「全球化的趨勢會報復性地恢復嗎?」接下來就交給學生自己找答案。

小組每周三晚上的讀書會，方天賜老師必定出席，但多數時間他只是抱著手默默

聽著，偶而露出謎之微笑。 

陳委娜表示，清華許多通識課都要求學生獨立思考、對自己負責，引導學生建立

興趣並主動學習，培養反思的能力。「通識課絕不只是甜、涼，還能有豐富的收

穫。」她說。 

 

 

 

清華通識中心蕭菊貞老師(中)帶領學生討論以疫情

為主題的劇本 

本校 7位外語、人社、經濟系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計

畫，自行規畫「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秩序變遷」課程 

 

 

本校通識中心翁曉玲主任規畫「疫起思辨:跨領域思

考與對話」系列通識課程  

本校本學期開設「疫起思辨:跨領域思考與對話」

微學分通識課程  



  

本校通識中心方天賜老師(左一)指導學生的自主學

習計畫 

本校通識中心蕭菊貞老師指導學生以疫情為主題

編寫劇本 

  

本校通識中心方天賜老師是國際關係及印度研究專

家 

清華外語系大四生陳委娜與同學一同規畫「後疫情

時代的全球秩序變遷」自主學習課程 

  

選修「疫災下的人性反思」課程的學生課堂討論 清華哲學所吳俊業老師本學期開「疫災下的人性反

思」課程  



 

  

「疫災下的人性反思」課程很受學生歡迎 清華吳俊業老師(右起)、蔣興儀老師、吳哲良老師

合開「疫災下的人性反思」通識課程 

  

選修「進階編劇」的學生構思以疫情為主題的劇本

角色 

選修「進階編劇」的學生在蕭菊貞老師指導下討論

以疫情為主題的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