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計

畫 

99年 11 月 23日法律學系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99年 12 月 29日法學院 99 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0年 10月 18日法律學系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100年 11 月 17日法學院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職涯專業競爭力，並增進學生人文關懷、

科學思維、國際視野，達到國立高雄大學全人教育崇高理想目標，依據「國立高雄大學

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要點」，訂定「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本系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內涵，應基於本校辦學理念、發展願景、發展特色、教

育目標及自我定位，並參照本院發展願景發展特色、教育目標，就本系自我定位，按優

勢、劣勢、機會、威脅分析等效標進行內涵擬訂。 

三、本系發展願景 

  (一) 配合國家法治建設，培育法治人才。 

  (二) 均衡南北法學教育迄今之發展差異，成為南部法學教育之重鎮。 

  (三) 針對高雄地區工業、人文特色培養特定領域之法學人才。 

  (四) 提供法學推廣進修教育及社區發展教育之環境。 

  (五) 培育全面性法律人才，因應社會不同面向之需求。 

  (六) 加強理論與實務融合，培植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專業法律人。 

  (七) 深化法學領域之研究教學，推動跨領域學門間之科際整合。 

  (八) 推動學門間之科際整合。 

  (九) 配合本校整體學術之發展強化各研究中心運作。 

  (十) 強化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提升本系學術發展地位。 

四、本系發展特色 

以「教學與研究發展系統的模式」，從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教學任務內容作出發，按民、

刑、公法三大方向，規劃一套一體與漸進式的教學與研究體系。 

  (一) 讓學生在本系一路完成完整的法律人訓練。 

  (二) 自研究所階段才進入本系的學生，在通過本系的入學測驗之後也可即刻循本體系開

始進階的學習階段。 

  (三) 可涵蓋所有基礎法學及科技整合的教學與研究。 

五、本系教育目標 

  (一) 法律學基礎知識的傳授，兼具民法、刑法、公法三大領域的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核心



 

知識，同時感受與其相搭配實作課程的研究方法。 

  (二) 遵循本系規劃之三大教學與研究發展系統，一方面作為從基礎一直到深造課程開設

的藍圖，另一方面，亦作為自我檢測成效達成的機制。 

  (三) 於全球化競爭之環境趨勢下，強化國際學術合作，訓練學生瞭解掌握國際法最新動

態及擴展學生之國際視野，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六、本系優勢、劣勢、機會點與威脅點（SWOT）分析： 

  (一) 優勢(Strength) 

    1. 為高高屏區域唯一綜合性大學之法律學系。 

    2. 師資結構年輕化與學生互動佳，具研究教學成長動力。 

    3. 配合高高屏區域特色依區域需求規劃課程。 

    4. 以案例分析、實務講座、實務機構參訪實習等教學方式，強化理論與實務融合應

用。 

  (二) 劣勢(Weakness) 

    1. 長期法學教育南北不均衡，法學師資集中北部，導致本系之師資延攬有所困難。 

    2. 本系除大學部學制外，尚有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不同學制，在僅有的教師員額

下，造成教師授課負擔繁重，影響教師研究成效之展現；採購之電子資料庫及外

文工具書經費建置不完整，不敷研究所需，欠缺吸引優秀人才之誘因。 

    3. 受限於法學教學研究屬區域型之理論與應用，學生外語能力及國際化能量尚待提

升。 

  (三) 機會(Opportunity) 

    1. 配合南部區域發展特色，可朝相關專業法政領域規劃課程，以培育符合地域需求

之人力資源，並繼而擴充院與學系之營運經費與資源。 

    2. 在職專班系友漸增，有助於產業與實務合作之拓展及所需之教研經費挹注。 

    3. 南部地區生活條件支出相對較低，對於師生之經濟壓力比較小，可專注於教學及

研究工作。 

  (四) 威脅(Threat) 

    1. 師資延攬困難。 

    2. 學校補助經費有限。 

    3. 師資員額不足。 

七、本系自我定位： 

高速鐵路的通車、基礎網路設施的完成以及數位化資料處理的大勢所趨。本系位處高雄

市的地理位置，可以輕易地和我國及世界其他地區取得聯繫，在寬闊優良的生活環境以

及相對較低的經濟壓力之下，全體教師可以全心致力於所擔負的、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能



 

力的法律人的國家教育任務上面，同時，附帶提供本地實務工作者高水準的進修環境。

另一方面，更可以用寬廣的視野，專心、安心地按照自己所設定的研究興趣持續進行法

律學的前沿科學研究，透過研究成果的累積，讓本系成為全國以及世界上法律學研究不

可忽略的一方。 

八、本系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一) 基本素養 

    1. 具備符合事理的法律學基礎知識。 

    2. 能妥善規劃生活與工作。 

    3. 樂於實踐自我負責的處事態度。 

    4. 採取忠於自我以及尊重他人的生活哲學。 

  (二) 核心能力 

    1. 法律學專業能力：學會成為一個法律人所不得不知的基礎法律學科，了解之間的

體系關係並且獨立持續開展。 

    2. 獨立思考的能力：透過確實感受基礎法律學科教學活動的體系性敘述方式，學會

面對並發現問題的關鍵所在，在謹慎思考之後據此形成解決問

題的對策並確實執行。 

    3. 通才的能力：體認所有的專業都必須受到規範，不應獨守在法律學專業的理解。 

    4. 實用的外語能力：體會外語是迅速吸收新知的工具，並且據此掌握閱讀與知識增

長的樂趣。 

九、本系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訂定暨檢核實施要點另訂之。 

十、本計畫經本系系務會議及法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