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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教法律碩士班 

一、本系歷史與發展特色 

本校於 1992 年設立「初等教育研究所」，為本校第一個研究所，1995 年更名為「國

民教育研究所」，1999 年増設博士班，2003 年再度更名為「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本

校於 2006 年改制為教育大學，同年八月設立「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並於 2010 年完成

系所整合，原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改為本系「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及「教育政策

與管理博士班」。2012 年本校「文教法律研究所」併入本系，改名為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文教法律碩士班」，學生畢業取得之學位仍授予法律學碩士學位。 

本系經過幾番更名及整併，目前除學士班外，並設有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文教

法律碩士班，以及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為本校少數同時培養學士、碩士及博士的學

系。本系師資學術專業豐富且多樣的跨領域組合，於研究所方面提供政策分析能力、教

育管理能力導向之專門課程，並積極尋求「教育學」與「管理學」之匯通，以及探討       

「法學」在文教事業上的應用。此外，本系亦設有「校務經營碩士在職專班」（週末假日

班）、「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澎湖班），以提供在職教育人員進修及研究之機

會。 

二、教育目標 

本碩士班之教育目標，簡列如下： 

(一) 文教與法律跨領域整合，奠定深厚知識專業技能 

(二) 根植開放多元文化理念，培育團隊合作精神 

(三) 理論與實務並重，落實文教人權 

三、核心能力 

依據本碩士班之課程結構，規劃學生之核心能力有五大項： 

Ｆ文教法律知識的理解  

Ｇ文教法律批判覺知的能力 

Ｈ文教法律議題分析的能力 

Ｉ文教法律理論發展的能力 

Ｊ文教法律專業態度與倫理實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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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表 

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 

文教法律知識

的理解 

(核心能力1) 

文教法律批判

覺知的能力 

(核心能力2) 

文教法律議題

分析的能力 

(核心能力3) 

文教法律理論

發展的能力 

(核心能力4) 

文教法律專業

態度與倫理實

踐的能力 

(核心能力5) 

文教與法律

跨領域整合

，奠定深厚知

識專業技能 

☆ ☆ ☆ ☆ ☆ 

根植開放多

元文化理念

，培育團隊合

作精神 

☆ ☆ ☆ ☆ ☆ 

理論與實務

並重，落實文

教人權 

☆ ☆ ☆ ☆ ☆ 

 

五、課程、職涯及升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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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結構與修課要求 

本碩士班為整合性課程，其課程設計原則如下： 

(一) 文教與法律跨領域整合：以法學為核心，研究文化與教育活動之政策與法律，

因而學術研究內容均將以專業整合為目標進行。 

(二) 根植開放與多元之理念：為開創文化新局，開放與多元應成為本所之風氣，落

實於課程與師資中。法律專題研究以充分利用本校位於都市文化中心地利之便

，以每學年一特定法律主題，開設多樣性之講座，供師生接觸文化教育的各項

討論。文教專題課程則與本校或外校、甚至國際相關文教機構合作，提供研究

生跨校、所修習本校或外校有關課程之機會。 

(三) 理論與實務並重： 本碩士班除了從事學術研究外，依據本校服務社會的傳統

，亦注重推廣之工作，因此研究生不僅應熟悉學科理論內容亦被要求能夠實踐

於工作中。此一信念表現於師資上，即是實務經驗豐富之教授，將成為本碩士

班主要的敦聘對象。 

本碩士班課程以發揮本碩士班特色－以法學為重點之跨領域研究、根植開放與

多元之理念、理論與實務並重－為設計原則，並配合教育部推動專業學院政策規劃

本所課程。 

本碩士班之課程在架構上分為下列幾類：一、核心課程（修習必修 14 學分）

；二、法律專業課程（至少選修 12 學分）；三、文教專論（文化或教育領域至少

擇一選修 4 學分）；四、跨領域課程選修（至少 4 學分）。合計至少修習 34 學分

始能畢業，非法律系所畢業者須修習至少 20個法律專業課程學分。 

 

 

 

 

 

 

 

 

 

 

 

 

 

 

     為開展研究生恢弘視野，本碩士班部分課程將與其他重要文教、法律研究所合

開讓不同專業間能相互切磋。目前預定合作開課的對象有本校教育學系、文化創意

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等。 

七、教學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