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申請「語文資優班」更名為

「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計畫說明 

 

一、計畫背景：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社會對多元人才需求的提升，2003 年起由教育部

推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規劃執行「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

育計畫」，旨在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文社會科學人才。而本校自 92 學年度

開始成立語文實驗班、93 學年度正式成立語文資優班以來，在課程規劃上除了

增加英文小說課及外籍教師會話課外，一直無法滿足這群優秀學生的學習需求，

於是在 2008年起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院經費及師資支援下加入了此人才培育

計畫，校內老師、學生與家長均很認同這樣的課程，並於 97 學年度第 1學期親

師座談會中，全數同意可將「語文資優班」更名為「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

使課程與班級名稱更加符合，並於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2009 年 2

月 11日)中通過提案，同意將「語文資優班」更名為「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 

唯當時因國教署的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級名稱僅有「數理類」及「語文類」

兩種，無法同意本更名案，因此學校就把語文資優班的別名稱為「語文資優暨

人文社會科學班」延續至今，以符合國教署法規及中研院經費補助。2019 年起

人文社會科學培育計畫已改由國教署負責，而國教署則委託成大社科學院輔導

本校語資班進行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課程。 

108新課綱上路之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在語文、數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

學等學術領域的課程計畫平台上已有「數理類」、「語文類」及「人文社會科學

類」，因此如同「數理資優班」將數學類及自然科學類之資賦優異學生集中於同

一班級進行相關資優課程，將「語文資優班」更名為「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

將「語文類」及「社會科學類」之資賦優異學生集中於同一班級，除更符合目

前已經在進行的計畫與課程外，更能提升學生的整體素養，並促進他們在全球

化背景下的競爭力和社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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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課程架構： 

本校現有語文資優班除資優特需課程外，另外結合教育部「高中生人文及

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積極強化下列幾項教育目標： 

(一)兼顧語文與社會科學人才培養，落實多元智能理念。 

(二)加強語文與社會科學學術資優人才之培育，厚植日後學術研究人才基

礎。 

(三)提供學術性向資優課程學習環境，滿足語文與社會科學潛能優異學生

之學習需求。 

(四)結合各方資源，發展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跨領域課程，深化具有科技素養之人文人才培養，以面對數位化

及人工智慧發展的社會。 

 

依據上述教育目標所規畫之課程計畫架構： 

 

 

三、人文社會科學課程架構： 

在課程規畫上，高一上學期「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著重帶領學生透過不

同人文社會科學的主題（例如：心理、經濟、歷史、人類學、地理、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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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學生認識人文社會領域的認識。高二上學期為「研究方法論」，透過學生執

行專題的過程，安排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學，引導學生對理論與案例進

行討論，啟發自身實作專題的靈感與方法。除此之外，透過舉辦戶外教學活動，

帶領學生親臨社會與人文現場，打開各種感官的刺激，引導學生思考當代社會

與人文社會科學間的關係。 

高一下學期的課程方向為「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閱讀」，高二為「人文及社

會科學方法論」和成果發表，同時規劃兩場戶外教學。希望透過上述教學活動，

增進學生的思考與實作，透過辦理專題成果發表使各校學生能有互相切磋、學

習的機會，期待透過相關課程交流，能為學生提供更豐富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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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年級的課程規劃，高一廣邀各領域講師，秉持開拓學生視野的精神，

並加入數位人文、資訊法概論等課程，和數位時代進行跨域對話。高二的課程

規劃，則新增兩堂的專題報告與討論課程，邀請碩博士研究生，依照學生主題

領域分組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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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學生升學進路 18學群之分析： 

本校從 92學年度申請成立語文資優教育實驗班，93學年度奉准成立語文資

優班後，自今畢業生已有 18屆、共 427位畢業生，學生畢業後選擇之大學科系

18學群之進路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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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最高的分別為「12.外語學群」、「15.法政學群」及「17.財經學群」。代表

「語文資優班」畢業生的升學進路橫跨語文及社會科學各領域，因此不僅在課

程規劃貨升學進路上，「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會比「語文資優班」更適合這個

班級的名稱。 

 

五、招收對象： 

招收當年度國中畢業生對語文或人文社會科學有較高興趣，且在國文、英

文或社會科有優異表現者。經資優鑑定初選及複選，在鑑定通過後採集中式安

置入班，並逐年延續至高三，人數以不超過國教署核定為準。 

 

六、結論： 

在面對 AI科技的挑戰時，將「語文資優班」更名為「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

相對於具有更多優勢。原因如下： 

(一)凸顯跨學科思維與批判性思維： 

AI科技的發展要求不僅僅是技術專才，也需要具備跨學科思維的人才。「人

文社會科學資優班」涵蓋語文、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元領域，強

調跨學科的知識整合和批判性思維的培養。這種能力在理解和應對 AI科技對社

會、倫理、法律和文化的影響方面非常重要。 

(二)更具社會責任感與倫理思考： 

AI 科技帶來的倫理挑戰和社會影響需要具備深厚人文素養的人才來解決。

「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的學生更有機會培養對社會責任感和倫理問題的敏感

性，能夠在未來參與 AI科技應用的監督和規範，確保科技發展對社會的正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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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擁有全球視野與文化理解的優勢： 

隨著 AI 的全球化發展，對於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國際視野變得越來越重要。

「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橫跨語文及社會科學跨領域課程，培養學生對多元文

化的理解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這對於在全球 AI科技產業中的跨國合作和技術

應用具有巨大優勢。 

(四)具有創新與人本設計的優勢： 

AI 科技的發展不僅需要技術創新，還需要針對以人為本的設計，亦即考慮

到科技對人類的實際需求和心理層面的影響。「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的學生能

夠以人的需求為出發點，參與到 AI科技產品的設計中，確保技術更加符合人性

的需求，提升用戶體驗。 

(五)職業多樣性的可能： 

「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的學生具備廣泛的知識和技能，可以在政府、非

營利組織、國際組織、媒體、法律等各種與 AI科技發展相關的領域工作。他們

能夠在政策制定、社會影響評估、倫理審查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而這些都是

AI科技應用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在原有「語文資優班」的課程架構及基礎上，將班級名稱更名為「人文社

會科學資優班」可以更明確的凸顯班級特色，除了在語言能力和文學素養的培

養外，課程範圍亦包括更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可以培養學生的跨學科能

力、批判性思維以及對社會和文化的深度理解。讓學生與家長更可以瞭解這樣

的課程能夠幫助學生更容易理解 AI 人工智慧科技對社會、倫理和文化的影響，

並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成為科技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間的重要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