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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與法治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2016.02） 

授課教師：翁曉玲 

壹、 課程說明 

我國社會已從人治社會步入法治社會，個人與國家、社會以及其他私人之間的關係，

除與倫理、道德與宗教有關之外，均須以法律作為其行止之最低規範標準。是以作為現

代公民，認識法律並瞭解基礎法律內涵，不僅為個人之權利、更為其義務。本課程之教

學目的即在於，培養本校學生作為現代公民應具備的民主與法律素養，同時實踐參與公

共事務之責任。課程主軸乃以作為公民之個人為出發點，探討其與國家、社會及與他人

之間的法律關係，內容則涵蓋公民參與之理念與發展、政府體制、民主與法治國原則、

人權類型與內涵、司法制度暨法律體系、重要法律領域（例如民法、刑法與國家法）中

基礎法律內涵與新興的法律議題等等。除基本學理簡介之外，本課程尤重實務案例的討

論，期經由生活實用和有趣的案例研討，引導同學們輕鬆進入法學殿堂並建立正確的法

治觀念，不僅瞭解並善盡作為社會公民的責任，同時亦能充分發展個人權利，創造更多

的自由與利益。。 

 

貳、 指定用書 

六法全書一本、自印講義 

 

參、 教學方式 

本課程將採授課與案例討論方式進行。案例將配合課程進度分次發給同學，並組成

小組討論。上課時，由教師先說明課程內容中所涉及之民主與法治的基本原理觀念，

和重要的法律爭議問題，之後再請同學們共同討論法律實務案例。 

 

肆、教學內容與進度 

本學期的課程安排及規劃討論的公共政策與法律議題如下： 

課程大綱： 

主題一：公民社會理念與發展 

主題二：政府體制介紹 ─ 比較我國與各國政府體制 

主題三：國家組織與權力分立 ─ 權力分立原則 

主題四：國民主權的實踐 ─ 公民投票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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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 

主題六：憲法基本原則（一）：民主原則 ─ 國民主權原則、多數決原則、 

政黨政治 

主題七：憲法基本原則（二）：法治原則 ─ 法律優位原則、法律保留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主題八：憲法基本原則（三）：平等原則 

主題九：基本權利與基本義務 

主題十：基本權利與義務之衝突 

 

分組報告 

（一）公民投票提案 

 由各小組或同學們自行設計一份公民投票提案單 

 

（二）公共政策與法律議題討論暫定如下： 

1. 中小學生應否享有訴願或行政訴訟之權利？（釋字 684 號解釋） 

2. 我國國民選舉權「二十歲」之年齡門檻應否下修（例如至 18 歲）？ 

3. 我國應否全面實施募兵制？ 

4. 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除吊銷駕照、禁其三年內考領駕照外，再處以吊

銷各類汽車駕照或禁止考照之處分，是否合理？（釋字 699 號解釋） 

5. 新聞記者之採訪跟追行為應否設限？（釋字 689 號解釋） 

6. 「都市更新」中涉及民間自劃更新單元應否取得全體所有權人的同意？ 

7. 代理孕母應否合法化？ 

8. 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化？ 

9. 通姦應否除罪化？（釋字 554 號解釋） 

10. 大學應否設有修業年限？ 

 

伍、成績評定 

成績計分方式原則如下： 

1. 個人報告與分組報告成績共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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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試成績：45％ 

3. 平時表現成績：於學期總成績外，另視學生上課表現得加減 3 分。 

4. 上課無故缺席三次，學期成績為不及格。 

5. 前揭成績計分方式會視同學整體學習和考試成績狀況而作微幅調整，教授保留

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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