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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補助辦理高等教育論壇成果報告摘要表 

清華大學「2019卓越教學與評鑑研究：從小數據撿拾大智慧」 

填表日期： 2019年 11月05日 

活動名稱 

中文：2019卓越教學與評鑑研究：從小數據撿拾大智慧 

英文：Simple Data, Great Wisdom: Symposium of Quality Teaching, Institutional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活動時間 2019年10月4日(五) 

活動地點 國立清華大學台達館璟德講堂 

主/協辦單

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參加人數 預定參加人數  200人 實際參加人數  175人 

論文 

發表數 

專題演講者1人，口頭論文發表者8人，口頭發表論文8篇，海報發表論文7篇 

補助經費

執行情形 
原預算總金額 50,000元 實際支出總金額 50,000元 

辦理成效 

評估 

一、目的及重要性: 

    大學評鑑自 1975 年學門試辦起，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自 2006 年至今也已 13 年，多

數大學雖肯定評鑑能協助學校改善，但為評鑑投入的成本與收效是否成正比，一直為學

校基層工作者質疑；「為評鑑而評鑑」的批評也多有耳聞。 

  雖然各專家均認為評鑑要能發揮最大功效，必須由下而上；教職員需擁有「心理自

我歸屬感」，認為自己是評鑑計畫的重要成員，透過定期追蹤和檢視，施行不間斷的改善

工作。然在實務操作上，各大學仍很難跳脫教育部主導，以致評鑑效果被嚴重削弱。2017

年教育部宣布停辦系所評鑑，將主導權還諸各校後，如何建構「確保教學品質機制」，成

為一個關鍵重要且急需研討的議題。 

  同時，全臺近 80 所大學之校務研究執行單位，尚有 57%很少或從未涉入系所評鑑；

很少涉入校務評鑑之單位亦高達 39%（傅遠智、李政翰、周懷樸於 2018 年〈臺灣校務

研究辦公室的結構與功能〉發表之數據），足見臺灣校務研究仍處於發展期，未能仿照高

等教育先進國以校務研究為大學評鑑主要工具，本會遂著重探討以校務研究為工具之大

學評鑑，期能為大學現代化績效管理帶來助益。此外，學生學習成效一直是大學最重要

的核心，本會亦希冀提供全臺有志教師一個討論創新教學法的平臺，並探討以校務研究

驗證教學成效的各種策略。 

本研討會共分兩個主軸「評鑑研究」與「創新教學實務」分述如下： 

(一) 評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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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以兩個 Session 探討如何以校務研究發現學校問題，並執行符合大學文化體

制的發展與評鑑策略。第三個 Session 則就如何選擇恰當的評鑑工具作出討論，以

平衡臺灣校務研究與評鑑偏向量化的趨勢。為了提升大學學習成效，除於會前舉行

「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邀請獲獎作品於本會發表外，亦邀請獲教育

部「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104-106）」補助，於校務研究卓有所成各校

發表驗證教學成效的相關策略。 

(二) 創新教學實務 

本競賽今年邁入第五屆，全國大專校院共 39 位教師踴躍參賽，參賽領域多元，遍

及文史、教育、通識、藝術、商管、社會、理工、醫護公衛、農科民生等領域。經

過三名校內專家初審，三名校外專家複審，自 39 篇參賽作品選出特優 1 名、優等 7

名、佳作 5 名、入選 2 名，安排 8 篇口頭發表作品、7 篇海報發表作品。 

歷屆獲特優及優等作品（參考網址：http://tpr.web.nthu.edu.tw/files/11-2019-13549.php） 

二、會議時間分配方式： 

 內  容 時間分配 

主題演講 撿拾小數據，轉化大智慧，協助學校追求卓越：

校務評鑑與研究的真諦 

演講 

提問 

40 分 

10 分  

Session 1 

Session 2 

告別為評鑑而評鑑 

符合單位文化與體制的大學評鑑 

每場 2 名與談 

綜合座談 

各 20 分 

15 分 

Session 3 評鑑工具的選擇 2 名與談 

綜合座談 

各 20 分 

10 分 

Session 4 如何利用大學評鑑、校務研究達成教學卓越？ 1 名引言 

5 校與談 

綜合座談 

20 分 

各 15 分 

20 分 

創 新 教 學

實務 

特優作品發表 1 名發表 

提問 

20 分 

5 分 

優等作品發表 7 名發表 

綜合座談 

各 15 分 

20 分 

茶敘 & 海報發表（共 7 篇） 7 名發表 40 分 

三、具體成果 

(一) 本次邀請對象為各大專校院教職員生，共計 175 人參與，整體滿意度為 96.55%，

詳細各場次滿意度請參考 p5。 

1.研討會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g2.nhcue.edu.tw/2019-nthu-qtier/%E9%A6%96%E9%A0%81 

2.成果網站： 

http://tpr.site.nthu.edu.tw/p/406-1150-167813,r6582.php?Lang=zh-tw 

(二) 由本校周懷樸副校長開幕，彭森明榮譽講座教授主講「撿拾小數據，轉化大智慧，

協助學校追求卓越：校務評鑑與研究的真諦」，期許學校執行 IR 研究可從撿拾學校

http://tpr.web.nthu.edu.tw/files/11-2019-13549.php
https://sites.google.com/g2.nhcue.edu.tw/2019-nthu-qtier/%E9%A6%96%E9%A0%81
http://tpr.site.nthu.edu.tw/p/406-1150-167813,r658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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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資料) 開始，從眾多的數據中，挑出學校迫切關注的數據，思考其表現出的

問題，研判其可能有關的因素、並依研判結果建構改善方案，指引學校改善策略

與方向。 

(三) 為呈現議題的多元觀點，就「告別為評鑑而評鑑」、「符合單位文化與體制的大學

評鑑」、「評鑑工具的選擇」、「如何利用大學評鑑、校務研究達成教學卓越？」四

大主題，就學校單位實務操作層面深入觀察並引發對話討論。 

(四) 108 年辦理完成第五屆「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全國大專校院共計

39 位教師踴躍參賽，參賽領域遍及文史、醫護公衛、農科與民生、教育、通識、

藝術、商管、社會、理、工學、跨域等多元領域。選出特優 1 名、優等 7 名、佳

作 5 名，共 13 件優秀作品。 

四、研討會內涵 

(一) 各場次與談人 

Session 題目 與談人 講者資歷 

告別為評鑑

而評鑑 

Prove or Improve? 

問題導向的校務研究 

符碧真  著有〈全球視野在地化的校務研究：以臺灣大

學經驗為例〉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系所自我評鑑的虛實

與尷尬：第二週期評

鑑的個人觀察 

湯家偉  著有〈從大學系所評鑑指標之設定論系所發展

持續自我改善能力之可能與限制〉 

 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符合單位文

化與體制的

大學評鑑 

商品化的高教治理-

全球地方化的評鑑制

度及其反抗 

戴伯芬  著有〈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

的危機〉。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代理兩難在重構高等

教育績效責任的應用

標 

傅遠智  著有〈校務研究與大學校務評鑑〉 

 臺北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員 

評鑑工具的

選擇 

如何執行恰當的質性

評鑑？ 

張芬芬  著有〈質性評鑑興起中的觀念變遷與發展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如何利用校務資料增

進大學教學品質? 

林世昌  與周懷樸、黃榮村共同主編《臺灣校務研究理

論與技術》 

 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主任 

如何利用大

學評鑑、校

務研究達成

教學卓越？ 

從優質學習到優質教

學：一個大學教授的

省思 

羅寶鳳  著有高等教育的優質教學：理論架構的探究與

教學品質的提升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以評鑑與校務研究為

教學成效品質保證之

實務做法 

邀請中原大學、交通大學、逢甲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依筆畫排

序）發表實務做法。 

*上述學校均獲教育部「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

（104-106）」補助 

 

http://jories.ntnu.edu.tw/pub/Download.aspx?ItemId=1604&files=636499935644302132.pdf&loc=en&counts=n
http://jories.ntnu.edu.tw/pub/Download.aspx?ItemId=1604&files=636499935644302132.pdf&loc=en&counts=n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30114001-201603-201603070021-201603070021-21-24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30114001-201603-201603070021-201603070021-21-2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8306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83063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6/03/01/6510.aspx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10214001-201212-201305200009-201305200009-1-33
http://www.edubook.com.tw/tw/book.aspx?no=0&bno=8261
http://www.edubook.com.tw/tw/book.aspx?no=0&bno=8261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7119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2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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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名冊 

發表者 任職學校 所屬系所 職級 課程名稱 海報發表 

王國安 屏東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國文(閱讀與

寫作) 

從土地到雲端—實踐【國

文】課程對生活的連結 

王維君 台灣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科 副教授 音樂劇場 以 ARCS 動機模式探討音樂

劇場通識課程設計及學生的

學習成效 

林克亮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

技術學系 

副教授 生物醫學概

論 

構建系統導向精準醫學之畢

克士(PIGS)與促咪喔(Zuvio 

IRS)整合教學模式 

胡家紋 台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學士學

位學程 

助理教授 傳播技能 STEAM 創客教育與傳播技

能 

許世孟 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助理教授 山坡地工程 給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以工程師專案素養培育融入

山坡地工程教學之應用 

許鎧麟 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副教授 生態工程材

料 

PBL 專業服務學習特色導向

生態工程教學之 

課程實踐 

閆嬰紅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助理教授 商品開發 整合模擬公司與自主學習之

多元評量系統 

陳惠如 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在地關懷與

英語敘事力

培養 

我的宜蘭故事-在地關懷與

英語敘事力培養 

陳閔翔 臺北商業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民主社會與

當代公民 

以「社會創新」為導向的民

主課：發展歷程與成效反思 

曾琦芬 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副教授 英文寫作方

法 

結合 TED 演講之翻轉英文

寫作課程 

游金靖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助理教授 進階護理學 學用一條龍的進階護理學 

黃義良 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 

語言治療系 副教授 生活創意發

想與實做 

提升通識三創類課程學習成

效之教學歷程探討－以「生

活創意發想與實做課程」為

例 

蔡娉婷 臺北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閱讀教學 當 ePUB3 電子書遇到深度

討論—「閱讀教學」翻轉學

習課程設計及教學實務 

謝如梅 中山大學 人文暨科技跨領

域學士學位學程 

副教授 創意激發 創意激發：跨域團隊創意實

踐與自主學習的挑戰 

羅光志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

學系 

助理教授 視覺傳達設

計 
好視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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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回饋分析 

(一) 研討會整體滿意度 

 

 

 

 

 

(二) 參加者身分 

 

 

 

 

51.72%44.83%

2.30%

0.00%

1.15%

非常滿意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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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別講題滿意度(由左而右，5分為非常滿意；1分為非常不滿意) 

1.主題演講：彭森明教授 

 
 

2. 評鑑研究 

 

 

3. 創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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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報發表(由左而右，5分為非常滿意；1分為非常不滿意) 

 

 

5.質性回饋 

活動內容很好，但時間太短，希望之後可以再有研習，且可以分為兩天的研習，或多辦幾個場次！ 

讚👍！ 

非常好，謝謝。 

服務非常棒 

謝謝協助，非常親切 

若能提供給與會者演講者 ppt 是更好; 沒有預留多一些的時間與演講者交流, 甚是可惜; cookies 太

精緻,不益健康, 宜選少糖的點心類, 才有益健康, FYR. 

工作人員都非常用心，辛苦您們了 

很貼心的服務 

很有收穫! 是很用心舉辦的研討會 

人員用心服務,反應機靈,按讚! 

研討的議題與內容，有助大學教師專業成長及對評鑑進一步省思，謝謝。 

1.部分場次的主持人似乎發表言論較久,影響報告者與觀眾問答討論的時間 2.大學評鑑的場次建議

可邀請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例如高教評鑑中心及校務研究專業）對於此議題更能勝任 3. 盼能對各場

次之間的 transition 及時間上有更確切的掌控 4.清大舉辦的研討會都很有號召力,我參加第二年了,謝

謝學校用心的安排. 

請多辦理類似研討或研習會，謝謝你們，辛苦了 

交通不便 

活動進行幾至 1800，太晚了! 

1.為了響應環保，可以運用 QR CODE 印製在書本後聯結此表單，以減少影印紙本卻又沒有達到預

期效益的回收量。 2.表單的非常同意位置應該統一，會更好。不知道是否是因為希望大家能更專注

認真填寫表單，因此這樣設置，但我認為統一的非常同意都在同側可能會讓表單使讀者更容易填答。 

3.當日活動場地的冷氣好冷…. 以上是我的小小回應，僅供貴單位參考，辛苦每一位工作人員了~~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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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妳們 

感謝你們精緻、體貼的服務，謝謝！ 

謝謝大家的辛勞! 

我覺得大會所研擬的議題都非常契合本次研討會，且老師也非常棒，工作人員也很辛苦，也非常親

切。 

辛苦了! 

請分享得獎教師演講 PPT 

建議開放講者的簡報下載 

 研討會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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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周懷樸副校長致詞 
 

全體合照 

 

蔡宏營副教務長主持 
 

撿拾小數據，轉化大智慧，協助學校追求卓越：

校務評鑑與研究的真諦/彭森明榮譽講座教授 

 

  右起為李家同教授、符碧真教授、湯家偉教授 

 

右起為林從一副校長、戴伯芬教授、傅遠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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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為戴念華教務長、張芬芬教授 

 

2019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頒獎合影

I-特優 

 

 

2019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 

頒獎合影 II-特優 

 

  特優作品口頭發表-許鎧麟老師 

 

2019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 

頒獎合影 III-佳作 

 

優等作品口頭發表-王國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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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等作品口頭發表-王維君老師 

 

優等作品口頭發表-胡家紋老師 

 

  優等作品口頭發表-許世孟老師 

 

優等作品口頭發表-閆嬰紅老師 

 

 優等作品口頭發表-陳閔翔老師 

 

優等作品口頭發表-羅光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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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國立清華大學（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臺達館璟德講堂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04 日 



 

目  錄 

議事規則 .................................................................................................................. 3 

2019 卓越教學與評鑑研究：從小數據撿拾大智慧研討會議程 ........................ 4 

開幕致詞 .................................................................................................................. 7 

主題演講 .................................................................................................................. 8 

 

Session 1 告別為評鑑而評鑑 .............................................................................. 11 

Session 2 符合單位文化與體制的大學評鑑 ...................................................... 16 

Session 3 評鑑工具的選擇 .................................................................................. 21 

Session 4 如何利用大學評鑑、校務研究達成教學卓越？ .............................. 25 

 

創新教學 ................................................................................................................ 37 

 PBL 專業服務學習特色導向生態工程教學之課程實踐 ...................................................... 40 

 從土地到雲端──實踐【國文】課程對生活的連結 ............................................................. 41 

 以 ARCS 動機模式探討音樂劇場通識課程設計及學生的學習成效 ................................ 42 

 STEAM 創客教育與傳播技能 ................................................................................................... 43 

 給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以工程師專案素養培育融入山坡地工程教學之應用 ....... 44 

 整合模擬公司與自主學習之多元評量系統 ............................................................................ 45 

 以「社會創新」為導向的民主課：發展歷程與成效反思 .................................................. 47 

 『好視會發生』：社會實踐在視覺傳達設計課程之創新教學 ......................................... 48 

 構建系統導向精準醫學之畢克士(PIGS)與促咪喔(Zuvio IRS)整合教學模式 ............... 49 

 我的宜蘭故事──在地關懷與英語敘事力培養 ...................................................................... 50 

 結合 TED 演講之翻轉英文寫作課程 ....................................................................................... 51 

 提升通識三創類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做」為例 ... 52 

 創意激發：跨域團隊創意實踐與自主學習的挑戰 ............................................................... 53 

 學用一條龍的進階護理學 .......................................................................................................... 54 

 當 ePUB3 電子書遇到深度討論─「閱讀教學」翻轉學習課程設計及教學實務 ......... 55 

 

與會人員名冊 ........................................................................................................ 56 

工作人員 ................................................................................................................ 64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投稿說明 ................................................................... 65 

交通資訊 ................................................................................................................ 67 



 

 
 

 

 

 

 

 

 

 

 

 

 

 

 

 

 

 

 

 

 

 

 

 

 

 

 

 

 

 

 

 

 

 

 

 
 

 

 

 

 

 

本會場嚴禁攜帶水、飲料、食物進入 

研討會網址：https://reurl.cc/ooK8v 

 
無線網路名稱：NTHU-MSE-WLAN 

無須帳密直接連線 

 



 

議事規則 

1. Session1 至 Session4 每人20分鐘。 

2. 創新教學作品發表每人15分鐘。 

3. 論文發表時間到達前5分鐘時，將以一短鈴提示，結束時按一長鈴

表示時間結束。 

4. 海報發表將於15:05到15:45茶敘時間舉行。 

 

 

 

 

 

 

 

 

 

 

 

 

 

 

 

 

 

 

 

 

 

 

 

 

 

 

 

 

 

 

 



 

2019 卓越教學與評鑑研究：從小數據撿拾大智慧

研討會議程 



 

08:30 報到 

09:00 開幕式 主席致詞：周懷樸 副校長 / 清華大學 

09:15 
主題演講 

(含 Q&A) 

主持人 主講人 主題 

戴念華 教務長 

清華大學 

彭森明 榮譽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 

撿拾小數據，轉化大智慧，協助學校追求

卓越：校務評鑑與研究的真諦 

10:10 休息 

10:30 

Session 1 

告別為評鑑 

而評鑑 

主持人 與談人 主題 

李家同 教授 

前總統府資政 

前清華大學 

代理校長 

符碧真 教授 

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組組長 

Prove or Improve? 

問題導向的校務研究 

湯家偉 助理教授 

中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系所自我評鑑的虛實與尷尬： 

第二週期評鑑的個人觀察 

11:30 

Session 2 

符合單位文化與

體制的大學評鑑 

林從一  

副校長 

成功大學 

戴伯芬 教授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商品化的高教治理──全球地方化

的評鑑制度及其反抗 

傅遠智 助理教授 

臺北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代理兩難在重構高等教育 

績效責任的應用 

12:30 午餐 

13:30 
Session 3 

評鑑工具的選擇 

主持人 與談人 主題 

戴念華  

教務長 

清華大學 

林世昌 教授 

清華大學 學習評鑑中心主任 

如何利用校務資料 

增進大學教學品質? 

張芬芬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如何適切執行質性評鑑？ 

14:25 競賽頒獎合影 特優、優等、佳作 

14:35 
創新教學 

特優作品發表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蔡宏營 副教務長 

清華大學 

許鎧麟 副教授 

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PBL 專業服務學習特色導向 

生態工程教學之課程實踐 

15:05 茶敘&海報發表 

15:45 

17:55 

A 場 

Session 4 

如何利用大學評

鑑、校務研究達

成教學卓越？ 

主持人 論壇 

莊榮輝 副校長 

兼教務長 

臺灣科技大學 

前臺灣大學教務長 

從優質學習到優質教學：一個大學教授的省思 

羅寶鳳 教授 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將大學評鑑與校務研究成果反饋教室現場，為教學帶來助益之實務做法? 

中原大學/交通大學/逢甲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按筆畫排序) 

綜合座談 

B 場 

創新教學 

優等作品發表 

主持人 發表人 主題 

林紀慧教授 

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

院院長 

王國安 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從土地到雲端— 

實踐【國文】課程對生活的連結 

王維君 副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科 

以 ARCS 動機模式探討音樂劇場通識課程

設計及學生的學習成效 

胡家紋 助理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STEAM 創客教育與傳播技能 

許世孟 助理教授 

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給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以工程師專案素

養培育融入山坡地工程教學之應用 

閆嬰紅 助理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整合模擬公司與自主學習之多元評量系

統—以商品開發課程為例 

陳閔翔 助理教授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暨 通識教育中心 

以「社會創新」為導向的民主課： 

發展歷程與成效反思 

羅光志 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好視會發生』：社會實踐在視覺傳達設計

課程之創新教學 

綜合座談 

http://ctep.nsysu.edu.tw/p/412-1136-16243.php?Lang=zh-tw
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5-1172-16542,c4432-1.php
https://dehpd.ndhu.edu.tw/files/11-1053-4181.php


 

清華大學 2019 卓越教學與評鑑研究：從小數據撿拾大智慧 

 

海報發表：108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 9:00~16:00 

地點：清華大學校本部臺達館 B1 璟德講堂外廣場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靜態展覽：108 年 10 月 14 日~12 月 31 日 

地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教學大樓一樓長廊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姓名 服務學校 系所 發表主題 

許鎧麟 高雄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PBL 專業服務學習特色導向 

生態工程教學之課程實踐 

王國安 屏東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從土地到雲端— 

實踐【國文】課程對生活的連結 

王維君 臺灣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科 
以 ARCS 動機模式探討 

音樂劇場通識課程設計及學生的學習成效 

胡家紋 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 
STEAM 創客教育與傳播技能 

許世孟 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給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以工程師專案素養

培育融入山坡地工程教學之應用 

閆嬰紅 亞東技術學院 工商業設計系 
整合模擬公司與自主學習之多元評量系統 

—以商品開發課程為例 

陳閔翔 臺北商業大學 
企業管理系 

暨 通識教育中心 

以「社會創新」為導向的民主課： 

發展歷程與成效反思 

羅光志 佛光大學 
產品與 

媒體設計學系 

『好視會發生』：社會實踐 

在視覺傳達設計課程之創新教學 

林克亮、林世傑、楊

子芃、賴妍倩、林

葦、張慧瑾、傅暄

桓、胡超群、陳純

子、李英雄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檢驗暨 

生物技術學系 

建構系統導向精準醫學之畢克士 (PIGS) 

與促咪喔 (Zuvio IRS) 整合教學模式 

陳惠如 宜蘭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我的宜蘭故事── 

在地關懷與英語敘事力培養 

曾琦芬 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結合 TED 演講之翻轉英文寫作課程 

黃義良 
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 
語言治療系 

提升通識三創類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做」為例 

謝如梅 中山大學 
人文暨科技跨領域

學士學位學程 

創意激發：跨域團隊創意實踐 

與自主學習的挑戰 

游金靖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學用一條龍的進階護理學 

蔡娉婷 臺北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當 ePUB3 電子書遇到深度討論— 

「閱讀教學」翻轉學習課程設計及教學實務 



 

開幕致詞 
 

主席致詞：周懷樸 副校長 / 清華大學 

 

 學歷： 

美國普渡大學博士 

清華大學學士碩士 

 

 經歷： 

清華大學副校長(現職) 

清華大學淸華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教務長 

 

  



 

主題演講 

主持人：戴念華 教務長 / 清華大學 

 學歷：  

美國 University of Delaware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1990) 

 

 現職： 

國立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兼教務長 

 

 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系教授(1999/8~)、副教授(1998/8-1999/7)、材料中心

副研究員(1991/8~1998/7)、材料中心博士後(1990/10~1991/7)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教務長(2014/2~) 

兼清華出版社社長(2014/2 ~)，兼清華學院副院長(2015/8 ~) 

兼金門教育中心主任(2017/8 ~)，兼竹松社區大學校長(2017/9 ~)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招聯會)執行秘書(2015/8~)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工學院代理院長(2012/2~2012/7)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工學院副院長(2010/8~2012/1) 

工學院學士班主任(2010/8~2012/7)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副教務長(2007/2~2010/7)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材料系主任(2003/8~2006/7) 

 

 榮譽： 

2017 第九屆材料學會會士 

2016 清華大學特聘教授 

2015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科技部 

2014 榮獲美國 University of Delawar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2014 Distinguished Career Award 

2014 第十屆國際傑出發明家發明終身成就獎  

  臺灣國際發明得獎協會/中華創新發明學會 



 

主講人：彭森明 榮譽講座教授 / 清華大學 

 

 學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教育心理學博士 

 

 現職： 

國立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經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教育學院 講座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通識中心 講座教授 

美國聯邦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Nation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t of Ed)/ Division Director, Branch Chief, Project 

Dir. 
 

 

 

 

 

 

 

 

 

 

 

 

 

 

 

 

 

 

 

  



 

撿拾小數據，轉化成大智慧，協助學校追求卓越目標： 

校務評鑑與研究的真諦 

 

彭森明＊ 

摘要 

國內推展高等教育校務評鑑與研究已多年，但是否能適切地落實成為常態性業務，

仍有疑慮。原因之一是很多學校缺乏適當的人力與資源，擔心無法勝任。其實校務評鑑

與研究，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麼複雜與困難。有許多簡單、容易執行的研究，也深具價

值，一樣能幫助提升學校相關人員的決策智慧。本演講之目的即在闡釋此理念以及校務

評鑑與研究的真諦，並將以實例說明如何撿拾小數據，轉化成大智慧，協助學校確保教

育品質與效率，達到卓越目標。希望在此有限的時間內，能讓各位相信，在經費與人力

有限的情況下，學校也能完成許多有價值的校務評鑑與研究。也希望大家能真心認同校

務評鑑與研究是學校一項行政任務與職責，應視為學校常態性業務。 

                                                      

＊ 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Session 1 告別為評鑑而評鑑 
 

主持人：李家同 教授 /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學歷：  

臺灣大學電機系學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部電機系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部電機及計算機系博士 

 

 經歷： 

美國 NCR 公司工程師 

美國聯邦衛生總署高級研究員 

美國海軍研究所研究員 

清華大學教務長兼代校長 

靜宜大學校長 

暨南國際大學校長 

總統府資政 

 

 榮譽： 

民國 78 年 IEEE Fellow 

國科會連續五屆傑出研究獎 

民國 78 年 教育部工科學術獎 

民國 82 年 侯金堆傑出學術獎 

民國 84 年 第二屆東元科技獎                                                                       

民國 90 年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資訊榮譽獎章 

民國 93 年 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就獎 

民國 94 年 中原大學榮譽博士 

民國 94 年 經濟部二等經濟獎章 

民國 96 年 臺灣大學傑出校友 

民國 97 年 暨南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民國 97 年 靜宜大學終身榮譽教授 

民國 100 年獲頒教育部一等教育文化專業獎章 

民國 104 年獲頒總統府一等景星勳章 



 

與談人：符碧真 教授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兼 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組組長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學士、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Ph.D in Education（教育政策

分析） 

 

 經歷：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組組長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專員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幹事 

行政院社會科學人員留職留薪公費出國進修博士學位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教育行政類科證書 

 

 榮譽 

88 學年度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勵 

95 年教育部師資培育典範獎 

97、98、99 學年度本校特聘教授 

102 學年度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臺灣大學教研績優人員獎勵） 

88、96、103 學年度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 

 

 

 

  



 

與談人：湯家偉 助理教授 / 中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學歷：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現職： 

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助理教授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員 

 

 

 

 

 

 

 

 

 

 

 

 

 

 

 

 

 

 

 

 

  

http://ctep.nsysu.edu.tw/p/412-1136-16243.php?Lang=zh-tw


 

Prove or Improve? 

問題導向的校務研究 

 

符碧真＊ 

摘要 

著名的評鑑學者  Stufflebeam 曾指出，“The most important purpose of 

evaluation is not to prove, but to improve”。同樣道理，校務研究的目的是針對校內

問題，力求改進（improve），而不是為了外部評鑑，證明自己（prove）。現今

各校擁有許多校務資料，加上電腦系統日新月異，大數據分析已成趨勢，但切勿

本末倒置，一昧追逐很炫的資料分析，卻忘了「問題意識」，忘記了要回答甚麼

重要的問題。不論再複雜、再高層次的資料分析方法，都無法彌補選錯重要研究

問題的過失。Terenzini（1993 & 2013）提出校務研究的三層次組織智能（three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s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包括第一層次的「技術與分

析智能」（technical & analytical intelligence）、第二層次的「議題智能」（issue 

intelligence）和第三層次的「情境脈絡智能」（contextual intelligence）。本文旨

在分享臺大過去問題導向在上述三個層次的校務研究經驗，希望拋磚引玉，引發

對話討論，對校務研究有更深刻的理解。 

 

 

 

 

 

 

 

  

                                                      
＊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組組長 



 

系所自我評鑑的虛實與尷尬：第二週期評鑑的個人觀察 

湯家偉＊ 

摘要 

有鑑於自我評鑑為大學自治中重要的一項能力，並回應外界對評鑑主動性回

歸大學之訴求，教育部 2012 年公布「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

查作業原則」（現改為教育部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業原則），並選定

34 所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的大學，優先

試辦大學自我評鑑。其自我評鑑結果經教育部認定者，即可申請免接受同類型評

鑑，其用意在將自我評鑑與持續改善品質的思維，內化至大學組織文化中。個人

於 2016~2017 年間有幸同時協助系所端以及學校端的自我評鑑辦理事宜，希望透

過學校內部不同層級的觀點，來理解與探究自我評鑑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困

境，並提出反思與可能之建議。 

 

 

 

 

 

 

 

 

 

 

 

  

                                                      
＊

 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http://ctep.nsysu.edu.tw/p/412-1136-16243.php?Lang=zh-tw


 

Session 2 符合單位文化與體制的大學評鑑 
 

主持人：林從一 副校長 / 成功大學 

 

 學歷：  

1999 愛荷華大學哲學系博士 

 

 經歷： 

2000 年 8 月~2017 年 7 月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2007 年 1 月~2011 年 5 月 教育部通識教育中綱計畫總主持人 

2010 年 8 月~2015 年 7 月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講座教授 

2011 年 2 月~2014 年 7 月 臺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 臺灣哲學學會會長 

2014 年 8 月~2014 年 12 月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書院計畫主持人 

2015 年 1 月~迄今 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主持人 

2017 年 4 月~迄今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會董事 

2017 年 8 月~迄今 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 

2017 年 8 月~迄今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 

 

 

 

 

 

 

 

 

 

 

 

 



 

與談人：戴伯芬 教授 /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最高學歷：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現職：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經歷： 

中研院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助理教授、副教授 

第一屆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理事長 

第 31 屆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與談人：傅遠智 助理教授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所 

 

 學歷： 

賓州州立大學教育理論與政策博士 (主修高等教育) 

 

 現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所助理教授 

 

 經歷： 

2018-08-01 ~ 2019-01-31 國立中正大學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3-08-01 ~ 2018-07-3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員 

2012-01-01 ~ 2013-07-31 喬治城大學卡達分校助理研究員 

 

 

 

 

 

 

 

 

 

 

 

  



 

商品化的高教治理： 

全球地方化的評鑑制度及其反抗 

 

戴伯芬＊ 

 

摘要 

隨著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擴張，以美國為首的評鑑商業集團也隨之成長，做為

特定學校建立系所品牌的工具，形成一個學術中心--邊陲的高教生產殖民體系。 

自 2004 年起，臺灣的高等教育系所評鑑成為引導大學發展的指標，由國家

扶植成立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與臺灣評鑑協會，做為推動高等教育評鑑的機制，

原擬建立教學品保機制做為過剩高等教育的退場依據。但是在大學與教師工會組

織的反彈下，大學評鑑從外部的課責機制轉為自我評鑑，到最後更淪為由各系所

自主決定的品保機制，評鑑功能已失去政府監督的功能。 

在後評鑑年代，教育部擬以資訊公開取代評鑑制度，用公共課責代替政府管

理，但是在既有全球地方化的高等教育結構下，身處學術邊陲的臺灣，大學仍呈

現出殖民主義下制度僵固與實踐創新之間的困境。 

 

 

 

 

 

 

 

 

 

 

 

  

                                                      
＊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代理兩難在重構高等教育績效責任體系的應用 

 

傅遠智＊ 

秦夢群＊ 

 

摘要 

  21 世紀初興起於公共政策領域中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已經根本性的改變高等

教育的治理結構，並將政府與大學間的關係從原先政府管制的方式轉變為透過契

約關係以實現權力下放與引進市場機制的目的。其中以績效表現作為經費分配的

目的即是希望藉由提升大學機構自主及促進校際競爭以增進大學本身運作的效

率，實現提升公共服務的目標。然而歷經十年，因應校際競爭型經費的需要所發

展的各項績效表現指標業已脫離原先成果導向管理的精神，而逐步涉入校務運作

並限制大學機構自主。國內對於績效表現指標影響整體高等教育多元的發展影響

已有許多討論，但鮮少能針對如何改善政府與大學之間的緊張關係提出具體的建

議。近年來在美英兩國高等教育領域所倡議的「社會階層流動率」概念，提供了

政府應如何公正且客觀評價大學社會績效責任的新方向，本研究根據代理人理論

所提導致代理人兩難的「資訊不對稱」以及「誘因結構衝突」兩項根源，以每一

所大學貢獻社會階層流動率為基礎提出高等教育資源分配體系的構想，在確保大

學對於社會實踐績效責任的同時，解決政府因代理人兩難而以繁瑣的監管手段限

制大學機構運作的困境。 

 

關鍵字：高等教育問責、社會階層流動率、代理人理論 

 

 

 

 

 

 

 

 

 

  

                                                      
＊

 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

 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教授 



 

Session 3 評鑑工具的選擇 
 

主持人：戴念華 教務長 / 清華大學 

與談人：林世昌 教授 / 清華大學 學習評鑑中心主任 

 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經濟學博士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碩士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現職：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 EMBA/MBA/MFB/MPM 執行長 

研究會士/德國勞動研究院 (IZA), 2014.11–present 

會士/全球勞動組織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 2017-present 

Honorary Recognised Teacher,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UK, 2016.9–present 

國立清華大學運動科學系及師資培中心合聘教授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兼任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學術服務: 
Guest Editor: Taiwan Economic Review, 2017--present 

Consulting Editor: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18--present 

Associate Edi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2016--present 

Associate Editor: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present 

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Middle East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8--present 

Editorial Board: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14--present 

Editorial Board: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1--present 

Editorial Board: Taipei Economic Inquiry, 2018--present 

 榮譽： 
2018: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Awards -- Highly Commended Award 

2014-2018: Performance-based Salary Scale for th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Outstanding Faculty and Research Staff 

2010, 2011, 2012 and 2013: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NTHU 

2003: Hale Fellowship, Dep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2: David Bruton, Jr.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4: Master Thesis Award, Li-Ching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1993: Scholarship, Cathay Life Insurance Co. 

1990, 1991, and 1992: Book Coupon Award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與談人：張芬芬 教授 /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碩士/博士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訪問學者 

 現職：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含課程與教學碩士班)教授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理事長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常務理事 

 經歷：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含課程與教學碩士班)主任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秘書長、理事、常務理事 

曾任職於國民中學、教育部秘書室、淡江大學教育研究中心 

 榮譽： 

2010：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優良教育人員木鐸獎」(全國)「中華民國

教育學術團體九十九年度聯合年會」頒發 

2009：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服務貢獻獎」(校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頒發 

2004：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93 學年度績優導師(校級) 

200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個別型計畫獎助 

1999：行政院國科會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補助(37 屆) 

1998：行政院國科會研究獎勵甲等 

1995：行政院國科會研究獎勵甲等 

1993：行政院國科會研究獎勵優等 

1989：行政院國科會研究獎勵優等 

1989："立青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1988："林本源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1987："中興獎學金管理委員會"獎學金 

1987：行政院國科會研究獎勵優等 

1986：教育部青年創作獎(全國)。得獎著作：「師大結業生分發實習前後教

學態度與任教意願之比較研究」(碩士論文) 

1984："國際崇她社基金會"獎學金 

1983："中興獎學金管理委員會"獎學金   

http://ed.utaipei.edu.tw/academic/teacher.asp?id=chu3989&selpg=cv


 

如何利用校務資料增進大學教學品質 

 

林世昌＊ 

 

摘要 

In this talk I will like to brief the audience the IR structure at NTHU and 

how NTHU implements IR. The practice of IR at NTHU attempts to evaluate a 

variety of education policies. Among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will be introduced for practitioners to 

estimate the causal effect. Furthermore, I will demonstrate how to utilize the IR 

data base and DID method to evaluate the possible impact of cash reward 

policy on teaching quality. 

 

  

                                                      

＊ 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主任 



 

如何適切執行質性評鑑 

 

張芬芬＊ 

 

摘要 

質性評鑑是運用質性研究的過程，完成價值判斷的任務。質性評鑑不只是一

種方法/工具，背後更有一套世界觀，它對真相(reality)、因果(causality)、正義

(justice)等均有其觀點。相對於量化研究，質性研究傾向相對主義、心物互動，

注重個別化、多重聲音、民主參與、分配正義，以及關懷弱勢。運用在評鑑裡，

質性評鑑更重視脈絡(context)、整體(holism)、同理(empathy)、互動(interaction)、

現場(field)、省思(reflection)等。如何將這些特徵落實在質性評鑑裡，包括對評鑑

程序的規劃、評鑑面向間的關係、評鑑資料間的互補、評委的分工與合作、訪視

現場的互動、評鑑報告撰寫的時機等，均有其啟示。在臺灣各級學校/教師評鑑

愈發走向績效取向、分子思維、證據本位的今天，的確頗為需要了解質性評鑑的

精神，以期掌握住教育的良心面、校園的文化面，以及教學的藝術面。 

 

 

 

 

 

 

 

 

 

 

 

 

 

 

 

  

                                                      
＊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Session 4 如何利用大學評鑑、校務研究

達成教學卓越？ 
 

主持人：莊榮輝 副校長 兼 教務長 / 臺灣科技大學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生化營養組博士 

 

 現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理事長 

 

 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教務長/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副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CTLD)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副院長/科技共同空間主任 

 

 榮譽： 

教育部傑出通識教師獎(2012) 

國立臺灣大學傑出教學獎 (2000 , 2006) 

 

 

 

 

 

  



 

引言人：羅寶鳳 教授 / 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社教育學系學士、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育哲學博士 

 

 現職： 

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 

 

 經歷： 

中學教師八年半 

國際暨南大學、玄奘大學助理教授 

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副教授 

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組長、師資培育中心組長、主任 

 

 榮譽或學術成就 

92、95、98、100、101 與 104 年獲東華大學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 

95、100 與 104 年獲校級教學特優教師獎   

105 年獲東華大學終身教學傑出獎 

 

 

 

 

 

 

 

 

  

https://dehpd.ndhu.edu.tw/files/11-1053-4181.php


 

從優質學習到優質教學：一個大學教授的省思 

 

羅寶鳳＊ 

 

摘要 

身為大學教授的我們必須不斷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為國家培育人才?

環境變化帶來危機，全球化、少子女化等議題對教育領域帶來許多潛藏的危機與

挑戰，全球的金融與經濟危機更影響到大學的生存與發展，大學的教學與學習必

須有所回應。OECD 2010 年發表一份重要報告，強調高等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

要性，而其中備受關注的是對高等教育「優質教學」的注意與需求。 

何謂優質的教學？優質的教學應該墊基於優質的學習。而何謂優質的學習？

這是每一位在大學任教的老師應該有所理解的議題。根據過去的研究，檢驗優質

學習的兩個面向：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交織成「深度學習」取向與「表淺學習」

取向，它們不僅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也影響了教師的教學成效。 

 

 

 

 

 

 

 

 

 

 

 

 

 

 

 

 

                                                      
＊

 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 



 

將大學評鑑與校務研究成果反饋教室現場， 

為教學帶來助益之實務做法? 

 

中原大學 / 交通大學 / 逢甲大學 / 臺灣師範大學 

 



 

與談人：院繼祖 主任 / 中原大學 教務處 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 博士 

 

 經歷： 

中原大學 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主任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 教授 (2019/8/1~)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 副教授 (2015/8/1~2019/7/31)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 助理教授 (2012/8/1~2015/7/31) 

中央研究院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2008/8/01~2012/7/31) 

 

 

 

 

 

 

 

 

 

 

 

 

 

 

 

 

 

  



 

與談人：黃育綸 副教務長 / 交通大學 

 

 學歷： 

1995/9~2001/5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 

1991/9~1995/6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學士 

 

 經歷： 

2015/9~ 國立交通大學副教務長 

2015/9~ 國立交通大學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2015/9~ 國立交通大學數位內容製作中心代理主任 

2015/9~ 國立交通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代理主任 

2014/6~2015/8 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2014/4~ 臺灣開放式課程聯盟秘書長 

2014/2~2015/8 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數位內容製作中心主任 

2012/7~2015/5 美商謀智公司技術顧問 

2012/2~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副教授 

2009/6~2012/5 中華民國資訊安全學會監事 

2008/1~2008/7 UC Berkeley 訪問學者 

2004/2~2012/2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系助理教授 

2002/7~2003/12 國碁電子資深工程師 

2001/2~2002/7 國立交通大學網路研發中心研究助理教授 

1999/5~2001/1 傑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工程師 

 

 榮譽或學術成就 

2006 國立交通大學 95 學年度績效特優導師 

2004 國立交通大學 93 學年度績優導師 

1995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與談人：王 葳 教務長 / 逢甲大學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博士 

逢甲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輔仁大學經濟系學士 

 

 經歷： 

經濟學系教授、副教授、講師 

教務處 教務長 

跨領域設計學院(籌備) 副院長 

教學資源中心 中心主任 

商學院 院長 

商學院 副院長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 

經濟學系 系主任 

 

 榮譽 

104 年：指導學生獲 103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101、104 年：逢甲大學論文著作獎勵傑出獎 

92-93、95-97、99、100-101、103-105 年：逢甲大學論文著作獎

勵優良獎 

93、99 年：逢甲大學論文著作獎勵 

 
 

 

 

 

 

  



 

與談人：陳昭珍 教務長 / 臺灣師範大學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博士 

 

 現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教務長 

臺灣高等教育專業發展網絡(TPOD)理事長 

臺灣閱讀學會理事長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ociety (ILISS)副理

事長 

 

 曾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理事長 

國際圖書館聯盟(IFLA)大學暨研究圖書館委員會委員 

 

 榮譽或學術成就等： 

2002 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特殊貢獻獎 

2015 年美國 CALA 學會圖書館傑出領袖獎 

 

 

 

 

  



 

將大學評鑑與校務研究成果反饋教室現場， 

為教學帶來助益之實務做法 

【中原大學】 

 

院繼祖＊ 

 

摘要 

本校為落實「以學生為本」之教育理念，每學年匯整與學生教與學之相關資

訊，主要包含學生來源、課程規畫、學習情形、學習促進、學習預警及輔導、教

學評量、利害關係人意見、創新教學等面向，作為各教學單位改善及精進的依據，

以期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本校近三年在教學面之教學評量之平均分數已達 4.5，其中在「充分準備課

程內容」及「深具教學熱忱，誨人不倦」等評量項目較高，另外在「教法啟發學

習興趣」、「上課解說能力良好」等分數較低。然而在學習面之學生自評成績約為

3.8，尤其在「課程助長我批判思考能力」、「此課程助長我的自學能力」及「此

課程讓我參與討論」分數較低。 

為了將教務研究成果反饋至教學現場，我將三門課程包含光電元件、光電系

統、光電專題整合成光電領域主題深碗課程模組，其中光電元件為初入門課程，

主要培養學生光電領域相關物理知識，在光電系統課程中我們利用

problem-based learning 教學法，實際將光電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帶入課程中，

讓學生可以利用光電物理知識來思考如何解決真實業界問題，並且讓學生找到學

習動機及學習興趣。最後利用光電專題課程作為總結統整課程，讓學生從實作中

思考及發現問題，實際培養未來在研究所或職場中所需要之能力。 

 

 

 

  

                                                      
＊

 中原大學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主任 



 

交通大學校務研究在通識新課程的推動應用 

 

黃育綸
＊

 

 

摘要 

國立交通大學於 105 學年度下學期開始推行新制通識課程架構，在實施課

程改革前，校內各單位進行國外知名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瞭解，並透過校內學生

教學反應問卷分析、校友意見回饋調查等方式，設計出包含三個層次的課程架構：

通識核心課程(由通識中心開設人文、社會、自然等三向度課程)、跨院基本素養

課程(由院級課程委員會指定其他學院之專業基礎課程)及校基本素養課程(共同

教育委員會所屬課程委員會規劃開設，符合通識精神之課程)。然而，在正式新

課程的推動上，教務處發現即使通識課程數量足夠，卻無法滿足學生修課需求的

實際問題，我們即輔以量化的大數據研究，針對各系大部分學生的課程時間與必

選修狀況，分析 106 學年度「各系通識跨院課程」衝堂分析，透過衝堂分析，

提供各系授課時間調整，以持續完善本校通識新課程的推動執行。 

 

 

 

 

 

 

 

 

 

 

  

                                                      
＊

 交通大學副教務長 



 

將大學評鑑與校務研究成果反饋教室現場， 

為教學帶來助益之實務做法 

【逢甲大學】 

王 葳＊ 

 

摘要 

    逢甲大學依據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辦理校務評鑑、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通

識教育評鑑等。在院系所學位學程評鑑方面，商學相關學系參加 AACSB 國際商

管認證，工程相關學系參加 IEET 認證，其餘學系則委託高評中心或臺評會辦理。

此外，本校 2018 年獲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頒發典範通識學校獎，肯定本校通

識教育中心致力於教育創新。 

    本校設有校務研究中心，透過資料蒐集、資料庫管理、研究分析、建議回饋，

作為決策參考與資源配置之依據，採 PDCA 滾動式資源管理模式，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與競爭力。 

    本次研討會擬分享本校參酌評鑑意見與校務研究成果，落實培養學生具備(1)

國際移動力；(2)跨領域專長；以及(3)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之實務做法。 

 

 

 

 

 

 

 

  

                                                      
＊

 逢甲大學教務長 



 

跨域學習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案：臺師大經驗分享 

 

陳昭珍＊ 

摘要 

  跨域學習是培養學生多元能力的重要途徑，跨域學習最主要的制度為大學的

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相關辦法。臺師大自民國 103 年已經要求各學系將專

業學分(包括必修與選修)降為 75 學分，扣除通識及共同課程 28 學分，留下 20

學分自由選修的空間，讓同學可以修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或出國交換。然而

經統計分析發現，修畢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的人數並未因此增加太多，但同

學畢業時修習的平均學分數卻遠大於 128。 

臺師大教務處分析國內外大學的共同課程、主修、副主修之學分配置，臺師

大學生畢業學分數及修習內容，學生無法修完雙主修（輔系）的原因，學系無法

多收雙主修、輔系學生的原因等問題；透過一場又一場的會議與學術主管溝通，

最後從系所經費分配、師資員額、修訂跨域學習辦法、通識課程改革等角度，提

出解決方案。

                                                      
＊

 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 



 

創新教學 
 



 

創新教學特優發表 

主持人：蔡宏營 副教務長 暨 進修推廣學院院長 / 清華大學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博士 

 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科技部機械固力學門召集人 

科技部政府科技計畫審查委員 

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External Scientific Advisor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力學學會理事 

微電子暨構裝協會(臺灣分會)理事 

Journal of Mechanics/Executive Editor 

經濟部技術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主審委員 

工研院材化所特聘研究 

工研院機械所顧問 

工研院機械所鑽石薄膜技術部經理 

工研院機械所奈米工程技術部經理 

 榮譽

    校內： 

2019 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2015 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2015 清華大學第七屆傑出導師獎 

2014 清華大學工學院第十三屆傑出教學獎 

2014 清華大學工學院第五屆傑出導師獎 

2011 清華大學傑出敎學獎 

2009 第十二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校外： 

2018 中華民國力學學會服務獎/中華民國

力學學會 

2015 教學優良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 

2013 全國第四屆桐花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客委會 

 

 

2012 全國第三屆桐花文學獎-小品文佳作/

客委會 

2012 中華民國力學學會年輕力學學者獎/

中華民國力學學會 

2011第八屆國家新創獎/國家生技醫療產業

策進會  

2009 臺灣十大傑出發明家/臺灣傑出發明

家交流協會暨獅子會 

2005 國家發明創作獎個人組發明獎銀牌/

經濟部 

2004 創新技術獎/經濟部 

2004 前瞻研究傑出獎/工研院 

 



 

創新教學優等發表 

主持人：林紀慧 竹師教育學院院長 兼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 清華大學 

 

 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教學科技博士 

美國喬治亞大學教學科技碩士 

 

 經歷：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副校長（100.8.1-105.10.3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圖書館館長（92.8.1-98.7.3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教授（90.8.1-至今） 

 

 

  



 

PBL 專業服務學習特色導向生態工程教學之課程實踐 

 

許鎧麟＊ 

摘要 

為消弭學生對環境無感症，提升學生實作成就感受及加強場域使用者認同感，

本特色教學課程發展出一套三階段問題導向專業服務學習授課模式，第一階段除

透過翻轉教學模式教授生態工程及綠建築相關專業知能外，第二階段乃以校內為

場域，協助學生進行校內場域(高科大(第一校區)工學院)之專業服務學習方案進

行建築節能評估；再進行以校外場域(臺南那拔國小)為專業服務學習之第三階段，

經由第二階段學生所習得之專業服務學習方法流程，應用於校外場域進行觀察、

服務學習提案及服務學習實施，摒除學生對於大學課程只授理論的刻板印象，重

新建立起他們對於大學課程也可潛藏著「理論與實務對話」的良好印象，協助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本次特色教學課程成果計有特針對高科大(第一校區)工學院所撰寫之3份建

築節能評估及改善報告及針對臺南那拔國小之三年級~五年級共計三班所進行

之本課程學生入班試教，提供綠建築、生態材料以及環境等相關知識。透過此次

特色教學，可顯示出良好之創新教學方法確實可引發學生學習熱情及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的目標。  

 

關鍵詞：生態工程、專業服務學習、PBL、翻轉學習、社區有教室 

 

 

 

 

  

                                                      
＊

 高雄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副教授 



 

從土地到雲端──實踐【國文】課程對生活的連結 

 

王國安＊ 

摘 要 

本課程【國文（閱讀與寫作）】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必修通識四學分的課程。

大多數「國文」課程開設對象為大一新生，共需修習上、下學期四學分。本人自

進入大學任教以來，本著「廣義的文學有多種形式」、「文學來自於生活，也應

用於生活」、「透過文學貼近社會」、「透過故事認識世界」四項教學理念作教

學的規劃與實踐。在課程的實務規劃上，對學生「閱讀」的教授部分，共分為「從

土地出發」、「從邊緣回看」、「與生活連結」及「說故事的學問」四個層面，

而其中「從土地出發」為本課程的核心概念，在大一學生初修習「國文」課程時，

便以「鄉土文學」、「地誌文學」為主體，輔以「地景詩」寫作的作業設計，讓

學生透過文學的閱讀與寫作，建立自己與土地的連結關係，並以之為基礎，持續

建立以文學理解自我、認識社會與世界的觀察視角。  

而自 2014 年起，由本人創設之【屏科藝象】社群粉專，則為實現學生能將

課程知識與生活連結的初衷，透過與本校通識中心數位教師的合作，以「屏科藝

象」的專欄撰寫形塑屏科大的藝文風氣，以「屏科藝象」為藝文指標舉辦系列講

座，配合本校圖書館推廣藝文，鍊結本校校級專頁的資源擴大受眾，並以「屏科

藝象」為本校藝文品牌，與校外藝文活動合作，也發行「月報」、「季刊」，讓

專頁上優秀作品（教師的評論文字，學生的地景詩、廣告文案、書評、影評 等

文字）可以透過紙本的形式留存與傳播。如此將國文課程「向雲端開展」的方向，

也讓本校的國文課程有了創新、多元、即時、互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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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以 ARCS 動機模式探討音樂劇場通識課程設計及學生的學習成效 

 

王維君＊ 

摘要 

「音樂劇場」廣義來說是指以音樂為主導，結合文字、戲劇、舞蹈、舞

臺等其他元素的一種綜合表演藝術形式。無論寫實或抽象，透過音樂、語言、

動作及其他視聽覺之元素，音樂劇場以一種高度縝密的時空定位與視聽結合，

表達人類內在與外在經驗之生命歷程。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以研究者任教

的科大生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融合ARCS動機模式及合作學習策略而開發

的音樂劇場通識課程之教學策略及課程內涵，以及科技大學生於音樂劇場通

識課程中之學習歷程及學習成效。本課程以ARCS動機理論的四大要素：引

起注意、切身相關、建立自信、及獲得滿足，作為課程設計的診斷向度。課

程進行音樂劇場相關理論研習與實務應用，以音樂劇形式玩創意，開展綜合

藝術的探索與創造。期望學生獲得美學的薰陶與文化的洗禮，且由聲音、肢

體的開發而強化自我認同；在共同創作中，學習與他人協調溝通的能力，更

強化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及自我生命價值的探索。更因跨領域之整合與交流，

讓學生學習獨立思考與團隊力量整合，探索人文與科技的交會，進行理論與

實作的對話。預期結合教學現場觀察及相關文獻交叉檢測之研究成果，可有

效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提升學習成效，並提供音樂藝術及通識學門教師之

參考依據。 

 

關鍵詞：音樂劇場、通識教育、動機理論、學習成效、涉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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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副教授 



 

STEAM 創客教育與傳播技能 

 

胡家紋＊ 

摘要 

臺科大傳播技能，向來以微電影為最終的成果驗收，只是這次的演出主角不

是人，是機器人，當它出現的時候，還只是一盒零件，學生必需團結合作組裝這

個迷你機器人，並依課堂上所教的行銷、廣告知識，為它找賣點、編故事，再將

這劇本拍成一則以機器人為主角的微電影。本課堂透過產學合作（廠商提供競賽

獎金及科學工藝套件）、移地教學（電視臺實地觀摩）、與創客教育（STEAM），

使學生在協作過程中適性分工，達成最佳學習成效。我們重視知識與技能的轉化、

產品與行銷的結合、業界與學界聯手，透過創客精神與傳播技能跨領域雙軌結合，

將經典的布魯母學習目標以新時代的 6E 教學法來達成。  

 

關鍵詞：創客、傳播、臺科大、微電影  

 
 
 
 
 
 
 
 
 
 
 
 
 
 
 
 

 

  

                                                      

＊ 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給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以工程師專案素養培育融入山坡地工程

教學之應用 

 

許世孟＊ 

摘要 

在網路資訊充斥的時代，傳統知識單向傳授的教育模式已無法滿足學生與業

界需求，而好的教育除了奠定知識水平培養，更重要的是訓練「會釣魚的小孩」。

本文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山坡地工程學」之教學創新與沿革，本

課程除教授既有的山坡地工程知識，最終目標係突破考試分數取向及取得技師考

照資格之既有課程內涵，以培訓「工程師專案素養」為宗旨，將所教授之專業知

識結合專題式教學(Project -based Learning, PBL)，培育發現問題、分析並解決

能力及提早訓練學生投標簡報技能，同時產製人生第一本服務建議書、投標簡報

及擁有擔任評審委員、計畫主持人等多重經驗，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實戰中狀況，

達到讓學生知道所學為何之目的。本課程教學過程中運用團隊合作學習法

（Team-based Learning, TBL）、課堂即時互動工具、模擬標案準備過程與投

標現場、換位思考訓練、申論式報告等多元教學方法豐富課程內容，打造與產業

接軌的學習環境，使本課程學生未來於職場更具競爭力。  

 

關鍵詞：團隊合作學習法、專題式教學法、工程師專案素養培育、換位思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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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整合模擬公司與自主學習之多元評量系統 

 

閆嬰紅＊ 

摘 要 

所有的學習不過就是鍛鍊一個人態度的養成，態度對了不管做什麼，都有自

己對目標該有的堅持與做法。大學教育不僅應在知識培養上予以灌溉，更應在做

人處事上全方位的讓同學去體會與學習。我在教學上著重在團體生活的養成，讓

學生瞭解施與受的真正意涵，知道教與學是相輔相成的，沉澱一些對人、事、物

的負面看法，而能養成具積極的人生態度。基於這些理念，整理出教學的特色如

下所列：  

 

1.以模擬「設計公司」取代一般分組  

全班3-5人成立一家公司，並以公司形式取代一般分組的規劃，輔導同學擔

任公司中合適的職務，設置CEO(企業執行長)一名，其餘成員依專長分配職稱。

在實際運作中，允許公司經內部會議決議後，隨時解散公司、更換CEO、新增或

解僱成員等作為，給予同學在分組上擁有最大彈性，也鼓勵成員培養團隊合作的

精神，爭取公司最大榮譽。  

 

2.上課前請先付出代價  

在每次上課前每人會扣下5點計分點數(遲到與缺曠者扣更多)，凡在課堂上

發言或提問，則取回分數，藉此提醒同學課程參與是學生應盡的義務。經實行後

發言變得相當踴躍，同學間能夠彼此給予建議，讓想法充分交流，也能熱絡課堂

的學習氣氛。 

  

3.回歸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規劃  

同學可根據公司經營方式採取不同的適性策略，來體驗實際設計作業的進行，

可事先與老師溝通，依自己的興趣專長規劃學習歷程，採取多元的評量模式，學

習方式區分如下：  

 

(1) 課堂學習--高度競爭的「紅海」策略  

  係以18週課程為主，根據授課大綱制定教學活動。適合該策略學習成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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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東技術學院工商業設計系助理教授 



 

佳的同學，每(兩)周依教學大綱與活動要求，作業進行競圖評比。  

(2) 課外學習--自我成長與團隊合作的「藍海策略」  

  根據個人專長與課程要求，積極參加校內外設計相關競賽；考取與設計的相

關證照，例如：商品開發(電腦證照、多益證照、管理證照等)、電腦輔助設計(電

腦證照)、人因工程(規劃人員證照、管理證照等)；以同學自發性的創意為基礎，

鼓勵參與及規劃具原創性的服務活動。  

 

4.改良Rubric到師生共評機制  

作業成績採取「師生共評」方式進行，讓同學互相比較學習成果。其目的主

要是： 

第一，提供一個讓學生參與評分的機制；第二，降低老師在評量上的主觀性。

評分方式採用改良後的Rubric五等計分法，透過截尾平均數去除離散值後的數值

表示。此外，為鼓勵同學能專注聆聽報告內容，並給予各家公司適當建議，採用

質化建議表提供意見參考。該計分方式實施以來，各公司的設計水準亦見顯著提

升。 

 

5.自主辦理參觀與舉辦各類活動  

透過課外學習的規劃，鼓勵同學在課餘時，以公司為單位進行自主學習的參

觀活動；也鼓勵創辦具原創性的企劃活動，例如曾舉辦過增進全系感情的冬至「紅

豆湯圓暖暖冬」、「好吃水餃」、「懷舊遊戲」及「白色情人節」..等活動；與

知識傳承有關的「波麗與矽膠相遇」、麥克筆技法課程訓練」等兩場教學活動；

與語文相關的有「遠距訪談」、「前進臺灣師範大學」等。主辦單位將過程進行

紀錄，把活動成果以雜誌品質製作作品集，分享在工商業設計系Facebook社團

網站上，讓未能參與者均能感受到活動過程的熱度。  

 

在執教多年來，經驗累積不少，儘管教學方式隨著時間不斷變化，唯一不變

的就是當初進入教育界那份熱忱的心。每個世代的人都不一樣，很難有普世的價

值標準，我相信不同世代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也相信大家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

式，態度不僅決定一個世代看待事物的廣度，也決定了一個世代學習成就的高

度。  

 

關鍵詞：模擬公司、自主學習、Rubrics、評量系統  



 

以「社會創新」為導向的民主課：發展歷程與成效反思 

 

陳閔翔＊ 

摘要 

在技專校院，民主課大多仍停留在背誦考試的氛圍裡，如何激起學生對政治

社會及公 共事務的關心和熱情，成了大學教師每學期第一週走進教室最大的挑

戰。本文以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公民涵養必修通識課程：「民主社會與當代公民」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更名為「憲政民主與國家發展」）為實例，分析過去四

年 8 個學期的課程發展軌跡以及融入「社 會創新」期末報告之後的實踐成效反

思。  

無疑的，「社會創新∕社會企業」是近年來相當熱門的趨勢，基於通識教育

本質上就 有跨領域的特質，「民主社會與當代公民」課程裡實施了三種「社會

創新」的教學設計： 公民行動影音式展演、政策好點子創意簡報、地方創生企

劃書實作。由於學生背景多為商 管或財經科系，經過理論與實務的交互印證，

學生反應這樣的民主課，對於自由、民主、 人權等抽象概念有了更具體的學習，

有助於公民素養的陶塑；而對教師來說，其落實大學 的「社會責任」，這樣的

民主課更有意義與教育價值！本文或將指出，以「社會創新」為 導向的民主學

習，在強調務實致用的技職大學生身上，讓民主課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 與

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  

 

關鍵詞：公民行動、公民素養、民主、地方創生、社會創新、政策好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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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暨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好視會發生』：社會實踐在視覺傳達設計課程之創新教學 

 

羅光志＊ 

摘要 

從設計教育的的觀點來看：「設計即生活」、「學校在窗外」，設計教育的

本質就 是希望學生能與世界連結、互動，進而反觀自己、瞭解自已，具備生存

與生活的能力，我們須要更多的體驗學習，五感學習，來幫助學生打開經驗世界。

因此本課程 希望能發揮設計跨界應用價值解決真實社會議題，結合核心設計知

識實踐解決社會問題之方式，以達跨界共創及教育創新之目的。 

本課程對象為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 設計學系大三 105-106 學年度『視覺

傳達設計』必修課程，每年約 65 名學生，教師思考如何透過統整性課程的設

計，讓學生可以從個人到團體，從理論到實務，強調結合設計專業能力與社會議

題，透過設計學習的歷程以厚植公民社會實踐的能力， 期待能為社會關懷提供

更多的專業設計服務。首先藉由『視覺原理體驗』與『圖形創意思考』的個人學

習，培養學生具備圖像創意與符號轉譯的基本概念與方法，並透過期中『國際議

題海報設計』的演練與輔導參賽，以增進個人對視覺傳達之能力。並透過期末視

覺實務專題演練『品牌識別視覺設計』、『社會設計創意市集』的合作學習，透

過設計關懷社會議題，體驗各種視覺傳達作品的可能性，使學生能理解各種視覺

傳達設計方法過程與步驟內容，並能激發其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課程成果如

下：（一）四大單元設計：(1)眼見不為憑-視覺原理 數位教材＋實體教具 (2) 圖

形變變變-圖形創意思考演練＋創意思考 (3)一圖勝千言-國際議題海報設計＋輔

導參賽 (4)好視會發生-社會設計創意商品＋創意市集。（二）教學成果：(1)教

學滿意度提升，平均達 4.67 與 4.61，超過校平均。(2)指導同學參加全國美展

獲獎、教師獲得教學創新獎肯定。(3)期末舉辦校內創意市集 1 場次與參加校外

展演 1 場次。 競賽成果豐富獲媒體報導，展演成果深獲校內外肯定。（4）同

學反思回饋給予課程正面肯定，值得繼續深入與推廣。  

 

關鍵詞：視覺傳達設計、社會實踐、創意市集、設計教育、創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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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構建系統導向精準醫學之畢克士(PIGS)與促咪喔(Zuvio IRS)

整合教學模式 

 

林克亮、林世傑、楊子芃、賴妍倩、林葦、張慧瑾、傅暄桓、胡超群、 

陳純子、李英雄＊ 

摘要 

畢克士(PIGS, Problem Inquiry Group Solution)是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

所李英雄教授為解決臺灣醫學教育現況的問題，順應時勢，審慎細緻，規劃整治，

提出系統性解決(Systems solution)的創新教學模式，整合改善傳統學科大講堂

授課方式(主題學習)與問題導向學習的小組教學，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學」

(Learning to Learn)，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近三年來我們成立社群運用畢

克士教學模式，組成垮域/跨院堅強的九位導師群，每學期聚會二次以上，將近

來全球聚焦的「精準醫學」內容在「系統生物學」及「生物醫學概論」兩門課程

加以落實，近一年多來更結合促咪喔課堂即時回饋系統(Zuvio IRS)，使多元評量

的實施及成績的統計更易達成。在教學效益的量化方面生物醫學概論課程有來自

本校各學系的70 位同學選修，進行八次課中共45題測驗及三次畢克士教學共25

個主題教學及同儕評量；在質化方面更將愉悅學習融入教育的最高境界-寓樂於

教之所謂遊園式畢克士教學模式，獲得同學84.4%滿意度，並無不滿意或非常不

滿意，並獲得64個很有參考性及建設性的回饋建議，甚至也有35份學生家長或

好友對本課程的正面肯定。總結，結合畢克士與Zuvio IRS教學模式鼓勵學生將

所學分享並有助於問題的解決，期盼這整合教學模式，使醫學領域學生能有興趣

主動的學習，並達成生活化快樂終身學習的教學目標，更期盼有機會將教學實踐

研究成果分享校內及校際間醫學教育的同儕與夥伴。  

 

關鍵詞：傳統學科導向學習法、問題導向學習法、畢克士教學模式、促咪喔課堂

即時回饋系統、系統解決  

                                                      
＊

 依序為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副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助理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助理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

術學系助理教授、大葉大學視光學系助理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主任、中山醫學

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生、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化學系助理教授、倍新生技有限公司執

行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我的宜蘭故事──在地關懷與英語敘事力培養  

 

陳惠如 

摘要 

面對全球化的來臨，如何培養學生具備良好英語溝通能力，使其順利成為世

界公民的一員，並 執行跨文化相關任務，早已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首要目標。本

課程很幸運能夠獲得『教育部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計畫』的補助，自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以來，持續於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通識選修課程,

修課同學來自大學部非外文之各科系學生，修習年級遍佈各個不同年級。課程進

行時間為一學期18週共計36小時。課程特色遵循校內通識課程都需達到培養學

生具有人文科普、社會關懷、國際視野等三大素養為目標。著重在幫助學生除了

能夠有效運用未來職場所需的英語溝通和敘事表達能力之外，也更能發揮「跨文

化溝通」及「利他精神」等通識教育的核心主軸，來內化期所學為個人素養。因

此，課程內容設計以強調讓學生走出校園，了解社區，關懷反思，並輔以培養具

有批判性思考、團隊互助合作以及勇於接受挑戰的創新能力為目標。採用任務式

為導向的  (Task-based Instruction) 的英語教學法，強調豐富的學習情境 

(learning context)，巧妙結合在地連結和英語敘事為學習主軸，以學習成果產

出 (outcome-based instruction) 為導向目標。教學設計步驟包括實地情境踏

查、融入轉化學習模式各階段步驟的反思寫作練習、以及跨文化流的成果分享等。

主要作業設計以小組或個人之方式每次的在地場域探討及實作練習，來達成目標

語及內容的習得，培養學生具有英語口說及書寫的敘事能力，共同創作並發表蘊

含在地文化的生命故事。其中，課程學習評量的方法之一，則是借由製作課程學

習檔案，訓練學生學習如何紀錄並檢視學習的歷程，培養學生擁有執行工作計畫，

實踐自我相關的責任義務與團隊合作的能力。進行學習成效的工具將有英語能力

前後測、跨文化能力量表以及英語敘事篇章的內容分析來評估學生的進步。同時

並配合參與學習競賽，或是跨國跨校遠距合作等機會，來驗証展現課程內外所習

得的學習成效，並提升學習動機與自信。  

 

關鍵詞：英語敘事、社區行腳、跨國視訊 

  

                                                      
 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結合 TED 演講之翻轉英文寫作課程 

 

曾琦芬 

摘要 

本創新課程為翻轉英文寫作課程，藉由融入 TED 演講進行翻轉教學，提升

科技大學學生英文寫作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並提升學生的多元文化知能。參與

課程者為19位科技大學二技學制應用英語系學生，課程為大三英文寫作必修課，

課程採文體為主強調歷程的英文寫作教學模式，本文以翻轉教學進行一個單元的

教學示範，教學活動分為課前、課中、課後；課前活動包括填寫影片觀 前學習

單、在家觀看 TED talk 影片、線上測驗、填寫觀後學習單；課中活動包括討論

線上測驗及學習單、撰寫作文、改寫作文、小組討論、師生討論；課後活動包括

填寫學習日誌及寫作反思紀錄。分析學生的寫作表現及課程回饋問卷結果顯示，

融入TED 演講的翻轉英文寫作課程確實有助提升學生英文作文的流暢度與可讀

性、增加字彙與課室投入程度、培養多元文化素養和國際觀。  

 

關鍵詞：英文寫作、翻轉教室、TED 演講、多元文化素養 

 

 

 

 

 

 

 

  

                                                      
 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提升通識三創類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做」為例 

 

黃義良 

摘要 

本檔案是申請者開授通識課程「生活創意發想與實做」之教學歷程，透過不斷

地行動與調整，建構創新的教學模式，以提昇學習成效與教學產出。此課程在開授

的五學期期間，以教育行動研究的精神為基，採取規劃、執行、省思、修正行動方

案與再執行的歷程。教學重點乃基於醫事健康的學校特色，透過設計教學活動，引

導學生進行生活用品與橘色科技的發想與創作。教學模式主要援引Parnes等提出的

「創意解難」（CPS）教學模式，導引學生發想問題乃至創意的問題解決；參酌陳

龍安「ATDE」創造思考模式，加強「實做」（Doing）與評核（Evaluation）的策

略，在有限的教學資源下，爭取外 部資源，引入專業技師的協同教學，以有效引導

學生發想與完成實做。經過多年教學改進後，本課程具體的實施步驟為「引導學生

發現困難－引導搜尋資料－提出解難方案－導入專利諮商－尋求最佳方案－材料估

價和實做－專業技師協同指導－完成與精進實做－創意分享與評核－鼓勵參賽參

展」。每學期結束，省思教學過程與優缺後予以調整，再度應用於下一學期的教學

實踐當中，成為一循環歷程。 教學成效方面：上述授課5學期，申請者該科的教學

評量總平均，學生給予5.41分以上的整體教學滿意(6點量表，約百分等級90），優

於全校通識課程教學評量的總平均分數。本課程獲得106年度教育部技專校院教學

創新先導計畫(創新創業類群）補助以及107教育部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助。再

者，申請者充分將本課程教學產出擴展延伸，指導學生團隊獲馬 來西亞與臺北國際

發明展競賽3金2銀1銅佳績，教育部技專校院實務專題競賽前三名累計獲獎3件，累

計全國性三創競賽得獎39件，師生合作申請發明與新型專利10件，並有2件作品量

產上市。希望此一教學歷程可以提供大學校院三創類課程有效實施方式之參考，並

對提昇學習滿意度以及產出成效有所助益。 

 

關鍵詞：三創課程、教學歷程、創意解難、通識教育、學習成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語言治療系副教授 



 

 創意激發：跨域團隊創意實踐與自主學習的挑戰 

 

謝如梅 

摘要 

跨領域教學的挑戰不是如何「集合」一群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生，而是該

如何「組合」跨域團隊，以及激發與「共同實踐」出創意。申請人於 107 學年

度第一學期所開設之「創意激發」這門課程集合來自中山大學校內五個學院、九

個科系的大一到大四學生，從背景看來理應很跨域、容易產生創意，但一旦碰到

了「團隊共同實踐」議題，想激發創意反而成了棘手的難題。  

課程初期講授個人創意方法、團隊共識建立，在天馬行空的氛圍下熱烈討論。

難題從第五週開始，團隊分組該怎麼分？提案內容五花八門該怎麼整合？在有限

時間與資源壓力下進行團隊創意 實作，大家意見與分工喬不攏，該怎麼抉擇？

本課程在學期間歷經三次團隊重新分組（主題分組、 專業分組、專業＋專案分

組），並於期中考週後全體決定推翻原本提案改為執行新提案，在衝突、 壓力

與妥協中，團隊激發創意共同協力完成校園創意競賽（猴膽賣造：12/20 誰能

逃出？）。 

隨著課程進行期間，教學者逐漸下放主導權轉為陪伴支持角色，讓學生體認

到自己才是主要提案者、決策者、執行者，而逐漸產生自主性，逐步學習與體會

所謂的創意並非只有天馬行空，並在 活動當天各自發揮壓箱寶與不為人知的能

力，從行銷粉專、製作海報、繪畫、拍影片、主持、溝通協調、採買、場地布置、

攝影等火力全開，共同創作一場很棒的創意一門競賽活動。 

本課程的創新之處在於試圖改變教學中的師生權力關係，嘗試由教師主導轉

為共學共創，過程雖然雙方均感到不適應、衝突及壓力，但在「共同的價值主張」

下（舉辦一個具有中山特色的創意 活動），仍能逐漸轉變至團隊創意實踐及自

主學習的狀態。從課程實施的成果來看，「跨域團隊分組」 需考量任務屬性、

目標設定與成員間的默契，在動態調整的過程中，學生感受到的模糊性、壓力、

團隊溝通衝突是真實世界中的體驗，教學者試圖剝除教室內的真空環境，讓學生

從團隊創意實踐中，逐漸產生自主性與實踐中所需之即興創作創意。 

 

關鍵詞：創意激發、跨域團隊、創意實踐、自主學習  

                                                      
 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學用一條龍的進階護理學 

 

游金靖 

摘要 

『進階護理學』本是本校護理系碩士班一年級之專業核心課程，於上學期進

行課室教學，將銜接下學期開始的二階段實務實習，對已經具有護理師證照且異

質性高的學生來說，如何培養其成為學用一條龍之進階護理專業人才是重要課題。

筆者基於鷹架理論並強化問題解決能力課程設計，重要多元的互動式教學方法包

含團隊導向學習法(TBL)、問題導向學習法(PBL)、擬真情境教學、立即反饋(IRS) 

法、概念圖等。為了延伸課堂教學效果，輔以雲端表單 QRcode、課堂翻轉、

三分鐘報告的教學方法等，讓學生產生更為強大的學習效果。成功的幫助學生快

速發現問題及強化問題解決的學習樂趣,上述有組織與系統的教學架構下，本課

程獲致許多教學成果受到護理專業團體之肯定，包含107年臺灣護理學會「護理

碩士班學生臨床實習成果競賽」金獎最高榮譽、107年中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

全國聯合會「護理創新競賽」佳作、2018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銅牌等獎獎項、

新型專利等，落實培育學用一條龍之進階護理專業人才。 

 

關鍵詞：進階護理學、鷹架理論、問題解決能力、互動式教學方法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當 ePUB3 電子書遇到深度討論──「閱讀教學」翻轉學習

課程設計及教學實務 

蔡娉婷 

摘要 

根據國際學生評量計畫(簡稱 PISA)的定義︰閱讀能力愈強的人，愈有能力蒐集、

理解、判斷資訊，在教學現場，閱讀理解能力成為必備的基礎語文能力，為提升閱讀理

解力，從重點剖析、整合詮釋至歸納應用，都需要有系統而有效的教學方法。 

「閱讀教學」課程乃從「如何閱讀」及「如何教閱讀」及兩方向為主，目的是關注

文本多元的意義，激發對議題的思考，進而解決生活的問題。課程中學習如何增進閱讀

理解，提升對文字文本、影像文本的理解能力，運用實際案例進行說明，穿插小組實地

演練，故有助於提升個人閱讀理解能力，並獲得閱讀教學技巧。 

翻轉學習模式為國內教育界常使用的閱讀理解相關課程教學方法，以學生為核心，

鼓勵學生課前預讀教材，上課時再透過議題討論完成學習。此外，深度討論法係近兩年

從賓州大學引入之教學方法，引領學生透過形成問題、建立假設、設計研究、互動問答

及合作解題等過程，培養學生運用知識與技能以解決問題的能力。 

本課程以ePUB3電子書做為「閱讀教學」課程的數位教材，並整合運用翻轉學習與

深度討論，增加學生分析與綜整的能力，提升學生的閱讀理解學習成效。本次參賽乃運

用此創新教材與教法，於國立臺北教育大學107學年度第1學期「閱讀教學」課程的教

學成果展現，課程設計的數位教材及創新教法有以下兩點具體成效：第一、數位教材面︰

應用ePUB3電子書於於翻轉學習，使學生能透過 ePUB3電子書融入學習情境，增加學

習興趣。第二、創新教法面︰應用獨特的深度討論法於議題討論活動，透過相互引導、

合作思考、凝聚氛圍等措施，增進學生深度討論以及解決問題的效果，提升學習整體成

效，增進學生閱讀理解能力的培養。在課程評量部份，則透過各單元的課後測驗/作業、

以及期中/期末報告及問卷調查等，實施此應用ePUB3電子書與深度討論於翻轉學習的

模式，並檢視與傳統翻轉學習模式整合的閱讀理解教學成果。 

從實務教學評量結果、學生的學習活動參與及回應、學生學習成效及滿意度等回饋，

可以發現，當ePUB3電子書遇到深度討論，一是自主學習、一是大腦探索，確實可以增

加學生閱讀教材及參與議題討論的效果，進而達到提升閱讀理解能力的目的。閱讀教學

課，讓學生能站在資訊輔助的教學媒材上，開啟閱讀理解和創意學習的腦洞大門，配合

隨堂輔助的IRS系統，使學生的學習更有感，享受可帶著走的知識盛宴。 

 

關鍵詞︰ePUB3 電子書、深度討論、閱讀教學、閱讀理解、翻轉學習  

                                                      
 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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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傅遠智 臺北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與談人 

10 林世昌 清華大學 學習評鑑中心主任 與談人 

11 張芬芬 臺北市立大學 教授 與談人 

12 蔡宏營 清華大學 副教務長 頒獎/主持人 

13 許鎧麟 高雄科技大學 副教授 口頭發表者 

14 莊榮輝 臺灣科技大學 副校長兼教務長 主持人 

15 羅寶鳳 東華大學 教授 論壇引言人 

16 院繼祖 中原大學 學生學習發展中心主任 論壇與談 

17 黃育綸 交通大學 副教務長 論壇與談 

18 王  葳 逢甲大學 教務長 論壇與談 

19 陳昭珍 臺灣師範大學 教務長 論壇與談 

20 林紀慧 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院院長 主持人 

21 王國安 屏東科技大學 副教授 口頭發表者 

22 王維君 臺灣科技大學 副教授 口頭發表者 

23 胡家紋 臺灣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口頭發表者 

24 許世孟 臺灣海洋大學 助理教授 口頭發表者 

25 閆嬰紅 亞東技術學院 助理教授 口頭發表者 

26 陳閔翔 臺北商業大學 助理教授 口頭發表者 

27 羅光志 佛光大學 助理教授 口頭發表者 



 

編號 師長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擔任角色 

28 林克亮 中山醫學大學 副教授 海報發表者 

29 林世傑 中山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海報發表者 

30 楊子芃 中山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海報發表者 

31 賴妍倩 中山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海報發表者 

32 林葦 大葉大學 助理教授 海報發表者 

33 張慧瑾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圖書室主任 海報發表者 

34 傅暄桓 中山醫學大學 學生 海報發表者 

35 胡超群 中山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海報發表者 

36 陳純子 倍新生技有限公司 執行長 海報發表者 

37 李英雄 中山醫學大學 講座教授 海報發表者 

38 陳惠如 宜蘭大學 副教授 海報發表者 

39 曾琦芬 臺中科技大學 副教授 海報發表者 

40 黃義良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副教授 海報發表者 

41 謝如梅 中山大學 副教授 海報發表者 

42 游金靖 中臺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海報發表者 

43 蔡娉婷 臺北教育大學 副教授 海報發表者 

 

 

 遠道貴賓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系所或單位 職稱 

1 曹莉 北京清華大學 新雅書院 副院長 

2 蔡文鵬 北京清華大學 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 副主任 

3 龐海芍 北京理工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教授 

4 才清華 上海復旦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哲學學院 副主任 

5 劉麗華 上海復旦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辦公室主任 

6 董宇艷 海南師範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7 李佳芯 海南師範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 

8 梁美儀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通識教育部 主任 

 

  



 

 特別貴賓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系所或單位 職稱 

1 林信鋒 東華大學 副校長室 副校長 

2 吳宗明 中興大學 教務處 教務長 

3 林惠真 東海大學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4 林耀堂 文藻外語大學 教務處 人文教育學院院長 

5 高旭繁 玄奘大學 教務處 教務長 

6 梁有志 臺北醫學大學 教務處 教務長 

7 羅光喜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 教務處 教務長 

8 謝小芩 清華大學 學務處 學務長 

9 林錦煌 中華大學 科技管理系 人事室主任 

10 劉正禮 萬能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執行長 

11 劉淑寧 修平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暨規劃處 處長 

12 陳玉樹 中正大學 成教系 副教務長 

13 陳明國 高雄餐旅大學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副執行長 

14 蘇錦麗 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前高教評鑑中心處長 

 與會貴賓(依學校/姓氏筆畫排序)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系所或單位 職稱 

1 呂易晉 大同大學 教務處 秘書 

2 陳秀香 大同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3 廖漢雄 大同大學 資訊經營學系 教授 

4 林靜慧 中山大學 師培中心與 IR 中心 助理教授 

5 陳繼成 中山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助理研究員 

6 羅秋燕 中山醫學院 護理系 學生 

7 李碧華 中央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組員 

8 施佳惠 中央大學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行政專員 

9 梁佳琳 中央大學 研發處 行政專員 

10 陳美芳 中央大學 研發處 行政專員 

11 黃祈勝 中央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博士後研究員員 

12 黃歆詒 中央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博士後研究員員 

13 PAUL FAN 中正大學 CCU parstar 

14 張永仁 中正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 研究生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系所或單位 職稱 

15 袁美文 中原大學 校務研究暨策略處 組員 

16 歐智盛 中原大學 企管所 學生 

17 黃怡萍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生理科 教師 

18 蔡慧玲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 PBL tutor 

19 王麗幸 中華大學 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 助理教授 

20 李之中 中華大學 研發處校務研究中心 主任 

21 陳佳伶 中華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專任助理 

22 謝玲芬 中華大學 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 教授 

23 林政勳 中臺科技大學 醫放系 主任 

24 陳韋陸 中臺科技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 

25 陳慈峰 中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26 陳麗娟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助理教授 

27 陳協成 中興大學 教發中心 秘書 

28 陳貞夙 中興大學 研發處 專員 

29 陳龍昇 中興大學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主任 

30 楊岫穎 中興大學 教務處 專門委員 

31 盧靜瑜 中興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組員 

32 賴秋如 中興大學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組員 

33 黃瓊瑩 元智大學 國際語言文化中心 助理教授 

34 莊千慧 文藻外語大學 秘書室 約僱人員 

35 黃筱涵 文藻外語大學 教務處 組長 

36 林可瀚 玄奘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專案計畫人員 

37 陳玉樺 玄奘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助理研究員 

38 尤珮力 交通大學 大數據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39 張繐礠 交通大學 大數據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40 楊子奇 交通大學 大數據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41 廖彥婷 成功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專案工作人員 

42 李遠春 竹塹社區大學 教學研究組 顧問 

43 顏思偉 吳鳳科技大學 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44 陳芝萍 亞洲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45 王佳瑩 宜蘭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專任助理 

46 吳家瑋 宜蘭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專任助理 

47 官淑蕙 宜蘭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專案助理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系所或單位 職稱 

48 翁儷甄 宜蘭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組長 

49 許嘉琤 宜蘭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專任助理 

50 黃國書 明志科技大學 教學資源中心教學發展組 組員 

51 王嘉順 明新科技大學 企管系 兼任講師 

52 洪君伯 明新科技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 

53 張盛鴻 明新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教授兼主任 

54 梁慧中 明新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與廚芄創意系 助理教授 

55 蕭淑華 明新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 助理教授 

56 王千文 東吳大學 校務資料分析中心 組長 

57 王蓉貞 東吳大學 評鑑組 組長 

58 林英亮 東吳大學 體育室 教師 

59 林蕙雯 東吳大學 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 組員 

60 康凱原 東吳大學 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 行政助理 

61 陳獻群 東海大學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編審 

62 黃詣淳 東海大學 評鑑辦公室 計畫人員 

63 楊俊傑 東華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博士後研究員 

64 陳靜怡 空中大學 生活科學系/校務研究辦公室 副教授/主任 

65 許稚庭 虎尾科技大學 校務發展中心 助理員 

66 蔡青姿 虎尾科技大學 校務發展中心 研究工程師 

67 林姸如 長庚大學 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 教授 

68 陳光武 長庚大學 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69 梁丹青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助理教授 

70 彭易璟 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71 邱瑞宇 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副教授 

72 呂思杰 政治大學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碩士生生 

73 曹惠莉 政治大學 教務處 秘書 

74 許雅涵 政治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統計分析員 

75 趙淑梅 政治大學 研發處 組長 

76 張德淵 真理大學 教與學發展中心 主任 

77 何宜倩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全人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78 何昭中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副教授 

79 吳怡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嬰幼兒保育科 主任 

80 陳惠明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助理教授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系所或單位 職稱 

81 傅乙庭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全人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組長 

82 鄔正豪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健康餐旅科/研發處 校務發展組長 

83 薛來銘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助理教授 

84 林宗輝 高雄科技大學 研發處 組長 

85 陳欣蓉 高雄科技大學 應德系 教授 

86 黃惠玲 高雄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校務研究組組長 

87 黃芳吟 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系 教授 

88 江怡峮 高雄餐旅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計畫助理 

89 林紀均 高雄餐旅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行政助理 

90 張華棠 高雄餐旅大學 校務研究發展中心 行政助理 

91 許若玫 高雄餐旅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行政助理 

92 嚴孟云 高雄餐旅大學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計畫助理 

93 易正明 敏惠醫專 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兼中心主任 

94 蔡明修 淡江大學 土木系 助理教授 

95 賴靜玫 淡江大學 中文系 講師 

96 江家瑩 清華大學 幼教系 學生 

97 宋雨柔 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系 學生 

98 李佳玫 清華大學 藝設系 兼任助理教授 

99 李依芹 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系 學生 

100 杜衡 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系 學生 

101 林惠芬 清華大學 外語系 教授 

102 林義焜 清華大學 原科中心 技士 

103 胡益芬 清華大學 工工系 兼任助理教授 

104 凌永健 清華大學 化學系 教授 

105 祝若穎 清華大學 學習評鑑中心 助理研究員 

106 張書綺 清華大學 學習評鑑中心 行政助理 

107 張瑤 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學生 

108 莊慧娟 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學生 

109 許雅勛 清華大學 學習評鑑中心 統計專員 

110 陳雨然 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生 

111 游騰達 清華大學 華文文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112 華翊辰 文創公司 曾任清華大學樂齡中心主秘 顧問/副總 

113 黃芸茵 清華大學 語文中心 助理教授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系所或單位 職稱 

114 黃嘉瑜 清華大學 語言中心 約聘講師 

115 黃澤洋 清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116 楊婕妤 清華大學 跨院國際博士班 博士生 

117 詹惠雪 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系 副教授 

118 劉樺芳 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生 

119 謝東達 清華大學 法律 學生 

120 顏均萍 清華大學 哲學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121 林瑞發 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教授 

122 謝銘峯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 副教授 

123 林孟潔 陽明大學 牙醫系 學生 

124 陳香延 雲林科技大學 智能地域設計服務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125 蔡芳玲 慈濟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組 組長 

126 周黃順加 義守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專員 

127 張姮燕 義守大學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128 江佩璇 嘉義大學 教務處 專案組員 

129 林怡均 彰化師範大學 教學卓越中心 專案助理 

130 林哲鵬 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 

131 洪碩賢 彰化師範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 專案助理 

132 徐佳琳 彰化師範大學 教學卓越中心 專案助理 

133 陳宇豪 彰化師範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 專案行政助理 

134 陳信諭 彰化師範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 專案助理 

135 楊梅芝 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136 王荃三 臺中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助教 

137 李建利 臺中科技大學 教務處 約用技正 

138 吳慧芝 臺中教育大學 教務處 秘書 

139 黃馨儀 臺中教育大學 教務處 組員 

140 李翊瑄 臺北大學 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行政秘書 

141 姚瓊翰 臺北大學 秘書室 簡任秘書 

142 李佳玲 臺北巿立大學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研究生 

143 蔡智勇 臺北巿立大學 教育學系 教授 

144 李林姿 臺北基督學院 教務處 組員 

145 車龍淵 臺北基督學院 博雅學系 助理教授 

146 張榮富 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教授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服務系所或單位 職稱 

147 蔡宛玲 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兼任助理 

148 吳美玲 臺北藝術大學 副校長室 助教 

149 許妍甄 臺北藝術大學 教務處教學與學習中心 三等專員 

150 盧佳培 臺北藝術大學 研究發展處 專員 

151 魏怡珍 臺北藝術大學 藝教所 研究生 

152 陳思竹 臺東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助理研究員 

153 林龍生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教務處企畫組 組長 

154 張淑芬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副教授 

155 盧思丞 臺南藝術大學 校務發展總辦公室 計畫案助理研究員 

156 呂佩津 臺灣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博士後研究員 

157 趙靜婷 臺灣大學 學生事務處 輔導員 

158 余菀婷 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學術服務組 行政專員 

159 林右千 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教學中心 行政專員 

160 邱健銘 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研究生 

161 陳宏逸 臺灣海洋大學 教務處教學中心 專員 

162 顏翠玉 臺灣海洋大學 學術服務組 計畫組員 

163 姜麗華 臺灣藝術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 

164 施映竹 臺灣藝術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 行政幹事 

165 邱永金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博士後研究員 

166 林怡婷 醒吾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 資訊組組長 

167 金倩如 醒吾科技大學 研發處 校務發展組組長 

168 汪淑珍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169 詹勳生 嶺東科技大學 教務處 秘書 

170 周永平 聯合大學 校務研究室/工業設計學系 主任/副教授 

171 高淑芳 聯合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172 許慧伶 聯合大學 語文中心 講師 

173 黃明輝 聯合大學 校務研究室 資料分析組組長 

174 房佑嬙 麗臺科技 大數據事業處 專案經理 

175 陳宜欣 麗臺科技 研發五部 產品專員 

176 蔡宗哲 麗臺科技 業務 業務 

177 藍翊庭 麗臺科技 麗臺科技 專案經理 

178 呂紹源 體育大學 校務研究辦公室 專案助理 

179 黃淑英 體育大學 教務處 專員 



 

工作人員 

 2019 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委員會 

周懷樸 本校副校長 

戴念華 本校教務長 

焦傳金 本校副教務長 

李清福 本校前副教務長、現任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所長 

林紀慧 本校竹師教育學院院長 暨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周秀專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楊樹森 本校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總編 

 

 大會工作人員 

姓名 單位/職稱 大會職務 姓名 單位/職稱 大會職務 

周懷樸 副校長 主席 林榆宸 藝設系 美術設計 

戴念華 教務長 副主席 劉芷菱 藝設系 攝影 

周秀專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主任秘書/司儀 林孟韋 生資所 工讀生 

韓永楷 教學發展中心組長 執行組長/司儀 林侑蓁 生資所 工讀生 

曾元琦 教學發展中心組長 執行組長 錢昱安 生資所 工讀生 

謝秀伶 教學發展中心 工作人員 陳佳妤 分環所 工讀生 

曾妤珊 教學發展中心 工作人員 余欣儒 分環所 工讀生 

曾建維 教學發展中心 工作人員 洪慈憶 工科系碩士班 工讀生 

吳孟芬 教學發展中心 工作人員 李 姿 動機系 工讀生 

紀佩育 教學發展中心 工作人員 李泰峰 中文系 工讀生 

黃程業 教學發展中心 工作人員 陳勻廷 應數系 工讀生 

曾傳然 教學發展中心 工作人員 溫崎君 藝設系 工讀生 

李宇涵 教學發展中心 工作人員、司儀 鍾佳翰 藝設系 工讀生 

林以婷 教學發展中心 工作人員 張  靖 藝設系 工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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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投稿說明 

 徵稿方向 

O 領域：人文、社會、理工、農醫、藝

術、教育、體育、專利技術 

O 內涵：有關大學教學實務之學術與應

用型文章。 

 教材研發 

 學習評量 

 教學方法 

 課程發展與教學歷程 

 綜合類 

 

 

 

 來稿限制 

O 採隨到隨審制。 

O 以尚未正式出版發行之文稿為限（網路文章及出版發行之研討會會後論文

集視同已發表）。 

O 不接受已通過之原學位論文，但若以原論題為基礎，進行重整、拓展或深

化者，則不在此限。 

O 如為翻譯文稿、作品賞析、報導性文章、教學講義、讀書心得恕不接受。 

 

 

 

 

 

  



 

 編輯委員會成員 

.職稱 姓名 職稱 學校 服務單位 

總編輯 楊樹森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編審委員 朱美珍 教授 玄奘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編審委員 林紀慧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編審委員 林碧珍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數理教育研究所 

編審委員 倪進誠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編審委員 唐文華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編審委員 許建宗 退休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編審委員 陳永平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編審委員 陳素燕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與學習科學所合聘 

編審委員 黃嘉勝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編審委員 潘義祥 教授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投稿程序 

O 本刊採線上投稿，投稿者請至

http://www.ipress.tw/J0145 登錄並依投稿系統指示上

傳資料。 

O 相關資訊請至本刊網站查詢：

http://tpr.site.nthu.edu.tw/p/412-1150-13546.php?Lang=zh-tw 

 

  

http://www.ipress.tw/J0145
http://tpr.site.nthu.edu.tw/p/412-1150-13546.php?Lang=zh-tw


 

交通資訊 

 高鐵轉乘資訊 

  

 

 

 

 

 

 

 

 

 

 

 

 

 

 

  

 

 

 

 

 

 

 

 

 

 

 

 

 

 

 

 

 

 

 

 

 

 

 



 

 火車轉乘資訊 

 

新竹客運公車號碼： 

1 路(約每 10-15 分鐘一班） 

2 路(約 1 小時一班） 

 

火車站搭乘地點：民族路，前 SOGO 百貨旁邊 

 

清華大學下車地點︰清華大學站 

 

 

 市內計程車行電話 

臺灣大車隊：55688 

紅帥汽車行：03-5713333 

金立計程車行：03-522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