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機資訊學院 
一一三學年度   碩士在職專班 

第三次班務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一一三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第三次班班務會議                    紀錄:吳靜茹 

開會時間：114.4.14(一)12：30 

開會地點：格致三樓 E308 學院會議室 

出席人員：吳德豐院長、彭世興班主任、張介仁主任、王見銘主任、李志文委員(請假)、 

黃義盛委員(請假)、郭芳璋委員、邱建文委員、羅慶宏(學生代表)。 

主    席：彭世興班主任 

 

主席報告： 

一、 今年 11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含教育部擴充名額)共計為 13 名，報考共有 24 位

考生報名，入學口試工作將於 114.4.20 (日)進行，感謝院長及同仁們的協助，亦期待每年

都有充足的報考人數，敬請各教師持續多加宣傳與廣招有志進修者!! 

二、本專班配合本校 99 週年校慶校友返校活動，將於 114.5.3(六)10:00 辦理本專班校友回娘家

活動，將邀請本專班班友會會長洪俊義總經理、114 年度班友楷模游弘凱學長回娘家，一

同與學弟妹們分享就業與進修如何兼顧的甘苦談，並與教師們、同學們敘舊聯繫友誼。 

三、今年度(113 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6 月 7 日由學校於體育館 2F 主球場統一下午 1 點開始校

園巡禮活動，本專班預定於早上 11:00 辦理小型畢業典禮，與畢業生話家常並提供場所休

憩；另 12:50 至學院門口拍攝團體照，惟校園巡禮時，請在校生發揮創意歡送畢業生。 

四、本學期專題討論課程，分別於 4/12(六)邀請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林惠勇教授，

以及 5/17(六)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楊谷洋教授蒞臨本院演講，歡迎教職員生踴

躍參加!! 

議題： 

一、提請追認，本班 114 年度院系(所、中心)友楷模推薦案。 

說明:  

1.依職涯發展中心 113.12.23 通知，請各系(所)推薦 114 年度院、系(所、中心)友楷模人

選，專班至多 2 名，需經院、系(所、中心)務會議提案通過。  

2.依 108.11.4 班務會議報告迄改由專班直接推薦，本年度輪請推薦電子組合適人選。

歷年推薦名單如下請參閱。 

年度 受推薦人 年度 受推薦人 年度 受推薦人 

104 范景超(電子)、 

江建賢(電機) 

105 黃炳菘(電機) 106 江芳達(電子) 

107 陳林焰(電機) 108 謝世雄(電子) 109 黃木清(電機) 

110 呂勝志(電子) 111 呂金和(電機) 112 黃正豐(電子) 

113 李漢澤(電機)     

3.擬推薦碩專班畢業學生: 游弘凱(電子)，推薦表如附件一。 

決議：通過，續送職涯發展中心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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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請討論，本專班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改善計畫。  

說明：依教發中心通知，依「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管理流程」辦理，各單位應依教發

中心提供之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相關資料，提出教學改善計畫。 

決議：1.本案通過。  

2.檢附本專班「教學改善計畫」如附件二 

三、本專班推動數位遠距教學"15+3 虛實整合"課程方案，請討論? 

說明: 

1.本班為避免學生舟車勞頓，方便靈活修讀課程。推動數位遠距教學"15+3虛實整合"課程方

案，課程教學每學期安排 3週以上實施遠距方式教學。

2.自本學期開始實施數位遠距教學"15+3虛實整合"教學課程，每門課程會補助 5千元材料

費，期末要繳交一份執行成果報告，格式範例如附件三。

決議：通過，自 114學年度起實施本課程方案。 

2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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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13-1 學期教學分析報告暨教學改善計畫 

114.3 教學發展中心 

壹、 教學評量統計分析報告 

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評量」五大構面中，最高為「教學內容」、

「教學方式」、「學習評量」及「教學品質」(5.00 分)，最低為「教學態度」(4.98 分)；「學生自評」

最高為「我在本課程的出席率」(4.73 分)，最低除全校普遍偏低之「除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

時間在本課程」(3.20 分)，次低為「修習本課程後，使我獲益」(4.07 分)。分析結果如下： 

表1、填答基本資料 

單位 
受測 

課程數 

選課人次 

(A) 

填答人次 

(B) 
有效問卷數 

填答率 

(B) / (A) 

整體 

平均數 

全

校 

大學部 940 40,203 35,709 35,173 88.82% 4.55 

研究所 209 3,241 2,487 2,469 76.74% 4.66 

整體 1,149 43,444 38,196 37,642 87.92% 4.56 

電

資 

院 

大學部 123 5,203 4,644 4,588 89.26% 4.55 

研究所 44 840 634 630 75.48% 4.64 

整體 167 6,043 5,278 5,218 87.34% 4.56 

本

系

所 

大學部 － － － － － － 

研究所 10 67 15 15 22.39% 5.00 

整體 10 67 15 15 22.39% 5.00 

圖 1、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近兩學年教學評量與院/校平均之趨勢分析 

表2、教學評量各題項分數對照表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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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本所 

(A) 

本院 

(B) 

所與院 

差異 

(A-B) 

全校 

(C) 

所與校 

差異 

(A-C) 

一、教學評量 

(1) 

教學 

內容 

1. 老師能清楚說明教學目標及教學大綱。 5.00 4.57 0.43 4.57 0.43 

2. 本課程教材內容有組織且適切。 5.00 4.56 0.44 4.56 0.44 

3. 老師的授課內容能切中主題，不偏離教學
目標。

5.00 4.57 0.43 4.57 0.43 

平均 5.00 4.57 0.43 4.57 0.43 

(2) 

教學 

態度 

4. 老師對本課程教學認真負責。 5.00 4.59 0.41 4.60 0.40 

5. 老師不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 5.00 4.61 0.39 4.61 0.39 

6. 老師留意學生的學習反應，並改善學生

的學習困難。
4.93 4.53 0.40 4.54 0.39 

平均 4.98 4.58 0.40 4.58 0.40 

(3) 

教學 

方式 

7. 老師能清楚表達授課內容。 5.00 4.54 0.46 4.55 0.45 

8. 老師使用適當教學方法及資源，能引起
學生學習興趣。

5.00 4.52 0.48 4.53 0.47 

9. 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能鼓勵學生投入
學習。

5.00 4.54 0.46 4.54 0.46 

平均 5.00 4.54 0.46 4.54 0.46 

(4) 

學習 

評量 

10.老師評分方式與標準於事前清楚說明，
並能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效。

5.00 4.58 0.42 4.57 0.43 

11.老師適時給予學生作業、報告或考試等
評量方式，有效掌握學生學習效果。

5.00 4.58 0.42 4.56 0.44 

12.老師會將各項評量結果告知學生，適時
給予意見。

5.00 4.56 0.44 4.55 0.45 

平均 5.00 4.57 0.43 4.56 0.44 

(5) 

教學
品質 

13.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品質良好。 5.00 4.55 0.45 4.56 0.44 

教學評量平均 5.00 4.56 0.44 4.56 0.44 

二、學生自評 

1. 我在本課程的出席率 4.73 4.64 0.09 4.54 0.19 

2. 除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 3.20 3.05 0.15 2.58 0.62 

3. 我對本課程(感興趣程度) 4.47 4.01 0.46 3.92 0.55 

4. 我對本課程的學習態度 4.20 4.33 -0.13 4.18 0.02 

5. 修習本課程後，使我獲益 4.07 4.24 -0.17 4.16 -0.09 

學生自評平均 4.13 4.05 0.08 3.88 0.25 

5



表3、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13-1學期與前一學年同期教學評量差異分析 

可能影響

因素 
因素類別 

113-1(A) 112-1(B) 差異值(A-B) 

課程數 平均數 課程數 平均數 課程數 平均數 

必/選修 
必修 3 5.00 1 4.93 2 0.07 

選修 7 4.99 8 4.94 -1 0.05 

專/兼任 
專任 10 5.00 9 4.93 1 0.07 

兼任 0 0 0 0 0 0 

一般/實習 
一般 10 5.00 9 4.93 1 0.07 

實習 0 0 0 0 0 0 

貳、 教學改善計畫 

項目 教學改善計畫(請以100-500字簡要說明) 

(一) 教學評量 

(含質性意見) 
●教學評量問卷結果改善

1. 綜合本次教學評量結果顯示，碩專班學生除了對授課教師的內容

設計、教學態度、教學方法以及學習評量等面相幾乎都呈現 “滿

分”狀態外，整體而言對課程的教學品質上也獲得高度評價，評

量分數都高於全校、全院的平均值，顯示教師在專業領域和教學

投入上相當獲學生肯定。

2. 碩專班的學生大部分在工作之餘進行學業進修，從課堂出席率高

出全校、全院的平均值，就可看出學生重視的程度，以及高度積

極進取的態度，且不錯過任何學習機會，也證明專班課程符合在

職進修學生的需求。

3. 在學生自評項目中，“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的分數雖為最

低，但還是高於全校、全院的平均值，將建議學生能利用課餘時

間複習與準備並充實自我，必定對專業技能有所幫助。

4. 另外在在學生自評項目中，“修習本課程後，使我獲益”的分數

低於全校、全院的平均值，進一步向學生瞭解後，因教師屬第一

次至專班授課，尚未了解專班同學之學習狀態，未來對新開課之

教師均會事先做溝通與協調。

 質性意見改善

學生對教師授課之專業知識上給予高度評價，惟學生希望教

師能多加入遠距授課方式上課，以降低非本縣市學生舟車勞頓之

情形；因此建議未來各授課教師在不影響教學品質上，朝此目標

執行，必能提高學生之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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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畢業生流

向追蹤 

本次問卷填答對象追蹤本專班 111 學年度畢業(畢業一年)、109 學年度

畢業(畢業三年)、107 學年度畢業(畢業五年)之畢業生。有效問卷中收

集的數據顯示了專班的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趨勢和對專業能力的看法分

析如下： 

1. 勞動力機構分佈：從 21份有效問卷中，可知本專班畢業生任職機構，

來自於民間企業或國營企業為主；亦可知企業界員工扔需要利用空閒

時間再進修。

2. 專業能力滿足度：由下二張統計圖顯示，有 75% 認為所具備的專業能

力符合工作要求，而其中“專業知識、知能傳授”的學習經驗對現在工

作具有高度幫助，代表“專業訓練課程”的培養對工作是極有幫助，而

且進修是值得的!

畢業一年 畢業三年 畢業五年 

填答人數 5 7 9 

7



3. 人脈的價值：由下張統計圖顯示，除了加強專業知識外，有 62%的畢業

生認為在學時“建立同學及老師人脈”對現在工作具有相當大幫助，

因碩專班的同學來至於各行各業，除了讓自己增長見聞外，也是人脈

培養的來源之一。

4. 需要加強的能力：根據統計圖顯示，畢業生認為對工作最有幫助，且

也最應該加強的能力，分別為 “溝通表達能力”、 “團隊合作能力”、“人

際互動能力”及“持續學習能力”等，未來將於課程內加強以上能力，以

培養符合業界需求之人才。

5. 總結：綜合本次問卷結果分析，顯示專班在支持學生職涯發展與

專業技能提升上的顯著成果，同時也為未來課程發展方向提供了

具體的建議。

依據學生學習成效推動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辦理，各單位依「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管制流程圖」，將上列改善計畫經系務、院級會議討論通過，呈報後請於下表

打勾： 

呈報層級 
系務會議 院級會議 

□ □ 

填報人 單位主管 院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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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5+3 虛實整合"遠距教學課程期末執行成果報告 

一. 開課學年:  

二. 課程名稱:   

三. 任課教師:   

四. 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期末報告(參考範例) 

一. 開課學年: 112-2 

二. 課程名稱:  電子學二 

三. 任課教師:  彭世興 

四. 執行成果: 

  1.第七周 113/4/5非同步遠距課程資料 

 

 

   (1) 觀看上課的教學影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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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線上測驗 

(3)  Office Houre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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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2周 113/5/10非同步遠距課程資料 

 

 

(1)觀看上課的教學影片 

   
  

 (2)線上測驗 

 

   

 

(4)  Office Houre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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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 15週 (5/31日)同步遠距課程資料 

 
 

(1) 同步遠距課程上課截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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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課時上傳 Zuvio互動平台的問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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