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機資訊學院 
一一○學年度 

碩士在職專班 第一次班務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一一○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第一次班務會議 紀錄:吳靜茹 

開會時間：110.11.8(一)13：30 

開會地點：線上會議 

出席人員：游  竹院長、吳德豐班主任、吳錫聰主任、錢膺仁主任、彭世興委員、 

江茂欽委員、張介仁委員、陸瑞強委員、游雅如(學生代表)。 

主    席：吳德豐 主任 

議題： 

一、提請審議，111-115 學年度本專班校務發展計畫書。 

說明： 

1. 依研發處 110.10.5 與學院 110 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2. 檢附本專班研擬之計畫書如附件一。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院行政會議審議。 

二、提請討論，本專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改善意見。 

說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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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檢附本專班「教學改善計畫」如附件二。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院行政會議審議。 

三、提請審議，本專班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開課審查表 

說明：檢附 110-2 學期之課程時間表。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壹、現況分析 (SWOT) 與特色 

宜大是百年老店、農工重鎮。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電資院碩專班，或本

班)於民國 99 年 8 月 1 日奉准成立，隸屬電機資訊學院，與「三系所、二專班、一學程」鼎

足而立，穩健成長，業已邁入第二個黃金十年。我們的設立宗旨是︰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的

電機資訊尖端科技人才。師資、實驗室及設備是由電機工程學系及電子工程學系等兩系共同

支援。學術編制專業概分為「電機工程」及「電子工程」兩大領域。電機領域以「電力電子」、

「控制工程」、「通訊」為研究發展主軸，電子領域以「智慧物聯網」、「通訊與數位訊號處理」、

「半導體及積體電路設計」為研究發展主軸。提供產業在職專業進修教育的機會，以厚植專

業知識，進而精進專業技能，從而協助台灣的電機電子產業升級為要旨。 

目前本班傳授電力電子、自動控制、光纖及數位通訊、綠能科技、無人機、人工智慧、

物聯網、嵌入式系統、半導體與晶片設計、數位訊號處理、雲端計算、計算機與網路、影像

處理、天線設計，以及其他電機電子新興科技。更期盼能結合不同領域的技術，實質讓在職

進修學生，獲得更多專業知識，培育更多「跨領域電機資訊應用科技」菁英，造福社會國家。

未來，期許本班在宜蘭地區甚至整個東台灣，建立進修教育的標竿，成為在職進修者的首選。 

    本班教學研究課程設計乃基於「專業化」、「實用化」理念，學生除了修習專業必修課

程之外，依據實際工作所需或興趣所在來選修課程。課程設計採專業雙軌並進，且以本班的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所揭示方針大略，由電機領域與電子領域針對所需涵養之專業能力各別

進行規劃，使課程設計能符合應用並養成學生核心能力。本班發展特色如下︰ 

一、專業分組多元、明確化： 

本班之專業發展植基於兩系專任教師之領域專長，於學生入學時，依據其興趣與職場所

需，概分為「電機工程」與「電子工程」兩大專業領域，兩領域師生除平日排有定期討

論，亦經常合作發表論文，在組織架構上發揮競合與互補功效。 

二、教學遠距化： 

考量碩專班學生恐因工作需要，延誤上課時程，已規劃部份課程應用本校網路教學平台，

逐年發展為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採遠距、面授複合教學方式，減少舟車勞頓之苦，俾

吸引遠地學生就讀，以利擴大生源。 

三、教研空間活化： 

對於課程設計、教學增能、教研相輔、數位 e 化等教學要項之踐履與深化，為本班教師

共同致力標的。本院持續大幅進行教研空間活化、靈活課程規劃、充實課程內涵並輔以

數位 e 化。 

四、研究 VIP 垂直整合培育化： 

為達「學用合一」目標，本班學生可加入「垂直整合培育計畫」(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jects, 

VIP)團隊，進入相關研究實驗室，培養分析問題、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力，並訓練

撰寫學術論文與技術報告的能力。 

附件一



五、專業國際化： 

為加強本班碩士生英文專業論文研讀與撰寫，以及簡報製作與口頭報告之能力，本班特

開設「科技英文」必修課程供學生修習，並要求學生於畢業口試簡報文字需用英文呈現，用

以提升未來專業發展與就業競爭力。 

為擬訂班務發展方向與提升教研成效，審酌專班內部資源之優勢與劣勢，及外部環境之

機會與威脅，經由 SWOT 組合分析，擬訂班務發展策略如下表所示，說明如下： 

電資院碩專班 SWOT 分析表 

內部資源 

外部環境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體質健全，師資結構完

善、內聚力強(S1)

 學生高度認同主修領

域，學習態度佳(S2)

 生源侷限宜蘭本地(W1)

 高教經費緊縮，空間與貴重儀

器更新不易(W2)

機會(Opportunity) 乘勝追擊策略(SO) 反守為攻策略(WO) 

 東北部唯一國立大學，交通便

捷：有利吸引外地學生、發展

跨區產學合作(O1)

 與宜蘭科學園區發展相得益

彰：智慧物聯網、綠能科技、

無人機、數位通訊等發展特色

與本院契合(O2)

 擴大接觸層面，強化優勢

領域(S1O1)

 結合地區產業，發展教研

特色：如智慧物聯網、綠

能科技、無人機、數位通

訊科技，促進跨領域產學

合作(S2O2)

 爭取專案計畫：如高深、專

研、產何等持續導入外在資

源，強化教研表現(W2O1)

 新建電資大樓：積極擴增教

學、研究空間(W2O2)

 發展非同步遠距教學：吸引遠

地生就讀(W1O1)

威脅(Threat) 扭轉乾坤策略(ST) 逆轉求勝策略(WT) 

 高教過度膨脹，伴隨少子化危

機(T1)

 區域電機資訊產業發展初具

規模︰產學合作不易(T2)

 小班教學︰增加師生互

動，針對學生需求，強化

優勢領域 (S1T1)

 主動提供學界能量︰協助

地方傳統產業升級，強化工

業 4.0、能源科技研究，加

強招募遠地學生(S2T2)

 彈性調整授課時間：配合遠距

教學授課，積極拓展西部生源
(W1T1)

 活化現有空間︰改善軟硬體

設施，提升教研品質，型塑優

良形象(W2O2)



(一)自我分析與檢討 

1. 優勢(Strengths)

(1) 體質健全，師資結構完善、內聚力強(S1)：本班隸屬電資學院，依專業類別分為電力電

子、控制工程、通訊、微電子、通訊與數位訊號處理、智慧物聯網等六大專業主軸。現

有專任師資 28 名，包含教授 19 位，副教授 8 位，助理教授 1 位，師資結構完善。由於

學院規模精緻，教師俱能恪守本分，積極投入卓越教學與務實研究，因而師生感情融洽、

內聚力強。 

(2) 學生高度認同修習領域，學習態度佳(S2)：目前本班學生主要來自蘭陽地區產官學界，

大多俱足豐富的工作經驗。除高度認同修習領域之外，並能珍惜自業界回流進修的機會，

學習主動、態度佳。 

2. 劣勢(Weakness)

(1) 生源侷限於宜蘭本地學生(W1)：本班設立己逾十年，全國知名度仍不足，學生來源大多

侷限於宜蘭當地產官學界。另為因應現況需求，本班授課時間主要排定於周一至周五晚

間及週六白天，較不利於招收西部地區學生就讀，招生來源稍嫌不足。 

(2) 高教經費緊縮，空間與貴重儀器設備添置不易(W2)：學院空間格局略顯侷促，成長受限。

又因高教預算不足，設備維護與汰換日趨困難。學院現有研究空間分散，不易凝聚向心，

形成特色。另因政府的科技教育資源有限，欲進行前瞻性學術研究之貴重儀器設備不足。 

3. 機會(Opportunitys)

(1) 東北部唯一國立大學，交通便捷(O1)：本校為東北部唯一國立大學，有利吸引外地學生，

頗具區域發展優勢，發展跨區產學合作。 

(2) 與宜蘭科學園區發展相得益彰(O2)：宜蘭科學園區已於 103 年完工啟用，園區毗鄰本校

城南校區，規劃之智慧物聯網、綠能科技、無人機、數位通訊等發展特色，與學院發展

特色極為契合。預計可逐年增加宜蘭地區電機、電子人才就業機會，拓展在職專班學生

來源。 

4. 威脅(Threats)

(1) 高教過度膨脹，伴隨少子化危機(T1)：受國人少子化趨勢及廣設大學導致供需失衡影響，

生源將日益減少，未來碩專班招生勢必受到威脅。 

(2) 區域電機資訊產業發展鮮具規模(T2)：在宜蘭科學園區啟用前，宜蘭縣內電機資訊產業

並不蓬勃，區域性產學合作難以發展。目前縣內大多為傳統產業，屬中小企業且聚落集

中於龍德及利澤工業區，其中龍德工業區電機、電子相關產業，仍非主流產業。 



二、班務發展策略 

1. 乘勝追擊策略(SO)︰

(1) 擴大接觸層面，強化優勢領域：本班擬於東北部地區，擴大產官學研接觸層面，強化電

力電子、自動控制、光纖及數位通訊、綠能科技、無人機、人工智慧、物聯網、嵌入式

系統、半導體與晶片設計、數位訊號處理、雲端計算、計算機與網路、影像處理、天線

設計等優勢領域(S1O1)。 

(2) 結合地區產業，發展教研特色：如智慧物聯網、綠能科技、無人機、數位通訊科技，促

進跨領域產學合作(S2O2)。 

2. 反守為攻策略(WO)︰

(1) 爭取專案計畫：如高深、專研、產合等計畫，持續導入外在資源，強化教研表現(W2O1)。 

(2) 新建電資大樓：積極擴增教學、研究空間(W2O2)。 

(3) 發展非同步遠距教學：吸引遠地生就讀(W1O1)。 

3. 扭轉乾坤策略(ST)︰

(1) 小班教學︰增加師生互動，針對學生需求，強化優勢領域(S1T1)。 

(2) 主動提供學界能量︰協助地方傳統產業升級，強化工業 4.0、能源科技研究，加強招募遠

地學生(S2T2)。 

4. 逆轉求勝策略(WT)︰

(1) 彈性調整授課時間：配合遠距教學授課，積極拓展西部生源(W1T1)。 

(2) 活化現有空間︰改善軟硬體設施，提升教研品質，型塑優良形象(W2O2)。 

為加強本班學生競爭力及凸顯教學研究特色，以及考量碩專班學生恐因工作需要而常缺

課的問題，已規劃所有課程使用本校網路教學平台搭配授課，並逐年發展為非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或採遠距、面授複合教學方式進行，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此外，為達「學用合一」

目標，本班學生會加入日間碩士班、日夜學士班「垂直整合培育計畫」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jects, VIP) 團隊，進入相關研究實驗室，培養分析問題、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力，並

訓練撰寫學術論文與技術報告的能力。 

參、發展目標(O) 

一、 鏈結產業資源，推展跨領域實務應用學習：(SDGs 4, SDGs 9) 

二、 掌握科技脈動，培育產業需求之菁英人才：(SDGs 4) 

三、 強化專業語文，增進專業成長及溝通能力：(SDGs 17) 

四、 務實國際交流，擴展國際視野及產業新知：(SDGs 9, SDGs 17) 

肆、關鍵成果(KR) 

一、 發展產學創新科技的研發特色：(SDGs 4)  

二、 推動產學鏈結發展跨領域實務應用：(SDGs 4, SDGs 9) 

三、 推動 VIP 專題研究計畫參與：(SDGs 4, SDGs 9) 

四、 辦理企業參訪及產業專家分享：(SDGs 9)  

五、 推動產學合作研發計畫：(SDGs 9) 

伍、具體方案(Task) 

一、 整合專班特色、推動智慧科技與創思實作：(SDGs 4)  

二、 學生跨域學習、落實 VIP 專題研究參與：(SDGs 4, SDGs 9) 

訂定具體措施，鼓勵學生至電機與電子系碩士班修課，以獲得所需之專業技能，並

增加課程之多元性，鼓勵本班學生多參與指導教授團隊之討論，增加與一般碩士班



學生間之互動，提升研究水準。 

三、 辦理企業參訪及科技業師授課：(SDGs 9) 

配合宜蘭科學園區之啟用，規劃課程並尋求與園區廠商互動合作之機會，以增加學

生來源與產學交流機會，進而促成產學合作，並提升在職學生之專業能力。 

四、 鏈結畢業校友，建立產學聯盟，推動產學研發合作：(SDGs 9) 

五、 整合學生職場工作與專業研究︰(SDGs 4, SDGs 9) 

六、 開設科技英文、增進專業語文能力：(SDGs 17) 

開設必修科技英文課程，提升學生以英文撰寫論文之能力。 

七、 強化學生國際交流及自我終身學習能力：(SDGs 9, SDGs 17) 

鼓勵企業贊助本班學生赴國外發表論文，以開闊視野，提升本班學生對任職公司之

國際化貢獻，奠立終生學習基石。 

陸、質化及量化指標(KPI) 

一、質化指標 

（一） 協助在地產業創新與發展︰增加產學合作計畫、業師授課與就業機會，讓學生學

以致用，落實「產學鏈結學習、跨領域實務應用」之培育目標。(SDGs 4, SDGs 9) 

（二） 落實 VIP 專題研究參與︰讓碩專班學生接受全方位整合式的專業訓練與師徒制

技術傳承，使知識不再侷限於片段式教授。(SDGs 4) 

（三） 探索在地企業典範，輔以業師專業傳遞：(SDGs 4, SDGs 9) 

（四） 鏈結畢業校友，提升產學研發合作量能：(SDGs 9) 

（五） 強化學生職場工作與專業研究的關聯性︰提升畢業生的專業能力與職場貢獻。
(SDGs 4, SDGs 9) 

（六） 開設科技英文，增進專業溝通能力︰(SDGs 17) 

（七） 提升學生職場的專業競爭力及接軌國際的能力︰(SDGs 9, SDGs 17) 

二、量化指標  

指  標 
111 

學年度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114 

學年度 

115 

學年度 

開設特色課程數(創思實作、科技
英文、遠距教學、全英語授課) 

尚無需撰寫 

參與 VIP 專題研究計畫人次 

教師發表學術論文篇數 

專業英文國際證照件數 

科研計畫補助件數 

協助產業發展、創新或產學合作
計畫件數 

師生參與國際交流人次 



教學改善計畫表(109-2) 

依據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規定，各系(所)、中心應依教學評量結

果擇期召開教學改善會議以期改善教學品質，其討論形式屬於全面性、綜合性的

討論。 

依 105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推動委員會決議事項，下列項目為必檢討項目，

請各單位依項目提出改善方案。 

一、教學反應問卷量化意見 

參考資料：教學評量（教學反應問卷之量化資料） 

(一)本專班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授課程，包含專業必修(專題討論、科技英文、碩士論文二、

碩士論文四)與專業選修課總共有 9 門，其分析結果如下： 

1.教學評量各題項的分布概況如表一，教學評量所有題項的分數皆在4.90以上；另在學生自

評部分，第1題的平均分數最高為4.92，而「除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

與其他3題之平均最低為3.95，整體而言，學生對課程具相當正面的肯定，但課後自我投入

學習的程度較低。

表一、各評量題項之分數分布狀況 

教學評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3.5 分以下之課程 

百分比 課程數 

教 

學 

內 

容 

1.老師能清楚說明教學目標及教學大綱。 4.69 5 4.93 0.1 0 0 

2.本課程教材內容有組織且適切。 4.61 5 4.91 0.1 0 0 

3.老師的授課內容能切中主題，不偏離教學目

標。 4.58 5 4.90 
0.1 0.00 0.00 

教 

學 

態 

度 

4.老師對本課程教學認真負責。 4.41 5 4.94 0.1 0 0 

5.老師不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 4.51 5 4.81 0.1 0 0 

6.老師留意學生的學習反應，並改善學生的學習

困難。 4.72 5 4.83 0.1 0 0 

教 

學 

方 

式 

7.老師能清楚表達授課內容。 4.71 5 4.85 0.09 0 0 

8.老師使用適當教學方法及資源，能引起學生學習

興趣。 4.55 5 4.81 0.1 0 0 

9.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能鼓勵學生投入學

習。 4.25 5 4.75 0.0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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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5 4.95 0.0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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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5 4.72 0.1 0 0 

12.老師會將各項評量結果告知學生，適時給予

意見。 4.61 5 4.84 0.1 0 0 

教

學

品

質 

13.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品質良好。 

4.81 5 4.92 0.08 0 0 

3.5 分以下之課程 

附件二



學生自評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百分比 課程數 

1.我在本課程的出席率是： 4.67 5 4.91 0.19 0 0 

2.除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 3.36 4.43 3.85 0.11 0.1 1 

3.我對本課程： 4.27 4.76 4.59 0.12 0 0 

4.我對本課程的學習態度： 4.19 4.88 4.68 0.11 0 0 

5.修習本課程後，使我獲益： 4.23 4.96 4.79 0.03 0 0 

【名詞解釋】 

最小值：意指該題項所有課程中的最低值。 

最大值：意指該題項所有課程中的最高值。 

平均數：意指同學對課程評價的集中程度，分數越高，表評價越佳。 

標準差：意指同學的課程評價的差異程度，分數越小，表評價越一致。 

 

2.教學評量各構面分析如表二，無低於3.5分之課程。 

表二、教學評量各構面分析 

構面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3.5分以下之課程 

百分比 課程數 

教學內容 4.73 4.96 4.95 0.38 0% 0.00 

教學態度 4.65 4.94 4.91 0.18 0% 0.00 

教學方式 4.70 4.96 4.95 0.05 0% 0.00 

學習評量 4.85 4.95 4.90 0.02 0% 0.00 

教學品質 4.86 4.96 4.93 0.09 0% 0.00 

 

3.將影響教學評量得分的可能因素(必/選修)納入考量如表三，分析後發現必/選修課程並無顯

著差異。 

表三、可能影響因素與教學評量分數之獨立樣本T檢定 

可能影響因素 因素類別 課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必/選修 
必修 3 4.96 0.118 

-0.04 
選修 6 4.93 0.106 

【名詞解釋】 

T 值：意指比較兩組因素類別樣本的平均值間是否存在差異。 

  * ：意指判斷兩組因素類別樣本的平均值間是否存在差異結果的信心程度。 

【*表示"顯著"即 P 值<0.05、**表示"很顯著"即 P 值<0.01、***表示"非常顯著"即 P 值<0.001】 

 

4.教學評量各構面之系、院、校比較如圖一、圖二，顯示本系於五個教學構面的平均分數均高

於本學院與全校，由此可得知學生對於本系的課程內容與教師教學具有相當高的滿意度。 



 
圖一、教學評量各構面之必、選修課程平均數比較 

 

圖二、教學評量各構面之系、院、校平均數比較 

 

 

5.教學評量之雷達圖分析如圖四，可以看出各個構面中分數較低者為「學生自評」，故建議能

多辦理相關成長活動，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並改善學習行為。 

 

 

圖四、教學評量之雷達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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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學習評量

教學內容 教學態度 教學方式 學習評量 教學品質 學生自評

本所 4.95 4.91 4.95 4.90 4.93 5.00

本院 4.46 4.48 4.43 4.46 4.44 4.12

全校 4.45 4.48 4.42 4.44 4.43 3.93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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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教學態度

教學方式

學習評量

教學品質

學生自評



(二)改進方案  

(1)碩專班同學多是利用工作之餘進修，每位皆積極進取、努力認真，不錯過任何

學習的機會，從課堂出席率高達 5 分，就可看出學生重視的程度。  

(2)雖然本班在「學生自評」的構面中分數較低，但整體而言還是高於全校的平均

值，因此看出學生的自我學習要求上較高；另也鼓勵學生多加利用課外時間

加強專業能力。  

(3)本專班規劃每學期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蒞臨分享專業技能、學術知識或增強

學習成效之專題演講，定期辦理系列專題活動，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並改

善學習行為且增加學習興趣。  

(4)感謝授課教師認真投入教學，不因是專班課程而有所鬆懈，讓學生對課程內

容與教師教學具有高滿意度；本專班也持續秉持此種精神向前邁進，期能更

蓬勃發揚。 

 

二、教學反應問卷質性意見 

參考資料：教學評量（教學反應問卷質化資料） 

本專班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授課程，包含專業必選修課程總共有 9 門，其學

生認為其課程收穫如下： 

課程名稱 學生反應 教師回覆 

光通訊原理 上課認真，能將複雜困難的理

論用淺顯易懂的方法說明物

理意義。 

 

碩專班同學，白天上班，晚上

上課又很認真，珍惜有進修的

機會，作業更是寫的完整充

實。 

電機驅動控制理論與分析 在本門遠距課程中，有提供

線上學習輔導人員(線上助教)

的服務，對學習上的問題解

決，有很大幫助。 

感謝電機資訊學院提供 TA，

未來也將持續做好 TA 的教育

訓練，讓 TA 能發揮最大的功

效。 

電腦通信網路 
本課程讓我收穫最多處 :1.能

與職場上實務相結合。 

2 認識與了解網路架構。 

依目前之教法，再增加師生

互動，並提供更多之參考資

料。 

使用世界最大網路設備公司

所編寫的教育訓練教材，方

便同學日後可以考證照，容

易就業。 

模糊理論與應用 可以從介仁老師的課上學到

許多。 

教學認真，很喜歡。 

感謝碩專班同學對於教學上

的肯定。課程中融入許多實務

問題的解決方法供同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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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電路專論 無 無 

科技英文 無 本學期未收到學生反應，然從

上課中的即時回饋，應肯認同

學滿意目前之授課方式及內

容。 

專題討論 二 無 無 

 

 

 

 

三、跨域學習人數及百分比 

參考資料：教務處提供跨域人數 

 

本專班在 109-2 “無”學生跨系選修課程。 

四、教師教學效能 

參考資料：教師效能問卷分析（碩班僅建研所需填寫） 

 

 

五、畢業生流向追蹤 

參考資料：學務處畢業生流向追蹤數據 

(一)本次問卷填答對象分別追蹤本專班 107學年度畢業(畢業一年)、105學年度畢業(畢

業三年)、103學年度畢業(畢業五年)之畢業生。 

 

 

 

1. 從 31 份有效問卷中，可得知本專班同學的任職機構，分別來至於企業(民間或國

營)佔居最多(80%)，其次為政府部門與學校，可知專班的未來學生來源以民間或

國營企業為主。 

 畢業一年 畢業三年 畢業五年 

填答人數 9 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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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數畢業生認為目前的工作內容與原就讀系、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具有符

合與幫助，如下圖所示。 

 

3.在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之幫助，如下圖所示。 

 

 

 

 

 

 

 

 

 

 

 

4.畢業後三年學生覺得從事進修或考試後，對薪資待遇、職務升遷或工作滿意度是具有

幫助，如下圖所示。 

 

 

 

 

 

1.非常符合(有幫

助)
2.符合(有幫助) 3.尚可 4.不符合(沒幫助)

5.非常不符合(沒

幫助)

畢業一年 2 5 1 1 0

畢業三年 4 6 3 1 1

畢業五年 4 3 0 0 0

0
1
2
3
4
5
6
7

次
數

您目前的工作內容與原就讀系、所、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課程，其符合/幫助程度為

何？

非常有幫助

36%

有點幫助

50%

普通

14%

工作滿意度的幫助幅度?

1.專業

知識、

知能傳

授

2.建立

同學及

老師人

脈

3.校內

實務課

程

4.校外

業界實

習

5.社團

活動

6.語言

學習

7.參與

國際交

流活動

8.志工

服務、

服務學

習

9.擔任

研究或

教學助

理

10.其他

訓練

（請敘

明）＿

＿＿

畢業一年 8 6 5 1 0 0 0 0 0 0

畢業三年 12 10 5 0 0 1 0 0 0 2

畢業五年 7 5 2 0 0 1 0 0 0 0

0
2
4
6
8

10
12
14

次
數

在學期間以下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有所幫助?



5.畢業後一年與三年之畢業生認為所具備的專業能力符合工作要求，如下圖所示。 

 

 

 

 

 

 

 

 

6.根據畢業後五年到現在的經驗，認為學校對您那些能力的培養最有幫助？ 

 

 

 

 

 

 

 

 

 

7.從已畢業後三年與五年之畢業生，認為除了教授專業知識(主修科系的專業)外， 

  應加強學生以下哪些能力才能做好工作？？ 

 

 

 

 

 

 

 

 

 

 

1.非常符合(有

幫助)
2.符合(有幫助) 3.尚可

4.不符合(沒幫

助)

5.非常不符合

(沒幫助)

畢業一年 2 6 1 0 0

畢業三年 7 5 1 1 1

0

2

4

6

8

目前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

1.溝通

表達能

力

2.持續

學習能

力

3.人際

互動能

力

4.團隊

合作能

力

5.問題

解決能

力

6.創新

能力

7.工作

紀律、

責任感

及時間

管理能

力

8.資訊

科技應

用能力

9.外語

能力

10.跨

領域整

合能力

11.其

他_(請

敘

明)__

畢業三年 11 6 7 4 5 0 0 2 4 0

畢業五年 5 4 3 1 4 1 0 0 1 1 0

0
2
4
6
8

10
12

次
數

除了教授專業知識(主修科系的專業)外，應加強學生以下哪些能力才能做好工作

次數 百分比

1.溝通表達能力 5 26.32%

2.持續學習能力 3 15.79%

3.人際互動能力 2 10.53%

4.團隊合作能力 1 5.26%

5.問題解決能力 2 10.53%

6.創新能力 2 10.53%

7.工作紀律、責任感及時間管理能力 2 10.53%

8.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0 0.00%

9.外語能力 0 0.00%

10.跨領域整合能力 1 5.26%

11.領導能力 1 5.26%

12.其他_(請敘明)__ 0 0.00%



8.畢業生主要的工作所在地點如下

圖所示，代表學生多數來至本地

與北部。 

 

 

 

 

 

 

 

(二)成果與改進方案 

1.多數畢業同學認為「學習之課程」對工作具有相當的幫助，針對沒有幫助之

同學將進行進一步地了解原因為何，以利調整與改進本專班專業課程之規

劃。 

2.在學習經驗項目中，畢業生認為「專業知識」、「建立人脈」、「校內實務

課程」、「校外業界實習」、「語言學習」等對現在工作有所幫助，未來

將繼續加強傳授專業課程之知識與知能外，亦持續加強科技英文課程之語

言訓練，作為本專班教育之目標。 

3.為增加學生之持續學習能力，擬將課程改以啟發式教學，讓學生針對問題

自行收尋資料，學習自行追尋知識的能力。 

4.為增進學生之創造力與團隊合作之能力，擬開發一系列作業，讓學生自行分

組以自己的想法共同來完成。 

5.從上述 6、7分析，得知畢業後三、五年到現在的經驗，認為學校培養的能

力，與應加強學生哪些能力才能做好工作，是具有一致性的結果。 

6.從上述調查分析後發現，本專班畢業生對學校所學之專業知識等，回職場後

都具有相當的幫助，也都符合工作上所需，未來將持續精進教學，讓畢業

生具有 

 

 

 

 

(2)新北市

10%
(3)臺北

市

16%(6)新竹

市

3%
(19)宜蘭縣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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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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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