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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生的挑戰

◼ 面臨複雜、多層次的問題

◼ 科技與工具的快速發展

◼ 未曾見過的工作與挑戰

與需求

→ 需具備跨領域溝通合作能力

→需培養習慣自主學習的能力

→ 需保有善良、正直與同理心



人才培育目標與支持策略

以學生為主體的
未來教育

引領學生瞄準未來
幫學生準備好

面對未來的能力跨域合作、自主學習

善良、正直、同理心

科學濟世

潛移默化的
人文美感教育基地

友善跨域教學的
制度環境

支持自主學習
的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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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老師的教學創新認同度達63%

透過靈活的虛擬學院College X 進行創新教與學

的試驗，以彈性化教與學制度與創新教學空間支

撐跨域發展所需的教學實驗場域，驅動學生的跨

領域/自主學習。

開發彈性教務制度支持學生跨領域/自主學習

• 學生自組微學程

• 線上自主學習課程

• 學生自主募課

• 學生講師

• 跨領域讀書會

自主學習支持系統

• 探索學分

• 領域專長微學程

• 數位工具融入教學工作坊(教師)

• 生成式AI工具融入教學教案募集

• 教學創新與大學社會責任特優教師獎

跨域支持系統與數位賦能措施

• 週一無必修課的「全校跨域日」

• 彈性密集課程

• 通識總整課程

• 模組化課程

• 友善人文領域之理工初階課程

創新開課制度

教學策略現況-Colleg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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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與校務研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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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規劃

前導背景分析

IR分析

驗證、支持

教務政策推展

政策推行之

滾動式修正

精進教學品質
與學生學習成效



教務與校務研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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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IR評估分析



▶️本校透過「期中教學意見回饋系統」及「期末教學意
見反應調查系統」協助教師檢視教學過程並進行調
整。

▶️在「期中教學意見回饋系統」中，學生可於學期中選
擇是否具名，即時向授課教師反應學習上的問題，同
時教師亦能根據回饋隨時調整教學進度。

▶️透過九大面的教學意見回饋，協助教師能更精確掌握
教學弱項，再據之調整。

教學意見反應調查各向度指標逐學年成長，
顯示本校教學品質及成效良好。

教學意見反應調查：快速回饋教師學生學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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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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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機
• 學生無規劃的使用系外自由選

修學分

• 各學院之間的藩籬影響學生跨

域思維

• 自主學習只侷限於學生的興趣

• 大學生參與產學計畫缺乏導引

風氣

動 機

• 提高學生參與產學研究計畫、

海外實習與國際競賽之誘因

• 突破專業學院藩籬、導引學生

擴大自主學習領域

• 彈性教務制度引導學生規劃學

分，有目標的修跨域專長學程



多層次跨領域學習管道滿足學生跨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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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創新通識課

模組化課程

領域初探課程

輔系/雙主修

累計超過1,700位
非資工背景學生
修讀跨領域程式設計課程

• 113年納入本校通識教育

• 共開設60門課程，約1,100人次修讀

修讀輔系/雙主修學生逐年提升0.9%

17門課程，1,196位學生修讀

探索學分(研擬中，最快113學年實施)

6學分
• 計入成績與學分

• 僅計入學分

• 塗銷修課紀錄

領域專長微學程

12個領域專長微學程，

超過300位學生修讀中
• 社會計量科學專長微學程
• 半導體專長微學程
• 金融科技專長微學程
• 台語與文學專長微學程
• 原住民族文化暨社會實踐專長微學程



教務分析：107-110級參與高強度跨領域學習之學生表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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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八年，跨域學生比例有逐年上升趨勢，
且以跨領域學分學程比例上升(1.79%)最多，
其次為輔 系 (1.34%)，再者為雙主修
(1.07%)。

教務分析：103-110級跨域畢業生之學習與畢業表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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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學生在校成績平
均較未跨域學生高約

3.18分。

跨域與未跨域學生約
52%選擇升學。
跨域學生就業比例較
未跨域學生高約

2.78%，待業比例較

未跨域學生低0.7%。

跨域學生錄取2家(含)
以上公司之比例較未
跨域學生高約

3.23%。

跨域學生畢業五年後，
月薪8萬5千元以上的
佔比較未跨域學生高

約1.04%。



持續推進教學創新

▶️生成式人工智慧科技融入教學教案徵求
通過件數：17件(112年)、21件(113年)

老師說 過去高層建築量體設計學習過程需佔用1/3學
期，透過生成式人工智慧軟體能縮短大量時間成本，同時
大幅減少建築學系過去大量損耗的資源浪費，符合零碳永
續的教學理念。

學生說 我想學習生成模型、類神經網路、深度學習等
的相關課程，未來如能運用在水利工程或海岸海洋工程，
會更方便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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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式數位工具應用工作坊

2024實體/線上工作坊

層級 工作坊名稱

基礎

ChatGPT玩轉教案密技：讓教學更有趣

讓你深陷AR/XR的魅力：身臨其境‧體驗其
境

進階
AI打造高效教案：生成式人工智能多媒體導
入教材製作

精進 AI人工智慧與著作權



回歸教育本質、打造幸福校園

幫助學生成為善良和正直的人

培育德才兼備的頂尖學生

勇於挑戰世界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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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請不吝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