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 立 臺 東 大 學 

 
 高教深耕計畫課程類 

 

 

 

 

執 行 成 果 報 告 書 
 

 

 

 

 

 

 

 

 

 

 

 

 
 

執 行 單 位 ： 資工系  

執 行 期 間 ： 109 年 9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2 
 

國立臺東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課程類執行成果報告書 
 注意事項：因教育部跨專案計畫辦理項目不得重複編列經費，請勿將同樣成果報告重複繳交至不同計畫 

開課學期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課系所(中心)  資工系 

開課時間  42,43,44 開課地點  SEC420 

 

課程類別 □統整性、□語言類、□程式邏輯、□在地鏈結、□創新創業、 

■ 多元創新(數位、GROR、PBL、見/實習實作等)、□產學合作 

課程名稱 新世代通訊與計算 

開課教師姓名 張耀中、蔡家緯 

 
 

業師協同教學 

□有（勾選有者，請填下列訊息） 

業師名稱： 

業師協同教學內容及方式： 

業師師資授課時數： 

■ 無業師協同教學 

學分數 3 修課人數 男： 4 人、女： 2 人 

 
 
 
 
 
 
 

 
成果摘要 

包含質量化成果(以下僅供參考，請依實際成果撰寫，如有相關照片及成果、或學生

心得可於附件自行新增) 

□連結＿＿＿＿位學生至企業實習，畢業後無縫接軌職場。 

□辦理  場公開成果發表會，請說明時間、地點等。 

□  位、  隊學生通過專業證照報通過數。 

■   1_位、 1  隊學生參加校外競賽，並請說明參加競賽名稱、競賽時間、地點、參加

隊數等。

 
 

■ 其他： 
1.與金元威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產學合作計畫-能源資料加值應用計畫，執

行時間 2020/10/1～2020/12/31，經費：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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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成果量化成效 

(請依照實際課程規劃填報，若無規劃之項目，請填入 N/A) 

項目 達成值 標項目 達成值 

1.課程產出教材、教案、評量數 4 2.專案報告數 
 

3.競賽參賽數/或獎數 2 4.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申請數/通過數 
 

5.學生參與展演活動人數 2 6.學生期刊論文投稿數/發表數 
 

7.產學合作共創案件數 1 8.學生研討會論文投稿數/發表數 
 

9.專業證照報考人次/通過數 
 

10.課程結合在地需求教案、活動數 
 

11.學生赴產業實習率 
 

12.課程學生成績平均分數 85 

13.簽訂實習場域數 
 

14.其他   
 

執行重點(請依【課程類別】內容進行說明) 

＊請詳細撰寫課程執行過程與具體教學設計做法。 

 透過業界出題學界解題方式：訓練與指導學生相關基礎知識，並活用課程所學知識針對業界所

需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減少產學落差 

 動手實作模式：讓學生透過實際參與產品開發過程，親自動手實作來深化對知識的瞭解與熟悉程

度。 

具體作法(請依【課程類別】內容進行說明) 

 
＊請詳細撰寫課程執行過程與具體教學設計做法。 

1. 強化學生利用課堂所學資訊知識與技術開發專案的實作能力。 

除了相關基礎理論教授外，提高相關課程專案實作占比，讓學生透過實作專案過程發現自身所缺

乏的知識，訓練自行尋找解決方案能力，而授課教師從中協助學生克服相關技術與知識瓶頸，引

導學生完成資訊系統專案實作。藉此累積學生實際開資訊系統實務經驗，而不在只有侷限於局部

系統開發的學習。 

2. 致力將師生研發成果轉化為業界實際所需產品。 

引入業師輔導機制，透過業界專業人士的指導，讓學生瞭解目前資訊產業趨勢與所需技能，以使

學生瞭解自身所欠缺的產業知識與技巧，激勵學生學習動力與降低產學落差。此外，從中也可以

讓師生瞭解到自身開發系統/產品與業界實際需求的落差，以作為後續補足與發展的方向。 

3. 輔導學生參與政府部會或產學研單位舉辦之創新創業競賽，協助學生累計創業經驗與技能。 

積極鼓勵與輔導學生將課程所開發專案成果參與政府部會或產學研單位舉辦之創新創業競賽，透 

過競賽參與與相關單位的輔導，瞭解自身開發產品/系統與技能的欠缺處，並藉此累積實際產品開

發與創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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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方式 

＊依據學生核心能力規劃合適的課程，並訂定學習成效標準與認知(能力)層次，結合多元的評量方

式，檢核學生的能力表現(評估方式請點選簡報連結說明) 

 定期請學生報告與討論專案實作內容，掌握學生專案實作執行之進度，並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與技術掌握情況。 

 輔導學生動手實作專題內容：由實作專案的過程中，訓練學生對於資料與問題上的掌握，從

一開始的資料蒐集及彙整、議題的討論與研究探討、專案的執行、成果的撰寫，促使學生了

解一個專案從頭到尾的執行過程，完成一套札實的訓練。 

執行前後學生學習成效轉變(請依【課程類別】內容進行說明) 

＊請針對課程學生學習狀況、學生學習滿意度、質量化成果等進行說明，內容字數無限制，教師

可自由發揮(可提供畫面或影片補助說明)。＊敬請提供質、量化資料佐證學習成效。 

1. 在以業界實際問題導向的 PBL 教學方式實施後，學生更積極參與課程活動，到課率從 70%提

升為 90%。 

2. 從學生業界實際問題導向的 PBL 教學方式教學滿意度調查表中進行成效檢核，90%的學生認

為此學習方法可以激發學習意願。 

3. 學生願意製作專案並參與競賽或參與產學計畫的意願，從期出 50%提升為 83%。 

執行成效評估(請依【課程類別】內容進行說明) 

＊請針對課程執行成果提出自評與建議。 

從本次教學計畫執行過程中，可明顯發現相較於一般授課所提出來的理論性問題，學生對產業面臨的

實際問題有較高的興趣，其主要原因為:這一些問題貼近業界與生活，並與學生未來工作內容息息相

關。然而，在執行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如何切割產業問題範圍，使學生在有限的知識、能力與時間下

可以完成專題實作是我們需進一步設計與規劃的討戰。 

重大突破(計畫重大發展，請依計畫特質補充) 

＊請針對課程執行之「特殊成果」、「重大亮點成果」提出說明。 

1. 指導學生參與 2020 年經濟部工業局 InnoServe 大專校院資訊用服務創新競賽-第八屆資訊應用服

務創新創業新秀選拔，並獲得銀牌獎。 

2. 指導學生參與 2020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三創競賽 （東區），獲得佳作 

3. 課程成果促成與金元威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產學合作計畫-能源資料加值應用計畫，執行

時間 2020/10/1～2020/12/31，經費：10 萬 

 

https://eclass.nttu.edu.tw/media/42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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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回饋情形： 

一、回收問卷共  6 份，有效問卷共  6 份，數據資料整理如下： 

二、問卷分析結果(以統計人數填寫)： 

 

 

 

 
 

 

 
 
 
 
 
 
 

三、學生其它回饋： 

1. 從課程中瞭解到業界實際的需求與問題，並利用上課所學技術來動手實作解決方案，十分有成就

感。 

2. 原來所需的技術與數學，可以這樣應用。 

3. 瞭解知識可以用在那些實際應用，比較有趣。 

4. 感覺自己還有很多技術需要學習。 

課程照片(2~6 張即可) 

 

  

第一週授課，張耀中主任講述課程內容 
邀請財團法人資策會洪永杰技術經理來分享界 

業所面臨問題與實際需求 
 

題 

號 

題目 

(下方粗體文字可依課程類型自行修正)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1 2 3 4 5 

1. 我對本課程採用 PBL 的進行方式感到滿意     
6 

2.  PBL 的學習方法可以激發我的學習意願    
2 4 

3.  PBL 教材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1 5 

4. 從 PBL 的教學法中，會使我踴躍提出問題並 

與老師或同學討論 

  
2 2 2 

5. 與傳統教學方式相比，我認為 PBL 的教學方 

法更能提高我的學習成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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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張耀中主任、蔡家緯老師）帶領團對
參與 2020 年經濟部工業局 InnoServe 大專校院資 

訊用服務創新競賽 

團對獲得 2020 年經濟部工業局 InnoServe 大
專校院資訊用服務創新競賽銀牌獎 

★其他佐證資料(請課程規劃繳交，例如：課程教材影片網址、學生證照掃描、新聞報導網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