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呈現 

年度 內容 

A.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107 

 

A1 設計深化 創新實作 

由學院邀請國際設計學者與業界菁英為跨系所工作營設定議題，透過異文化之

交流，汲取其方法、觀點和經驗；長期建立的國際聯繫機制及合作關係，遴聘

海外知名專家、學者為客座教師，擔任講座或指導工作營，有系統性的指導授

課；藉此透過各項教學活動達成理論實務並進的教學目標，以跨系協同合作方

式，由國外設計學者／專家指導，建立與國際的長期合作關係，於工作營結束

後進行相關的成果發表會。 

 

A2 精彩學習  跨域躍升 

結合三院打造跨領域學習環境，倍增學生跨域能力，並開發創新教學模式，引

發學生熱情，透過設計思考/創新創業、 共教共學/實作創用 、 適才適性/教學

創新，三大面向帶領學生透過學術交流培養國際觀，建立全球化的思維，使同

學能有更多機會體驗不同文化之經驗，創造未來知識之擴展。 

 

A3 文化深耕 創意領航 

透過海外參訪學習，強化學生多元學習之技能，藉由境外學習交流活動，深入

了解參訪之國家風俗文化與職業教育現況，以提升學生之多元文化意識，辦理

學習成果發表與經驗分享活動，培養學生分析歸納能力，以及語言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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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東閔精神 博雅傳承 

為培養具備適應環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誠敬正直、行事得宜的學生；主要

在提昇學習者在未來職業生涯之責任感與道德心，培養問題分析、情境判斷、

理性抉擇的能力，以肩負保衛社會正義、維護環境永續的決心。並以生活化之

議題進行個案研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深化教學效果。 

 

A5 多言語境 善延敘事 

英文課程活動以任務導向和計畫導向為主要模式，讓學習具體化，學生每堂課

都須完成一項任務，不論是作業單、口說錄音、文章摘要、或感謝函，學生常

需結合科技技能，在台上展現自我並分享自己的想法。此外，在中文方面結合

閱寫計畫的單元寫作可鼓勵每位同學的書寫，短文文長 200字讓學生訓練精煉

文字的表達也間接鼓勵學生勤於書寫的動機；並透過教學助理與班級學生書寫

作品的回饋交流，培育學生們的閱讀的語文能力，鼓勵學生書寫創作。 

 

A6 馳騁雲端 邏輯優化 

開發多樣性的程式設計課程，學生將提升程式語言學習興趣與運算思維能力，

多元化適性的磨課師課程，提供一個自主學習的環境，促進自主學習動機與參

與度，各學院教師積極與資訊相關科系教師合作，共同發展兼具程式邏輯基礎

與院系特色的適性課程並做滾動式修正。 



年度 內容 

 

A7 教師增能 輔導深化 

教師可自由報名增能活動，或由各學系推選種子教師參與。其後，則邀請種子

教師為公開觀課之授課者，供其他教師觀摩、學習、交流與反思，並延續課程

模組，未來將持續精進，並推廣至全校，預期可協助更多教師精進教學創新技

巧與傳承經驗，提升教師教學知能。「學習共同體」概念著重於以學生為主體

之協同教學 ，故本校除積極協助教師創新課程設計，更改變部分教室座位配置

為馬蹄型、扇型或分區型等有利同儕學習之形式，協助學生透過與他人之對

話，深化自我思考，並產生有意義學習。 

 

B. 發展學校特色 

 

B1 深耕亞洲  國際佈局 

規劃跨境學習的機會與環境，並導入跨越國界(cross-border)的交流、合作與

共授，以提升學生之國際移動力；同時，打造「虛擬國際學院」，以擴展國際

生源，並深耕國際學生的教育和學習需求。 

 

B2 形塑實踐創意品牌PRAXES 

強化國際市場行銷能力，結合臺灣紡織產業優勢，透過品牌經營實務的平臺，

提供團隊進行實際市場操作演練的機會，整合業界資源，成立設計人才培育中

心，以因應單一需求的深化，更可支撐未來跨域整合，從設計思維到技術支

援，完整呈現多元學習與整合能力，透過產學實驗基地及多元創新實驗室的教

學模式，協助教師檢視現有課程，進而調整方向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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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產學聯結 務實致用 

透過緊密聯結學校、學生與產業，共同規劃與推動產業學堂、業師協同教學、

產業趨勢講座，以及虛擬產業工坊；從學校制度面至實際產學合作之推動，逐

一分享研發單位及教師在執行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推動的過程遇到的難

題以及其他實務經驗分享，此外，透過實務課程進行教學，以達到豐富課程實

務內涵及縮短學用落差之目標，並且整合校內外資源，已於臺北校本部成立二

個「虛擬產業工作坊」：「餐飲業全球化產品及服務創新研發中心」與「創新

食品開發與行銷訓練中心」。 

 

C.善盡社會責任 

 

C1 健康生活 經濟自主 

透過原住民據點的青少年工作者到課堂分享，使學生們收穫良多，由於學生較

少機會接觸原住民之資訊，經過青少年工作者的經驗分享，讓學生對於原住民

有更多的認識並產生了新的想法，此外，藉由競賽活動，家長回應各個關卡，

每個活動都很有趣且富有意義，不但有自己的發揮空間，且透過活互動增進親

情交流有意想不到的感動，並且讓學生參與提供華人文化傾向研究相關啟發以

及跨國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建議，有利提升相關議題服務能量。在近距離的面對

面互動中，深切感受優秀學者其努力耕耘於華人研究場域，對本系參與對談師

生針對移民家庭未來進一步的研究及服務應用啟示。 

 

C2 綠色生態 再造農村 

高雄校區團隊推動科技人才培育，結合農會、無人機協會、農試所等單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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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性的發展植保機應用與資料庫等應用課程，跳脫傳統教學方式，帶動學生進

入農村實作場域，以4D思維發掘在地問題、增強學習動機。此外，跨院系組成

工作團隊與在地建立夥伴關係共同研究推廣綠色安全重植與科技代耕，協助農

業及社區發展深耕在地。 

 

C3 建立推動體制永續大學社會責任 

大學社會實踐之專責推動單位，統籌各項社會實踐計畫，以更有效率地運用國

家與學校資源，帶動更顯著的社會影響與改變；藉由台灣青年參與社區的創新

案例的分享討論，提升本校師生對於社會創新的進展與如何導引青年進入社區

進行創新方案的認識。 

 

D. 提升高教公共性 

107 

D1 集眾群力 拾穗惜珠 

提供學生專責生涯發展與學習發展的輔導老師，與之討論生涯與學習上之具體

目標。於期和學生討論「學習發展助學金」及「生涯發展助學金」並制定詳細

目標、期中追蹤學生學習進度，並修正彈性目標、期末進行資料收集與審核確

認目標達成率，並核發相對應之助學金予達成之學生。。 

 

D2 校務治理 開誠布公 

透過議題分析運用於診斷問題、解決問題，對於成功的經驗更需透過資訊分析

以了解其優勢，並且提供從新生入學到職涯發展的全人輔導，其成效回饋做為

校務治理、教學改革和教師發展的參考，此外，有效進行典範轉移創造更多的

成功辦學經驗，本校透過研討會活動的舉辦，將成功經驗推廣移植並將資訊公

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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