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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簡介-系發展歷程與現況 
 

01 

招收日間部四技1班 
(設計/機械) 

培育兼具創新能力、美學
素養與科技知識之跨領域
產品設計與開發人才。 

 
主軸：科技產品設計 

101學年度 
02 03 04 

102學年度 
103~107 

學年度 
108學年度 

招收日間部四技2班 
(設計/機械) 全系共3個班 

1.人文美學與職場素養之培育 

2.創意啟發與實作技能之訓練 
3.多元學習與跨域整合能力之養成 
 
主軸：科技/文創產品設計 

招收日間部四技2班 
(設計/機械/家政) 
全系共5個班 

主軸： 
科技產品設計 
文創產品設計 

招收日間部四技1班 
(設計/機械/家政) 全系共5個班 
 

1.培育敬業與關懷社會文化的設計人才 

2.訓練以設計實作技能為本的創意人才 

3.養成能多元跨域學習整合的研發人才 

主軸：科技/文創產品設計 

系籌備委員會(校外專家與校內主管)配合國家產業發展，並依據本校辦學理念及學院教育目標 

擬定本系教育目標! 108年考慮當前產業之人才需求與IEET DAC 認證諮詢委員會議之建議， 

明訂系具體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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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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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成效 完成時間 負責 
人員 

1.3/1.4 

學程教育目標應
用範圍較廣，認
證時不易評量目
標與核心能力的
關係。 

106~107： 
盡力和同學解釋教育目標
的重點，並解釋與核心能
力的關係 
108： 
透過108學年度IEET認證
諮詢委員會進行教育目標
的修正。 
修改內容為：培育敬業與
關懷社會文化的設計人才、
訓練以設計實作技能為本
的創意人才、養成能多元
跨域學習整合的研發人才 

106.12.28. 
期末問卷實施時
做更詳盡的說明 
 
109.03.18 
修改教育目標 

林秉如 
吳湘苹 

針對前次審查迄今認證團所提建議之持續改善成效 



   

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1.1具備明確且公開的教育目標，展現學程的功能與特色，並符合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 

系教育目標 

培育敬業與關懷社會文化 
的設計人才 

訓練以設計實作技能 
為本的創意人才 

養成能多元跨域學習整合 
的研發人才 

1. 資料蒐集與自主學習能力。 

2. 文化認知與造型應用能力。 

3. 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4. 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 

5. 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 

6. 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 

7. 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 

8. 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 

學生八大核心能力 

102年 成立 IEET DAC認證委員會  並於認證諮詢委員會議修訂系教育目標  並制定了學生核心能力 

102~108學年度各規範一直有分配負責老師執行資料收集與分析。 

對內：班級宣導和期末問卷並貼海報與給小卡 
對外：招生宣導、系網與雇主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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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1.2學程教育目標與學校願景/教育目標的關聯性及形成的流程 

校教育目標 HOT 

培育術德兼備，產業最愛人才 

人文素養 
Humanistic Literacy 

職場素養 
Occupational Literacy 

科技素養 
Technological Literacy 

院教育目標 

培育具備人性關懷與創新思維、掌握設計知識與現代技術、實現創造 
以增進人群福祉之實務設計人才 

系教育目標 

培育敬業與關懷社會文化 
的設計人才 

訓練以設計實作技能為本 
的創意人才 

養成能多元跨域學習整合 
的研發人才 

銜
接
校
與
院
的
教
育
目
標
以
達
到
一
貫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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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1.2學程教育目標與學校願景/教育目標的關聯性及形成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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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1.2學程教育目標與學校願景/教育目標的關聯性及形成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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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1.3學程課程設計如何達成教育目標 

教育目標 課程設計具體作法與課程規劃 

培育敬業與 
關懷社會文化 
的設計人才 

 透過服務教育、通識核心及通識發展等課程加強學生在人文、 社會 
     及品德教育與專業倫理的認知。 
 透過設計、造型與工藝等相關課程培育學生之美學素養。 
 鼓勵學生參加各類校內外競賽，以培養其團隊合作的精神。 

訓練以 
設計實作技能 
為本的創意人才 

 規劃文創產品設計與科技產品設計課程模組，兼顧學生背景與未來 
     發展志趣，輔導學生選擇適性之專業技能發展。 
 加強電腦輔助設計及產品設計與開發等設計實作課程，以激發學生 
     創新設計能力。 
利用業師協同教學來加強學生實務製作能力與經驗傳承。 

養成能多元 
跨域學習整合 
的研發人才 

 開設進階性課程，以培養學生之資料蒐集、自主學習能力。 
 開設整合式Capstone課程，培養學生之多元學習與跨領域整合能力。 
 透過專業實務實習課程厚植學生跨領域整合之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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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1.4 須具備有效的評估方式以確保教育目標的達成 

1.4.1 確保教育目標達成之評估方式 

本系使用於驗證教育目標達成的評估方式主要是間接式評量方式，評估方式
分為以下兩種問卷調查： 

1.畢業系友問卷(如附錄1-7所示)： 

每一年一次調查本系畢業系友對修畢本系課程後，是否同意可獲得各項學生
核心能力，以及是否已達成本系教育目標。 

2.企業雇主問卷(如附錄1-8所示)： 

每一年一次調查企業雇主是否認為本系所制訂之核心能力，對本系畢業生在
該公司服務及該公司未來發展具有重要性，以及本系畢業生之表現是否符合
本系所制訂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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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1.4 須具備有效的評估方式以確保教育目標的達成 

1.4.2 教育目標之持續改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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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1.4 須具備有效的評估方式以確保教育目標的達成 

1.4.3 教育目標達成度評估結果與改進紀錄 

校友與雇主教育目標重要性與達成度結果 

教育目標 
畢業滿三年校友 (62份) 雇主(30份) 
重要性 達成滿意度 重要性 達成滿意度 

培育敬業與關懷社會
文化的設計人才 

非常重要42% 
重要42% 
普通16% 

非常滿意23% 
滿意48% 
普通27% 

非常不滿意2% 

非常重要57% 
重要30% 
普通10% 
不重要3% 

非常滿意37% 
滿意50% 
普通13% 

訓練以設計實作技能
為本的創意人才 

非常重要53% 
重要37% 
普通10% 

非常滿意28% 
滿意48% 
普通24% 

非常重要60% 
重要34% 
普通3% 
不重要3% 

非常滿意33% 
滿意60% 
普通7% 

養成能多元跨域學習
整合的研發人才 

非常重要50% 
重要37% 
普通13% 

非常滿意27% 
滿意47% 
普通26% 

非常重要57% 
重要37% 
普通3% 
不重要3% 

非常滿意37% 
滿意57% 
普通3% 
不滿意3% 

校友的認為教育目標1.2.3重要性非常重要或重要有84%，達成程度非常滿意或滿意也有70%以上。 
雇主的認為教育目標1重要性非常重要或重要有87%，教育目標2.3有94%。 
雇主的認為教育目標1達成程度非常滿意或滿意有87%，教育目標2有93% ，教育目標3有94%。 
 
效果不錯，可以繼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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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1： 教育目標 優點與特色  
 
 

• 1.1 從102學年度即開始配合DAC認證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 1.1 從102學年度即開始分配老師負責各項目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 1.1 學生入學前、中、後都有宣導DAC的內容，網站與雇主(透過實習媒合會)也有宣導。  

• 1.2 學程教育目標有銜接校與院的教育目標， 且形成流程完整有搭配PDCA。  

• 1.3 三大教育目標都有規劃對應的必選修課程。  

• 1.4 教育目標有搭配各委員會、畢業系友與雇主問卷來進行持續改進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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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15 



   

認證規範 2： 學生  
 
 2.1 須訂定配合達成教育目標合理可行的規章 

入學招生作業 入學成績特優 
學生獎勵辦法 

適合的課程設計
與修業規定 

多元開班 
授課辦法 

1 2 3 4 

高中申請入學、技優
甄審、推薦甄試、聯
合分發。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 東南科技大學108
學年度新生入學獎
助學金獎勵辦法。 

修滿131學分，通識科
目28學分(佔21.4%)、
專業科目103學分 (佔
78.6%)含設計專業課
程93學分及院核心課
程10學分。 

東南科技大學學則 

東南科技大學暑期開
班授課辦法及東南科
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
辦法。 

學校教務法 

東南科大招生委員會 

擬定運動績優單獨招
生、身心障礙學生單
獨招生及轉學生招生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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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2.1 須訂定配合達成教育目標合理可行的規章 

在校生學業預警
及輔導要點 

5 

東南科技大學在校生
學業預警及輔導實施
要點。 

學校教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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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2.1 須訂定配合達成教育目標合理可行的規章 

在校生學業預警
及輔導要點 

重視整合式
Capstone課程 

轉入學生及休退
學生輔導 

5 6 7 

東南科技大學在校生
學業預警及輔導實施
要點。 

學校教務法規 大三規劃整產品開
發ⅠⅡ，而大四則
規劃專題設計ⅠⅡ。
並實施東南科技大
學創意產品設計系
專題設計課程實施
辦法。 

本系為了輔導由外系
或外校轉入本系之學
生能盡快適應課程之
學習或班級團體均透
過系統進行輔導。搭
配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抵免學分要點、東南
科技大學轉學生輔導
辦法、東南科技大學
學生輟學及休學輔導
辦法。 

東南科大導師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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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2.1 須訂定配合達成教育目標合理可行的規章 

在校生學業預警
及輔導要點 

重視整合式
Capstone課程 

轉入學生及休退
學生輔導 點名制度 

5 6 7 8 

東南科技大學在校生
學業預警及輔導實施
要點。 

學校教務法 大三規劃整產品開
發ⅠⅡ，而大四則
規劃專題設計ⅠⅡ。
並實施東南科技大
學創意產品設計系
專題設計課程實施
辦法。 

本系為了輔導由外系
或外校轉入本系之學
生能盡快適應課程之
學習或班級團體均透
過系統進行輔導。搭
配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抵免學分要點、東南
科技大學轉學生輔導
辦法、東南科技大學
學生輟學及休學輔導
辦法。 

東南科大導師資訊系統 

任課教師於每次上課必
須進入「教師資訊系統」
填寫「曠課登錄」，學
務處生活輔導組將統計
所得結果作為導師進行
學生學習出勤預警之諮
商輔導。 

東南科大教師資訊系統 

東南科大導師資訊系統 

導師針對學生缺曠查詢
後進行輔導並發曠課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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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2.2 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獎勵同學認真 
學習的相關辦法 

鼓勵同學參與 
活動的相關辦法 

1 2 

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自治團體設置及輔
導辦法。 

東南科技大學108學年度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獎勵辦
法、東南科技大學學生學
業成績優良獎勵辦法、東
南科技大學學生操行成績
優良獎學金頒發辦法、東
南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
獎學金獎勵要點、東南科
技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獎
勵要點、東南科技大學學
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實施
辦法、學生參加專業技藝
能競賽成績優秀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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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2.2 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獎勵同學認真 
學習的相關辦法 

鼓勵同學參與 
活動的相關辦法 

交流學習 
相關辦法 

定期辦理學術活動業
界交流參訪 

1 2 3 4 

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自治團體設置及輔
導辦法。 

東南科技大學跨領域
學程設置辦法、東南
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輔
系辦法、東南科技大
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
法。 

專題演講、經驗分享
(新一代傳承或就讀研
究所或就業現況…) 、
工作坊、校外參觀行
程(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參訪實施要點)。 

東南科技大學107學年度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獎勵辦
法、東南科技大學學生學
業成績優良獎勵辦法、東
南科技大學學生操行成績
優良獎學金頒發辦法、東
南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
獎學金獎勵要點、東南科
技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獎
勵要點、東南科技大學學
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實施
辦法、學生參加專業技藝
能競賽成績優秀獎勵辦法。 

21 不定期舉辦設計WORKSHOP 



獎勵同學認真 
學習的相關辦法 

鼓勵同學參與 
活動的相關辦法 

交流學習 
相關辦法 

1 2 3 

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自治團體設置及輔
導辦法。 

東南科技大學跨領域
學程設置辦法、東南
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輔
系辦法、東南科技大
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
法。 

東南科技大學105學年度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獎勵辦
法、東南科技大學學生學
業成績優良獎勵辦法、東
南科技大學學生操行成績
優良獎學金頒發辦法、東
南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
獎學金獎勵要點、東南科
技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獎
勵要點、東南科技大學學
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實施
辦法、學生參加專業技藝
能競賽成績優秀獎勵辦法。 

   

認證規範 2： 學生  
 
 2.2 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定期辦理學術活動業
界交流參訪 

4 

專題演講、經驗分享
(新一代傳承或就讀研
究所或就業現況…) 、
工作坊、校外參觀行
程(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參訪實施要點)。 

22 兩岸設計工作坊 揚州傳統技法研習營 



   

認證規範 2： 學生  
 
 2.2 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獎勵同學認真 
學習的相關辦法 

鼓勵同學參與 
活動的相關辦法 

交流學習 
相關辦法 

定期辦理學術活動業
界交流參訪 

1 2 3 4 

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自治團體設置及輔
導辦法。 

東南科技大學跨領域
學程設置辦法、東南
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輔
系辦法、東南科技大
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
法。 

專題演講、經驗分享
(新一代傳承或就讀研
究所或就業現況…) 、
工作坊、校外參觀行
程(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參訪實施要點)。 

東南科技大學105學年度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獎勵辦
法、東南科技大學學生學
業成績優良獎勵辦法、東
南科技大學學生操行成績
優良獎學金頒發辦法、東
南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
獎學金獎勵要點、東南科
技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獎
勵要點、東南科技大學學
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實施
辦法、學生參加專業技藝
能競賽成績優秀獎勵辦法。 

國內外實習 

5 

東南科技大學學生專
業實務實習辦法、東
南科技大學學生校外
實習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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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雙北市(200家)設計實習媒合 

   

認證規範 2： 學生  
 
 2.2 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24 



提供 蘇州上海1000家設計實習媒合 

   

認證規範 2： 學生  
 
 

2.2 須訂定鼓勵學生交流與學習的措施及辦法 

25 



   

認證規範 2： 學生  
 
 2.3 須明確說明如何能持續並有效執行學生的指導與評量 

課程實施機制 教學品質 
追蹤評量機制 

教學品質與 
課程改進機制 

課後補救 
教學制度 

1 2 3 4 

規劃課程流程及檢討
課程成績與相關的教

學成效。 

每學期召開 
系課程規畫委員會 

針對學生學習成績及
期末教學評量問卷進
行審查，以持續追蹤
並改善教學品質，若
有異常授課教師必須
提出教學品質改進計
畫與課程改進計畫。 

導入數位學習並提供專
業教學助理進行個別式
教學輔導，並讓學生利
用課餘時間上網自行以
數位方式學習。 

教學資源中心TA制 

每學年召開 
課程諮詢委員會 

邀請應屆畢業生代表、
家長代表、校友代表、
校內外學有專精之學
者專家與產業界專業
人士，提供本系課程
之專業諮詢。 

期末教學評量 

學生成績評量 

期末教學問卷 

學生對授課教師 

授課教師對學生 

學生對於授課教師
教學內容的學習、
系教育目標、 系
核心能力的相關與
提升程度反饋。 

每學期召開 
系課程規畫委員會 

教師OFFICE HOUR 
本系教師則必須自行安
排每週六至八小時，提
供學生課業諮詢或進行
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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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2.3 須明確說明如何能持續並有效執行學生的指導與評量 

課後補救 
教學制度 

4 

導入數位學習並提供專
業教學助理進行個別式
教學輔導，並讓學生利
用課餘時間上網自行以
數位方式學習。 

教學資源中心TA制 

教師OFFICE HOUR 
本系教師則必須自行安
排每週六至八小時，提
供學生課業諮詢或進行
補救教學。 

27 



   

認證規範 2： 學生  
 
 學校/學程輔導學生的執行成效 (學年度鼓勵學生交流、成長與學習之措施與執行成效) 

108-1 
國際競賽 2019台灣國際學生創意大賽 陳昱丞等2人 參賽 
國際競賽 IF DESIGN TALENT AWARD 2019_02 蔡鎔安等29人 參賽 
陸港澳競賽 月亮城杯2019揚州臺灣文創設計大賽 李采璇等62人 參賽 
陸港澳競賽 何朝宗杯2019中國陶瓷工業設計大賽 楊曉柔等2人 入圍 
國內競賽 2019 家 電 設 計 競 賽 吳瑞旗等7人 入圍 
國內競賽 2019 新燃點設計競賽 蘇楷恩等2人 入圍 
國內競賽 2019「市長杯」中國（溫州） 工業設計大賽 臺灣賽區 徐駿獻等28人 優選 
國內競賽 2019台中創新設計推動計畫 楊心榕 參賽 
國內競賽 2019年ICARE身心障礙與高齡者輔具 產品通用設計競賽 吳晨隆等39人 入圍 
國內競賽 2019金屬創新應用競賽 黃喬榆等63人 入圍 
國內競賽 2019家電設計競賽 林霓等39人 入圍 
國內競賽 2019第1屆全國智慧生活五創競賽 楊心榕 參賽 
國內競賽 2019新燃點設計競賽 許皓鈞等10人 參賽 
國內競賽 2019臺中創新設計競賽 陳昱丞等2人 參賽 
國內競賽 bonny波力公仔設計競賽 李木鬲芸 參賽 
國內競賽 晟銘杯應用設計大賽 陳俐穎等3人 參賽 
國內競賽 第八屆 LEXUS全球設計大賞 楊心榕 參賽 
學期實習 般若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等 5間公司 蔡昀翰等 8人 完成實習 
暑期實習 馨之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25間公司 簡碩亨等 36人 完成實習 

28 

106-107成效可參考自評報告書P19-P21 



   

認證規範 2： 學生  
 
 

學校/學程輔導學生的執行成效 (學年度鼓勵學生交流、成長與學習之措施與執行成效) 

108-1 

29 

定期參加的設計競賽  
都有入圍得獎紀錄 



   

認證規範 2： 學生  
 
 

學校/學程輔導學生的執行成效 (學年度鼓勵學生交流、成長與學習之措施與執行成效)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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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燃點杭州參展講座實況 



   

認證規範 2： 學生  
 
 

學校/學程輔導學生的執行成效 (學年度鼓勵學生交流、成長與學習之措施與執行成效) 
108-2 

國際競賽 IF DESIGN TALENT AWARD 2020_01 朱梓維等65人 參賽 

國內競賽 2020「金點新秀設計獎」 黃子涵等44人 
入圍10件 

工藝特別獎1件 

國內競賽 2020年ICARE通用設計競賽 蔡艾玫等7人 參賽 

國內競賽 2020金屬創新應用競賽 周禹辰等12人 參賽 

31 

金點新秀工藝設計類特別獎 



   

認證規範 2： 學生  
 
 2.3 須明確說明如何能持續並有效執行學生的指導與評量 

導師制度 專題老師制度 定期舉辦意見溝
通會議 

5 6 7 

每個班級皆有導師負
責輔導學生，指導同
學參與各項活動，並
提供課程選修之建議，
與照顧同學生活起居。
每學期定期召開班會，
宣達學校與系相關措
施，反應同學建議，
做為系、學校與班級、
同學間之橋樑。 

每學都會安排期初與
期末大會，由系主任
及系學會指導老師學
生面對面，聽取學生
之意見並由系主任依
權責親自或指派教師
回答問題。學務處每
學期也會舉辦兩次同
心橋會議，由班長、
副班長參加，反應意
見的處理都公告於網
路上， 以及畢業生座
談會。 

大四專題設計ⅠⅡ為進
階整合式課程，學生必
須應用所學專業設計知
識做整合，每位同學都
會有安排專題設計指導
教師，以協助學生自我
學習，順利完成專題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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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2.4要求學生在畢業前完成所有的要求之指導措施及辦法 

1131畢業門檻 學生修業之規定 適當的課程 
配置與指導 

1 2 3 

1張學位證書、1門以
上跨領域課程、3類證
照(資訊能力證照、外
語能力證照及專業能
力證照)及1張服務證明。 

本系課程規劃包含共
同必修課程、專業必
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
程，每學期皆提供充
足之必修與選修課程，
適宜配置於各個學期
且有最低選修學分規
定，以確保學生達成
畢業學分數之規定。 

本系課程規劃包含共
同必修課程、專業必
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
程。本系108學年度以
後(含)入學學生必須修
滿131學分。於畢業前
由教務處註冊組依前
述規定來檢查學生修
課是否已符合本系修
業規定，方得以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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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學校/學程輔導學生的執行成效 

106-108學年度註冊和授予學位統計 

學年度 
註冊人數 全部 

人數 
前一學年度
授予學士學
位人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延修生 總計 

106上學期 71 63 66 51 26 277 
46 

106下學期 65 50 66 51 17 249 
107上學期 74 62 47 64 21 268 

46 107下學期 70 54 46 63 11 244 
108上學期 41 70 52 41 15 219 63 108下學期 43 68 48 41 14 214 

106-108學年度轉學生背景統計分析 

人數 學年度   
106 107 108 

轉入本學程 
本校轉入 1 5 4 
外校轉入 1 3 1 
小 計 2 8 5 

轉出本學程 
轉至本校其他學程 10 9 2 

轉至他校 20 5 3 
小 計 30 14 5 

學生流動淨額註 -28 -6 0 
34 



   

認證規範 2： 學生  
 
 

學校/學程輔導學生的執行成效 (107-108學年度休退學生統計及相關辦法及機制) 
107休退學統計 108休退學統計 

學
期 休學原因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延
修
生 

小
計 

上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1 0 0 0 0 1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0 2 0 0 0 2 
個人因素 3 2 0 1 0 6 
其他 1 0 0 1 3 5 

下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0 0 0 1 0 1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0 0 0 0 0 0 
個人因素 0 1 1 1 0 3 
其他 0 0 0 0 2 2 

107 合計 5 5 1 4 5 20 

學
期 退學原因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延
修
生 

小
計 

上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1 1 1 0 0 3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0 0 0 0 0 0 
個人因素 5 2 4 0 1 12 
其他 0 0 0 0 0 0 

下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0 5 0 0 0 5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0 0 1 1 0 2 
個人因素 2 2 2 1 0 7 
其他 0 0 0 0 0 0 

107 合計 8 10 8 2 1 29 

學期 休學原因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延
修
生 

小
計 

上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1 0 0 0 0 1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0 1 0 0 0 1 
個人因素 1 0 2 0 0 3 
其他 0 0 0 0 3 3 

下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2 0 2 0 0 4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0 0 0 0 0 0 
個人因素 0 1 0 0 0 1 
其他 0 0 0 0 0 0 

108 合計 4 2 4 0 3 13 

學期 退學原因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延
修
生 

小
計 

上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2 0  2 1 0  5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0  0  1 0  0  1 
個人因素 1 1 0  1 1 4 
其他 2 0  2 1 0  5 

下 

對其他學科產生興趣 1 1 1 0 0 3 
無法負荷學業壓力 0 2 0 0 0 2 
個人因素 1 1 2 2 0 6 
其他 0 0 0 0 3 3 

108 合計 7 5 8 5 4 29 

輔導輟學及休學學生，協助其繼續完成學業，本校已訂定
「東南科技大學學生輟學及休學輔導辦法」。依據此辦
法，本校學生發生輟學及休學時，由導師先了解輟學及休
學原因，安排時間與學生及家長晤談，再由系主任與學生
及家長懇談；經確認必須辦理休學時才簽註同意，依行政
程序完成休學申請。而對於已辦理休學申請之學生，由註
冊組各系承辦人員，追蹤學生之狀況，並輔導其復學返校
繼續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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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2： 學生 優點與特色  
 
 

• 2.1 從入學前到畢業都有對應的規章， 並搭配學生、 導師與學習地圖平台等系統輔助。 

• 2.2 有許多鼓勵學生交流與學習的措施，以學程學生所創辦的社團、系學會與新一代展的 
表現來說，都很用心成效也不錯。 

• 2.3 課程實施、教學品質追蹤與改進與補救措施都有對應辦法，特別是教學資源中心有提 
供TA制，可讓學長姐指導學弟妹做傳承。 

• 2.3 學程在兩項發展主軸上皆有許多國際與全國競賽的獲獎，科技類有智能家電類的競賽 
符合科技互動產品設計的特色，文創類有數位金工的競賽，亦符合工藝創新的特色， 此
外新一代展的展出成果也有一定的金點新秀獎入圍件數(部分入圍IF) 。 

• 2.4 學校有1131的畢業門檻，導師於大四會有職涯能力輔導的課程來輔導學生， 增加學 
生畢業求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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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規範 3：教學成效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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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成效 完成時間 負責 
人員 

3.1 

依據歷屆學生核心
能力評量結果，宜
強化「文化認知與
造型能力」的培育

106： 
在產品設計、產品開
發與專題設計的主題
引導上，強調文化創
意產品設計的主題。 
107~108： 
持續在產品設計、產
品開發與專題設計的
主題引導上，強調文
化創意產品設計的主
題。並於暑期增加傳
統技法長期和短期研
習營。 

107.09.12 
於107學年度第一次
系務會議做討論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力之持
續改善機制 
  
108.07.02 
臺灣東南科技大學非
物質文化遺產技藝夏
令營 

陳柏全 

針對前次審查迄今認證團所提建議之持續改善成效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1畢業生核心能力能涵蓋IEET規範3核心能力 

學程之 
學生核心能力 

1-8 

IEET認證規範3核心能力 

3.1 
具備設計
專業知識
的能力 

3.2 
執行設計
實務所需
技術、技
巧及使用
現代工具
的能力 

3.3 
整合設計
知識及技
術的能力 

3.4 
發掘、分
析及因應
複雜設計
問題的能
力 

3.5 
具備計畫
管理、有
效溝通、
尊重多元
觀點與跨
領域團隊
合作的能
力 

3.6 
認識時事議
題，瞭解設
計實務對環
境、社會經
濟及全球的
影響，並培
養持續學習
的習慣與能
力 

3.7 
具備專業倫
理及認知社
會責任 

資料蒐集與自主學習能力 0 1 0 0 0 1 0 

文化認知與造型應用能力 1 1 0 0 0 0 0 

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0 0 1 1 0 0 0 

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 1 1 1 1 0 0 0 

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 1 1 1 1 0 0 0 

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 0 0 0 0 1 0 1 

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 1 0 1 0 1 0 0 

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 0 0 0 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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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畢業生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的關聯性 

學年度 學程教育目標 請勾選相關聯之學生核心能力 

109 
108 
107 
106 

  

目標一： 
培育敬業與關懷社會文化 
的設計人才 

□ 核心能力1：資料蒐集與自主學習能力 
█ 核心能力2：文化認知與造型應用能力 
□ 核心能力3：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 核心能力4：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 
□ 核心能力5：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 
□ 核心能力6：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 
□ 核心能力7：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 
█ 核心能力8：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 

目標二： 
訓練以設計實作技能為本 
的創意人才 

□ 核心能力1：資料蒐集與自主學習能力 
□ 核心能力2：文化認知與造型應用能力 
█ 核心能力3：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 核心能力4：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 
█ 核心能力5：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 
□ 核心能力6：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 
□ 核心能力7：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 
□ 核心能力8：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 

目標三： 
養成能多元跨域學習整合 
的研發人才 

█ 核心能力1：資料蒐集與自主學習能力 
□ 核心能力2：文化認知與造型應用能力 
□ 核心能力3：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 核心能力4：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 
□ 核心能力5：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 
█ 核心能力6：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 
█ 核心能力7：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 
□ 核心能力8：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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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1 核心能力一：資料蒐集與自主學習成效 

此類課程在授課過程中，除了教師傳授課程所需的專業知識之外，亦透過設定主題讓
學生從自己蒐集資料、設定喜歡的題目、並與老師討論以確定方向的過程中，培養資
料蒐集與自主學習的能力與習慣。如下圖所示就是大四學生在「專題設計(I)」課程
中，為了尋找專題的題目而自行蒐集、分析資料，並製作成簡報檔進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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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設計討論簡報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2 核心能力二：文化認知與造型應用 

此類課程著重於將文化的概念與相關因子導入於課程的教學內容、作業與設計專題當
中。建立學生對於造型的認識，並深化其造型設計與變化的豐富性與成熟度，則是此
類課程另一重要面向。作業與實作專題在此類型課程中相當重要，教師透過實作，可
以得知學生對於文化認知轉化，以及造型練習的熟練度。如左圖所示則是數位工藝設
計(I)課程 (右圖是其他金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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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工藝 

數位工藝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2 核心能力二：文化認知與造型應用 

此類課程著重於將文化的概念與相關因子導入於課程的教學內容、作業與設計專題當
中。建立學生對於造型的認識，並深化其造型設計與變化的豐富性與成熟度，則是此
類課程另一重要面向。作業與實作專題在此類型課程中相當重要，教師透過實作，可
以得知學生對於文化認知轉化，以及造型練習的熟練度。如下圖所示臺灣東南科技大
學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夏令營。 

臺灣東南科技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夏令營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3 核心能力三：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 

此類課程需培養學生透過觀察發現問題，並進一步去研究、發想，以解決所發現問題
的能力。因此，課程中多會搭配作業或是設計專題，讓學生自己去發掘所想要解決的
問題，在創意思考的方面，則是要求學生可以多方面腦力激盪，先透過快速草繪產生
出最多數量的創意想法，之後再透過篩選方式決定最佳的解決方案。 

44 設計思考 設計方法 使用者體驗設計 使用者旅程…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4 核心能力四：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 

此類課程著重於培育學生呈現設計構想造型能力的技能。此類技能包含平面的2D快速
手繪(sketch)能力、2D電繪表現技法、3D建模及彩現(rendering)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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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表現技法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4 核心能力四：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 

此類課程著重於培育學生呈現設計構想造型能力的技能。此類技能包含平面的2D快速
手繪(sketch)能力、2D電繪表現技法、3D建模及彩現(rendering)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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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建模與渲染…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5 核心能力五：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 

此類課程在於培育學生關於產品模型、量產製造等方面的相關知識，也著重訓練學生
手作模型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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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帶充氣式展場 與代表作品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6 核心能力六：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 

此類課程一方面在於培育學生闡述意見及設計發表的能力；另一方面透過分組或是參
加展覽以訓練學生團隊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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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圖 

團隊發表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7 核心能力七：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 

此類課程主要在於培育學生能夠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與需求，並在限定的條件與時間
內完成設計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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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佛堂(文創+科技) 皮影人偶燈(文創+科技)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2.8 核心能力八：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 

此類課程在於培育學生除了專業技能之外，能夠對於職場倫理有正確的認知與態度，
同時也希望學生可以善用其設計的才能，多著墨於與社會、族群、環境關懷等相關的
議題，提供改善的構想。其中，「專業實務實習(I)」讓同學藉由到實習單位實習的機
會，預先認識職場環境，並培養職場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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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醫療屏風 金點概念設計獎得獎 金點新秀循環設計類 入圍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3透過Capstone課程及畢業生問卷調查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之結果 

 
3.3.1透過Capstone課程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 

本系Capstone課程共有四門，分別是大三的「產品開發(I)(II)」以及大四的「專題設計(I)(II)」 

該3年平均下來 

得分最高的為「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76) 、「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76) 、「原型
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76)等三項核心能力。 

得分最低的為「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72)、「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73)、「職場
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73)等三項核心能力，不過該三項核心能力也都有70分以上的分數。 

1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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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2 

1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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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 
-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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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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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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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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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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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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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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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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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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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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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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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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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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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開
發
一 

專
題
設
計
一 

產
品
開
發
二 

專
題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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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料蒐集與自主學習能力 66 75 71 80 68 76 68 86 72 79 71 75 74 
2.文化認知與造形應用能力 69 74 70 81 69 75 71 83 70 80 71 76 74 
3.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70 73 73 81 69 79 73 88 72 81 70 77 76 
4.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 74 73 75 81 70 80 75 86 71 82 70 78 76 
5.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 73 74 75 80 67 80 72 88 69 81 70 77 76 
6.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 68 72 69 79 69 73 68 83 66 80 68 75 73 
7.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 66 75 67 81 66 72 68 82 68 79 69 74 72 
8.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 69 74 67 79 69 73 72 84 66 78 66 7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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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3.2透過畢業生問卷調查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 

108學年度畢業生的核心能力達成度如下，107可參考表3-5 ，106可參考3-6 

105學年度入學 108學年度畢業       樣本 41   

具備程度 5 4 3 2 1 
平均分數 

系所核心能力 高 中上 中 中下 低 

(一) 資料蒐集與自主學習能力 24.4% 48.8% 24.4% 2.4% 0.0% 3.95 

(二) 文化認知與造形應用能力 17.1% 61.0% 19.5% 2.4% 0.0% 3.93 

(三) 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34.1% 43.9% 17.1% 4.9% 0.0% 4.07 

(四) 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 31.7% 39.0% 24.4% 4.9% 0.0% 3.98 

(五) 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 34.1% 39.0% 22.0% 4.9% 0.0% 4.02 

(六) 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 31.7% 43.9% 17.1% 7.3% 0.0% 4.00 

(七) 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 26.8% 43.9% 26.8% 2.4% 0.0% 3.95 

(八) 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 29.3% 48.8% 17.1% 4.9% 0.0% 4.02 

108學年度的畢業生最高分為「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4.07)，最低分為
「文化認知與造形應用能力」(3.93)。 

52 



   

認證規範3：教學成效及評量 
 
 3.3.2透過畢業生問卷調查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 

106-108學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畢業生核心能力之達成度比較表如下 

106~108學年度畢業生的8項核心能力當中，有7項分數皆高於4，唯一低於4分的「職場倫
理與社會關懷能力」，也有3.9分。畢業生對於自己的核心能力評價大致上落於「中上」程
度。3年平均中最高的3項為「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4.16)、「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
能力」(4.13)、「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4.13)，皆為本系教學中最重要的專業技能，
畢業生經過4年的訓練在專業技能方面已能建立足夠的信心。至於分數較低的，則為「職場
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3.9)、「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4.0)、「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
能力」(4.04)等3項。 

系所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平均分數 
106學年度畢業 107學年度畢業 108學年度畢業 平均 

(一) 資料蒐集與自主學習能力 4.08 4.26 3.95 4.10 
(二) 文化認知與造形應用能力 4.09 4.21 3.93 4.08 
(三) 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4.11 4.21 4.07 4.13 
(四) 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力 4.3 4.1 3.98 4.13 
(五) 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 4.17 4.3 4.02 4.16 
(六) 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 4.08 4.05 4.00 4.04 
(七) 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 3.96 4.08 3.95 4.00 
(八) 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 3.92 3.75 4.02 3.90 

53 



   

認證規範 3： 學生 優點與特色  
 
 

• 學生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的關聯性清楚， 並有搭配到DAC3.1-3.7的能力要求， 特別是每學
期末每門課程都會對核心能力做提升等級與關聯性的評量與檢討。 

• 3.1 資料收集與自主學習從大一開始養成，逐年增加廣度深度。 

• 3.2 文化認知與造型應用培養，學程提供大量文化創意課程，將工藝結合科技進行創新。 

• 3.3 創意思考與解決問題從大一的設計思考配合大二設計方法與各整合性的課程 
        (產設、產 開、專題)進行培養。 

• 3.4 關於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的訓練，學生有2年半紮實的3D建模與造型課程， 
        二下時有 2/3的學生可將構想轉化成2D與3D到列印模型完成， 且精緻度很高。 

• 3.5 原型製作與產品製造能力，學程學生有應用於畢展各類型的展品， 作品的十分多元。 

• 3.6 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的養成，大二開始學程會透過業師或校外教授共評來訓練學生。 

• 3.7 因學程師資由設計與機電專長的老師共同組成，所以學生擅長跨領域的整合與思考。 

• 3.8 職場能力與社會關懷學程有融於專題的課程主題並搭配實習的運作。 

• 專題製作Capstone課程都有做每學期的評量與檢討，畢展成果表現良好(入圍件數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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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規範 4：課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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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成效 完成時間 負責 
人員 

4.2 

課程分為「科技產
品設計」與「文創
產品設計」兩個課
程模組，宜建立學
生分流機制與辦法
以及模組課程的選
課辦法細則。 

106~107： 
透新生訓練、班會與
職涯能力輔導課程做
說明與輔導。 
108：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課程規畫委員
會建立學程分流辦法

107.9.28 
透過班會由導師主任
加強宣導 
  
109.03.04 
建立學程分流辦法 

陳俊豪 

4.2 

通識課程 24 學分
發展通識課程 4 學
分、院核心課程 7 
學分、學程專業必
修64 學分、學程專
業選修 29 學分，
宜增加專業選修課
程學分數，以滿足
學生修課彈性。 

106~107：將同一年
級各選修的課程時段
分開，輔導學生額外
多加選。 
108：108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一次課程規畫
委員會調整109學年
度應修學分表，選修
占專業課程1/3以上。 

107.09.12 
於107學年度第一次
系務會議系務會議做
討論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之持續改善機制 
  
109.03.18 
修改109學年度應修
學分表 

陳俊豪 

針對前次審查迄今認證團所提建議之持續改善成效 



   
認證規範4：課程組成 

 
 4.1學程課程設計與內容須與教育目標一致，且能透過畢業生成績單分析，佐證畢業生修習 

     的課程應至少包含人文、美學、社會科學、基礎科學、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及通識課程等 

4.1.1人文、美學、社會科學及基礎科學課程須占最低畢業學分的1/4(25%)以上。 

本系108學年度開設之人文、美學、社會科學及基礎科學課程包含括(1).院核心課

程之資訊概論與程式設計、跨領域課程體驗、企劃與行銷、設計心理學；與(2).

系必修課程如設計概論、設計素描、設計材料、基本設計I/II、平面設計、表現技

法、作品集設計、服務教育I/II、世界文明與多元文化、公民素養與法治社會、職

涯能力輔導、文創產品設計概論、科技產品設計概論共19門課，合計38學

分，佔本系最低畢業學分(131學分)之29%，符合人文、美學、社會科學及基礎

科學課程須占最低畢業學分的四分之一(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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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4：課程組成 

 
 

本系(1).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之專業必修：模型製作I/II、製造程序與實習、數位造型設

計I/II、設計方法、產品設計I/II、產品開發I/II、專題設計I/II共12門課，計有41學分佔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131學分)之31%；(2).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之專業選修：※組「文創

產品設計模組」的數位插畫設計、商品攝影與後製、金工設計I/II、數位工藝設計I/II、

品牌形象設計、商品包裝設計、創新與創業、展示設計共有10門課，計25學分；＃組

「科技產品設計模組」的電腦輔助設計I/II、參數實體設計、數位工藝設計I/II、人因

工程、曲面設計、互動產品設計、產品機構設計、生活用品設計、使用者經驗設計、專

利實務、設計管理共有13門課，計34學分。因此，設計專業選必修※組「文創產品設

計模組」共計66(41+25)學分，佔本系最低畢業學分(131學分)之50%與B＃組「科技

產品設計模組」共計75(41+34)學分，佔本系最低畢業學分(131學分)之57%，均超過

37.5%。 

4.1.2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須占最低畢業學分的3/8(37.5%)以上，其中，設計實作課程須
占最低畢業學分的1/4 (25%)以上。 

4.1學程課程設計與內容須與教育目標一致，且能透過畢業生成績單分析，佐證畢業生修習 
     的課程應至少包含人文、美學、社會科學、基礎科學、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及通識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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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1).設計專業含實作之專業必修：模型製作I/II、製造程序與實習、數位造型設計

I/II、設計方法、產品設計I/II、產品開發I/II、專題設計I/II共12門課，計有41學分，其中

實作課程佔31學分，佔本系最低畢業學分(131學分)之24%； (2).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之

專業選修：※組「文創產品設計模組」的數位插畫設計、商品攝影與後製、金工設計

I/II、數位工藝設計I/II、品牌形象設計、商品包裝設計、創新與創業、展示設計共有10

門課，計25學分，其中設計實作課程佔17學分，佔本系最低畢業學分(131學分)之

13%； ＃組「科技產品設計模組」的電腦輔助設計I/II、參數實體設計、數位工藝設計

I/II、人因工程、曲面設計、互動產品設計、產品機構設計、生活用品設計、使用者經驗

設計、專利實務共有12門課，計32學分，其中設計實作課程佔20學分，佔本系最低畢業

學分(131學分)之16%。因此，設計專業選必修※組「文創產品設計模組」的設計實作課

程共計48(31+17)學分，佔本系最低畢業學分(131學分)之37%與＃組「科技產品設計

模組」共計51(31+20)學分，佔本系最低畢業學分(131學分)之40%，均超過25%。 

4.1.2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須占最低畢業學分的3/8(37.5%)以上，其中，設計實作課程須占最
低畢業學分的1/4 (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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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程課程規劃/課程地圖（含課程擋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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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程課程規劃/課程地圖（含課程擋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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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程課程規劃/課程地圖（含課程擋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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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程課程規劃/課程地圖（含課程擋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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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設計專業課程應能充分支持設計實作所需的專業知識。 
  1.學程的課程（包括專題實作）能培育所要求的畢業生核心能力，且每項核心能力至少有2～3門課程培育 

年
級 

上
下
學
期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必
選
修 

1. 
資料
蒐集
與自
主學
習 

2. 
文化
認知
與造
型應
用 

3. 
創意
思考
與解
決問
題 

4. 
快速
草繪
與電
腦應
用 

5. 
原型
製作
與產
品製
造 

6. 
意見
表述
與團
隊合
作 

7. 
跨域
整合
與設
計管
理 

8. 
職場
倫理
與社
會關
懷 

一 上 國文(I) 2 必 ■ ■       ■   ■ 
一 下 國文 (II) 2 必 ■ ■       ■   ■ 
一 上 英文(I) 2 必   ■       ■   ■ 
一 下 英文 (II) 2 必   ■       ■   ■ 
一
二 

上
下 體育(I)(II)(III)(Ⅳ) 1 必           ■   ■ 

一 下 服務教育(I) 1 必           ■   ■ 
二 上 服務教育 (II) 1 必           ■   ■ 
三 下 民主與法治 2 必 ■ ■     ■   ■ 
三 上 世界文明與多元文化 2 必 ■ ■     ■   ■ 
二 上 英文聽力 2 必           ■   ■ 
二 下 進階英文 2 必 ■ ■         ■   
三 下 實用中文 2 必 ■ ■       ■   ■ 
一 下 通識課程(I) 2 必 ■ ■ ■     ■   ■ 
二 上 通識課程 (II) 2 必 ■ ■ ■     ■   ■ 
一 下 計算機概論 3 必     ■ ■         
三 下 設計心理學 2 必 ■ ■ ■     ■ ■ ■ 
四 下 企劃與行銷 2 必 ■ ■ ■     ■ ■ ■ 
一 上 設計概論 2 必 ■ ■     ■ ■   
一 上 數位造型設計I 2 必 ■ ■ ■ ■         
一 下 數位造型設計II 2 必 ■ ■ ■ ■         
一 上 設計素描 2 必   ■ ■ ■         
一 下 表現技法 2 必   ■ ■ ■         
一 上 基本設計I 2 必 ■ ■ ■   ■       
一 下 基本設計II 2 必 ■ ■ ■   ■       
一 上 模型製作I 2 必   ■ ■   ■       
一 下 模型製作II 2 必   ■ ■   ■       
二 上 製造程序與實習 2 必   ■ ■   ■ ■     
二 上 電腦輔助設計I 2 必 ■ ■ ■ ■         
二 下 電腦輔助設計Ⅱ 2 必 ■ ■ ■ ■         
三 上 電腦輔助設計III 2 必 ■ ■ ■ ■         
二 上 平面設計 2 必 ■ ■ ■ ■         

年
級 

上
下
學
期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必
選
修 

1. 
資料
蒐集
與自
主學
習 

2. 
文化
認知
與造
型應
用 

3. 
創意
思考
與解
決問
題 

4. 
快速
草繪
與電
腦應
用 

5. 
原型
製作
與產
品製
造 

6. 
意見
表述
與團
隊合
作 

7. 
跨域
整合
與設
計管
理 

8. 
職場
倫理
與社
會關
懷 

二 上 設計方法 2 必 ■   ■     ■ ■   
二 下 人因工程 2 必 ■   ■   ■     ■ 
二 下 設計材料 2 必 ■ ■ ■   ■       
二 下 商品攝影與後製 3 必 ■   ■ ■   ■     
三 上 作品集設計 2 必 ■ ■ ■ ■         
二 上 產品設計I 3 必 ■ ■ ■ ■ ■ ■ ■ ■ 
二 下 產品設計II 3 必 ■ ■ ■ ■ ■ ■ ■ ■ 
三 上 產品開發I 3 必 ■ ■ ■ ■ ■ ■ ■ ■ 
三 下 產品開發II 3 必 ■ ■ ■ ■ ■ ■ ■ ■ 
三 下 專業實務實習I 9 選 ■ ■ ■ ■ ■ ■ ■ ■ 
三 下 專業實務實習報告I 1 選 ■ ■ ■ ■ ■ ■ ■ ■ 
四 下 職涯能力輔導 1 必           ■ ■ ■ 
四 上 專題設計I 6 必 ■ ■ ■ ■ ■ ■ ■ ■ 
四 下 專題設計II 6 必 ■ ■ ■ ■ ■ ■ ■ ■ 
二 上 ※文創產品設計概論 2 選 ■ ■ ■     ■     
二 上 ＃科技產品設計概論 2 選 ■   ■     ■     
二 下 ※數位插畫設計 3 選 ■     ■         
二 下 ＃參數實體設計 3 選 ■     ■         
三 上 ＃感測元件應用 3 選 ■   ■ ■ ■   ■   
三 下 ＃互動產品設計 3 選 ■   ■ ■ ■       
三 上 ＃產品機構設計 3 選 ■   ■ ■ ■       
三 上 ※＃數位工藝設計I 3 選 ■ ■ ■ ■ ■       
三 下 ※＃數位工藝設計II 3 選 ■ ■ ■ ■ ■       
三 上 ※金工設計Ⅰ 3 選 ■ ■ ■   ■       
三 下 ※金工設計Ⅱ 3 選 ■ ■ ■   ■       
三 下 ＃曲面設計 3 選 ■     ■         
四 上 ※商品包裝設計 3 選 ■ ■ ■ ■ ■ ■ ■   
四 上 ＃生活用品設計 3 選 ■ ■ ■ ■ ■       
四 下 ※展示設計 3 選 ■ ■ ■ ■ ■       
四 下 ＃設計管理 3 選 ■   ■     ■ ■ ■ 

4.1學程課程設計與內容須與教育目標一致，且能透過畢業生成績單分析，佐證畢業生修習 
     的課程應至少包含人文、美學、社會科學、基礎科學、設計專業與實作課程及通識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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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設計專業課程應能充分支持設計實作所需的專業知識。 
2.專業必修/必選修課程分析表 
本系藉由課程分析表制訂，明確建立專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之關聯性。以107學年度設計素描 
(必修)及商品包裝設計(選修)課程為例，課程分析及反思表如下所示，反思會參考期末問卷結果。 

序
號 

課
程
名
稱 

必
修
選
修 

授
課
教
師 

開
課
年
級 

學分數 
授
課
小
時
數 

請勾選對應之核心 能力 

修
課
人
數 

評量方式 

平
均
成
績 

及
格
率 

總
學
分
數 

人文、美
學、社會
科學及基
礎科學 

設計專業
及實作 

實
習 

通
識 

核
心
能
力
1 

核
心
能
力
2 

核
心
能
力
3 

核
心
能
力
4 

核
心
能
力
5 

核
心
能
力 
6 

核
心
能
力 
7 

核
心
能
力 
8 

設
計 

其
他 

1 

設計 
素描 

必
修 

陳
俊
豪 

一
年
級
乙
班 

2 0 1 1 0 0 2 □ ■ ■ ■ □ □ □ □ 36 

■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業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實作成品 □口試  
□其他，請說明：____ 

72.
2 

92
% 

(請說明教師專業課程分析及反思)  
1. 本課程為本系之專業課程，強調設計之傳達語言；手繪草稿是設計師向外界溝通設計思考最快速的方法，透過有步驟的教學與練習，

提升學生說明設計思考的能力，實施「概念視覺化」的要件，而達到快速設計與溝通的技巧。課程導入三視圖、透視圖為繪圖基礎，
建構視覺表現等主題是引導，藉由簡單的工具透過手繪草圖溝通設計想法與實踐，提昇設計者由發表到執行之專業知識與能力。下列
為針對學生學習成效、核心能力檢討說明如下: 學生學習成效: 本課程為必修課，學生在此課程中學習概念視覺化的要件，做為未來銜
接後續進階課程與產品設計與開發等課程的準備。學生在平常、期中及期末考試之表現大致尚可，但約有8%學生的努力程度不足，
因此學習狀況未達標準。由於本課程是培育學生手繪草稿的基本應用能力，由平均成績及及格率來評估，整體課程實施成效應符合預
期。唯對於3位學習欠佳學生，據了解乃高中職階段並非與設計相關科系，例如機械科、鑄造科、幼保科…等學生，對於手繪能力上
需要更長的時間與更多的練習來加強，參照過往課程經驗，本學期課程增加「禪繞畫課程」，纏繞畫利用單元性構圖，重複繪製與編
排達到豐富畫面的效果，即使不會畫圖的學生也能夠畫得好，增加他們的繪圖自信心，不過課程結果仍然顯示尚有學生在繪圖天分上
與練習上仍須再加強。 

2. 核心能力檢討:本課程與核心能力2、3及4之培養有高度相關，由期末課程回饋調查表中統計資料顯示，學生認為本課程與核
心能力2、3及4之關聯度分別為4.24、4.07及4.28，結果顯示學生認為本課程與核心能力4為高度相關，次高為3高度相關
意味著學生對於創意思考與快速草繪應用能力顯是有高度相關，而統計資料也顯示學生認為本課程對提升核心能力2、3及4之
等級則分別為3.66、3.83及3.97，其中核心能力4為3.6以上，即快速草繪應用能力上可看出整體課程之實施成效尚能符合
學生之需求與滿意度。 

    必修專業課程分析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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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總學分數 
小計 42 35 24 

13 21 
總計 135 

IEET認證規範4課程學分數之

要求 
32學分 

48學分 

(設計實作至少32學分) 
    

學程最低畢業學分數 128 

   
認證規範4：課程組成 

 
 3.透過畢業生成績單分析佐證學程滿足規範4.1.1及規範4.1.2所要求的課程規劃與組成百分比。 

本系目前最高年級為四年級尚未舉行畢業典禮(105學年度入學)，104學年度入學的學生已在

108年6月畢業，故本系依104學年度畢業之學生成績高、中、低各抽取2份，每班共抽取6份，

其中一份將會如下所示，其餘如附錄4-11所示。 

表 4- 5  107學年度畢業生成績單分析表(104學年度入學)學號末三位：081高(創設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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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學程具備適量且具品質的實習或見習課程，以培育學生實務能力 

本系開設實習或見習課程主要包括：表現技法、產品設計Ⅰ、平面設計、產品設計II、

製造程序與實習、電腦輔助設計Ⅰ、產品設計III、電腦輔助設計II、人因工程、產品開發

Ⅰ、電腦輔助設計III、作品集設計、產品開發II、專題設計Ⅰ、專題設計II等，且都列為

必修。而選修方面則有：數位插畫設計、數位工藝設計Ⅰ、商品攝影與後製、金工設計

Ⅰ、數位工藝設計Ⅱ、視覺溝通與應用、金工設計Ⅱ、品牌形象設計、商品包裝設計、

展示設計、參數實體設計、產品機構設計、使用者經驗設計、互動產品設計、曲面設

計、生活用品設計、電腦輔助產品分析等。 

5.學程開設專題實作且列為必修 

本系於108學年度大四上學期及大四下學期分別開設專題設計Ⅰ及專題設計Ⅱ課程，各

為6學分6小時之必修課程，屬於統整式(Capstone)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充分應用大學階

段所習得之專業技術能力，透過分組以團隊合作方式完成一件複雜產品之設計與實作，

並作為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達成度之重要直接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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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養成學生核心能力過程中，提供學生接觸專業倫理議題的機會 

從大三下設計心理學、三上暑期專業實務實習、三下專業實務實習Ⅰ、四上專業實務實

習Ⅱ到四下開設職涯能力輔導等課程，都蘊含在養成學生核心能力過程中，提供學生接

觸專業倫理議題的機會。「職場倫理」也被整合到部分課程中；「設計概論」、「使用

者經驗設計」、「創新與創業」等課程都安排「職業倫理」的相關講題，提供學生相關

價值觀的建立。 

7.課程內容包括培養學生具備持續學習的能力 
 專業選修科目依據「專業選修分流實施辦法」如附錄4-12所示，選修課分流包括兩個模

組課程，其中區分為專業選修A組的「文創產品設計模組」與B組的「科技產品設計模

組」，適性發展方向修課流程關係圖，分別如附錄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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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均衡，並與學程教育目標一致 

通識課程包括國文Ⅰ、英文Ⅰ、國文Ⅱ、英文Ⅱ、英文聽力、實用中文、通識課程

Ⅰ、通識課程Ⅱ、通識課程Ⅲ、體育Ⅰ、Ⅱ、Ⅲ及IV、服務教育Ⅰ及Ⅱ等，共15門

課。其中通識課程Ⅰ、Ⅱ於大一下學期開始修習，共需於兩個學期各修習1門課，計有

4學分。院核心課程包括資訊概論與程式設計、跨領域課程體驗、設計心理學及企劃與

行銷學等共有4門課。配合學校之教育目標，本校規劃之通識與專業領域互補，通識課

程分成語言文學、人文社會、科學與藝能三大領域。通識教育之實施，在使學生能於

專業領域的學習時，兼顧人文藝術的薰陶，培養團隊合作敬業精神，遵守法治，並及

早進行生涯規劃，以提昇學生適應現代生活的能力；同時更期許學生能吸收多元化知

識及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以達成全人教育的目標。本系通識課程與專業領域均衡，並

與學系教育目標一致，因此亦符合IEET之DAC 2018規範4.1.1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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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課程規劃與教學須符合產業需求，並能培養學生將所學應用在設計實務的能力 

4.2.1課程規劃與教學能滿足產業發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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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課程規劃與教學能培養學生將所學應用在設計實務的能力 

1.具設計實作內涵之課程 

本系除了學術理論之外，且因師資之特殊，本系師資超過一半都曾是設計業界

之設計師，職場經驗豐富，也因此課程規畫特別重視課程之產學接軌的能效。

因而本系強調設計實作課程為整體課程主軸，其他課程與設計專業課程成為夥

伴關係。專業選修科目包括2個模組課程及共同選修課程，其中模組課程區分為

專業選修「文創產品設計模組」與「科技產品設計模組」，選修科目皆在本系

開設。 

2.設計實作課程規劃及執行成效 

在108學年開設的具設計實作課程選必修共41門，如表4-6所示，其執行成效如

附錄4-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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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課程規劃與教學能培養學生將所學應用在設計實務的能力 

3.專題實作課程規劃及執行成效 

本系於大三開設「產品開發」與大四開設之「專題設計」課程，皆為本系Capstone

核心課程，為整學年必修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充分應用大學四年內所習得之專業設

計與實作技術能力，透過分組以團隊合作方式完成一件複雜產品之設計與實作，並

作為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達成度之重要直接評量指標，下方以專題設計課為例。 

課程名稱 專題設計(I&II) 授課教師 陳柏全、劉崇智、李福源、陳俊豪、郭家瑋 

學分數/授課小時數 4/5 必修 開課年級 四年級 
先修課程 產品開發I&II 
教科書 教師自編講義 

單元主題 
      1.108-1 設計研究    2.108-1 構想展開    3.108-1 細節設計     4.108-1 草模檢討 
      5.108-1 定案發表    6.108-2 正模製作    7.108-2 專刊編排     8.108-2 畢展籌備&展出 

勾選對應之畢業生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1 核心能力2 核心能力3 核心能力4 核心能力5 核心能力6 核心能力7 核心能力8 

■ ■ ■ ■ ■ ■ ■ ■ 

評量方式：■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實作成品 ■口試  

108學年度整合性專題實作課程(Capstone)綱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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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題實作課程規劃及執行成效 

整合性專題實作課程(Capstone)確認清單 

# 項目 填寫佐證 
1 須是必修 ■ 必修     
2 一門課或是多門課 ■ 一門課  
3 開課時間 ■  四年級上■  四年級下 

4 
現有課程調整，且須
是單一獨立課程，每
週課堂會面 

■ 現有課程調整，獨立課程 
課程時間：■ 二個學期 
學分數：12 學分  
課堂學時（課堂會面或會議討論）：4學時/每週 
學生課外動手做時間（約）： 16  學時/每週 

5 學生嘗試解決的問題 

問題來源（可複選）：■ 教師     ■ 學生      ■ 企業     
問題數量 ■ 多重題目：這些題目屬相同或類似領域? ■ 否       
明列題目：1. 傳統肉攤改造計畫2. 陶瓷茶具組設計3. 皮影鐘設計4. 急診室醫
屏系統 

問題必須具備以下性質才可 
EAC、CAC、AAC、AAC-SPD、DAC 
■ 複雜且整合性問題 
(Complex Problem) 
- 需較深的知識才可解決的問題。 
- 問題本身是多面向的，或在技術、專業與其他層面上相互衝突的。 
- 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沒有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 
- 需創新應用專業基本原則及實務上最新研究成果才可解決的問題。 
- 需考慮現實環境的多方限制，如人力、成本、設備、材料、資訊及技術等
- 問題本身可能對社會及環境有廣而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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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題實作課程規劃及執行成效 

整合性專題實作課程(Capstone)確認清單 
# 項目 填寫佐證 

6 須具備整合性 

Capstone 整合哪幾門課/開授學期（須約5門必修課）： 
1. 數位造型設計II / 一年級下 
2. 設計素描 / 一年級上 
3. 產品設計I I/ 二年級下 
4. 產品開發I / 三年級上 
5. 產品開發I I/ 三年級下 

7 對應全部或多數畢業生核心能力 
系的畢業生核心能力項數：8  項 
Capstone課程對應項數： 8  項 

8 

具備團隊合作（非個
人參與）、動手做
（教師少授課多指導
性質 

學生團隊人數（可複選）： 
■ 一人     ■ 二人     □ 三~五人（含五人）    □ 五人以上 

9 
運用Capstone課程
檢視畢業生核心能力
達成度 

■ 有學生團隊成績分析      ■ 有全班成績分析 
■ 已用評量尺規（Rubrics）對核心能力做細緻評量 
學生成果有（可複選）： 
■ 實作成果作品 
■ 口頭報告（含PPT） 

1
0 

教師要反思，改善教
學；系用以調整課程
設置及培養方案 

■ 教師有撰寫課程分析及反思表 
□ 系有將畢業生核心能力達成度分析送課程或相關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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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經由外界交流讓學生體驗產業界的情況 
1.專家共同評圖 

編號 開課學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評圖專家 業師任職單位 
1 108-1 創設一甲 基本設計 I 劉崇智 單雲慈 自由設計師  

2 108-1 創設二甲、乙 產品設計I 陳俊豪 陳右軍 多感設計有限公司 
劉崇智 易佑安 AA TWENTY 

3 108-1 創設二甲、乙 產品設計I 陳俊豪 陳右軍 多感設計有限公司 
劉崇智 易佑安 AA TWENTY 

4 108-1 創設三甲 產品開發I 郭家瑋 莊哲輔 呈鈺顧問有限公司 
郭喆宸 郭家靖 合十設計有限公司 

5 108-1 創設三甲 產品開發I 郭家瑋 莊哲輔 呈鈺顧問有限公司 
郭喆宸 郭家靖 合十設計有限公司 

6 108-1 創設四甲 專題設計 I 陳柏全 李福源 大同大學 副教授 劉崇智 

7 108-1 創設四甲 專題設計 I 陳柏全 李福源 大同大學 副教授 劉崇智 
8 108-2 創設一甲 基本設計 II 劉崇智  陳晴雯  自由設計師 

9 108-2 創設二甲、乙 產品設計II 陳柏全 陳右軍 多感設計有限公司 
劉崇智 李繼皓 般若文創有限公司 

10 108-2 創設二甲、乙 產品設計II 陳柏全 陳右軍 多感設計有限公司 
劉崇智 李繼皓 般若文創有限公司 

11 108-2 創設三甲 產品開發II 郭家瑋 余嚴 思微設計整合有限公司 
張伯璜  自由設計師 

12 108-2 創設三甲 產品開發II 郭家瑋 余嚴 思微設計整合有限公司 

13 108-2 創設四甲 專題設計 II 陳柏全 李福源 大同大學 副教授 劉崇智 

14 108-2 創設四甲 專題設計 II 陳柏全 李福源 大同大學 副教授 劉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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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業師偕同 

編號 開課 
學期 

開課 
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業界教師 業師任職單位 業師職稱 

業師 
授課 
時數 

1 108-1 一甲 數位造型設計I 陳柏全 李福源 般若文創有限公司 創辦人 9 
2 108-1 二乙 產品設計I 陳俊豪 陳右軍 多感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9 
3 108-1 二甲 產品設計I 劉崇智 易佑安 AA TWENTY 品牌公關 9 
4 108-1 二甲 產品設計I 劉崇智 郭喆宸 共治設計有限公司 負責人 9 
5 108-1 二甲 製造程序與實習 林永建 郭家靖 合十設計有限公司 工業設計師 9 
6 108-1 四甲 生活用品設計 劉崇智 莊哲輔 呈鈺顧問有限公司 創意總監 9 
7 108-1 四甲 專題設計I 陳柏全 李福源 般若文創有限公司 創辦人 9 
8 108-1 三甲 數位金工設計I 陳柏全 廖偉淇 祥軒藝術設計工作室 金工設計 20 
9 108-2 二甲 設計材料 陳俊豪 姜家豪 櫞磊興性有限公司 結構包裝師 6 

10 108-2 二乙 設計材料 陳俊豪 姜家豪 櫞磊興性有限公司 結構包裝師 6 
11 108-2 二甲 商品攝影與後製 陳俊豪 林聲 林聲人文影像館 負責人 2 
12 108-2 二乙 商品攝影與後製 陳俊豪 林聲 林聲人文影像館 負責人 2 
13 108-2 二甲 商品攝影與後製 陳俊豪 林冠宇 薪創數位有限公司 銷售業務 4 
14 108-2 二乙 商品攝影與後製 陳俊豪 林冠宇 薪創數位有限公司 銷售業務 4 
15 108-2 二甲 產品設計II 陳柏全 余嚴 思微設計整合公司 工業設計師 9 
16 108-2 二乙 產品設計II 劉崇智 李繼皓 般若文創有限公司 設計師 9 
17 108-2 三甲 產品開發II 郭家瑋 陳右軍 多感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9 
18 108-2 四甲 展示設計 劉崇智 李福源 般若文創有限公司 創辦人 12 
19 108-2 四甲 畢業製作I 劉崇智 李福源 般若文創有限公司 創辦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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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校外參訪 

校外參訪可擴展學生眼界並提升對設計的熱忱，進而提升學習興趣。本系每學年度會

安排學生戶外教學及現場觀摩，並結合課程進度與內涵，以了解業界實際狀況，使同

學不致與社會及當前相關產業脫節。106-108學年度校外教學與參訪資料共37件，詳

如附錄4-14所示。 

本系鼓勵並輔導學生在課餘參加各種校外競賽，以培養團隊精神，並到達到交流的

目的。本系學生畢業前會歷經校外競賽之洗禮，除可增加本身的實作能力外，也可

藉著與校外同學的交流與良性競爭，促使同學更具有職場競爭力。106-108學年度

學生參與校外設計競賽資料如附錄4-15所示，其中獲獎作品高達77件，相較於103-

105學年度獲獎數增長許多，如表4-11所示，而得獎人次共有151人次，詳如附

錄4-16所示。 

4.校外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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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專業實習包括畢業展、執行科技部計畫或專題計畫、系訂實習課程等。 

本系課程在大四規劃有「專題設計I」、「專題設計II」課程，學生修習此課程之成果必
須參與畢業展，本系並鼓勵優良作品參加新一代設計展與設計競賽，2018金點產品與工
藝類入圍30件、2019金點產品與工藝類入圍12件、2020金點產品與工藝類入圍10件 

4.3課程須有與主修相關之企業或專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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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學生所參與的實習課程與學程內涵具關聯性。 

每學期系上都會舉辦實習媒合會，廠商主要來源是台灣網商協會(有150家企業) ，我們會先讓
學生報名媒合會，確定報名人數給協會後，協會會提供1-2倍的實習機會給同學媒合，媒合會
實況如圖所示， 其他實習廠商由校友、師長家長介紹的企業和同學去人力銀行求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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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學程課程規劃清楚，並有召開DAC委員會討論修正。 

• 4.1 老師皆需於教學前填寫完教學大綱(配合系核心能力)並上傳，供學生可隨時查閱。 

• 4.1 學程的課程的學分組成都符合DAC ，抽檢的學生也和合規定。 

• 4.2 學程有盡量讓課程搭配業師與校外參觀、競賽與實習參與，特別是系上有跟北部的  

      網商  協會合作(200家企業)，可讓同學獲得許多中小型企業工業設計與跨境電商行銷 

      的實習機會， 兩岸的部分也又跟蘇州智能製造協會合作(1000家企業)多一種選擇。 

• 4.3 同2.3 新一代展成果優良，學生與實習廠商配合情況也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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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學程應有足夠的專任教師人數 

本系108學年度專任教師共9位，包含教授1位、副教授有1位、 

    助理教授有5位、講師有2位 (助理教授級以上比例77.8%) 。 

專任老師博士2位，碩士7位。 

兼任教師有4位。 

本系若只計專任教師，108學年度生師比為24.3 (219/9)。 

系上老師都參與行政與決策工作。(平均工時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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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師須參與學程目標的訂定與執行 

本系學程目標與所有系務行政皆由全體教師參與，並達成共識後通過決議施行 

系   

辦   

助   

理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發
展
組 

研
究
發
展
組 

產
學
合
作
與
教
育
推
廣
組 

圖
書
儀
器
設
備
組 

學
生
輔
導
與
師
生
活
動
組 

課
程
與
教
學
組 

系
友
聯
絡
組 

1.教師評鑑委員會(每學期1次) 

2.系務發展委員會(每學期3次) 

3.課程發展委員會 

4.招生委員會(每學期1次) 

5.圖書儀器設備委員會(每學期1次) 

6.導師會議(每學期1次) 

系務會議 

系主任 

系各委員會 

83 



   
認證規範5：教師 

 

5.3 教師的專長應能具備其相關領域所需的專業知識 

本系制訂專業教學領域包含「文創產品設計」與「科技產品設計」兩個課程模

組，以培育創新與務實之有創意產品設計專業人才。依教師個人專長及研究方

向，目前每一領域有三至四位教師。「文創產品設計」課程模組以吳湘苹助

理教授、劉崇智助理教授、陳俊豪助理教授、陳柏全助理教授與郭家瑋助理教

授等5位老師為主，另有多位兼任教師支援課程發展；而「科技產品設

計」課程模組則以王亞平副教授、張振添副教授、林永建講師與池德明講師等

4位老師為主，並輔以多位兼任教師支援課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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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教師的專長應能具備其相關領域所需的專業知識 

本系制訂專業教學領域包含「文創產品設計」與「科技產品設計」兩個課程模組，

以培育創新與務實之有創意產品設計專業人才。依教師個人專長及研究方向，目前

每一領域有三至四位教師。「文創產品設計」課程模組以吳湘苹助理教授、劉崇智

助理教授、陳俊豪助理教授與陳柏全助理教授等4位老師為主，另有多位兼任教師
支援課程發展；而「科技產品設計」課程模組則以王亞平副教授、張振添副教授、

林永建講師與池德明講師等4人為主，並輔以多位兼任教師支援課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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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5：教師 

 
5.4 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與輔導學生的成效 

每一位教師每週均有安排固定的輔導時間(教師OFFICE HOUR)，方便學生與老師之間的

互動或請教學習上的問題。本系教師對學生輔導之措施可以分為生活輔導、學業輔導及專

業技能輔導等三方面，茲分述如下： 

 

生活 學業 專業技能 

生輔組    學生諮商中心 導師 專任教師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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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5：教師 

 
5.5 教師與業界交流的執行成效 

本系專任教師的研究成果除了發表於國際及國內著名期刊外，亦常以透過計畫案或擔任顧

問等方式，提供專業意見與解決方法給產業界。108年度產學金額最高，106~108學年度

共有12件，金額共有2,348,500(元)。 

106~108學年度產學合作計畫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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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07年 

108年 

824000 

402000 

11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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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07年 

108年 

106~108學年度產學合作計畫之金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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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5：教師 

 
5.5 教師與業界交流的執行成效 

106~108學年度教師專利件數如下 

4 

3 

20 

0 5 10 15 20 25

106年 

107年 

108年 

8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導師 教師 畢業專題 比賽選手(師徒制)



   
認證規範5：教師 

 

5.6 教師專業持續成長的管道與鼓勵措施 

鼓勵教師修習與研究相關之專業智能，以提高師資及教學水準，針對專任教

師透過經費補助方式予以獎勵，提供教師專業持續成長的管道，本校訂有

“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升等暨審查辦法”(附錄5-11)、“東南科技大學教師輔

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要點” (附錄5-12)、“東南科技大學教師改進教

學獎勵(助)處理要點”(附錄5-13)、以及“東南科技大學鼓勵教師取得專業

證照獎勵要點”(附錄5-14)，另有“東南科技大學執行「教育部獎補助私立

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 (附錄5-15)之補助教師各項經費，俾提

昇教師研究風氣，進而增進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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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5：教師 

 

5.6 教師專業持續成長的管道與鼓勵措施 

本系108學年度特舉辦«從個人經驗到社會實踐»和«莫忘初心»，由校外專家所主
講之精進教師教學知能研習，研習內容詳如下所示(表5-3)。透過這樣專業的設計

論壇，逐漸將我們臺灣在地文化推廣到全球，發揚光大、傳遞設計正能量。 

學年度 主講人 名稱 參加人數 執行期限 

108 郭家靖 莫忘初心 50人 108年12月20日 

108 曾熙凱 從個人經驗到社會實踐 50人 108年12月19日 

107 郭喆宸 嚮往之地設計之途 50人 107年12月12日 

107 徐景亭 東海醫院與三重193黑色聚落 50人 107年12月5日 

106 吳孝儒 從日常探索不凡 50人 106年11月1日 

106 簡國庭 字體大補丸 50人 106年11月28日 

106 曾熙凱 設計的源頭－從個人經驗到社會實踐 50人 106年12月13日 

106 連國輝 文創懶人包 50人 10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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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5：教師 

 

5.7 教師參與相關學術及專業組織以及其活動 

本系教師除致力教學外，亦積極參與及推廣學術和專業組織活動，以建立與學術界

及業界之互動，106-108年度全體專任教師計畫案件數及經費統計，內容詳如下 

本系教師參與之相關學術活動數量統計件數共計26件(附錄5-16) ；而發表學術研

討會論文數量統計篇數有10篇，而研討會論文資料如下所示(附錄5-17)。 

年度 科技部計畫 
件數/經費(千元) 

非科技部計畫 
件數/經費(千元) 

總計 
件數/經費(千元) 

106年度 - 5/824,000 5/824,000 

107年度 1/48,000 4/354,000 5/402,000 

108年度 1/762,000 4/360,500 5/1,1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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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5： 教師 優點與特色  
 
 

• 5.1-2 學程專任教師充足，且全系老師行政工作分配平均，都共同決議各組內容。 

• 5.3 學程兩類主軸的老師人數相當，並搭配各項專業聘請校外業師到校兼課。 

• 5.4 全校老師都有固定的OFFICE HOURS ， 搭配各中心給予學生輔導。 

• 5.5-6 教師積極參與各項產學與教育部計畫，並協助學生新一代設計展展品申請專利。 

• 5.7 學校給予許多持續成長的管道與措施，本系機電專長的老師大多已修畢設 計碩士， 

      系上專技老師也都在進修博士中。 

• 5.7 創新設計學院積極爭取各項計畫來優化系的教學環境與教學品質，例如技職再造 

      就有 上千萬，還有高教深耕，教師實務增能等計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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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6：設備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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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環境依使用功能區分為教學(含教室及專業教室)、行政及公共空間三大部份： 

1. 教學空間： 

    (1)設計教室：產品設計教室(一)、產品設計教室(二)、文創產品設計工作室、 

                            科技產品設計工作室及專題設計教室，共有5間。 

    (2)實作教室：包括電腦輔助設計實習室、產品數位設計工作室、產品原型製作 

                           工作室、創客自造基地、攝影工作室等，共有5間。 

    (3)實習工坊：金工工坊、模型噴漆室(仁愛106)、模型製作室(一)及模型製作室(二) 

                           ，產品製作工坊及數位金工後製工坊，共有6間。 

2.行政空間：系主任辦公室、系聯合辦公室、資料室及6間專任教師研究室，共有8間。 

3.公共空間：志平大樓1樓中庭展場，志平大樓3樓學生作品展示區及4樓系學會1間。 

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1促成良性的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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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1促成良性的師生互動 
本系可使用空間為4087 m2，提供學生的學習空間比為20.3平方公尺/人，符合教育部規定，
且整體而言相當寬敞且大都在同一樓層，此環境能促成本系所有師生能有充足的良性互動，對
於教學與輔導非常有所助益。本系教學與活動空間主要位於志平樓三四樓及七樓，而在仁愛樓
一樓配置有提供學生使用之實習工坊，仁愛樓三樓有學生工作室。 

志平樓三樓 

行政空間 

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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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1促成良性的師生互動 

志平樓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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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可使用空間為4087 m2，提供學生的學習空間比為20.3平方公尺/人，符合教育部規定，
且整體而言相當寬敞且大都在同一樓層，此環境能促成本系所有師生能有充足的良性互動，對
於教學與輔導非常有所助益。本系教學與活動空間主要位於志平樓三四樓及七樓，而在仁愛樓
一樓配置有五間專門提供學生使用之實習工坊，仁愛樓三樓有學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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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1促成良性的師生互動 

仁愛樓一樓(教學空間-實習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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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可使用空間為4087 m2，提供學生的學習空間比為20.3平方公尺/人，符合教育部規定，
且整體而言相當寬敞且大都在同一樓層，此環境能促成本系所有師生能有充足的良性互動，對
於教學與輔導非常有所助益。本系教學與活動空間主要位於志平樓三四樓及七樓，而在仁愛樓
一樓配置提供學生使用之實習工坊，仁愛樓三樓有學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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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1促成良性的師生互動 

仁愛樓一樓(教學空間-實習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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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可使用空間為4087 m2，提供學生的學習空間比為20.3平方公尺/人，符合教育部規定，
且整體而言相當寬敞且大都在同一樓層，此環境能促成本系所有師生能有充足的良性互動，對
於教學與輔導非常有所助益。本系教學與活動空間主要位於志平樓三四樓及七樓，而在仁愛樓
一樓配置提供學生使用之實習工坊，仁愛樓三樓有學生工作室。 

仁愛樓三樓(學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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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2須能營造一個有利於學生發展專業能力的環境 

本系從101學年度開始，陸續建置各類專業教室藉以提升教學能量，使得整體教學環境對學生
發展專業能力更為有利。 

電腦輔助設計室 模型製作室 產品設計教室 專題設計教室 
科技產品 
設計工作室 創客自造基地 

文創產品 
設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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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2須能營造一個有利於學生發展專業能力的環境 

系上同時成立系網站、系粉絲頁與系學會社團、 系IG 、 系YouTube，提供全系師生多個虛擬
社群的環境空間。 

100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導師 教師 畢業專題 比賽選手(師徒制)



   
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2須能營造一個有利於學生發展專業能力的環境 

系上同時成立系網站、系粉絲頁與系學會社團、 系IG 、 系YouTube，提供全系師生多個虛擬
社群的環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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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3須能提供學生使用相關專業設備與工具的學習環境-專業設備與工具 
教學空間可分為三類： 

(1).設計教室 

現有產品設計教室(一)及產品設計教室(二)，每間教室配置18張專業大型工作桌、48座椅子、
充足的燈光照明及數位講桌，另外還有文創產品設計工作室、科技產品設計工作室及專題設計
教室，每間教室配置U型會議桌及35張工作以及數位講桌系統，提供為產品設計、產品開發、
數位金工設計、設計材料等課程之教學使用及作品發表與評核使用。課餘並作為學生設計工作
與創意發想之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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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3須能提供學生使用相關專業設備與工具的學習環境-專業設備與工具 

(2).電腦教室 

現有電腦輔助設計實習室及產品數位設計工作室各一間，電腦輔助設計實習室配置61台桌上型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及麥克風喇叭系統，而產品數位設計工作室則配置40台桌上型電腦，並皆
配置微軟OFFICE、Adobe／Design Premium CS5.5、Labview V8.5、Autodesk Product 
Design Suite／PDS、Rhino 5.0、V-Ray 彩現軟體、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X5及
Pro/Engineer 5.0等軟體，以及桌上型3D印表機3台。另外設置有創客自造基地教室，配有認
證級別的3D印表機訓練模組10套、3D立體模型製造機7台、3D掃描系統1組及雷射光固化3D
印表機1台，其功能在培養與認證台灣3D建模與列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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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3須能提供學生使用相關專業設備與工具的學習環境-專業設備與工具 

(3).實習工坊 

現有模型製作室(一)、模型製作室(二)、產品原型製作工作室及模型噴漆室兩間、金工工坊
等，共有5間，模型製作室(一)及模型製作室(二)配置完備的桌上型模型製作機具，包括桌上型
精密車床、桌上型精密銑床、桌上型精密鑽銑床、桌上型小型帶鋸機與保麗龍電熱切割機等；
產品原型製作工作室則配置高精度工業級快速成型機1台，雷射雕刻切割機1台，桌上型3D印
表機7台，高精度工業級四軸雕刻機1台、真空成型機1台、彩色割印機1台等高階設備儀器。
模型噴漆室則配置有乾式噴漆台。產品製作工坊則配置有水幕式噴漆台與真空成型機，然而這
兩項設備之財產管理歸在設計學院統管，因此不見於本系器材管理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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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3須能提供學生使用相關專業設備與工具的學習環境-圖書資源 

創意產品設計系105-108學年度圖書採購經費(表6-3) 

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圖書總經費 154,933 168,480 172,522 187,728 

 108學年度創意產品設計系相關圖書資源(表6-4) 

類別  中文  英文  
圖書  29378冊  450冊  
期刊  34種    

電子資料庫  86種  
視聽資料  1858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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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4 須能提供足夠的資訊設備供師生進行與教育目標相符的教學活動 

為讓學生能學習到與業界接軌的實務與專業技能，在志平樓301教室設置電腦輔助設計實習室，此
實習室也是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基金會評鑑合格之「認證考場」，學生可於此教室通過TQC認
證考試，取得學系特色證照，包括TQC+電腦繪圖設計(Adobe Illustrator)、TQC+進階零件及曲
面設計(Pro/Engineer)證照，TQC+商品造形設計證照以及其他設計專業相關證照。 

建立數位學習平台以實施遠距教學，方便學生課後學習，創造24小時無休的學習環境，提昇教學
效果(網址http://moodle.tnu.edu.tw/)。 

106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導師 教師 畢業專題 比賽選手(師徒制)



   
認證規範6：設備與空間 

 

6.5 須能提供安全的學習空間、設備維護及管理制度 

每個專業教室及工作室都有專任教師負
責管理與維護。 

專業教室及工作室都配置使用與維護紀
錄手冊。 

所有儀器設備均建立電腦檔案。 

所有教學空間都訂有「實習(驗)室規
則」、 

  「實習室逃生路線」、「緊急事故連絡
表」。 

專業教室相關設備若有故障發生，均透
過系內總務流程 
迅速維修。 

學生使用任何設備前都必須接受工安教
育及 
詳讀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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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6： 設備與空間 優點與特色  
 
 

• 6.1-2 學程教學、行政與公共空間充足，逐年擴充空間並增購設備，無論是實體或虛擬的  
          社群空間都很用心經營。 

• 6.3 學程每年都會採購許多中西文的設計書，新書一到就會借回系上鼓勵同學翻閱。 

• 6.4 學程的301教室為多種TQC證照的認證考場，學生可於原場進行認證， 並有數位學習  

      網系統讓老師與學生可在線上進行測驗、交作業與教材分享。 

• 6.5 學程每間教室都有老師進行管理，並有教室使用規則與相關機具的操作手冊。 

108 



  
認證規範 7：行政支援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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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7：行政支援與經費 

 
7.1 須提供足以確保學程品質及賡續發展的行政支援及經費，並具備有效的領導及管理制度 

106-108學年度之經費表 (表7-2) 

本系師資及行政人員由表7-1看出共108學年度有9位和行政類職員1位。 

本系年度之經費如表7-2所示108學年度約188萬元，而本系儀器設備費在設系後五年內

已添購完成各工作室、教室、實習室與實驗室等教學所需之相關設備。 

 
106-108學年度行政及技術人力(表7-1) 

學年度 
類別 106 107 108 

教師 9 9 9 
行政類職員 1 1 1 
技術人員 0 0 0 
其他 0 0 0 
總計 10 10 10 

年度 
經費類別 106 107 108 

圖儀設備費（資本門） 266,000 1,119,500 552,394 
教學/研究經常費 2,271,609 1,739,668 211,943 

計畫管理費及其他 858,506 630,987 1,122,500 

總計 3,396,115 3,490,155 1,88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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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7：行政支援與經費 

 
7.2 須提供足以支援教師專業成長的經費 

本系教師除一般教學工作外，學校也鼓勵教師積極進修或參與職能研習並取得專業證照，以提

升教師設計專業技能，學校統籌利用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及本校自籌經費，依據所制定之「執行

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施行辦法」(附錄5-12) 。獎勵教師進修、執行產學或專題研究計畫、考

取證照、發表論文、製作教材、參加研習等事項，以提昇師資之教學與研究能量。 

在教師進修方面，所有教師除積極參加校外專業研習外，本系也利用每年寒暑假舉辦精進教師

教學知能研習，106學年度至108學年度已舉辦 6 場次，詳如規範5中之附錄5-16所示，可提升

整體師資專業職能水平外，對本系學生亦可產生身教的作用，對提升學生學習風氣也有相當助

益。另外，在教師致力爭取校外各項產學研究計畫方面，此部分執行成果已詳列於認證規範5。 

本校教育重點在培育企業界最愛人才，注重學生技藝與實務實作能力之訓練，故特別重視教師

實務技能，積極鼓勵教師進修與考取各項實務與專業證照措施，而主要鼓勵機制如制定「獎助

專任教師進修辦法」(附錄7-3)、「教師產學合作獎勵辦法」(附錄5-7)、「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

勵辦法」(附錄5-12)、「教師赴公、民營事業機構研發實施辦法」(附錄7-3)、「教師改進教學

獎勵處理要點」(附錄7-4)等 
11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導師 教師 畢業專題 比賽選手(師徒制)



   
認證規範7：行政支援與經費 

 
7.3 須提供足夠的行政支援與技術人力 

本系行政人力有系主任及職員1名(助理)，另配置1名工讀生。 

工作範圍包括：預算編列、課務、排課、選課、教學空間環境維護、圖儀設備採購與修繕作業、
公文處理、內外連絡及學生服務等工作。 

每位教師都參與系務決策且擔任工作小組召集人，分工合作默契十足，系務行政順暢且有效率。 

本校已建立完善行政組織架構，可提供各系足夠的行政支援與校務之推展。 

系務與校務業務運作可透過本校CIP系統作業平台，並直接反應至INFO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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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7：行政支援與經費 

 
7.4 須提供足夠的經費支應教學、實驗及實習設備的取得、保養與運轉 

本系108年度所獲得之經費如表7-2所示，有關本系設備及修繕維護機制與經費分配原則分述如下： 

1. 設備及修繕維護機制 

本校所有採購(財物、勞務、耗材、租賃、財物修繕與維護合約等)，除遵循政府機關各種補助款採購
應適用之政府採購法外，都由總務處依據「請購採購作業辦法」(附錄7-8)統一規範作業，以提升採
購業務績效。 

2. 本校設備經費分配原則 

本校重要儀器設備的購置係由各系所依教學發展之實際需求編列，經學校專責小組依據學校發展重
點及各單位提出之優先次序、各計畫單項明細之優先次序與特定項目(依專責小組會議之決議)等原則
處理。審查內容主要包含各系所發展規劃(中程發展計畫)、基本教學儀器設備急需汰換者、歷年教學
儀器設備執行績效、跨系合併使用共同購置者等項目排序為考量。 

3. 本系設備經費分配原則 

本系圖儀設備採購皆由各實習實驗室、工作室及教室負責教師依據系中程發展計畫與實際教學需求
提出預算編列，先送交圖書儀器設備組完成彙整後，召開系圖書儀器設備委員會討論先完成預算編
列草案，再呈送系務會議審議，經系務會議討論作成決議後才送交研發處彙整。本系圖儀設備採購
皆公開透明，且經全系教師取得共識後完成編列，如此可發揮最大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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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7：行政支援與經費  優點與特色  
 
 

• 7.1 同5.7創新設計學院積極爭取各項計畫來優化系的教學環境與教學品質。 

• 7.2-4 學校供許多相關的辦法，讓老師們申請進修，並有校務行政系統，增快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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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8：領域認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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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8：領域認證規範 

 

各學程的課程與師資須與其名稱所指的領域名實相符， 
若該學程屬整合性領域，則須分別滿足各相關領域的認證規範 

 核心課程 

設計概論、模型製作ⅠⅡ、基本設計ⅠⅡ、設計素描、表現技法、模型製作ⅠⅡ、

平面設計、數位造型設計ⅠⅡ、電腦輔助造型設計ⅠⅡⅢ、製造程序與實習、商品

攝影與後製、設計方法、設計材料、人因工程、作品集設計、暑期專業實務實習、

產品設計ⅠⅡ、產品開發ⅠⅡ、專題設計ⅠⅡ及職涯能力輔導等課程。 

實務模組 
課       程 

A.文創產品設計模組：數位插畫設計、數位工藝設計ⅠⅡ、金工設計ⅠⅡ、品牌形

象設計、商品包裝設計、創新創業、展示設計等課程。 

B.科技產品設計模組：參數實體設計、曲面設計、感測元件應用、產品機構設計、

互動產品設計、使用者經驗設計、生活用品設計、設計管理與專利實務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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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學歷 專業證照與專長 

林秉如 
教授 
兼 

系主任 

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研究所 博士 

專業證照： 
室內設計相關證照5張。 
專長領域： 
混凝土材料、結構振動分析、微觀力學、交流阻抗
分析、環境控制、建築防火避難安全性能設計 

吳湘苹 
助理教授 

兼 
副主任 

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系學士 

專業證照： 
1.文創產品相關證照1張。 
2.辦公室軟體應用相關證照4張。 
專長領域： 
產品設計、產品開發、網頁設計、多媒體設計 

詹雅能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碩士 

專長領域： 
臺灣文學、臺灣地方志與文獻、中國文學、中國哲
學、魏晉玄學、原住民文化 

劉崇智 助理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研究

所碩士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系學士 

專業證照： 
1.文創產品相關證照1張。 
2.科技產品相關證照1張。 
專長領域： 
工業產品設計、文創設計策展、品牌策略企劃、設
計專業實務、裝置美學藝術、產品認知探討 

   
認證規範8：領域認證規範 

 
各學程的課程與師資須與其名稱所指的領域名實相符， 

若該學程屬整合性領域，則須分別滿足各相關領域的認證規範 

本系108學年度現有專任專業教師人數有9位，師資背景、學歷、專業證照與專長詳如下所示(表8-1) 

117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業證照與專長 

陳俊豪 助理教授 

荷蘭恩霍芬設計學院設計碩士學位 
Design Master of Design Academy 

Eindhoven, Netherlands.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學士學位 

專業證照：無 
專長領域： 
文創產品設計、工業產品設計、企業識別設計
品牌策略、設計方法、設計素描、設計材料、
產品攝影 

陳柏全 助理教授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博士 
大同工學院機械工程研究所碩士 
大同工學院工業設計學系學士 

專業證照：無 
專長領域： 
工業設計、電腦輔助工業設計、設計研究、設
計專案管理 

郭家瑋 助理教授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博士 
大同工學院工業設計學系碩士 
大同工學院工業設計學系學士 

專長領域： 
文創產品設計、工業產品設計、文創設計方
法、品牌規劃 

林永建 講師  
美國西南路易斯安納大學機械工程碩士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所進修 

專業證照： 
1.文創產品相關證照2張。 
2.科技產品相關證照2張。 
專長領域： 
產品設計、產品開發、電腦輔助設計、產品製
造程序 

池德明 講師  
淡江大學資訊所碩士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所進修 

專業證照： 
1.文創產品相關證照2張。 
2.科技產品相關證照2張。 
3.機電相關證照3張。 
4.辦公室軟體應用相關證照1張。 
專長領域： 
模型製作、互動產品設計、創意思考策略、電
腦軟體應用 

   
認證規範8：領域認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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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8：領域認證規範   優點與特色  
 
 

• 學程有設計與機電兩類的老師，機電領域老師們如5.7所述，大多數都已完成設計碩士的

學位，所以學程跨領域整合的課程執行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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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9：持續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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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針對前次審查迄今認證團所提建議之持續改善成效 

對應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成效 完成時間 負責 
人員 

1.3/1.4 

學程教育目標應用範
圍較廣，認證時不易
評量目標與核心能力
的關係。 

106~107： 
盡力和同學解釋教育目標的重點，並
解釋與核心能力的關係 
108： 
透過IEET認證諮詢委員會進行教育目
標的修正。新的內容為：培育敬業與
關懷社會文化的設計人才、訓練以設
計實作技能為本的創意人才、養成能
多元跨域學習整合的研發人才 

106.12.28. 
期末問卷實施時做
更詳盡的說明 
 
109.03.18 
修改教育目標 

林秉如 
吳湘苹 

3.1 

依據歷屆學生核心能
力評量結果，宜強化
「文化認知與造型能
力」的培育。 

106： 
在產品設計、產品開發與專題設計的
主題引導上，強調文化創意產品設計
的主題。 
107~108： 
持續在產品設計、產品開發與專題設
計的主題引導上，強調文化創意產品
設計的主題。並於暑期增加傳統技法
長期和短期研習營。 

107.09.12 
於系務會議做討論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之持續改善機制 
  
108.07.02 
臺灣東南科技大學
非物質文化遺產技
藝夏令營 

陳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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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針對前次審查迄今認證團所提建議之持續改善成效 

對應規範 建議改善事項 成效 完成時間 負責 
人員 

4.2 

課程分為「科技產品設
計」與「文創產品設計」
兩個課程模組，宜建立
學生分流機制與辦法，
以及模組課程的選課辦
法細則。 

106~107： 
透新生訓練、班會與職涯能力輔導課
程做說明與輔導。 
108： 
建立學程分流辦法。 

107.9.28 
透過班會由導師主
任加強宣導 
  
109.03.04 
建立學程分流辦法 

陳俊豪 

4.2 

通識課程 24 學分、發
展通識課程 4 學分、院
核心課程 7 學分、學程
專業必修64 學分、學
程專業選修 29 學分，
宜增加專業選修課程學
分數，以滿足學生修課
彈性。 

106~107：將同一年級各選修的課程
時段分開，輔導學生額外多加選。 
108：調整109學年度應修學分表，
選修占專業課程1/3以上。 

107.09.12 
於系務會議做討論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之持續改善機制 
  
109.03.18 
修改109學年度應修
學分表 

陳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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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9.1須持續確保學生在畢業時具備核心能力 

A. 改善畢業生核心能力培育及評量之機制 

本系對學生改善畢業生核心能力培育及評量之機制的評估方式：核心能力達成度問卷 

本系對學生核心能力達成度問卷每一學年度實施一次，分別針對應屆畢業生、校友
及企業雇主等三類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內容詳如附錄1-7及1-8。調查內容包含

本系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之達成度，以及與企業需求之關聯性，並請對本系提出

具體建議與回饋。而藉由此間接評量之量化值，作為每年一次檢討學生核心能力達成

度與檢討修訂(參考表1-2)之重要參考，並作為持續改善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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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9.1須持續確保學生在畢業時具備核心能力 

B.改善畢業生核心能力培育及評量之執行成效 

參考附錄1-7兩次畢業生校友的問卷結果顯示，本系透過改善機制，除了核心能力1(資料蒐
集與自主學習能力)有下降比較多外，核心能力2(文化認知與造型應用能力)、3(創意思考與
解決問題能力)、6(意見表述與團隊合作能力)維持，核心能力4(快速草繪與電腦應用能
力).7(跨域整合與設計管理能力).8(職場倫理與社會關懷能力成長許多)。 

畢業校友核心能力之達成程度比較表  
(非常滿意5分、滿意4分、普通3分、不滿意2分、非常不滿意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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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9.2 課程與教學須持續滿足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設計實務能力 

本系為確保課程與教學須持續滿足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設計實務
能力，已制定課程與教學之持續改善機制，如附表9-2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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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9.2 課程與教學須持續滿足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設計實務能力 
A. 改善課程與教學之機制 

本系對學生改善課程與教學之機制的評估方式： 

1. 課程期末問卷與回饋表 

        每學期實施一次，本系在每學期期末，對於全學期所有開設之課程，由該課程修

課學生對該課程進行提升核心能力成效問卷與回饋調查表，藉由直接詢問學生在修完

該課程後，對提升該課程所欲培育之學生核心能力的提升程度，以做為每年課程調整

或教學規範修訂之參考(應用於表4-4)。 

2.整合式(Capstone)課程之教學成效 

        每年實施一次，本系於大三規劃整合式必修課程：大三規劃整合式必修課程：產

品開發(一)及(二)，而在大四則規劃整合式必修課程：專題設計(一)及(二)，整合式課

程為本系檢核學生畢業是否具備八項核心能力之重要直接評量方式之一。授課指導老

師必須針對每組專題作品進行評估，量化該組作品與八項學生核心能力關聯性與比

重，並據此作為應屆畢業學生達成核心能力的重要直接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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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9.2 課程與教學須持續滿足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設計實務能力 
B. 改善課程與教學之執行成效 

1.參考應屆畢業生自我核心能力達成滿意度的問卷結果參考表3-8整理如圖9-2。106-
108的滿意度都還維持在4左右。 

應屆畢業生核心能力之具備程度比較 
(非常滿意5分、滿意4分、普通3分、不滿意2分、非常不滿意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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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9.2 課程與教學須持續滿足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設計實務能力 

2.參考106至108學年度Capstone課程比較表(表3-5)，以下就四門Capstone課程進
行核心能力比較如圖9-3、9-4、9-5與9-6。產品開發Ⅰ在108-1能力1.2.3.7有所提
升。產品開發Ⅱ在108-2能力3.4.5.8有待加強。 

產品開發Ⅰ各核心能力的平均分數 產品開發Ⅱ各核心能力的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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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9.2 課程與教學須持續滿足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設計實務能力 

2.參考106至108學年度Capstone課程比較表(表3-5)，以下就四門Capstone課程進
行核心能力比較如圖9-3、9-4、9-5與9-6。專題設計Ⅰ所有能力都進步，但專題設
計Ⅱ都退步。 

專題設計Ⅰ各核心能力的平均分數 專題設計Ⅱ各核心能力的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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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9.3其他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果 

為落實本系專業實習課程，本系已制定東南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專業實習辦法，
如附錄9-2所示，而推動與有效提升學生專業實務實習之改善機制則如下(表9-4)中所
示。 

A. 其他規範之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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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9：持續改善成效 

9.3其他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果 

就107年度與106年度的實習單位問卷結果，107年度每個項目表現都優於106年度
(參考表9-4與9-5) 

B.其他規範改善之執行成效 

     

106與107學年度(人次)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 
不滿
意 

分數 

1.本次校外實習課程整體規劃 9 11 30 23 4 4 0 0 0 0 4.12 4.18 

2.本次校外實習課程時程安排 9 10 28 25 5 3 1 0 0 0 4.05 4.18 

3.校外實習課程內容有助於學生學習專業技能 16 17 22 16 5 5 0 0 0 0 4.26 4.32 

4.校外實習課程對學生專業技能能力提升 16 17 22 18 5 3 0 0 0 0 4.26 4.37 

5.校外實習課程對學生未來就業幫助 22 19 16 16 5 3 0 0 0 0 4.39 4.42 

合   計 72 74 118 98 24 18 1 0 0 0 4.21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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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9：持續改善成效   優點與特色  
 
 

• 學程每學期每門課都有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問卷評量，再搭配畢業生與雇主的問卷評量

會持續進行完整的改善機制以符合PDCA。 

• 實習的部分也有相對應的機制在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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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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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本系教育目標連結校、院理念，學生核心能力涵蓋DAC認證規範3之要求，並由教師、學

界、家長與業界人士共商擬定， 108年度已又再進行修訂。 

• 課程規劃著重創意啟發與實作技能， 在四年級規劃統整式(Capstone)專題設計課程，以

確保核心能力之達成。 

• 配合逐年班級數的增加，每年增聘師資外，學校亦逐年增撥教學空間及圖儀設備費用，可

確保教學品質。 

• 每一學期檢討學生學習成效；每一學年度檢核畢業生核心能力之達成度；每兩學年度檢核

系教育目標之達成度 。 

• 依據評量結果，啟動PDCA持續改善機制，以有效改善教學品質，並提高畢業生之就業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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