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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概況分析



歷年補助件數逐年提升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通過件數 1,034 1,316 1,349 1,592 1,605 1,636

申請總件數 2,174 2,831 3,020 3,783 3,726 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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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案件概況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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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屬性分配
民生學門112年度總計

通過72件，其中通過

案件以私立技專最多

（占比36.11%），其

次為私立大學（占比

33.33%）。



通過案件概況分析-2

12.90%

18.75%

18.06%

54.84%

47.50%

48.61%

29.03%

30.00%

31.94%

3.23%

3.75%

1.39%

110通過

111通過

112通過

職級分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近三年主要組成皆以

「副教授級、助理教

授級」為主，皆將近8

成比率，整體結構改

變不大。



各領域通過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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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財務金融

都市計畫

照護

食品/營養

諮商/心理

美妝/服飾

餐飲

觀光/休閒

通過案件領域主要以「觀光、

休閒、餐飲」三大項目為主，

占整體通過比率將近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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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生特質

教學現場之學習情境重構

開發／改善教學策略、評量工具

大專生具備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實務／產業應用知識與能力培養

提升學習興趣、態度與動機

系所專業知識與能力培養

關注研究問題

各領域計畫首重培

養學生專業知識與

能力，其次是提升

學習興趣、態度與

動機的表現，實務

能力的展現則再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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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滿意度

自主學習

合作學習能力

學習動機

學習成效

學生能力表現

關注研究問題－學生能力表現

學生能力表現上，呼應研

究問題，最為重視學生的

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其

次依序為合作學習能力、

自主學習、學習滿意度等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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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科技融入實體課室教學

遠距或線上平台教學

專題實作

協同教學

討論教學

講述教學

關注教學方法

最常使用的教學方法

為講述教學，而為培

養學生跨領域能力，

討論教學、協同教學

（如跨領域教師、業

師），皆是較為頻繁

使用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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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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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

教材教法工具

關注教學方法－教材教法工具

不同於其他學門較常融入

科技工具輔助教學，民生

學門更重視學習的歷程，

藉由問題導向學習、遊戲

式學習、體驗式學習、設

計思考等，提高學生的學

習成效與學習興趣，同時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能力。



但…

該從哪些角度切入，才能

持續突破計畫，延伸教學

實踐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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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次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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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次通過

第2次通過

第1次通過

累計通過次數

連續通過計畫

• 112年度中第一次通過

的計畫約為18%，意

即約有82%的教師曾

通過2次以上計畫。

• 將近20%的教師累積

通過5次以上。



導入新教材
/教具

/評量工具

課程融入
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

融入
政策議題或
多元場域

導入
新教學模式
/教學策略

教師
教學增能
反思精進

學生
學習表現與
高層次思維

遊戲式學習
參與式學習
體驗式學習
情境式學習
素養導向
問題導向
專題導向
合作學習
鷹架策略
議題融入
學思達
拼圖法

專業知識與能力培養
學習興趣、態度、動機
自我反思/自我調節
問題解決能力
批判思考思考
職能素養

服務學習
SDGs目標
職場實習場域
雙語教育(EMI)
大學社會責任(USR)
永續發展教育(ESD)

即時回饋系統(IRS)
聊天機器人(AI工具)
虛擬實境(VR/AR)
Gather.Town元宇宙
數位學習平台

WSQ
OKR
心智圖
自我評量
同儕互評
Rubrics評量表單

行動研究
教學反思
教師社群
業師協同教學

STEAM
BOPPPS
混成教學
翻轉教室
設計思考
6E教學模式
ADDIE教學設計模式
TAM科技皆受模型



連續通過計畫的思考脈絡

1. 階段性培養學生能力的改變，如從基礎知識
與技能，延伸至自我反思、團隊合作、溝通
能力、問題解決等，對接未來的職能素養。

2. 全方位培養學生未來具備能力，如從課程對
接至職場議題、實際投入場域減少學用落
差，接軌業界職涯發展機會。

從學習目標來延伸

1. 配合課程主題導入不同教學方法，如合作學
習、遊戲式學習、體驗學習、專題導向學
習、情境模擬，提高學習興趣。

2. 導入軟硬體科技工具輔助教學，如數位學習
平台、影片、經營模擬系統、APP、AI工具、
VAR設備等。

從教學設計來延伸

1. 使用不同教學模式，如素養導向課程、跨領
域課程(STEAM)、ADDIE教學設計模式、設
計思考、實作型課程等。

2. 融入不同政策議題，如服務學習、USR理
念、SDGs目標、ESD永續發展教育、EMI雙
語教育、國際視野等。

從課程設計來延伸

1. 導入翻轉教室：運用混成授課改變互動關係，
減少學習負擔。

2. 合作實習場域：如課室模擬情境、校外場域、
景點考察、餐飲/美容/幼兒園職場實習等。

3. 融合服務學習/USR理念：如社區營造、觀光
企劃、社區服務(銀髮、兒童)。

從學習場域來延伸



2. 專辦一點提醒與宣傳



相關學術倫理議題
避免抄襲他人著作，避免不當複製（整段／整篇直接複製、或文句前後對調、或改變
標點符號、或改變連接詞語助詞），避免大量重組不同來源之文字資料，應加以理解
之後，重新撰寫，且仍應正確引註出處、並列入參考文獻。

若因他人著作之概念重要而需要逐字抄寫，應注意引述範圍，並加引號、正確引註出
處、列入參考文獻，給予他人應有的credits。

引用自己過去發表之文章，亦應正確引註。

詳實呈現研究成果，避免造假（虛構不存在之資料）與變造（不實變更資料）。

研究資料（data）應妥善保存（資料安全保護措施、保護隱私之措施…）。

須避免事項 • 與高教深耕或其他計畫內容相同或雷同
• 與前期計畫雷同
• 文獻抄自其他期刊但未適度引註
• 與共同主持人或同一教師社群人員計畫書內容相似



從成果報告到論文撰寫

 鼓勵藉由發表的形式，達到交流分享、改進

課堂的目標。

 成果報告不等於學術論文。

 教學實踐研究期刊徵稿類型，包含一般論

文、教學實務紀要、議題性評論。

 側重創新教學方法與歷程的呈現

相關投審稿問題請諮詢專案辦公室





教師們對教學的熱情
對學生學習成果的期待！

唯一相同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