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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實作專案特色

3



【技術實作】特色 (1/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自108年起納入「技術實作」專案計畫類別，

積極推動大專校院與產業人才接軌，期鼓勵教師面對學用落差、實

作能力、產業人才需求等相關議題時，能在課程中融入場域實作、

產學合作等元素，將知識與技術應用能力進行整合，達到教學創新

與提升學生就業能力的目標。

資料來源：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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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實作】特色 (2/2)
 強調教師教學或課程與業界專家協同進行，

 其目標係促進學生將所學知識及技術轉化為實務能力，

 透過職場或產業資源結合，

強化學生未來就業力。

資料來源：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與執行經驗線上分享會－場次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苗志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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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實作專案 數據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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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補助件數逐年提升

資料來源：113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說明會 高等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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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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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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技術實作專案分享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

112年通過概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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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實作專案112年總計通過121件，其中通過案件

1. 以私立技專校院最多（占比36.36%），其次為公立技專校院（占比26.45%）。

2. 近三年主要組成以「助理教授級」為主，其中112年度通過助理教授級大幅提升，但整體結構改
變不大。



技術實作關注之研究問題類型

資料來源：技術實作專案分享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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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每個計畫

• 皆重視學生在實務與

產業應用知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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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學習興趣、態度

與動機；基礎專業知

識與能力，則是次要

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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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計畫出現次數



技術實作關注之研究問題類型-學生能力表現

資料來源：技術實作專案分享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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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力表現上，呼應產業知識與

能力的培養，最為重視學生的實作

與實務能力，其次依序為合作學習

能力、跨領域學習、問題解決、減

少學用落差等學習表現。

112年度計畫出現次數



技術實作關注之教學方法

資料來源：技術實作專案分享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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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實作
• 呼應技術實作專案的特色，

最為關注的教學方法即是

專題實作。

• 為培養學生跨領域能力，

講述教學、協同教學（如

校內多師、業師），皆是

頻繁使用的教學方法。

112年度計畫出現次數



技術實作關注之教學方法-教材教法工具

資料來源：技術實作專案分享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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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還有翻轉教學、情境學習、

虛擬/擴增實境，皆為教師較多使

用的教學法或科技工具。112年度計畫出現次數



各領域的教師皆關注學生實務、產業能力的培養，並透過不同的

課程設計、教材教法工具，轉化學生所學知識及技術為實務能

力，展現具體可見的成果。

資料來源：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與執行經驗線上分享會－場次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苗志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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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產業需求面、教學面、實作能力面，

延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切入點呢？

來看看
別人怎麼做

But…



連續通過計畫的思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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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產業職能缺口人才，如扎根基礎實作能
力、融入跨領域知識(STEAM)、業師協同教
學、考取專業證照，接軌業界職涯發展機會。

2. 培養學生未來就業能力，如團隊合作、溝通
能力、專案管理能力、反思、問題解決能力、
UCAN共通職能及專業職能。

從產業需求來延伸

1. 實作成品：如服裝設計、VR遊戲、AR教材、
APP、創意飲品、聊天機器人、企劃活動、
數位行銷活動、專題報告。

2. 成品外其他成果：如參與國內外競賽、輔導
考取技術證照。

從實作成果來延伸

1. 結合具實務操作的教學方法，如專題/問題導
向學習、情境模擬、競賽演練、同儕合作學
習、案例學習等，強化與實作的連結性。

2. 善用軟硬體科技工具輔助教學，如數位教材、
資訊系統、視訊影片、VAR設備等，減少學
生學習負擔，適性化輔助教學歷程。

從教學設計來延伸

1. 實習場域：課室模擬情境、材料實習教室、
設備機具教室、實驗室、模擬實驗平台、戶
外場域、田野調查。

2. 職場產學合作：臨床實習、日照中心、運動
場館、運動中心、法人協會。

從實作場域來延伸



計畫突破的做法-四個起點

16

對學生

知識(knowledge)
技能(skill)

態度(attitude)
跨領域知識
高層次思維

實作能力
職能素養

對產業

減少學用落差
找到職能缺口
補足人才需求
開拓多元職涯
投入實習場域
產學建教合作

對課程

業師協同授課
媒合產業需求
導入實務工法
運用新興科技
融入教學工具
調整教材教法
成效評量工具

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

對自身

教學增能
教學反思

聚焦實務教學



撰寫成果報告相關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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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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協同主持⼈或同⼀教師社群⼈員成果報告內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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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從成果報告到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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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投審稿問題請諮詢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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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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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老師就像一根蠟燭，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道路。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

圖片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stafa_Kemal_Atat%C3%BC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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