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提升教學品質  

分項目標：培養學生關鍵能力-創新創業 

指標名稱：A44規劃創意發想及實作場域 

 

１０７－１０８執行成效 

問題分析 

1. 校務研究辦公室專案研究分析「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

動機與學習成效關連性之研究（IR_AA_CO10528）」，發現

資訊、人文與管理類專業系所的學生大多學習主動性較

低，對於自己未來的職涯規劃較無定見，學業表現上有待

加強，整體學生素質與學習表現有改善空間。 

2. 在真實的職場中講求團隊合作、溝通協調，學校培養學生

的除了專業的能力，更應培養社會化的能力，以做為就業

前準備。 

對於以上問題，希望及早讓學生知道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特

點，技職管理類專業系所的學生，在追求幸褔成功的道路

上，有不一樣的優勢，有不一樣的方法，透過創意發想與實

作場域提供讓他們發揮創意，執行團隊任務；而教師透過良

性的溝通與互動發掘學生的潛力，引導學生走向適合自己的

方向。 

目標與策略 

1. 透過競賽期望能鼓勵學生創新思維及創意發想。 

2. 激發學生的創意潛能。 

3. 激發學生團隊合作之執行實務任務的能力。 

成效與改變 

1. 提升學生創新思維及創意發想能力 

2. 提升學生團隊合作之執行實務任務的能力。 

本計畫希望展現學生創意發想與實踐能力，由學校與業

界共同評選優秀作品，並鼓勵學生持續發揮創意、勇於表

現自我。 

學生 A表示：我們從課程當中開始發想創意，進一步改善現

有商品，使得我們創意商品能為社會做出貢獻；在課程中我

們與老師討論商品的修改方向，因此啟發了我們將桌面加裝

至輪椅上的想法，想著要如何將桌面加裝在輪椅上。最後，

能透過競賽讓學弟妹們看見我們的努力，並以我們為標竿，

這讓我們感到非常興奮。 

學生 B表示：在我們設計包包的過程中，我們知道如何初步

構想、設計包包、結合材質的功能與用途，讓我們所想的包

包符合消費者的需求。能夠上台報告我們的作品真的蠻有成



就感的。希望我們能夠持續上這樣的課程並參加這樣的競

賽，訓練我們的思考能力以及激發創意點子，並且培養團隊

合作的學習。 

評估與精進 

執行此指標目的在期望展現學生創意發想與實踐能力，提供

一個創意實做的舞台外，由學校與業界共同評選優秀作品，

並鼓勵學生持續發揮創意、勇於表現自我，團隊的合作精神

與各團隊之間的交流學習。 

學生參與創業競賽，不論得獎與否，都可提升學生自己的簡

報經驗，雖然競賽存在著偏向與主觀性，然而學生也能從中

瞭解創意、創新發想實務或簡報表現能力，認識自己的優勢

以及需要充實的地方，也可以學習到他人的優點來改善自我。

競賽經驗對於學生個人在資歷的累積上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例如，學生表示能夠上台報告我們的作品真的蠻有成就感的。

希望我們能夠持續參加這樣的競賽，訓練我們的思辨能力以

及簡報溝通能力，並且培養團隊合作的學習。 

其中，有一參與競賽的小組，輪椅摺疊桌板組，已完成商品

打樣，欲進入專利商品化的階段，期間教師也積極鼓勵、激

勵學生參加創業競賽，例如：參加教育部創業實戰學習平台

透過業師認養與輔導後從專家身上得到相當寶貴的建議；而

參加 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原台北發明展)，受到許多參

觀者的詢問，讓小組成員知道商品的修正方向；隨後，又參

加台北科技大學之 2019幸福科技成果展，在此規模盛大的活

動中進行創業簡報；發現學生在自信心與學習動機上的轉

變。未來將透過持續舉辦創意競賽並鼓勵學生參與加以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 

 



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提升教學品質  

分項目標：培養學生關鍵能力-創新創業 

指標名稱：A45培養專責創新創意師資 

 

１０７－１０８執行成效 

問題分析 

1. 多元創新與創業課程自 105 學年度起為全校性職能通識課

程(2學分)，每學期修課人數約 500名，約需開設多門課程，

故需要大量具有創新創意教學專長師資授課。 

2. 本校為培育學生創新、創意、創造、創業、創富的五創教育，

從前育成的課程教學、師生團隊組成、輔導參賽等事項，皆

需要師生團隊跨域合作。 

目標與策略 

1. 培育創新創業專業師資、促進教師跨域合作。 

2. 成立創新創業教師社群。 

3. 辦理相關創新創業議題之工作坊或講座。 

4. 自多元創新與創業課程推動教師合作授課，促進教師跨域

合作。 

成效與改變 

1. 創新創業教師社群有 14位教師。 

2. 107年度共辦理兩場教師專業研習，其一為邀請建國科技大

學許勝源研發長(中華萃思學會理事)主講 TRIZ 與相關工具

應用暨學生團隊帶領；其二為本校醫放系郭宗德老師(獲

2017國際傑出發明家學術國光獎章)主講創新創意競賽心得

分享。 

3. 108年由 8個系所 11位教師於職能通識課程中，開設 10門

「多元創業創新創意」課程，提供學生修習多元創新創業之

平台，課程主題為介紹腦力激盪法、心智圖法、SCAMPER、

TRIZ 萃智系統性創新方法、撰寫創新事業營運計畫書或群

眾募資影片拍攝等多樣性內容，強化學生具備就業職能之實

力。 

4. 108年「多元創新與創業課程」有 4名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

系學生，透過該課程獲得啟發後，藉由校內老師指導參加

「2019第一屆全國智慧生活五創競賽」，以「智慧型發光提

醒藥盒」作品於「智慧生活用品創新設計組」入圍決賽並榮

獲優等。 

評估與精進 

1. 推動創新創業教師社群教師定期進行跨域合作甚至跨校合

作，以參加校外或國際競賽爭取佳績。 

2. 推動創新創業教師社群教師進行相關證照考取與持續進



修，以持續提升教學專業性。 

3. 對於多元創新與創業課程優秀學生團隊開設進階課程，並

研擬課程抵免制度，以提高學生團隊持續學習與發展意

願。希冀在創新創業教師社群教師帶領下有更多學生團隊

參加「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SOS-IPO)」與「U-

start創新創業計畫」。 

 



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提升教學品質  

分項目標：培養學生關鍵能力-創新創業 

指標名稱：A47導入外部資源進行技術開發與知識分享機制                                                                                                        

 

１０７－１０８執行成效 

問題分析 

1. 學生創新與創意需要正確的引導以定義與實踐 

2. 校內教師較缺乏實際創業經驗，必須導入外部創業經驗與資

源分享 

目標與策略 

目標： 

1. 連結外部創業或營造社群進行創意實踐與技術開發。 

2. 建立知識及技術分享機制，開設創新技術分享課程或訓練。 

策略： 

1. 聘任創業投資或自造者負責人擔任創投諮詢委員，與產業實

務面結合。 

2. 參訪創新創業基地，觀摩外界經驗，體驗創業氛圍。 

3. 舉辦知識與技術分享講座或自造者工作坊，加速創意實現機

會。 

成效與改變 

1. 107 與 108 年度各聘任了 3 位創業投資或自造者負責人擔任

創投諮詢委員，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成功培養出五個創新

創業團隊，並開始參加各項創業競賽與計畫申請。 

2. 107 與 108 年度各參訪了台中與台北的自造者基地，對相關

產業環境有更深的了解。 

3. 107 與 108 年度各舉辦 2 場創新創業工作坊，主題包含了創

業準備、創新創意實踐、智慧財產權維護、創業資源討論與分

享等，總參與師生人次超過 200人。 

評估與精進 

1. 學生創意實踐能力提升：有效將學生創意化為完整的技術，

保護其智慧財產權，進一步商品化。 

2. 學生創業之意願與能力提升：激發學生發揮創意之熱情，精

進學生創業之能力，進一步提升學生創業之意願與完善的規

劃。 

3. 學生尋找與利用創業資源的能力提升：培養學生善用外部創

業資源，有形與無形的資源均為創業重要的助力。 

 



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提升教學品質  

分項目標：培養學生關鍵能力-創新創業 

指標名稱：A49國際型競賽參與                                                                                                        

 

１０７－１０８執行成效 

問題分析 

1. 學生創意作品常常僅止於課堂作業繳交，需要進一步擴

展完整性與實用性。 

2. 需要藉由更高強度的國際競賽，促進學生技藝能力提升

與增進學生國際視野。 

目標與策略 

目標： 

1. 積極參加國際性發明展、商品展與創業競賽，增進實務

能力並提升國際視野。 

2. 積極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提升實務經驗與能力。 

策略： 

1. 舉辦創新創意徵件活動，鼓勵有創意構想的學生精進作品

參與競賽與發明展之選拔，並邀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創新

創意徵件活動之評審，更具公信力。 

2. 協助並輔導創新創業團隊參加國際性發明展、商品展與創

業競賽，並探詢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3. 協助並輔導技術團隊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增加競爭

力。 

成效與改變 

1. 107年度與 108年度均舉辦創新創意徵件活動，每年度經

校內外專家評審後篩選出 10 件作品，分別參加五個國際

發明展。107年度共得到 3金 4銀 2銅 1特別獎的成績，

108年度則是 3金 3銀 2銅 2特別獎的榮譽。 

2. 107 年度與 108 年度協助輔導學生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

賽，共獲得 32金 13銀 8銅的優秀成績。 

評估與精進 

1. 學生創意完整度提升：藉由徵件需求促使學生追求更完

整的創意發想與實踐，也進一步將技術具體化。 

2. 學生競爭力提升：藉由國際性發明展與技藝能競賽，以

高強度的競爭讓學生更有動機與衝勁來提升自我能力。 

3. 學生成就提升：藉由參與國際性發明展與技藝能競賽，

進一步獲得經驗與產品等相關成就，擴增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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