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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具備規範 3 的要求，及具有碩士班的核心能力 

G.3.1 碩士生畢業時所具備之核心能力 

本系日四技碩士班於 97 學年度首度通過 IEET「工程教育認證（EAC）」，爾後，基於

本校屬教學型技職科技大學的定位確立，為使學校課程設計回歸務實致用精神，穩定強化學

生專業實務技能，增進學生未來就業競爭力，並改善產業對技職校院人才學用落差的現象，

本系於 99 學年度起即開始規劃將原通過之 EAC 認證轉換為「技術教育認證（TAC）」，並

於 100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開始適用 TAC 認證所規範之課程內容和課程配當，亦即本系日四

技 100 學年度起正式將認證規範由 EAC 轉換為技術教育認證 TAC，碩士班亦自 100 學年度

開始與大學部同時將碩士班特色由 EAC 轉為 TAC。 

為使本系碩士畢業生具有目前及未來電子相關產業需求的技能，本系碩士班核心能力依

碩士班教育目標及本系發展方向，先由 EAC/TAC 規劃委員會提出，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及

EAC/TAC 諮詢會議討論，再透過系務會議經全體教師討論決議通過訂定，以確保本系教師

均瞭解教育規劃的理念，每學期末系務會議均再次檢討碩士班核心能力是否合宜。此外，並

藉由評估學生核心能力之達成度來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效可以是否達成教育目標，同時也作為

課程規劃與教學方法持續改善的依據。97-103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核心能力共修訂 3 次，顯示

本系碩士班核心能力具有持續改善機制，碩士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關聯表如表 G.3-1。 

表 G.3-1 97-103 學年度研究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力關聯表 

學年度 研究所教育目標 相關聯之學生核心能力 

103 

目標：培育學生成為電機領域需求的高級人

才。 

1.培養溝通協調整合之能力（A1） 
2.培養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A2） 
3.養成人文素養及關懷社會及尊重多元觀點，以善

盡社會責任。（A3） 
4.具備良好的國際觀（K1） 
5.具備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K2） 
6.具備電機領域之專業知識（K3） 
7.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S1） 
8.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S2） 
9.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S3） 

100-102 

目標：培育學生成為產業界與學術界需求的

高級人才。 

1.培養溝通協調整合之能力（A1） 
2.培養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A2） 
3.養成人文素養及關懷社會及尊重多元觀點，以善

盡社會責任。（A3） 
4.具備良好的國際觀（K1） 
5.具備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K2） 
6.具備電機領域之專業知識（K3） 
7.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S1） 
8.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S2） 
9.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S3） 

97-99 目標：培育學生成為產業界與學術界需求的

高級人才 
1. 具備電機專業中特定領域的進階知

識。 
2. 能創新思考，並做好規畫與管理任務

之執行與問題之解決。 
3. 能獨立也能協調整合以完成專案之計

畫與專題之研究。 
4. 能做好專業論文之研讀、撰寫、與報

告。 

1.特定領域之專業知識 
2.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 
3.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之能力 
4.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5.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6.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7.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8.良好的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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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研究所教育目標 相關聯之學生核心能力 

5. 能自我成長與提昇知能為具有國際觀

之高級人才。 

本系 97-103 學年度碩士班學生核心能力與 IEET 認證規範 G.3 核心能力關聯表如表 G.3-
2，其中 97-99 學年度對應至 AC 2004+ 認證規範 3 的 8 項核心能力，100-103 學年度所訂定

之核心能力則對應至 TAC 2014 認證規範 3 的 7 項核心能力。由表 3-2 中可看出本系日四技

及進四技所訂定的核心能力均能涵蓋 EAC 或 TAC 認證規範 3 核心能力的要求。 
 

表 G.3-2 97-103 學年度學生核心能力與 IEET 認證規範 G.3 核心能力關聯表 

100-103 學年度：TAC 認證規範 TAC 2014 

學生核心能力 

IEET 認證規範 G.3 核心能力 

G.3.1 G.3.2 G.3.3 G.3.4 G.3.5 G.3.6 G.3.7 G.3.8

培養溝通協調整合之能力

（A1） 
0 0 0 0 1 0 0 0 

培養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

力（A2） 
0 0 0 0 0 0 1 0 

養成人文素養及關懷社會及

尊重多元觀點，以善盡社會

責任。（A3） 
0 0 0 0 1 0 0 0 

具備良好的國際觀（K1） 0 0 0 0 0 1 0 0 

具備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

題之能力（K2） 
0 0 0 1 0 0 0 0 

具備電機領域之專業知識

（K3） 
1 0 0 0 0 0 0 0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S1） 0 0 1 0 0 0 0 0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S2） 
0 0 0 0 0 0 0 1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S3） 
0 1 0 0 0 0 0 0 

97-99 學年度碩士班：EAC 認證規範 AC 2004+ 

碩士班學生核心能力 
IEET EAC AC2004+ 認證規範 9.4 核心能力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1.特定領域之專業知識 1 0 0 0 0 0 0 0 
2.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 0 0 0 1 0 0 0 0 
3.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 0 0 0 0 1 0 0 0 
4.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0 0 0 0 0 0 1 0 
5.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0 1 0 0 0 0 0 0 
6.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0 0 1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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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學生核心能力 
IEET EAC AC2004+ 認證規範 9.4 核心能力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7.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0 0 0 0 0 0 0 1 
8.良好的國際觀 0 0 0 0 0 1 0 0 

註：1. 矩陣中請填入關聯性：1 表示相關，0 表示無相關。 
  2. 請自行增列表格。 

G.3.2 課程與學生核心能力之關聯性 

102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開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力關聯統計表如表 G.3-3，受限於篇幅，本

規範中僅呈現 102 學年度碩士班開設課程與核心能力關聯統計表，其餘各學年度開設課程與

核心能力關聯統計表請參閱附件 G.3-1。本系碩士班所規劃之課程皆與所設定之核心能力有

著緊密的關聯性，每門課之教學單元與核心能力之關係詳見課程綱要表。 

表 G.3-3 102 學年度碩士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力關聯統計表 

課程類別 課程名稱 A1 A2 A3 K1 K2 K3 S1 S2 S3

必修 

碩士論文  1 1 1 1 1 1 1 1 
書報討論（一） 1  1 1 1 1  1  
書報討論（二） 1  1 1 1 1  1  
專題討論（一）     1 1 1 1 1 
專題討論（二）     1 1 1 1 1 
技術寫作       1  1 

選修 

專題討論（三） 1  1 1 1 1  1  
專題討論（四） 1  1 1 1 1  1  
近代光學 1 1  1  1   1 
行動裝置電源管理系統應用專題 1 1   1 1   1 
類神經網路 1 1    1   1 
太陽能發電技術     1 1    
射頻主動電路設計 1 1  1 1 1 1  1 
高等電力電子      1    
天線設計與電波傳播 1 1    1 1  1 
電磁相容 1 1    1 1  1 
綠色動力車輛電控系統 1 1    1 1  1 
生醫儀表      1    
高科技專利工程 1  1   1    
無線感測網路      1 1  1 
高等計算機圖學 1 1    1    
遠距學習系統 1 1    1 1  1 
射頻被動電路設計 1 1  1 1 1 1  1 
RF 微處理器      1    
混沌理論 1 1    1 1  1 
醫學工程概論 1 1    1    
電力電子專題 1 1    1    
綠能科技 1 1  1  1 1  1 
數位影像處理     1 1 1  1 
高等演算法 1 1    1 1  1 
寬頻網路研究      1    
數值分析      1 1  1 
高頻電子電路設計 1 1    1 1  1 

總計 21 17 6 9 12 32 17 7 20

 

G.3.3 碩士班核心能力之評量方式 



第 4 頁 

本系自 98 學年度起即採用直接評量與間接評量並用之多元評估方式，碩士班歷屆畢業

生核心能力的評量方式如表 G.3-4。此外，為避免以單一考試結果來評量學生成績，本系更

依學生平時表現、作業、報告納入評量範圍以激勵學習興趣。 

表 G.3-4 97-102 學年度電機工程系碩士班歷屆畢業生核心能力評量方式 

（1）TAC 認證規範：100-103 學年度後之畢業生 

學程核心能力 對應之主要課程 評量方式 

1. 培養溝通協調整合之能力

（A1） 
書報討論 口頭報告、小組討論 
專業選修課程 口頭報告、小組討論 

2. 培養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

力（A2） 
專題研究 實驗進度或研究方向報告、問卷調查

3. 養成人文素養及關懷社會及

尊重多元觀點，以善盡社會

責任。（A3） 

書報討論 演講心得 

專業選修課程 演講心得 

4. 具備良好的國際觀（K1） 

碩士論文 碩士論文、碩士口試 
書報討論 研究論文或技術報告討論、問卷調查

專業選修課程 口頭報告 

5. 具備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

題之能力（K2） 

碩士論文 碩士論文、碩士口試 
專題研究 實驗進度或研究方向報告、問卷調查

專業選修課程 
紙筆測驗、實作評量、作業或報告、

問卷調查 

6. 具備電機領域之專業知識

（K3） 

碩士論文 碩士論文、碩士口試 
書報討論 研究論文或技術報告討論、問卷調查

專業選修課程 
紙筆測驗、實作評量、作業或報告、

問卷調查 

7.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S1） 

碩士論文 碩士論文、碩士口試 
書報討論 研究論文或技術報告討論、問卷調查

專業選修課程 
紙筆測驗、實作評量、作業或報告、

問卷調查 

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S2） 

碩士論文 碩士論文、碩士口試 
書報討論 研究論文或技術報告討論、問卷調查

專業選修課程 實作評量、報告、問卷調查 

9.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S3） 

碩士論文 碩士論文、碩士口試 
專題研究 實驗進度或研究方向報告、問卷調查

專業選修課程 
紙筆測驗、實作評量、作業或報告、

問卷調查 

除課程評量外，本系碩士班學生核心能力另有執行產學合作計畫、發表論文、國外姐妹

校研習交流、教學助理及研究助理、讀書會等直接評量方式，以下依照 IEET TAC 2014 認證

規範 G.3 要求之 8 項核心能力評量方式簡略說明，IEET TAC 2014 核心能力與本系碩士班訂

定之核心能力關聯性請參閱表 G.3-2： 

1. 特定領域的專業知識 

本系碩士班每學年度皆開設足夠多的課程供學生修讀，以 102 學年度碩士班實際開課之

課程為例，其中包含 6 門必修課程及 27 門選修課程，該學年度總計開設 33 門課程，因本系

碩士班大多數課程均為選修課，學生畢業前需選修至少 26 學分（至少 9 門課），課程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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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碩士班六大專業領域，應能學習到充足的專業知識。「書報討論」由碩士班學生針對研

究領域挑撰合適的研究論文或技術報告，於課堂上報告及討論；「專題研究」則由碩士班學

生整理其實驗進度或研究方向後，於課堂上報告並由授課教師給予建議。「書報討論」及

「專題研究」亦可聘任校外產業專家學者演講，提升研究生的專業知識與專業素養，建立研

究生職場倫理觀念，並了解產業界脈動與發展趨勢。此外，學生畢業前須將其研究成果詳細

且完整地匯整於碩士論文中，方得申請碩士口試，口試通過後並需依口試委員建議修改碩士

論文，方可取得「碩士論文」學分。依上述說明，本系學生於畢業前應能具備足夠的專業知

識。 

2.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的能力 

除規劃、執行並完成碩士論文外，本系碩士班學生於修業期間須協助指導教授規劃及申

請與研究主題相關之科技部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討論執行研究所需儀器設備與經費需求；

計畫執行期間需協助指導教授執行計畫、彙整並分析計畫執行成果，定時檢討計畫執行進度

與經費使用進度；計畫執行結束則需協助撰寫結案報告。藉由研究計畫案的規劃、申請、執

行與結案報告撰寫培養本系碩士班學生策劃與執行專題研究的能力。97-102 學年度本系碩士

班學生共 117 人次在教師指導下共同執行產學合作計畫及科技部研究計畫。 

此外，本系亦鼓勵碩士班學生將實務專題研究申請專利或參與實務專題競賽，以提升研

究發展與實務製作能力，發揮技職教育特色。在老師指導帶領下，再加上學生們相互砥礪、

積極學習與經驗傳承下，97-102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學生參加全國性及國際性競賽共有 6 組獲

獎，其中 102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學生參加重要國際性競賽共有 1 組獲獎（如表 G.2-5 所示），

亦有助於培養學生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的能力。 

3. 撰寫專業論文或報告的能力 

學生可藉著參與論文撰寫，學習整合實驗流程、實驗結果、研究背景等，並了解該領域

研究現況，也可加強英語撰寫及閱讀之能力。此外，學生亦可參加學術研討會與其他專家學

者學習與交流，以提昇研究水準並加強英語表達之能力。97-102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學生共參

與發表 187 篇期刊論文及研討會論文。此外，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前須將其研究成果詳細且

完整地匯整於碩士論文中，方得申請碩士口試，口試通過後並需依口試委員建議修改碩士論

文，方可取得「碩士論文」學分。故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時應已具備撰寫專業論文或報告的

能力，本系碩士班畢業生論文清單如表 G.3-5，97-102 學年度共有 105 位學生取得碩士學位。 

表 G.3-5 97-102 學年度電機工程系碩士班畢業生論文清單 

學年度 # 研究生姓名 指導教授 論文題目 

102 

1 林君郁 林義彬 
二維光子晶體共振腔式一對三功率分光

器之研究 

2 蔡宗融 林義彬 光子晶體點對稱方向耦合器之研究 

3 周逸鋒 林進富 MSP430 微控制器應用於車內溫度控制 

4 洪毅暾 林進富 應用 MSP430 晶片於 UPS 監控系統 

5 陳致豪 余定中 高聚光型太陽能發電廠性能感善 

6 劉志桔 余定中 
太陽能發電系統變步長最大功率追蹤法

研究 

7 林學廷 張博綸 雲端水位控制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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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 研究生姓名 指導教授 論文題目 

8 許健祥 張博綸 App 嚴肅遊戲在孩童學習上的應用 

9 江俊瑩 王漢堃 自動水質監測系統之研究 

10 黃浩雲 謝飛虎 
基於 Wi-Fi 的智慧型燈光控制系統之研

究 

11 劉驊賢 陳快前 
Nd(Mg0.5Sn0.5)O3 陶瓷微波介電特性之

改善 
及無線功率傳輸系統之整流天線設計 

12 王威杰  葉明豐 灰色均值粒子群最佳化演算法及其應用

13 何英吉 陳逸謙 
射頻接收電路設計與無線功率傳輸之智

慧生活應用 

14 梁揆強 王順忠 
切換式磁阻馬達最小化能量迴圈控制之

研究 

15 賴彥宏 謝飛虎 
具太陽能電池輸入之升壓型電力轉換器

混沌現象 

101 
 

1 謝宇哲 陳永輝 
兩階段藍紅樹規則空間模型之認知學習

評估-以 MTA 課程為例 

2 黃任彬 蕭志龍 應用於心電圖的交換式電容濾波器 

3 何建弘 王順忠 
基於田口模糊法之最佳化鋰電池快速充

電策略研究 

4 楊馥誠 曾俊雄 以 K-means 改善搜尋效能 

5 蔡宗旻 王漢堃／張博綸 無線智慧型節能電源插座系統之研究 

6 施君翰 張博綸 六足機器人的研究與應用 

7 李宗翰 陳瑞鑫 
具有非對稱 Y 分岔結構的二維光子晶體

複合晶格之偏極化分離器的設計 

8 陳慶霖 王順忠 
單級 SEPIC 高功因高效率 LED 驅動器研

製 

9 黃國哲 王順忠 
變動步階擾動觀察法之最大功率追蹤器

之研製 

10 林頎翔 林進富 
MSP430 微控制器應用於火車平交道的即

時通報 

11 劉育誠 林義彬 
二維光子晶體共振腔式交叉波導之設計

與分析 

12 黃耀霆 石金福 
應用粒子群最佳化演算法及模擬退火演

算法於被動式濾波器之最佳規劃 

13 陳明德 陳逸謙 
應用於 WLAN/WiMAX 系統之高介電常

數縮小化天線研究 

14 黃柏融 葉明豐 
具優勝者突變方法之差分進化演算法及

其應用 

15 趙孝峰 蔡華文 
無線攝影機感測網路在開放環境下的物

件追蹤方法 

16 陳俊億 陳瑞鑫 
高效率的二維光子晶體蜂巢晶格波導轉

彎的設計 

100 1 李奇峰 張博綸 無線智慧型節能開關之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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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 研究生姓名 指導教授 論文題目 

2 張維 吳皇進 
順向式轉換器非線性現象受開關週期影

響之研究 

3 徐瑄宏 謝飛虎 
返馳式轉換器非線性現象受開關頻率影

響之研究 

4 辜啟明 林進富 MSP430 微控制器之教學應用模組設計 

5 劉育誌 李秋瑩 有限場 GF(2m)容錯除法器 

6 蔡孟昌 王順忠 
最佳化多階段鋰電池快速充電策略之研

究 

7 吳浚丞 陳瑞鑫 
二維光子晶體之環形共振器的分析及設

計 

8 賴詠恩 陳瑞鑫 
二維光子晶體線缺陷波導之慢光元件的

研究 

9 陳逸洋 王順忠 
具多種調光介面之 T5 螢光燈電子式安定

器研製 

10 鄭人豪 林義彬 
二維光子晶體四方晶格交叉波導之設計

與分析 

11 廖翊展 張光瓊 智慧型音量控制器設計 

12 吳忠彥 陳逸謙 
Nd(Mg0.5Sn0.5)O3 陶瓷微波介電特性改

善及其在無線功率傳輸之應用 

13 張復盛 余定中 
以 LabVIEW 及 Simulink 混合編程建置之

太陽能發電模擬系統 

14 黃俊偉 王順忠 
單級返馳式高功因高效率 LED 驅動器研

製 

15 陳凱旻 葉明豐 
以灰色粒子群最佳化演算法設計 PID 控

制器 

16 羅智詠 溫成 無線感測器網路的整合與應用 

17 蘇鼎文 林義彬 
二維光子晶體四方晶格濾波器之設計與

分析 

18 李偉晟 陳逸謙 
La(Mg0.5Sn0.5)O3 陶瓷微波介電特性之

改善及高 K 值天線之應用 

99 

1 林原德 葉明豐 
以小腦模型為基礎之基因演算法設計

PID 控制器 

2 蔡明諺 吳皇進 變壓器設計法對返馳式轉換器之影響 

3 王健行 陳良驊／張博綸 
擴展型卡爾曼濾波器與模糊經驗法則於

GPS 的定位應用 

4 姚仕禮 陳逸謙 
Nd(Mg0.5Sn0.5)O3 陶瓷微波介電特性改

善及其在介質共振天線應用 

5 彭元毓 謝飛虎／張博綸 
無線區域網路使用波紋定位方法之分析

與應用 

6 余宜珮 陳彥達 
以 ADDIE 模型為基礎之體育數位學習平

台建構 

7 許惠雯 李文猶 中風病人復健系統建置 

8 陳哲瑋 葉明豐 高維適應成長式小腦模型與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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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 研究生姓名 指導教授 論文題目 

9 翁煒翔 吳皇進／張博綸 
網路服務架構基於派翠網路模型之複雜

度分析 

10 蔡仁傑 陳逸謙 
Nd(Mg0.5Sn0.5)O3 微波陶瓷之研究及其

在小型晶片天線之應用 

11 林琨峰 許威烈 基於頻率分析之人群密度估算 

12 施柏仲 張光瓊 雨滴偵測演算法設計 

13 曾偉哲 張光瓊 使用無線感測器網路傳送心電資料 

14 陳泰良 陳瑞鑫 
具有大的延遲頻寬乘積的光子晶體波導

之研究 

15 張孝澤 余定中 
以類神經網路預估迴龍地區太陽能發電

系統之發電量 

16 高承邦 余定中 風力發電系統模擬與分析 

17 施俊偉 林義彬 二維光子晶體線路模型 

18 林雨澄 余定中 
太陽能發電系統最大功率追蹤演算法之

比較 

19 蔡逸鐘 蕭俊杰 
基於節點序列定位演算法之無線感測網

路節點佈署研究 

20 徐偉裕 陳逸謙 
La(1-2x/3)Ax(Mg1/2Sn1/2)O3 ( A = Ba、

Sr )微波介電特性之研究 

98 

1 林國暐 陳良驊 智慧型人眼狀態偵測系統 

2 林均鴻 吳皇進 
準共振零電壓升壓型直流-直流轉換器非

線性行為及混沌控制 

3 黃怡倫 蕭志龍 
應用於 WiMAX 之摺疊式混頻器設計與

分析 

4 陳緯任 王順忠 非破壞性西瓜口感檢測系統 

5 李嘉誠 王順忠 切換式磁阻馬達模糊速度控制器之研製

6 郭弘仁 王順忠 
太陽能發電系統最大功率追蹤器驗證平

台 

7 李大維 吳皇進 
降壓型轉換器非線性現象與效率受開關

頻率影響之研究 

8 黃健峻 謝飛虎 
升壓型轉換器非線性現象及效率受開關

頻率影響之研究 

9 趙彥鑫 王順忠 主動型功率因數矯正器之研製 

10 張雲翔 蔡華文 
無線攝影機感測網路中物件追蹤的攝影

機選擇方法 

11 陳俊延 王順忠 
高功因可調光 T5 螢光燈電子式安定器之

研製 

12 陳政廷 溫成 
結構光三維掃描器之次條紋數演算法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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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 研究生姓名 指導教授 論文題目 

13 沈奕廷 余定中 
以 Matlab/Simulink 建置獨立型太陽能發

電模擬系統之研究 

14 黃偉豪 陳瑞鑫 二維光子晶體延遲線的設計及分析 

15 陳凱豪 陳逸謙 
La(Mg0.5Sn0.5)O3 陶瓷微波介電特性之

改善及應用 

16 林明政 黃德豐 
以複合辛普森積分法設計分數延遲數位

濾波器之研究 

17 張琨輝 羅啓維 以 ARM9 為基礎的無線監視自走車 

18 邱秀霞 黃德豐 
多級多重取樣率數位 FIR 濾波器最佳參

數估計 

19 洪紹仁 黃德豐 音頻訊號中多級多重取樣率轉換之研究

 
97 

1 吳炫瑲 吳皇進 
單相半橋逆變器之非線性行為及混沌控

制 

2 潘逸賓 謝飛虎 
利用混沌機制降低順向式轉換器電磁干

擾水平 

3 劉鳳紹 謝飛虎 
準共振零電流降壓型直流-直流轉換器之

非線性現象及混沌控制 

4 涂政良 王順忠 
電腦輔助之自動化馬達特性參數量測系

統 

5 洪坤仁 王順忠 
液晶電視待機模式下耗電小於 0.5 瓦系統

規劃之研究 

6 陳彥融 張光瓊 肺音自動化分析 

7 洪俊英 唐宏驊 使用最小籬笆的(n,n-2)迴旋碼 

8 許有志 張光瓊 無線感測器網路之最小跳躍路由協定 

9 鄭寶全 王順忠 
具智慧型節能控制之二線式照明系統研

製 

10 李承儒 林義彬 
二維光子晶體二倍密四方晶格九十度彎

曲波導之分析與設計 

11 林裕佳 陳瑞鑫 
具有寬頻帶之二維光子晶體三角晶格波

導轉彎結構之研究 

12 魏瑄晏 葉明豐 適應共振式小腦模型及其應用 

13 游徐寬 陳帝宏 警衛型機器人系統設計 

14 郭竹軒 李文猶 混合實境之自走車實現 

15 陳志傑 溫成 三維掃描系統輸出之融合技術研究 

16 林書緯 溫成 模糊照射邊緣之偵測技術研究 

17 張運宏 陳逸謙 
La(Mg1/2Sn1/2)O3 微波介電特性之研究

及其在雙層微帶天線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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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創意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的能力 

本所研究生於錄取後，需擇定本校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之教師為指導教授，並就研

究主題與指導教授討論後擬訂，研究主題需以具備創新思維或提供產業界持續研究發展為主。

論文執行期間須即時檢討執行困難及問題，提出適當解決方案，並依最新實驗結果即時修正

論文內容或研究方向，培養創新思考與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本系亦積極鼓勵碩士班學生參

與產學合作計畫，並協助指導教授執行、管控及考核計畫進度，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發現問

題能力，並增加研究生與產業界先進交流經驗。97-102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學生共 117 人次在

教師指導下共同執行產學合作計畫及科技部研究計畫。 

5.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的能力 

本系碩士班學生在修課與進行論文研究試驗時，須面對不同的人、事、物，在校內需與

各領域儀器及設備管理單位協商借用及歸還時間，並協助指導教授管理實驗室儀器設備及經

費；在校外則需與執行研究論文相關之企業、政府部門或國家實驗室等單位協商或請益，以

協助實驗進行或數據分析。若指導教授承接整合型計畫，則碩士班學生亦須參與各領域的協

調整合。本系碩士班學亦可由多位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增加學生專業知識的廣度。依上

述說明，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前應已具備協調整合的能力。 

6. 良好的國際觀 

本校已有來自 8 個國家，近 600 名境外生，學生於校園內即可與境外生近距離接觸，提

昇學生國際觀。此外，本系碩士班學生亦可透過發表學術研討會論文、參與國際專題競賽、

至國外姐妹妹研習交流等機制，建立良好的國際觀。 

97-102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學生共參與發表 187 篇期刊論文及研討會論文，其中研討會論

文共 152 篇，學生可藉由參加學術研討會與其他國家專家學者學習與交流，以提昇研究水準

並加強英語表達之能力。97-102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學生參加全國性及國際性競賽共有 6 組獲

獎，其中國際競賽共有 2 組獲獎 102 學年度本系碩士班學生參加重要國際性競賽共有 1 組獲

獎。 

7. 領導、管理及規劃的能力 

本系碩士班學生在學期間需協助指導教授管理實驗室儀器設備及經費，碩士班學長姐也

需協助新進學生選課及提供研究方向之建議，並帶領新進學生完成儀器設備使用訓練等。此

外，本系碩士班學生大都兼任教學助理或研究助理，亦需協助授課教師班級經營或協助指導

教授規劃、申請及執行產學合作計畫或科技部計畫，97-102 學年度本系共聘任 117 人次研究

助理。本系碩士班學生亦可跨系修讀管理課程，外系課程至少承認 6 學分。依上述說明，本

系碩士班學生畢業時應具有領導、管理及規劃的能力。 

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的能力 

本系鼓勵學生於論文研究時，將理論知識與實務結合，並在實驗過程發現不足後，能運

用圖書資源尋找答案，進而養成自我學習能力。本校圖書館共有約 33 萬冊的圖書及 400 多

種的期刊，包含圖書、電子書、期刊、電子期刊、資料庫、視聽資料等，圖書資源十分充沛，

應能提供學生充足的自學資源。此外，本校學圖書館近年來因應圖書資料電子化的趨勢，也

積極購買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資料庫、視聽資料等數位內容，讓學生可以直接利用網路

存取圖書館的資源。圖書資源及圖書經費統計請參閱認證規範 6.4。碩士班學生亦可與大學

部學生共組讀書會，養成自主學習與閱讀習慣。此外，學生亦可透過本校圖書資源及數位網

路學習系統，強化自我學習的能力。 

G.3.4 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問卷核心能力評量結果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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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碩士班 100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適用 TAC 認證規範，自 101 學年度開始有 TAC
碩士畢業生，100 學年度前之碩士畢業生仍適用 EAC 認證規範。應屆畢業生問卷於畢業前夕

實施，每位應屆畢業生均須進行填寫。問卷內容包含「綜合問題」、「教育滿意度」與「核

心能力」三大部分，其中核心能力的問卷結果可作為檢視學習總成效（畢業時應具備的核心

能力）的依據，並據此進行課程內容、授課方式或評量方式等改善措施。97-102 學年度應屆

碩士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如表 AG.3-1，因應本系核心能力調整，故問卷內容也隨之調整，

如 98-101 學年度訂定之核心能力適用於 99-102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問卷以 5 分量表統計

（非常同意 5 分、同意 4 分、尚可 3 分、不同意 2 分、非常不同意 1 分）。由歷屆核心能力

平均分數均大於 3.85 分可知，大部分應屆碩士畢業生對於本系之教學成效與本身應具備的

核心能力持較正面的看法，顯見應屆畢業生非常認同本系各項教學規劃與措施，以及本系在

培養學生核心能力之用心及成效。 

表 AG.3-1 97-102 學年度電機工程系碩士班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 

（1）TAC 認證規範：101-102 學年度畢業生（100-101 學年度入學） 

    EAC 認證規範：99-100 學年度畢業生（98-99 學年度入學） 

                                                                           畢業學年度

核心能力 
99 100 101 102

1.培養溝通協調整合之能力（A1） 4.27 4.21 4.08 4.23
2.培養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A2） 4.36 4.14 4.15 4.15
3.養成人文素養及關懷社會及尊重多元觀點，以善盡社會責任。

（A3） 
4.36 4.36 4.15 4.15

4.具備良好的國際觀（K1） 3.91 4.21 4.08 3.85
5.具備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K2） 4.18 4.07 3.92 3.92
6.具備電機領域之專業知識（K3） 4.10 3.71 3.85 4.00
7.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S1） 4.27 4.07 3.85 3.85
8.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S2） 4.13 4.00 4.00 4.03
9.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S3） 4.16 4.10 4.01 4.08

平均分數 4.19 4.10 4.01 4.03

（2）EAC 認證規範：97-98 學年度畢業生（97 學年度前入學） 

                                                                           畢業學年度

核心能力 
97 98 

1.特定領域之專業知識 4.27 4.18 
2.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 4.10 4.10 
3.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 4.00 4.09 
4.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4.00 4.27 
5.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4.18 4.36 
6.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4.27 4.27 
7.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4.18 4.00 
8.良好的國際觀 4.09 4.10 

平均分數 4.14 4.17 

G.3.5 教學成效與分析 

G.3.5.1 教學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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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量施測對象為在校生及應屆畢業生，於每學期之期中考前和期末考前各實施一次，

每位學生針對所修習的每門課程均須進行教學評量。除期末教學評量外，本校亦輔以期中教

學評量，期中評量填寫時間為每學期第 7-8 週，任課教師可於第 12 週檢視期中評量結果，

並依期中評量結果適時改善其教學內容與方式，以期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學期末亦可同時參

考期中及期末評量結果做為下學期課程調整及個人授課成效自評反思之依據，同時評量結果

亦納入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中教學成績之評分。針對教學評量成績不佳之教師，本校亦訂有追

蹤改善機制（如圖 G.3-1），兼任教師如該學期學生教學評量成績未達 70 分，則下學期將不

續聘；教學評量成績未達 70 分之專任教師，將分別由教務處及所屬系、院持續進行輔導，

直到改善為止。本系 97-102 學年度教學評量統計表如表 AG.3-2，本系教師的教學評量大多

能高於校平均，且無教師評量成績低於 70 分。教學評量優良教師則於教學研討會公開表揚，

並頒發獎狀及奬金以資鼓勵，97-101 學年度本系共 9 位教師獲獎。 

 

圖 G.3-1 龍華科技大學教學評量追蹤改善機制 

 

表 AG.3-2 97-102 學年度電機工程系教學評量統計表 

學年度 學期 本系平均 
本系 

學年平均 
全院平均 全校平均 

97 
1 85.59 

87.24 
86.06 85.59 

2 88.88 87.48 86.69 

98 
1 87.64 

88.75 
86.70 86.13 

2 89.86 88.42 87.55 

99 
1 88.39 

88.83 
87.58 87.17 

2 89.27 89.04 87.71 

100 
1 88.77 

89.06 
89.73 88.21 

2 89.35 90.46 88.25 

101 
1 90.15 

90.67 
90.54 88.38 

2 91.19 90.98 88.43 

102 
1 89.43 

89.97 
90.28 88.37 

2 90.50 90.87 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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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5.2 教學知能認證自評與反思 

本校為鼓勵教師持續成長並檢視教師教學知能，訂有「龍華科技大學教學知能認證實施

計畫」（附件 3-1），鼓勵教師依教學評量意見或教學成果反思，回饋至課程教學以持續改

進教學成效，多元評量教師課前準備、教學進行及課後評量等，這和 IEET 的所要求的"持續

改善"完全契合。教學知能認證項目如表 AG.3-3 所示，每學年教師需完成表中編號 1-6 的所

有基本事項，並完成編號 7-10 中的其中一項，經舉證及學校審核後，將頒授教師知能認證

通過證書並於教學評鑑內加分。認證項目中教學知能研習、微縮教學演練、教學自評與反思

及同儕學習等項目都可以引導教師根據專家和同儕的意見並參照學生的評量成績及課業成績，

回饋至課程教學以持續改進教學成效。舉例來說，教學自評與反思重點在要求授課教師透過

教學評量成績及意見、期中考及期末考成績等，自我檢視教學成效並提出可行的改善方案，

教學自評與反思範例如圖 G.3-2。教師知能認證從 99 學年度開始實行，本系從 99-101 學年

度分別有 3、14 及 15 位教師通過教學知能認證。通過教師名冊見規範三表 A3-9。 

表 AG.3-3 龍華科技大學教學知能認證項目 

編號 認證項目 認證內容 

1 教學知能研習 
全學年餐語教學知能相關研習，校內至少 4 小時及校外至少 2 小

時 

2 微縮教學演練 
全學年參加 1 次以上的微縮教學演練(需同儕教師 3 位以上或校外

專家 1 位以上提供建議) 

3 課程內容上網 
每學期於選課前完成教學計畫、授課大綱及課程教材上傳至數位

網路學習平台 

4 師生互動 
利用數位網路學習平台或教師部落格與學生進行良好互動。每學

期最少線上討論 2 次，線上課後作業 1 次 

5 
教學自評與反

思 
授課後針對學生學習表現或教學成效進行自評與反思，全學年 2
次以上 

6 
教師生涯檔案

管理 
具體呈現教師個人學經歷、相關著作級競賽成績，並即時更新 

7 開發教具教材 開發教具、教材及數位化網路教材 

8 雙師授課 
全學年聘請課程相關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至少 1 週以上，且學生

平均滿意度 80 分以上 

9 補強教學 
全學年課設課後補強教學至少 3 小時以上，且前後測成績平均進

步 20 分以上，學生平均滿意度達 80 分以上 

10 同儕學習 參加 1 個以上的教學成長社群，且全學年參與集會 4 次以上 

圖 G.3-2 龍華科技大學教學知能認證自評與反思紀錄 

（1）教學評量成績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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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期中期末考成績反思 

 

G.3.6 從 EAC 到 TAC，認證規範 G.3 的優勢及改進 

自 100 學年起本系碩士班由 EAC 改為申請 TAC 認證，因應 TAC 認證規範要求，本系

碩士班在教學成效及評量上的優勢及改進總結如下： 

1. 自 100 學年度由 EAC 轉換為 TAC，核心能力歷經 3 次修訂，顯示本系碩士班核心能力具

有持續改善機制，且核心能力與教育目標具有高度相關。 

2. 本系碩士班核心能力均能涵蓋 EAC 或 TAC 認證規範 G.3 核心能力的要求，且開設課程均

與核心能力相關。 

3. 透過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專題競賽、執行產學合作計畫、發表論文、國外姐妹校研習交

流、教學助理及研究助理及讀書會等機制，可確保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皆具備核心

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