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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願景：以教學創新

及產業對接為特色之

國際知名大學 

學院願景：秉持本

校校訓與教育宗

旨，在人文與科學

並重、理論與實務

合一的理念下，推

動人文及數理化，

並鼓勵學術研究，

進行產學合作與

社區服務。 

學院目標 

1. 培養人文及

應用科學領

域的專業人

才。 

2. 培養學生多

元文化觀與

奠定紮實學

術基礎。 

3. 推動產學合

作提升師生

創新創業實

務能力。 

4. 加強國際學

術交流開拓

師生國際視

野與提升研

究風氣。 
 

學院年度 KPI(加( )列對

應的 9 項校結果指標) 
1. 各系所辦理特色活

動 1 場(優質企業就

業率) 
2. 師均產學計畫達 70

萬、師均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達 37 萬

(學術研究的量與質、

產學合作的量) 
3. 執行 AI 相關策

展、辦理人工智慧

相關演講 1 場、工

作坊 1 場(教學創新

的國內外聲望) 
4. 業務資料數位化

(2031 年減碳 50%，

2046 年達到碳中和) 
5. 學院帶領系所主管

與姐妹校或簽約學

校進行國際交流 1
次(外籍學位生比率達

8%) 

校目標與指標 
• 教學創新的國內外聲望提升 25%。 
• 學術研究的量與質(師均論文數、FWCI)提升 25%。 
• 產學合作的量(師均產學金額)提升 10%，並建立新世代科技的產學特色。 
• 全球大學綜合排名世界前 500 名(以符合許多政府計畫案申請資格之最低標準) 
• 全球大學永續排名：THE 前 200 名、綠色大學前 50 名。 
• 外籍學位生比率達 8%。 
• 優質企業就業率：大學部提升至 20%、碩士班提升至 25%。 
• 招生錄取率：日碩士班降低 10%、博士班降低 20%。 
• 2031 年減碳 50%，2046 年達到碳中和。 

學院年度行動方案(於
行動方案後( )加列對應

的 34 個行動方案) 
1. 強化學生活動與

多元文化觀(A7. 
跨域學習與強化

女力 STEM) 
2. 提升學術研究與

產學合作質與量

(A9.教師教學/研
究/實務能力提

升) 
3. 運用 AI 輔助教學

及應用課程(A6. 
運算思維與 AI 技
能普及) 

4. 落實數位治理

(E1. 數位化) 
5. 國際交流(D2. 系

所國際交流) 

因果 

關聯 



(一) 願景 

人文與科學學院秉持本校校訓與教育宗旨，在人文與科學並重、理論與實務合一的理念下，

推動人文及數理化，並鼓勵學術研究，進行產學合作與社區服務。 

1. 人文與科學的組合。 

2. 理論與實務合一的具體實踐。 

3. 強調跨院系的互動。 

4. 紮根地方邁向國際。 

5. 教學、研究與服務並重。 

(二)目標 

人文與科學學院對應本校目標，師生的教學、研究發展符合經濟、社會、環境永續發展需

求，並且能做出貢獻，營造友善、智慧、創新的學院，據此訂定以下目標： 

1. 培養人文及應用科學領域的專業人才。 

培育學生具備人文關懷與實事求是之素養，並養成敬倫理、肯做事之人格特質。 

※ 整合人文與科學的師資，推動人文及科技的學習活動。 

※ 透過人文課程的省思，啟發學生對社會的關懷，建立正確價值觀。 

※ 強化學生文化內容與文化科技的專業技能。 

※ 藉由師資培育中心，培養技職教育中等學校師資，以促進人才永續發展。 

2. 培養學生多元文化觀與奠定紮實學術基礎。 

養成自我學習並兼具理論與實務素養之人才。 

※結合基礎科學和專業技術，將技術從基礎紮根、厚植研發實力。 

※推動跨系所互動與合作，共享教學資源，提昇教學與研究效能。 

3. 推動產學合作提升師生創新創業實務能力。 

結合產業趨勢，爭取產學合作，創造雙贏。 

※ 積極爭取研發計畫，落實服務功能。 

※ 推動產學合作，提昇實務能力。 

※ 前瞻產業趨勢，教學與產業結合，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人才。 

※ 協助產業升級，擴大學生就業。 

4.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開拓師生國際視野與提升研究風氣。 



培養具備專業知能、獨立思考、國際視野之人才。 

※ 鼓勵各系所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交換師生並簽訂合作計畫、爭取舉辦國際型學術研討

會。 

※推動院系所與國外著名學簽訂姊妹校，以拓展國際視野。 

(三)策略 

人文與科學學院為呼應本校五化發展策略：特色化、學術化、產學化、國際化及精準化，

擬定整體發展策略及各方面策略： 

1. 整體發展 

(1) 依據整體發展規劃，發展整合型教學、產學、研發服務團隊及國際交流，推動

研究中心與國內企業之間發展產學合作。 

(2) 依據學院系所發展，將系所空間進行有效規劃及運用。 

(3) 定期召開院務會議，研議學院重大事項。 

(4) 定期召開學院行政會議，加強各系所溝通，推動各項業務。 

(5) 定期召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之聘任、評鑑、升等、休假研究等事

項。 

2. 教學 

(1) 培養學生核心能力，包括：思辨溝通之能力、團隊合作之能力、解決問題

之能力、自我反思之能力、創新思維之能力。 

(2) 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強調「專業倫理」及「設計思考」融入於學院課程

中，增強各系所之基礎整合，並秉持技職教育實作的精神，大學部學生必

須修習「實務專題」課程。 

(3) 定期召開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規劃及調整各系課程。 

(4) 鼓勵跨院系所選課，培養學生多元跨域思考能力。 

(5) 重點支持各系所教學研究設備。 

(6) AI 為未來趨勢，鼓勵系所跨領域創造，運用 AI 輔助教學及應用課程，建

立 AI 及 3D 再現及修復研究。 

3. 學術研究及產學合作 

(1) 配合產業進展與地方文化發展，推動產學合作，俾使本院成為地方

發展的知識泉源，為地方作出積極的貢獻。 

(2) 鼓勵教師踴躍發表國際期刊論文，研訂有效法規激勵學術研究風氣，

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 

(3) 強化本院相關研究中心的功能，落實產學合作與社會實踐。 

4. 未來三年特色發展-創新策略： 

(1) 鼓勵攻佔人文社會特殊領域 

(2) 增加國際交流 

(3) 以獎勵方式注入資源 



(四)組織現況介紹 (可羅列院發展特色、系所介紹、院級中心介紹) 

1. 系所與教學中心 
系所與教學中心 學制 

應用外語系 四技、二技陸港澳專班、碩士班 

文化資產維護系 四技、碩士班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碩、博士班 

漢學應用研究所 碩士班 

休閒運動研究所 碩士班 

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 

材料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師資培育中心  

 

(1) 應用外語系 

 系所介紹： 

本系為全國最早創立之應用外語系(所)，設有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三種學制。系上課程共分為「文創商務溝通組」及「英語創意教學組」兩組。 

 系所特色： 

• 「文創商務溝通」學習模組 

課程設計上思考與布局簡述如下： 

(1)以核心能力為目標，訂定必修選修核心課程 

(2)輔導學生考取各項文創商務職業證照 

(3)鼓勵學生修習國際會展企劃與行銷課程奇點模組課程 

(4)帶領學生校外企業參訪-透過文化創意產業的形塑、落實文化創意 

(5)結合科技、設計、企畫、行銷、數位等專業課程透過產學合作來落實 

• 「英語創意教學」學習模組 

課程設計上思考與布局簡述如下: 

(1)以核心能力為目標，訂定專業必修選修核心課程 

(2)輔導學生考取各項教學、TKT證照 

(3)鼓勵學生修習教學暨師培課程 

(4)帶領學生校外企業參訪-透過英語創意教學產業的形塑、落實英語創意

教學 

(5)結合科技、教學、設計 、數位等專業課程透過實際產學合作來落實。 

• 本系近兩年經認證之特色課程: 口語練習、初級寫作、高級寫作、數位學

習與知識管理。 

 系所目標： 

• 培育專業外語能力及企業界所需外語實務人才 

• 培養涉外文創商務人才 



• 培育語言教學人才及學術研究人才 

 

(2) 文化資產維護系 

 全國唯一文化資產綜合性系所：本系研究取向、課程設計、發展目標貼近時代

脈絡與產業需求，並就「建築襲產與聚落保存」、「文化資源研究暨應用」、

「保存科技與修護」、「文化行政與文化經營」等面向進行相關研究與社會實

踐。 

 多元化師資與國際連結：本系專任教師兼具多元化、國際化，博士學位來源包

括德國、法國、比利時、西班牙、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及台灣，並聘任

外籍教授進行全英語授課。 

 課程設計重視與產學連結：本系整體課程設計架構為「基礎能力」、「專業能

力」、「實務能力」、及「事業導向」，以兼顧學生基礎能力、專業能力及實

用能力，從而鎔鑄出學生之就業力。 

 研究與實務並重的科大特色：本系強調學術與產學研究，鼓勵教師進行產學合

作計畫，計畫內容含括「國家文化政策研究」、「古歷建修復及測繪」、「宗

教、工藝、族群、文化資產的紀錄與應用」、「文化園區與博物館規劃與管

理」、「產業文化資產調查與活化」、「不同材質文物清潔修復」、「保存環

境規劃」等，產學合作成果豐碩，另推動學生業界實務實習，以培植學生實務

專長，落實師生專業服務。 

 

(3) 技職及技職教育研究所 

 系所介紹： 

本所因應技職學校教育人員、公私機構人力發展人員以及大學校院相關系組畢

業生研究進修之需要而設立，以培養具技術及職業教育各領域教育及訓練之高

級專業人才為目標。 

 特色發展目標： 

◎碩士班教育目標： 
旨在培養工程、管理、設計，以及人文科學等領域之教育及訓練高級專業人

才，包括學校教師、研究人員、企業界講師及教育行政人才，教育重點： 
• 輔導研究生加強有關技術及職業教育理論與實務之研習，培養研究生具備

技職教育之教學能力、研究能力和行政能力。 
• 輔導研究生依據其個人背景與需要，加強有關工程、管理、設計，以及人

文科學等專門領域科技之研習，期使研究生提升其相關領域之專門知識和

技術。 

◎博士班教育目標： 
旨在培育技職教育與訓練領域的高級研究人才，招生以在職人員為主，包含在

職的技專校院教師、高職教師、以及產業界從事與教育訓練工作有關之在職人

員，著重應用研究導向課程，並可在本校其他碩、博士班課程選修若干課程加

強其原有的專門領域知能，教育重點： 



• 應兼具規劃與執行研究的能力，且亦能從所處情境背景、區域社會文化、

當地產業科技與經濟發展等脈絡，探索、發展、綜合與評析國內外技職教

育發展的問題與實務。 
• 需能將研究成果應用於實際工作情境，以期提升其專門領域工作品質與效

率。 

 特色課程： 

• 重視 e 化、產業化與國際化，本所強調理論與實務並重，科技與人文兼

顧。以有關技職教育的教學、研究、行政管理為三大教育重點，在課程、

師資、設備以及實際之教學等作適切之規劃安排。 

• 在課程與教學安排、研究生論文指導及師生專題研究方面與本校工程、管

理、設計、人文科學等學院各系所及中心充分合作，資源共享。 

 

(4) 漢學應用研究所 

本所創立於 2001年，是以漢學（sinology）為基礎，藉助數位科技為工具，融合文

學、史學、哲學、文化創意應用等領域，強調務實致用的獨立研究所。秉持以漢學

為基礎核心，結合新時代數位資訊技術，致力發展漢學的應用與研究。 

 發揚漢學研究之精華 

將傳統文化中的文學素養、歷史觀照、哲學義理與現代生活作有機的結合，加強

學生在中文實務應用、採訪編輯、文化創意、數位人文方面的能力。 

 注重理論與實務並濟 

本所各教師承接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或民間產業界之

產、官、學合作案，提供學生學習工讀機會，學生於就學期間，即可接受從學術

理論到實務應用的完整訓練。此外，本所學生入學後，皆有機會修習本校師資培

育中心教育學程，通過修習專業科目學分，認證為合格的中學、小學教師師資。 

 開拓國際化研究視野 

本所開設「國際漢學」相關課程，訓練學生外語能力。另外透過每兩年辦理一次

的「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安排與海內外各學術研究單位之專家學者、博碩士

研究生進行學術交流活動，使本所學生能充分掌握漢學研究的最新趨勢與研究方

法。 

 培育跨領域整合人才 

本所課程分為「核心能力」、「研究能力」及「應用能力」三大模組，學生可依

興趣領域，修習適當課程。核心能力模組課程為必修；研究能力模組課程為選

修；應用能力模組課程亦為選修。由基礎核心出發，積累研究實力，發揮所學應

用，培育學生具備跨領域、跨學科之能力素養。 

 

(5) 休閒運動研究所 

本所自 2001 年成立迄今，一直秉持著培育休閒及運動產業經營管理專業人才、培

育休閒及運動研究專業人才、培育高齡休閒運動指導與推廣人才，藉由搭配本所活

潑、專業、多元課程，進行不同的體驗與實務操作，培養學生的軟硬實力。 



 教育目標： 

• 培育休閒及運動產業經營管理專業人才 

• 培育休閒及運動研究專業人才 

• 培育高齡休閒運動指導與推廣人才 

 特色與願景： 

• 結合本校相關系所專業教師，協助區域性休閒運動諮詢與推動，提供民眾

休閒資訊，並藉由相關休閒運動導入社區、促進社區的活力與發展，建構

健康快樂生活型態。 

• 調查全國休閒、運動、觀光、高齡產業之現況及未來發展，藉以了解休閒

運動產業之發展趨勢。 

• 參訪全國休閒運動產業，尋求共同合作空間，以提供學生就業機會。 

• 配合本所教育目標，深耕休閒、運動、觀光、高齡領域，提供學生有機會

參與實作與實習機會。 

• 鑑於高齡社會之來臨，妥善運用本所空間創立銀髮健身俱樂部及運動科技

示範中心，發展其特色。 

 

(6) 科技法律研究所 

 本所特色與發展重點為培養學士後非法律背景學生從事科技法律之研究，以因

應科技產業發展之需要，並強調多國語言之科技法律課程及培養國際化之科技

法律人才，建立與國內外、兩岸產、官、學、研機構之合作關係，以豐富本所

學生實務經驗，提供政府機關、社會人士與產業界人員之科技法律研習及進修

管道。 

 本所開設課程目的中的「具備基礎公、私法學能力」、「具備外文閱讀能

力」、「專業法學外文能力」和「具備法學專業領域知識」，皆為培養法學專

業人才；「具有分析問題、多元思考及處理問題能力」、「具備使用網路、資

料檢索及圖書館資源能力」和「具備專業法學論文撰寫能力」目的在培養學生

具備學術研究能力；「具備科技法律整合應用研究能力」和「具備法律專業實

務能力」目的為培養學生具有跨領域結合應用能力，以及「具備理論與實務結

合之能力」；「具備區域法學認知與國際視野」目的為培養國際科技法律專業

人才；「具有職業倫理及社會責任觀念」則為培養學生具備人文關懷之素養，

並養成敬倫理、肯做事之人格特質。主要之教學目標如下： 

• 培育國際科技法律專業人才，以配合國家產業發展之需要。 

• 加強新興科技法學之研究，使科技法學能與科技發展並進。 

• 成為全國產、官、學之科技法律諮詢與研究中心。 

 

(7) 材料科技研究所 

 教育目標： 

• 培育具有材料專業知識與技能的高級研究人才。 



• 養成具有獨立思考、研發能力與協調整合能力之研發人才。 

• 培育終身學習並兼具國際視野之專業人才。 

 發展願景： 

• 聚焦未來性、獨特性、綠色本質等特色主題的關鍵材料科技。 

• 發展為區域產業的研究和技術支援重鎮。 

• 與國際接軌，深化國際合作。 

• 結合地方產業，開發材料與製程技術，提昇產業競爭力。 

 特色發展領域： 

• 「磁性材料科技」特色領域：本領域著重於磁性材料、微結構及元件之前瞻技術、

製程與應用研究開發，其中自旋電子學更是結合磁性材料發展之一嶄新領域與技

術，其應用產出如：磁性隨機存取記憶體，具有輕薄短小、省電持久、讀取快速等

特點，可支援下世代嵌入式記憶體 MCU、車用電子元件、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等多

項新應用。次領域：磁性材料於醫療領域之應用。 

• 「綠色能源材料」特色領域：歐美先進國家持續推動環保政策，牽動世界產業的變

革，臺灣工業若要進一步的發展，勢必走上綠色材料科技。綠色能源材料著重於實

用化，特別是在太陽能方面，朝務實致用方向努力。次領域：低維度熱電薄膜材料。 

 特色課程規劃： 

課程架構分為材料專業基礎科目、材料檢測與分析科目、磁性材料與製程科目、綠

色能源材料科技與製程科目。另有計算材料科學及材料科技專利佈局課程可選修，

使大量實驗數據有正確理論之解析與引導，利用專利佈局規劃延長技術生命週期。  

 

 

(8) 師資培育中心 

本中心在近程基礎上，積極向前邁進，全力落實當前師資培育重要任務。 



 教學 

• 定期更新網站資訊，並從本校網站、Facebook 等平台，廣泛宣傳師資培育中

心招生訊息及相關規定等，提高能見度。 

• 得聘請中等學校教學現場校長、主任擔任面試委員，協助遴選出具教育專業

教師精神與特質、教育使命感以及符合教學現場需求的師資生。 

 課程教學方面 

• 落實新課綱精神，將新課綱理念及內涵融入師資培育中心課程、教學及評量

歷程，以利師資生接軌未來教育現場。 

• 鼓勵授課教師積極與中等學校教師進行教學、進修、研習等合作，確保教學

內容符合教學現場需求。 

 產學合作 

• 邀請技職學校教師暨業師進行協同教學，共同開發創新教學教案等。 

• 共同設計師資生教學實習課程與專業成長活動，擴展學生教學現場與。 

 推廣服務 

• 結合地方教育輔導團，共同規劃實施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並辦理地方教育輔

導系列研習講座。 

• 調查合作伙伴學校教師的增能需求，聘請專家學者到校進行專題講座、工作

坊、研習等活動，發揮師培大學地方教育輔導功能。 

• 鼓勵本中心或本校教師受邀到鄰近中小學實地支援教學或提供諮詢服務。 

 

  



2.  產學研究中心 

(1) 台灣自旋科技研究中心 

 團隊老師：吳德和老師、陳元宗老師、李景明老師、葉林秀老師 

• 設有「半導體/自旋電子記憶體實驗室」探討電子的自旋現象與其相關物理的基礎研究及

積體奈米科技的應用開發，培養自旋電子學 (Spintronics)方面的研究人才。 

• 設有「腦功能激發實驗室」 ，與佑民醫院/雄大診所/振芝診所/慧腦生醫/元元診所等進

行產學合作，開發腦功能檢測與激發技術及人才。 

• 與工研院長期合作「人才實務發展基地計畫」，培育碩士生實務就業能力。 

• 每年定期辦理台灣磁性與技術研討會/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暨中子散射研習營，提升台

灣磁性研究與產學能量。 

• 結合人文與科技，發揮學院特色，追求產學研卓越。 

• 營造優質產學研環境，強化產學合作，推動科技與醫療整合，發展自旋電子與腦功能研

究領域；成立專屬實驗室及服務團隊，推動永續科技及相關之跨領域研究。 

(2) 台灣文化資產修復與研究中心 

 團隊老師：李謁政老師、徐慧民老師 

• 主要以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等文化資產為主要研究領域。 

• 結合本校文資系無形文化資產研究、書畫修復、彩繪修復路等專業領域之教師，充實台灣

文化資產研究與修復工作。 

• 本中心具有 3D 雷射掃描技術：透過 3D 雷射掃描，藉由點雲資訊拼接，紀錄文化資產目

前的損壞狀況，提供多元化之使用。 

• 運用空拍機進行文化資產調查研究與紀錄工作。 

• 室內環境 3D 掃描器，快速建置 3D虛擬空間。 

(3) 雲林教育服務中心 

 團隊老師：廖年淼老師、陳斐娟老師、劉威德老師 

• 本中心目前以執行永齡教育基金會「永齡‧鴻海台灣希望小學弱勢學童課輔計畫」及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扶助國民小學弱勢家庭學生學習(學習扶助)計畫」為主，並協助本

校師生取得教育部認證的學習扶助教師研習時數認證。 

(4) 文物修護研究與推廣中心(籌備處)  

 團隊老師：林煥盛老師、陳逸君老師 

• 提供文物修復、文物研究及文物維護推廣之相關服務。 

• 積極推廣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專業知識與技術。 

• 強化國際交流與連結。 

• 持續推動「海外華人文物保存修復計畫」、「推廣課程」、「以海外的形式見習」及協助

規劃「文物管理與維護輔導中心」。 

• 配合公部門的需求，中心修復人員駐點，積極配合公部門年度計畫案執行，協助紙質修復

工作。 

(5) 文化科技研究中心 

 團隊老師：曾永寬老師、鄭傑文老師 

• 運用科技展示文化與保存文化資產。 

• 研究發展文化資產保存科技暨修復維護技術。 

• 運用科學儀器開發文物檢測技術，以提供文物與藝術品的鑑定和保存修復需要的年代、材



料與結構之資訊。 

• 與文化相關產業產生實際連結，貢獻文化專業科學與工程技術、提升產業與輸出人才。 

• 運用材料技術提升傳統工藝的製程與材料。 

• 以「文化科技」、「文化內容」與「文化事業經營」為發展的三個面向。 

(6) 智慧學習研究中心 

 團隊老師：葉惠菁老師、楊育芬老師、賴慧萍老師 

• 開發新興科技供學生做內容創作，在地文化國際行銷。 

• 利用內容創作進行國際交流及語言交換。 

• 與中小企業進行產學合作，協助企業雙語化、國際化、行銷國際。 

• 協助企業拍攝品牌故事，利用募資平台行銷。 

• 協助企業人才招募，開發訪談軟體，精準人力開發。 

(7) 亞洲產業文化資產中心 

 團隊老師：楊凱成老師 

(8) 教育科技研究中心 

 團隊老師：吳婷婷老師 

• 開發及推動縣內中小學數位教材。 

• 辦理台灣數位學習發展研討會。 

• 數位學習導入偏鄉教育之輔導與協助。 

(9) 台灣漢學研究中心  

 團隊老師：吳進安老師 

• 民國 106 年由漢學所全體同仁發起成立，以推動漢學研究開發社會資源，推動漢學

教育推廣為宗旨。並推當時所長吳進安教授擔任主任，籌辦中心相關事宜。 

• 民國 107 年 4 月與財團法人中華傳統文化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優質傳

統文化之教育與傳播。 

(10) 永續觀光研究中心 

 團隊老師：李宗鴻老師 

• 營造優質學術環境，推動科技與觀光整合，發展永續觀光研究領域；成立永續觀光

專業研發及服務團隊，推動永續觀光研究及相關之跨領域研究 

• 營造優質產學合作平台，結合學校重點特色領域，引進產官學界資源，帶動學校永

續觀光領域成長，學術研發與產業服務並重，及協助產業技術升級。 

(11) 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 

 團隊老師：楊智傑老師 

• 比較研究各國智慧財產權法制度與案例 

• 參與東亞智慧財產權研究聯盟，進行國際交流 

• 國內企業智慧財產權訴訟與修法之諮詢 

• 執行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公平法、網路法相關研究 

• 研究線上平台侵權、內容管理與假訊息立法 

(12) 台灣寺廟文化研究中心 



 

  

 團隊老師：謝瑞隆老師 

• 本校地處雲林縣，雲林縣堪稱是台灣民俗信仰最活絡的地區，縣內不少寺廟發展成為台

灣各種神明信仰的祖廟或朝聖進香中心；本於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本校人文與科學學院

於 2022 年 10 月正式成立「台灣寺廟文化研究中心」，藉以鏈結各地宮廟以推廣學術教

育、產學合作等業務。 

• 中心發展目標： 

持續推展台灣民俗宗教文化的在地性與國際化，深耕台灣信俗研究，並建置宮廟執事人

員學習進修的平台，提升台灣寺廟服務人員的學識涵養。 

透過台灣民俗信仰主題來傳承台灣本土文化，並經由各種創意設計來彰顯台灣文化的內

涵，促成台灣民俗宗教文化與產業發展產生更多的鏈結。 



3. 師資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本學院現有專任教師 68人包括教授 29人、副教授 23人、副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1人、助理教授 15人，各系所專任師資結構詳如表二所示： 

表二 

系       所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助理教授 合計 

應用外語系 3 6 0 5 14 

文化資產維護系 3 5 1 6 15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7 0 0 0 7 

漢學應用研究所 3 4 0 1 8 

休閒運動研究所 3 4 0 2 9 

科技法律研究所 6 0 0 0 6 

材料科技研究所 4 4 0 1 9 

合  計 29 23 1 15 68 

百分比 42.6% 33.8% 1.5% 22.1% 100% 

各系所專任師資學歷詳如表三所示： 

表三 

系       所 博士 碩士 合計 

應用外語系 14 0 14 

文化資產維護系 14 1 15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7 0 7 

漢學應用研究所 8 0 8 

休閒運動研究所 6 3 9 

科技法律研究所 6 0 6 

材料科技研究所 9 0 9 

合  計 64 4 68 

百分比 94.1% 5.9% 100% 

 

4. 學生 
人文與科學學院 111學年度學生人數： 

1. 大學部兩系，學生人數約 491人 

2. 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人數約 464人 

3. 博士班一所，學生人數約 68人 

4. 全學院合計學生人數約 1023人 

 

  



5. 永續發展計畫(112-116 年度) 

1. 教學師資方面 

(1) 延攬國內外學者及業界專家至本院各系所開授課程，以提升教學、

研究及服務之水準。 

(2) 鼓勵教師與外國籍教師合作發表國際期刊論文或執行計畫，推進本

院國際化。 

(3) 新聘教師考量教師之學術研究、發表量能，持續加強各系所及外

籍教師之外文論文產出，另鼓勵年輕世代之教師要與外籍教師進

行共筆合作及發表，實質助益 FWCI排名之提升。 

2. 課程發展與教學設備方面 

(1) 配合社會經濟產業之變化與需求，持續修訂各系所課程規劃與教學方向。 

(2) 進行跨學科的多元取向研究。 

(3) 學生至業界短期實習或教學參觀，以期學以致用，增進實務經驗。 

(4) 充實各系所教室、實驗室設備，具體實踐理論與實務合一之教學；加強本院環境美化

及空間設備改善，以達整合應用及共享機制。 

(5) 持續推動跨領域整合型學程。 

3. 國際化方面 

(1) 鼓勵教師爭取國科會及其他部會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並加強跨領域

整合型研究案之申請。 

(2) 鼓勵系所加強國際交流活動與推動國際教學及產學合作，以達國際

化目標。 

 



(五) 111 年度重點指標執行成效 

依（肆）各單位重點指標本年度(學年度)與前一年度(學年度)追蹤執行成效，

如執行值退步幅度大於 5%皆應檢討說明，並於(伍)簡述原因與提來年改善對

策 

序號 KPI_name 當前值時間 
前一年度

(y-1) 

當前值 y 變化比率 判斷(校

發) 

1 大學部正取生報到率 111學年度 
無,暫不列 58.57% 無,暫不

列 

 

2 碩班錄取率(負向指標) 110學年度 76.57% 75.26% 1.31%  

3 博班錄取率(負向指標) 110學年度 29.73% 40.74% -11.01%  

4 論文篇數 2021年 47 51 8.5%  

5 FWCI 2021年 1.45 1.35 -6.9%  

6 國科會專題計畫經費(師均) 2021年 309,786 356,209 15%  

7 產學計畫經費(師均) 2021年 467,689 645,498 38%  

8 博士學位授予數 110學年度 8 14 75%  

9 參與競賽獲獎學生比率 110學年度 5.53% 3.99% -1.54%  

10 外籍教師比率 110學年度 5.71% 5.97% 0.26%  

11 境外生比率 110學年度 3.1% 3.69% 0.59%  

12 國際合作論文比率 2021年 20 23 15%  

13 實習比率 110學年度 20.8% 7.47% -13.33%  

※註 1：大學部正取生報到率：僅有當前值(111 學年度)資料，今年度暫不需與

前一年度進行比較。 

※註 2：變化比率=(當前值-前一年度)/前一年度 

指標為比率，變化比率=(當前值-前一年度)。 

 

  



中程發展計畫之追蹤管制與檢討修訂 

本校中程發展計畫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各單位均應以中程發展

計畫作為指導依據，並依各指標查核點追蹤檢討其執行績效，以落實中程發展計

畫。 

此外，為因應科技教育發展與社會變遷，特別重視其適用性及可行性的評估，

因此每年依現況做小幅修正；每 3-5年重新檢討未來發展需求，做全面更新，以

期整體計畫順利推動。本計畫之擬定、執行、檢討與更新流程如圖 3流程圖所示。 

 

圖 3. YunTech中程發展計畫修訂流程圖  



(十)人文與科學學院 

未達標 

指標 

當期 

y 

前一期 y-1 

執行值 

當期 y 

執行值 
具體檢討說明 具體改善策略 

博班錄取率

(負項指標) 
110學年度 29.73% 40.74% 

大環境變遷及少子化的衝擊

是近年來招生面臨最大的困

境，因此一般生甄試及招生

考試錄取率呈現退步狀況。 

本院僅有技職所博士

班，旨在培養技職教育

與訓練領域之專業人

才，使其具備教育訓練

能力、研究能力、整合

發展能力及國際觀等。

配合目前資訊發展融入

相關領域執行跨領域整

合。將持續對報考者進

行把關及篩選，以控管

招生品質。 

FWCI 2021年 1.45 1.35 

1.本院屬人文與科學學科，

性質上相較於純屬理工科研

究來說較為不同，需要耗費

較多時間及質性方面的資料

論證。 

2.其中漢學所教師學術論文

多為中國文學、史學、哲

學、科法所教師研究方向以

國內法規與政策為主，投稿

亦著重在國內期刊研討會，

撰寫語言皆為中文或日文，

較無國際期刊論文發表被引

用之可能性。 

學院辦理教師增能講

座，並研擬學術研究與

產學合作相關獎勵制

度，規劃期刊論文英文

摘要翻譯經費補助，以

鼓勵教師。 

實習比率 110學年度 20.8% 7.47% 

因疫情影響，部分機構可能

臨時終止實習，導致學生實

習意願降低。 

1. 辦理實習說明會：了解

實習申請流程及過程，

並預先知道可能的困難

及問題，給予協助。 

2. 實務經驗分享會：邀請

校友在學經驗及職場工

作經驗進行分享回饋。 

※請更新截至 111/11/30各項指標值，羅列執行值退步幅度大於 5%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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