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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衝擊

10年內招生減13萬人、

教師減少1萬人，學雜費減300億

■大同大學 因應之道：所有新聘教師100%都有產業經驗
學生從3000+減至800人，完全不依賴學費收入也能發展

實際報到
新生24.1萬

106全國招生名額近38萬人，
實際註冊約31.1萬人，缺額約6.7萬

http://cw1.tw/CW/images/fck/F1424683426116.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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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影響：
1.學生版塊挪移：數理、英文成績向下移動[47→35/41→23]
2.教材與教學法的挑戰：學生有感的學習



人文社會學院的角色 6

科技時代

人文社會應該像麻繩

連結串起不同知識

成為價值的決戰點

不是一堆粽子中最小的一顆

而是串起所有粽子的繩索



系所主管會議資料103-5學年的人社院(107/8/29) 7

•新增休學比率均為所有學院最高
•退學比率幾乎為所有學院最高 [除博士班外，均為高風險單位]

•修讀輔系人數大幅超過其他學院，位居第一
•修讀雙主修人數僅次於商學院及金融學院，全校第三
•修讀學分學程人數高居全校第一
•考取台灣專業證照人數大幅落後其他學院
•考取其他專業證照人數大幅落後其他學院
•考取公職考試人數 3年共2人
•參加創新創意競賽人數 3年共2人
• 103-107碩士班註冊報到率嚴重單位全校7個單位中有2

[觀察/停招]



人社院招生/就讀/缺額數[未達規模經濟] 8



人文社會學院現有組織 9

•唐代研究中心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庶民文化研究中心
•亞太博物館學與文化
研究中心

• B型企業王道中心

 華語教師學程
 社會傳播學程
 地方創生社會創新學程
 菁英英語學程
 應用外語學程
 應用日語學程

中文系、外文系
中文所(碩、博)、英文所、歷文所、公社所(碩、職)

✓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唯一學院，但學生人數不到全校4%
✓ 系所獨立鮮少整合[中文/外文/歷文/公創]
未帶動全校研究與活動的風潮、自我局限，應擴大研究能量

✓ 面對少子化學生板塊挪移，人社院應扮演更積極角色(每年大學部500-600人)
✓ 碩士班需與產業結合，重新設計課程及教學取向
✓ 可針對樂齡及社會人士開學分班及招收學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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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內10位、5年內13位、
10年21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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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量不足
#13

學術獎勵點數為零的比例佔全校44.15％，0~4點佔全校63.38％

科技部計畫4%, 0.13件/人
產學計畫2.58%, 17.3萬/人

每人每年0.137件

每人每年0.292件

每人每年0.133件

每人每年0.190件

1.沒有提計畫的風氣
2.沒有提計畫的要求[賞罰不明]
3.沒有提計畫的輔導與協助
4.沒有提計畫的企圖
5.新人不提計畫，未來就不會提



2017年產學聯盟經營績效：產學合作案全院掛0、技術移轉案全院掛0。產學聯盟企業經營績效全校平均1108績分/人社院72績分(最低) 
全校自設研究中心營運績效全校平均567萬元/人社院78萬元僅高於金融學院、商學院、理學院



1.人社院基礎教學 15

• 語言(文字、聲韻、訓詁、文獻、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實驗音韻學、
語用) 、思想(儒、釋、道、經學、西洋哲學)

• 文學 (古典、現代、俗文學、台灣、兒童文學與教學、西洋) 、小說(科幻
小說、烏托邦小說、後現代小說與理論)、文創(戲劇、散曲)、詩(詩、詞) 

• 華語學程(華語文教學)、應用文

• 英文(資訊與網路英文、英文閱讀與寫作)
翻譯(中英口譯、筆譯、修辭、商用英文、國際事務英文)

• 第二外語(日文、德文、西班牙文、第二語言習得、語言教學、語言學習
策略)

• 教學(課程與教學、課程設計、英語教學、文學教學、英美文學教學、電
腦輔助語言教學、文化與語言教學、寫作教學、檢定教學、多媒體教學)



2.人社院應用教學
16

•文創、創新、創意、創業

•文化(性別、殖民論述、批判理論)、
文物、文明(台灣史、中國史、西洋史、藝術史、宗教史)、
族群、人類學、博物館、經濟人類學、南島文化

•研究方法(統計、研究法、質性、設計思考、社會設計)

•社會學、社會創新、社會企業、組織理論與管理、消費社會、
風險社會、兩岸關係、區域發展、產學社學會、資訊社會；

•政治經濟學、政策、區域發展、大陸發展研究、地方經濟發展、
遊憩與觀光政策與規劃

•媒體(新聞、寫作、影片、數位應用)、設計(影像與平面設計)、
創意(美學、文化創意)、藝術(表演、西洋戲劇、器物藝術、
中國藝術史、臺灣民間宗教古物、視覺藝術)



人社院課程知識及教學類型 17

語言+思想 華語+應用文學+文創

教學+課程外語+學習

文化+文物 藝術+設計

政經+區域

創新+創意

英文+翻譯

社會+社企 媒體+全球

華語教學 社會傳播 設計未來

精英英語 應用外語 應用日語

創新創業 智慧城市 精英學程

中文系

外文系

現有學程

待規劃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人文藝術學院 18

1)藝術與藝術史：藝術(B)、藝術教育(-)、建築(-)、藝術史與視覺文化(BM)、

數位媒體藝術(BM)、攝影(BM)、畫報藝術(BM)、空間藝術(BM)、工作室實務(B)

2)設計：設計研究; 動畫/插圖; 平面設計; 工業設計; 室內設計(5種學位)。

3)英語和比較文學

文學(BM) 、創意寫作(BM) 、教學(B) 、技術寫作(B)四種學位

4)人文：美國研究、亞洲研究、比較宗教研究、歐洲研究、博雅、中東研究、

人文(-)、創意藝術(-)

5)語言學和語言發展：

語言學(BM)、TESOL Program(BM)、商務寫作、通識寫作課程

6)音樂和舞蹈：音樂、舞蹈

7)哲學：通識48+體育2+專業必修33+選修37 

[總學分至少40學分是高階課程]

8)電影和戲劇：Radio-TV-Film/ Theatre兩種學位

9)世界語言和文學：(學士)中文、法文、日文和西班牙文; (碩士)西班牙文學



48種學士學位、13種碩士學位、4種學位證書、
38種輔系 19



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商學院
20

逢甲姐妹校，與國科管院雙聯學制
12個Program組合出154種不同學位及證書框架



英文系沒前途？ 17系所改名、停招 21

• 日本文部科學省《國立大學法人等組織及業務全面檢討通知》(2015/6)：
大學改革，國立大學裁減人文社會科學系
→大一大二不分系、重視通識教育、「文理融合型」新科系

• 2013年全美歷史系大學生低於3萬人，博士班人數超過3萬人。
• 連西方文豪的母校都裁掉英語系！英國大學生為何不愛文科？
• 全國161所大專校院，126校設有英語文相關系所(全國第2)，

106學年在學人數59,709人，畢業人數將近1.5萬人
• 2006-14年8個系所廢系或停招，9個系所改名再出發
• 台大外文系2011-14年報考人數腰斬一半，被迫調整課程因應，
縮短就讀時間並降低畢業條件。

• 畢業生近七成跨域轉行
• 教育部公布106學年新生註冊率，中文系碩士班普遍低，
最慘的是暨南大學中文碩班，註冊率只有9%

• 中文系博士改教程式設計 提早轉行吃得開！
• 「我在外面講課一天的收入，有時就超過傳統中文系畢業生的月薪。」
• 大學能教人，為何不能救自己？--許士軍



學生畢業出路 22

•公職人員、外交人員、英文教師、中文教師

•企畫設計、私人企業、國貿助理、業務代表

•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公益團體、基金會

•媒體傳播、藝文創作、文創產業、展演

•出版事業、文教事業、編輯、文字工作者

•旅遊事業、導遊、領隊、空服員

•翻譯(筆譯、口譯) 、引領新工作

請仔細調查學生最後出路的真實狀況及所得狀況
並研究各系所教學是否真能滿足學生未來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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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眼中的學院實體化 24

•「高教深根計畫」重點方針就是
希望引導大學走「學院實體化」方向，
希望各校以學院為核心，設計跨領域課程，
不要讓科系用太多必修課綁死學生。

•教育部推動「學院實體化」，鼓勵學校打破各系界線，以
「學程」的概念取代「學系」，修完特定學程或模組所需
學分，即可發予學位證書。2017已有23校、33個學院參
與試辦。

• 2016-7年全台灣高教申請案件大約120件
通過案件約70件



台灣各大專院校不分系 25

• 政大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 交大資電學院：不分系資優班
• 中央理學院：學士班新生入學不分系，採院進院出
• 中山管理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 陽明大學：跨領域生醫培育班大一大二不分系
•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系
• 義守大學：管理學院大一不分系
• 文化大學：進修學士班大學不分系
• 亞大創意設計學院：不分系國際設計學院菁英學士班
• 台科大：全校不分系、工學不分系學士班(大2分流)
• 屏科大：不分系學士班(大2分流)
•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全校不分系、學院不分系學士班
• 元智(2009)商管專業學院完全取消系所編制，大學部及研究所都改用學院名義招生，以「主修」代
替「系所」，全面推動「學程」(programs) 。

• 中原(2013) 創學用合一導向就業學程，每個學程12-24學分(每1學分實習80小時)，目前已有59個學程。
• 清華3.0(學務、課業、生活輔導)2000年推雙專長學制，延後分流、探索後再選擇有350種學位組合
雙專長、單專長+2學分學程、加強型專長+學分學程、輔系、雙學位  

• 成大前瞻學院：大一到大四不分系(ㄤ型人才培養)

• 2016-7全國另有近70個學院申請通過推動不分系



高教困境/逢甲學院實體化方案 26

•填鴨式教育：學生欠缺反思與產生興趣的機制

•少子化私校學生板塊挪移：學生難教?改變教法?

•學院實體化：希望以學院為核心，設計跨領域課程，
不要讓科系用太多必修課綁死學生。

•大一大二不分系/系進院出/院進院出/系進校出

•提供不同學習模式：為20%具跨領域興趣人才設計

•制度難題：1.學系將所有時間及學習填滿
2.教師過度專業化，課程及聘任僵化
3.欠缺跨領域課程及師資
4.研究所招生及課程規劃無法吸引學生



教育部學位授予法(2018/11/28修訂)
27

第 5 條 學生修讀相近學術領域課程或修讀跨領域學位學程課程，符合
前項要件者，學校得依其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位，
不限於學生原入學之院、系、學位學程規定。……
前項相近學術領域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所屬學院院務會議
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校訂出每系主修60/輔系40/學分學程20學分之原則
即使系上必選修高達90學分，也可以60學分+輔系40畢業

學生可以選擇(1)單一專長依系規定畢業，或是
(2)跨領域多專長畢業。

領域認定及整合權責在院務會議及院學位學程事務會議



具體作法 28

1)校依學位授予法訂定法規；學院規劃學院學士學位學程，學系規劃
60/40/20學分機制，供外系修習。

• 每一學程40/20學分(4門必修X3+2門選修X3+專題X2)

• 至少修三個完整學程，其餘自由選修

• 語言+文學+華語=中文系

• 英文+文學+翻譯+第二外語=外文系

2)院主導跨領域學習機制，強化對學生個別學習的輔導。

3)教師員額及聘任經人力規劃委員會通過，可配置在學院。由學院主導學院
的中長程發展，未來系所調整只要透過學程調整即可完成。

4)碩士班(學位學程)由院統籌規劃：從協助產業升級與社會轉型角度思考研
究所設立目的，統整全院教師、資源及課程，以發揮最大效益。

5)主動為特定企業量身打造升級轉型所需人才

6)四個碩士班(4門核心課程+4門選修課程+論文)
畢業所需修該領域2門核心+2門選修



1.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29

語言思想 華語教學文學創作

教學課程應用外語

科技媒體 設計未來

藝術設計

文化創意

英文翻譯

創新創業 區域政經

• 不分系全面學程化，12個學分學程[20學分]：
• 核心選修課程(6-12)+應用選修課程(4-10)+終端實作專題(4)

獨立研究、學生自主課程、微學分等計入畢業學分
• 增加學業導師輔導的決定權
• 接受校內轉系[最多可接受其他學院60學分]
• 推動問題導向實作學習的創新教學，厚實學生跨領域學習能力
• 「人文社會學士學位學程」：系所調整只要透過學程調整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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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實體化

• 人社院試辦學院實體化
推動委員會組織規程

• 院聘師資、主動延攬(二級二審)
• 人文社會不分系學士班

共時授課/共備課程

• 人社院推動微學分細則
• 跨領域設計學院
• 社會創新學院
• 創能學院
• 通識專題課程

人社院12個輔修課程模組

•文化創意
•華語教學
•科技媒體
•社會創新

•藝術設計
•歷史文物
•語文表達
•文藝創作

•文化思想
•口筆譯與商務英文
•經典閱讀與語文教學
•實用日語



人社院
碩士班

招生
名額

註冊報到率 休退學
106 107 108 107-1 107-2

中文所 10 40.0% 90.0% 10.0% 28.6%(6/21) 31.6%(6/19)

英文所 13 69.2% 38.5% 61.5% 14.8%(4/27) 25.0%(6/24)

歷文所 12 90.9% 75.0% 50.0% 50%(13/26) 30.8%(8/26)

公創所 10 80.0% 80.0% 80.0% 5.88%(1/17) 35.3%(6/17)

公創碩專 30 82.5% 47.5% 60.0% 38.8%(26/67) 32.0%(16/50)

人社院碩士班招生/休退學資料 32

 招生名額45名，實際就讀只有一半
→無法吸引報考、無法達到經濟規模
→從成本效益考量、重新定義研究所培養目標

 休退學率高：105(25.56%), 106(30.05%), 107(28.18%)
→課程、內容與教學法無法吸引學生
→重新設計所有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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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歸零重練：碩士班由院統籌規劃 35

•誰-會出錢-讓什麼人-來上逢甲人社院碩士班?-為什麼?

•從協助產業升級與社會轉型角度思考研究所的目的，為企業
量身打造 [學術研究是工具、培養解決社會問題能力是目標]

•外文所：企業總經理特助、協助全球化佈局
中文所：企業行銷策略、企畫書撰寫、企業文化
歷文所：地方創生、社區營造、文化事業
公創所：企業社會責任、社會企業、社會設計

•聯合向產業界招生、以企業界方便上課模式規劃

•課程互相承認、整體規劃課程、共同開課

•招生名額從45名擴大到100名，以達到規模經濟



學院重新規劃所有碩士課程 36

•畢業條件：24學分+論文 [12學分為共同課程]
3(必修)+9(共同基礎課程)+12(選修)
每學期開5門基礎課程+2X5門選修課程[共15門]

•碩士班(中文、英文、歷文、公創): 聯合招生、選填志願、雙碩士學位

•必修：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企畫撰寫與產業實務
科技導入[3學分]、產業專題[6學分]、跨領域學習[3學分]、人文社會領域課
程[9學分]、CO-OP產業實習課程[6學分]、實務碩士論文[6學分]

•所有課程均為PBL等創新教學專題、實作課程

•研究型論文 or實務碩士論文 [需在產業或組織中實作至少半年]

•統整課程及師資：二級二審

•先設計好課程，再找合適師資，不因人設課。

•人文社會學院碩士學位學程：未來整併、分組

•公創所在職專班 /中文系博士班



3.進修學士班(規劃) 37

•針對社會人士需求規劃進修學士班

•針對樂齡規劃增能課程並引導取得大學學位

•針對外配規劃副學士(80學分)，以利取得證照

•結合人社院及通識中心資源，共同辦理

•以學分制為準，與推教處合作

•改變上課方式，僅留少數必修課，其餘課程區分為核心選
修及一般選修[例如：每門課2週完成2學分，寒暑假均開課]

•朝向1班50位學生目標

•為特定企業量身打造升級轉型所需人才



全院教師聘任 38

• 退休：3年(10)、5年(13)、10(21)全院將近一半
• 參與革新計畫的單位，保障教師所有權益
• 教授及5年內退休教師排課維持既有課程不變
• 6-10年內退休教師，優先排2/3課程
• 新聘教師均為院聘，依照未來學院整體發展需求聘任
• 強化研究中心：學程與產業結合

[翻譯中心、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中心*]
• 讓每一位老師的專長與能力都能充份發揮
協助所有教師發揮潛力並爭取校外合作計畫

• 讓年輕老師為自己的未來而努力
• 所有新進教師均為約聘專案教師，滿2.5年依研究、產學、教學考量，
決定第三年是否轉為專任

• 協助所有教師發展潛力及校外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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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不到學生，什麼都不必談
•大學公關界必須比照企業的水準，
甚至必須超越企業的水準。

•遮住大學校名也能夠一眼看穿這是近大的廣告
•把大學簡介做得像時尚雜誌
•實學：挑戰過去不存在的獨創研究，

將該研究的成果活用於社會並提高收益

•如何打破大家常識性的定見、看到未來必需的改變?
從十年後的情況想像人社院現在該做什麼?
要怎麼做? 穿著衣服如何改衣服? 如何讓大家接受?



極高審美水平的庸俗商人--謝榮雅 40

• 2018/7/9小米香港掛牌上市市值超過500億美金

•副總裁劉德(美國藝術設計中心學院工業設計碩士)

•山寨起家：市場需求、最大化市場
(剛需、海量、螞蟻市場)未必是設計師情懷

•近年累積300+座國際設計獎

•企業成長邏輯：活下來、成長、優化
1.瞭解時代力量; 2.描繪未來世界樣貎;
3.盤點自我資源; 4.找出自己和時代的交集風口。

•如何面對少子化招生問題?

•招到學測最後段學生，教學要如何調整?

•如何讓學生有感?

•尋找逢甲人社院的價值、建立師生的榮譽感!



我們真的沒有浪漫時間慢慢考慮  現在的決定都是三年後才能展開

41

•請五年後還在人社院的同仁慎重考慮並選擇：
(1)還是決定維持現況不要改變;
(2)願意以前述大原則支持推動學院實體化。

• 4/3(三)早上9:00-下午5:50至院辦公室
簽名領取選票(不能前來同仁可簽名授權代理)
以利院能瞭解老師的意願，決定是否繼續推動學院實體化。

2019是高教最嚴峻10年的開始
明年大學入學人數將減少3萬人

三年內減少5萬人相當於13個逢甲招生人數
十年內減少10萬人

即使只剩一所私立大學能存活
透過大家的努力那也一定就是逢甲

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12學分／4門課程
（院共同課程）

產業實務課程
專業選修課程
專題研究課程

24學分
２年畢業
雙碩士

12學分／4門課程
（各所專業課程）







碩士班2年畢業計畫示例
僅供參考，實際情況依每位研究生之生涯規劃為主

修課

Step 1

Step 2

Step 3

碩一上 碩一下 碩二上 碩二下

出國交換
企業實習

增強語言能力

畢業
就業

撰寫產業/學術

研究專題/論文

多元畢業

學用合一

24學分/8門課程

出國交換
企業實習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碩士學位多元畢業方案

其他創作經所上認可者，均可做為多元畢業方案

多元畢業方案

研究生可自行選擇以碩士論文、
產業專題或藝文創作
申請碩士學位

英文所：企業總經理英文特助、協助全球化佈局；
中文所：企業行銷策略、企畫書撰寫、企業文化經營；
歷文所：文化事業、價值傳承、地方創生、社區營造；
公創所：企業社會責任、社會企業、社會設計。

經營意義、故事敍說、
文化加值、問題意識掌握

的價值創造產業

學術研究是工具、
培養解決社會問題能力是目標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人文社會學士學位學程[12個輔修]

60學分
第1主修 40學分

第2主修 20學分輔修

20學分輔修
60學分
主修

• 口筆譯與商務英文、實用日語、歐美經典與語文教學

• 語文表達、文藝創作、文化思想、

• 文化創意、華語教學、社會創新、科技媒體

• 藝術設計、歷史文物

•跨領域學位學程



文化資源與地方文史
調查人才培育團隊

智慧人本與空間資訊
人才培育團隊

科技人文跨域
人才培育團隊

李建緯(歷文所所長)*
文化資源調查、AI鑑識文物

朱文光 (中文系教授)
AI教學計畫規劃與執行

余美玲(中文系教授)
核心場域的文學與考據

陳淑慧(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文創商城、商業行銷研究

林韻柔(中文系副教授)
地方創生、文史考察

雷祖強 (都資系教授) *
人流分析統計、3D建模

吳政庭 (GIS中心助理教授)
產業建教、 5G網路通訊

葉美伶(GIS中心處長)
科技導入、GIS系統應用

徐逸祥(都資系助理教授)
AR/VR技術規劃、GIS應用

洪耀正(通識中心副教授) *
APP程式設計與教學

余風(人社學士學程主任) *
古地圖/數位人文與UX/UI

徐偉傑(公創所助理教授)
創能學院智慧人本場域推動

施惠家(外語中心助理教授)
外文導覽教學專案規劃

鄭月妹(建築專業學院教授)
藝術設計、數位藝術創作

鄧廣豐(人社院助理教授)
→前資策會創研所專案經理
程式設計與系統整合

蔡國鼎(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前知之公司Data team 
數據分析、AI應用

陳立安 (國語文中心博士後)
資料庫應用、數位人文

主持人：翟本瑞教授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社會創新學院院長

徐培晃 (國語文中心主任)
資料庫應用、數位人文

計畫團隊成員

鄭如玉(外文系副教授)
外文專案規劃、文創設計

*：共同主持人／紅字：臺灣人工智慧學校培訓／紫色：新聘科技人文跨域人才

計畫專任助理：賴維哲（逢甲中文碩士班/教育部全國大專桌遊競賽冠軍）

文化
的記
憶與
開創

:
西屯
數位
人文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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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社群及相關活動執行現況

名稱 學年度 主辦單位 執行狀況

研討會 第10屆古文書研討會：碑碣、文獻與地方社會109(1) 歷文所 執行中

研習會 2020漢字文化與科技媒體研習會 109(1) 人社院 執行中

研討會 2021科技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 109(2) 人社院 規畫中

工作坊 地圖資源工作坊 109(2) 都資系 規畫中

工作坊 文化資源應用工作坊 109(1) 歷文所 執行中

工作坊 攝影記錄工作坊 109(1) 中文系 執行中

工作坊 文物3D掃描與運用工作坊 109(2) 歷文所 規劃中

系列論壇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 109 人社院 執行中

系列論壇科技創新與人文關懷 109 人社院 執行中

成長社群智慧人本與科技人文教師成長社群 109 通識中心 執行中

成長社群前瞻人才與西屯文史研究教師成長社群 109 人社院 執行中

研究場域文化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 109 人社院 已成立

研究場域創能學院智慧人本(UI/UX)LAB 109 人社院 規劃中

終端課程智慧人文前瞻專題 109/10創能/人社 規劃中

通識
中心

人社
學院

社會創新
學院

跨領域
設計學院

創能
學院

建設
學院

GIS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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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業界實績
主持計畫案60案以上，包括文物普查、文物調查
研究、工藝研究、地方史編撰、文物展示等相關
經驗，是國內文物研究領域首屈一指之堅強陣容。

李建緯主任
王志宇、張志相研究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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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人才論述及培育方式

•解決複雜問題

•系統分析與評估

•情緒智商

•主動學習

•領導力與社會影響力

•批判思考與分析

•創造力及原創性

•技術設計及程式設計

未來人才所需能力

挑戰式專題導向學習
實務操作及情境學習[與社區、中小學]深碗

專題
挑戰式
專題

整合式
專題 企業

實習
產學
合作

創新
育成

博雅 專業 整合 產業/社會

通識 中文系 人社院
社會創新學院
跨域設計學院
創能學院

畢業專題

深碗專題
✙圖文編輯
✙簡報設計

新鮮人專題

Dean’s Project
學制創新
文化資源與
文物保存中心

Dean’s Project
產學合作

D-Project

文創團隊
Basic Design

社會創新學程

跨領域設計學程

AWS

語文表達
文化思想
藝文創作

學生自主課程

創意思考

人文與科技

專題製作
社會參與

微學分

12個輔修模組

Dean’s
Project

鄉土
教育

S-20輔修

智慧人本LAB
✙UI/UX

程式設計邏輯
Apps程式設計



顧客圖像
CI 1

顧客圖像
CI 4

顧客圖像
CI 3

顧客圖像
CI 2

Persona 1

Persona 1

Persona 1

Persona 1

Persona 1

Persona 1

顧客旅程
地圖CJM

顧客旅程
地圖CJM

顧客旅程
地圖CJM

顧客旅程
地圖CJM

環境

空間

配置
品
牌

同理心
地圖

•系所評鑑結束後，依評鑑凝聚的共識及利害關係人分析，展開歷時
兩年的課程改革過程。最後在數度密集會議後完成新的課程配當

•中文系課程規劃共識會議： 2021/4/6整天
•中文系課程委員會(工作分配)：2021/4/19中午
•中文系系務會議(任務編組)：2021/5/10中午
•中文系課程改革共識會議：2021/5/28下午半天
•中文系課程規劃暨系務會議：2021/6/28下午半天
•中文系系務會議(最後細節確認)：2021/7/12

逢甲中文系課程改革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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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計畫案都需要和人社院合作
•人社院教師與學生成為團隊合作的核心成員
•人社院招收校內轉系(轉院)學生
•人社院招生成為全校亮點
•人社院產學合作計畫達到一定規模
•人社院創造新的產業營運模式
•人社院教師在研究、教學、服務上表現突出
•人社院成為整合度最高、最有戰鬥力的團隊
•人社院10年內培養出10位頂級優秀年輕領袖
至少1位國際級青年領袖
帶領人社院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專案

•價值是做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

如何讓人社院成為全校的核心價值?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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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院要引領逢甲大學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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