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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建構跨域合作、創意啟發、彈性自主的TTU特色學習生態系統： 

以Maker夢工廠及社區文資為基地 

申請類別 ■Ａ類：未來大學推動計畫 

□提升選才效能 

□實施銜接輔導 

■建立彈性學制 

■推動彈性學分 





整體學習生態動能運作機制 

學制。課程 



第三期計畫構想 





第二期主軸目標 

第一期 
105/2~ 

第二期 
105/8~ 

第三期 
106/8~ 

第四期 
107/8~                         109/1 

建構/深化TTU特色學習生態系統 
(以maker夢工廠為專業實作基地)  (以社區文資為社會參與基地) 

推動彈性學分 
(微型課程、深碗課程…) 

以學院為核心 
推動專業職能學程 

推動彈性學制 

組成團隊 
設定目標 



新主軸目標 





任務分工 

任務分配 負責單位 

專案辦公室 
連絡窗口 

教學發展中心 

學習生態 
創新系統 

專業實作基地 設計、工程、電資學院 

社會參與基地 通識、學務、經營、外語 

彈性學分 

校課程架構、配套法規 教務處 

學程架構、課程開設 4學院 ＋ 3中心 

 彈性學程 (架構設計、法規制定) 教務處 

挺生學院 班主任 



一、跨域彈性導向的新學習型態 

•跨領域基礎通識課程 

•以學院為核心之專業職能學程 

•挺生學院之試辦計畫 

二、自主學習的規劃與逐步擴散 

•多元學習規劃與擴散 

•跨系跨院的共識共榮 

三、創新整合激發出的場域結構 

• Maker education—透過場域學習的新做法 

•地域性關懷引發的服務學習方案 

工作項目 





跨域彈性導向的新學習型態 

• 教育目標： 

–培育能解決社會未來30年問題之「具社會關懷的跨域創

新實踐家」    

• 核心能力： 

–具備能解決社會未來30年問 
題之跨領域基礎能力與專業 
能力 

 

• 課程規劃理念： 

–以核心能力為課程發展主軸 

–以學生為主體多元適性學習 



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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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基礎通識課程 

• 通識中心：走讀中山北路、社會服務學習課程 

• 外語中心：英語簡報及口語表達、職場英文、商務英語談
判。 

• 經營學院：隨處可見的經濟學、成本與決策、財務與金融 

• 造物教育中心/工程與電資學院：造物實作微型課程或工作
坊 

–程式設計、機械製造實務、電腦繪 

圖與3D列印、微處理機應用、應 

用電子電路、釀造實務技術等 

• 設計學院：依學生年級逐年規劃跨領 

域專題課程 



彈性自主專業課程 

專業課程(100-學分) 校訂必修課程(16學分) 通識課程(1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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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多元選修方式 

− 主專長所屬之高階專業學程 

− 以院為核心之專業職能學程 

− 次專長基礎學程 

− 自主學習學程 



院訂必修課程 

1. 課程目的： 

• 學生有機會再次探索自我性向，並容許學生轉系，或有
助於選擇高年級的專業職能學程。 

• 此規劃可接續未來以院招生的修課模式。 

2. 以工程學院為例： 

• 院必修課程：普通物理(一)、普通化學(一) 、微積分(一) 
、產業科技概論(機械概論、材料概論、生工概論、化工
概論)  

• 院必選修基礎課程：微積分(二) 、普通生物學、普通物理
(二)、普通化學(二)、工程數學(模組化)、工程圖、程式語
言(Basic, C/C++) 、電工與實驗 



以院為核心之專業職能學程 

1. 學程規劃 

‒ 配合政策推動之重點議題-行政院強化工業基礎技術發展方案，規劃
高年級之專業職能學程以培育相關人才。 

‒ 這些專業職能課程涉及跨系，甚至跨院的專業知能，因此以院為核
心整合提出各類專業職能學程。 

‒ 結合業師協同教學與產業實習，讓學生更深入了解產業需求，並實
際面對與解決產業問題。 

2. 以工程學院為例： 

‒ 製造學程(材料系/機械系/化工系)：材料機械性質、機械製造、機械
設計原理、金屬材料、高分子化學、製造程序、材料力學、設計與
材料選擇、表面處理實務、陶瓷材料製程  

‒ 智慧製造學程(資工系/電機系/機械系/資經系) ：智慧製造/工業4.0、
物聯網技術、巨量資料分析/大數據分析/資料探勘、雲端運算、機器
學習、資訊安全、機器人系統、感測器原理與應用、機電整合設計
、機器視覺 



以機械系課程為例 

• 主專長必修課程：共64學分 

• 高階專業課程 

− 精密機械學程(共18學分) 

− 電子機械學程(共18學分) 

 
• 基礎課程 

− 材料固力(共15學分)：工程繪圖、電腦輔助繪圖、工廠實習、機
械製造、靜力學、工程材料、材料力學 

− 機電控制(共15學分)：工程繪圖、電腦輔助繪圖、工廠實習、電
路學、電子學、動力學、自動控制 

− 設計製造(共16學分)：工程繪圖、電腦輔助繪圖、工廠實習、機
械製造、動力學、機動學、機械設計原理 

− 能源熱傳(共16學分)：工程繪圖、電腦輔助繪圖、工廠實習、機
械製造、熱力學、流體力學、熱傳學 

 



彈性學制 

• T型人才：單專長「加深」修課 

− 一主專長必修課程(64學分)＋一主專長所屬之高階專業學程(18學
分) ＋進階專業選修課程(18學分) 

 

• π型人才：多專長「加廣」修課 

− 一主專長必修課程(64學分)＋一次專長基礎學程(15學分) ＋另一
次專長基礎學程(15學分) 

− 範例一：機械系必修課程+工設系「產品開發設計」基礎學程+事
經系「創業經營」基礎學程 

− 範例二：工設系必修課程+機械系「設計製造」基礎學程+資工系
「互動程式」基礎學程 

成功關鍵： 

1. 完善的課程審查制度 

2. 尊重學生性向輔導選課 

3. 完善的排課規則，避免衝堂 



問題導向式學習 

• 機械工程學系的機動學 

– 大學部必修課程，旨在教授各式機械元件的原理與組合系統的運動型
態。傳統均採課堂講授方式教學，並利用作業與筆試來評分 

– 期末專題，即是利用所學的皮帶、槓桿、連桿與凸輪設計與製作小朋
友的玩具。學生須利用期末前三週的課餘時間小組團隊合作，從搜尋
資料、參考資料、研究討論、發想設計、製作原型、修正設計到完成
作品。 

– 評分方式：最後學生必須製作海報，並在數位評審老師面前講解與操
作玩具成品，評審老師會依據主題創意、機構設計、作工精細等面向
給予評分，另外也安排鄰近中山國小的100位學生來實際操作，由使
用者的角度給予評分。藉由此專題競賽，學生實際運用課堂知識動手
實作玩具，從中了解設計必須以人為本，重視使用者經驗，同時也須
考量工程技術與成本管理。 

– 課程的實施效果佳，經新聞媒體披露後，在基隆市南榮國中極力地邀
請下，大手牽小手，本校將此課程經驗擴散，協助該校建立相關手作
課程。 



挺生學院 
 

推動目的：試行「TATUNG UNIVERSITY 2026+計畫」 

․深化推廣教學與學習之各項措施  

․研討計畫之可行性與施行條件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ahUKEwiDhYbjgvzOAhXPNpQKHeQlCl0QjRwIBw&url=http%3A%2F%2Fwww.gvm.com.tw%2Fschool%2Funiversity%2F2016%2F01.html&psig=AFQjCNHY7uUX0RH2DaHY0JAz6Of0trmakA&ust=1473295064425005


一、跨域彈性導向的新學習型態 

•跨領域基礎通識課程 

•以學院為核心之專業職能學程 

•挺生學院之試辦計畫 

二、自主學習的規劃與逐步擴散 

•多元學習規劃與擴散 

•跨系跨院的共識共榮 

三、創新整合激發出的場域結構 

• Maker education—透過場域學習的新做法 

•地域性關懷引發的服務學習方案 

工作項目 





  -共學活動： 

        六月教職員生共學活動、七月跨校共學活動 

  -教師與行政團隊間對話： 

        樂高認真玩（Lego Serious Play, LSP） 



• 同儕力量大、學習園 

• 自主規劃學習方案 

• 多元探索讀書會(實體書籍) 

• 媒體訊息讀書會(網路資訊) 

• 大同標竿人物典範學習 



• 關心校園的校園改造企劃方案 

• 樂齡族引進校園，帶動校園青銀共學氛圍 

• 大同牛埔學 

   「Local Wiki」平台的地區生活圈頁面設計 

    中山北路一日遊導覽地圖的建置 

    文化采風日誌書寫或攝影 



• 跨系院合作之天台上的菜園 

• 持續帶領學生至有機農場參與實作 

• 持續推動宿舍交流之共煮共食活動 



一、跨域彈性導向的新學習型態 

•跨領域基礎通識課程 

•以學院為核心之專業職能學程 

•挺生學院之試辦計畫 

二、自主學習的規劃與逐步擴散 

•多元學習規劃與擴散 

•跨系跨院的共識共榮 

三、創新整合激發出的場域結構 

• Maker education—透過場域學習的新做法 

•地域性關懷引發的服務學習方案 

工作項目 





-造物教育實踐中心活化教學場域 
           以Maker為核心的實踐場域 
 -從悠活館到萬華食育農莊開發 
           利用本校Maker Space的資源，讓學生實際動手做，培 
           養學生對長者關壞、社會議題的關注。 



-深化中山北路與文資合作方案 
              規劃地域性擴展、推動新課程方案 
-藝文服務團隊與社區之合作方案 
              推動培訓藝文服務團隊課程、藝文團隊與社區藝文場 
              域連結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