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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 
計畫申請書【第三期／四期計畫】 

計畫名稱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計畫 

申請學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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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類：無邊界大學推動計畫 

□Ｃ類：共學夥伴學校推動計畫 

□不參加 

■如未獲上述計畫申請通過， 

願參加共學夥伴學校 

請列 1 項自選研發與試行項

目 

=>校園知識資源延伸與創業

應用 

主持人姓名 黎 O 龍 
單位/職

稱 
代理校長 

共同主持人姓名 蘇 O 瑾 
單位/職

稱 
研發長 

共同主持人姓名 范 O 揆 
單位/職

稱 

工業設計系/無邊界大學推動

計畫副執行長 

共同主持人姓名 宋 O 明 
單位/職

稱 
電機工程系/主任 

聯絡人姓名 黃 O 紹 
單位/職

稱 
專案教學人員 

聯絡人電話 (公)02-27712171#1421 (手機)0955751*** 

聯絡人電郵地址 aw760212@ntut.edu.tw 傳真號碼 02-2752-5989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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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 
第三期計畫摘要表 

學校名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計畫名稱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計畫 

主責單位 研究發展處-光大創創學院辦公室 

計畫摘要 

(每項以 250 字

為原則) 

計畫目標與標竿學習對象 

配合本校「結合學校經營與城市發展共同運行」的中長程目標、「企業家的搖籃」

的辦學理念並，延續計畫第二期所制定的大學友善創新學習生態系統(Learning 

Innovation Friendly Ecosystem-LIFE，如圖一)，充分發展在「教學」、「學習」、

「課程」、「制度」、「空間」及「資源」等六大面向的創新思維與作法，制定無邊

界學習的計畫目標：  

突破傳統保守式的治學方法，建立彈性自主且開放性的實務教學及學習模式。 

鏈結城市環境教育，打造具地方特色及永續經營的教育典範。  

致力於學生基本專業以外的創新創業能力培養，設立「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

院」，除學校鄰近的大光華商圈及大稻埕商圈外，第三期將擴大場域到豐園木創中

心及慈心農推中心做為學生學習科技及文創的創業大教室及示範場域，並結合物

聯網、互聯網(+)及金融技術(FinTech)及社會焠煉與資源整合，持續實現創業家搖

籃的夢想。 

 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創業青年學子。 

 建立永續經營的無邊界學習生態制度。 

計畫標竿學習對象是日本秋葉原與大學合作的模式，以創新的思路形成業界、政

府和學術界之間的交流平台，有社會貢獻度(Social contribution)的大學實務研究

和民營企業緊密配合市府政策推動所需，以城市為舞台演示成果並豐富人力資源

開發性能。 

計畫推動策略與創新作法 

依據以上目標及六大創新面向，規劃無邊界學習的推動策略及具體作法如下： 

 跨界學習方法的建置與城市場域教育的加值與應用： 

(1) 開發沃課 SHOP 創新教育平台，推動跨界共創課程(含學程) 

(2) 落實「虛擬學院(virtual school)-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建立之新體制 

(3) 導入「駐校企業家/藝術家」及「商家導師」，引進商家業師的互惠教學 

(4) 擴大結盟場域，串聯社會貢獻，據點學習 

 校園知識資源延伸與創業應用：  

(1) 城市發展領域之共同學習及國際專案合作 

(2) 以科技、文藝、物聯網、互聯網(+)及 FinTech 等軟、硬體知識內涵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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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生的實地商務體驗，將專業技術作連結應用，提升知識價值及社會貢

獻度。 

 激勵學生創意發想鼓勵創業： 

(1) 場域舞台定期舉辦學生創客產品發表及全校性競賽 

(2) 創業就業納入學分管理，休學年限的創業排他條款 

 增加學生對商場企業的了解及國際思維的建立 

(1) 專業市場分析能力的養成 

(2) 掌握全球化特定產業趨勢能力的養成 

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 

本計畫將藉由光大創創學院對各項創新學習辦法的施行有所發揮及試作，目的是

要透過更開放及彈性的教育方式「培育學習者結合軟、硬體專業知識與數位金融

科技實現青年創業的能力」，同時「養良學習者關懷社會、運用知識科技打造臺北

都會成為科技、文化與創新創業薈萃的閃亮焦點」，同時擴展城市科學場域，實踐

社會責任。與臺北市政府合作，透過城市議題的發想與實務教育的刺激，預期達

到如下短、中、長期效益： 

 有效透過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科技與文藝創新創業學程、沃課 SHOP 平

台之設置，多元開展本校各項跨界學習的政策(短期效益)。 

 藉由產、官、學、民所形成的專業社群逐步擴大科技與文創的大教室，使友

善創新學習生態系統入植深耕(中期效益)。 

 強化學生數位商務能力及企業國際觀，提升其創新創業的能力及機率，並將

所學專業技能以創業開發回饋社會 (長期效益)。 

關鍵績效指標： 

 完成一個可長期深耕的友善創新學習生態系統。 

 完成 8 個第二專長課程之執行，參與學生至少 60 位。 

 新場域開發至少 2 處並且每年至少增加 1 處。 

 參與學生創新發表每年至少 1 次，創業人數每年至少 2 人。 

 國際合作單位開發至少 2 家。 

關鍵詞 

(5 個) 

光大創創學院、友善創新學習生態系統、沃課 SHOP 平台、創新創業學程、數位

商務能力及企業國際觀 

聯絡人 

姓名 黃 O 紹 單位職稱 專案教學人員 

聯絡電話 (02)27712171#1421 手機 0955751*** 

e-mail aw760212@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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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 
第三期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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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類：無邊界大學推動計畫 

C 類：共學夥伴學校推動計畫 

□否 

■如未獲上述計畫申請通過， 

願參加共學夥伴學校 

請列 1 項自選研發與試行項目 

=>校園知識資源延伸與創業應用 

 

壹、 申請學校概況與未來十年發展潛力分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臺北科大或本校)秉承訓校誠樸精勤之精神，建立樸實的校風，

既重視理論研究，亦注重實作能力之培養，雙軌並重，以求教學研究與業界需求零距離。本校

設有六大學院分別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工程學院、管理學院、設計學院及人社學院，大學部

十九學系，碩士班二十八所(含外國專班)、博士班十七所，各學院與系所另設 36 個研究中心，

學術中心以及跨領域專業學程共 21 學程，開設第二專長課程共 54 門。目前學生人數 12,079

人，含博士班人數 709 人，碩士班人數 4,213 人(含在職專班)，日間部大學部學生 7,157 人，

編制內專任(案)教師人數為 417 人(教授 184 人、副教授 165 人、助理教授 57 人、講師 11 人)，

編制外研究人員 22 人(研究教授 1 人、研究助理教授 21 人)，另有博士後研究人員 12 人且多具

實務經驗。  

本校獲得技職體系多項教育資源的補助，包括全校性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以

及北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自計畫開辦至今，補助金額皆居所有學校之冠；研發中心屬性之高

教創新轉型計畫及以跨領域專業技術人才培育為主之再造技優計畫皆獲最高經額補助；強化教

學單位設備的技職再造計畫亦屢創佳績；足見教育部對於本校辦學之肯定，即使是與一般大學

競爭的產學研鏈結計畫亦獲得兩個計畫案(106 年全國共通過 15 案，本校分別為第一名及第八

名)。此外，本校獲得三年(100、102、103 年度)科技部技優技術移轉中心獎(兩次第一名)，105

年度產學合作績優單位及 103 年度經濟部發明貢獻獎(本校唯一入選的大學)，並於 105 年校內

研究團隊再獲國家發明創作獎金牌及銀牌。在國際上，本校畢業生就業力之世界排名 166 名

(2016 年)，是全臺灣唯獨兩名進入前 200 名的學校其中之一，也是企業界愛用畢業生技職院校

的第 1 名。本校辦學嚴謹，深受各界肯定，致力提升數理基礎能力，更從教師面、學生面、課

程面和實踐面落實教育理念，重視通識教學，強化學生基礎專業能力，強力推廣與工、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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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業界結合，同時強化理論與實務的能力。 

在本計畫執行前本校已經致力於學生創新創業能力之培養，以便落實企業家搖籃的教育目

標。例如「F 創新與創業(簡稱創創)」已列為全校必修通識課程，並導入創新創業學程，以「Design 

Thinking」及工作坊為特色，由創業與財務分析、創業與行銷分析、創業與事業分析至創業計

畫書撰寫，藉此來確定學生創新思考的能力及創業家精神之養成，並作創業整合與適性發展。

為了提升同學的創創水平，光大創創學院提出商家服務實習的策略讓創創學習無邊化並引入創

業家聚會(圖 01)、創創論壇、講座、進行標竿企業參訪，鼓勵師生研發成果商品化及嘗試實質

創業。 

為培育優秀創創教師施行產學合作教育，透過創業小聚、教師國內進修及國外受訓(Babson 

college)與國內外創創團體互動交流提升知能。並與雲林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及大陸六

校(北京科技大學、江蘇大學、南京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學、深圳大學)形成創創大

學聯盟，相互交流，資源整合、互惠教材，培訓創創種子師資。在實作方面，本校努力打造硬

體空間及創創環境，由實作培養將無形化為有形的能力。例如「青創基地」及「點子工場」，凝

聚創新創業能量；設置自造工坊及工作室作為創意打造之實作園地，並有創創諮詢小站、創創

專欄、創創情報站、校園創創工作坊等活動營造校園創創氣氛，引導學生在校園中模擬及體驗

創業歷程。 

光大創創學院教導學生從「社會關懷」的角度去做創業學習，例如：本校關心木藝文創復

興運動。因為文創復興代表社會及歷史的串連，因此本校在臺北校區設置木藝培育暨設置研發

中心；在臺中設置豐園文創北科大木藝文創中心(簡稱豐園木創中心)，協助創意設計進行工程檢

討、小量生產與展示推廣、建置木藝工坊空間、協助微型創新創業。更進一步，讓同學的原型

成品充份展示，在校友的支持下安排「創投媒合會」，校友或參加者用經驗協助輔導並分享其自

親身創業的經歷，以提高成功媒合的機率達到創新創業的教育躍升的目標。經過兩年的努力，

木創中心已有不少學生作品，在第三期的計畫中，我們將輔導努力於豐園木創中心的師生團隊

成立「北科生活木創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啟動他們的無邊界學生履歷。 

以「關懷社會」及解決社會問題為核心議題的學習方式是第三期延伸的計畫的主要重點之

一，例如：在 LIFE 生態系統(圖一)裡，預計開發長照科技輔具之一的「意念輔具」是由機械系

劉 O 宏副教授及其團隊的研究項目，能幫您說出“YES”或“NO”，幫助社會漸凍人及無法表

達自我意念的患者與外界的溝通；電子系王 O 柏教授及其團隊開發智慧型地震防災裝置，其功

能在偵測一定的震度之後，會發出語音警示，投射 LED 光源，指引逃生方向並同時切斷家用有

危險之電源及瓦斯，有效地縮短逃生時間，降低二次災害發生。內建備用電池，可供電 24 小時

圖 01-臺北科大創業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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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3-臺北科大沃課 SHOP 平台 

持續聲音警示與發光，以利後續救援；資源工程系鄭 O 偉教授，開發無機聚合綠色水泥，綠色

混凝土應用於建築材料，節能減碳，與傳統波特蘭水泥比較，可減少 80%二氧化碳排放，其他

性質也可比擬一般水泥，且成本低、製成快速、室溫下即可製備，不會釋放二氧化碳，可達環

保的綠建築材料標準，對社會多有貢獻；土木工程系何 O 浚副教授，地下雨水儲留的系統與應

用-「海綿城市」，將自然途徑與人工措施相結合，在確保城市排水防澇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

度地實現雨水在城市區域的積存、滲透和淨化，促進雨水資源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 

以上以關懷社會的議題及問題為主要核心，開發科技並於應用、回饋社會。還有許許多多

的研發成果也展示在圖 02 中。臺北科大給學生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學習環境，也提供學生一個

看到社會問題的機會。我們知道少子化後學生人數減少會給教育單位帶來衝擊，但是一個懂得

關懷社會，與社會共同成長的校園溫度將會不停的升高。 

此外，為了迎戰創新學習制度的發展，落實無邊界大學的教育理念，光大創創學院在第二

期已設計建立「沃課 SHOP」(Workshop)平台(圖 03)，嘗試規劃具有彈性及創新思維，並且以

問題為導向的一個募師、募課及募問題的教育系統。開設微學分課程的挑戰在第二期已經成功

突破，因此執行面也將在第三期大放異彩。既然是微學分為主的課程，主題必然是多樣性的。 

在期初的經營，我們將配合 計畫的執行先以物聯網(IoT)及

互聯網+(internet plus)的主題 為主進行試課。隨著互聯網時代

的來臨，本校已引進數位經濟觀 念於跨領域課程領域中，讓學生

在「互聯網+」時代能具有實戰 能力，更能成為即將來臨的「後

互聯網」時代的先驅者。但 IoT 及 internet 絕對不是資工同學

的專利，當有更多專業領域的同 學想要跨足這些網路課程而又

無法與程式背景的同學共課時， 此時，若有不同層次(概念、一

般、進階)的微學分彈性課程就是 對於學生最好的選擇。此類課程

除軟體的發展外，感測器硬體的 搭配與網路，也是不可忽視的。 

圖 02-臺北科大給學生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學習環境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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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是本校大學部必修課程，同學藉此提早與「社會」接觸，了解自己的實力與社會

關係。本校推廣碩博士班校外實務研究，使學生預先瞭解業界環境及學習透過研究解決業界問

題的方法。並首先倡導「技術導向博士班」制度，學生需於畢業前達成產學、專利或技術移轉

等創新研發成果，讓本校徹底實現研究與實務雙軌並行的人才培育制度。校外實習的執行成效

良好，大部分的同學都能夠從中獲得正面的學習成效，不但體驗到職場環境，對未來的就業方

向也更加清楚。在這樣的基礎下，光大創創學院要協助學生不僅走入「企業」，學於「企業」，

用於「企業」；還要走入「社會」，學於「社會」，用於「社會」。這也是觸動本計畫在與城市與

社會結合的「無邊界學習」計畫概念產生的最主要因素。 

無邊界學習的概念在第三期將朝著向國際推動的方向積極進行。包括國際學術合作、國際

產學合作與交流、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推動英語教學學程、鼓勵短期交換學習、邀請國際教授

來訪講學、補助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推動跨國雙聯學制、辦理代表性大型國際會議(例如 QS 

World Cla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提升國際知名度等等措施。 

微學分彈性課程對短期交換學習是最好的選擇，由於交換生停留時間並不長，如果想有修

課的經驗就可以修習微學分課程。此外，交換生可以營造文化的多元學習環境協助本國及各國

學生開拓視野，順應了代全球化趨勢。有了這些努力，本校 QS世界大學排名已名列第 551-600 

名，更進入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亞洲百所大學之列，確立本校已正式進入世界大學之列。 

就未來十年發展潛力及趨勢分析，未來十年 18 歲人口的變化因少子化問題將會影響大學

生的總數，全國大學生總數預估會減少 40%。本校雖然沒有學生源問題，但預計學生總數也會

減少約 20%。然而在優質的教學策略及創新學習生態系統的建立及採用之下，光大創創學院要

讓所有科系的學生，學習全部符合產業需求的知識與技術，並利用學生獲得經濟部產業人才「能

力」鑑定所發給的「工程師」執照(iPAS)，來做為光大創創學院策略與產業需求的契合度審查標

準。本校會持續聘任優秀的研究教師(Research Professor)群及業界師資，讓師生比持續下降的

情形下更優質化學生的學習系統，學習也更多元化。在多元的學習環境下更能適才適性的栽培

學生，摒棄士大夫觀念，經由教育讓學生了解企業並同時擁有國際觀。如上所列積極且務實的

創新創業機制，加上地緣關係，十年後，本校必然成為全國教學創新、學習創新、創業創新的

關鍵指標學校。 

整體社會環境的急速變化下，將帶動著教育的翻轉更新，我國技術人力需求隨著教育結構

的逐年改變已逐漸勢微，士大夫觀念掛帥的學習心態已經扭區了教育的意涵，學生的求學目的

難道就只剩下最後的一張紙(畢業證書)？過去習以為常的代工模式換代升級，如果學生的學習心

態沒有轉換，沒有用更務實的觀念去盤點自己的學習成效，那終究會面臨被社會淘汰的結局。

事實上，無邊界大學的目的是要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從社會看到自己，辨別自己在社會上

各職所司的位置，只有自己才能找到自己未來的定位。很明顯的，社會需要的是多重能力的人

才，跨領域的學習方式，才符合無邊界大學的宗旨。教育如此，企業也如此。傳統單純「硬體」

的經營，必須「融合」軟體經濟及全球化競爭力思維才能夠激發新銳企業。 

依此，本計畫規劃下，加入互聯網+及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課程及國

際化作法，並結合物聯網的創意及創業應用，成為臺北科大 LIFE 友善創新學習生態系統的特色。

此外，配合市場需求培育社會所需高級實務專業人才，讓學生畢業後即可與職場工作接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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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4-臺北科大校務發展的新元素與新準則 

劃教學內涵更應隨社會經濟發展而更有彈性。全校人才培育模式隨院系學科的發展、變化，需

訂出相對應準則，例如以院為主的課程標準。因此必須以新的思維來執行教育，從學生將來學

以致用的城市及社會為出發點，並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及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的新穎作為、校友菁

英會及創新開發公司的校友諮詢力量、整合市府與商場等外部資源，同時配合業界、校際及國

際之實務研發、落實培育優質、務實之專業技術人才，並確立本校技職教育典範之領航地位。 

在學校既定的四項發展準則: 「奠定在

職專業技能」，「涵養創新思維能力」，「強化

產學實務平台」，「建構終身學習環境」外，

第三期再增加「鏈結城市環境教育」的教育

無邊界精神(圖 04)，透過無邊界大學計畫所

衍生校務發展的新元素與新準則，打破少子

化，將帶給技職教育改革的成長極限。 

 

貳、 計畫目標與標竿學校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童子賢先生與良興電子材料行的故事開啟了本計畫的

源頭，並確定了本校無邊界大學計畫要貫徹的方向。但事實上，背後真正的推手是當時

電子科的科主任王 O 材教授(圖 05)，一位真正愛護他的家(臺北科大)的老前輩，即使是

退休了，也以校為家，一直不斷的提供無邊界大學計畫的反思議題，跟我們一起成長。

由王教授口中所述的童先生是「自主學習」的典範，也是場域「服務實習」的實踐者，

他如何在數十年前的大環境底下，藉由光華商場這個電子零件的聚集地來累積他的社會

經歷及資源？童先生是臺北工專電子科的學生，很喜歡接電路、組裝一些電子產品、組

裝音響，因此，對應他的專長、發揮他的專長，在他「學習力最強」、衝勁及魄力也最大

的青年時期，讓環境帶著他走向社會學習，學會經營一個企業的方法。也許童先生當初

也沒想過自己會出來創業，但「能力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創業就變成一種社會責任與關

懷社會的表現，而落實社會責任是企業的責任與目標」。 

當時的年代，臺北工專的學生往往出生於貧窮的家庭，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盡情發揮個人

圖 05-王 O 材教授和他的老闆學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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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實作)，做他們想作的事情。但是靠著一位良師的協助及引導，(王 O 材教授告訴光華商

場的「良興電子材料行」老闆，說：「以後這位學生來採買相關的電子零件，經費都由我來負擔、

處理，讓這位學生能夠好好的發揮。」，也告訴了學生：「以後有任何想要組裝的電子零件產品，

就去良興電子材料行拿，老師我會處理費用的問題，盡量去發揮你的創意，做你想做的事情！」)，

因此，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就此誕生。造就成功經驗的另一個原因是有了良興電子店家這個社會

舞台，讓童先生可以與第一線客戶面對面直接接觸，了解客戶的需求、解決客戶的問題，進而

改良光華商場的商品，許多客戶也願意回饋他們的問題，這些問題就是最強大的社會資源，獲

解決的問題就轉化成社會力量，這些力量讓學生有了莫大的成就感，進而在小小的心靈深處，

埋下了創業的契機與信心。這些經歷及在學校所得到的啟發，也成就了童先生他開發宏碁電腦

重要的內部元件，接著於 29 歲時成立了「堅若磐石的華碩電腦公司」。 

童先生的社會學習絕對不止於「技術面」，他與良興電子材料行團隊所發展的默契及持續合

作，在光華商圈川流不息的人潮所建立起人脈關係，都是他創業人脈的最佳來源。良興電子的

老闆阿寶哥(林 O 寶董事長)很親切的歡迎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與良興的結合。於第三期的計

畫中，以 Arduino 為始的微學分課程也獲得支援及協助。王 O 材教授在臺北科大任教期間門生

有上萬人，其中上百位電子科技公司甚至軟件公司的大老闆，像群光電子副董事長林 O 桂、億

光電子董事長葉 O 夫、藍天集團董事長許 O 泰、義隆電子董事長葉 O 皓、Agilepoint 董事長

夏 O 飛等等，都是他的學生。 

王教授是「市值最高教授」的封號實不虛傳。每個人都強調實務能力的重要，問他們，「去

那裡培養實務能力？」「那裡可以啟發他們最多？」，除了在學校的實驗室外。大老闆們口中共

同的答案竟然是「平凡的社會」。王 O 材教授的子弟兵也以臺北科大為中心的基地形成一個「電

子科技網絡」(圖 06)，更穩固，更堅強的跨足在臺灣的電子業，甚至全球。 

這個計畫的原始目的是要「複製童子賢，複製千千萬萬個童子賢」，在第三期時被反思、擴

大，要：「複製王 O 材教授，複製千千萬萬個王 O 材

教授」，複製學生在社會上自主學習的心態與習慣、教

師熱情且奉獻無私的教育精神。 

計畫的另一個指標故事，是「誠品」書店董事長

吳清友先生(前臺北工專機械科校友，圖 07)的創業過

程。如同計畫書中所述，當時的光華商場，除了是 3

Ｃ電子商品的聚集地外，也是舊書攤重要聚集的場所，

圖 07-誠品書店吳清友董事長 

圖 06-王 O 材教授和他的電子科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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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8-豐園北科大木創中心建置過程 

吳校友很喜歡逛舊書攤，在學期間，也常常去逛光華商場的舊書攤，逛到流連忘返，他認為「書，

就是我的精神糧食」。由於受到周圍書店的薰陶，所以當他小有積蓄的時候，就開設了「誠品書

店」，並且經常捐贈很多書給偏鄉及無經濟能力想要唸書之人。但因為那個時代跨領域或系科修

課的制度並不被鼓勵，缺乏經營管理的專業背景及實務經驗，再加上水災淹沒了書籍，於是他

所經營的「誠品」書店很快就面臨了困境。幸好遇到當時已有成就的童子賢先生，慨然的幫助

這位學長，「誠品書店」才誕生了，成為了臺灣人的驕傲。誠品初期經營書籍買賣，但始終保持

文藝的本質，更在這個「創新」加值的世代，誠品更成為文藝文創商品的聚集地，並積極向全

球推展，拓展事業版圖。 

本計畫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重返三、四十年前的學習熱情、學習環境與找回為教學奉

獻無私的教師，不僅要藉由「昇華傳統科技的教育思維」，誘導

學子的創業激情，更要「用自己的文化，做自己的文創」，藉此

激發出更多學子的創造能力與創新思維，並透過訓練學子們的

商務轉譯價值及經營管理的能力，在他們心裡埋下一顆創業的

希望種子。除了大光華商圈(3Ｃ科技經營學習據點)及大稻埕(文

藝創作經營學習據點)為計畫繼續鎖定的場域外，第三期計畫本

校將擴大場域建置串連學習據點，以位於臺中的豐園北科大木

創中心及位於古坑的慈心基金會福智麻園農場(簡稱慈心農推

中心)為擴建學習據點的場域。感謝永豐餘集團將位於豐原的廢

紙廠讓臺北科大無償使用，一起為培育優質木藝人才努力。在

啟動無邊界大學計畫之前，本校已經花費近兩年時間將廢紙廠

重建，並自製木作裝潢、窗戶、門、工作桌等(圖 08)。 

豐原具有百年木藝歷史所建構的木藝產業鏈，與臺北科大緊密結合木材加工、木工機械、

漆藝三項產業特色，並推動跨領域與異業結盟，共同研發新技術，一方面重現臺灣木藝產業榮

景，另一方面讓對木藝及創作有興趣的學生參與設計，並嘗試企業化經營。木創中心所開發的

商品也要結合地方文化並且串聯地方文化。舉例來說，豐原媽祖廟是在地的一個文化表徵，大

稻埕也有媽祖廟(慈聖宮天上聖母)。我們在木創中心所製作的綠豆椪原型上賦予媽祖「點燈」的

形象並串聯豐原與大稻埕場域(圖 09)。 

慈心農推中心位於雲林縣古坑鄉，是一個重視自然演替，佐以人為營造環境的生態區。類

似木創中心，由義工修整房舍、植樹、有機農作生產等。慈心農推中心強調「回歸循環」，自然

大稻埕慈聖宮天上聖母豐原慈濟宮 開燈後會顯示媽祖圖案

開燈前 開燈後

綠豆椪原型

圖 09-綠豆椪原型上賦予媽祖「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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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原則，讓資源循環再利用。盡量使用低耗能建築及農業生產。第三期計畫是移植臺北

科大的科技研發技術及知識進入，如儲水能量槽、綠色建築、透水磚、環保水泥等，並幫慈心

農推中心挖掘更多可以被解決的環境問題，及解決方式，例如：如何將大片玉米廢料轉成乾淨

的肥料，取之於慈心農推中心，用之於慈心農推中心；又例如：如何解決大批枯葉的問題？德

國的樹葉餐盤技術(圖 10)也可以用在高值化慈心農推中心的樹葉下腳料嗎?搭載科技技術的實

務課程及實地參訪，培育學生綠色環保技術的深耕及社會關懷的“心”。 

2.1 計畫目標 

教育改革首先要強調的事情，是改革的目標及傳統思維的改革，及可能會遭遇到的困難及

衝擊。本計畫在第一期就已經建構了主要的目標：為了學生的學習而努力，找回學生的學習熱

情、教師的教學熱情、創造不同以往學習環境的氛圍。教育的本質在於教導學生能具備服務社

會的充分能力與知識，並將所學貢獻於社會，因此，教育必需在與社會結合的前提下去執行。

隨著執行期間，我們對原先設立的目標更為肯定及堅持，計畫的修正都是為了擴大執行的成效，

讓計畫的進行更能達到計畫目標。以學生學習為主要核心的目標，規劃強化學生的基礎能力、

專業知識，同時必須學會商家的經營，也要學習新世代的資訊科技，如互聯網+、物聯網及數位

金融，讓自己成為具國際觀網路創業的隱形高手。資訊科技的先進時代，讓創業的型態更多元，

更容易去嘗試，尤其是學生，學生往往是處於最有衝勁的年齡層，也是最有接受失敗的本錢，

失敗對於學生的成長，也是很重要的學習歷程。 

臺北科大一直定位為實務研究型大學，不僅是企業家的搖籃，也是技術紮實的人才培育基

地，及學生展現創新與創意的平台，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小企業的研發好夥伴。本校有感於：

(1)教育部引導及鼓勵大學校院發展與城市共生共榮之教育型態與經營策略；(2)學校在社會及社

區中所應擔負之中堅領導角色；(3)社會問題可以規劃成為學生學習的核心教材，因此積極規劃

以本校為核心，整合周邊社區資源的創新教育體制、致力提升教育價值、轉化學習生態，突破

傳統由「教師為教育的主體」轉化成由「學生為教育的主體」的教育原則，讓學習由被動轉為

主動，進而導入以「城市社會為教育的主體」的議題至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上，將城市與

學校融為一體，形成學校與城市共構的教育生態。並且透過全校各處室的整合，共同為一個友

善創新學習生態系統(Learning Innovation Friendly Ecosystem-LIFE, 圖一)努力，將教育的磁

場擴展到臺北科大的每一個角落，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然而，要建立「城市為教育的主體」的概念，就必須要踏入城市社區中，實地去了解當地

的社會文化、生活、人情、生態圈等。城市可以提供學生很好的學習環境，學生自城市學習到

圖 10-慈心農推中心的水資源、綠色能源環境、玉米田及德國的樹葉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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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臺北科大無邊界大學計畫目標的綜合描述 

圖 12-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執行主軸說明 

北科大的
無邊界教育

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

打破教學邊界

打破研究邊界

打破創意邊界

城市面

打破教室邊界

打破展場邊界

打破企業邊界

目標

• 學習社會實務經驗， 提升能力
• 發掘社會所需， 解決社會需求
• 結合校園資源學習解決方式
• 拓展場域、 建置學習環境大教室
• 取用社會資源、 回饋社會
• 學習無邊界， 多元學習
• 打破多元邊界限制

課程面打破邊界 學習面 執行面

微學分課程

深碗課程

服務實習

PBL

TBL

SBL

3Ｃ互聯網＋的
應用技術

3Ｃ產品行銷策
略與方法

3Ｃ實體與網路
經濟

文藝傳承

文藝互聯網＋

藝術品經紀人
拍賣技巧

大光華商圈

三創園區

慈心農推中心

大稻埕商圈

華山文創園區

木創中心

教學單位

行政單位

校友

市政府

社會場域

企業界

3Ｃ物流與金融
技術

文藝行銷

擬定方針

互相支援

兩大學程

八大專業

多元學習

提升效率

打破邊界

無邊大學

前進城市

潛入社會

文藝互聯網＋創新創業學程

3Ｃ 物聯網創新創業學程

的知識，會和在學校教師可以教授的知識有所差異。學生的學習除了在學校的教室裡，也要增

加在城市裡的學習，例如了解文化的重要性，學習如何待人處事等。善用周邊社區的資源，可

以讓學習變得更加有趣，如果學習可以更豐富、更多元，那麼教育就是無邊界。學生學習的內

涵及教師教學的內容，若是能搭配地方城市發展的議題或社會存在的顯、隱性問題，對教育、

對地方、城市都會同時加分，除了契合學術與城市地方的發展與默契，解決社會問題，也可以

如上述，讓學生的學習與社會更貼近。未來學生所需的技能是學不完的，要如何教導學生擁有"

應變的態度"，將來他遇到任何新的事情他會自己去找管道學習並補足知識。 

綜合上述，我們把計畫目標綜合描述在圖 11 中。臺北市長柯文哲先生以結合大光華商圈區

域整體發展及推動，使之成為臺灣躍升國際資訊創新的核心定位，為市府對大臺北城市發展的

重大期待與議題，其中大光華商圈的產業與都市空間發展定位，在以資訊科技產品之消費、生

產及研發三者的結合為核心。臺北科大為商圈內的重要成員，學校在社會及社區商圈中更應擔

負與該商圈互為產業與研發人才，供需聯結的中堅領導角色，此外，大稻埕商場亦是臺北市政

府近來發展文藝特區的重點。 

本計畫於第二期計畫中，以

「互聯網+及物聯網加值學習

創新創業」為計畫執行的兩個主

軸，並加入 FinTech 課程，與本

校相鄰的場域大光華商圈及相

隔 2 公里的大稻埕商圈，分別

規劃學生學習以 3C 科技創新產

業及文藝創新產業的跨領域課

程 (由計畫主持人擬定的大方

向)，經由光大創創學院與各系

所主任一起共同建立內含第二

專長的學程結構，目前已完成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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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要的學程開設，並完成了七個第二專長的課程開設，以大光華商圈及大稻埕商圈作為學生

學習的場域及實驗場所創新創業的大教室，建立「彈性自主，且開放性的實務教學模式」，「結

合地方政府資源」，並「融合校園與城市間的學習樣態」，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及永續經營的

教育典範。光大創創學院的「特色教育模式」以圖 12 來說明以「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為本

計畫主軸規劃各種與城市結合的特色課程。 

就大學來說，必須打破教學邊界、研究邊界及創意邊界；城市面來說，必須打破教室邊界、

展場邊界及企業邊界，讓學生前進城市，所學習到的相關專業知識及經驗，一定不是學校所能

教授的，發掘社會所需並結合校園資源學習解決方式的教育目標，藉此以便達到城市為大教室

的學習目的，並結合校內外整合資源，讓學生的學習更為完善。學習面的規劃除了既定的專業

知識課程外，微學分課程、深碗課程、服務實習增加多元化的課程，並採用 PBL、TBL 及 SBL

的形式上課(第 3.2.8 節詳述)，提升學習的效率。課程面有兩大學程及八個第二專長的課程互相

搭配。學生學習的大教室除了鎖定的兩大場域，擴展教室環境至豐園木創中心及慈心農推中心。 

 

2.2 計畫目標與其未來十年的校務發展關聯 

臺北科大向來都是定位成「具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以建設本校成為「以科技為強

項之國際知名大學」為願景，擬定的長程校務發展目標(5-10 年)之重點在於「發展為臺北都會

科技與文化薈萃的閃亮焦點」、「結合學校經營與城市發展共同運行」的理念打造成為國際化的

一流科技大學為未來十年的校務發展目標。這些目標與本計畫已透過特色的教育模式，配合城

市發展所需規劃模組化學習課程，形成與社區、跨校的互利、共榮、共營機制，融合校園與城

市間的學習樣態，制定學生自主創業能力並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不謀而合。過去本校已為國家

培育無數中小企業的中堅領導人才，為臺灣工業奠定穩固的根基，也與企業間形成堅實的產學

合作模式。在這樣的基礎下，要進一步擴散教學能量，加強創業軟實力，與社會結合並邁向國

際，整合商家及市府等外部資源，確實服務社群，才能確保本校技職教育的典範領航。 

此外，本校受教育部長期肯定，執行「教學卓越計畫」改善基礎教學設施，建構專業基礎

與全人培育方式；而在「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深耕實務能力並延伸產學連結，搭起產業互動，

技術移轉及成果商品化的平台。若要達成創造整體社會之多贏成效，必需落實根本教育體制，

以更彈性、更開放、更實務的教育模式努力的朝城市強化的議題及公共參與的角度去執行。 

 

2.3 指標性的標竿學習對象 

21 世紀新世代，科技的進步，跳脫傳統的思維與作法，邁向新一世代的腳步，大學也不例

外，為了迎接大學創新轉型的時期，臺北科大藉由本計畫嘗試跨界校園、結合臺北市政府及對

社會服務，來展現技職教育在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功能，培育社會人才的重大責任。同時本計

畫也是大學成為教育與社會連接橋梁和樞紐的重要實踐者，本校身為技職教育的龍頭學校，更

應該負起培育人才、社會實踐的重責大任。 

高教學校的創新轉型已蔚為風潮，國內外可循的例子從史丹佛大學之於矽谷；倫敦大學、

帝國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之於東倫敦科技城；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筑波大學、

首都大學等之於日本秋葉原；北京科技大學之於北京中關村。這些都是全世界知名大學與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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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以科技園(或科技城)的方式在促進大學科研和教學的同時，帶動地方的經濟發展。 

在創新創業方面，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InnoWay，圖 13)鄰

近 30 間以上的高校聚集(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及附近

的高新園區等。北京政府對於中關村的建設相當重視，並希望藉

此能夠將此地區的建設影響全球的科技發展。而相當於北京中關

村的臺北大光華商圈，有華山文創園區、三創數位生活園區、建

國啤酒廠等多個商場共同組成，而本校得天獨厚，被周圍的這些

商場包圍著而像互補機構一樣互相學習，共營共榮。如此優渥的

學習條件，再搭配學校已經建立的創業資源軟、硬體，衍然建立一條臺灣的創業大街，可以培

育更多的學子完成他們的創業夢想。 

在創新學習方面，我們主要的標竿學習對象是似大光華商圈

的日本秋葉原與大學合作的模式。秋葉原模式是將幾所大學都集

成在秋葉原交叉領域的所在地-新設立的秋葉原 IT 樞紐信息中心

(圖 14)，該中心大樓 5~15F 是產學合作專用的空間(Akihabara 

Convention Hall)，東工大與東大兩校的資訊相關科系在那邊都

有據點"秋葉原 UDX Conference"(他們把無邊界大學稱作 Open 

College)，學校的成果發表會等相關會議也會在該處舉辦，甚至

對外上課。秋葉原模式以創新的思路形成業界，政府和學術界之間的交流平台，不僅可以共同

合作研究，而且可以直接快速接收到和東京市府政策相關的最新信息，規劃民營企業(業界)和先

進應用研究(大學)緊密配合公共機構(市府)政策推動所需的方法，以城市為舞台演示成果並豐富

人力資源開發性能。換句話說，隨著企業前膽技術教育的擴大與政策結合，培育企業及社會所

需的高教人才。 

與標竿學習對象彼此的差異分析：日本秋葉原模式儼然已經是大學與企業、城市無邊化的

標竿，然而它的執行模式較偏像於「科技大學城」的概念，由企業為主和大學在創新育成及專

利技轉上就近結合。大部分的合作思維都建構在「科技」面向。本校在執行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時也成功的經營「臺北科技大學城」並落實與企業研發的雙向溝通與共創雙贏的能力。如果能

進一步結合本計畫「以學習為主體的角度去進行城市服務與社會共榮」的創新作法，必定能夠

凝聚出新的校園學習生態的氛圍。本計畫與秋葉原模式彼此的差異如下： 

1. 本計畫以「學習教育為主」，成立光大創創學院，除了和企業間形成共同研發的盟友外，也要

配合在地業者的屬性設計一系列跨界課程及學程，並以鄰近商圈為實驗場域，互補學習，有

效培育對企業及社會直接有貢獻能力的創創人才。 

2. 本計畫的執行方式和概念有別於一般的產學合作案或校外實習，聚焦在青年學子(日間部在校

生)，或社會人士(進修部在校生)的專業教育延伸，將學生推入城市，潛進商家，讓他們學習

實地商務經驗激發創業因子外發掘社會所需、結合校園資源學習解決方式。 

3. 課程導入「互聯網+創新創業」及「物聯網創新創業」等跨領域的教育內涵。 

4. 在科技方面，引進「工廠型實驗室」，學生可以學習到如何協助業者小規模的試量研發及打樣，

業界可以更經濟化的深耕製程。並且以在地商業特色為主題(例如：3C 產品)開設跨界「3C

圖 13-北京中關村的創業大街 

圖 14-秋葉原 IT 樞紐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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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臺北科大無邊界教育政策 

物聯網科技創新創業學程」。 

5. 除了科技外，本計畫亦強調「人文與藝術」的社會所需。把臺北科大的文發及設計專業教育

擴及臺北市，並以華山文創及大稻程社區等為例子開設跨界「文藝互聯網+創新創業學程」。 

6. 第三期在科技及文藝兩個領域更開發了跨足臺灣中部的豐園木創中心及慈心農推中心，讓學

習的大教室更無邊界。 

7. 透過「金融科技」的課程與訓練及矽谷低碼程式平臺(Agilepoint)，讓學生在創業過程中，可

以了解到財務方面的相關專業知識及管理審核技術。 

8. 本計畫透過「網路行銷」高手的實務課程培育商圈轉型而商業經營模式必需跟著改變所需的

人才。第三期將進一步引入「大數據」手段來協助商家對銷售的策略掌握。 

9. 配合市府推動的城市政策並且導 入 PBL(Problem-Base Learning) 、 TBL(Team-Base 

Learning)及 SBL(Solution-Base Learning)的學習與教學模式來有系統的學習解決社會問題

的方法。 

10. 本計畫以「城市」為無所不在的「學習教室」及「實習場域」。 

近日，本校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簽約(圖 15)，部分合約書如附件 01，主要在和多媒

體實驗室(media lab)合作進行城市科學，相關議題的

研究，利用與運輸相關的無人車技術公民造鎮方法

(methodology)，都市空間的智慧應用等。MIT media 

lab 本身的運作機制就是一個由很多小型潛能企業專

題組成的大公司。也是存在於大學內的企業橋樑，研

發的項目都是以城市需求為主。工作者就是學習者，

學習的方式是自由且無邊。他們的座右銘是：「If you don’t fail, you are not working!」所以

失敗對他們而言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模式。MIT 在不久也將成為我們學習的標竿對象。 

 

參、 計畫推動重點與方法 

3.1 以大臺北地區為核心之特色教育模式的創新作

為 

 21 世紀是資訊網路產業崛起的時代，傳統思維

再也無法因應時代的變遷，全球市場經濟的開放及

網路技術的先進，教育勢必走向無邊化的發展。「無

邊化教育」是教育的過程中，以非固定的形式及更

加彈性多元化的教(Teach)與學(Learning)相輔進行，

而無邊化教與學所帶來的衝擊與效益也是相當重要。

對傳統教師的教學及學生學習的模式帶來一波波的

衝擊，也讓彼此皆能有所成長。藉由改變教與學，

除了開拓視野的廣度，學習產業的前端技術，縮短學用落差。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建立以下

幾種方式，為達到本校無邊界化的教育政策與決心(圖 16)： 

 打破地理位置邊界(Geographical boundaries)：符合傳統高教的教育機構性和地理性邊界

圖 15-本校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簽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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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臺北科大三維融合的教學與學習策

的分解，將以光華商圈、大稻埕商圈、豐園木創中心及慈心農推中心為示範性場域和校園滲

透融合。 

 打破領域知識邊界(Domain knowledge boundaries)：經由不同領域知識的跨界結合培養

具創意知識及問題整體解決方案能力的高教人才。如，科技、文藝與經營管理的整合。 

 打破學習與就業邊界(Study-career boundaries)：讓硬梆梆的專業知識學習後的出路有更

彈性的思維。例如，電子系的同學就業是否選擇經營電腦買賣及電子商務，有文藝創作能力

者也能進行網路行銷，傳播文化。 

 打破實作課程邊界(Intern boundaries)：利用服務實習(Service Intern)，讓學生發掘商務層

面的問題，並移回校園內學習解決的殿堂。 

 打破心理邊界(Psychological boundaries)：無論是創業或就業都有無形的邊界。利用自身

場域的社會輔導打破不同人格特質學生的學習框架與障礙。 

 打破制度邊界(System boundaries)：(1)依高教創新的相關法令鬆梆並鼓勵創業，就學過程

中執行「創業」者可以延長修業年限。(2)學分學程的「模組化課程」制度。(3)結合正規學校

學習(日間部全天班學制)與非正規學校學習(進修部在職班學制)。(4)推動微學分課程制度且

突破學分修習上限。(5)行政單位可以開課，行政單位教學人員可以授課。 

 打破時間邊界(Time boundaries)：利用以上制度政策的調整來延續本校學生的修業年限，

讓學習時間無邊化。 

此外，業界老師可否與學校教師共同授課？不同科系領域的學生可否一起學習？不同學校

的學生可否一起學習？不同場域的學生可否一起學習？我們在第三期規劃了三維融合的教學與

學習策略(圖 17)，針對這些問題找

尋答案。本計畫由距離本校較近的

場域特色商圈：大光華商圈(光)及

大稻埕商圈(大)，作為本校實踐無

邊化教育的示範場域。為落實無邊

界大學的精神與執行模式，本校成

立了光大創創學院。第三期光大創

創學院將突破藩籬走向遠離校區，

計畫將執行前所未有的大膽嘗試。  

學校最重要的目的為培育社會

人才、教導學生專業知識、奠定學

生基礎能力，透過紮實的實務訓練，提升學生與他人競爭的能力。此外，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學校應積極鼓勵學生創業、走出校園學習更多未知領域的知識、提升自我眼觀的能見度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根據本校與臺北市政府共同簽署的大光華商圈發展合約，共同與大光華商圈場域

的商家，發展 3Ｃ科技的夢想園地(目標為仿造日本的秋葉原)，且於大光華商圈、華山文創、三

創園區等周邊的商圈場域，建立學習據點，讓學生除了在學校學習專業知識外，也可以至場域

的學習據點，學習社會上才能擁有的寶貴經驗，進一步提升學生的社會人際溝通能力，並透過

站在第一線顧客接觸中，藉由顧客的想法，啟發學生更多的創意靈感，進一步去協助學生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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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進人生的第一桶金。 

大臺北地區除了 3Ｃ科技的發展外，文創的發展也相當的被重視，本計畫鎖定的場域為距離

本校 2 公里左右的大稻埕商圈，而大稻埕商圈為南北貨聚集地、布料、茶葉、文藝等，且還保

有古時後的文化歷史，因此本校有責任要將文化之美發展起來，並保護古蹟，使之傳承下去，

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臺灣文化的美麗之處。 

於第二期執行中，大學學習生態辦公室，曾給予本校一個重要的訊息，「臺北科大，應該要

做更高層次的無邊界大學才對」，我們思索了何謂高層次的無邊界大學，並反思本校的出發點為

何。因本校屬於技職教育的龍頭學校，勢必要帶領其他學校走出新的氣象，而無邊界大學是以

科技為出發點(臺北科大為實務研究型大學)，應要將科技的力量回饋至社會的地方、人民、百姓

及有需求之人。第三期開始，本校除了上述的科技與文創外，將會擴散場域，建置學習據點，

將擴散至豐園北科木創中心及慈心農推中心，而彼此間的合作，更是誠信誠心誠意。學生學習

木工的基本知識與實作，進而至「豐園北科木創中心」，進行實務實習、參與計畫執行者等。另

一學習據點的建置，是位於雲林縣古坑鄉的「慈心農推中心」，將本想所研究的科技，應用於慈

心木創中心的建築、儲存(海綿城市的概念)及綠色建築物，共同利用科技的力量來建設農、林地、

解決農、林地的問題。並建置學生學習場域據點，一同共同參與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執行第二期的規劃重點，是將專業知識方面的課程，規劃成微學分的課程，除硬體之外，

也引進軟體導向的設計課程，同時增強軟硬體的專業能力。利用資訊科技網路的力量，帶動軟

體＋行銷思維，讓學生獲取不得了的創意產值。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利用互聯網資訊科技

的力量，成為亞洲首富。因此可見資訊科技的力量是不可小覷的，藉此本計畫在第二期以互聯

網、互聯網＋及物聯網的概念為主要核心導入至課程中，並加入軟體程式語言設計為主的

「Internet plus 互聯網+」的創意發想課程及 FinTech 實作課程。設計彈性化的課程、微型課

程的開設(讓學生選擇性的學習相關領域的知識)、搭配更紮實的深碗型課程(增加深度化的知識

了解及專題應用)，提高不同領域學生選修學程的興趣及意願。且學校為增加多元化課程的開設，

開放開課彈性，讓行政單位(光大創創學院隸屬於行政單位研究發展處底下)也可開設校院級選修

課程(附件 02)。 

 藉由上述的彈性課程執行，在第二期時與美國矽谷校友的新世代軟體開發公司 Agilepoint

合作，該公司是一個 Low-Code App Platform，用來打造容易產生且量化(scale up)App 的應

用程式產生器(Application Generator)，同時起喚因 Software Reconfiguration(軟體重新配置)

的複雜性而對 IoT 應用無限可能性的追求熱情。過去，在傳統的程式撰寫(Programming)方式

時代臺灣總是扮演著缺席的角色，今日，新世代軟體技術才開始發跡，大家目前是齊頭式的平

等，如果不把握這個機會又待何時？現今智慧型手機與 APP 普及，工程師成為最熱門的行業之

一，程式語言因而被奉為基本專業技能，不但能成就職涯，甚至一夕致富。以色列被譽為「天

才多產國」，他們的菁英教育背後的秘密武器就是網路教育：小四學程式、高一學防駭。從小就

以程式語言來訓練他們國人的邏輯，邏輯有人就很容易引發很多合理可行的排列組合而產生無

限創意。「創意興國」已經成為以色列的代號。歐洲的愛沙尼亞(Estonia)，也將程式語言列為必

修重點的一門課，訓練程式語言相關的專業知識能力及提高邏輯思考能力，造就了愛沙尼亞工

程師所開發出家戶揭曉的的通訊軟體「SKYPE」，翻轉了整個通訊產業。未來的趨勢勢必會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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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光大創創學院擬定無邊界大學計畫推動重點及創新作法 

訊科技為主要核心，教育上必須要所突破，利用資訊科技的力量，取代傳統教育的模式，讓教

學更快速，學習達備率提升。 

程式語言已經是 21 世代教育重要的一部分，紮根數學教育及演算法能力，強化培養學生運

算思維、表達並熟悉資訊工具的能力。如果能將程式語言與大光華商圈結合，不只是結合臺北

科大的學生，也讓中、小學生有程式訓練的人深造他的夢想，讓大光華商圈成為孩子在程式語

言設計上「深造專業技術的園地」、「啟

發創新思維的園地」、「實踐創業夢想的

園地」 (圖 18)，培養出未來更多對程式

科技感興趣的創業學子也成為本計畫的

另一個特色。臺北科大在執行第三期計

畫時程式設計課程已是全校必修科目！ 

第三期計畫的執行重點，將會更加

強著重於與場域之間的互動與經營，並

擴建串連學習據點，如臺中豐園木創中

心、慈心農推中心等場域，建置學生學

習環境的大教室。在課程規劃上就會沿用第二期計畫所規劃的核心課程，並加入創新創意思想、

跨領域思維、商轉技巧、口說訓練等相關課程，培育本校學生各方面的專業知識、技術能力、

技巧等能力提升。讓學生培養能力技巧外，同時會規劃社會參訪、社會服務實習等課程，讓學

生體驗到「社會性」的重要，讓學生能夠深刻的體驗到社會的真實性，了解社會的需求性，藉

此激發自我潛能。 

 

3.2 推動重點及創新作法 

依據無邊界大學計畫推動要點及延續前幾期全程七項子執行項目外，本期將新增一項重要

的計畫執行項目八：發展

及落實「大學友善創新學

習 生 態 系 統 (Learning 

Innovation Friendly 

Ecosystem-LIFE) ， LIFE

系統的建置表示該計畫的

成功性與永續執行的決心。

第三期計畫推動重點及創

新作法如圖 19。詳細說明

請見底下各子計畫章節。 

 

3.2.1 子計畫一：設置學習創新創業的大教室-「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  

 為落實無邊界大學的精神與意涵，本校已設立「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以下簡稱光大創

創學院)，並有實施要點(附件 03)。光大創創學院是屬於虛擬的學院，但有設立實體的辦公室，

圖 18-臺北科大打造學生實踐的出發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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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推動以學習為主要核心的創新制度，也負責推動與執行計畫的實體單位。本校創業教育的

首要課題，培育學生創新創業的能力，學會如何在失敗中成長的重要經驗。而光大創創學院的

工作項目包含規劃跨領域課程、開設特色領域學程、辦理競賽活動、推動創新制度、規劃模擬

創業活動、場域媒合、實務實習、法規制度建立等。為學生的學習帶來全新不同的模式，為學

校帶來處處「充滿學習」的環境氛圍。為了讓學生能清楚的領悟到本計畫真正想要表達的學習

精神與培養學生創新創業的思維及作法，配合臺北科大創業社群旗艦店、點子工場經營、創業

團隊前期育成及公司 Pre-IPO 的創業服務，將「創新創業力」發揮在大臺北地區使之成為學習

創新創業的大教室。 

以城市為主要核心，大光華商圈及大稻埕商圈作為本校無邊界大學的示範場域，配合當地

的場域特色與文化，開設「3C 物聯網創新創業」(附件 04)及「文藝互聯網+創新創業」(附件

05)為兩大主要學程(第二期執行計畫)。於「3C 物聯網創新創業」學程中，規劃開設 4 個主軸方

向(第二專長)，分別為「3C 互聯網+的應用與技術」、「3C

產品行銷策略與方法」、「3C 實體與網路經濟」、「3C 物流與

金融技術」(附件 06)；在「文藝互聯網+創新創業」學程中，

規劃開設 4 個主軸方向(第二專長，目前已過 3 項)，分別為

「文創互聯網+」、「文藝傳承」、「文藝行銷」、「藝術品經紀

人拍賣技巧」(附件 07)。第三期一方面確實實踐以上兩個學

程的課程規劃，反思檢討課程規劃不足之處，並強化課程目

標，另一方面開始規劃適合豐園木創中心與慈心農推中心的

課程與學程。圖 20 為光大創創學院所擬定強化課程的目標，

以八個目標方向進行規劃、導入至「特色領域課程」，目標

方向分別為「產業技術人才培訓」、「行銷手法與行銷策略」、

「商轉技巧」、「跨域創新、創意、創作」、「古蹟活化、修復、保護」、「未來趨勢眼觀培養」、「文

藝、文化、文創傳承」、「創客、創意發想」，並與場域社會人士、企業家、文化保護家、創客、

學校教師、能人之士等共同進行規劃，讓學生的學習更為完善，對於出社會後的未來，有明確

的方向，以達到學校培育人才的社會責任與目標。規劃說明如下： 

 「產業技術人才培訓」：技術培訓是就業前很重要的課程，學校不能一味的只灌輸學生專業

知識，讓學生畢業在社會上工作時抱怨「學校沒有教」、「所學與工作落差太大」等。新世代

的來臨，教育理念的改革是很重要的，傳統的教育理念已經不適合運行，並須考量的是學生

出社會後，如何快速地接納社會的磨練、及所學可以幫助自己更快的成長。因此光大創創學

院的成員與學校相關系所的專業教師商討，將「產業技術人才培訓」的精神概念，導入至各

院系的課程。於畢業前規劃讓學生學習產業相關的經驗與技術技巧，並以不同課程的形式開

設，邀請知名企業、商家人員、技術者等來授與相關知識與技術，開設規劃如產業培訓工作

坊、技術培訓研習營、社會經驗與倫理道德分享講座等，藉此讓即將畢業的學生，可以先行

出社會工作前的歷練，縮短學用落差，彌補經驗能力不足之處。 

 「行銷手法與行銷策略」：本校的學生向來擅長實務研究，但在行銷及經營方面，卻稍為薄

弱，苦幹實做的學生滿滿皆是，但不會推銷、不會販售，永遠都是只能做工程師。鴻海郭董

圖 20-光大創創學院擬定強化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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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 Sharp 時說：「Sharp 的東西很好，但他們不會賣。」若要創業，除了要會做以外，還

要懂得金融行銷的概念及好的行銷手法。光大創創學院將會與管理學院共同規劃「行銷手法

與行銷策略」課程，導入至各院系中的課程，加入財務管理、金融科技等概念。也會安排讓

學生至合作的場域，實際去接觸第一線的顧客，設法了解顧客的想法，學習建立人與人之間

的溝通與交際方法，並透過所收集的想法，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產品，賺取自己人生的第一桶

金。 

 「商轉技巧」：一位成功的創業者，除了，苦幹實作外，表達的能力也很重要。大部分學工

程類的學生，口語表達的能力都比較笨拙，「做一說一」，口說能力需要加強訓練，不懂的婉

轉及溝通，就會常吃悶虧。努力完成的成果，因無法與人交涉、交際，導致時常錯失許多機

會。「商轉技巧」除了訓練學生口說能力外，也要懂得自己成果市場的價值。要學會如何讓

自己的產品能夠透過自己的轉述，販售出去。我們會規劃一些課程訓練學生，如規劃「故事

接力」(如同「華爾街之狼」說故事)、「隨機商品描述」、「5 分鐘的心動描述」、「實戰實場培

訓」、「畫大餅」等的課程，讓學生除了能做，還能將自己的產品描述，販售。 

 「跨域創新、創意、創作」：未來臺灣的學術走向，勢必朝向跨領域的結合，培育人才有多

項方位的思維，朝向創新、創意的思維，創造出無限的可能性。對與理工科的學生來說，創

新創意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有了充分的實力，就能有辦法自行去創作、思考。學生必須

注重紮實的實力培養、研究精神及精益的技術，才能產生創新創意。反之，如果學生有著無

限的創新創意，卻沒有實作能力，就會被說成是「天馬行空」。若能將創意的精髓導入實作

課程，或是將實作的訓練模式，引入創意類的課程，彼此互相融合，就可以讓創意透過實作

實現出來。 

光大創創學院將會與相關專業的教師一同規劃、設計多樣化的跨領域課程，如「3D列

印＋Arduino」、「金工藝技＋科技產品」、「文藝文創科技」、「跨領域研習」、「文化科技時尚

藝品」等跨領域結合之課程，並舉辦成果發表、跨領域競賽活動、研習營等，藉此除了訓練

學生能有多方面的思維下，同時也培養學生能有多才多藝的技術能力。 

 「古蹟活化、修復、保護」：除了科技外，文化保存也非常重要。臺灣擁有許多文化產物及

古蹟歷史，經過上百年，文化產物及歷史古蹟開始會有所損壞。文化是代表一個國家的發展，

過去的歷史都會呈現在一個國家的文化上，因此修復文化、保護歷史古蹟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也是代表和社會鏈結的議題。光大創創學院將找到新的場域來開拓文化修復及再利用課程

(新竹「羅屋」洽談中)。之後才能與本校師生及場域共同研擬如何進行文化的修復，讓臺灣

的文化可以傳承至後代，更讓世界各國更多的人看到臺灣文化歷史的「美」。此課程會相似

「社會關懷」、「社會實踐」、「社會參訪」等課程，讓指導教師帶領學生進入場域，並與當地

的文化修復師、歷史保護學者等一同進行。 

 「文藝、文化、文創傳承」：除了上述的修復文化外，文創也是另一項重大執行的目標，

如何讓文化有嶄新的呈現，以多元化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文化美麗

之處，每一個文創的背後都有一個具有意義的故事存在，將這種具有意義的文化與精神，

傳承下去。只有歷史意義的才叫文化嗎？不！應該是人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而這些故

事都會是傳給子孫最美好的回憶及經驗。「從現在起，我們要做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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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光大創創學院修習架構圖 

客製化學習

創新學習

創業輔導諮詢委員

資源協助

自我規劃翻轉修課

們要做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用不同的形式展現出我們的文化，讓世人都可以了解到本校

每一個世代的文化觀點，背後都是有歷史、有故事、有歡樂、有辛酸的，傳承這樣的文化，

讓更多的人了解。」，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的故事利用不同的形式製作屬於自己的

文化，保留回憶。因此在規劃課程上，我們會希望學生在製作屬於自己的文化的時候，要

先構思這件作品的故事性、意義性，藉由成果的發表，讓他人了解自己在創作作品的時動

機及故事。此規劃主要是要讓學生了解到任何的文化創作品都是具有意義的。 

 「未來趨勢眼觀培養」：做一個領航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遠觀、遠見，臺北科大身為企業

家的搖籃，畢業的學生，絕對不是一般工程師，而是具有研發能力的研發工程師或工程師的

管理者。除了專業技術外，獨立的想法及看見未來的趨勢也很重要。如同台積電張忠謀董事

長，帶領台積電一直持續走在先進製程的重要地位，有遠見的領導者，才能帶領公司走入最

先進的時代。但要培育學生要有遠見的觀點，絕對不是開設課程就能達到的事情。要培育學

生有遠見的觀點，第一件事情要消除學生對於未來的恐懼，及提升自我的能力(包含基礎能

力、專業能力、技術能力、創新創意等)，並且搭配服務實務實習，親臨第一線面對顧客，

清楚的了解到顧客的想法，藉此打開自己的眼界，培養自己對未來趨勢的敏感度，同時也邀

請知名企業的人員分享重要的經驗。 

 「創客、創意發想」：創客是賺取人生第一桶金的最快途徑。光大創創學院將「創客、創

意發想」的概念精神，以微學分課程、工作坊、研習營活動、專題競賽等方式開辦，讓任

何一位學生都可以是創客，致力於開發學生的創意發想，配合本校已建立的點子工場及自

造工坊，讓學生可以透過創意發想，至此處接受專業師資的指導與給予意見，並進駐開始

創作作品，創作期間會有專門技術人員給予技術指導等，讓學生可以完成創作作品。也會

多方邀請「創客」親臨指導並傳授經驗。 

光大創創學院亦的修習架構如圖 21，可分為修習第二專長證書、修習學程證書及創新創業

三個層次。學生須填送申請書及修課計畫書，要了解自己修課的目的為何，為何而修，修課期

間期望自己的所能達成的目標為

何。多次諮詢、溝通與修正計畫

書，經委員們認可方能開始進行

修課計畫(詳細修習學程證書如

3.3.1 節)。若修習期間欲創業者，

需提送創新創業計畫書，並會安

排相關企業人士、專家顧問給予

諮詢、給予輔導，並贊助學生創

業經費，讓學生無顧慮的去創業，

完成自己的夢想。(目前只交創新

創業的學生人數共有 8 位-兩組) 

 

3.2.2 子計畫二：建置與串連學習據點 

初期規劃，以大臺北城市地區為學習的核心地，並選定大光華商圈場域及大稻埕商圈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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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光大創創學院學習據點分佈圖 

為主，並且配合臺北市政府「城市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創新政策，結合當地特色文化，

規劃開設一系列特色領域的課程，並邀請能人之士授與知識與經驗分享，藉此發展「知識無邊

界化」、「教室無邊界化」、「教學無邊界化」的無邊界大學。而特色領域的課程，與臺北市政府

的政策息息相關，由市府擬定大方向，由本校與城市場域共同規劃執行。本校已經與臺北市政

府產業發展局簽署合作意向書，整合社區資源，推動區域商圈的發展策略、形塑大臺北城的特

色。與大光華商圈及大稻埕商圈簽訂合作意向書，作為學生學習的場域，並讓學生至實際的兩

大商圈場域中進行實務經驗實習，學習商圈的文化，培養學生學習創意的思維及創業。 

本計畫是將大臺北地區的兩大商圈與本校億

光大樓串聯在一起，作為學生學習創業的後勤基地。

所規劃的文創藝術創新創業學程，與臺北市政府合

作，可引入教育資源，再生文化經濟的價值。學生

及教師可以透過光華商圈及大稻埕商圈為據點，進

行相關的創意教學研究於實體商店實務經驗的學

習，並將成果向全國展示，並培養學生創新創意的

思維及創業的精神。而身為企業家搖籃的臺北科大

也將導入最新的 O2O (online to offline) 虛實整

合營運的商業模式與行銷手法，參與學習據點的維

護及永續經營。 

 本計畫將拓展場域，建置新的學習據點，圖 22 是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目前學習據點分佈

圖。擴充至豐園木創中心)(文創)，緊密結合豐原木材加工、木工機械、漆藝三項產業特色，再

度肩負起北科大的歷史使命，期許木藝產業傳承手工技藝、扎根工業技術、發展先進科技，讓

豐原具有百年木藝歷史所建構的木藝產業鏈活絡再起，重現臺灣木藝產業榮景。於木創中心建

立學生學習的據點，學生可至本校先修習相關專業知識

及基礎技術，藉由木創中心培育學生的專業技術。此外

也將場域擴展至慈心農推中心(科技)，透過慈心農推中

心提出的問題，作為本校學生學習的議題，師生與農推

中心技術人員共同規劃、解決議題，並於農推中心中實

地訪查、討論議題、分享本校科技的經驗分享(圖 23)。 

 

3.2.3 子計畫三：辦理推廣及跨界交流活動 

無邊界大學，要讓學生跨出學校的邊界，至城市場域裡學習。必須要與許多城市場域商家、

產業、企業、甚至市府等的合作，才能成功的執行。但是對於教育不熟悉的商家來說，其實是

個負擔，因為「在商言商」，對於執行者來說，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此為了彼此相互達成某

些程度上的共識，除了對大學的種種策劃外，也要透過溝通讓場域了解教育的意義，了解無邊

界大學真正的意涵，並且願意成為執行者的一員。跨界交流的活動策劃與進行是溝通的最好方

式，也可以很自然的讓場域人士看到執行的真實情況。本校全面實施校外實習以來，已讓本校

學生及業界互惠良多。臺北科大熟悉和業界的合作模式。對和城市社會的合作，又是以教育為

圖 23-臺北科大參訪慈心農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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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臺北科大特色工廠型實驗室 

圖 25-本校光大創創學院國內(際)推廣分佈圖及 

至 10th QS World class 宣導無邊界計畫精神與執

善良宗旨，必能經由交流獲得支持。以下是為本計畫所規劃的跨界交流活動項目： 

 邀請場域負責人、商圈各店家老闆擔任重要課程講座。 

 辦理邀請知名企業人士演講，或創業家經驗分享時也邀請場域商圈人士共襄盛舉。 

 辦理臺北科大與場域無邊界大學跨界論壇。 

 辦理臺北科大與場域執行方法與策略工作坊。 

 辦理臺北科大與場域互訪及軟硬體使用方法說明會。 

 舉辦跨學術、產業、企業、商家等無邊界教學研討會。 

 與場域負責人、商圈共同策劃課程、工作坊、研討會等活動。 

 舉辦全國科技、文藝、互聯網、物聯網等競賽活動。 

 舉辦跨領域結合論壇講座。 

 邀請創業家經驗分享。 

本計畫所規劃的 LIFE 學習生態系統，

短期內以大光華商圈及大稻埕商圈為學生

學習的試作場域並協助在計畫期間教育跨

境模式的建立及調整。本計畫初期是以大

臺北地區為核心，配合臺北市政府「城市

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創新政策，

規劃一系列本校特色領域學程並跨界校園，

發展「大學無邊界化」的整體概念與臺北

市政府的城市發展政策相結合。同時整合地方社區資源，推動區域商圈的發展策略、形塑大臺

北城的特色。我們也無私的將臺北科大特色工廠型實驗室(圖 24)開放給台北市政府，以產業補

助設備進行產學合作、校際參觀、檢測代工、示範課程、專業諮詢、實作教育訓練等。中期是

將場域擴散到大臺北以外的地區，如配合臺中市政府「摘星青年、築夢台中計畫」與「愛鄰守護

隊」的創新政策，以豐園木創中心及慈心農推中心為主規劃適合本校特色領域學程(規劃中)。工

具機的集散地在臺中，「木藝」與「工具機」的結合下有可能利用本校強項之一的工業 4.0 方法

製作一條智慧化木材備料線嗎？長期上是要讓本計畫永續發展，藉由教育跨境的模式推廣至每

個城市的每個角落中的每個閒置空間及有需要的在地產業。 

因此我們會將成功後的模

式更進一步將向結盟的伙伴學

校去做有效及全面性的推廣，透

過「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創新

創業大學聯盟」、「三校生產力

4.0 聯盟」及以臺北科大為主的

北區策略聯盟的 38 所成員學校

(見圖 25)將「臺北科大光大創創

學院」模式複製的在北、中、南

發酵並向國際推廣，開創無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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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普及的價值，作為蘊積城市發展能量的平台，也期望號召更多大學的參與。此外，光

大創創學院也必須向國際間進行交流，推廣本校無邊界大學執行的精神與意涵，並與國際姐妹

校互相分享經驗、互相學習、成長。藉此達到無邊界國際化的交流。圖 25 為本校光大創創學院

國內(際)推廣分佈圖及至 10th QS World class 宣導無邊界計畫精神與執行模式現況。 

 

3.2.4 子計畫四：建置互動平臺 

 有兩個平台將在第三期計畫書中開始進行規

劃。第一，本期將承接第二期繼續建置教學互動

式網路平台[沃課 SHOP(圖 26)]，第二期規劃的是

教學網路平台架構，並與光大創創學院的成員、

校友、專業師資、技術人員、場域人員經多次的

溝通、討論所提出的想法，並開始著手計畫進行

架設。建立平台的目的，是要藉由資訊網路的科

技時代，加速收集學生想要學習的主題，及任何

人都可以透過此平台提出想要解決的問題，後台

人員將會收集意見、問題，與相關人員開始進行籌備、規劃、設計，並且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教

學，如微學分課程、工作坊、研習活動、講座、成果展示、發表等多元方式。在設計規劃課程

的階段，光大創創學院的教學人員，會先與授課的教師進行溝通、討論，並與各位教師說明一

個原則重點，以「專業階級化(通識化、一般化、進階化)」的精神去規劃課程，並希望授課的教

師能夠以短時數、密集上課的方式完成課程，且課程需要分層次領域分階段上課，讓學生以漸

進式的模式選擇自己所需的適合課程學習，以達高學習效率及因材施教的成果。所規劃的課程，

經過各院系審核通過，將納入到校、院系級課程，成為常態性的課程，並經由專業教師的規劃，

更能完善的讓學生學習更為完整。配合學校的課程發展，跨領域學習規定，可藉由平台規劃相

關跨領域之課程。 

 平台的重要創意是「任何人都可以是老師，任何人都可以是學生」，說明學生一定是學習者

嗎？教師一定是教授者嗎？教授者只能來自學校嗎？知識的傳授不在於年紀，應該是學習的興

趣與資歷作為依據，透過平台的教學與學習更可以減少師生之間的代溝，如年輕世代的學生，

對於 3Ｃ產品的應用與認知，會比老一輩的人更為了解，由年輕世代的學生來授與相關的 3Ｃ科

技的知識，相信會比專業的教師來授課所獲得的效益更大(知識平民化)。且可以透過平台找尋共

同開設之教師(校內外)，開設跨領域結合之課程，共同授課、互相學習。 

 沃課 SHOP 平台的架設初期，將會試運行於學校，讓學校的師生先了解「沃課 SHOP」的

意涵，實際運行，提供平台的缺點及問題，藉此改善。待平台運行穩定之時，將會先推廣於兩

大場域(大光華商圈及大稻埕商圈)，由場域商家使用，並提供更多的建設性意見，修正平台不足

之處。待修正完畢將會全面推廣至臺灣各城市、鄉鎮、學校等，讓更多的人員可以使用這個平

台，學習更多的知識，以達到全方位示的學習平台。 

第二個平台是建構光大創創學院大數據平台。此平台的目的是因為光大創創學院可以針對

大數據資料分析結合相關產業製程或商務行銷加以研究，規劃建構大數據平台並導入相關技術，

圖 26-沃課 SHOP 網路平台建置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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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管理學院資源，積極推動數據驅動新思維、創新微學分課程開發、產業交流與人才培養。

透過本平台的成立，學生將以虛擬機登入平台，學習大數據新思維，打破教學、研究與創意邊

界，結合大光華與大稻埕商圈跨領域研究人力資源，以此平台為實習場域，達到社群交流與創

新產品展示及體驗，實踐無邊界教育模式。大數據平台的任務/功能說明如下： 

 利用大數據分析，提高場域行銷效率。 

 規劃推動跨領域大數據微學分課程。(資料挖礦與大數據分析應用) 

 成為光大創創學院的大數據研究中心。 

 推展大數據的跨領域專業訓練。 

 增強大數據之跨領域整合人才培訓及認證與證照發放。 

 運用數據驅動新思維，解決大光華與大稻埕商圈或其他場域所面臨的問題。 

 

3.2.5 子計畫五：鼓勵創作發表 

給予大學生最好的獎勵就是給予一個可以展演自己的機會，學生需要一個舞台，來將自己

所學的成果向他人展示出來，無論是「科技」或是「藝術」成果，都會是學生展演的很棒主題。

鼓勵學生創作發表，除了可以訓練學生創作的能力及創意的發想外，也可以藉此訓練學生的自

我表達的能力、口說能力等。為鼓勵學生能多參與創作發表、競賽，藉以培養自我敘事及表達

的能力，將以學生為主，依照不同學生的人格特質、不同課程的屬性，與場域社區及商家結合

服務及實習，並規劃不同型態的展演方式及競賽活動，光大創創學院特規劃如下：搭配「3C 物

聯網+創新創業學程」及每一年度的科技趨勢來製作創新科技產品，每年將間隔輪流在大光華商

圈舉辦相關的成果發表會，例如：「光大創創學院 3C 產品組裝與應用發明展」、「光大創創學院

3C 商品發表會」、「光大創創學院 3C 科技未來趨勢產品發表會」、「光大創創學院 3C 科技概念

趨勢應用發表會」等。搭配不同場域也有不同鼓勵創作發表活動說明如下： 

 組裝及維修是一體的兩面，在大光華商圈裏，新、舊 3C 產品都有它存在的價值。學生學習

到 3C 產品的維修技巧及分析、判別核心問題的能力。這些對 3C 商品的了解可以逆向成為

組裝應用的基礎而能形成發明創新 3C 產品的實力。目前大光華商圈中，多半還是以 3C 產

品為交易為主，然而維修服務及客自化組裝電腦也是光華商圈中不可抹滅存在的價值。藉

由多方 3C 學程的搭配，讓學生有了基礎的 3C 產品維修的技巧、分析、判別核心問題的知

識，培養出學生創新的思維及創業的精神，且可在光華商圈中培養出科技產業未來趨勢的

眼觀，讓學生有發明出因應未來科技趨勢創新 3C 產品的能力。 

 本校創作發表的活動目標是成為全臺灣最新、未來趨勢 3C 科技產品的發表場所，也是來自

全臺灣最年輕最有創意的 3C 科技產品的首映地。 

 發表產品的來源來自於本校光大創創學院的學生創作：包括概念式的產品設計、產品打樣

原型機、商品化產品的展示、3C 產品的組裝試驗、維修技術示範、未來趨勢科技的概念及

創新產品，以此來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城市間的結合。透過這些活動的籌備辦理，學生

也可以接觸到 3C 產業的人脈提早建立他們的 3C 人際關係的養成。 

 搭配「文藝互聯網+創新創業學程」，每年將間隔輪流在華山園區場域舉辦「光大創創學院

華山文創商品展」及在大稻埕商圈舉辦「光大創創學院大稻埕文藝創新發表會」兩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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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會。辦裡的時間及內容會配合大稻埕商圈盛大的節慶日，如農曆 5 月 13 日霞海城隍廟

的「迎城隍」聖誕祭典活動，七夕煙火情人節，10 月 17 日臺灣文化日，為當年蔣渭水成

立文化協會的紀念日，之後也是大稻埕國際藝術節。 

 利用城市舞台的概念讓學生勇敢而且提前在他未來所必需面對的社會學習「表演」自己的

能力，以「表演」、「成果演說」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作品、作品文化意義及創作靈感。有

別於 3C 科技類產品的不同演繹方式是除了呈現之外，學生必須學會如何去主導、塑造及駕

馭「別人」對自己成果作品的印象與了解。其實，城市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出場的劇碼，文

創商品或文藝作品的發表、表達的技巧及訓練有時候更勝於創作本身的價值。 

 辦理「光大創創學院物聯網+、互聯網+創意行銷企劃暨創業經營成果展」。這是給高年級

或畢業生出去創業後回來經驗分享的平台。成功的案例分享會帶給在學者學習上更大及更

直接的衝擊及引導。 

 辦理「光大創創學院成果競賽」，由獎勵及競爭刺激更多創意發想成為年度活動的高峰。 

 舉辦創新創業競賽，及辦理模擬創新創業實戰，培養學生能在學期間可以了解到創業時的

精神與過程。 

 舉辦大型跨領域結合成果發表會，培養學生能有創新的思維，創作出更多具有意義價值的

商品。 

 舉辦軟韌體科技的競賽活動，邀請場域商家、企(產)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共同策劃，讓學生的

成果能夠讓更多人看見。 

 辦理慈心農推中心的參訪與研習課程，讓學生能夠從參訪中發掘問題，並與中心人員共同

規劃農業與科技的課程內容，並舉辦相關專題研究競賽、研習工作坊等活動，藉由活動讓

舉辦木藝木創競賽，並邀請具有經驗的木工老師傅，當作競賽指導教師，傳承老師傅的木

工技法與經驗傳承。 

 舉辦木藝創作成果發表會，透過木藝的創作及成果發表，展現傳統木工文化的美麗之處。

舉辦木藝跨領域結合之成果競賽，讓學生了解木藝與不同領域和的可能性，以及培養學生

傳統文化與科技結合的眼觀與技術。 

 舉辦農業科技的成果發表會，以農業問題為核心主要的問題激發

學生於農業上科技的應用與想法，進而解決農業問題。 

 

3.2.6 子計畫六：擴充及提昇組織功能 

「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是臺北科大推動無邊界

教育的啟航站，也是一專責單位(跨部門專案團隊)有

系統的來負責該計畫的統籌、協調、法規排解、制

度修訂與推展。很多創新教育模式的實現，是需各

處事的協助與配合，包括參與學院科系提供專業

與課程支援；委由計網中心提供平台及網路技

術支援；委由本校技職所教師進行成效分析作

為大無邊界教育教學決策及創新行政之依據；

教育行政組

技術行政組

政策推廣組

教務處

六大學院

進修部

通識中心
產學處

研發處

校友聯絡中心

國際處

進修部

學務處

計算機中心

圖 27-光大創創學院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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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由國際處向國際姐妹要推廣本校無邊界大學的精神與執行模式等。此外，目前執行本校教學

卓越計畫(教務處)及典範科大計畫(研發處)等負責的行政及教學單位也將協助分工。無邊界大學

計畫的本質和上述兩項現行計畫雖有很大差異但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執行單位的組織架構如圖

27，詳細任務分配請見圖 28。組織功能如下說明： 

 成為執行臺北科大無邊界政策與各單位(教務、研發處、學務、校務、進修部、計算機中心

等)協調所需之窗。  

 由本校教務處執行落實教學面的制度改革，落實自主彈性化的課程規劃與制度。 

 本校六大學院全面性的支援與執行，並宣達無邊界大學的精神與概念於學生。 

 光大創創學院建立各項與社會連結之管道及辦法活化無邊界創創學院之組織功能。 

 研究發展處領導，藉由典範科技大學的研發能量，與光大創創學院共同規劃以研究為實務

經驗的學習。規劃多元方式等進行培育人才。 

 讓校友成為計畫的諮詢顧問，以提供自身的經歷與經驗協助改善計畫的執行方針。 

 透過產學處及校友的力量，進行場域之間的商家及企業進行鏈結，並擴增場域鏈結。 

 透過學務處的社會服務實習，讓學生至場域進行社會參訪、社會關懷等，並發掘城市重大

議題走向，據以擬新的策略方向。 

 光大創創學院推動以學生學習為主的創新教學制度。建立各項與社會連結之管道及辦法活

化無邊界創創學院之組織功能。發掘城市重大議題走向並據以擬新的策略方向。推動以學

生學習為主的創新教學制度。收集創創學院實施成效資料，與加以分析並和傳統制度進行

比對之後提出改善計畫。 

 多方邀請具代表性、指標性的人物成立光大創創學院的諮詢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修正計

畫執行力不足的地方、擬定計畫未來執行方向，並協助計畫目標及執行績效評考以利本計

畫的永續發展。 

 由國際處及進修部進行無邊界大學精神與執行模式的推廣。 

圖 28-光大創創學院詳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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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計算計中心主導網路式互動平台的架設與維護。 

 收集創創學院實施成效資料，與加以分析並和傳統制度進行比對之後提出改善計畫。 

 

3.2.7 子計畫七：跨校、場域合作 

傳統的教學模式，已經無法滿足 21 世紀新生代的學生，隨著資訊科技的時代來臨，資訊的

獲得相當的快速，教學的改變勢必唯一大改革項目之一，學校不能在墨守成規不做任何改變，

單一思考的模式必須淘汰，須透過多元管道的方式來提升自我能力，不論是教學或是學習都必

須是要提升的。學生想要學習的不應該侷限於學校單一系所所開設的課程規劃，為此本校已著

手訂定跨領域必修課程的選課規章，初步構想是：畢業本校所有的學生，畢業都必須要修習除

原系上以外所開設的課程至少一門及院外課程至少兩門(跨領域選修課程可達 15-18 學分)。 

在課程規劃的時候，要注意學生學習的需要，課程必須靈活，讓學生的學習發自內心，規

劃課程除精要、應用、趨勢、原理、實作技術外也要包含讓學生了解與產業之間的關聯等，而

上課的師資必須要是跨系、跨校、場域商家、企業(產業)等能人之士共同授課(雙師授課或多師

授課)，讓學生可以吸收更多的知識、融會貫通、靈活應用(見三維融合計畫)。本校在第一期所

規劃的兩大學程中不同領域的課程均以創新創業課程為核心，培養學生學習創新創業的思維模

式。第二期的規劃更以互聯網、物聯網及金融科技為核心，進行跨國合作增加學生的國際觀及

軟實力。 

並與國際姐妹學校接軌，共同打造國際間學生學習的場所，如同近日本校與麻省理工學院(MIT)

簽訂校際產學合作(圖 29)，臺北科技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將一起攜手打造 MIT 在台

灣的第一個 off campus 實驗室，規劃跨領域的整合性(科技、文化、人文、設計、人因、工程

等領域)，搭配資訊科技的技術與大數據分析，幫助建置更好的智慧城市(Smart City)，提供社會

更好的生活品質。同時也本校將選送學生赴美交換實習與教師學術訪問。目前本校將以電資與

機電學院學生先行進行交流，以「無人智慧車」、「智慧城市」為產學合作重點。 

本期將會開始以跨領域思維的概念帶至課程中，並會以多元管道的方式進行，如微學分課

程、工作坊、講座、演講等方式進行，並邀請各界、各校、各系所的專家學者、技術人員一起

圖 29-臺北科大與麻省理工學院多媒體實驗室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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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策劃課程、共同授課，並將所建立的學習生態模式推廣至其他技職院校，讓不同學校可依

自己的特色屬性結合不同地方需求，全面性帶動地方產業發展的同時建立無邊界學習生態系

統。 

 

3.2.8 子計畫八：發展與落實大學友善創新學習生態系統 

本計畫執行的不變目標是「學習(Learning)」及「創新(Innovation)」。依此為核心，光大創

創學院要以「制度翻新」及「社會場域」來作到學習創新。學習創新的六大主軸：制度彈性、

制度無邊、制度整合、場域多元、場域衍生、學習擴散，分別有教務處、研發處、校友聯絡中

心、總務處、產學處及進修推廣部跟國際處來協助共同達到九項方針策略：多師共時教務彈性、

業界 出題、分組合作、校企加持、社會關懷、優質實作環境、擴增場域、學海無涯、跨國跨際。

LIFE 的整體說明在第二期結案報告中已有詳細說明，底下簡述之： 

(1) 制度彈性化：教務處主導，藉由自主學習、自定學習歷程、彈性開課(學期中及寒暑假開課)、

微學分制度、眾籌師路(即沃課 SHOP 平台上的募師、募課)、第二專長、師相授受(結合不

同領域或不同來源師資共同授課)、三維融合(跨系所、跨校、跨場域)、青年方程式(結合不

同領域或不同來源師資共同指導不同系所專題生團隊)及跨域學習來達到多師共時教務彈性

的方針策略。 

(2) 制度無邊化：研發處主導，藉由光大創創學院的創新嘗試及典範科大辦公室的研發成果支持，

在沃課 SHOP 平台上邀請業界出題，並由學生經由踏查發掘企業或社會的問題，帶回問題，

成為很好的 TBL 及 PBL 主題。跨域學習的課程，執行行政開課，利用微學分課程方式來彌

補專業以外的專業不足。容許試課、換課機制。在開課、試課及換課。 

(3) 制度整合化：由校友聯絡中心主導，讓校企加持。校友成為光大創創學院的諮詢顧問，提供

學生實務實習的機會，從企業的角度來對整體校務發展提出薦言。藉由校友們的社會經驗，

提供光大創創學院很多社會關懷的項目成為學生學習的主題。 

(4) 場域多元化：由總務處主導，優質實作環境。從學生成果展示及試賣的交易展示中心，到創

新實踐基地，例如長照示範基地的建置，一方面成為學生作品的展場，一方面訓練學生表達

及行銷的技巧(能賣)。學生將把學習與生活鏈結，也就與社會鏈結。總務處甚至還要將整個

校園化成整個生活實驗室。從社區節能系統開始作起延伸形成臺北科技大學城。 

(5) 場域衍生化：透過在地聯盟的關係，產學處與區域廠商的鏈結，除了大光華及大稻埕商圈外，

豐園木創(豐園北科大木藝文創中心)及農推中心(慈心有機農場)也是在第二期藉由產學處積

極開拓的場域。 

(6) 學習擴散化：由進修推廣部及國際處主導學海無涯，透過推廣教育將本校的知識能量散播與

社會。跨國跨際是要在國際交流時吸收創新學習作法的同時也將光大創創學院的理念擴散移

植。國際處積極與國際、南向國家、境外兩岸地區搭起世界工廠的橋樑。 

(7) 關懷社會化：(第三期新增)由學務處主導的社會服務實習發掘城市社會關懷的重大問題，目

前先鎖定長照所需科技輔具的學習發展為主。  

研發處主導的制度無邊化項提到在沃課 SHOP 平台上邀請業界出題，並由學生經由踏查發

掘企業或社會的問題，帶回問題，成為很好的 TBL 及 PBL 主題。PBL 就是結合以「問題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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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創新教學模式作業流程 

圖 31-SBL 獲獎口罩商轉實例 

的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策略，也溶入光大創創學院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實際參

與問題的解決，我們提出了前 PBL(TBL)PBL後 PBL(SBL)的一貫式問題解決為導向之學習及

創新教學模式作業流程(如圖 30)。執行規劃說明如下： 

 導入 TBL(team-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以探索世界的方式，讓學生自行組成小組，去

社會各個城市、地方、鄉村等進行訪視、探索、觀察等，藉此讓學生能夠自行的去發掘社

會上的一些議題，去學習如何與社會人士接觸、訪問等。透過學生所發掘的議題，當成學

生的專題研究課程，讓學生可以因為「自己尋找問題，自己解決問題」，而引發學生的學習

慾望。過程中老師可以參與任何討論，但放手讓學生自己去解決，屬於一種開放式的教育，

而老師要做的是從旁觀察學生學習的狀態，並在學生解決問題之後，給予一些建議。TBL

的精神也是在缺乏結構性的問題中，透過小組討論，同儕批判和團隊創造來達到增強學生

對問題認知的能力。最重要的，在 TBL 的過程中，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從活動中有參與

感和成就感，學生也能學習到自我表現及參與形成主題的過程，建立溝通與「形式議題」

討論能力。 

 導入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PBL 以問題為基

礎導向學習的方式，以問題為主要核心精神去規劃「實作」課程，

問題的來源可以來自不同人、事、物等，但解決問題的方法必須

是「實作」。PBL 的課程強調學生必須要去「實作」，藉此培養技

術的熟悉度與訓練學生知識與實務的能力。PBL 的教學模式設計

會與模組化學程互相呼應來滿足不同層次及角度問題處理的知

識所需，解決問題所需的課程背景後，為培養學生高層次思考能

力及實際解決問題的經驗，將規劃「特色跨領域創意實作專題課

程」。學生可以藉由界定問題、蒐集資訊、分析資料、建立假設、

比較不同主題的解決策略過程，訓練學生反思以及大膽假設的學

習能力。可讓學生主動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的手動學習

課程，強調學生在實作與整合，不但可以熟習製備及技巧，也可

以更深入的了解未來的應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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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學程彈性學分配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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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入 SBL(solution-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以「實作」解決問題後的反覆驗證與驗收的

學習，是一項創新的教學制度，TBL 是屬於小組學習的方式進行，PBL 是以「實作」的方

式，而 SBL 則是以驗證問題解決與否為主要學習的核心。在第二期計畫中我們嚐試要去解

決「討論出來的」PM2.5 的社會空汚問題。我們去實作一個防護力媲美 N95 的醫療級環保

口罩「TaipeiTech Mask」，不斷的測試證明了口罩的功效並奪得今年德國 iF 獎(圖 31)。

有別於台灣過去得獎作品多為設計(design concept)項目，此 iF 獎為產品項目(manufature 

category )，並有廠商積極接洽製造權。這就是一個 SBL 的最佳例子。 

 

3.3 創新制度調整與創立 

3.3.1 建立彈性修課體制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中，「未來大學」與「無邊界大學」互為表裡。因為在未來的大

學裡跨界無邊的學習是必然的趨勢。尤其是知識領域上的跨領域結合，因此，雖然「無邊界大

學推動計畫」不在強調學制調整，但是，為了達到上述的執行目標必需將學程課程建立更彈性

的修課體制。本計畫設計模組化的課程規劃，以便達到有專業特殊性、紮實又具有彈性的實務

知識教育。圖 32 為各院系修習「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學程獲得學程證書的學分配置說明。 

現階段本計畫是針對兩大場域(大光華商圈及大稻埕商圈)做學程規劃及課程設計，以 3Ｃ科

技及文創為主要核心項目，並加入互聯網、物聯網、金融科技等相關概念至課程中，且學程的

設計非單一係獨開，而是有不同院系所共同開設課程，並搭配光大創創學院所設計的創創專業、

進階、專題及服務實習等課程，修習達指定學分即可取得學歷證書。課程的開設不侷限於只有

日間部的學生，部份的課程也會開設至進修部、研究所等。學校的日間部、大學部、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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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等同學可以同班一起上課，也就說是「同儕無邊界」的學習模式。課程可依需求即時進

行，開課亦不限在寒、暑假或學期開始期間(隨開、隨選、隨上)。當學生修習學分數達 18 學分

以上(含 18 學分)，即可向本校申請加註「光大創創學院○○學程」證書。 

光大創創學院學生選修創創專業課程上如果只對某一領域課程有興趣，只鎖定某個專業領

域進行修課，學生可以在達到本校第二專長學分標準後向本校申請加註第二專長名稱的學位證

書及「第二專長證明」。鼓勵學生除了可以選修專一的課程修課外，也可以嘗試多領域的跨系選

課、選修，增加自己的見識廣度。欲參與光大創創學院的學生，必須要向學院提出修課計畫，

由教授及相關人士來認定學生是否合適修課，讓學生清楚地了解到自身想要的學習，為何而學，

而非一昧盲目的跟從學習。 

參與光大創創學院計畫的學生我們將引導學生的學習模式，以問題為導向及自己的所需及

選擇來規劃出自己的學習歷程。讓學生對於自己有能力可以規劃未來的路途，不會因此而迷失

了方向、迷惘，並且有規劃性的實踐自己的夢想。 

 

3.3.2 建立創業鼓勵制度 

 本計畫執行的重點項目之一就是鼓勵學生進行創新創業，若就學期間，學生可以先行創業，

對於學生的未來，有很大的幫助，但創業並非 1-2 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是一段長久的路，最

快也要 5 年左右，慢則 10 年以上。這段期間學生就必須選擇休學，但學生能修業的年限是有限

的，若要創業的學生，勢必只能等到畢業後或者是退學，才能完成夢想。大學需不需要有「休

業年限」？學歷的取得是不是一定要按步就班，在同一個專業領域，一定要先拿學士才能拿博

士服務大學嗎?如臺灣的賈伯斯(成大資工系黃O群老師)當年也在未完成大學學位情形決定走出

校園，自行創業而自社會獲得學習資源終於有成。很多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頒贈其實就已經是

學校法律規章在制度面肯定創業績優的學習者的作法。 

 在無邊界大學體系裡，學生選課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想學習什麼知識，就去選什麼課程，

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修課，修習大學課程的時間，也是自己掌握的，非常獨立自主且開

放的制度。若能讓學生在就業期間創業，而創業期間「寬鬆」休學年限，那麼學生就可以更有

彈性運用他的「年輕歲月」去嘗試創業，待事業穩定的時候，再回學校完成學位。按照此種思

維模式，自然而然就沒有所謂的退學機制或是休業年限。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是，若推行休業

無年限的執行方針，會影響到的是學校師生比的問題，在目前教育部政策將延修生也列入學生

名額的考量下確實不會受到鼓勵的。 

 高校創新創業的教育改革必需要有彈性學制的配套措施，例如放寬學生修業年限，允許調

整學業進程，「保留學籍休學創新創業」並優先支持參與創新創業的學生轉入相關專業學習。在

這樣的思維轉變下，無邊界大學的教育方式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以士大夫觀念為

主的中國人的教育理念之下，如果可以藉由制度的改變讓學生「進可攻，退可守」的去嘗試自

己所想做的事情，「創業」，不就是他們年輕人很想做的事情嗎？但是如何在教育的過程給他們

足夠的經驗及嘗試的機會，唯有走入企業，前進社會才可以切身實地的體驗到各行各業，並接

觸到他們將來所會遇到的問題並學習「選擇」。 

創業對於學生來說，是最佳訓練成長的一門課程，對於願意踏出校園出去創業的學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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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應該還要建立創業補助制度，鼓勵學生勇敢踏出，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完成自己的夢想。

如何將學生踏出創業可以納入學分管理、創業休學年限的保留學籍、創業成就來申請相關補助

措施、創業獎勵金的補助等的相關配套措施，都必須是整體學校共同討論，並隨著執行過程，

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由經驗逐漸的累積，建立起相關的制度。 

 

3.4 創新作法輕重緩急及在整體校務發政策略地圖中的定位  

學生的學習必須是要以「城市」為主要核心，學校的責任就是要培育學生的能力，讓學生所

學能夠回饋社會地方城市，並鼓勵學生走入社會，做自己學習的主人，規劃安排自我的學習，

激發出自我的學習慾望及熱情。臺北科大整體校務發展策略地圖由十項目標策略所構成，和本

計畫有相輔相成之處說明如下。以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為中心： 

 優化教學品質方面，以教學卓越計畫提升學生動手實作能力之培養為基礎，透過賣場環境的

學以致用更能縮短學用落差，面對實際上的問題和挑戰。並以城市為議題，導入 PBL、TBL

及 SBL 至教學模式上。 

 深化品格教育方面，要培養懂得關懷社會的學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學生送入社會去感受

社會的人、事、物。並透過場域訓練及搭配規劃的課程，不僅僅讓學生的知識、技術能力成

長(IQ)外，也讓學生的身心成長(EQ)，了解職場倫理應有的道德與禮貌，出社會工作後，不

再有任何的恐懼。 

 厚植實務研究實力上，城市教室提供的是一個挖掘問題的場所，面對第一線的客戶，可以使

學生成長的更快，而這些客戶的直接問題也都能成為很好的研究議題。 

 提升行政績效上，發展虛擬行政管理系統，讓這個也是實體的臺北科大無邊界大學創創辦公

室，也是虛擬的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能共同發揮作用完成計畫目標。並協助各行政單位執

行事項，分擔同仁工作事項，提升工作效率。 

 籌措校務發展財源方面，來自合作商家或企業的產學合作及校友的捐贈。 

 擴大校園建設，城市敎室就是城市校園，城市校園就是城市敎室；因此可說是擴大校園建設

的另類作法；並且可以和周邊場域商家進行合作，讓城市也可以是學校的大教室。 

 發展臺北科技大學城並行，以社區總體營造方式，讓本校週邊環境不僅僅是科技與人文薈萃

之環境，而且也是培育科技與人文精英之處。 

 提升臺北科大形象建立品牌有異舉同功之效。 

 國際無邊化上能夠將往外展延，政策向外展延打破國際邊際。 

 最後善盡技職領航學校責任，是本校傳統和無邊界大學一致及不變的目標。 

 

3.5 與其他相關計畫整合 

和本計畫可以互相整合相輔相成的其他校內計畫主要有三：(1)教學卓越計畫。該計畫強調

全方位學習方法與政策，並持續推動各項教學制度之改善及教學軟硬體資源之建構，以創造最

優質的教學環境、落實全人教育理念。在執行面上的本質屬性是「對內」的。(2)發展典範科技

大學計畫。該計畫在人才培育方面可視為教卓計畫之延伸，也是整合落實之平臺。除將研發成

果產出之實務應用技術，以移轉或授權方式，加速產業界建立創新技術外，並將實務技術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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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臺北科大光大創創學院與相關計畫整合說明 

成教材，落實人才培育之扎根，提升教學研究績效。此外，也強調實務技術扎根，縮短學用落

差，結合實務教學與應用研究。因此，在執行面上的本質屬性是「以對內為主將研發成果往對

外擴散」的。以上兩項計畫的「執行主角及主導者」是教師，是學校，本計畫則是「以學生及

城市為主」，由學生走出校園，走入城市，並探索城市問題，整合本校教師教學及研發專長來協

助及引導學生解決的方法，並將相關技術推廣至需要的商家，發揮創意，達到培養創新創業人

才的計畫的宗旨。此外，(3)近日本校亦將申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以社會影響力及效益評估為主。此計畫將由產學處及學務處負責規劃及

執行。以發展有影響力的社企為導向和本計畫創新學習生態系統的建立可相輔相成(圖 33)。 

 

3.6 調整學校價值觀念，提高策略推動執行力  

本計畫在執行的初期由觀念創新、作法創新，另一方面是大家對打破傳統教育模式的接受

度與了解，需要不斷的溝通。運作初期，臺北科大成立光大創創學院，以虛擬學院的方式來實

現計畫理念並拋棄教育一向從「施予教育的單位(學校)及人(教師)」為主的本位主義，讓敎育者

能夠以一個更開放的態度面對教育的本質及最終的目的。與其由老師來激發學生學習的樂趣，

不如由學生來尋找自己的學習熱趣。高等教育所負責的大學以上學習者有足夠的成熟度來判斷

自己的學習興趣，他們的學習能力也「在爆炸發展中的階段，為什麼要把他們限制在校園，放

在校園裏的教室內?」。該計畫所需配合的行政及教學單位也很多，推動策略執行力之具體措施： 

 辦理無邊界大學理念說明會或研習營，協助全校師生及行政人員了解其精神。 

 教師同步進駐商圈至少兩週，親身體驗並建立與場域主事者的默契。 

 建立評量和反饋機制，尤其在創新的無邊界制度常態化前必需透過即時回饋，不斷改

進。法規建立人員也可經由不斷的檢討深入制度精髓。 

校友的經驗傳承及分享。臺北科大有太多成功創業的校友，他們隨時都有很多創業歷程的

故事。他們的故事是直接協助本校執行的最大支柱。 

 

肆、 學習生態衝擊評估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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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學校法規面的衝擊 

本計畫對學校法規面衝擊最大的是創業-延長修業年限的調整。大學學生在修讀期間，主動

尋求和專業領域相關的工作或實習場域，用時間來換取經驗。在無邊界大學體系裡課程的選擇

都操之在手，實際修學的時間長短也是應該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此獨立且開放的制度相信

一定會引發更多校園的迴響，相對的配套措施也必須要完善，例如要如何協助同學找到適合的

商家、如何輔導同學踏出校園、同學們在學期間，想要創業，學校可以給予的協助與輔導，及

同學們因需要創業必須先休學，由於休學時間過長，勢必必須要退學，日後同學想回學校完成

學業，學校有何因應的措施。 

根據本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則」第三十七條中“學生於修畢大二課程後，經家長或監

護人同意，得提出工作計畫申請休學，經核准者至多可休學兩學年，申請復學時須檢具服務證

明，其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累計。”學生創業並非是短短的兩學年可成，快則五年以

下，慢則 10 年以上，對於學生來說，是希望可以保留學籍，但對於學校來說，會嚴重的影響師

生比(甚至影響學校的運作)，學生創業延長修業年限的部分，希望教育部能鬆綁相關的法規。雖

然光大創創學院屬於虛擬學院，但在行政作業上我們成立實體的辦公室，來執行行政業務，減

少衝擊。在學生創業方面，本校也會極力的輔導並給予協助、資源，完成學生創業的夢想。 

 

4.2 教師教學面的衝擊 

本計畫對於教師教學面的衝擊是教師授課內容及師生關係。教師授課內容的調整將加入更

多實際的案例，遇到實際問題的解決方式跟經驗分享。並且透過微學分課程的開設，考驗的是

教師如何運用自身的智慧去開課微學分課程，並且利用短時數的課程，達到專業課程的教授。

同時課程的開設，必須是要跨領域的，與不同領域之教師共同結合、共同授課，相信不同角度

的教學思維也使課程更為活潑化。而在實習階段，師生關係就校內老師而言類似輔導老師、朋

友及家人，校外老師類似師徒關係，雖然有別於傳統，但這就是本計畫執行的目標之一。 

 

4.3 學生學習面的衝擊 

本計畫對學生學習面的衝擊是學習內涵的自由度及彈性、環境與空間管理。學習內涵實務、

環境與空間管理。學習內含實務比例重於理論，而且學習的對象是城市場域，因此，學生除了

專業知識外，也需要先做好商務、實務與學習及準備，本校的專任(案)教師會給予學生實習前的

輔導及協助，我們也會在實習課程安排學生先至商家進行服務實習前的微型先修課程(二至四週)。

學生的學習教室不會只侷限在校園裡，學習環境空間也會是多元化的，而光大創創學院辦公室

會先行了解學生狀況、學生實習場域的環境、空間等，由少數慢慢擴增，累積經驗。 

 

伍、 預期成果及有效性與影響力評估機制 

表 01 為本計畫第三期計畫及推動的預期成果、有效性、影響力評估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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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第二期計畫推動預期成果與影響力評估 

推動 

重點 
目標 行動方案關聯說明 績效指標 目標值(質化) 目標值(量化) 成果評估標準 預期影響力 

發展 

以城 

市為 

核心 

之學 

校本 

位特 

色學 

程 

跨界 

學習 

方法 

建置 

學程之建置；學程師

資之培訓；與教材編

撰/選擇 

規劃與落實學程課程 特 色 領 域 型 課 程

設計 

特色領域課程每期至

少增加 2-5 項 

適當課程配置安排；教

材及師資人員安排適切

性 

增 加 場 域 與 學 校 特 色 課

程，減少學用落差 

開設自主選擇性課

程；雙師以上共同規

劃課程、教材編列。 

課程彈性自主化 微 學 分 課 程 或 深

碗課程 

每期至少開設微學分

課程或深碗課程 3-5

門。 

跨界師資共同授課、規

劃課程、編制教材。 

增加學生學習意願，落實

自主彈性選課。 

與市府共同發掘城

市發展重要議題與

教育協助策略規劃 

融合校園與城市的學

習樣態 

城 市 重 要 議 題 的

定義與建議 

臺北市政府重要議題

討論每期至少 1-2 項 

建立重要議題的人才培

育重點方向 

建立人才在地化發展及區

域人力需求發展 

修定彈性修課方式 修業創新制度的建置 修 課 方 式 的 彈 性

度 

跨領域課程選修及註

冊光大創創學院的人

數 

彈性修課作法的適切性 建立學生選修自主性能力

及多元化背景 

修定修業年限辦法 修 業 年 限 的 延 長

性 

四年畢業率的變化率 修業與學習期限的放寬

制度建立 

學生創業嘗試獲得鼓勵 

建置 

與串 

連學 

習據 

點 

學生 

實地 

學習 

與教 

師主 

題教 

設立學生實習據點

並結合場域商家發

展在地特色化產業 

特色化據點之設立 學 習 據 點 的 設 立

及維運 

學習據點每期至少成

長 10-15% 

設立場域據點與課程關

聯性及連結性 

推動場域據點的設立增加

場域之連結性強 

邀請重要指標性人

物作為光大創創學

院計畫諮詢委員 

成立光大創創學院諮

詢委員會 

計 畫 諮 詢 委 員 會

組 織 架 構 及 功 能

性 

定期召開諮詢委員會

議次數，每期只少 2-3

次。 

諮詢委員會決議的建設

性，及執行計畫修正 

強化計畫執行內涵及多元

面向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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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重點 
目標 行動方案關聯說明 績效指標 目標值(質化) 目標值(量化) 成果評估標準 預期影響力 

研之 

據點 

擴充場域學習據點 以 大 臺 北 地 區 為 中

心，擴散學習據點至各

地。 

跨 場 域 學 習 據 點

建置。 

每 2 年至少擴充並建

立 1-2 個學習據點 

跨場域建置學習據點。

與場域人員共同教化。 

學生學習多樣化，培養多

元能力。 

辦理 

推廣 

跨界 

交流 

活動 

無邊 

界化 

教學 

模式 

推廣 

執行學術界、場域商

家跨界交流活動 

跨界交流活動的落實 跨 界 交 流 活 動 的

執 行 效 率 及 多 樣

性 

每期至少辦理 3-5 項

規劃中之跨界交流活

動。 

跨界交流活動的參與率

及引導社區城市居民回

饋 

增加場域商家與臺北科大

學術合作的意願 

邀 請 專 家 學 者 演

講、給予指導及至各

校分享 

分想無邊界大學相關

的經驗座談。 

邀請社會實踐、知

名企業家、創業家

等分享經驗。 

每期邀請至少 3-5 次

的專家學者演講並給

予指導。每期至少至

1-2 家學校分享機驗。 

給予本校最真實且直接

的執行問題、建議及批

評。 

改善執行方針，有效的提

升執行效果。 

建置 

互動 

平台 

雙向 

資訊 

與資 

源分 

享 

學生至商家進行實

習，學校與場域商家

互相提供知識、資源 

校園知識資源延伸應

用 

學 生 以 服 務 實 習

方 式 至 商 家 進 行

實 場 問 題 採 集 並

形 成 專 題 研 究 課

題，實際解決 

每期至少採集 3-5 項

實場問題並至少 2-3

項成為專題研究課題

並實際解決問題 

學生的就業基礎能力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 

培養學生就業基礎能力及

如何解決問題的邏輯思考

能力 

學生前進商家實習 服務實習課程規劃與

落實 

服 務 實 習 場 域 之

安排及評估；場域

商 家 的 共 識 及 了

解課程實施方式 

達共識及了解並有配

合 執 行 意 願 之 商 家

數。增加比例需成長

20-30%以上左右 

服學生務實習成效 培養學生實務經驗 

將場域之需求與專

家研究領域互相結

合，增加媒合率及問

建立網路媒合平台 將 場 域 內 重 大 議

題與專家之媒合 

媒合商家至少 3-5 家 透過雙方媒合增加商品

多樣性，學生對場域商

品可進行特色化研究。 

臺北科大和商圈關係的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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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重點 
目標 行動方案關聯說明 績效指標 目標值(質化) 目標值(量化) 成果評估標準 預期影響力 

題解決 

開設網路教學平台 建置教學平台 收 集 學 習 意 願 之

議題、社會問題等 

每期至少透過教學平

台開設課程、工作坊

等 3-5 次 

透過平台可收集學習之

主題及社會問題，透過

師資與專業人士的共同

規劃、開設課程。 

提高學生學習意願，激發

學習情。場域人士可透過

平台提出所遇到知問題。 

鼓勵 

創作 

發表 

學生 

設計 

產品 

成果 

展現 

推廣 

培訓學生在創新 3C

產品的硬體製作與

物聯網商務的能力。 

3C 產品組裝與應用發

明的發表與展演。 

 

創新 3C 產品的硬

體 製 作 與 物 聯 網

商務的結合性。 

每期至少 2-5 項創新

3C 科技的軟、硬體成

果產品。 

軟硬 3C 產品的新穎性

及市場潛能。 

學生對商品設計趨勢與市

場化評估的靈敏度提升。 

創新創業競賽活動

辦理。 

創新創業模擬競賽。 依 規 定 之 主 題 或

所 使 用 之 材 料

等 ， 規 劃 創 業 藍

圖。 

每期只少辦理 1-2 次

活動。 

藉由競賽來評斷創業的

可行性。 

提升學生創新創業能力。 

培訓學生文化藝術

產品的創意發想能

力 

文創商品或文藝作品

的發表與展演 

學 生 依 場 域 環 境

開 發 文 藝 商 品 並

實際打樣或銷售 

至少 3-5 項文藝商品

產出並至少 1-2 項被

打樣或銷售，每學期

至少增加一項 

文化藝術產品的新穎性

及市場潛能 

培 養 學 生 的 文 化 藝 術 氣

息、文化創作的能力提升 

大型跨領域成果發

表會 

跨 領 域 結 合 作 品 製

作、發表與展演 

開 發 跨 領 域 做

品，並經由展演等

方式詮釋。 

每期至少舉辦 1-2 次 跨領域結合製作產品的

新穎性及市場潛能 

培養學生跨領域的知識及

技能。 

辦理「光大創創學院

成果競賽」  

獎勵、競爭及刺激更多

創意發想 

參 賽 作 品 的 品 質

提升 

每年一場競賽活動 透過展示增加在地場域

特色化商品之推廣 

由競爭激發更多的創意發

想 

實施 城市 服務實習對場域加 建立場域加值追蹤機 成 效 評 估 方 法 種 每 1 期進行管考及成 透過管考評估課程與場 計畫持續改善及優質化 



36 
 

推動 

重點 
目標 行動方案關聯說明 績效指標 目標值(質化) 目標值(量化) 成果評估標準 預期影響力 

經驗 

及修 

正計 

畫內 

容並 

推廣 

成效 

優良 

之各 

項措 

施  

場域 

的教 

育加 

值與 

應用 

值成效評估方法的

建立 

制 類、評估週期及合

理性 

效評估、修正，半年

進行課程內容之修正 

域之特色是否適宜 

社會議題的尋找、訪

視、關懷社會 

讓學生實地了解社會

問題 

定 義 具 有 重 大 議

題之社會問題 

每期至少定義 1-2 個

社會問題 

透過程式場域人員一起

商討議題的重要性。 

透過踏查的過程，可以實

際了解居住城市的問題。 

無邊 

化教 

育理 

念的 

推廣 

與國 

際化 

無邊界人才培育的

理念推向國際 

無邊界人才培育國際

化 

無 邊 界 人 才 培 育

國際化成效 

每年向至少 2-4 家國

外或境外學校推廣 

無邊界人才培育國際化

成效 

學生主動了解全球性產業

需求 

分析比較不同國家

無邊界人才培育理

念之差異性 

建立國際化無邊界人

才培育機制 

不 同 國 家 無 邊 界

人 才 培 育 理 念 之

差異性了解 

每期分析 2-3 個國家

無邊界人才培育理念 

全球化無邊界人才培育

機制的建立及成效 

全球化無邊界人才培育理

念機制的建立 

未來 

持續 

執行 

及推 

動之 

方法 

配合 

本校 

中長 

期發 

展 

根據會議及討論，提

出增加學生加入光

大創創學院的實質

效益 

學生創業 學生創業數成效 學生創業數每期至少

2 家(除初期外) 

學生創業數成效進行追

蹤 

學生創業風氣形成 

追蹤計畫執行與本

校中長期發展符合

性且持續改進 

確定計畫執行與本校

中長期發展相符合 

成 效 需 符 合 本 校

中長期發展 

每 2 年至少檢討一次 校務相關會議委員的評

估確認 

持續改進並確保計畫本校

中長期發展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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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績效指標及評量將由校內、外機制完成。內部機制將由創創學院院務會議制定計畫目標，

經學院課程委員會依每年執行後成果回饋並參酌臺北科大及創創學院教育目標進行調整。外部機

制，借助臺北市政府長官、商圈代表、臺北科大校友群(包括菁英會組織、北科創新開發公司)、

校外學界同儕與商家負責人協助進行外部檢視程序並回饋給創創學院作為課程委員會課程調整

之依歸(圖 34) 。 

 

陸、 當期計畫推動進度規劃 

除繼續完成第一期計畫內容外，表 5 為本計畫第二期計畫推動進度規劃及查核點說明。 

表 02-第二期計畫推動目標進度規劃及查核點 

目標 推動重點 進度時程 查核點 

跨界 

學習 

方法 

建置 

開設微型學習課程(含微學

分課程、工作坊、研習活動

等) 

不定期 

每月至少開 1-2 門微型學習課程 

106 學年度統計微型課程開課名稱及修課人數 

光大創創學院課程諮詢委

員會 

106 年 8 月 106 學年度課程諮詢委員會正式聘任 

106 年 8 月 106 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 

融合校園與城市的學習樣

態 

107 年 6 月 與校外服務實習之學生訪談 

107 年 7 月 與光大創創學院學員與商家之媒合 

圖 33-光大創創學院執行目標與審核機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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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創新制度的建置 
107 年 6 月 通過彈性修業年限辦法之制定(草案) 

107 年 7 月 休學無年限規章辦法(草案提案) 

網路教學平台建置 
106 年 9 月 沃課 SHOP 平台建置完成 

106 年 12 月 大數據分析平台建置完成 

校園 

知識 

資源 

延伸 

應用 

解決顧客問題的能力 
106 年 11 月 至少採集 5-8 項實場問題 

106 年 12 月 至少 3-5 項成為專題研究課題 

以 PBL、TBL、SBL 形式培

養學習能力 

106 年 -107

年 
至少 3-5 門課程 

開發文藝商品的執行力 
107 年 5 月 至少 3-5 項文藝商品設計產出 

107 年 5 月 至少 2-3 項文藝商品被打樣 

城市 

場域 

的教 

育加 

值與 

應用 

服務實習課程規劃與落實 
每年 至少與 3-6 間商家簽署策略聯盟協議書 

每年 至少與 3-5 間商家共同規劃服務實習內容 

建立場域加值追蹤機制 106 年 8 月 建立量化成效評估方法(含評估週期) 

特色化據點之設立 (不定期) 學習據點的持續開發設立及維運 

共同規劃課程、授課 107 年 5 月 至少規劃 3-5 門課程。 

辦理學術界場域商家跨界

交流活動 
106 年 9 月 辦理 3-5 項規劃中之跨界交流活動 

辦理光大創創學院成果發

表暨競賽  
107 年 7 月 舉行大型成果發表、競賽 

辦理模擬創業競賽 不定期 每年至少舉辦 1 次 

無邊 

化教 

育理 

念的 

推廣 

與國 

際化 

無邊界人才培育推動 
107 年 6 月 暑期專題服務實習學生行前訓練 

107 年 8 月 暑期專題服務實習期中訪視 

無邊界人才培育國際化推

動 

不定期 國際會議上宣導本校無邊界大學精神 

每年 
至少 5 家國外(或境外)姊妹學校推廣本校無邊

界人才培育方法 

校內師生職員對無邊教育

理念共識與支持 
每年 至少辦理 2 場校內說明會，分享執行成果 

校外推廣 107 年 5 月 至少 3-5 次推廣本校無邊界大學執行成果 

新 課

程 的

開設 

開設學程中，新的領域課程 每學年 至少開設 1-2 門與學程跨領域結合的特色課程 

跨校 

跨系 

合作 

向他跨校系尋求互補性專

業之支援 
每 2 年 至少完成 1-2 家的校、系合作擬定課程及法規 

與他校教師共同授課 不定期 校內與他校教師共同授課(雙師或多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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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執行團隊成員分工情形 

撰寫重點：請簡述執行團隊之角色與任務，並特別說明學生與校友參與計畫之情形． 

成員 

類型 
姓名 單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計 畫 主

持人 
黎 O 龍 代理校長 

計畫執行方向擬定

及行政協調 

臺北工專機械科畢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博士 

共 同 主

持人 
蘇 O 瑾 研發長 計畫執行及督導 

國立師範大學化學系畢 

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博士 

共 同 主

持人 
范 O 揆 

工設系助理教

授 
計畫執行及督導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 

共 同 主

持人 
宋 O 明 電機系主任 計畫執行及督導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協 同 主

持人 
余 O 杰 教務長 

計畫教學面內容執

行督導與給予修正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博士 

協 同 主

持人 
李 O 生 產學長 

計 畫 執 行 場 域 經

營，內容執行督導

與給予修正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協 同 主

持人 
陳 O 印 工設系主任 

課程設計方面給予

指導與執行 
美國 Ohio State Univ. 工業設計碩士 

協 同 主

持人 
王 O 鐘 計中主任 

協助平台技術上的

支援與建議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協 同 主

持人 
黃 O 賢 電子系主任 

科技類學程協助教

學及開設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博士 

協 同 主

持人 
吳 O 文 資財系主任 

計畫教育面行政執

導及計畫督導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電腦科學博士 

協 同 主

持人 
鄭 O 玲 文發系主任 

文創類學程協助教

學及開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 

協 同 主

持人 
吳 O 錚 

文發系助理教

授 

場域執行給予指導

及督導 

英國里茲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博士 

英國里茲大學設計學院多媒體設計/碩

士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藝術系學士 

協 同 主

持人 
楊 O 弘 

建築系助理教

授 

場域執行給予指導

及督導 
日本東京大學建築博士 

協 同 主

持人 
張 O 家 技職所教師 

創新課程設計諮詢

與輔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光 大 顧

問 
張 O 銘 

雲埠資訊(股)

公司工業 4.0

事業部副總經

協助 AgilePoint 平

台技術處理及指導 

臺北工專電子科專士 

雲埠資訊(股)公司工業 4.0 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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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光 大 顧

問 
趙以選 友視達經理 

協助網路教學平台

架設及指導 

臺北工專 畢業 

友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 大 顧

問 
陳 O 傑 

工業 4.0 顧問

團隊專業講師 

協助資訊處理及指

導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工業工程與管

理碩士 

芝加哥帝博大學電腦科學碩士 

臺北科大工業 4.0 顧問團隊講師 

專 案 教

學人員 
黃 O 紹 專案教師 

計畫執行方針研擬

及內容執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有機高分子研究所

(博士) 

無邊界大學-光大創創學院專案教學人

員(第二期) 

無邊界大學-光大創創學院博士後研究

(第一期) 

專 案 專

案 技 術

人員 

張 O 銘 專案教師 

場域合作規劃及實

習合作機制建立與

場域教室建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電整合所博士(進

修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電整合所碩士 

專 任 助

理 
許 O 瑋 計畫助理 

計畫行政事務執行 

活動辦理相關事務 

協助，帳務、核報、

核銷相關事務計畫

內容執行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

所碩士 

無邊界大學-光大創創學院專任助理(第

二期) 

專 任 助

理 
陳 O 潔 計畫助理 

計畫行政事務執行 

活動辦理相關事務 

課程開設相關、網

頁資訊更新 

輔仁大學統計資訊學系碩士 

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助理轉任。 

教 學 助

理 
鄭 O 元 教學助理 

學程、課程、紀錄

及教師上課協助等

相關事務 

在校生、碩士、學士背景 

教 學 助

理 
劉 O 元 教學助理 

學程、課程、紀錄

及教師上課協助等

相關事務 

在校生、碩士、學士背景 

教 學 助

理 
待聘 教學助理 

學程、課程、紀錄

及教師上課協助等

相關事務 

在校生、碩士、學士背景 

共計 8 名。 

 

捌、 計畫參與成員之職務再設計、增能與激勵措施 

本計畫之執行創新性為重而且需突破新、舊教育方式間之邊防與衝突。計畫之執行將為本校

在是「企業家的搖籃」的目標上大幅加值，參與成員之獲益增能及計畫編列用以鼓勵參與成員之

方式如下： 

 參與成員將接觸到創新教育思維，並透過親自規劃了解到無邊界大學真正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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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成員將與臺北市政府緊密聯絡並了解城市發展重點。 

 參與成員將與場域商家接觸，學習職場溝通能力、技巧及跨領域能力增強 

 本計畫執行人員獎勵制度。計畫若順利並能永續化成為臺北科大的正常性教育管到執行人將

得以升遷(等)或成為正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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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經費申請表 

因涉及計畫執行細節，不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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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配合款經費清單 

因涉及計畫執行細節，不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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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身分證號碼 H 1 2 3 6 4 * * * *              填表日期： 2017/ 04/11  

中文姓名 黃 O 紹 英文姓名 
Huang, Yun-Shao 

(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國籍 臺灣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1987 年O 月O日 

聯絡地址 
33456 

桃園市八德區高明理高城 O 街 O 巷 O 號 

聯絡電話 (公)02-27712171#1421            (宅 /手機)0955751OOO 

傳真號碼 02-2752-5989 E-mail aopqk@hotmail.com 

 

二、博士論文/取得學位之學校名稱及年度 

1.博士論文名稱：利用同軸靜電紡絲製備高度順向排列的中空纖維 

2.學位學校名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有機高分子研究所博士班 

3.取得學位年度：105 年 1 月 

 

三、主要學歷 由最高學歷依次填寫，若仍在學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學校名稱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臺灣 有機高分子研究所 博士 自 2011/09 至 2016/01 

萬能科技大學 臺灣 材料科技研究所 碩士 自 2009/09 至 2011/06 

萬能科技大學 臺灣 高分子材料系 學士 自 2005/09 至 2009/06 

 

四、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指與教學、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

序由最近者往前追溯。 

服務機構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現職：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 

研究發展處/光大創創學院 專案教學人員 
自 2016/08 至 2017/07 

經歷：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兼任助理教授 
自 2016/08 至 2017/0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光大創創學院 博士後研究 自 2016/02 至 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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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兼任講師 自  2015 /9 至 2016 /1      

黎明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兼任講師 自  2015 /3 至 2015/7      

黎明技術學院 化妝品應用系 兼任講師 自  2014/9 至 2015/1      

 
五、專長 請自行填寫與教學、研究方向有關之學門及次領域名稱。 

1. 高分子合成 2. 電腦輔助設計 3. 紡織纖維分析 4. 奈米纖維 

 

六、與跨科際相關之授課經歷 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分子科學

與工程系 

智慧工作實驗管理流

程 

兼 任 助 理

教授 

自 2016/08 至 2017/01 

黎明技術學院化妝品應用系 界面科學 兼任講師 自  2015/8 至 2016 /1     

黎明技術學院化妝品應用系 化妝品檢驗分析與實

習 

兼任講師 自  2015/1 至 2015/5      

黎明技術學院化妝品應用系 電腦輔助設計 兼任講師 自  2014/9 至 2015/1     

黎明技術學院化妝品應用系 電腦視窗軟體應用 兼任講師 自  2014/9 至 2015/1      

 

七、著作目錄： 

SCI PAPER 

1. Yun-Shao Huang, Chi-Ching Kuo,* Yao-Chi Shu, Shin-Cheng Jang, Wen-Chin Tsen, Fu-Sheng Chuang, 

Chien-Chung Chen, "Highly Aligned and Single-Layered Hollow Fibrous Membranes Prepared from 

Polyurethane and Silica Blends Through a Two-Fluid Coaxial Electrospun Process", Macromolecular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4), 215, 879-887. (封面文章) (SCI) (SCI, IF= 2.616) (POLYMER SCIENCE: 

23/82→28%) 

2. Bo-Yu Chen, Chi-Ching Kuo,* Yun-Shao Huang, Shih-Tung Lu, Fang-Cheng Liang, and Dai-Hua Jiang, 

"Novel highly selective and reversible chemosensors based on dual-ratiometric fluorescent 

electrospun nanofibers with pH- and Fe(3
+
)-modulated multicolor fluorescence emission",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15), 7, 2797-2808. (SCI) (SCI, IF= 6.723) (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 : 23/260→8%) ( NANOSCIENCE & NANOTECHNOLOGY : 12/80→15%) 

3. Yun-Shao Huang, Chi-Ching Kuo,* Chun-Chun Huang, Shin-Chen Jang, Wen-Chin Tsen, Fu-Sheng 

Chuang, Bo-Yu Chen, Jiun-Jen Chen, Jing-Dong Chow and Yao-Chi Shu, "Novel highly aligned, 

double-layered, hollow fibrous polycarbonate membranes with a perfectly tightly packed pentagonal 

pore structure fabricated using the electrospinning process", RSC Advances (2015), 5, 8857-8865. (SCI) 

(SCI, IF= 3.84) (CHEMISTRY, MULTIDISCIPLINARY : 33/157→21%) 



46 
 

研討會 

1. 黃O紹、郭 O 慶、許 O 基、張 O 程、莊 O 盛、曾 O 卿，利用同軸靜電紡絲製備單層高度順向排列之聚

氨基甲酸酯(含二氧化矽)中空纖維膜，2015，高分子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 張 O 程、許 O 基、黃O紹、陳 O 柔、游 O 潔，二硫縮糖醇型聚氨基甲酸酯之合成與其電紡絲，2013，

高分子學術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 

3. 許 O 基、芮 O 鵬、郭 O 慶、黃 O 群、黃O紹、游 O 潔，利用靜電紡絲法製備含不同軟硬鏈節組成力致

變色彈性纖維紗，2013，高分子學術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 

4. 許 O 基 、黃 O 群 、黃 O 紹，以電紡絲製備機能性聚氨基甲酸酯具連續性中空微孔化纖維膜製備，

2012，高分子學術研討會，中原大學。 

5. 許 O 基、曾 O 卿、張 O 程、黃 O 紹、柳 O 昌，以熱塑法製備聚乳酸與乙二醇摻混體性質 以熱塑法製

備聚乳酸與乙二醇摻混體性質，2012，纖維科技研討會，輔仁大學。  

6. 張 O 程、許 O 基、曾 O 卿、黃O紹、黃 O 群，使用電紡絲對聚酯長進行親水性奈米塗布加工，2012，

高分子學術研討會，中原大學。 

7. 許 O 基、黃 O 群、黃 O 紹，利用靜電紡絲製備含銀聚氨基甲酸酯之奈米薄膜及中空纖維膜，2012，黎

明學報，黎明技術學院。 

8. 許 O 基、曾 O 卿、黃 O 群、黃 O 紹，製備具不同軟硬鏈節含銀聚氨基甲酸酯共聚合體之奈米中空纖維

膜，2011，高分子學術研討會，逢甲大學。 

9. 許 O 基、黃 O 群、黃 O 紹，以水溶法製備聚乙二醇-甘油薄膜之型態與機械性質之研究，2011，創意教

學與研究成果研討會，黎明技術學院。 

 

八、推薦理由：(學校或申請單位填寫，以 100 字為原則) 

本校推薦 O 紹作為本計畫的專案教學人員，雲紹除了是本校有機高分子研究所畢業業，具

有博士學位，同時也是本校大學生態系統無邊界教學-光大創創學院計畫第一期所聘任的博士後

研究員及第二期聘任的專案教學人員，在計畫執行期間除積極參與計畫外，亦努力規劃、執行

計畫目標及內涵。對於無邊界大學學習生態系統的感受及認識相當深刻，也能掌握其精神所在。

黃博士在本校及技術學院有教學經驗，在計畫執行過程也能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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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01 MIT 簽訂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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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2 行政單位開課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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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3 光大創創學院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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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4 3C 物聯網創新創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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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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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5 文藝互聯網+創新創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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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6 3C 面第二專長模組化課程 



65 
 



66 
 



67 
 



68 
 



69 
 

附件 07 文藝面第二專長模組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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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8 專案教學人員進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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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9 專業技術人員進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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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結盟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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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與八德地區商圈(大光華商圈)發展委員會協定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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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與大稻埕結盟合作意向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