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式課群整體規劃

本階段成果亮點(1/2)

◆課群執行現況

智 　慧 　聯 　網 　技 　術
★智慧製造

進行即時檢測與預測
優化產線、提高生產效能及效率

★醫療產業
實現遠端照護
有效提供警報預防

★交通
自動駕駛
智慧交通系統

東海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計畫主持人：陳錡楓教授

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計畫
以創新模組轉化STEM課群教學－電機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執行項目
開課課

群數

修習

課群

總人次

參與授

課教師

總人數

主題式

教材

教學

影片

小組實

作教材

實驗

教材

創新

教具

預計達成

開課課群數
1 390 5 13 26 10 8 3

完成數量 1 491 5 13 26 10 8 3

是否達成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PBL教學法

(生醫工程導論)

即時回饋系統教學法

(工程數學(I)、電路學(I))

創新教具

(進階課程&實驗課程)

課群教師定期交流討論，

即時調整教學策略

業師演講

(生醫工程導論)

PjBL教學法

(生醫晶片實務應用)

◆計劃書的落差

微流體晶片

生醫感測器

生醫晶片

數據分析

模型建構

機器學習

智慧型
機器人

積體電路模擬

積體電路佈局

積體電路
設計

半導體製程整合

奈米光電元件

半導體元件
設計

5G毫米波

主/被動電路設計

5G系統整合

5G通訊電路

持續辦理跨域設計思考工作坊
強化教師運用設計思考融入課
程教學，活化教學內容
根據前三年主題課群教學經
驗、回饋、數位教材進行調整
和優化
發展學習評量工具
推動五大課群課程修習，擴散
計畫成效，以培養STEAM領域
人才

課程內容融入適當的創新教學法(PBL、PjBL、即時回饋系統)

部分課程單元採用雙師共同授課，從不同角度串聯主題課程

發展創新教具應用於課程輔導教學並串聯主題課程

開發數位主題式教材、實作教材、實驗教材串聯課程，供學生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使用

課群教師定期彼此交流，交換學生學習狀況與學習成效，即時調整教學策略

部分課程邀請業師指導，使學生從業界角度了解如何應用所學之知識

◆課群教育目標
就「智慧物聯網技術」規劃五大主題課群，五大

課群環繞智慧物聯網技術並設計相關實作、實驗

及專題課程。每個課群皆以真實工程問題出發並

與課群主題環環相扣，藉由解決工程實務的過程

中讓學生能學以致用，解決現實中的問題。

◆課群欲培養之核心能力
1.分析及處理生醫晶片相關領域問題的能力

2.設計生醫晶片統所需的技術能力

3.電機工程知識應用於生醫晶片的能力

◆工程主題如何有效串聯專業知識學習
1.導入適合之教學法(PBL、PjBL、設計思考等)

2.供學生參與實驗、實作或實習機會

3.定期評估學習成果

第一年計畫 第二年計畫 第三年計畫 第四年計畫

1.調整命題模組和工程實務問題

2.調整創新教學法時間所占總課程比重

3.調整課程教材編修



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計畫
以創新模組轉化STEM課群教學－電機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實務教學面軟硬體之建置

下階段工作重點

本階段成果亮點(2/2)

◆成效評估工具發展

預計於112/11/19及112/12/2辦理設計思考工作坊，邀請校內外專業師資共同授課，結合計畫課

群知識與SDGs議題，使學生接觸跨域學習，並從工作坊中利用設計思考來發掘問題與提出解方。

依第一年計畫執行過程進行修正並串聯工程實務問題，以確保第二年計畫之「智慧型機器人」及

「積體電路設計」課群的順利進行和實施。

為了確保向學生提供足夠的課程資訊及維護教育品質，將重新訂定課群修課辦法。

為使本校學生更了解計畫內容，將於各學期選課前召開說明會，由計畫主持人說明本計畫核心概

念，讓學生充分了解課程的學習內容與特色。

建立與產業界(例如：欣興電子、耐能電池、欣銓科技等)的合作夥伴關係，以提供實習和就業機會。

質性
評估

滿意度
調查 量性

評估

於生醫工程導論中首次導入PBL學習法，

並於期末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計25

人填寫問卷，以分析結果來看，PBL學習

模式確實可讓學生提升團隊合作及問題解

決能力，並且此教學法相較於傳統授課方

式讓學生更好的理解和內化知識。

智慧創培基地電資通訊教室

新建置

生醫晶片實驗室

顯微影像擷取系統真空幫浦

數位顯示真空計 擴充型電漿清洗機黃光室

旋轉塗佈機

改善

主題式教材

主題式教材影片

實作教材

實驗教材

量性問卷：PBL教學成效問卷、PjBL教學成

效問卷、即時回饋系統教學成效問卷、合作

問題解決態度問卷、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

表、RUBRIC評量問卷

質性問卷：PBL教學質性問卷、PjBL教學成

效質性問卷、即時回饋系統教學成效質性問

卷、學習觀察紀錄、學習歷程單、學生訪談

於工程數學(I)進行學生課群學習經驗

觀感問卷調查，共計74人填寫問卷，

以分析結果來看，主題式課群在學習

經驗與效益評估高於一般課程，並且

可使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參與度和實

際應用能力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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