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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目的

• 有鑑於新興科技發展趨勢，許多問題需要透過新的思維及教學方式，培養具

備設計思維及整合實作的跨領域人才，讓學生不僅能夠發揮本科專業，更能

與不同領域的專業者合作，成為具備良好跨領域溝通合作能力的未來人才。

•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配合行政院相關科技及產業發展政策，推動各項人

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因應新興科技發展趨勢，自112年度開始試辦，

推動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與苗圃計畫合作，推廣苗圃計畫所孕育之教學資源，

建構高等教育之跨領域合作教學平臺，跨校跨計畫共同培育能整合知識及跨

域應用之未來人才。



計畫重點：苗圃工作坊

(四)推動設計思考及跨領域教學方法融入課程設計

1. 協助教師了解設計思考及跨領域教學方法，並能運用於專業領域相關課程

設計，培育學生能以人為本、從更多元的角度探索現況，釐清真正問題，

並能透過實作涵養設計思維和跨域合作的能力。

2. 模擬職場環境，以真實產業議題為主題，運用設計思考、跨域雙師、多元

學生、專題實作等要素來規劃進行人才培育工作坊(以下統稱「苗圃工作

坊」)或課程，營造跨領域學習氛圍。

3. 有關設計思考及跨領域教學方法規劃及執行應注意事項，請詳附件 2-1。



苗圃工作坊規劃及執行注意事項

• 請參考「苗圃計畫」簡介(附件 2-2)，規劃舉辦跨域人才培育工作坊 (以下簡

稱「苗圃工作坊」)，並將細部規劃撰寫於「附件 2-3、苗圃工作坊規劃構

想說明書」。

• 苗圃工作坊所選議題，應與學校整體計畫所選主題、產業議題、AI、SDGs

淨零減碳等未來趨勢相關，並以能連結相關專題實作課程，共同落實計畫書

整體目標尤佳。

• 各計畫每年應辦理至少3場苗圃人培工作坊與1場教師共備工坊，並將工作

坊內容依苗圃計畫辦公室公告格式完成教案手冊；並應配合苗圃計畫辦公室

之規劃辦理相關成效評估事宜。



工作坊規劃重點

• 以設計思考為主軸規劃之主題式工作坊，各場次之主題間宜具備關聯性，並逐

步深化探討內涵。而各場次工作坊規劃應選定問題探索(X型)或問題解決(Y型)。

• A類計畫與C 類計畫每年至少需執行 3 場苗圃學生工作坊，兩年需執行6場苗圃學生工作

坊。其中，須包含至少2場問題探索型(X)工作坊。其中 2 場工作坊議題應與 AI 議題、

SDGs 或淨零減碳相關。

• 另外，每年需執行1場校內教師共備社群工作坊，以強化工程領域學生對於未知議題的探

索，定義真正問題的過程。

• 訂定產業真實議題：聚焦重點領域及核心議題以規劃工作坊，讓學生能理解社

會真實現狀，釐清並提出合適的問題，培育新工程相關所需的設計思考與跨領

域合作人才。課群主題、所選產業議題、與工作坊規劃三者間需緊密結合。



• X型重視「問題探索」、強調「觀察體驗」。

• 進入真實場域、以同理心暸解使用者，探索需求的可能性（廣度與深度），並
透過跨域釐清，收斂出「具體、有意義」的問題定義，隨後發想有創意的解決
方案。

• Y型重視「問題解決」、強調「動手實作」。

• 從具體的問題或既有技術出發，發散科技應用的創意概念，以及快速打造能展
示功能的原型，進行使用者測試，並收集回饋、再檢討改善設計。



苗圃工作坊範例

• 執行單位/計畫主持人：中央大學機械系 蕭述三教授

• 議題：家庭地震防災

• 重點產業：智慧物聯網

• X+Y+Y(進階)型工作坊模組：「設計思考與智慧物聯網應用」

• 詳細工作坊規劃，請至苗圃計畫網站，進入「新工程計畫徵件專區」索取苗圃工作坊範例

手冊：https://www.design-thinking.tw/

• 亦可直接掃描右方QR-code 索取

https://www.design-thinking.tw/


工作坊規劃重點

• 凝聚跨界師資群：工作坊規劃與執行時，應導入至少一位具設計思考或跨領

域專業師資，共同籌劃與執行。同時配合課群主題、所選產業議題，由跨校、

跨學院、或跨系所之不同專業領域之師資共授，使教師、助教與產業夥伴得

以互相交流，凝聚跨領域之師資群。

• 每場工作坊至少16小時：為深化學員理解，建議同一批學員授課時數建議

至少兩天（16-18小時），並得依課程需要彈性增加。



苗圃工作坊規劃及執行注意事項

• 計畫申請時，計畫成員應至少包含1位教師已完成種子教師研習並取得研習

證明。計畫第一年結束時，應至少3位教師完成種子教師研習，其中應包含

至少1位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全程結束應超過6-8位教師、助教或行

政同仁完成研習

• 各計畫應邀請至少1位苗圃授證教練擔任諮詢委員，一年至少召開2次諮詢

會議，陪伴苗圃工作坊之設計及執行。(擔任諮詢委員之苗圃教練，請勿於

同一計畫擔任核心推動成員) 



苗圃工作坊規劃及執行注意事項

• 各計畫應配合計畫辦公室之通知，參加苗圃工作坊相關交流會議，並提交相

關執行進度及成果，成果報告須列出計畫執行亮點或具代表性之主題課程。。

• 計畫執行期間，若欲申請工作坊主題或執行內容變更，在不涉及本部經費補

助一級項目流用之前提下，且經擔任諮詢委員之苗圃授證教練評估變更結果

有助落實整體計畫目標者，得檢附相關討論紀錄送苗圃計畫辦公室備查。

• 凡受邀擔任諮詢委員之苗圃授證教練，應配合苗圃計畫辦公室之規劃，出席

相關教練討論會議或研習活動，即時反映跨領域教學現場需求，或配合計畫

辦公室任務小組編制發展相關教學工具。



申請方式

• 苗圃工作坊規劃構想說明書撰寫大綱請詳附件2-3，申請學校請自行下載格

式撰寫。撰寫完畢請納入「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計畫-○類計畫申請

書」之第三部分，然後將完整檔案繳交至教育部指定平臺。



工作坊經費編列

• 講座鐘點費

• 工讀費

• 膳費

• 國內差旅費

• 印刷費

• 場地租用費

• 雜支

本案經費本部補助新臺幣50萬元辦理，凡經

本部審查核定補助之計畫，應於本部最終核

定補助經費內，控留新臺幣50萬元辦理。



苗圃相關資源

1. 苗圃種子教師研習活動

2. 苗圃工作坊示範案例手冊

3. 全台98位苗圃授證教練

• 以上相關資訊，請上苗圃計畫網站查詢（首頁點選「新工程計畫徵件專區」）

https://www.design-thinking.tw/

• 亦可聯繫教育部跨領域教師發展暨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

連絡電話：02-33666571，Email：designthinking@caece.net

https://www.design-thinkin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