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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非所用？近7成就業者認為大學學科系「學非所用」
人文、社會科學各學門均高達8成

•各校為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多已採取下列措施：
✓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畢業校友意見回饋
✓UCAN 職涯探索/課程相關
✓職涯講座/就業座談
✓就業學程/就業力認證
✓企業參訪/實習/見習
✓徵才說明會/就業博覽會
✓職涯導師/業界導師制度
✓產學合作
✓證照

•都已經做了，為什麼還是無法解決問題？還需要增加什麼?
本計畫希望針對產業、實務、鏈結，提出「創新」做法

人文社會與[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畫 2

未來職
場競爭
最需要
的能力

(1)分析思考

(2)溝通表達

(3)團隊合作

(4)瞭解科技

(5)掌握商業模式

(6)創新創意

(7)解決複雜問題的思維

(8)主動學習



常態分配不再
極端化變成常態

只有5%-10%
掌握科技的人薪水非常高
其他90%人薪水會變很低

組織扁平化、AI、機器人、自動化
將學習與升遷的機會降到最低

[管理階層工作]: 消失中
傳統白領中產
階級工作消失

過去，大學畢業後有10年可以不斷歷練、
學習各種經驗，逐漸升遷到高薪位置。

現在，年輕人畢業時如果不具備
主動學習能力，就只能做最低階工作，
無法面對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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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20年，最重要的技能是什麼？
《人類大歷史》作者Harari教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x1TIe9qrI

未來，每十年就有一次市場的大顛覆，市場不再需要你的工作了，
你必須改變自己、轉換工作。然而，10年後你的工作又消失了，必須再次重塑自己。
但是，再經過10年，你不得不再做一次。

20歲第一次塑造自己，這是非常困難的。30歲時更難了。
但是到了40歲、50歲、60歲，就愈來愈難了，有更多的東西要放手。在發展職業、
個性以及技能方面，投入這麼多時間和精力，要放棄一切，重新開始，是很困難的。

AI/Chat-GPT：人文社會科學諸多引以自豪的成就不再[現在進行式]

以前教育就像建造一座地基很穩的石屋；
現在教育更像是建造一個帳篷，可以折疊起，非常迅速且很容易移動到其他地方。

大學教育：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具備足夠堅韌心理素質、情商，能反覆重塑自己。

請大家不要以做計畫心態面對，而是以改變暨有框架、面對未來挑戰的機會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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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x1TIe9q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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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與
分析議題的習慣

透過創意思考與不同專業
背景進行團隊合作

運用科技及商業模式
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人工智慧降臨，人文科學已死？(Chat-GPT )

面對未來產業實務，人社領域學生需要具備



Objective 最終目的[願景] 6

•計畫如果成功時，應該像什麼樣子?

科技應用時代
人文社會就像麻繩
連結串起不同知識
成為價值的決戰點

每個團隊都需要有
人社領域的成員

不是一堆粽子中最小的一顆
而是串起所有粽子的繩索



1)回應新興科技發展及產業創新或轉型趨勢，
培育能因應未來產業快速變化、解決真實問題之人社領域人才。

2)結合人文思維、人社領域知識加值與產業實務需求，
創新人社領域、學、產合作模式及跨領域實務課程。

•單一課程、單一活動、單一學院無法獨力完成
應建立有效開展的Eco-system

1.對新興科技原理及應用有基本瞭解

2.具備科技思維，能用相同語言和科技人溝通合作

3.能以設計思考方法(design thinking)，
透過團隊合作，運用科技，提出解決複雜問題的proto-type

4.以服務設計方法，建構具商業價值的營運模式

Goal 具體目標：到底想要完成什麼？具體目的地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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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策略: 清楚策略，讓大家對資源做出取捨與運用

(一)、建立人社領域學生所需的科技學習地圖及數位教材：
建立全國應用、初階與進階的數位教材(MOOCs)：AI、APP程式設計、應用科技(GIS、物聯網、
大數據、智慧製造、數據分析、機器人、綠能、SDG/ESG、淨零碳排等)、創業教育、社會企
業、服務設計等領域。

(二)、培養具備科技應用能力的教師並建立教師共學的成長社群：
辦理線上及實體研習營，培養能支持開辦不同類型科技通識素養的教師團隊，並能持續經營
教師共學成長社群，以利科學通識素養能在全國普及推廣。

(三)、推劃推動科技通識素養、人文社會領域核心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養相關課程：
提供經費由各校人社領域學院及通識中心申請，辦理推動科技通識素養、人文社會領域核心
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養相關課程。

(四)、強化人社領域院系與產業實務鏈結，遴選示範學校並成為區域資源整合中心：
從企業角度出發，分析人社領域學生可參與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的契機，並請產業提供實習
與參訪的機會，供人社領域學生提前接觸產業實務。

(五)、人社與科學不同背景學生共組團隊，由產業或社區出題，舉辦跨域專題競賽，
以培養跨領域團隊合作解決複雜問題能力：
由產業或社區出題，區域資源中心辦理跨域專題競賽，提供相關輔導，再與既有全國性競賽
合作，推出為人社領域設立的分項競賽。舉辦線上/實體整合的跨國競賽，提供台灣學生參與
跨國競賽機會。針對優勝隊伍給予輔導，使能參加跨國競賽，以提昇人社背景學生未來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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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其他計畫案共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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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KIT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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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

六頂帽子

九宮格法

635默寫式
腦力激盪法



同理考具 定義考具 發想企劃

3.核心創意模組Tool Kits簡介

核心創意模組共計10張，可參考時程規劃搭配學期週期操作應用。

(每張右上角有建議順序，暫定1張可1~2周操作使用)

#12創新企劃Tool Kits簡介



4.延伸模組Tool Kits簡介

延伸模組分為A、B兩組，A為行銷創意模組、B為商業模組，各有三張。

(暫定1張可1~2周操作使用)

#13

a1.創新策略表
a2.影片企劃表
a3.社會效益評估表…等

A

A:行銷模組

b1組織圖
b2資產負債表
b3社會效益評估表...等

B

B:商業模組

創新企劃Tool Kits簡介



5.應用範例:

2023智在家鄉-社會創新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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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組

附加模組B

主核心創意模組
Main

同理考具 定義考具 發想企劃

創新企劃Tool Kits簡介

針對參賽企畫書屬性，應用主核心創意模組(M)7張+附加商業模組(B)2張，協助歸納為參賽企劃書。



應用範例:

創新企劃Toolkits簡介
#15

同理考具

定義考具

發想企劃

1. 主題設定與問題分析
2. 地方訪談對象回饋

3. 目標設定、行動構想

4. 改善計畫與落地規劃

5.     團隊組織分工說明、
預期社會影響力

⚫ AEIOU
⚫ 同理心地圖
⚫ 利害關係人
⚫ 人物誌

⚫ 5W1H
⚫ 三角交叉檢測表

⚫ 價值主張

B.商業模組

延伸模組-(B)

智在家鄉數位社會創新競賽企畫書需求 對應社會創新Tool Kits項目 Tool Kits

⚫ 組織圖
⚫ 社會效益評估表

主核心創意模組-(M)

完成競賽
企畫書

2023智在家鄉-社會創新競賽
針對參賽企畫書屬性，應用主核心創意模組(M)7張+附加商業模組(B)2張，協助歸納為參賽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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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設計(例)：串起ToolKits #17



#18個人碳排計算



• A類、B類計畫成員每人至少參與1個群組
至少有2人是積極參與者，能促成團隊交流

• C類教師至少應參加1個群組。

#19



課程主題 課程主持人 數量 課程簡介

人工智慧 洪耀正
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4
本課程為零基礎人工智慧導論，並以專題發展並目標，透過不同的實作工具，
帶領學員進一步認識並熟悉人工智慧的內容。

數位行銷 陳淑慧
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4
本課程將以Google數位行銷之相關工具為主，包括UX使用者體驗分析，如何
從Google Analytic數據判讀內容，並擬定行銷策略，建構可行的商業模式。

UI/UX 余風
逢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4
在科技時代中，使用者導向的視覺傳達將會是呈現各學科領域的重要管道，包
括數據分析結果的呈現、UI介面設計、影音與故事腳本的串接等。

淨零碳排 賴奇厚
逢甲大學綠能碩學程教授

4
未來社會中，永續發展的環境已是顯學，本課程除了讓學員瞭解淨零碳排的政
策、實施項目和現有資源，也將融入教材設計，並以SDGs為宗旨。

雲端運算 吳如娟
逢甲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4

透過AWS最新的產業技術帶進校園中，以培育出許多能夠協助企業轉型的人
才。學生從DT概念，也就是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與數位轉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在雲端運算有系統地學習雲端運算以及雲端服
務相關課程。

服務設計
郭政忠(邀約中)
台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設計
與營運學系助理教授

4
服務範疇內的東西都可能成為服務設計專案的產出，大至一套服務流程，小至
一個公司內部系統、一支App，甚至依據專案階段的不同，產出的結果可能是
一份企業的未來營運計畫。

教師增能課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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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et.google.com/iwg-oqwt-ksj
[即目前使用的視訊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iwg-oqwt-k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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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Tic 100
• 智在家鄉(聯發科)
• 移動創新競賽
• 環境關懷設計競賽
• &其他全國競賽

• 橫渠產學聯盟……

• Google數位行銷
• Google影音
• Google AI
• APP程式設計
• SDG/ESG
• 淨零碳排
• 智慧製造
• 創意思考
• 設計思考
• 服務設計
• 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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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計畫推動事務



計畫申請期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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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三月中到四月底:A/B類,以校為單位整合)
ToolKits與資源分享平台建立：各計畫具體應用
教師社群的建立：參與計畫的教師至少參加一個社群

找尋願意合作夥伴，而不是單純競爭型計畫
課程導入競賽要素：培養學生整合應用能力
工作坊：引導第一期計畫撰寫、學習如何應用ToolK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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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

鏈結產業合作全國性競賽
A類區域中心

舉辦區域間的專題競賽

A
類

區域中心 :北區

A
類

區域中心 :中區

A
類

區域中心 :南區

環境關懷
設計競賽

智在家鄉
TIC100

B類計畫

辧理校內課程間之競賽
C類計畫

課程內分組報告以競賽計畫書為規格

為人社領域設立特別獎項或分項競賽
競賽總獎金300,000元整

以人為本的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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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學生+跨域學生團隊
#31

TEAM

人文

電資

資訊機械

工程

社會
創新

全球
議題
&

社會
問題

跨域團隊培養面對複雜議題與問題的能力

TEAM

人文

人文

人文資訊

資訊

TEAM

人文

資訊

機械機械

人文



環境關懷
4/21~5月
作品巡展

2/24
複審繳件截止

3/6
入圍公告

4/21
頒獎典禮

8月底~9月
臺丹交流

4/1
決審

Tic
100

智在
家鄉

環境
關懷

3/28
報名徵件

10/28
決賽

11/16
頒獎

6/20
截止

6/21
統計與
資格審查

7/6
聯發科 x集智 x資推會議 :
確定前50名

7/31
入圍公告

8/7-10/6

工作坊

4/22-6/30計畫執行
~3/30
(23:59)
徵件截止

3/31-4/20
初選(書面審查)

2/1
公告

5/5-5/25
複選(社創平台)

5/26
入圍公告

7/1
決選與頒獎

7/2-11/1

成果分享與任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Link工作坊

Q2 Q3

iLink工作坊

2023



設計思考工作坊培力方向 #33

跨域合作能力

建立同理心
和創意思維的

鏈結苗圃計畫，辦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師生的設計思考工作坊，
鼓勵計畫團隊教師、競賽學生團隊參與跨領域思維培訓。



設計思考種子教師初階工作坊場次

A類

C 類B 類

112年度苗圃工作坊[南區]場次

月份 日期 地點 人數

1 7 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40

3 18 台南成功大學 待估

4 29 台南成功大學 待估

5 27 高雄科技大學 待估

10 14 台南成功大學 待估

112年度苗圃工作坊[中區]場次

月份 日期 地點 人數

2 18 台中逢甲大學 待估

3 4 台中靜宜大學 30-40

6 未定 台中東海大學 待估

8 未定 台中靜宜大學 待估

10 未定 台中東海大學 待估

12 未定 台中東海大學 待估

112年度苗圃工作坊[北區]場次

月份 日期 地點 人數

2 10 台北商業大學 40

4 未定 台北大同大學 待估

5 未定 台北醫學大學 待估

6 未定 台北大同大學 待估

9 未定 台北醫學大學 待估

11人A+B= 12人A+B= 31人A+B=

A類 =2
B類 =1
C 類 =

人

人

自由參加

各團隊需推薦派員參加

設 計 思 考 種 子 教 師

初 階工作坊人數
A類

C 類B 類

A類

C 類B 類



苗圃初階工作坊場次公告

•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4mpdI9o1QGy2
cqkJA1uUzjjwDD50Yqo/edit#gid=651476121

教師初階工作坊報名連結

連結： https://reurl.cc/28O9E6*苗圃工作坊對外場次公告，人社計畫教師
可點選活動報名連結，進行活動報名

苗圃總辦預計於3月初舉辦『跨計畫教師線上交流會』
4/21東海碳中和園區參訪（4月苗圃教練月會）

https://reurl.cc/28O9E6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4mpdI9o1QGy2cqkJA1uUzjjwDD50Yqo/edit#gid=651476121


循環經濟工作坊培力方向
從線性經濟到循環經濟的系統變化，探索生活轉型下的社會創新與永續發展

啟發循環經濟
和永續發展思維的

社會創新能力



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各區場次

112年度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中區]場次

月份 日期 地點 人數

5 未定 未定 40

8 未定 未定 40

112年度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北區]場次

月份 日期 地點 人數

4 未定 臺北科技大學 40

7 未定 臺北科技大學 40

10 未定 臺北科技大學 40

112年度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南區]場次

月份 日期 地點 人數

6 未定 未定 40

9 未定 未定 40

人A+B=31人A+B=12人A+B=11

A類

C 類B 類
A類 =2
B類 =1
C 類 =

人

人

自由參加

各團隊需推薦派教師參加

循 環 經 濟 基 礎工作坊人數 A類

C 類B 類

A類

C 類B 類



科技應用能力

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培力方向 #38

培育遠距互動
和數位創新的

探索互動科技於遠距數位創新應用的無限可能，啟發人文社師生思考遠
距互動的社會創新



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各區場次

112年度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中區]場次

月份 日期 地點 人數

5 未定 未定 20

8 未定 未定 20

人人人A+B= A+B= A+B=

112年度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南區]場次

月份 日期 地點 人數

6 未定 未定 20

9 未定 未定 20

112年度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北區]場次

月份 日期 地點 人數

4 未定 臺北科技大學 20

7 未定 臺北科技大學 20

A類

C 類B 類
A類 =2
B類 =1
C 類 =

人

人

自由參加

各團隊需推薦派員參加

智 慧 穿 戴 互 動工作坊人數 A類

C 類B 類

A類

C 類B 類

11 12 31



• 2023 ADA ISDW國際學生設計研習營 8/14~8/26，
CIDA提供人文社科參與全國性競賽表現優秀學生3~5位名額，
參與國際學生設計研習營的交流。

• 2023 TPDC台北產品開發者年會，提供北、中、南
區域專題競賽獲獎最優師生團隊參與盛會觀摩學習。

• 2023 台灣循環經濟實踐優質企業參訪，從生活實踐看永續發展。

• IDDAT競賽優質作品國內、國外參展實務實戰體驗

•沙龍講座

規劃洽談中



#41

2023 Q1 2023 Q2 2023 Q3 2023 Q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
國
性
競
賽

TiC100
競賽

2/1公告
3/30

徵件截止
4/20初選結

果
4/22-6/2 落地輔導

7/1
決審與頒獎

智在家鄉
競賽

3/28
報名徵件

6/20
徵件截止

7/31
入圍公告

8/7-10/6
工作坊

10/28
決賽

11/16
頒獎典禮

環境關懷
競賽

4/21~4/23 獲獎作品巡迴展覽(北)
4/25~5/01獲獎作品巡迴展覽(南)
5/10~5/21 獲獎作品巡迴展覽(中)

環境關懷國際交流.9月
獲獎前3名作品前往丹麥參訪
進行環境關懷設計交流活動

培
力
共
創
工
作
坊

循環經濟
工作坊

4月.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北)                     
5月.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中)
6月.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南)

7月.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北)
8月.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中)
9月.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南)

10月.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北)
11月.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中)

設計思考
種子教師
初階工作

坊

2/10
台北商業大學

2/18
台中逢甲大學

3/04
台中靜宜大學

3/18
台南成功大學

4月
台北大同大學

4/29
台南成功大學

5月
台北醫學大學

5/27
高雄科技大學

6月
台北大同大學

6月
台中東海大學

8月
台中靜宜大學

9月
台北醫學大學

10月
台中東海大學

10月
台南成功大學

12月
台中東海大學

智慧穿戴
互動工作

坊

4月.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北)
5月.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中)
6月.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南)

7月.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北)
8月.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中)
9月.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南)



教師/助理社群及增能資源

社群活動

教師社群講座：

展望2050－－

未來人才關鍵論壇

培育青年領袖：

傑出人才助理社群

人文社會與產業實

務創新教學研討會

(籌備)

增能資源

建置TOOLKITS

工具箱

教師增能線上課程

數位影音平台

• 2023年3月至11月總計6場
• 於北/中/南執行A、B類學
校巡迴辦理

• 每場次3小時為原則
• 各校iLink團隊教師

• 2023年3月至11月總計6場
• 於北/中/南執行A、B類學
校巡迴辦理

• 每場次3小時為原則
• 各校iLink團隊助理

• 預定於2024年6月舉行
• 預計發表論文20篇，包括
產學研究/教學研究/實務操
作及/學術研究等類型

• 100件Toolkits免費使用
• 形式：影音、Podcast、
簡報、圖文索引等

• 包括重大議題、服務設
計、故事行銷、商業模式、
教學創新等

• 線上數位課程
• 每門課240分鐘
• 課程主題：人工智慧、
數位行銷、UI/UX、
淨零碳排、雲端運算等

• 完成者將提供證書

• 建立數位影音頻道資源
• 計畫辦理之實體工作坊、
研習會、演講等內容，
均於會後剪輯上架

促進各團隊之交流及
產業鏈結合作機會

各校團隊免費使用之資源

科技增能，自我進化

資源共享，不受環境限制
透過實作/論文發表將計畫成
果正式發表並能相互切磋

傑出助理協助打造優質團隊



#43

日期 上午 下午

2023年2月18日 ● 啟動會議（逢甲）10.00-12.00

2023年3月4日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台中靜宜大學) 苗圃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台中靜宜大學) 苗圃

2023年2月18日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台南成功大學) 苗圃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台南成功大學) 苗圃

2023年3月25日 ● 未來人才關鍵論壇1（逢甲大學） ● 助理社群工作坊1（逢甲大學）

4月份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大同大學) 苗圃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成功大學) 苗圃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大同大學) 苗圃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成功大學) 苗圃
● 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北科）
● 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北科）

5月份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台北醫學大學) 苗圃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高雄科技大學) 苗圃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台北醫學大學) 苗圃
● 設計思考種子師資初階工作坊 (高雄科技大學) 苗圃
● 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中區）
● 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中區）

6月份 ● 未來人才關鍵論壇2（北部場）
● 助理社群工作坊1（北部場）
● 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南區）
● 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南區）

7月份
● 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北科）
● 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北科）

8月份
● 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中區）
● 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中區）

9月份 ● 未來人才關鍵論壇3（南部場）
● 助理社群工作坊3（南部場）
● 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南區）
● 循環經濟基礎工作坊（南區）

10月份 ● 未來人才關鍵論壇4（東部場） ● 助理社群工作坊4（東部場）

11月份 ● 未來人才關鍵論壇5（中部場） ● 助理社群工作坊5（中部場）

相關
活動
時程
總表



Measure檢核(Dashboard/Action) #44

1)促使人社領域院系關注因應新興科技，所帶來之未來產業發展趨勢，
從中運用人社領域專業知識，發展與產業相關的合作模式。

2)提高人社領域師生與業界跨域合作意願，發展創新交流合作型態。
3)提升人社領域學生對未來產業/職業發展的想像，

及對未來趨勢及產業發展變化之因應能力。

預期
效益



#45



•不為KPI而KPI、但仍要搜集成果。
•並不是每項都要做，但別人能做的事，應該也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總辧每兩個月請各計畫填寫資料，彙整本計畫整體成果。
•各計畫案的投入，總辦會整理出來，成為申請下期計畫之參考項。

成果搜集
#46



•格式統一，編輯容易。

•用最簡要方式，存留各計畫案活
動與課程記錄。

• 2張照片、200字即可留下足跡

•互相觀摩、互相學習、互相支持

•每月1日出刊。

電子通訊[記錄及經驗分享]
#47



#48



•修訂預算書、1個月內修訂計畫書[會公開上網]

•提供參與苗圃計畫、工作坊之名單[以利匯整、爭取名額]

•以校為單位回覆訪視不方便日期[星期二、四、五/上、下午]

•加入教師社群、加入官Line、加入FB社群

•研議這學期課程立即納入Toolkits、競賽、產業主軸

這是個生態學習型計畫，不必單打獨鬥，可以請求他人協助
更期待提供經驗與資源分享、良性競爭、互相支持……

•規劃計畫案待辦事項、參考總辧行事曆、安排計畫案的日程表

•邀請並與各不同夥伴學校分享活動、相互學習

•參加總辦、子計畫、各校、外部相關之活動

• 3月25、5月25填寫活動成果記錄、每月25日交《通訊》資料

• 5月底前申請第一期計畫

•投入愈多、改變愈快、參與愈強、利用與分享愈多的計畫有福了….

計畫待辦事項 #49



從最無助的學生到卓越學生的學習途程

從資源最多的學校到最無助的教師

1.個別教師、單一系所、多數學校無法單獨建立
支持系統所需的所有環節

2.申計畫過程即為培力、共學

3.不是競爭型、排他的計畫；而是合作型計畫。
參與者要有共享、共學、互相支持的共識
透過團隊力量建立互相扶持的支持系統

以建立有效的生態系統(Eco-system)為目標，
欠缺的環節由總辦公室規劃整合補足

4.所有人社教師都能得到支持的系統

5.計畫時程結束後仍能永續推動的支持系統

#50最希望解決的問題



人文社會與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劃

計畫主持人余風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洪耀正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協同主持人黃孟帆
台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專案講師

協同主持人張怡敏
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

主持人范政揆
台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副教授

[子1]科技教材開發及教師培力共學計畫 [子2]產業鏈結與跨域創新人才培育計劃

博士後研究員施孟芬
逢甲大學大學社會責任中心

專任助理馮婉婷
逢甲大學大學社會責任中心



                                                                                                                                    

•官網：www.iLink-hss.org Line : @001pegvj

•計畫聯絡人：馮婉婷 iLink.hss@gmail.com; 

(04)24517250#2886

不是單打獨鬥、資源最多的學校得到計畫[無法擴到全國]

而是跨校、跨域，小規模試驗計畫，
跨域整合、自主學習的跨校整合合作計畫，

以建立生態系統。

官網 官方Line粉絲專頁手牽手生態系

http://www.ilink-hss.org/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77932517780069/

	未命名的章節
	投影片 1: 人文社會與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畫 啟動會議
	投影片 2: 人文社會與[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畫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未來20年，最重要的技能是什麼？          《人類大歷史》作者Harari教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x1TIe9qrI
	投影片 5: 人工智慧降臨，人文科學已死？(Chat-GPT ) 
	投影片 6: Objective 最終目的[願景]
	投影片 7: Goal 具體目標：到底想要完成什麼？具體目的地在那裡？
	投影片 8: Strategy 策略: 清楚策略，讓大家對資源做出取捨與運用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TOOLKITs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創新企劃Toolkits簡介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服務設計(例)：串起ToolKits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教師增能課程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投影片 26
	投影片 27: 各類計畫推動事務
	投影片 28: 計畫申請期程
	投影片 29
	投影片 30
	投影片 31: 人文社科學生+跨域學生團隊
	投影片 32
	投影片 33: 設計思考工作坊培力方向
	投影片 34
	投影片 35: 教師初階工作坊報名連結
	投影片 36: 循環經濟工作坊培力方向
	投影片 37
	投影片 38: 智慧穿戴互動工作坊培力方向
	投影片 39
	投影片 40: 規劃洽談中
	投影片 41
	投影片 42: 教師/助理社群及增能資源
	投影片 43
	投影片 44: Measure檢核(Dashboard/Action)
	投影片 45
	投影片 46: 成果搜集
	投影片 47: 電子通訊[記錄及經驗分享]
	投影片 48
	投影片 49: 計畫待辦事項
	投影片 50: 最希望解決的問題
	投影片 51
	投影片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