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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遠見「綜合大學前30強」



請評估 您現在是在 工作的哪一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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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一 : 若有創新業務 您會在哪一階 ?
最先回應前三名 送 精美小禮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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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二 : 前5名答對者 送神秘飲料一杯

•滑鐵盧戰役中

拿破崙為何失敗 ?

A. 法國兵士人數不如英國

B. 法國大砲門數不如英國

C. 以上皆是

D. 以上皆非



每位同仁都是........
目標影響者
政策執行者
形象型塑者
公關宣傳者
從「小事」二三件 的省思…..

Everybody Matters

No One Left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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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12大成果

1.教學課程與職涯輔導系統導入525門課程，全校21系均
產出教學品保手冊

2.參加補救教學學生成績及格率由80%提升至86%
3.六類教師獎助計畫平均每年128件；教學實踐計畫通過

率高於全國19%
4.教學評量未達3.5分教師由107年22名降至110年4名
5.從無到有發展磨課師5門、數位課程認證7門
6.創新學習教室19間。教室皆有ZUVIO系統以利師生互動
7.獎勵教師指導學生競賽前三名共69件，獲獎數成長

178%
8.業師數由每年60名提升至160名
9.大一中文素養高於全國9分；畢業生英檢通過率提升7%
10.全校修讀程式設計課程比例由33.6%提升至85%
11.通識微學程數增為16個，修課人次由541 提高至6,014
12.畢業生五年就業率達92%；四年UCAN施測率提升18%

善盡社會責任：8大成果

1.補助社會實踐課程88門，修課學生2,164名；師生社群124組
2.開設偏鄉教育微學程，國小受輔生達1,598人次
3.無償提供輔具供國內外500個機構，1,500位特教學童使用，

榮獲 遠見 USR 福祉共生獎
4.拍攝30部臺南文資影像紀錄片，傳承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
5.再生臺南傳統紡織業，成立南瀛紡織產業管理知識庫，與10

個紡織廠商進行實習及產學合作
6.出版灣裡文化繪本等作品47件，行銷灣裡文化協作在地創生
7.培力大埔鄉善用在地自然資源進行創生永續，出版7件大埔生

態環境教案教材，發展模組課程進行水源保護與協助行銷
8.USR與CSR合作，提供6,000位弱勢學童課業輔導

發展學校特色：11大成果
1.十大校級教學研究中心整合學校師生能量並逐步實踐SDGs
2.臺南學中心出版4本專書、專題作品74件
3.環境教育認證中心環教人員認證通過率達87%
4.太陽能中心獲7項專利，領先全球研發廢太陽能板回收系統鋰

通過RSC計畫，輔導學生成立公司
5.電池中心參與臺德電池合作計畫，提供118名學生就業機會
6.七個產業顧問團輔導101間廠商；協助16間廠商通過政府補助

計畫，通過率100%，四年產學合作案金額達2億4,222萬
7.育成中心輔導6隊學生通過U-start計畫，並創立10間公司
8.培育師資生具備科教、雙語、閩南語及補救教學等多元專長
9.師資生近三年教檢平均通過率近八成，教甄上榜超過600名
10.國際交流突破疫情限制，招收境外生人數逐年增加
11.營造身心 健康幸福校園

提升高教公共性： 5大成果

1.攜手點燈計畫募款1,335萬元，扶助弱勢學生至畢業
2.提升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入學機會，個人申請名額由

16名提升至72名
3.輔導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2,995人次，參與輔導學生

成績高於班平均2.3分
4.成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建立原住民學生管理系統，

全方位輔導原住民
5.出版校務研究報告6冊，研究126項議題，落實證據本

位的校務經營

落實教學
創新提升
教學品質

發展
學校特色

提升高教
公共性

善盡社會
責任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9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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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創
新一、教學課程與職涯輔導系統(QICC)導入525門課程，21系均產出教學品保手冊

(A主軸)

二、四年開設276門補救教學課程，5,094人次參與，低成就學生成績及格率由
80%提升至86% (B 主軸)

三、通過44件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過率高於全國平均19% ， 六類計畫
獎助教師教學創新，四年補助511件，年平均為深耕實施前的四倍 (C 主軸)

四、建立良師三級教學輔導制度，未達3.5分教師數由107年22名降至110年4名
(C 主軸)

五、從無到有發展出磨課師5門、通過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7門、核心概念影片
546部 (C 主軸)

六、營造跨域、自主學習環境，優化學習及互動空間，建置19間創新學習教室
如翻轉教室、多鏡同錄與智慧遠距教室等。全校每間教室皆有ZUVIO系統
促進師生課室互動，互動次數由106年500次提升至110年29萬次 (C 主軸)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2/2)

11

教
學
創
新

十、學士修讀程式設計課程比例由107年33%提升至110年的85% (B 主軸)

九、大一生中文素養高於全國9分；畢業生英檢通過率由107年的51%，
提升至110年的58% ，四年提升7% (B 主軸、D主軸)

十一、跨域微學程數由0個增為16個，修課人次107年為541 人次提高至110年
6,014人次 (B 主軸)

十二、畢業生五年內就業率高達92% ， UCAN施測率自107年57%增為110年
75%  (E 主軸)

八、大學部業師每年自60名提升至160名，每學期業師授課課程數達8% (C 主軸)

七、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前三名共69件，獲獎數成長178% (C 主軸)



一、建立教學課程與職涯輔導系統(QICC) (1/4) 教
學
創
新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建置「學習成效預測模組」，

完成525門課程導入課程網站

⮚ 完成全校系所「選課推薦模組」

⮚ 完成全校系所能力指標資料庫建置

⮚ 完成全校課程地圖系統建置

⮚ 110年全校21系均產出教學品保手冊

教師

學生

系所

即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作為選課之依據

作為課程改革之參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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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導入現有之 選課系統 可同步顯示學習成效預測與基本素養預測
以職業為導向，推薦選課，以提升學生職業先備能力及畢業就業率

選課時依據預測個
人選課燈號與預測
就業職能指標燈號
提供學生選課決策
支援

學生可選擇各系目標人才與能力
得到不同的預測燈號，完備自己
就業職能之基本素養

燈號說明：A: 極推薦(綠燈)、B:推薦(藍燈)、C: 再考慮(黃燈)、D:不推薦(紅燈)

一、建立教學課程與職涯輔導系統(QICC) (2/4)

13



教
學
創
新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個別化生涯輔導資料
生生有指引
每位學生都可以知道
距離理想工作
還有哪些能力或素養
需要培養

⮚ 數位系「內容傳播人才」
為例，該生一上及四下的
共通能力與核心能力情形
如雷達圖所示

一、建立教學課程與職涯輔導系統(QICC) (3/4)
一上

四下

進行方案設計

製作人機
介面方案

成品的展
示及修正

分析目標
對象需求

規劃數位內容

創新

工作責任
及紀律

資訊科技
應用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團隊合作

人際互動

問題解決

進行方案設計

製作人機
介面方案

分析目標
對象需求

規劃數位內容
成品的展
示及修正

創新

工作責任
及紀律

資訊科技
應用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團隊合作

人際互動

問題解決

14



➢ 運用QICC建立完善的教學品保PDCA

教
學
創
新

⮚ 訂定教學與學習品質保證實施辦法

⮚ 108年度系所評鑑全數通過

⮚ 110年共21系產出教學品保手冊

以109學年度教育學系為例，

經課程會議進行提升學生就業力之課程改革

1.設置偏鄉微學程並符應USR計畫需求

2.增設數位科技課程

3.增設雙語教學課程

確切落實課程精進之實質改革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一、建立教學課程與職涯輔導系統(QICC) (4/4)

15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二、完備多元的學習輔導機制，提升學習成效(1/2) 教
學
創
新

80%
81%

84%

86%

80%

82%

84%

86%

88%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07-110年接受增能輔導成績及格率

80%學生表示參加課輔有助於改善其課

業成績，改善學習方法，增進學習自信心

學習預警導師關懷填報率由96%提升至100%

1.運用課程預警系統

16

開案數由107年269人至110年降至73人

2.建置學習輔導個案管理機制

四年累計276門，5,094人次申請

成績及格率由80%提高至86%

3.開設「補救教學」課程

434組合作學習團體，3,010人次參與

90%表示參與後，有助於掌握學習策略
及方法、改善團隊合作與溝通技巧

4.補助「學生自主合作學習團體」

0

100

200

300

40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07-110年學習輔導開案人數

269人 292人

76人
73人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二、完備多元的學習輔導機制，提升學習成效(2/2) 教
學
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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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萬元

167

213

314 29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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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千元)

106-110年教學助理(TA)補助經費 106-110年教學助理(TA)補助人數

131人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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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3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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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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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補助32件，107年以來共補助 511件，平均每年128件

三、提供教師專業支持，獎勵教學創新，提升教創領航力(1/2) 教
學
創
新

提升教學專業知能
與跨領域素養

以創新教材及教法
翻轉學習生態

形塑校內教師
跨域及教研風氣

激發教師
前瞻教學技巧

1.教師教學創新 94件

2.社會實踐課程 40門

3.教學型研究 32件

4.教師專業社群 35件

5.師生共學社群 124件

6.課程成果發表 186件

18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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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三、提供教師專業支持，獎勵教學創新，提升教創領航力(2/2)

六類專業支持有以下成果

➢鼓勵教學創新，四年獎勵 94位老師，其中金質獎8名、銀質獎16名、
銅質獎43名

➢發展25個教學創新方法，將36篇教學創新等成果編輯成6冊專書

➢金質獎得主李芃娟教授成為本校首位教學升等之教授

➢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44件

➢通過教育部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3件

➢通過教育部跨領域敘事力計畫(連續二年)

➢通過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 7 門

➢發展5門MOOCs課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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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三~1、獎勵教師教學創新 (1/4)

➢ 激勵教學創新，每學期遴選創新教師，彙編教學成果供師生借鑑

四年共獎勵94件，選出金質獎8名、銀質獎16名、銅質獎43名

➢ 發展22個教學創新方法，業將36篇教學創新、教學實踐研究成果編輯成6冊專書

序 教學方法 序 教學方法

1 替換式數學教學法 12 全方位學習設計

2 結構式提問模式方法 13 案例教學法

3 學習共同體之相互理解教學法 14 焦點討論法

4 主題式即興個案教學法 15 圖像學習法

5 業師協同策略管理教學法 16 問題導向學習法

6 程式理論與技術一體化教學法 17 遊戲化學習

7 適性動力整合式實驗課程教學法 18 心智圖教學法

8 多面向應用模式教學法 19 跨域教學法

9 文字臉譜教學法 20 翻轉教室教學法

10 討論六宮格教學法 21 數位開放式課程

11 Digital Learning Jigsaw
（數位教學拼圖法）

22 問題導向學習

20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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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兒童發展教法創新

• 導入全方位課程設計 (UDL)
• 提供學生多元的參與、表徵、行動和表達方式
• 因人制宜，確保全班含四名身心障礙生學習成效

➢ 教學創新獲獎

李芃娟教授為本校首位教學升等之教授

特教系李芃娟老師

➢ 市場研究與分析教材創新

• 市場研究之另類調查資料：

政府開放式資料、社群媒體R語言分析、文字探勘

• 提升資料分析實作力、探究市場需求變化

• 增進產業競爭力

➢ 教學創新榮獲銅質獎並以該門課

➢ 通過教育部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市場研究與分析

三~1、獎勵教師教學創新 (2/4)

經管系曾繁絹老師

21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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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學教法創新
• 設計思考融入文學性課程，引導學生關切社會議題

• 公益募資平臺作為社會實踐場域，以市場機制調動
社會力量

• 議題導向跨域教學，導引設計募資專案

➢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從文學性課程到募資平臺的社會實踐研究—

以「設計思考」下的女性文學課程為例

國文系陳昭吟老師

三~1、獎勵教師教學創新 (3/4)

22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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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積分課程教材創新

• 利用擴增實境(AR)科技製作教材

• APP 掃描可藉手機觀看從螢幕中跳出來的旋轉體

• 學生反饋AR教材引起學習興趣並啟發思考

應數系黃印良老師

➢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以省思寫作提昇微積分學習成效之
教學實踐」

三~1、獎勵教師教學創新 (4/4)

23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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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議題導讀 [解決在地問題、環保生態]

• 帶領學生實際走訪山海圳綠道，針對環境議題，

提出改進當地生態的方案

• 提升在地人環保意識

• 山海圳綠道的推廣，以及當地居民與生態的連結

➢通過教育部第一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守護溪頭海尾-社會與生態環境共生的實踐

生態系 王一匡老師

➢鼓勵師生關懷社會實踐，結合課程與在地需求，四年共補助40門

三~2、開設社會實踐課程

2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教
學
創
新➢ 理論結合課程，進行課程內容、評量方式等全方位創新，四年共補助32案

三~3、教學型研究

➢ 數位學習導論

數位系張智凱老師

連續四年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 引入遊戲式學習，平衡學習程式語言所需
之高認知負荷

• 每週三、四兩日課程分別採取遊戲式教學
與傳統式教學

• 於期末邀請學生反饋評比兩日課程，遊戲
式教學廣獲正面迴響

25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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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教研創新、教學永續，推動教師共組社群交流經驗，四年共補助35社群

三~4、教師專業社群

本社群2名教師 通過
「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應數系 黃印良 數學軟體應用

教育系
黃彥文
(二門)

課程與教學導論
課程發展與設計

➢ Moodle平台上的線上課程規劃與實施之教師專業實踐社群

• 教師交流運用Moodle平台經驗

• 實地進行線上數位課程規劃製作

• 交流自身實務經驗，以期提升遠距課程實施成效

教育系黃彥文老師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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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師生共學社群

➢ 強化互動交流、共同學習，並提供個別化諮輔機制，四年共補助124組社群

➢ 博物館劇場研究及實作

• 社群與臺南美術館、家齊高中合作

至南美館演出戲劇《南美夢遊》

戲劇系許瑞芳老師

27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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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創
新

0

20

40

60

8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課程成果發表數

34案

64件
42件 46件

四年成長率
88%

➢ 發展多元教學理念與特色，呈現課程學生學習成效，
四年累計186件

三~6、課程成果發表

教育學系蘇建元老師

➢ 「魷魚科技」：由於科技，改變教育

• Dive虛擬實驗系統、WeiLa系統設計一系列科學探究活動

• 以Gather Town製作互動性高、趣味性高、即時性的線上教室

• 利用CoSpaces Edu開發VR虛擬實境

28



年度 107 108 109 110

未達3.5分教師數 22 12 11 4

四、優化教師評量機制，落實積極輔導，全面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教
學
創
新

⮚設置校級教學品質精進小組，結合良師師傅(mentor)落實三級教學輔導機制

0

5

10

15

20

25

107 108 109 110

人數

22

4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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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積極發展遠距教學，整合成果，完善數位化學習資源 教
學
創
新

30

開設磨課師課程數：0

課程核心概念影片數：0

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數：０

開設磨課師課程數：5

課程核心概念影片數：546

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數：7

➢546部核心概念影片，
建置為南大雲端學院，
系統性規劃為4大類，
使用人次自107年起成長
至110年14萬6,500人次
並於疫情期間發揮協助
學生預習、複習與自學之
重大功效

0 

43,719 

72,885 

146,491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雲端學院使用人次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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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造跨域、自主學習環境，優化學習及互動空間

8間教學翻轉創新教室

➢翻轉學習創新教室(Harkness Table)：

以學生為主體，創造鼓勵發言、易於交流合作的環境

➢ 翻轉學習文化，使師生互動學習零距離

運用ZUVIO系統

➢ 師生互動、點名、問答, 教師即時掌握
學生學習，並可課後進行分析

 -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503次

294,144次
師生於平台互動次數

➢ 5間多鏡同錄直播教室：

• 教師線上同步教學、教材數
位化、課間錄製、課後編輯

• 學生衡量個人進度重播複習

➢ 5間電腦教室：
提供學習程式設計之環境

11間數位教室充實設施、教學設備

➢多功能智慧遠距教室：

• 整合同步、非同步教學，支援分組視訊等多種教學模式

• 累計126門影視課程，5,169人次使用

31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
獲獎前三名，四年合計69件

教
學
創
新

七、獎勵教師指導學生參加國內外之校外競賽

視設系高實珩老師

指導作品《福虎生豐》獲

中華民國第37屆版印年畫徵選首獎

資工系李建樹老師

• 成效：使用AI技術結合影像處理，開發新
系統，節省近80%車禍正確紀錄產出時間

指導團隊獲經濟部工業局
AI產業實戰應用人才淬煉計畫AIGO競賽優等獎

獎金30萬元

32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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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前三名數

教師指導學生校外競賽獲獎前三名

9件

25件

16件

19件

獲獎數成長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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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實用導向課程、鏈結產業需求，邀請業師授課

136
144 142

50

70

90

110

130

150

170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60人

106-110年授課業師數

60人

33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業師數逐年成長

自106年尚未推動深耕計畫前僅60人

推動深耕四年來合計

• 聘請 565名業師

• 開設 842門次課程

• 平均每學期 8% 屬業師授課課程



九、大一生中文素養高於全國9分，英檢通過率提升7%(1/2) 教
學
創
新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將「大一必修國文」改為
「中文閱讀與書寫」
⮚ 依學院特色分兩個學群教學
⮚ 以知識分子為核心課程
⮚ 培養學生 讀說寫溝通三力
⮚ 進行語文素養檢測

大
一
課
程

全
校
性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平均

中文
口語表達

97.5 95 97 97 97

中文
書寫能力

99.3 90.4 98 96 96

中文
閱讀能力

97.8 98.5 99 98 98

107-110年 中文閱讀、口語及書寫能力通過率

⮚ 教育部大專「語文素養全國檢測」，

閱讀與書寫檢測通過率排名在平均四年

高出全國13個百分點

量尺分數高出全國9.37分

⮚ 辦理松濤文藝獎
⮚ 辦理影音研習營
⮚ 辦理簡報比賽
⮚ 辦理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

語文競賽

34



九、大一生中文素養高於全國9分，英檢通過率提升7%(2/2) 教
學
創
新

⮚英檢通過率由106年尚未推動高教深耕計畫前的45%，至110年提升通過率至58%

51
52

56
58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07-110年英檢通過率(%)

免費英語加強班、多益輔導

開設微學分課程

舉辦校內仿多益英語檢定

大一英文採ABC分級授課

英檢輔導講座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35



通識教育資訊微學程

網頁設計與網站建置概論 大數據應用

大數據程式實作 大數據視覺化實務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 雲端網路資源應用

漫談人工智慧 物聯網應用

機器人思維與設計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十、提升學生程式設計與邏輯思考能力 教
學
創
新

33.6%

54%

78%
85%

30

50

70

9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07-110年學士班修讀程式設計課程比例

107學年度起「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

列為院必修課程

44
86

245

40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07-110年「資訊微學程」修課人數

資訊微學程課程數

由1門提升11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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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多元方式增進學生跨域力(1/2) 教
學
創
新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541

2609

4765

60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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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07-110年跨領域通識微學程修課人次

微學程數由0個提升至16個

目前已有103名獲得微學程證書

1.開設通識跨領域微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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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多元方式增進學生跨域力(2/2) 教
學
創
新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由12個提升至20個

15

39

50

10

20

30

40

50

60

108年 109年 110年

108-110年輔系人數逐年成長

197

463

701

100

300

500

700

900

108年 109年 110年

108-110年跨領域學分學程人數

修課人數由197人成長至701人

2.提高自由選修學分數

3. 跨領域學分學程

38

4.開設「輔系」學系數

由2系提升至15個系

由108年15人提升至110年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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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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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畢業生五年就業率達92%，UCAN施測率提升協助學生職涯發展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39

填答率由2018年57%

提高至2021年的75%

畢業生就業率達92%

65%

85%

92%

畢業一年 畢業三年 畢業五年

本校畢業生
平均就業率

UCAN施測率提升18%

57%

65%

74% 75%

55%

60%

65%

70%

75%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07年-110年全校大學部UCAN填答率

產出UCAN二維向度分析報告

檢視學生職能優勢與課程能量強度

填答率提升

18%



發展學校特色

二、臺南學中心產出4本專書，專題作品74件、11部核心課程影片及30部文化
資產紀錄片做為教材並置於網路平臺，供民眾學習，達到推廣與傳承(G主軸)

三、環境教育認證中心開設環教人員訓練班，取得環教人員認證通過率87%
(G 主軸)

四、太陽能中心獲得7項專利，領先全球研發廢太陽能板回收系統受國際肯定
通過教育部大學產業創新計畫500萬補助，輔導學生成立「連翔綠能科技
公司」(E主軸)

五、鋰電池中心參與臺德電池合作計畫，並媒合118位學生至能源產業就業
(E 主軸)

一、十大校級教學研究中心整合學校師生能量並逐步實踐SDGs，
每年獲得經費補助超過1.5億元 (G 主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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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特色

十一、營造身心健康的幸福校園，鼓勵全校共同參與運動；開設課程與活動，
提升教職員工生正向心理素質 (B主軸)

41

七、激發學生三創能力，輔導6隊學生通過U-start計畫，獲370萬元創業金，
並輔導學生創立10間公司 (E主軸)

八、師資生具備科教、雙語、閩南語及補救教學等多元專長，因應教學現場所需
「自然學科知能」通過率成長8.8%、「雙語教學實務」 通過率達92% 、
「閩南語認證」通過率成長4.2%、「補救教學」認證人數提升121%(F主軸)

九、師資生近三年教檢平均通過率近八成，教甄上榜超過600名 (F主軸)

六、落實產學合作與交流，七個產業顧問團輔導101間廠商；協助16間廠商
通過政府補助，通過率100%，四年產學合作案共2億4,222萬(E主軸)

發
展
學
校
特
色

十、國際交流突破疫情限制，招收境外生人數逐年增加



一、十大校級教學研究中心整合學校師生能量並逐步實踐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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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源人才培育中心

➢鋰離子電池研究發展中
心

➢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
中心

➢環境教育認證中心

➢12年國教適性學習課程
與教學研發中心

➢本土語文教學與推廣中心

➢性別培力及性平事件防治
研究中心

➢人工智慧教育暨發展中心

➢臺南學研究中心

➢亞太美感暨戲劇

教育研發中心

人文藝術類 教育類 永續發展類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人文學院核心必修「臺南學概論」

形塑「實際田野、走讀活動」之課程特色，
錄製11部主題式臺南學核心課程影片，上
傳社群平台提供自主學習，並採多元評量方
式，彰顯學生跨域學習的成效

落實臺南學研究
出版永康區開天宮志、南臺灣鄭氏時期人物祀神等
4本專書，進行臺南主題研究共74件作品

開設傳統工藝專題課程

結合「地方學/學地方」，開設「傳統工藝
專題」與「傳統工藝影像紀錄」專題課程

43

發
展
學
校
特
色

二、臺南學中心，推動臺南學研究傳承有形暨無形文化資產(1/2)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提升在地文史知識

文化資產永續傳承
產出文史議題融入數位科技之臺南文資紀錄片，
作為臺南文史永續保存，並發展為課程教材

▴成立跨校合作團隊

成立跨校合作推動文史與數位科技議題共
學研究團隊

辦理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文化資產考察
活動、主題性專題講座等，提昇在地文
史知識能力與在地認同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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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學中心，推動臺南學研究傳承有形暨無形文化資產(2/2)



三、環境教育認證中心 培育環境教育人才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學位

環教人員訓練班

◆自108年起開設自然保育、文化保存和環境

資源管理 等三大領域訓練課程，102人參訓

89人取得環教人員認證，通過率達87%

學位

環境教育認證機構

2021年度環境教育認證機構再度評鑑合格
2021年度環境教育認證機構評鑑團隊精進
合作學校

108年環保績優單位
節能領航獎

107年通過環境教育
機構認證

學位

深化合作夥伴
◆ 臺南水保局：合辦「環境友善生態檢核工作坊」

◆ 壽山國家公園：辦理促進共存與理解人猴關係

◆ 臺南大文實驗小學：開設「環境教育特色課程」

◆ 臺南篤加國小：辦理「環境教育增能研習」

110年環境教育
評鑑合格

110年度環境教育評鑑團隊
精進合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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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建太陽能發電機車停車棚

• 藉由太陽能實作課程，實踐創客精神

• 於校內興建完成10KW具太陽能發電功能
之機車停車棚， 將電力供應校內使用

• 獲得太陽能廠商茂迪公司產學合作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無外接電源式太陽能屋組裝

• 與臺灣中油智慧綠能產學合作

• 師生DIY完成智慧綠能加油站臺南前鋒路
示範站「無外接電源式太陽能屋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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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陽能中心領先全球研發廢太陽能板完全回收系統(1/3)



➢ 獲得7項太陽能專利

• 鏈結綠能系課程，2019至2021年
帶領學生研究太陽能相關領域，獲
得7項專利

✓ 太陽能電池模組回收方法(一)(二)(三)

✓ 金屬氧化物的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的製備方法

✓ 太陽能電池模組自動拆解設備

✓ 太陽光電牆體建材結構

✓ 用于建材的多功能槽型玻璃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成立「連翔綠能科技公司」
• 綠能系學生以太陽能回收獲得3項專利，成立

連翔綠能科技公司

• 通過教育部「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RSC)」
補助500萬元，並獲得上櫃公司連展投控投資

• 公司以廢棄太陽能板回收再利用業務及協助產
業技術精進為主

▴學生於本校育成中心
成立連翔綠能科技公司

▴廢棄太陽能板回收再利用產業鏈
製程技術及設備開發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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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陽能中心領先全球研發廢太陽能板完全回收系統(2/3)



⮚領先全球研發「廢太陽能板完全回收系統」，實踐永續綠能之目標
以「太陽能光電板循環經濟」觀點，將廢舊太陽能光電板回收材料再製新商品零碳
足跡消費性產品，登上台灣光華雜誌產業新創「光電產業的最後一片拼圖」報導
(https://reurl.cc/xEYDGL) 並獲得丹麥公司Better  Energy 重視及合作意願

▴廢舊太陽能光電板回收循環經濟提供太陽光電永續發展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致力研究太陽能板回收後的處理與應用，建構太陽光電的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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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陽能中心領先全球研發廢太陽能板完全回收系統(3/3)

https://reurl.cc/xEYDGL


五、鋰電池研究中心深耕儲能技術與研發能量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透過實作課程，產出「燃料
電池無人機的應用發展」
作品

辦理「國際先進鋰離子電池與燃料電池儲能研討會」
邀請各國研究學者分享技術發展趨勢，
促進全球儲能及電動交通工具產學交流與發展

建立臺灣
儲能材料溝通平台

參與臺德電池合作計畫，有效提高鋰離子電池性能
和安全性，協助帶動臺灣儲能產業鏈群聚效應

跨國綠能科研計畫

● 與「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
及意向書，提供師生與企業交流與就業接軌機會

● 辦理「能源就業媒合會」，成功媒合118位學生至
能源產業實習就業

延展在地合作

實作課程作品「電動車」
獲得110年「第29屆全國大專
校院環保節能車大賽」優等

▴

「隱藏式無線充電安全帽」
獲得110年本校實作組第2名

▴

▴

49

發
展
學
校
特
色



六、落實產學合作與交流，輔導在地產業升級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輔導在地產業升級

➢由本校專業教師組成7個產業顧問輔導團，輔導101家在地廠商

➢輔導廠商 16間通過政府評核及補助計畫，通過率達100%

➢企業提升產業競爭力(實例)

• 協助典銘實業有限公司通過ISO系統認證獲得dyson公司300萬元訂單

• 協助台灣穗高科技公司完成「產品形象設計輔導方案」

擴大產學合作交流機會

➢成立業界進修學院，開設產業課程
共1,195人次修課

➢提高產學合作能量
◆ 107-110年產官學合作案共1,063件

◆ 累積金額為2億4,222萬元

提供學生實習與就業機會

➢辦理產學商機媒合會，共865人次參與

➢輔導廠商提供實習與就業機會
• 臺南市典陸文理補習班，提供60個職缺
• 成功媒合30位學生至高雄軟體園區實習

➢成立企業資源媒合平台，媒合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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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創新創意創業課程

辦理創新創意創業工作坊

舉辦跨校性創意創業競賽

輔導學生申請U-start計畫

四年共開設138門課，4,796人次修課

辦理34場，產出101件成果作品

累計共計197隊參與競賽

輔導28隊，獲得370萬元創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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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協助學生創立共10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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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激發學生三創力，競賽獲佳績，輔導成功創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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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輔導學生通過教育部U-start計畫，並成功開立公司
輔導28隊，獲得370萬元創業金，共累計協助學生創立10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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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激發學生三創力，競賽獲佳績，輔導成功創業(2/5)

發
展
學
校
特
色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數位系學生透過創新創意創業工作坊，研發「3D列印製成機械手臂」，進而參與2021年

U-Start競賽，共計獲得80萬元創業金，於2021年五月成立「嘉夢創意數位有限公司」

透過輔導，通過U-start計畫，實際創業案例

作品研發 輔導通過U-Start計畫 成立公司

數位系三位學生

參與創新創意創
業課程工作坊

探索與應用3D
印表機以及雷雕
機等機台

研發「3D列印
製成機械手臂」

透過圖形化程式
讓機械手臂實際
動起來

課程及活動參與

研發類人機械手臂，

搭配steam教育理

念課程所設計出的

教具

通過U-Start計畫
獲得80萬元創業金

110年五月正式成立
「嘉夢創意數位有限
公司」

將機械手臂發展成
為K12教育現場的
教具與教材

與高雄MZONE
大港自造特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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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激發學生三創力，競賽獲佳績，輔導成功創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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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創
新

中油產學合作經營成效競賽

第一名暨最佳創意獎

本校經管系師生發揮課堂所學，服
務設計的創意思維，實踐創意創業
夢想的機會，獲得競賽優良成績。

與中油產學合作開設
「Cup&Go育平來速咖啡」

與中油台南育平站搭配，結合網路
與實體虛實的整合行銷模式，布局
全方位的「點、線、面行銷方案」，
增加人流量、提升業績及咖啡品牌
知名度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輔導獲得創新創意競賽，學生實例創業成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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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激發學生三創力，競賽獲佳績，輔導成功創業(4/5)



2018年大專校院資訊
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資訊應用組第一名

▲

2018 年MorSensor
無線感測積木創意應
用設計競賽金牌

▲

2020年度中技社AI創
意競賽第一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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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激發學生三創力，競賽獲佳績，輔導成功創業(5/5)

發
展
學
校
特
色

2021年台灣中油公司
產學合作經營成效全
國性競賽第一名暨最
佳創意獎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八、培養師資生具備科教、雙語、閩南語及補救教學等專長(1/2)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提升科教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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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年自然學科知能評量 通過率

➢961人師資生

通過自然學科知能評量
通過率達89.7%
通過率成長8.8%

培育「本土語文」師資

➢教育部閩南語能力認證

通過率達66.7%

成長4.2%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109年達成值 110年達成值

62.5%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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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率成長

8.8%



➢因應雙語教學趨勢

• 開設加註英語專長課程、
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

• 開設在職教師進修課程，
輔導120名中小學教師推動雙語教學

➢ 辦理雙語教案、教學演示競賽，

檢核師資生雙語教學實務能力，

通過比例達92%

八、培養師資生具備科教、雙語、閩南語及補救教學等專長(2/2)

培育「雙語教學」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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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培育「補救教學」師資

➢ 辦理國小國英數三領域補救教學教學

師資研習及工作坊

➢ 增能126名現職教師與195名師資生
取得教育部補教教學師資認證

◆52位現職教師68位師資生取得國語文師資認證

◆25位現職教師51位師資生取得英語師資認證

◆49位現職教師76位師資生取得數學領域師資認證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109年達成值 110年達成值

123人

獲認證人數

提升161%



九、教師檢定通過率與教師甄試上榜率亮眼

以110年7月
教師檢定通過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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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近三年教師甄試上榜情形

學程類別 報考人數 通過人數 通過率

中等學校 15 15 100%

幼兒教育 34 33 97%

國民小學 156 130 83%

特殊教育 26 23 89%

總計 231 201 87%

學年度 錄取人數

107 253

108 179

109 177

總計 609名



十、國際交流突破疫情限制，招收境外生人數逐年增加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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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至110年招收境外生人數

助學金：累計47人次，共計44萬元
學雜費：累計262人次，共738萬元

提供優秀境外生入學獎助學金

不受疫情影響，運用跨國線上招生方式，與日、馬及
印尼等31(19所視訊簽約)校簽訂專業發展合作協議

突破疫情限制，多元招生

與馬來西亞衛理畢理學院辦理商業學常識比賽暨講座會
與留學中心辦理「臺灣印象繪畫比賽」共15間日本高校參與

跨國線上活動，提升國際知名度

辦理華語學習課程，提供免費微積分輔導班
成立專屬境外生的「同學會」、「聯誼會」

提供境外生協助

共22個國家，129所姐妹大學院校

國際姊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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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環境--更新重訓室健身器材
2019年度每日使用人次較2018年提高250%

• 透過跑步、游泳獎勵，養成師生規律運動習慣
• 累計校內師生每年近千人參與

➢ 獎勵戶外休閒運動提升校園運動風氣

➢ 開設「幸福感（PERMA）通識課程」
共計20門課程，1,005名學生選修

60

➢ 辦理「犇向圓滿、幸福校園：PERMA工作坊」

➢ 發展「幸福心盛牌卡」

結合正向心理學與圖文藝術之跨域創作，透過

PERMA五大主題探索卡，藉由文字、圖像及

語言等多層次之互動，引發學生提升正向心理

素質及自我療癒之能力

十一、營造身心健康的幸福校園 發
展
學
校
特
色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國立臺南大學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亮點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提升高教公共性

61

一、四年共募款1,335萬元，全方位輔導學生250人次

受扶助學生學業成績排名前10名者約5成 (附錄一)

二、個人申請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優先錄取名額由107年16人提升至
110年72人 (附錄一)

三、建立學習及職涯輔導機制，四年共計輔導2,995人次， 經濟與文化

不利學生參與學習輔導學生成績高於班平均2.3分(B主軸、附錄一)

四、成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建立原住民學生管理系統，
全方位輔導關懷 (附錄二)

五、四年共出版6冊校務報告，進行126項校務研究議題，
作為深耕精進、課程改革與系所招生之依據 (A主軸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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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募款，以一對一認養方式，專款扶助學生至畢業

國立臺南大學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亮點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年度 實際募得金額(元) 獎助學金投入金額(元) 人次

2018 2,425,000 1,380,000 54

2019 3,555,439 1,705,000 67

2020 1,850,000 1,655,000 65

2021 5,525,000 1,630,000 64

合計 13,355,439 6,370,000 250

年度
學業成績排名前10名

人次 占獎助人次比例
2018 29 54%

2019 34 51%

2020 29 45%

2021 30 47%

2018至2021年獎助學金補助金額及人數一覽表
募款機制

建立完善

外部募款機制

提供全方位
關懷、支持及

個別化輔導

一對一認養扶
助學生至畢業

募款成效

四年來累計募得
41位捐款人或團體,
捐助1,335萬元

全方位輔導250人次
經濟不利或特殊境
遇學生安心學習

⮚ 受扶助學生學業成績排名前10名者約5成

⮚ 攜手點燈計畫扶助學生共有33位畢業，
考上碩士班18位（其中8位為頂大）、
擔任正式教職者2位。

募款仍專款專用，持續扶助學生至畢業及未來有需求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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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入學機會

◆「個人申請優先錄取名額」逐年增加

國立臺南大學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亮點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學年度 107 108 109 110

名額 16人 19人 36人 72人

◆「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比例」逐年成長

學年度 107 108 109 110

新生比例 37.6% 36.9% 37.9% 38.3%

◆「報名費減免及交通住宿補助」逐年增加

備註：110年

因應疫情，取

消部分到校考

試改書審，致

交通住宿補助

金額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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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學習及職涯輔導機制，協助經濟不利學生

訂定高教深耕公共性學生
全方位輔導機制實施要點及計畫

⮚ 生活輔導

⮚ 學習輔導

⮚ 職涯輔導

輔導機制

國立臺南大學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亮點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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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1 81.93
82.51

83.22

84.09 84.26 84.33

79.95 79.9 79.76 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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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班平均 參與 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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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習輔導學生
成績高於班平均2.3分

足證本校輔導措施
著有成效

年度 107 108 109 110

人次 622 990 693 690

學生「參與」及「未參與」學習輔導平均成績比較

輔導經濟不利學生
四年共計2,995人次



四、建立原住民學生管理系統，全方位輔導關懷

▴辦理「南投縣清流部落文化服務
學習營隊」

⮚成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統整校內原住民族學生資訊，落實原住
民族學生一站式服務

⮚建立專屬原住民學生之管理系統

整合各單位原民生相關業務資源，掌握

生活、課業及職涯全面給予輔導與協助

⮚ 推廣多元族群友善校園

辦理文化課程、手作技藝，校園族群友

善講座等，推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部落教學實踐與文化差異學習

辦理「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領袖
培育營」及「部落文化服務學習營隊」 ▴至台東縣麻荖漏部落，參觀文化工作

者陳豪毅以傳統材質、工法搭蓋之家屋

▴辦理阿美族阿里鳳鳳手作課程，介紹阿美
族阿里鳳鳳(Arivungvung) 之文化背景

▴邀請清流部落青年HaboWalis分享
部落服務經驗與師培教育求學經歷

國立臺南大學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亮點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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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證據本位的校務經營

國立臺南大學110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亮點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四年共出版校務研究報告6冊，進行126項校務研究議題

作為高教深耕計畫、課程改革、教學精進與招生策略等之依據
➢ 如以學生來源、不同入學管道學生之入學表現、就學穩定度等進行招生專

業化分析，獲教育部近千萬的招生專業化之補助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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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對修習創意課程及工作坊後的效能分析，進而了解各年級間不同學院學生
自我創意效能的差異，與各構面上的不同，供教師作為未來教學時參考

學生自我創意效能-子構面分數

0

1

2

3

4

5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人文 教育 理工 管理 環生 藝術

修習創意課程及工作坊後，各年級間不同學院學生自我創意效能差異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善盡社會責任

67

一、社會實踐課程累計88門，修課學生2,164人；師生社群124組，參與師生1,312人
(G主軸)

三、以自造(maker)、跨域及分享之精神，製作輔具供國內外500個機構，
1,500位特教學童無償使用，並榮獲 2022年遠見第三屆 USR 福祉共生獎(G主軸)

四、產出30部臺南文資影像紀錄片，永續傳承臺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G主軸)

五、協助臺南紡織產業在地創生，建置南瀛產業個案知識庫，開設課程11門，
產出5件教材、10個實習/產學合作案 (G主軸)

六、協助行銷灣裡文化特色，導入社區課程5門，產出成果作品47件 (G主軸)

七、培力大埔鄉善用在地自然資源進行創生永續，開發7件大埔生態環境教案教材，
完成6個村落踏查，並發展出「基礎、中階、實踐及深碗」的課程模組 (G主軸)

八、USR與CSR合作，提供超過6,000位弱勢學童課業輔導機會 (G主軸)

二、開設偏鄉教育微學程共729人次參加，國小受輔生達1,598人次 (G主軸)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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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社會實踐課程累計開設88門，修課學生2,164人
⬥師生共組社會實踐社群124組，參與師生1,312人

➢ 課程導入社會實踐，協助社區盤點問題、共同成長

➢ 因應社會實踐開設課程，使社會實踐永續化

落實課程社會實踐化 社會實踐課程化

▴沿著海走藝文教育
第二次進入三股國小進行戲劇排練

▴大埔國中小林子欽校長演講大埔國中小
的轉變與實驗生態學校的經營

▴學生參與傳統技藝一味香體驗活動

一、鼓勵並補助師生參與社會實踐課程及活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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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共辦「吉光∙福順」
府城馬公廟平安祭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李香蓮老師

◆ 跨域共同籌策「吉光∙福順」府城馬公廟平安祭

◆ 促進人與社區、社區與學校、社區與商家之凝聚力

◆ 活絡社區之宗教、藝術、文化與觀光效益

一、鼓勵並補助師生參與社會實踐課程及活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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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王婉容老師
➢ 策辦三股社區「社區劇場」

➢ 與國小學童於社區廟口共同演出

➢ 藉由藝術回饋地方、帶動地方人潮

➢ 觀眾透過在地自創戲劇，認識臺南沿海社區樣貌

本案連續二年通過教育部議題導向跨領域

敘事力培育計畫 :里山里海創生新臺南

一、鼓勵並補助師生參與社會實踐課程及活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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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偏鄉而教-打造七股偏鄉教育補給站(1/2)

➢ 引領風氣開設「偏鄉師資培育微學程」

• 強化師資生對偏鄉教育的專業知能與服務意願，

修課學生達203人次

• 培育戶外教育、環境教育、英語及運算思維第二專長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偏鄉師資
培育微學程

適性
教學

學習
策略

混齡
教學

跨領域課
程理論與

實務主題式
教學與

實務

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
的理論與

實務

偏鄉學
校班級

經營

偏鄉學
校服務

學習

➢ 建置「偏鄉師資需求媒合平臺」

• 54位優秀的師資生加入人才資料庫

• 長期投入並永續發展USR計畫，成為偏鄉師資補給站

▴計畫場域七股10所國小

➢ 優化偏鄉學校特色與師資，提高新生入學率

• 彰顯各校特色，吸引鄰近地區(如佳里區)學生就讀

• 合作之七股偏鄉國小，招生及辦學績效獲肯定

• 108至110學年度七股區合作各校小一新生入學

總人數提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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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偏鄉而教-打造七股偏鄉教育補給站(2/2)

➢ 打造跨區跨校共備社群、城鄉師資交流、學生共學

• 以《舌尖上的時令》為主軸，以SDGs永續能源及
永續環境為核心，結合在地經濟作物、水果、漁業
等主題，發展出實體及線上戶外教育課程模組，
獲2017遠見天下、2019親子天下教育創新肯定

• 訓練師資生自編環境教育教案，提供偏鄉學校應用
於教學設計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提供適性化教學師資與輔導活動，改善偏鄉學力與心理照護

• 本校學生累計參與729人次，國小受輔生共1,598人次，

受輔時數達4,794小時

▴偏鄉學童課輔指導情形

實地教學
學生動手

操作

資料蒐集
教師自編

教材

線上直播
(FB)

錄播教學
(YT)

環境教育
教材需求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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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福集氣、勇敢再續：AxcellenT 輔科舞告賀(1/2)

★榮獲2022遠見USR福祉共生楷模獎

▴幸福集氣罐分送至全國各地
學校、社福單位(紅色罐型標示)▴摩斯密碼女孩莊馥華使用幸福發聲器

➢ 以自造跨域分享之精神，依特殊需求

開發適性化輔教具，幫助全國弱勢家庭

之身障兒童獲得輔具

➢ 特殊教育系、輔助科技碩士班團隊持續開
發製作輔具幸福集氣罐、幸福發聲器分送
至國內外各地500個機構，超過1,500位
特教學童無償使用

➢ 「AxcellenT輔科舞告賀」網站

分享輔具做法影片，讓孩子的家長、
老師都能輕鬆學習自製互動裝置，並
自行改造成適合每位孩子個別差異的輔具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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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2022遠見USR福祉共生楷模獎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AxcellenT輔科舞告賀網站分享輔具做法

茁壯為
幸福集氣、勇敢再續

榮獲2022遠見USR
福祉共生楷模獎

以特教系師生共學、
社會實踐課程為起點

▴特教系師生共學社群及社會實踐課程-電腦輔助科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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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福集氣、勇敢再續：AxcellenT 輔科舞告賀(2/2)



四、文資聲影、 臺南傳承：臺南文化資產之永續

▴臺南文資影像紀錄片30片
▴府城老繡才林玉泉

▴左藤紙藝薪傳

➢ 匯集有形、無形文化資產，用「影音」紀錄與傳承在地文化

• 產出30部臺南文資影像紀錄片

➢ 結合「地方學/學地方」原住民及在地傳統工藝文化資產

• 開設傳統工藝專題與傳統工藝影像紀錄專題課程

• 臺南傳統工藝文資影像紀錄主題性講座共25場次，540人次參與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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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線雕



76

⮚ 臺南傳統紡織及上下游產業展為主題課程
• 編纂產業管理教材共5件，課程修課人數達224人次
• 學生與在地紡織產業、廠商、設計師協作，提出改善

作業流程方案

• 提出創新織品規劃與雛型開發：杯套、咖啡紗手套、
甘溫變色羽絨帽、藺草保溫餐墊組、桌遊

◂
捐
贈
實
作
成
果
純
棉
手
工
被
及
保
暖
產
品

▴企業實務講座-南方設計藍染體驗

五、南瀛紡織、鑑古知今：再生臺南傳統紡織產業

⮚ 增進學生就業力並落實在地創生精神
• 完成6件實習案、4件產學合作案
• 捐贈實作成果純棉手工被，幫助南台南家扶

中心學童、華山基金會老人

⮚ 成立南瀛產業管理個案知識庫
• 10個在地紡織產業報導，包含：華昌拉鍊、

穩泰材料、新玫瑰布莊、草頭黃工作室、
南方設計等

▴創新織品規劃與雛型開發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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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灣裡、灣裡文化：行銷社區文化 協作在地創生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記錄灣裡文化特色，行銷灣裡在地文化
➢ 課程導入社區，共5門課，產出成果作品47件

➢ 出版社區文化繪本「十二宮五媽婆姐」贈與南區三所國小作為鄉土教材

➢ 協助灣裡在地組織，辦理文化小旅行活動與特殊節慶的文化與商業活動

➢ 完成社區資源調查專書、訪談報告及活動企劃書

▴灣裡地方創生，文創作品傳承歷史資產 ▴學生認識灣裡社區資源戶外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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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埔水鄉、三生共好：善用在地資源 培力社區永續

⮚ 行銷在地特色 培力社區永續
• 進行在地商家協作：坪林蔬果合作社醬筍禮盒

包裝重新設計，打開銷路

• 帶領生態專業團隊現地勘查，規劃體驗行程，
發展大埔地區生態旅遊指引

▴麻竹筍禮盒包裝設計前後對照

➢ 強化偏鄉自然教育，補足偏鄉教育資源
• 編修7件環境教案及教材大綱，提供大埔國中小資源運用

• 12場次大埔國中小生物實驗教學活動

➢解決偏鄉教育資源不足、教師流動率高的問題

➢相關課程本校學生共計115人次參與

⮚ 推動兼顧保育與生計的環境友善永續產業
• 溪流環境與麻竹筍農地之水質及動物資源監測

• 手作人工濕地溪流工法，維護倡議水庫集水區水質保護

➢生命、生活、生態之三生共好

▴生態系學生到大埔進行生物實驗教學，補足偏鄉缺乏實驗課

▴大埔溪水環境調查及麻竹林自動相機記錄結果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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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長期關懷社區、USR與CSR合作，共推社會責任

➢ 與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合作

辦理「播撒希望種子-弱勢家庭學童教育協助計畫」

結合跨校策略聯盟200位志工，進行弱勢家庭學童

之補救教學，課輔逾6,000名學童順利完成課業

➢ 行天宮與嘉新兆福文教基金會，每年贊助本校130萬以上

• 讓教育帶著偏鄉弱勢學生向上向善的發展

• 舉辦提升偏遠鄉鎮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建立良好品德的活動

臺南市安南區安佃國小「海底SEA界悠遊趣」

▴跨校策略聯盟志工參與
「播撒希望種子計畫」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效

⮚ 經濟弱勢學生課業輔導

▴特教系「海底SEA界悠
遊趣」

⮚ 協助公益團體募款，幫助弱勢

經管系結合20多家臺南商家在藍晒圖文創園
區辦理「與仁同行X南大之愛聯合公益市集」

▴與仁同行X南大之愛聯合公益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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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高教深耕2.0
計畫初構想



高教深耕2.0計畫初構想

特色領航
南大永續

PERMA * GRIT
(Grounded  Resilience Innovation
Team)



高等教育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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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7項目標，其中涵蓋169項細項目標



大學社會責任

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
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

善盡社會責任， 並融入校務治理永續推動

在地連結 人才培育 永續發展

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108課綱 素養導向人才

現有教育
⚫ 以教師為中心

⚫ 以記憶、反覆練習的方式，達到精熟

⚫ 分科獨立的知識傳遞

⚫ 運用特定專門知識技能，解決單一領域問題

未來教育
⚫ 以學習者為中心

⚫ 整合知識、技能、態度，以解決生活問題為目標

⚫ 跨領域的協同合作學習

⚫ 以系統觀解決複雜問題，產生學習遷移有效創新

知識

技能

態度

核
心
能
力



STE(A)M教育

Science
科學 Technology

科技 Engineering
工程 A r t

藝術 Mathematics
數學

+ + + +

在一個專題式課
程中運用STEAM
中，兩個（含）
學科以上的知識
或能力

學生必須以解決
課程中遇到的問
題為導向，發揮
討論、合作或者
使用工具來學習
解決問題的能力

跨領域 解決問題 動手做

課程中重視學生
主動學習的精神，
並積極參與實作、
自主創作與發現
問題的過程

生活應用

課程必須與學生
的生活有關聯，
觸發探究知識的
好奇心，課程結
束後也能在生活
中運用所學知識

五感學習

分為視覺、聽覺、
嗅覺、觸覺、味
覺五個感官，在
課程中透過感官
體驗來學習，產
生深刻記憶



第一專長

多元跨域 培養 π型人才

第二專長

貫通不同領域知識

✓ 充實基礎知識

✓ 精通第一專長

✓ 學習第二專長

✓ 貫通兩大專長

✓ 尋找發揮舞台

現在要的不再是專業分工的 I 型人，而是專業多工的 π 型人



國際移動力

專業力 適應力

實踐力 溝通力

國際移
動力

具備國際溝通的語言能力
及合宜的溝通行為

認識外國文化，具備國際
視野與異地生活的能力

具備與國際接軌及跨境
運用的專業知能

具備跨境就業及國際
關懷的意願與能力



EMI全英授課

◆雙語化高等教育之願景
強化學生英語力，推動全英語授課（EMI）

整體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

重點培育

普及提升

擴增雙語
教學人才

資源共享
校際合作

培養重點領域雙語專業人才

整體提升教師英語教學能力及
學生英語能力

擴增師資並強化EMI教學能量

攜手精進及標竿學習
強化計畫資源及擴散效益



後疫情時代 混成教學趨勢

傳統實體面對面+遠距教育課程= 混成教學
（face-to-face） （distance education） （blending learning）



密涅瓦大學（Minerva School）

• Minerva ：招收來自各國的優秀學生，提供挑戰的課程，在四年
內移動到不同的城市學習與體驗

• 舊金山 / 海德巴拉 / 首爾 / 布宜諾斯艾利斯 / 柏林 / 倫敦 / 臺北）

• 培養一批能夠理解現代社會問題、並具有能力解決問題的學生

• Minerva 的 Active Learning Forum (ALF)。

• 這是學校自己開發的學習平台，所有的課程都在上面進行

視訊上課而不是在實體教室，以小班制進行，整合其他線上學習工
具，大量討論而充滿參與感。

• 學生每天可以在城市的任何有 WiFi 的地方進行學習，而每堂課
都可以看到每個同學與老師的臉。



• Minerva 不需學生待在固定的教室，而額外需要的學習資源，例
如實驗室等，則與當地學術或政府機構合作讓學生充分利用當地
的社會資源，獲得沉浸式的全球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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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第二期計畫規劃(1/2)

素養導向
人才

產業智慧化
與數位化

STE(A)M人才

國際移動

永續發展

未來趨勢 五大面向

教學創新精進

善盡社會責任

產學合作連結

提升高教公共性

推動校務研究

六大核心能力+專業力願景
大
學
定
位
優
勢

人
才
符
應
需
求

1.資訊科技與人文關懷

2.跨領域

3.自主學習

4.國際移動

6.問題解決

院系專業能力

5.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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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第二期計畫規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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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第二期計畫理念與目標

融入永續目標

培育國家人才

彰顯學校優勢

發展學校特色

➢ 發展符應聯合國SDGs精神之課程與教學

➢ 課程調整，符應108新課綱學生之特質與國家需求

➢ 精進教學，發展多元創新教學模式並展現具體績效

➢ 依據本校背景、專業領域、區域特性與在地需求，

發展優勢及特色

➢ 培育自主學習、人文關懷、社會參與、問題解決、

國際移動及永續發展的跨域與專業人才

特色領航 南大永續 PERMA * G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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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第二期計畫內涵
一. 學生資訊科技與人文關懷能力提升及成效

二. 建立本校特色課程、跨域院系課程、模組課程、微學程或學程

三. 優化院系專業實習制度與課程

四. 建立教學創新模式，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成效

五. 發展EMI師資增能，打造雙語教學校園環境

六. 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及學生國際移動能力之提升

七. 學生關懷社會議題並運用專業知能解決在地問題之實踐

八. 落實產學合作縮短學用落差

九. 建立本校優勢特色之教學

十. 其他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一般大學校院配合辦理之重
要政策推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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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夢想，就只是夢想
一群人懷著同一個夢，就會成真實

約翰藍儂



您的投入 是南大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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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深耕2.0計畫或學校有任何建議
請填GOOGLE 問卷網址如通訊欄
研習結束前建議者致贈精美小禮物



GO GO GO
打拼為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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