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主冊執行成果 

 子計畫 1： 「五力全開」創新教學計畫 

  國立屏東大學融合了高教、技職、師培多元合流特色的優質大學，子

計畫 1 中所推動的方案鼓勵師、生跨領域發展教學創新特色與學習，推動

包含跨業界、跨校、跨院、跨領域等方案，即是以跨領域推動教學創新方

案特色及核心。方案推動的特色作法是針對每一個方案的施行目標及對象，

均依循 ADDIE 為教學方案系統化的設計模式流程，ADDIE 模型就是從分

析 (Analysis)、設計 (Design)、發展 (Develop)、執行 (Implement)到評估

(Evaluate)的整個過程。 

  透過以下流程：(1)分析(Analysis)：內容包括從方案以訪談、問卷及師、

學生背景分析等需求分析開始，瞭解跨領域創新教學與學習的可能性，(2)

設計(Design)：內容包括徵件辦法擬定、徵件方案擬定、課程體系規劃、成

果目標撰寫等，(3)發展(Develop)：內容包括各方案內所內含的課程表現形

式要求、教學活動設計、方案成果回饋設計等，(4)執行(Implement)：內容

包括追蹤與協助，各創新教學課程的進行與困難解決，(5)評估(Evaluate)：

內容包括課程內容之師生回饋意見、綜合績效評估等，並召開各階段之檢

討會議，適時修正與經驗留存。 

  創新教學所推動方案之具體措施及績效成果。具體措施說明實施要點

的訂定、與方案需求分析後所產生的徵件辦法設計，績效成果說明 108 年

透過跨領域創新方案的推動，分為以下六大面向： 

「創新教學課程」包含微學分課程、微型課程、深碗課程、課程分流、總

整課程、翻轉教室、磨課師、遠距教學、程式設計課程、境外移地教學； 

「師生學習社群」包含 PBL 問題導向社群、營隊組織導向社群、職能導向

社群、師生專業外語社群、增能輔導社群(考照/競賽)、國際學術交流導向

社群、戶外教育結合課程議題社群； 



「師生合作產學」包含業師協同教學、師生實務研習、師生深耕；「跨領

域教學/競賽」包含跨領域學分學程、跨領域共授課程、高中職專題競賽、

微電影競賽； 

「師生專題研究」包含創新教學研究、指導高中職專題；「校級特色發展」

包含 VAR 特色課程、屏東學。 

1.程式設計課程全校推動 

–   落實法規訂定。 

–   畢業門檻-107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必修。 

–   推動系上專業課程融入及院必修課程。 

–   全校性共選通識工具課程。 

–   落實程式設計課程外審工作。 

–   教師參與編撰程式設計教材。 

–  國立屏東大學在程式設計課程的推動，106 年全校學士班學生 31.43%

曾修讀程式設計課程，107 年達 47.52%，108 年達 72.22%，預計於

111 年即可達到 100%的畢業生均修習過邏輯運算思維課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具邏輯運算思維及程式設計課程歷年修課人數 



2.全面實施創新教學 

–   參與課程革新教師人數具逐年上升趨勢，受益學生人數亦逐年上

升，各項總計參與創新教學教師人數達 92 人次，受益學生 4327 人

次，如圖 3 所示。 

–   學生藉由修習學分學程，參與國立科學工藝館微電影競賽獲得佳

績。 

–   原住民專班師生與菲律賓大學人類學系合作，進行一個月的聲音地景

沉浸式交流計畫，紀錄在地原民音樂、舞蹈，保留原住民族珍貴藝術

資產。 

–   本校師生以解決偏遠地區資源缺乏所導致的教學成效落差為目標，至

屏東偏鄉學校，透過遊戲方式導入程式設計課程，於遊戲中培養學童

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   以本校學生拓展國際視野、擴大學習場域及強化國際學術交流為宗旨，

教師將課程帶至國際，使學生真正走入當地生活及學習，體驗不同文

化的差異。 

3.鼓勵跨領域開課及修習-「微學分課程」由各院統籌設計主題式講座，結

合各院專業領域或新興議題的，以「少理論、多動手，快樂學習」為課程

宗旨並鼓勵學生跨院領域選修，取得自己有興趣的課程學分，打造學生自

主學習的管道，增進學習動機並共享校內教學資源。 

4.支持校級特色課程發展-開設屏東學課程及 VAR 跨領域課程。 

5.建置 VAR 跨領域教學空間-高階電腦教室兩間(117 部電腦)。 

 

 

 

 



 

 

 

 

 

 

 

 

 

圖 2 創新教學六大類 

 圖 3 創新教學方案六大類分析表 

 



 子計畫 2：「通識深耕」學生基本能力提升計畫 

1.英文課程革新(多元文化語境學習)：開設實戰多益英文，藉由密集訓練，

學生平均前測成績由 550.42 分進步至 593.75 分，進步 43 分，約提高 8%，

如圖 4 所示。 

2.實施多元評量：完成大一學生全面 3 回合多益全真模擬檢測。 

3.課程設計理念與課程教材規劃：依據學生需求，於夜間開設「征服職場

英文」系列課程；由專業師資授課多益課程，協助學生熟悉多益證照考

試，提升聽、說、讀、寫之能力，輔助學生熟悉新制多益測驗題型課程。 

4.教師編撰國文教材、學生閱讀書寫作品：提昇學生的表達能力，從閱讀、

聽講、報告、書寫，全方位厚實學生聽說讀寫的技能，建構語文素養，透

過蒐羅學生佳作匯集成集，使學生彼此觀摩，互相學習；並呈現學生學習

成果，期許學生未來創作可以更加精進，也更有動力，如圖 5 所示。 

 圖 4 實戰多益英文授課情形 



圖 5 提升基礎能力國語文教材 

 子計畫 3：「VAR」跨域教學創新計畫 

1.推動智慧聯網技能提升與人才職能推升 

–   榮獲第四屆全國科技大專校院程式競賽金獎第二名、2019 年國際智

慧人型機器人競賽成果大專組第一名、智慧聯網計畫產學案 2 件、智

慧聯網實際系統開發 2 件、程式設計能力檢定。 

–   規劃 VR/AR 互動設計學分學程，如圖 6 所示，同時發展不同學院專

業領域之 VAR 跨域合作教學，每學期開設兩門跨院系 VAR 相關課

程，授課教師及修課學生皆以跨院系方式進行。 



–   建置機電整合證照試場，108 年輔導學生考取證照 20 張以上、辦理 1

場全國性機器人競賽，108 年參賽人次達 300 人以上、辦理 1 場 VAR

高中端教師研習營，參與學生達 30 人次以上，如圖 7 所示。 

–  學生參與「大專程式能力檢定」獲得佳績，並順利通過國立大學資工

系碩士班甄試。 

2.推動 VAR 虛實整合創新培育 

「VR 購物系統」榮獲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組亞軍、「VR 飛越屏大」

獲得放視大賞跨領域類特別獎、「AR 智慧交談系統」獲選多媒體與

數位內容組優等。 

3.推動結合 VR/AR 之手持設備 APP 教學創新 

–   開發地震防護 VR APP，提供大眾獲得地震防護基本知識與技能。 

–   以實務成果整合領域專業知識形塑教學特色，開發 VR APP，如圖 6

所示。 

–   由 VAR 領域業師協同教學，培養高中職 VAR 種子教師與推廣

VAR 領域課程。 

4.推動 VAR 於機器人應用 

–   舉辦 VAR 技術體驗營—虛擬實境開發研習、全國創意智能機器人

主題競賽。 

5.開發屏大創 VR 學習系統，引導心障者自主購物 

–   國立屏東大學研發「VR 虛擬實境便利商店購物學習系統」，使身心

障礙者透過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練習自主購物。偏鄉地區缺

少便利商店，能實際操作的機會較少，因此身心障礙者要學習獨立生活

仍有困難，團隊研發 VR 虛擬實境便利商店購物學習系統，使其能以模

擬情境的方式重複練習購物，達到自主生活的目的。 



– 相 關 新 聞 報 導 ：

https://news.cts.com.tw/unews/campus/201912/201912271985611.html 、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ife/realtime/20191218/1679069/ 、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12976。 

6.設計 VR 水下互動系統和 VR 騎馬復健系統 

–  國立屏東大學體感技術中心和國仁醫院跨領域合作，結合虛擬實境

和互動遊戲，讓療程變得較趣味，增進患者復健意願，提高復健回診

率。 

圖 6 VAR 成果 

https://news.cts.com.tw/unews/campus/201912/201912271985611.html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ife/realtime/20191218/1679069/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12976


圖 7 建置證照考試 

 子計畫 4：科技高教、屏大深耕 

   1.以學院為教學核心，跨領域多元學習，建置專長學程 

 –  組織面：於排課階段召開院課程排課會議協調學院及各系所開課事

宜，提升開課效率，有效避免衝堂；課程面：建構創新教學課程規劃，

開設多型態教學課程及院主導開設教學課程，融入實作探究、跨領域

性質、三明治授課模式、產業實務、問題導向、國際移動力、國際參

與力、善盡社會責任，培養學生多元跨領域實務能力；教師面：強化

跨院、跨系所教師交流，提供創新教學課程獎勵措施；招生面：日間

部學士班寒轉、暑轉、特殊選才及碩士班採取院聯合招生，招生名額

由院統籌規劃分配，已獲成效。 

 –  藉由多型態教學課程開設院共同課程、跨領域學程及專長學程，共計

6 門院主導教學課程，前述多型態教學課程已累計開設 64 門，培養學



生專業深化及跨領域多元能力，修畢學分學程並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

及學位證書加註第二專長，學生累計 21 人次。 

 –   開設具社會就業趨勢、融入產業實務之院主導教學課程，漸進推動

三明治授課模式，透過基礎學理學習、業界實務授課、問題解決導向

課程，共計 9 門三明治授課模式課程，辦理 30 場業界實務授課、業

師協同課程，落實理論實務並重之理念。依循上述各式多型態教學課

程所建構之創新教學課程規劃，如圖 8 所示。 

 

圖 8 創新教學課程規劃 

2.在地深耕創新，翻轉教學核心 

– 著眼於傳統課程之革新，引導既有課程進行型態改革，並開設多型態

教學課程，如圖 9 所示，以提升學生學習自主性與自由度，如：3 門

8 場業師協同教學課程、5 場校外專家、業師專題演講。 

– 藉由各系所開設之專業課程內涵，至偏鄉地(校)區辦理校外科普傳播

活動服務、體驗生活化學在地服務或動手做課程，共計辦理 2 場生活

科普動手做體驗營。 

– 辦理 1 場新南向無邊界跨國協同教學課程，前往泰國進行境外移地教

學，參與學生共計 15 人。藉由跨國協同教學，學生在全英文的教學



環境下學習專業領域相關知能，參與專業課程英文成果發表會等活動，

有助於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及國際參與能力。 

– 辦理 3 場科學創客自造工作坊，藉由移地教學、邀請校外業界專家，

於自造場域進行實務操作與自造經驗分享。提供學生瞭解自造產出過

程之機會，並透過自造實作課程累積實務經驗，從中瞭解從事該領域

自造所需具備之知能，培養及提升其探求該領域專業知能之欲望。 

–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為達新南向政策人才交流面向（人才

培育）所需，辦理 3 場科學藝術創客工作坊，使前來本院實習之泰國

姊妹校學生在實際操作、探索自造的過程中，瞭解科學原理，藉由科

學知能創作藝術之美，進而瞭解本院對於專業知能培育、探索式動手

做教育模式之推動與重視，有效激發其未來至本院各系碩士班就讀及

從事學術研究之意願，以創造本院未來招收國際學生之優勢。 

–為啟發學生探索各專業領域、培養深入學習相關知能之興趣，創建 10

組師生研究社群。經由各式社群活動以及師長、高年級學生之引導有

效啟發低年級學生學生探索各專業領域、培養深入學習相關知能之興

趣，增進實務經驗之累積，激發其積極參與專業領域競賽之企圖心。

師生研究社群邀請校外學者、業界講師進行產業趨勢、實務經驗分享

與手做自造相關活動共計 8 組社群 17 場次，成果展示共計 9 場次。 

 

圖 9 多型態教學課程成果 

 子計畫 5：「走讀屏東」在地關懷、文創加值與多元語文計畫 

1.以發展屏東學作為學院特色，開設學院必修課程「屏東學概論」，從數

位產業、原民音樂、公民培育、文化推展、多元語文、文創社群等人文學

與社會科學切入，建構跨域整合的屏東學。 

2.結合高屏地方數位內容產業，落實地方、產業與教學的結合，發展出具

有地方文化產業特色與國際競爭力的教學特色領域。 

3.透過「社會議題」、「研究方法」與「社會發展實作」三大類課程之連

貫性與整合性，藉由社會實務體驗引導學生透過實地體驗公務部門及非

營利組織工作，實際走入社區、操演社會實踐與行動，深化社發系學生



「生根在地」的能力，養成學生發掘與介入在地社會議題的社會責任，如

圖 10 所示。 

4.利用文創協力地方政府，活化文資空間的夥伴關係，並藉由課程實作化

打造學生微型創業能力。本校目前成功提案 3 件，其中爭取文化部「108

年文化部補助辦理文化論壇，屏新而論──枋寮：藝術、產業、鐵道的新

文化運動」建立起地方網絡關係，透過學校課程教學與地方及政府機關

合作，落實學生專業能力培養，以爭取外部資源能力。 

5.透過文化商品設計實作課程，開發以南島民族文化為底蘊的「部落公法

人」桌遊及繪本，108 年推出布農族篇；扶植學生樂團發行正式專輯，今

年新成立的 Ayam 樂團將族語創作、國語創作併行。 

6.編纂《屏東文學史》及開發「文學走讀 APP 程式」，發展大眾的文學

旅行，進一步推動故事戲劇、文創或「故事數位影像」進入社區。 

7. 舉辦教材設計比賽，鼓勵學生參與系刊編輯及新聞採訪、播報及影像

編輯、後製等實務工作。擴展商務觀光餐旅及英語教學相關實習機會，建

立日語實習或產學合作媒合機制。辦理各種語言課程、師資培訓班及英

語檢定類課程，如圖 11 所示。 

8.舉辦「琅橋卑南道-貫穿東西的歷史大道」講座及踏查、「全球視野下

的地方/教育學」座談會、「我們與地方創生的距離」講座、「2019 台日

地方創生論壇」等活動，如圖 12 所示。 



圖 10 屏東學及地方實務體驗成果 

圖 11 學生成果 



圖 12  文資保存活用中心及地方創生成果 

 子計畫 6：SMART 教育創新與實踐 

1.開拓幼兒教育學系師資生國際視野，與德國柏林 Helleum 兒童科學探

究中心交流與合作，辦理研習及工作坊。 

2.因應數位新趨勢，研發 VAR 科技教材，將數位學習、科技融入等技能

納入相關課程或是開設新課程，以培育師資生為指智慧型教師(smart 

teacher)，如圖 13 所示。 

3.透過學習輔助犬，改善學童溝通力、閱讀能力、學習動機與成效，培養

尊重生命及愛護生命的教育意義。學習輔助犬融入偏鄉及社區閱讀教學，

以 生 命 陪 伴 生 命 。 見 相 關 新 聞 報 導 ：

https://news.ltn.com.tw/news/Kaohsiung/breakingnews/3011843。藉由溝通

訓練培訓、功能性體感復健訓練平台軟體研發，發展特色教學模式，協助

特殊需求生，如圖 13 所示。 

4.偏鄉離島巡迴公演，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創立 STEAM 教習劇場

（Theater-In-Education，簡稱 T.I.E.)，由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師資

生組團演出，如圖 14 所示。 

5.教師在教學上將導入教育領導創新創意經營課程，並透過參與國際型研

討會，增進教育行政領域之研究能量，活化教育政策領導之應用，培育領

導人才，如圖 15 所示。 

https://news.ltn.com.tw/news/Kaohsiung/breakingnews/3011843


6.培育學生運算思維之素養發展「運算思維教學資源中心/教育基地」為

特色，與理學院動手做科學教育中心結合，建立全國最大的運算思維教

育基地，並開辦運算思維增能工作坊，設計教材教案，優化學習力。 

圖 13 教育創新與實踐成果 

圖 14 學生展演劇坊成果及報導 

 



圖 15 新課綱師資生工作坊及教育嘉年華會成果展 

 子計畫 7：三創在地 4.0 深耕計畫 

1.培養學生創新創業創意能力，於校內招募校園創業團隊，進駐智慧三創

發展研究中心，並定期辦理創業成果發表會。招募錄取 4 隊學生團隊，

分別為實習旅行社、下午沒課休創園區團隊、APlus 電商第三方服務團隊

及電商業務開發創業團隊，其中 2 組創業團隊參與第四屆全國大專院校

B2B 跨境電商競賽。 

2.建置與改善教學特色專業空間，辦理 EPR 研習營，並輔助學生海外企

業實習，共有 19 名學生赴越南實習，並與禾寶醫療集團越南金寶山國際

責任有限公司、越南久林責任有限公司、越南唯鼎紡織責任有限公司及

越南聯昌責任有限公司等 4 家簽訂合作意向書，如圖 16 所示。 



圖 16 學生參與研習及海外企業實習成果 

 子計畫 8：「研發 X 人才」人才培訓與研發能量躍升計畫 

1. 師生共同參與產學合作方案，6 位學生參與企業專案輔導；8 位學生參

與產學合作教材(具)計畫之執行。 

2. 4 位教師執行創新教材(具)開發計畫，激發師生研發創意，縮短產學落

差。 

3. 國立屏東大學教師團隊提供屏東工業區、屏南工業區、屏東加工出口

區、南部科學園區進駐企業訪視服務，積極與在地企業合作爭取各式政

府資源計畫，共同推動產業聚落成形。推動教師鏈結在地產學合作方案，

協助產業園區企業申請政府計畫合計 4 案，總經費為 212 萬元。執行人



才培訓與能量躍升計畫後，8 位教師結合 14 家企業成功爭取經濟部整合

型計畫，核定補助經費 112.8 萬元。 

4. 發掘遴選具潛力新創團隊，藉由舉辦講座課程中持續宣導，推動校內

衍生企業進駐育成辦法細則放寬。成立孵夢團隊 6 隊，總人數 26 人，如

圖 17 所示。 

5. 以 UGSI 理念實質促成產業聚落發展，結合美和科技大學共同執行經

濟部工業局「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提升計畫」，提供屏東工業區、內埔工

業區與屏南工業區進駐廠商訪視服務，如圖 18 所示。 

6.推動大武山學者彈性薪資獎勵評選，以教學、研究、產學、服務等面向，

制訂評選制度，評選各面向表現最為卓越傑出之學者，並頒發獎勵薪資，

藉以建立本校傑出教師彈性薪資制度及正向競爭風氣。108 年度共 10 位

教師獲此榮譽獎勵。 

7.國立屏東大學結合在地鄉鎮共同簽署計畫，推動地方創生，如圖 19 所

示。 

 



圖 17 輔助學生創新創業團隊成果 

 

圖 18 拜訪在地園區企業 

 



圖 19 與地方鄉鎮共同簽署推動地方創生 

子計畫 9：屏東大學智慧校園 4.0 計畫 

1.建置智慧校園 APP 

–   透過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術架構與

校內資訊系統連結。 

–   透過學校識別證建立並發展智慧校園環境，如圖 20 所示。 

2. 公開辦學資訊 

–   建立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   發行校務資訊電子報，以各種管道與師生建立互動關係。 

3. 提升行政效率 

–   建置校務研究系統。 

–   建立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   透過學校識別證建立並發展智慧校園環境。 

4. 成立「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究推動策略聯盟」，與 28 所學校簽訂合作

備忘錄，共同推動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究之發展，以教育部「建立大學生

學習成效評估及提升機制」之相關議題，整合運用各校資源，建立合作機



制及策略，並辦理人才培育、校際實務與學術經驗交流活動，以落實校務

專業管理模式之責任，於 108 年 11 月舉辦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究推動策

略聯盟成果展，如圖 21 所示。 

圖 20 智慧校園 APP 推動成果 

 

圖 21   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究推動策略聯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