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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教學成效及評量 

9.3.1 學生核心能力指標 

本所教育的設計與內容，係建構在飛機工程系學士教育的基礎上延伸，使學生具備更專

精的專業實務能力。本所規劃學生於畢業時所需具備之核心能力共八項如下： 

核心能力一 航空與電子領域之專業知識。 
核心能力二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核心能力三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核心能力四 創新思考及獨力解決問題之能力。 
核心能力五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 
核心能力六 良好的國際觀 
核心能力七 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核心能力八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上述學生核心能力指標之訂定，係根據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工程教育認證規範

（EAC2010）9.3 所制定的學生在畢業時所應具備核心能力指標為基礎，配合本所之特點與

未來發展目標，經諮詢課程委員會（成員包含國內相關領域專家、學者、本所校友代表、學

生代表及本所教師）意見後，交付所務會議通過而制定，相關內容涵蓋 EAC2010 核心能力

之要求，與 EAC2010 認證規範 9.3 之關聯性如表 3-9-3-1 所列。本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

力關聯性如表 3-9-3-2 所列。 

表 3-9-3-1 飛機工程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 學生核心能力指標 
EAC 2010 認證規範 9.3 本所 學生核心能力指標表 
9.3.1 特定領域之專業知識。 
9.3.2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9.3.3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9.3.4 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 
9.3.5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 
9.3.6 良好的國際觀。 
9.3.7 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9.3.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1 航空與電子領域之專業知識。 
2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3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4 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 
5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 
6 良好的國際觀。 
7 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表 3-9-3-2  研究所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力關聯表 
 1 2 3 4 5 6 7 8

1. 具備航空與電子科技相關設計、分析、實驗與整合之

工程應用能力。 
  ◎ ◎ ◎   

2. 具備觀察產業脈動，發展符合產業需求技術之能力。    ◎    ◎

3. 具備專業領域管理規劃與實務能力。    ◎     
4. 具備獨立思考、持續學習與團隊合作的精神。       ◎ 

5. 具備國際觀與尊重專業倫理的人格特質。       ◎  
關聯性 ● 強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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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學生核心能力的培養方式 

本所對於學生核心能力的培養，仍然承襲學系認證體系的運作模式（參見 3.2 節），主

要係透過課程內容設計，將本所訂定之 8 項學生核心能力指標，融入各科目課程大綱傳授。

在各個學期的課程安排和個別科目教授內容上，因學習進度規劃和科目特性的不同，可能僅

涵蓋部份學生核心能力指標的訓練，但各個科目交叉匯集，學生在兩年碩士班課程中，將達

成完整的核心能力訓練。 

配合本校各系所全面申請加入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體系，本所自 101 學年度起，開始規

劃分析各課程與核心能力指標之關聯，以 101 年度開設之研究所課程為例，各開設課程與學

生核心能力指標之關聯性如表 3-9-3-3 所列。全年度開設課程與學生核心能力指標之關聯性

如圖 3-9-3-1 所示。如上述圖、表所示，本所目前課程已能涵蓋所有學生核心能力指標之訓

練；至於在學生核心能力指標 5、6、7 的訓練方面，圖 3-9-3-1 顯示，相關課程的關聯性較

為薄弱，將提供課程委員會，作為 102 學年度課程開設的參考依據。 
 
 
 

表 3-9-3-3  本所 101 學年度開設之研究所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力關聯表 
           (表內數字代表課程內涵與各核心能力關聯性強弱之權重值) 

課程名稱 

學生核心能力指標 

1 2 3 4 5 6 7 8 

航
空
電
子
領
域 

之
專
業
知
識 

策
劃
及
執
行 

專
題
研
究
之
能
力 

撰
寫
專
業
論
文 

之
能
力 

創
新
思
考
及 

獨
立
解
決
問
題
之
能
力 

與
不
同
領
域
人
員 

協
調
整
合
之
能
力 

良
好
的
國
際
觀 

領
導
、
管
理
及 

規
劃
之
能
力 

終
身
自
我
學
習 

成
長
之
能
力 

科技論文寫作  10 2 10 1 6 0 0 6 

線性系統理論  8 5 2 5 0 0 0 2 

飛航安全  3 10 7 10 9 8 8 8 

有限元素分析  7 5 2 5 0 0 0 2 

有限元素法  7 5 2 5 0 0 0 2 

高等電力電子學  8 0 0 2 0 0 0 0 

數位影像處理  10 0 0 0 0 0 0 0 

飛機穩定性與控制  6 0 1 3 0 0 0 0 

高階微處理機應用  9 9 9 10 9 6 8 10 

展頻通訊  10 0 0 0 0 0 0 0 

航空品保與驗證  10 5 2 5 0 0 2 2 

國際民航法規  10 5 2 6 0 5 2 2 

飛機結構工程分析與設計  9 6 2 5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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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生核心能力指標 

1 2 3 4 5 6 7 8 

航
空
電
子
領
域 

之
專
業
知
識 

策
劃
及
執
行 

專
題
研
究
之
能
力 

撰
寫
專
業
論
文 

之
能
力 

創
新
思
考
及 

獨
立
解
決
問
題
之
能
力 

與
不
同
領
域
人
員 

協
調
整
合
之
能
力 

良
好
的
國
際
觀 

領
導
、
管
理
及 

規
劃
之
能
力 

終
身
自
我
學
習 

成
長
之
能
力 

專題研討(二)  4 2 2 2 0 0 0 0 

專題研討(四)  4 2 2 2 0 0 0 0 

專題研討(三)  4 2 2 2 0 0 0 0 

專題研討(一)  4 2 2 2 0 0 0 0 

彈性力學  7 3 2 5 0 0 2 2 

切換式電源供應器  10 2 3 2 0 0 0 3 

現代控制系統  10 2 3 2 0 0 0 3 

電子裝備散熱  10 2 3 2 0 0 0 3 

熱對流  8 5 2 5 0 0 0 2 

系統應用設計與實務  10 2 3 2 0 0 0 3 

交直流馬達驅動  10 2 3 2 0 0 0 3 

數值方法  6 7 2 5 0 0 0 4 

行動通訊  10 2 3 2 0 0 0 3 

燃燒學  9 5 2 5 0 0 0 2 

電動機控制  10 2 3 4 0 0 0 3 

機電整合  10 2 3 4 0 0 0 3 

航空公司管理實務  10 8 2 5 0 5 0 2 

結構動力學  8 5 2 5 0 0 0 2 

紊流學  9 5 2 5 0 0 0 2 

航空結構與機械振動  10 5 2 5 0 0 0 2 

航空工程實驗方法  8 7 2 4 3 0 4 2 

適應性有限元素法  6 5 2 5 0 0 0 2 

可靠度工程實務  10 5 2 5 0 0 0 2 

適應性訊號處理  10 2 3 2 0 0 0 3 

嵌入式系統  10 2 3 2 0 0 0 3 

油電複合動力系統設計與分

析  
10 2 3 2 0 0 0 3 



 

 229

 

 

 

圖 3-9-3-1  101 學年度開設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力指標關聯性統計圖 

 
 

在實際運作上，在每學期期初，各科目授課教師須依據課程委員會核訂之課程準則綱要

撰寫教學計畫表，說明其教學大綱、教學策略、學習評量方式、預期教學成果、與學生核心

能力指標相關性、和訓練的深度等；本所於彙整各科之教學計畫表後，透過統計各科教學計

畫表的規劃，可以分析得知目前課程的內容設計，就整體而言，是否滿足對學生核心能力訓

練，以及教育目標的規劃。 

由於研究所工程教育，除了增進學生特定的專業知識及實務能力外（這部份大都可以透

過一般課堂講授或實作達成），另一個重要的目標，是培養研究生能以研究為基礎，在獨立

作業或在跨領域團隊中，解決複雜的工程實務問題，而實施的方式，是藉由書報討論、實務

課程專題報告、產學合作計畫與碩士論文研究和撰寫來達成。具體的學生核心能力訓練方式

如表 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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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3-4  學生核心能力訓練方式 
研究所學生核心能力指標 培養方式 
1. 航空與電子領域之專業知識。 1. 一般課堂課程 

2. 相關領域之研究文獻閱讀 
3. 指導教授指導 
4. 碩士論文研究 

2.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1. 與指導教授定期討論及進度報告 
2. 產學合作 
3. 碩士論文研究及撰寫 

3.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1. 相關領域之研究文獻閱讀 
2. 指導教授指導 
3. 碩士論文撰寫 
4. 研究成果投稿 

4. 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 1. 與指導教授定期討論及進度報告 
2. 運用圖書關資源或其他資訊科技 

5.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 1. 產學合作 
2. 整合型研究計畫 

6. 良好的國際觀。 1. 書報討論 
2. 參加學術研討會 
3. 論文發表 
4. 相關領域之研究文獻閱讀 
5. 短期國際交流 

7. 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1. 碩士論文研究及撰寫 
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1. 運用圖書關資源或其他資訊科技 

2. 相關領域之研究文獻閱讀 

 

此外，本所對於碩士班研究生的養成訓練，著重在學習如何將一個交付的研究主題，在

預定（2 年）內，完成研究成果。研究生之論文題目與研究方向，一般而言，係由指導教授

考量現有的研究設備及研究生之學習興趣，配合各老師所承接的研究計畫或產學計畫，評估

指定一個可行的研究主體後，交由研究生執行完成；在研究生研究的過程中，指導教授隨時

透過每周定期討論，或書報討論課程等機會，要求研究生蒐集及報告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

並報告研究進度，討論困難的癥結點，藉此訓練並培育學生核心能力；此外，亦鼓勵論文研

究生多參與國際學術活動，及進行產業參訪或合作計畫，以拓展學生國際觀。 
 
9.3.3  學生核心能力之評量方法 

學生核心能力的評估，是教學持續改善機制中重要的一環，本所目前已建立多樣化教學

成果評量與分析的方法與步驟，透過各項評估資料的整理與分析，了解學生的學習狀況與成

就，並作為課程與教學改善之參考，主要評估方式包括： 

A. 個別科目之學習成就評量 (參見第 3.2.2 節)； 
B. 學習歷程檔案：包括各科作業、期中期末試卷、專題實作及書面報告採樣； 
C. 問卷調查 (業界、學界對畢業系友服務意見調查表，及研究生核心能力意見調查表)； 
D. 畢業生就業及就學資料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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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實務能力評量； 
F. 聘請專業評鑑； 
G. 口試； 
H. 行為觀察； 

詳細步驟請參見第 9.1.4 節及表 3-9-1-6。 
 
9.3.4  學生核心能力之評量結果 

A. 教學評量（針對課程）、相關問卷調查與結果分析 

在個別課程的教學評量分析方面，系、所採取相同的分析模式，請參閱認證規範 3。 

除了與學系採取相同分析模式，就整體開設之課程內涵作核心能力的定量分析（參見

第参章-認證規範二及認證規範三）外，部份課程亦著重培養研究生能以研究為基礎，

在獨立作業或在跨領域團隊中，解決複雜的工程實務問題的能力。以 101 學年度第二

學期開設之「航空公司管理實務」課程為例，學期中便以近年興起之「廉價航空公

司」為題，請學生蒐集各項資料，以了解何謂廉價航空？運作模式特性為何？作成書

面與口頭；而期末再以「評估航線運作成本」為題，請每位修課研究生分工負責蒐集

飛機取得/租賃價格、飛航組員薪資/加給、飛機維護成本、各項保險費率、航線燃油消

耗量及不同地區加油單價、以及機場/導航、地勤代理合約、空廚餐飲等費用，然後彙

整各自分析開闢一條新航線所需成本，這些都是未來在進入航空公司工作時，可能面

對的工程實務問題。相關期中及期末報告，均經系所每學期末向開課老師蒐集存檔參

用。 

B. 指導教授對研究生核心能力評量 

本所設計有相關問卷，請各指導教授就其指導一年以上的研究生，根據研究生在其指

導過程的行為觀察，評量研究生核心能力成長的情形。 

由圖 3-9-3-2 可發現，研究所指導教授對於入學研一學生之最不滿意項目為核心能力

6： 良好的國際觀，此現象應與學生之英文能力普遍不佳有關，其高之不滿意項目為核

心能力 4： 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此點則應與目前大學教育以老師單向教

學之特質有關，學生缺乏提出解決問題之完整方案的訓練。另一方面，針對研一學生

指導教授最滿意的核心能力為：核心能力 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此點合理的

解釋為研一入學新生往往展現強烈的學習動機，也願意配合教授與各研究室之研究需

要進行學習，因此獲得最高之滿意度，第二高的滿意指標為：核心能力 5： 與不同領

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此點與前述之新生特質不謀而合，願意為新的研究付出心

力、願意與實驗室分擔研究工作因此獲得教授之滿意。 

而針對研二畢業生的調查則顯示，教授最不滿意的仍為：核心能力 4： 創新思考及獨

立解決問題之能力，及核心能力 6： 良好的國際觀，可見本系研究所學生在此兩方面

出現入學不佳、畢業仍不足之現象，此點值得後續課程規劃之參考。教授最滿意的核

心能力則為：核心能力 5：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與核心能力 1： 航空與電

子領域之專業知識，顯見學生經過研究所訓練其專業知識有相當之進步，與指導教

授、實驗室成員亦能融洽完成研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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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力 1： 航空與電子領域之專業知識。  核心能力 2： 策劃及執行專題研究之能力。 
核心能力 3： 撰寫專業論文之能力。   核心能力 4： 創新思考及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 
核心能力 5： 與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力。 核心能力 6： 良好的國際觀。 
核心能力 7： 領導、管理及規劃之能力。  核心能力 8：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力。 

圖 3-9-3-2 研究所指導教授對學生之核心能力之滿意度調查 

C. 教育目標滿意度－雇主(業界/學界) 對畢業生滿意度調查與分析 

本所設計有相關問卷，請業界雇主及繼續進修博士學位之碩士班畢業校友的指導教

授，實施滿意度調查，以瞭解本所教育目標的落實情況，問卷設計如表 3-9-3-5 所示，

相關問卷問題與教育目標關聯性如表 3-9-3-6 所示。 

本項問卷於 101 學年度下學期設計完成，自 102 年 5 月開始寄發調查，目前仍在回收

中，教育目標滿意度分析結果如圖 3-9-3-3，以目前外界初步回饋意見顯示，各項教育

目標之滿意度均落在「滿意」（五分量表的 4 分）到「非常滿意」（五分量表的 5
分）間。 

 

 
圖 3-9-3-3  教育目標滿意度分析－業界/學界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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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3-5   雇主(業界/學界) 對本所畢業生滿意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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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3-6 雇主(業界/學界) 對畢業生滿意度調查問卷與本所教育目標關聯表 
教育目標關聯性  有

效 
樣

本 

均

值

 
滿意度 (非常滿意=5; 滿意=4; 尚可=3; 不滿意=2; 非
常不滿意=1; 無意見=0) 

1 2 3 4 5 
 

畢業碩士生姓名           
XX
X

公司/系所名稱              
XX
X

業界/學界  (業界=1 / 學界=2)              2 

1. 
公司產業的屬性，是否是航空機械或電子科技

相關領域(是=1; 否=0) 
          1 

2. 是否具備足夠的基礎工程學識？ 1       1 5 5 

3. 是否具備該職務應具備專業知識？ 1 1 1     1 5 5 

4. 在策劃專案工作(或交付任務) 效率上的能力: 1 1 1     1 5 5 

5. 在執行專案工作(或交付任務) 效率上的能力 1       1 5 5 

6. 在撰寫專案 (結案)報告效率的能力: 1  1     1 4 4 

7. 在獨立解決問題上的能力: 1 1  1   1 4 4 

8. 在創新思考上的能力:  1 1 1   1 4 4 

9. 在同一部門工作團隊中溝通及討論問題的表現：    1   1 5 5 

10. 與跨部門（不同領域）人員協調整合的能力：    1 1 1 5 5 

11. 整體而言，在領導和管理方面的能力:   1 1   1 4 4 

12. 整體而言，在工作態度與負責方面的表現      1 1 4 4 

13. 整體而言，在持續學習精神方面的表現:    1   1 4 4 

14. 整體而言，在尊重專業倫理方面的表現:      1 1 4 4 

15. 整體而言，在關懷企業與社會方面的表現:      1 1 4 4 
平均值: 4.7 4.5 4.4 4.3  4.3  

 

 

D. 畢業生升學及就業規劃 

如圖 3-9-3-4 分析結果顯示，截至 101 學年度止，本所已畢業的四屆 82 為畢業生中，

扣除目前失聯的 24 位，其餘 58 位畢業生，共有 3 位（5%）選擇繼續攻讀博士班，8
位（14%）進入航空公司服務，16 位（28%）選擇電子業，另有 21 位（36%）仍在服

役中，10 位（17%）選擇傳統產業或自行創業，整體而言, 大部分的畢業生，都能在畢

業後，順利找到相關的就業市場，得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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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3-4 畢業生就業狀況分析 
 

E. 畢業論文清單: 詳如表 3-9-3-7 

表 3-9-3-7   97-100 學年度畢業碩士論文清單 
學年度 研究生 中文論文名稱 

97 張春木 應用於不連續加熱的模糊 PID 控制器 

  李國光 波浪型旁通流室對紊流場流經具單排加熱凸塊之三維矩形流道熱傳增益之研究 

  劉力榮 具剎車回充與電壓控制之雙向直流/直流轉換器於電動車之研製 

  陳冠雄 新型最大功率追蹤控制器於太陽光電能微衛星系統之研製 

  曾昭雄 數位控制式功因修正器之研製 

  潘政輝 遙控直昇機輔助駕駛系統之實現 

  黃啟銘 具凸塊熱源之模組於三維機匣中自然對流熱傳特性及散熱性能增進之研究 

98 劉警文 具一個圓型不完全異質界面之彈性無窮平面受到奇異型負載作用下之界面應力分析 

  陳韋憲 UAV 自主飛行系統的設計、實現與應用 

  陳政旗 UAV 多機架構導控地面站設計與實現 

  陳君凱 短路雙生階梯式多輸入多輸出天線設計 

  林建廷 超輕航機小型航電系統設計 

  陳柏成 新型無刷直流馬達吊扇驅動系統之研製 

  王明新 沙伯紐斯型垂直軸風力機數值模擬與實驗分析 

  高玉荃 內含奇異型負載之圓型異質之不完全界面應力分析 

  陳威任 傾斜式空穴臨界 Ra 數之數值模擬 

  馮晨輔 無線感測網路應用層叢集式網路架構之系統研製與性能分析 

  廖仁傑 一氧化碳鍋爐熱傳流場解析 

  李虹毅 多頻段遙控救災直升機研製 

  林建華 小型風力機葉片二維翼型流固耦合分析 

  邱琮評 三維機匣中具陣列分佈之凸塊熱源模組的自然對流熱傳特性及冷卻效能提升之研究 

  陳宥銘 高空長滯空 UAV 在有積冰環境時之熱氣防冰系統熱傳增益之研究 

99 李英傑 以統計分析的方式編纂專業英語教材之研究 

  李偉山 航空公司包機航線營運成本分析 

  鄭崴 穿音速流機翼下方釋放彈體數值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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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研究生 中文論文名稱 

  莊岱儒 一氧化碳鍋爐三維熱傳流場解析 

  陳永倫 多頻同軸探針饋入式無線 USB 收發器天線設計 

  周品言 旋翼機協同飛行控制系統 

  黃靖凱 結合 ZigBee 無線網路與模糊控制之智慧型逃生導引系統 

  謝金祥 穿音速流通過機翼釋放彈體之參數效應數值探討 

  高維民 混和式跳時直序多重存取超寬頻系統結合 N 階雙正交脈波位置波形調變之精確性能分析

  葉秉諭 手眼足協調智慧型人形機器人研製 

  詹智航 三維流道中載裝有間隔凸塊熱源模組之共軛熱傳特性及效能提升之研究 

  李宗錡 智慧型步行復健系統 

  黃盈賓 嵌入式影像計數系統 

  袁兆宏 利用紅外線頻譜之車漆顏色辨識 

  胡雅芳 無人飛行器航路規劃研究 

  廖育晟 煙囪加裝質量調整阻尼器之數值分析參數探討 

  方柏翔 基於差值擴張之浮水印研究 

  王韋勝 太陽光電能之微型最大功率追蹤控制器研製 

  呂育政 單相交流截波器應用於感應馬達之研究 

  王志暉 控制器區域網路應用層系統架構之研究與實現 

  陳偉昌 結合輪鼓馬達控制之車載油門線傳網路系統研製 

  陳冠豪 具主動式箝位電路之隔離型全橋式升壓直流/直流轉換器研製 

  黃建銘 傾斜方形空穴內自然對流混沌行為之數值模擬 

100 林祐新 風洞阻塞效應影響小型水平軸風力機性能測試之數值模擬 

  黃家豪 風力發電機轉子系統作為系統穩定方式之研究 

  蔡昌桔 航空公司倉儲管理-週轉件存量管制 

  蘇信彰 可調仰角葉片應用於垂直軸風力機性能提升之研究 

  連振傑 紊流通過機翼釋放具鰭片之彈體參數效應數值研究 

  顏士雄 API RP 581 熱交換器管束風險評估檢查技術在石化製程設備的應用 

  簡國財 一氧化碳鍋爐三維燃燒流場解析 

  黃俊瑋 結合實驗與數值方法研析噴流式 Gurney 式襟翼應用在無人飛機時之空氣動力特性 

  莊詠淋 渦漩產生器對三維流道中凸塊熱源模組之共軛熱傳特性及冷卻效能提升之研究 

  高嘉聰 單馬達雙進風口排油煙機之流道改善與數值模擬 

  陳奕齊 三維垂直軸風力機之氣動力數值探討 

  朱俊亮 超輕航機飛行資料分析與違規判讀系統 

  施彥碩 雙重復原浮水印協助影像竄改偵測之自恢復浮水印技術 

  方杏鑫 差值擴張可逆式浮水印技術之性能提升 

  左晧 三旋翼無人飛行機器人之研製 

  陳奕志 以 CAN-Bus 設計飛行與量測資料顯示系統 

  郭上豪 無人飛機自動化高機動性飛行之研究 

  曾宥竣 四旋翼飛行機器人與影像追蹤之整合應用 

  石智元 孔洞對裂縫成長路徑與疲勞壽命影響之數值模擬分析 

  陳禹勳 LED 緊急照明燈之研製 

  王怡中 鋰電池群監控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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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研究生 中文論文名稱 

  王傳衡 應用於電梯系統之雙向換流器研製 

  林丞澤 無刷直流馬達吊扇諧波注入調變驅動之研究 

  陳俊廷 微帶線饋入矩形基板集成波導天線設計 

 
9.3.4  持續改善機制 

在相關的課程發展和教學活動上，本所與學系採用同樣的機制，透過「課程改善機制」

及「教學改善機制」所組合之雙迴路流程，作為持續改善機制。詳參第 3.3 節及圖 3-3-8 及

3-3-9。其整合教育目標、課程改善及教學改善實施流程詳參圖 3-3-10 所示。本機制在學系

多年運作的經驗顯示，不論在教學改善、學生核心能力的培養、就業及升學規劃、及雇主滿

意度上，均有持續的進步與成長。 

本所自 102 年起，配合全校統一進行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因此於 101 學年度起，開始

籌備將研究所碩士班部分，納入原本的大學部認證體系。相關學生核心能力指標之建構流程

暨歷程紀錄表如表 3-9-3-8 所列。 

表 3-9-3-8   飛機工程系航空與電子科技碩士班  建構學生核心能力之過程暨歷程記錄 
日 期 討  論 事 項 參 與 人 員 會 後 決 議 
102 年 
02 月 
26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委員會議』： 
提案二：因應 102 年全校

統一進行工程及科技教育

認證，本系研究所教育目

標及核心能力指標制定，

提請討論。 

鄭仁杰主任、 
駱正穎老師、 
林煥榮老師、 
宋朝宗老師、 
張鴻義老師、 
王士嘉老師、 
劉昇祥老師、 

七、 研究所的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力︰依 IEET 9.3 的內容

轉換成飛機系的核心能

力，請駱老師與宋老師協

助整合大家的意見，訂定

研究所教育目標雛型。 
八、 於下次系務會議時，大家

提出來討論。 
102 年 
03 月 
27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一：有關本系四技部

及碩士班教育目標及核心

能力指標重新訂定事宜，

提請討論。 

鄭仁杰主任、 
林煥榮老師、 
林鴻佳老師、 
沈義順老師、 
劉傳聖老師、 
呂文祺老師、 
校外委員、 
校友代表、 
學生代表 

核心能力指標內容如附件三。 

102 年 
04 月 
10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 
提案一：有關本系四技部

及碩士班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力指標重新訂定事宜，

提請討論。 

鄭仁杰主任、 
系所教師、 
 

一、 本年度預計向 IEET 申請系

所之工程教育認證，碩士

班部分初版之教育目標與

與核能力指標及本校、院

教育目標關係表如附件二

所示。 
二、 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