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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產業導向的教學研究型大學」為定位，以成為「企業夥伴型大學」為辦學願景，培育理論與

實務並重，兼具四肯特質的大葉人為人才培育的理念。而此一理念則契合核心競爭力= (知識+技能)
態度
的論

述，理論、實務與四肯特質分別對應知識、技能與態度，更者本校的核心能力，三大能力和八大素養，其

中基礎能力與專業能力對應知識，實踐能力對應技能，八大素養則為態度的養成。由此可知本校無論是學

校定位、辦學願景、或人才培育的理念皆以提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為主軸，以此實現「唸大葉、好就業」

的辦學特色。因此本校 98 -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以推動教師教學精進、完善課程設計、強化學生學習及

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為推動重點，並配合檢核與回饋機制的運作，對於提昇學生的核心競爭力與實現本校

第二期教學卓越計畫「唸大葉、好就業」的目標，已有具體而顯著的成效。 

本期計畫依據教育部對於第三期教學卓越計畫所訂定的目標：(1) 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強化學用合

一；(2) 促進大學務實自我定位，發展特色、打造東亞高教重鎮；(3)協助大學深化各項具學校特色之教學

品質改進措施並永續發展和 (4) 區域資源整合分享整體教學品質提昇與本校自我定位及目標，分析學生來

源及特質，更為提昇第二期計畫「唸大葉、好就業」的目標，訂定第三期計畫「唸大葉、好就業、就好業」

的目標，強調本期目標不僅是學生畢業後好就業，而可以就學用合一的好業。為能順利檢核目標的達成度，

於計畫中以務實和積極的態度訂定各項分年績效目標和關鍵性績效指標，而計畫的總體目標更是以畢業生

3 年後的就業率由執行前之 93.1%提高到執行後之 96%；和畢業生對就業滿意程度由執行前之 82.2%提高

到執行後之 90%為衡量指標，顯示本計畫對於提升學生就業力，強化學用合一的決心。 

本期計畫依據六個分項主軸包括：(1)深根永續發展機制，實現大葉創新卓越；(2)推動產學共構學程，

提昇學生實務能力；(3)實施職場實習體驗，落實學生學用合一；(4)深化四肯書院教育，涵育學生全人素養；

(5)鼓勵師生共同學習，激勵學生學習動機；(6)營造國際教育環境，精進學生國際能力，規劃成「大葉永續

發展計畫」、「就業競爭力課程精實計畫」、「職場多元能力強化計畫」、「全人成長生涯領航計畫」、「教與學

奔向頂峰計畫」與「國際化拓展計畫」六個分項計畫來執行。而執行策略則緊扣目標設定、完備制度及組

織經營、改進課程學程、提昇學生學習成效、確保教師教學品質、強化學校特色和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等

七大面向；具體做法則明確的以能達到提昇大葉人的就業競爭力－核心能力(基礎力、專業力和實務力) 、

加值能力(創意創新力、跨域學習力和國際移動力)與八大核心素養為考量，最後能達成「唸大葉、好就業、

就好業」的總目標。 

本期計畫為落實「產業導向」定位之學校具特色競爭優勢的重點，達到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的目標；

在教師精進面向，重點推動教師實務教學的能力，鼓勵教師貼近產業，提昇實務教學及研發品質專業課程

與實務、產業及社會發展趨勢連結，藉產學交流發掘產學合作潛在商機，建立產學長期互動模式，深耕產

學合作。在課程改善面向，重點推動系所專業課程的革新，發展一套全新、具前瞻性的課程設計，展現創

新特色，並將學生核心能力確實融入各科教學教材中，根據學生的學習特質，發展多元的課程形式；如社

會參與式的課程、個案教學、PBL 教學、創意創新創業課程、公民素養融入專業課程和實務經驗課程等，

且隨時依據學生學習成效、畢業生及雇主回饋，進行課程之改革。在學生學習面向，重點推動 102 學年後

之入學學生皆必須累計 60 小時的實習暨職場體驗，包括:校內外業界實習、業師協同教學課程、業界參與

之實務專題、共通職能與專業職能的工讀輔導學習、職場體驗職涯講座、企業參訪、產學合作計畫等，希

望提高學生之實作力及就業力，並提早瞭解職場現況，學習如何應用專業知識與技能於實務，將理論與實

務結合，培養符合就業市場需求之就業能力，達到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本期計畫為落實「綠色大學特色課程與體驗」之學校具競爭優勢，達到涵育學生綠色永續力的目標，

在教師精進面向，重點推動教師綠色永續教學的能力，舉辦豐富教師綠色永續力知能與思維的研習，激發

老師對於環境議題關心與重視；鼓勵教師成立綠色永續的專業成長團體，進行關於綠色永續新知分享以及

協助學生綠色永續力在生活、學習及人生的規劃；落實公益大學理念，學校教師實際投入為環境服務，提

昇綠色永續力。在課程改善面向，整合校內既有綠色永續課程，挖掘具有綠色永續力的課程，結合綠色永

續力的服務學習課程，形成綠色永續力課程學群。在學生學習面向，透過相關社團，帶動起由學生發起的

綠色文化活動由下而上，形型塑塑學生綠色永續文化。鼓勵學生以服務學習或志工服務的方式，由校內對

於綠色永續力的關懷，拓展到校外社區。建置綠色大學導覽員傳承制度，進行綠色永續經驗傳承，成為學

校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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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評估學校具特色優勢領域與發展重點，並參考國家經建發展政策與產業發展方向(如六大新興產業、

十大重點服務業、四大智慧型產業、深耕工業基礎技術項目或其他具競爭力之產業發展項目)，配合產業實

務動態，強調「務實致用」與「產學連結」之教學，培養學生提早與產業接軌，畢業能「即時就業」的辦

學特色，本期計畫將推動每一個學系或學程與特定的策略聯盟產業，攜手共構以就業百分之百為目標的產

學共構就業學程，課程設計，包括：業界師資協同教學課程、產業導向的實務專題、產業實習與全職實習、

移地教學、企業參訪、產業提供獎學金和專業證照課程等，課程力求實務化、創意創新。系所導入業界的

資源，應用於教師的教學內容、畢業專題指導、教師的產學合作、教師的產學經驗、學生的實習規劃，包

括：全職實習、職場體驗、職涯輔導、參與產業技術新知講座、參與實務專題競賽等。企業藉由共構學程，

導入學界的資源應用於產業技術的升級，並獲得具產業 DNA 的學用合一人才。 

除此之外，為落實教學卓越計畫的執行與管考，本校已檢討以往執行計畫之缺失，研擬更具體的考核

與回饋機制，考核管控計畫之進度、成效與經費運用，並辦理校外考評、校內自評及意見調查，建立雙迴

圈學習型組織之回饋機制，持續 PDCA 的改善，確保各項教學提昇措施能落實至全校師生。 

本校在執行 98-101教學卓越計畫時，也為響應教學卓越計畫中區域資源整合分享整體教學品質提昇的

目標，積極參與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的運作，也承接通識次中心的任務，期間對於中區夥伴學校在通識

教育上的交流、分享與觀摩有很大助益。未來本校除通識教育外，也願意提供本校建立的特色制度，包含

師徒導師 O-GPS 輔導機制、精進教師教學知能並強化輔導學習、產業導向的課程設計、大葉四肯書院和志

工服務學習等項目。 

本校配合教育部以十二年國教為主軸，積極建立大學端與高中(職)端攜手合作模式，推動「優質化高

中(職)，高品質大學」之目標，期以大葉大學特色為知識基地，透過高中(職)課程綱要之八大領域(語文-

國語文和英語、數學、社會、自然、藝術、生活、健康與體育及綜合活動)搭配本校各系所學院之特色，依

其高中(職)既有或缺乏之課程提供協助創新教學內容及模式，發展出「課程支持方案」、「教師學習方案」、

「學生素養方案」與「校園服務方案」等四大面向，引導高中(職)生探索知識、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同

時建立將來至大學時所需具備的寫作與初步研究技能程度。因此，本校也承諾積極扮演大學校院協助高中

(職)優質精進計畫之重要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