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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學用落差不僅發生在設備落後於業界之校園，亦發生在僅教授課本知識之教室，學生在

實作課若僅依照教材且使用簡易工件進行實作題目，其很難想像職場是按照國際規範進行實

作，且容易忽略實作細節亦不具品質管制概念，機械領域實作課程包含機械繪圖、機械加工及

機械性質量測課程。計畫主持人教授熱處理實驗課程，其屬於材料機械性質量測課程，熱處理

實驗包含材料熱處理程序實作與材料性質測試實作。此實作課程是培養金屬產品後處理工程

師與品管工程師，金屬產品後處理工程師須具備金屬產品後處理專業知識與實作技術，品管工

程師需具品質規範概念與具備產品測試技術，綜合上述兩種職位須具備能力，則能對於不合格

產品提出有效製程改善方案。 

計畫主持人使用一段對話描述申請人對「學用落差」之體會。 

學生: 螺絲成形製程包含線材球化退火、鍛頭、搓牙、調質熱處理及電鍍，在模

具系三年已學會螺絲成形法，我可以製造螺絲供貨給國外汽車廠嗎? 

教師: 製造之螺絲須通過 ISO898-1 規範，在 ISO898-1 規範明確規範螺絲應具

備機械性質(強度、硬度及扭力值等)。 

學生: ISO 規範所列之測試設備學校材料實驗室皆有，我可以將製造之螺絲經測

試後，證實螺絲性能通過 ISO 規範，應該就可以供貨給汽車廠了吧? 

教師: ISO898-1 不僅要求螺絲性能，亦規定測試方法、使用設備/夾具、測試步

驟等，例如: 硬度須按 ISO898-1 的 9.9 節 Hardness test 測試方法進行測

試(圖 1)，你所測得之硬度才有可信度。 

此外，製造螺絲之工廠尚需通過由 IATF（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Task Force，國際汽車專業組織）制定之 ISO/TS16949 品質管理系統之

驗證。所以，作為專業機械工程師不僅需具備實作技能亦須具備品質管

制概念，才能協助國內 OEM/ODM 廠之產品打進全球供應鏈。 

 

圖1.1 ISO898-1 螺絲硬度測試要求 [1]，螺絲心部硬度測試位置應選擇螺絲橫切面上中

心軸到0.25d範圍內，即上圖中央黑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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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本研究導入業家專家協同教學方法於實作課程中，以學生為中心建構實作教學題材與環

境，並輔以問題導向學習法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與合作學習，以下回顧與本教學研究相關文獻。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不同於兩位以上教師協同教學，業界專家同時具備教師與師傅(mentor)

角色，其教導的知識與技巧即為產業界所需實際知識與技術。學生在師傅引導之下亦逐漸成為

師傅（吳武雄、蔡哲銘、邱美虹、常月如，2008）。 

國內已經許多高職學校實作課程引進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且獲得正面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參與

之學生對協同教學課程給予正向的態度，學習的內容使學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呈現正相

關，參與協同教學課程的學生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佳（陳芸萍，2015；洪家祥，2016；陳寶

珍，2002；夏士傑，2016；羅淑華，2011；徐維鴻，2012）。高職學校業界專家對於實作教學

給予較高程度技術指導，學生學習目標傾向於精孰傾向。大學學生實作課程目標除技能學習外，

亦須具有面對新課題，應用知識與技能解決之能力，因此，申請人認為大學教育業界專家協同

教學課程設計應合併其他教學模式。 

問題導向學習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PBL 於 1960 年代由加拿大麥馬斯特

(McMaster University)大學醫學教育學者發展，Barrows(1996)將 PBL 應用在醫學臨床教育課程

教學，此方法對於學生解決問題能力之培養具有相當成效(周天賜，2003、Delisle，1997)。PBL

是以學生為中心之教與學方式，使學生主動透過執行與整合理論及實務以發展可行之解決方

案。(Savery，2006)。理論基礎可概分為六種：(1)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2)建構主義的學習觀；

(3)訊息處理論；(4) 後設認知論；(5)情境學習論；(6)情境動機論。 

問題導向學習法精神是”學習是源自於致力於瞭解或解決一個問題的過程”(Barrows and 

Tamblyn, 1980)，PBL 六個核心特徵是(一)以學生為中心之學習；(二)學生分小組討論，由教師

引導；(三)教師扮演主持認或引導者角色；(四)學生在獲取相關知識前即面對真實性問題，(五)

學生在解決此真實性問題過程中獲得知識或是習得解決問題之能力；(六)透過自我導向學習獲

得新資訊。 

PBL 重要面向有以下幾點： 

(一) 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學生能定義問題，並發展假設以找出解決問題途徑，且從資訊中篩選適當資源並修正假

設，藉由具邏輯性分析與推論，針對問題提出合理的解答。此程序符合杜威提導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之精神。 

(二)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教師提出真實性問題，讓學生藉由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會獲取資訊與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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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由於 PBL 是學生分小組討論方式進行，小組成員必須經過分工、規畫、資料蒐集以及討

論，此過程是合作學習之方式。 

  

申請人認為 PBL 應用於高等技職教育工程實作課程應限定幾項原則，以符合學生學習與產業

接軌，原則如下，(一)問題與現實生活相關，(二)問題與在地產業相關，(三)解決問題策略能

被產業專家認可。申請人對於以上三項原則提出此課程實施方法(表 2.6)，詳細課程實施方法

撰寫於第三章。 

表 2.6 申請人對於 PBL 應用於此課程教學需限定之原則與作法 

PBL 應用於此課程教學需限定之原則 課程實施方法 

(一)問題與現實生活相關 使用螺絲產品作為實作工件 

(二)問題與在地產業相關 尋找當地扣件聚落作產學合作對象 

(三)解決問題策略能被產業專家認可 以國際規範進行實作操作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教師過去教授實作技能課程時曾遭遇的困境或問題如下，(一)學生忽略設備操作細節，(二)

學生對於實驗獲得資訊不具量化概念，(三)學生與業界專家互動程度低。在操作細節部分，來

自於過去材料試驗(例如硬度試驗)皆使用簡易工件，例如: 圓棒或是方形塊材(如圖 2.1(a))，並

非使用產品作為測試之試塊，例如: 機械零件(如圖 2.1(b))。由於簡易工件並無真實應用場合，

且簡易工件各部位性質差異小，教師無法從中引導學生量測真實產品需量測關鍵位置之概念。 

 

 簡易形狀工件 機械零件 

實作工件 

 
 

優點 (1) 工件可在學校自行加工 

(2) 大部分課本教材使用此類工件 

(1) 增加學生與產業連結 

(2) 須依循規範進行設備操作與測試 

(3) 測試結果可使用規範驗證之 

缺點 (1) 與業界測試產品不同 

(2) 測試結果無規範驗證 

(1) 市面上雖可購得，但是不知其成分與

製程參數，需與企業合作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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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a)簡易形狀與(b)機械零件作為實作工件 

 

學生在修習實作技能課程時曾遭遇的困境或問題如下，(一) 學生對於學習技能與就業關

聯性之認知薄弱，(二) 學生對於實驗失敗無法找出改善之道，(三) 學生對於實作報告論述缺

乏一致性與邏輯性。因此，計畫主持人提出如何改善教師教學成效方法如下，(一) 使用真實產

品作為測試工件，(二) 使用國際規範作為輔助教材，(三) 結合公司參訪與業界專家共同教學。

使用真實產品作為測試工件目的是改善學生忽略設備操作細節，由於過去課程使用簡易工件

進行實作，然而簡易工件並無真實應用場合，且簡易工件各部位性質差異小，教師無法從中引

導學生量測真實產品需量測關鍵位置之概念；因此申請人提出改善方式為使用真實產品作為

測試工件，例如: 根據 SAE-J1237 規範對於自攻螺絲要求其高週波硬化範圍，應包含導程螺牙

與 1-3 全牙，故硬度量測前三全牙硬度(硬度需>45HRC)，如圖 2.2 所示。當有此測試規範時，

學生會主動思考如何量測螺牙硬度(因為螺牙非平面且面積小，不易量測)，甚至討論同學提出

之測試方式如何影響測試精準度。 

 

圖 2.2 SAE-J1237 規範螺絲經高週波硬化範圍 

 

本計畫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方案引進計畫主持人開設之「熱處理實驗」課程，包含三部

分，(一)業界專家授課，(二)參訪工廠及(三)使用國際規範與真實產品作為實作工件。研究主題

為業界專家共同教學對於實作課程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目的為評估業界專家共同教學

對於熱處理實驗課程學生專業技能與就業準備度之影響。專業技能包含前述基礎實作與關鍵

實作技能，就業準備度包含實作技能與職場關聯性以及相對應職場分析問題之能力。 

 

4.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採用工具為問卷調查，依據研究目的與參考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相關研究之量表(陳

芸萍，2015；陳志緯，2013)進行問卷編製，本研究採用問卷內容包含(一)基本資料、(二)課程

滿意度及(三)學習成效三個部分。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評量程度從非常同意、同意、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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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分別採計 2、1、0、-1 及-2 分。學生填寫獲得總分愈高，代表其對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滿意度愈高。 

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課程滿意度包含業師教學、參訪公司及課程教材三項。學習成

效包含專業知識、專業態度與技能及產學連結三項。首先探討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學

生之課程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狀況，再探討不同背景學生之課程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差異。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計畫研究對象為 108-1 學年度參與熱處理實驗課程同學，該課程選課人數為 16 人，故

研究母群體與樣本為 16 位學生。教學課程為熱處理實驗，該熱處理實驗著重在鋼鐵材料與鋁

合金之熱處理與其相關機械性質檢測，課程範圍與使用教學資源如表 3.1。實驗場域包含學校

普通教室、實作教室及校外公司。學校普通教室與實作教室照片如圖 3.2 所示。本計畫選擇力

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架構 

問卷設計與研究工具 

問卷施測 

資料分析與驗證假設 

結果與討論 

撰寫研究報告 

課 程 滿 意 度 

1. 業 師 教 學 

2. 參 訪 公 司 

3. 課 程 教 材 

學習成效 

1. 專 業 知 識 

2. 專業態度與技能 

3. 產 學 連 結 

A1 

A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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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螺絲工廠校外工廠，其以雲端監控汽車螺絲熱處理生產線聞名，授課教師先對學生簡介參訪

公司部門與製程，如圖 3.3 所示，再帶學生至工廠參訪，其參訪行程規劃如表 3.2 所示。 

 

表 3.1 課程範圍與使用教學資源 

課程範圍 課本教材 教學資源 

熱處理基本知識 金屬熱處理 (黃振賢著) 

Ch1,2,4,5,6,11,12 

課本教材 

影片 

金屬材料特性 材料科學與工程 (張柳春譯) 

Ch10,14 

課本教材 

影片 

材料機械性質 材料科學與工程 (張柳春譯) 

Ch7 

課本教材 

影片 

材料試驗 機械材料實驗 (陳長有、許禎

祥、許振聲、陳伯宜著) 

Ch1,2,3,6,7,9,14,15,附錄二,三 

課本教材 

影片 

實作設備 

 

 

圖 3.2 校內上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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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參訪公司簡要摘與產品照片 

 

表 3.2 參訪公司行程規劃(力大螺絲工廠) 

參訪行程 帶領人員 時間(min) 詳細內容 

公司簡介  黃士鳴經理

授課教師 

30 投影片/影片介紹 

致敬感謝狀 

熱處理產線參觀  產線組長 

授課教師 

60 溫度、氣氛感測器。廢水/廢

油回收。生料/熟料分離 

雲端監控系統  

(熱處理參數) 

產線組長 

授課教師 

60 溫度、時間、氣氛數據 

紀錄數據回饋 

產品品質檢測部門參觀  品保組長 

授課教師 

60 拉伸、硬度、扭力、金相、

成分分析 

綜合討論 黃士鳴經理 

授課教師 

30 工廠管理、工業安全 

品質改善、環保製程 

合照 

注意事項 1. 攜帶筆記本與筆 

2. 禁止穿拖鞋與短褲僅入廠區 

3. 禁止攜帶食物進入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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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產品作為實作工件說明如下: 課程以滲碳熱處理螺絲進行測試，取球化線材、未處

理螺絲、淬火螺絲及淬火後回火螺絲使學生比較熱處理前後產品性能差異性。洛/維克氏硬度、

扭力試驗，顯微鏡、金相比對等，另請業界專家實作教學。申請人已經嘗試將原料鋼線材、生

料螺絲(未熱處理)、淬火熱處理螺絲、淬火與回火螺絲進行切割並鑲埋後，製作成實作試片如

圖 3.4 所示。未來授課時，學生亦須按照規範自行進行此步驟製作測試樣品。實作測試程序依

照國際規範進行操作，測試數據依照對螺絲機械性能要求之規範進行品質評估，針對不同螺絲

之檢測方法與要求之性能依照之國際規範如表 3.3 所示。 

 

 

圖 3.4 上方為原料鋼線材、生料螺絲(未熱處理)、淬火熱處理螺絲、淬火與回火螺絲，下方

為申請人將其切割鑲埋成實作工件 

 

表 3.3 實作測試程序與規範 

測試工件 前處理 測試程序 (國際規範) 性能要求 (國際規範) 

球化線材 

未處理螺絲 

熱處理螺絲 

切割、鑲

埋、研磨、

拋光 

硬度試驗 

ISO6508 洛氏硬度試驗 

ISO6507 維氏硬度試驗 

ISO 4970 表面硬化層判定 

ISO2639 滲碳淬火硬化層

深度 

ISO898 緊固件性能等

級 JIS3507 鋼線性能 

SAE J78 鋼鐵自鑽螺絲 

SAE J1237 公制螺紋滾

牙螺絲 

球化線材 

未處理螺絲 

熱處理螺絲 

切割、鑲

埋、研磨、

拋光、腐蝕 

金相顯微觀察 

ISO3887 脫碳層深度測定 

ISO898 緊固件性能等

級 

未處理螺絲 

熱處理螺絲 

清潔、去油 扭力試驗 

ISO898 緊固件性能等級 

ISO898 緊固件性能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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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計畫主持人課程安排為前三周在普通教室進行專業知識教學，包含熱處理理論知識

(I):金屬材料、鋼鐵材料、鐵-碳平衡圖，基本熱處理(退火、淬火、回火、正常化)；熱

處理理論知識(II):熱處理基本要件:溫度、氣氛、時間、冷卻。連續冷卻變態曲線(CCT)，

恆溫變態曲線(TTT)，熱處理設備介紹；熱處理理論知識(III): 機械性質量測原理與方法，

硬度、拉伸、衝擊、扭力試驗，材料成分組織量測原理與方法，金相顯微觀察。後續周

次教學場地移至實作教室進行熱處理實驗與測試。之後，由業界專家至校內進行熱處理

產業與專業知識及技能講解，並帶學生至螺絲熱處理工廠參訪，如圖4.1所示。期末進

行實作測驗與問卷調查，評估課程滿意度與學習成效。 

 

圖4.1 螺絲熱處理工廠參訪 

(1) 教學過程與成果與學生回饋 

本研究根據問卷施測，以描述性統計呈現滿意度分數，課程滿意度量施測結果列於表 4.1

與圖 4.2，課程滿意度調查分成三個部分，業師教學、參訪公司及課程教材，量表中，第 8 題

與第 13 題為反應作答人員是否為了滿足社會期待而傾向給予”同意”評價，第 8 題總分-1 顯示

作答人員無明顯作答傾向，第 13 題總分 8 分顯示作答稍偏向同意。扣除第 8 與第 13 題，總平

均分為 26.6 分，顯示 16 位同學皆滿意課程規劃；在業師教學部分最低分項目為”業界專家樂

於在課堂內外，解答學生的問題”。次低分項目為”業界專家與同學間的互動關係，使我樂於學

習”。此顯示學生肯定業界專家教學成效，但認為業師與學生互動關係需要提升。參訪公司評

分結果顯示學生滿意公司參訪安排，但是對於”參訪公司時，我能充分詢問問題給分較低，此

與上述學生給予業界專家與學生互動關係之題目評分較低一致，後續將對此檢討並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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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面上，學生對於”對於本課程使用實際產品作為測試工件，我很認同此作法。”之滿意

度較低，亦須檢討與改善，將於教師教學反思說明。 

學習成效度量施測結果列於表 4.2 與圖 4.3，學習成效調查分成三個部分，專業知識、專

業態度與技能及產學連結，量表中，第 25 題與第 30 題為反應作答人員是否為了滿足社會期待

而傾向給予”同意”評價，第 25 題總分 0 顯示作答人員無明顯作答傾向，第 30 題總分-3 分顯示

作答無明顯作答傾向。扣除第 25 與第 30 題，總平均分為 24.9 分，顯示 16 位同學皆滿意課程

規劃；在專業知識部分最低分項目為”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令我學習新的機械製造的相關知

識”，專業態度與技能部分最低分項目為”使用實際產品作為測試工件有利於提升我學習興趣”，

後續將對此檢討並提供建議。產學連結面上，學生對於”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使我對未來職

業生涯規劃更具方向性”之滿意度較低，亦須檢討與改善，將於下一章節說明。 

 

(2) 教師教學反思 

在業師教學部分最低分項目為”業界專家樂於在課堂內外，解答學生的問題”，次低分項

目為”業界專家與同學間的互動關係，使我樂於學習”。根據授課老師觀察，可能來自兩個原

因，一、業界專家問學生題的形式，因業界專家常詢問學生對於產業界之了解，學生並無就業

經驗，故無法與業界專家有進一步互動。故，建議教師未來先跟業界專家溝通，多詢問技術性

問題，雙方可以就專業知識上進行討論，促進互動關係。二、學生對於業界專家陌生，故鮮少

自行提出問題，教師雖已努力鼓勵發問，效果仍有限，故未來建議教師可請學生寫下問題，再

帶著學生找業界專家詢問。對於課程教材面上，學生對於”對於本課程使用實際產品作為測試

工件，我很認同此作法。”之滿意度較低，可能原因是學生該產品製造程序與應用場合不了解，

故不清楚測該產品意義，未來將先清楚說明產品，再進行測試。 

在學習成效度量施測結果中，在業師教學部分最低分項目為”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令我

學習新的機械製造的相關知識”。根據授課老師觀察，由於熱處理技術為模具產業必要製造程

序，學生皆已知道此製造程序，故，不認為熱處理技術為新學習之機械製造知識。另外，由於

本研究之業界專家為螺絲業者，未來可導入不同產業專家進行協同教學，將有利於學生學習。

專業態度與技能部分最低分項目為”使用實際產品作為測試工件有利於提升我學習興趣”，此部

分可能來自於產品為螺絲，未來建議使用更多樣產品，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產學連結面上，

學生對於”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使我對未來職業生涯規劃更具方向性”之滿意度較低，原因是

本研究之業界專家為螺絲業者，未來可引入不同產業專家進行協同教學，將有利於學生認識不

同產業，引導其規劃未來職業生涯。 

 



12 
 

表4.1課程滿意度問卷統計結果 

      

滿意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1 

無

意

見 
  
  
0 

同

意 
  
  
  

+1 

非

常

同

意  
  

+2 

總

分 

課
程
滿
意
度 

業 
師 
教 
學 

1. 業界專家授課時的教學態度，能增加我的學習效果。       5 11 27 

2. 業界專家與同學間的互動關係，使我樂於學習。     1 4 11 26 

3. 業界專家於課程中帶入實務經驗，能提升我對產業了解       4 12 28 

4. 業界專家樂於在課堂內外，解答學生的問題。       7 9 25 

5. 業界專家授課能提升我的基礎理論。       5 11 27 

6. 業界專家授課能使我的職業生涯規劃更具方向性。     1 3 12 27 

7. 業界專家教學的教材內容多元豐富。       5 11 27 

8. 我曾講別人的八卦* 3 0 11 0 2 -1 

9. 整體而言，業界專家對我的實務學習有正面幫助。       5 11 27 

參 
訪 
公 
司 

10. 參訪公司，學校人員(教師與助教)之協助令我感到滿意。       4 11 26 

11. 參訪公司時，公司人員的講解令我清楚了解產品製程       4 12 28 

12. 參訪公司時，我能充分詢問問題。     1 6 9 24 

13. 我從來沒有想要責罵過別人* 1 1 7 3 4 8 

14. 整體而言，我滿意參訪公司之安排。     1 4 11 26 

課 
程 
教 
材 

15. 教師對於規範的講解使我能清楚材料測試目的。       5 11 27 

16. 依據規範進行材料測試能提升我的專業技能。       4 12 28 

17. 對於本課程使用實際產品作為測試工件，我很認同此作法。     1 5 10 26 

18. 對於本課程規定須讀懂規範，我很認同此作法。       5 11 27 

*課程滿意度量表中，第8題與第13題分別為社會不期許但常見之行為與社會期許但不常見的行為，

此兩題作為評估參與者作答偏差或社會期許作答之程度。 (Crowne & Marlowe,1960) 

 



13 
 

 

 

圖4.2 課程滿意度問卷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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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學習成效問卷統計結果 

      

滿意程度 

總
分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1 

無

意

見 

  
  

0 

同

意 

  
  

  

+1 

非

常

同

意  

+2 

學
習
成
效 

專

業

知

識 

19.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令我學習新的機械製造的相關知識。       6 10  26 

20.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讓我了解熱處理產業應具備的專業知識。       5 11  27 

21.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讓我了解熱處理專業知識對機械產業的重要

性。 

      5 11  27 

22. 整體而言，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對我的實務學習有正面幫助。       4 11  26 

專

業

態

度

與

技

能 

23.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讓我學到熱處理產業相關實作能力。       3 13  29 

24.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使我明白熱處理業界人才應具備專業能力。       3 12  27 

25. 我從來沒有厭惡過任何人** 2 1 11 1 2  0 

26.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讓我對熱處理理論課程有主動學習之傾向。       6 10  26 

27.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使我對熱處理產業有新的想法。       5 10  25 

28.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讓我了解熱處理產業應具備的能力。       5 11  27 

29.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讓我了解熱處理產業應具備的專業態度。       4 12  28 

30. 我欺騙過別人。** 3 1 10 0 2  -3 

31. 使用實際產品作為測試工件有利於提升我學習興趣。       8 8  24 

32. 讀懂規範使我對自我專業更具信心。       6 10  26 

33. 依據規範進行材料測試能提升我的專業技能。       4 12  28 

產

學

連

結 

34.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使我對未來職業生涯規劃更具方向性。     1 6 8  22 

35.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讓我更加確定未來工作方向。     1 7 8  23 

36. 參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讓我對現在產業潮流更加清楚。       7 9  25 

37. 參訪公司能提升我對產業人員工作內容的理解。       3 13  29 

38. 整體而言，業師教學與參訪公司讓業界與學界更加緊密。       3 13  29 

39. 整體而言，使用實際產品與規範作為課程教材讓業界與學界更加緊密。       2 14  30 

**學習成效度量表中，第25題與第30題分別為社會不期許但常見之行為與社會期許但不常見的行

為，此兩題作為評估參與者作答偏差或社會期許作答之程度。 (Crowne & Marlowe,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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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學習成效問卷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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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根據本研究結果，學生普遍給予業師協同教學滿意之評價，此令計劃主持人認為未來應

在更多實作課程導入業師協同教學；以模具系課程: 材料試驗課程、模具與產品表面處理實作

課程未來皆建議可試行。對於，熱處理實驗課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改善方向可朝引進不同產業

使用熱處理技術專家，此有利於學生從有興趣產業中學習熱處理知識，且有利於學生認識不同

產業，引導其規劃未來職業生涯。另外，實作工件上建議使用更多樣產品，可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此外，業界專家與同學間的互動關係未來有很大改善空間，學生對於業界專家陌生，故鮮

少自行提出問題，建議教師未來先跟業界專家溝通，多詢問學生技術性問題，雙方可以就專業

知識上進行討論，促進師生互動關係，也建議教師可請學生寫下問題，再帶著學生找業界專家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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