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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10年系所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鑑結果報告 

受評單位： 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項目 說明 

實地訪評

評鑑結果 
碩士學位：通過。 

個別項目 

評定結果 

說明：依據評鑑項目，分別給予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通過」、「待改進」、

「未通過」之評鑑認可結果，以下僅臚列各學位「待改進」效標，餘均為「通過」。 
 
1-2 系所依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的機制運作結果。（碩士） 

1-5 在相關領域發展趨勢及科際整合情形。（碩士） 

1-7 學程特色課程規劃與開設。（碩士） 

2-1 系所聘任專、兼任教師的整體規劃與延聘機制及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

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碩士） 

2-5 鼓勵及促成跨院際的研究、教學和學生間的活動。（碩士） 

2-12 參與跨領域課程、學程、工作坊等科際整合機制建立、運作情形與成效。（碩

士） 

3-3 培養學生跨領域創新能力的作法與成效。（碩士） 

3-9 教學與學習創新方案相關規劃與執行情形。（碩士） 

3-10 提供空間利用與設備支援，滿足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需求的情形，其管理維護

機制。（碩士） 

4-7 學程資源之特色分析、改善建議與未來發展的情形為何？（碩士） 

4-8 學程未來發展與創新產業發展之關係為何？（碩士） 

評鑑委員

待改善及

建議事項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經營及系所發展 

（一） 待改善事項 

1. 科技藝術重視跨領域整合，此學位學程在跨領域的學習資源尚不足。 

2. 學程剛重新調整目標，突破性的課程規劃略顯不足，應呈現更明確特色。 

3. 學程規劃與南部周遭科技產業及藝文資源之鏈結較為不足。 

4. 研究生的招生領域大都偏向設計與文化創意部分，同質性有點高。 

5. 報告書中未呈現研究所學生大學背景的來源分析。 

（二） 建議事項 

1. 可透過定期的微學分課程、學生互學或工作坊的方式，增加跨領域學習的資源。 

2. 學生在兩年課程中，都要修習三大核心領域之相關科目，最後再選一領域做畢業

創作之重點，有些課程應屬學生必備基本能力需自行修習，本學程特色應強化微

學分工作坊，如：三個月或更長，與外校外系學生及業師產學合作，最後對外公

開展覽。 

3. 加強與南部科技廠區（南科及歸仁新科技聚落）及國家級場館（美術館、表演廳、

博物館）的產業鏈結，例如：實習、工作坊、業師教學或成果展之發表。 

4. 同學之間的組成，應該有策略地開拓更多元、更專業的領域—如媒體藝術、建築

/空間、科技資訊等領域，讓學生之間可以互相學習、溝通。招生宣傳可以先從成

大各院系開始。 

項目二：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其支持系統 

（一） 待改善事項 

1. 此學位學程的師資，大部分為支援師資，應該增加更多元的師資員額或學分。 

2. 此學程目前的師資大部分都是建築空間、數位製造、參數運算與藝術策展的師資，

都是台灣一時之選的師資；但另一方面，則缺少有關資訊認知和數位感知—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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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運算、感知心理、數位互動、當代藝術（音影媒體｜裝置藝術）等實質的支援，

讓學程可以更有力地面對未來科技藝術課題的表現和挑戰。 

（二） 建議事項 

1. 建議能思考如何和其他科系或學校老師共同開設互相學習、合作的 Studio 或

Workshop 短期課程—如科技藝術/建築/數位藝術等—並在完成後策劃展覽公開發

表。如此，可以讓這幾個科系藉由共同任務、不同專長的合作，來完成學生之間

的自我學習。 

2. 建議是否能在工作坊課程訓練當中，盡量以明確的訓練目標聘任專業師資，如科

技運算、空間材料、音像媒體、互動感知、思考邏輯等，以每學期二至三個專業

跨域能力訓練之階段性課程，邀請業界專家共同開課。讓老師不以教授學生的基

礎課程為任務，而擔任團隊任務整合、專案平台激發、專業網絡連結、以及價值

論述建構為最核心任務。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一） 待改善事項 

1. 學生人數不多，師資也因負責系所而不同，科學、技術與藝術三塊面向的跨域，

設計出綜整式創新的學程方案。 

2. 目前設計以個人學習為主，可否以團隊合作模式的訓練來設計課程。 

（二） 建議事項 

1. 建議鼓勵學生跨系所選課，並鼓勵老師跨系所共同開課；規劃動能強的兩年學程，

結合工作坊、田調、實戰、比賽、產業連動等。 

2. 課程以整合團隊的概念，帶入各種任務的挑戰，不斷改變調整。學程的內容，應

該定位在學院等級，鼓勵真正的跨域合作，從跨系所層級上組成團隊合作。 

項目四：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 待改善事項 

1. 本學位學程經歷多個主責教學單位，在轉移至建築系之下已漸漸發展出系統與核

心目標。在學程定位上可再更清楚，以便更明確的課程規劃設計。 

2. 師資、空間、設備等資源較不足。 

3. 目前課程設計較不具彈性，應設定學習目標，讓學生在多元且強化合作環境下學

習。 

4. 學生未來生涯發展之規劃與協助策略方案應再更明確。 

（二） 建議事項 

1. 「科技藝術」具有一定的範疇定義，但在「建築」項下的關聯性應有更明確的論

述定義。學程自我定位的特色方向「實虛空間創作能力」，應更明確的建構科技、

空間、觀念與當代美學間的跨域關係。 

2. 建議增加專、兼任老師員額，增強當代藝術美學及跨領域藝術相關課程內容。教

學空間及設備亦應逐年檢討改善，能提供更完整的學程專屬工作空間，讓學生在

研究所時間都能在學校工作室共同合作，完成任務。另外，也可能和產業界合作

共享，掌握未來產業的關鍵性發展。 

3. 建議增強跨院、校的彈性合作計畫機制。以特定的高強度計畫、工作坊或微學分

機制，讓學生充分相互學習、創造出具高完成度與內涵的跨領域創作。另增強數

位與科技思維之課程，鼓勵技術性的跨域學習、創新的動能、實驗的態度、以及

跨域的方法建立。 

4. 希望能更積極重新定義畢業設計論文的形式，在畢業專題上強化輔導學生未來發

展走向，且呈現多元性的發展。建立畢業學生追蹤與輔導機制，讓在校生與畢業

生有學習及合作的連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