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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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項目 說明 

實地訪評

評鑑結果 

學士學位：通過。 

碩士學位：通過。 

博士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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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系之評鑑效標項目均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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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聘金屬陶瓷領域的師資應為當務之急。 

（二） 建議事項 

1. 某些跨領域課程似乎可併入一般選修課程。 

2. 技轉資料應予補足。 

3. 106-108年修習跨領域學程有 37人，占大學部學生 345人的 10.7%，此比例可以

再增加，以增強跨領域知識整合。 

4. 大學部英語授課只有一門耐蝕材料，可以思考再增加，以增加學生外語能力。 

5. 核心能力中的領導管理及規劃能力之課程可以再加強。 

6. 核心能力中的解決專業問題能力項目，應強化對實驗設計的學習，並對實驗報告

做更嚴格的要求，如此可以提昇學生的工程能力。 

7. 材料系是成大的標竿科系，建議可多橫向與其他系所合作。 

8. 材料系有四個教育目標及九個核心能力，似乎太多，不容易記且重疊性高，宜整

併之。核心能力是達成教育目標的手段，與目標要有對應關係。建議四個教育目

標整併成三個：專業知識與工程倫理（兩者不可分，如同論文投稿時要注意學術

倫理，不是出了問題才來解決。），人文關懷及國際視野。九個核心能力整併成六

個：核心能力二與四整併成：專業知識含口頭論述及專業論文撰寫能力（如無後

兩項，如何可知其有專業知識），核心能力三與五整併成：創新研發含解決專業問

題能力（如無後者如何可創新研發），核心能力七與八整併成：跨領域智慧整合及

領導管理（如無前者如何領導管理）。目標一：『專業知識與工程倫理』對應核心

能力一，二，三及六：基礎學理，專業知識（含口頭論述及專業論文撰寫能力），

創新研發（含解決專業問題能力）和工程倫理。目標二：『人文關懷』對應核心能

力七：跨領域智慧整合及領導管理。目標三：『國際視野』對應核心能力九：外語

能力與國際觀。 

9. 博士生修業期限似乎太長，平均是六年，恐影響學生就讀意願。 

項目二：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其支持系統 

（一） 待改善事項 

目前的助教制度，造成有一些助教，無法勝任解決大學部學生的問題，須思考如

何運用助教的津貼，找到最適合的人選來擔任助教。 

（二） 建議事項 

1. 因硬體設施造成老師和學生的互動機會減少，需要靠辦一些活動來增加師生互

動。 

2. 基礎科目的教學宜再加強。 

3. 整體研究的國際學術影響力，似乎有些下滑，可再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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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陶瓷、金屬專業師資的召募。金屬與陶瓷師資不足是全國一致趨勢（跟訓練

出的博士人數及發表論文的點數有關），宜聘請大型公司，如中鋼，研究部門具專

業經驗之博士級研究人員來系上兼任教職，並開授相關課程。 

5. 宜考慮強化學生對老師教學評價的重視，甚至成為教師升等的參考指標。 

6. 材料系英文課程，應執行新進教師（如助理教授）每年至少開一門英文課程，且

連續開三年，在下次評鑑時即可增加英文課程數目。 

7. 必修科目教材如不同教師任教，宜協調教材內容，以期學生所學內容一致。 

8. 建議資深教授可多教大一及大二的基礎科目。 

9. 資深教授可帶著年輕教授多認識廠商，年輕教授才有機會盡早參與建教合作。 

10. 將老師所發表之期刊論文宜以 N/M值在 10%，30%等列出，以了解其品質，並列

出國際合作論文篇數，以了解國際化情況。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一） 待改善事項 

1. 學生提到對教學不力的課程，學生在評鑑上的反應，未得到系所的回應。 

2. 由於成大材料是甚具歷史及優秀傳統之材料系所，各項學生、學習及支持系統均

已上軌道，制度均已建立，因此並無重大待改善事項。目前唯一待加強之工作是

博士班人數偏少。特別是以成大材料近三十位之教師而言，但每一年博士本地新

生名額約 11人，比例太低，對長期系所發展有不利之影響。因此應再向校方積極

爭取更多博士班名額。此外因博士班員額有限，建議可以朝向改善博士班學生素

質面而改善，因此可積極鼓勵大學部學生及碩士班學生直攻博士。可朝設立更優

厚之直攻博士獎學金之方向規劃。 

（二） 建議事項 

1. 畢業生提到可以再增加課程或研究的挑戰，使學生對問題的解決能力能增加 

2. 大學部的教學，在材料實驗課程設計宜有明確的課程目標，由專門負責教授來規

劃，帶動金屬、陶瓷、高分子、半導體四大領域。研究所的教學，若有外籍生，

宜有專屬助教，提升教學效果。 

3. 助教的專業能力較缺乏，可透過研究生獎助學金，使助教能勝任相關課程。 

4. 成大材料系在學生學習的成效評估分數，宜以 A、B、C、D等第來評分，接合國

際趨勢。 

5. 大學部專題研究課程可考慮由選修改為必修，以帶動大學部學生之研究風氣。 

6. 授課分為甲、乙兩班，應力求兩班的授課成效相近。 

7. 為強化跨域學習，可考慮提高可至外系選修的學分數至 9學分。 

8. 在共同校標 3-4 部分（學生學習成效與回饋）部分，建議可加強重視畢業生離校

前之問卷評估。學生在離校前之回饋通常是最真實之表達，能夠呈現最真實的現

況。若等畢業多年之後，再進行問卷調查，通常回收率會顯著降低。 

項目四：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 待改善事項 

在傳統金屬、陶瓷課程教師有多位退休，而以兼任老師繼續授課，因此宜速招聘

金屬、陶瓷專長師資。 

（二） 建議事項 

1. 大學部必修課程宜搭配專門助教，該助教不僅須修過該課程，且有良好的修課成

績，對修課成效會有很大的幫助。 

2. 研究所外籍生之修課宜了解其程度，提供必要的助教，以提升其背景知識。 

3. 建議預警時機可以適當提早，例如在當一次期中考之類之第一次大考即能進行預

警。或是長期缺課時亦能進行適當之預警。 

4. 建議針對延畢生能進行訪談，以了解延畢之真實原因，以作為調整之根據。 

5. 針對畢業已就業之系友，建議調查畢業生找到工作之管道，以了解畢業生就業之

需求，以利輔導學生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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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應設立系諮詢委員會，研商系的長期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