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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課程為由「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
計畫」食品科技產業創新領域之課程設計並融入於正
規可成規劃之課程。課程設計包括保健食品相關法規、
產業及行銷面上的應用實務課程，讓學生能夠了解開
發保健食品素材、製造至行銷產品的一連貫的知能並
提升生技相關產業的實務能力。另外搭配各領域經驗
豐富之業師於課堂上分享產、製、銷各個部分的實務
經驗並與學生分享跟討論。

關鍵詞：保健食品、開發、行銷

保健產業鏈高階經理人講座
-保健食品開發與行銷實務-

食品科學系/邱采新/教授

計畫緣起與目的、研究方法、配合課程、創新作法

藉由高教計畫補助之經費邀請多位高階主管做為本
課程之協同教學業界專家。來自保健生技領域的業界
專家們提供業界實務經驗及未來業界之人才需求給予
修課同學們作為充實能力的依據。這是在學校課堂上
所沒有的課程內容，因此利用業界專家們針對保健產
品現況、研發、製程及行銷不同部分來讓學生能充分
學習及了解，也讓學生能直接與保健生技產業的高階
主管直接對話。這樣的課程設計對於學生的實務上是
非常有助益也對於就業方向上的建議。

本課程主要的具體措施為，搭配食品科學系大四
之課程「保健食品開發與行銷實務」課程。翻轉只講
課的教學方法，加入大量的業師協同教學， 並且於期
末繳交一份保健產品開發計畫書。本課程計畫主要創
新作法為搭配業師對於產製銷產業鏈的部分都能提供
學生實務性的經驗分享。

計畫成果/亮點特色

本課程主要特色為搭配各領域經驗豐富之業師於課堂上分享
產、製、銷各個部分的實務經驗並與學生分享跟討論。另也與業
師們對於課程檢討及實習機會討論並回饋給系上。

誌謝

感謝教育部112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計畫編號112G0004-1經費

支持本課程/活動相關內容。

圖四、課程規劃諮詢及學生實習合作

場次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學員人數 滿意度（分）
（最高為5分）

1 11/1
保健食品研發與行銷1/2

陳武郎/台灣食品技師協會常務理事
33 4.87

2 11/3
保健發展趨勢及

行銷推廣
陳炎鍊/葡萄王生技公司技術總監

30 4.6

3 11/29
保健食品製程與監控

林詩偉/葡萄王生技公司廠長
20 4.05

4 11/29
益生菌產品開發與管理
高炳煌/生展生技公司

研發高級研究員
22 4.9

5 12/6
朱芳瑗/生展生技公司

行銷顧問經理
53 4.06

6 12/13 陳慧如/大自然生技素材有限公司總經理 執行中 -

7 12/13
許長祿/健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執行中 -

食科 行銷 跨域圖一、協同教學業師之服務單位

圖二、協同教學業師於保健產業中課程之規畫

表一、協同教學業師之活動及回饋

圖三、協同教學業師之活動照片



本計畫以產學講座方式進行教學，並採用問卷調查、現場觀察以及事
後評量等方法，對結果進行分析。為了解學生學習動機是否因產業講座教
學而有所改進，本研究採用學習動機量表進行前、後測，並輔以學生滿意
度調查問卷與學習成效量表進行分析，以了解學生對於本課程之學習動機、
滿意程度與學習成效，供日後教學改進之參考。

研究方法

本計畫之產學講座課程設計強調實務性、有用
性以及互動性，希冀引發學生之學習動機並與產業接
軌，拓展新視野。藉由一系列之產業講座課程讓學生
了解產業動態與趨勢，建立餐旅系學生扎實的基本專
業素養。講座主題分別為「國際連鎖飯店在台發展現
況與未來展望」、「澎湖特色餐飲之介紹-綠色體驗活
動」、「創業選擇與歷程之分享-以連鎖咖啡品牌為例」、
「酒店廚房運作與成本控制」、「茶，這古老玩意兒最
近又潮了!」以及「民宿發展現況與趨勢-以澎湖市場為
例」等。再者，根據動機量表、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問
卷調查結果顯示，以產學講座方式導入課程後，確實
提高了學生之學習興趣、動機與成效，並減輕部分焦
慮感。

關鍵字 : 產學講座、學習動機、學習成效

1.本課程第一次針對學生學習動
機進行前、後測調查與分析。

2.在規劃之6場講座中，有4場講
座輔以做中學，讓學生實際操
作，加深記憶並提升學習動機
與樂趣。

3.在課程設計上，鼓勵師生交流、
提供學生反饋機會，增進學習
效益。

4.採用問卷調查、文件分析、現
場觀察，以及學習成效評量等
方法，以確實了解學生之學習
動機、成效，以及可能存在之
問題，促進教學精進。

一般而言，餐旅管理系學生對於理論與管理課程學習動機普遍
不高，又因入學管道多元，學生的專業知識也有所落差。因此，為
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本課程以產學講座方式進行，讓學生了解最
新的產業動態與所需職能，促進其職涯規劃與發展。計畫主要目的
是藉由產學講座教學方式，使學生了解餐旅服務業範疇與產業動態，
並在實務導向教學目標下，透過業師實務經驗之分享、體驗活動以
及做中學等實務教學方式，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實務操
作之能力，為餐旅專業知識奠定良好之基礎。

創新作法

感謝教育部112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計畫編號112G0004-1經費支持本課程/活動相關内容

配合課程：餐旅服務業導論

亮點特色
1. 講座主題主要針對住宿與餐飲服務業，有創新設計並以實務為導向。 

2. 每位受邀業師除了教授專業知識外，也帶來重要的產業訊息，有助於大一新生的職涯規劃，使其思考將來需
要加強學習的範疇以及就業之方向。

3. 每次講座前預先讓學生了解主題，鼓勵學生課前蒐集相關資料，對課程內容先行預習，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4. 任課教師也會與授課業師討論講座內容，鼓勵學生與業師積極互動，勇於表達、提出見解。課後則繳交心得

報告與填寫問卷，以了解每場講座課程的滿意度與成效結果，作為教學改進之參考。
5. 產學講座進行方式不再侷限於業師講演，學生聆聽的單向教學方式，而是鼓勵師生互動交流與學生回饋表達。
6. 於講座中配合學中做、做中學的原則，讓學生實際操作與體驗，增進學習樂趣與學習成效。
7. 產學講座課程除了安排餐旅相關主題外，也融入在地化產業趨勢與營運管理模式之議題，讓學生了解在地產

業的實際營運狀況。

          計畫成果
1. 根據動機與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以產學講座方式導入課程後，確實提高了學生之學習興趣、動機與

成效，並減輕部分焦慮感(圖1)。
2. 從學生學習心得報告得知，絕大多數學生對於每次的產業講座都給予正面肯定，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更能引

發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成效。
3. 學生每人完成6場產學講座之心得報告。
4. 本課程整體滿意度4.7，而針對43人進行的學習成效問卷調查，平均分數4.0以上者有40人。

圖1 學習動機前、後測平均值之分布圖

說明：
9月20日業師說明國際連鎖
飯店IHG在台發展現況

說明：
10月11日師生進行
體驗活動後之合影

說明：
10月18日學生針對咖啡豆進
行品評，與業師交流。

說明：
10月25日授課教師、業師與
學生針對採購成本控制
議題進行討論。

說明：
11月15日業師與學生針對茶
品評進行意見交流。

說明：
業師說明澎湖民宿現況
與發展趨勢。

摘  要

誌謝

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計畫究業師協同教學學習進行實習預備實務的教學探究，在「校外實習」課程中常發現學生因為對於實
習單位與職務內容的不瞭解，而提前放棄系所屬性之相關產業的職涯發展。甚至將「校外實習」課程視為
痛苦的學習，若能於實習預備實務課程中透過業師協同教學分享職場實務職務、工作內容、面試與職能技
巧，增進專業知識瞭解、認識產業環境與未來職涯。可提升學生在相關產業就業意願與機會，進而減少學
用落差的現象培育出具有實作力及就業力之專才。本計畫創新教學課程採業師協同教學分享職場實務職務
學習法之教學策略於既有的課程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學生產業實務實作技術與能力，進而能夠發揮杜威
「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 )」的教育理念。課程活動：分別是職業性向探索課程、企業模擬面
試課程、企業參訪試探實作體驗課程、實習行前勞資關係課程。

關鍵詞：業師協同教學、減少學用落差、深化學生產業實務實作技術與能力

(A)心智圖職業性向探索，瞭解自我性向與職業特質

(B)業師協同教學分享職場實務職務、工作內容、面試與職能技巧，增進專業知識瞭解、認識產業環境
與未來職涯，可促進學生於產業實務與操作能力顯著提升透過互動交流促進產學合作機會。

(C)業師模擬面試課程可強化產業實務連結並活化教學模式，提升實務教學內容貼近產業現況。

(D) 企業參訪職場體驗課程可強化產業實務連結並活化教學模式，提升實務教學內容貼近產業現況透
過互動交流促進產學合作機會。

(E)業師教學勞資關係課程，維護勞資關係和諧，熟悉勞動法規可以創造勞資雙贏的環境。

誌謝

感謝教育部112年度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計畫編號1120004--

1經費支持本課程/活動相關內

容。

摘要

計畫緣起與目的研究方法創新作法

亮
點
特
色

技職教育近年來常被質疑學用落差、畢業生就業力弱，反推到教學層面，最值得關注的就是教師的實務能力，
再多概念性的課程，也無法讓學生認識真實的場域，瞭解自己在人際體系中的樣態。教育部（2009）提出
「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來加強師生實務能力的提升，深化技職教育之實務教學，並藉此加強技職教育與產業
接軌，縮短學校教育與業界人才需求之距離，培育具有實作力及就業力之專才。而協同教學亦具以下功能：1.

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機會；2.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3.增進統整教學的成效；4.營造革新的學校文化（高博
銓，2007）；相關研究指出學生認為進行協同教學能提升學習動機、興趣、學習態度與主動性，因接受不同
教師的教學方法，能得到較豐富與創意的學習活動，並期待能常運用協同教學進行教學（吳碧霞，2004；羅
慧英，2009）。本課程冀望透過業師協同教學分享職場實務職務、工作內容、面試與職能技巧，增進專業知
識瞭解、認識產業環境與未來職涯機會。
本計畫目標
1.專家協同教學協助瞭解產業發展與職場文化。
2.實地參訪業界環境提高學生實習環境之瞭解。
3.業界相關技能培訓，提升學生實習技能。
本計畫精進與創新之處在於近年教育部在技職教育再造計畫積極推動學生職場體驗、業界實習、建教合作等
就業導向班次規劃，在技專校院則推動產學攜手、產業學院、雙軌旗艦等產學合作。然企業依然常嘆找不到
人力，新鮮人亦苦嘆找不到工作，若能1.強化實習預備課程，讓學生透過業師分享提早瞭解觀光產業職涯規
劃，更明確自己道路。2.企業徵才固然重要但若能提高學生校外實習成效進而達到留才的效益。教學創新計
畫期待深入校園教學現場，引入產業之真實情境，突破教學型態，學生自主學習，培育多元跨育人才。創新
教學結合產業，有助於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活化師生與產業互動，展現學生實作技術。帶動學生創新學習；
學生跨域多元能力激發產業創新之競爭力。
創新作法
A.職業性向探索透過此課程活動設計學生可先瞭解自我性向與職業特質是否合適？提早瞭解觀光產業職涯規
劃。
B.業師對於「業師價值觀」與「生涯分享」、「尋求學習標竿與楷模」、「擴展個人視野與國際觀」與「促
進生涯規劃」，可讓學生思考未來投身職場之脈絡。
C.業師教學可與學生課堂進行交流，減少缺乏實質交流之困境讓學生應用專業知識技能於實務。
D.業師教學企業模擬面試課程並指導學生履歷表撰寫與面試技巧，瞭解時下產業界供需現況。
E.業師教學勞資關係課程讓同學提早瞭解勞動法規可以安全的維護勞資關係和諧，熟悉勞動法規可以創造勞
資雙贏的環境。
具體成果及課程效益
(1)量化指標
A.須繳交2份業師講座心得報告與1份企業參訪報告共3份，(個人) 60%

B.需繳交一份個人履歷(個人) 20%

C.課堂出席與參與(個人) 30%

D.課堂回饋心得(個人) 10%

(2)質性指標
A.擴展學生職場視野與國際觀。
B.培養學子實習前職場適應能力與職場倫理。
C.提昇學子實習前實務技能。
D.透過業師分享，縮短學校教育與業界人才需求之距離。

誌謝

感謝教育部112年度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計畫編號112G0004-1

經費支持本課程/活動相關內容。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2年度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創新教學 成果發表會 2023.12.20

摘要
本課程有助於學生提早思考大學通識教育如何輔助未來職涯，同時亦可藉

由業界專家講座培養職場能力。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目的在於將學習權交給學

生，透過提升教學品質，使學生自主學習，本課程的規劃即在於促成學生自主

規劃設計人生藍圖的通識能力，並與其專業學習得以相輔相成。本課程由兩名

教師共同授課，前九週為創意設計思考的實體課程；後八週為包含畢業校友職

場經驗傳承與業師的產業講座。共有44位學生修課，透過實體課程的設計實作，

以及八場職涯經驗分享與職場培力講座，進行互動交流學習並以心得報告展現

其成果。

關鍵詞：通識教育、設計思考、職場講座

通識職場ACE學程-職場講座與實務

共同教育委員會/蔡明惠/教授

計畫緣起：大學究竟要學生四年後帶走什麼呢？這是教育機構與教育工作者不斷思考的問題。大學的教育除了知識的傳遞、

思辨能力的培養，以及型塑公民素養之外，對這些學生來說，大學是他們準備就業的最後機會，是一個可以給

他們這方面技能和知識的最佳正式教育場合(張善楠譯，2008)。根據遠見雜誌與人力銀行合作的調查顯示：超

過六成大學畢業的職場新鮮人認為學非所用，這表示大多數人在大學階段未能確定職涯方向(李建興，2018)。

基於此，本課程將「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運用於工作職涯發展，目的在於引導學生創造出對他

（她）而言有意義且能夠發揮能力的人生。

課程目的：

1.啟發學生學習創設計思考的思維

2.教導學生認識職涯生活，評估未來合適的職業選擇

3.培養學生學習設計思考的方法與工具，以便設計屬於自己的人生藍圖

4.引領學生根據自行訂定的生涯藍圖，設計出適切的行動方案

研究方法：學生透過設計思考的過程，設計屬於自己的職涯生活；並藉聆聽職場經驗講座，獲得職涯啟發與試作。

配合課程：本計畫將搭配通識「職場講座與實務」課程，採學院開課方式，期望能聚焦學科領域與職場現況的對接，提供

學生透過通識課程培養職場能力。

創新作法：改變傳統被動式職場講座課程，引導學生自主思考自己的職涯規劃，並且著手進行職涯藍圖設計。

圖1學生上課之滿意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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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課程整體滿意度總平均達4.59，其中各項子題滿意度較高者為：課程有實質的獲益4.64，
講師講課整體表現良好4.63，顯示此課程頗獲肯定。

圖9 資管系校友工作與再進修分享/蔡詩涵

圖2 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

104人力銀行郭籟瑩人資經理

圖4 DISC探索與實例/YS吳曉柔心理師

圖6 服管所校友創業經驗分享/李晏升

圖10 應外系校友職場經驗分享 /黃劉中倫

圖7 航管系校友半工半讀職涯分享/林安琪

圖3 我未完的職場人生/義守大學黃俊能師

圖8 資管系校友公職考試經驗分享/歐仁德

圖5 就業博覽會體驗

計畫成果：本課程有助於學生提早思考大學通識教育如何輔助未來職涯，同時亦可藉由業界講師講座培養職場能力。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的目的在於將學習權交給學生，透過提升教學品質，使學生自主學習，本課程的規劃即在於促成學生自主

規劃設計人生藍圖的通識能力，使其專業學習得以相輔相成。本課程有兩個主軸，一方面藉由創意設計思考的實體

課程，引領學生思考完成職涯的設計實作；另一方面則為包含畢業校友職場經驗傳承與業師的產業講座，藉由職涯

經驗分享與職場培力講座，進行互動交流學習並以心得報告展現其成果。

亮點特色：本計畫課程為「通識職場ACE學程」的核心課程，並經教育部110年校務評鑑建議應積極推動項目。課程規劃職場講

座邀請開課學院畢業校友返校分享，並延聘青年職涯發展中心(YS)的職涯講師以及人力銀行業界專家職場實務講座，

以實作和反思強化學生職場準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