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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豪鏘 從審查角度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學校要聞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中心11月4日中午12時於

I501舉辦教師教學知能研習，邀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系教授林豪鏘主講「從審查

角度運用情感運算與科技藝術進行教學實踐與教學創新之經驗分享」，介紹如何解決

教學現場問題，且同時結合前瞻性研究主題並成功通過計畫申請。

 

林豪鏘首先從通過率數據談起，科技部研究計畫和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依據政策每年

都是保持約5成通過率，總補助經費則逐年微幅上升，兩計畫相比，後者通過率其實

更高，他解釋因為科技部高手雲集，且經常都居高排名，已獲得總額裡極大部分經費

，手頭充足情況下幾乎不會投教育部計劃，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除了比較不會有此狀況

，還會有約一半的人會將計畫內容寫錯而鎩羽，故投遞教育部較容易通過。

 

林豪鏘接著說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重點在於如何發現教學現場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所以平時上課教師就要培養敏銳的觀察力。計畫架構分為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內

容、國內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和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五部分，每部分都佔有固

定比例之審查分數，所以撰寫上皆不能缺漏，尤其需注意計畫主持人和預期完成工作

項目與成果方面，因教育部沒有學術著作資料（C302表）系統，這時就需透過計畫主

持人部分來強調過往學術研究成果；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裡「驗證學生學習成效

」的評量機制，則要選擇自己可以操縱的因素，他舉例較簡單的方式，像是出一份依

據教師自身研究需要評量項目的成效問卷，並且在課前課後各施測一次。

 

土木工程系助理教授蔡明修表示，聽講時發現講者對於教育相當有熱情，甚至透過觀

看平常我們認為的娛樂軟體「抖音」影片也能發想並結合研究，了解到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其實有很多變通性和創意性，「講者帶出許多來自於審查人角度上的叮嚀提點

，假設即使非具有學術研究成果上的優勢，也提供相當多解套方法，都非常有助於撰

寫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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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發中心邀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系教授林豪鏘，從審查角度說明如何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攝影／鄧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