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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通過85件 創歷年新高  
學校要聞

 

【記者吳沂諠淡水校園報導】113年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日

前公布核定結果，本次申請件數共188件，通過85件創歷年新高；通過率45.21%，通

過率較112年的42.86%、111年的35.8%更高，其中理學院、商管學院分別達到

63.64%和55.36%，令人驚豔。

 

本校鼓勵教師指導學生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除了明訂指導學生申請並獲核定

之專任教師可獲得新臺幣1萬2千元獎勵金，另在教師評鑑「輔導及服務」項目中，也

明訂擔任指導老師且通過申請者，可獲得加分。

 

「即便研究過程中面臨許多不順遂，但當其順利完成時，還是會產生巨大的成就感。

」尖端材料三李奇峰以「PtNi雙金屬奈米顆粒動態生長過程之原位光譜研究及雙功能

ORR/HER的電催化效能」為題，探討PtNi雙金屬奈米顆粒合成過程中，經由不同方式

所產生的影響。李奇峰對於通過計畫感到開心，提到興趣和好奇心是驅使自我學習的

動力。他也規劃申請研究所，繼續從事相關領域的研究。

 

指導教師尖端材料科學學程助理教授王孝祖表示，他首先針對學生個人興趣跟需求

，給予適當建議及討論後，學生選擇了一個既具挑戰性又具可行性的主題。該主題同

時具備挑戰性與可行性，將利用同步輻射原位顯微光譜方法，深入探討奈米雙金屬的

成長機制，不止對於科學上有貢獻，同時也能強化學生實驗手作能力。「這是一個令

人興奮且充實的經驗，也感謝系主任的適時提醒相關細節，讓計畫案順利通過。」計

畫開始執行後，除了定期討論確保研究進度及方式，他也會鼓勵學生將專題計畫成果

與畢業論文或其他學術論文結合，除可提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也能在學術發表上得

到更多收穫。

 

德文二覺偉倫以「從德國科幻小說《優質國度》與《消失吧，紙本世界！》探討未來

科技時代下公民權利面臨的挑戰」為題，透過科幻小說的鏡頭，深入討論未來科技對

公民權利的可能影響。分享自己在大一時參加大專生研究計畫說明會，認為是個非常

好的學習機會，因此決定大二即申請計畫，希望藉此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奠基學術

發展。並建議有興趣申請的人「執行計畫前應明白自己的目標，且不輕言放棄；撰寫

計畫過程中，每寫一段時就讓教授過目，若出現架構或邏輯的問題，才能及時修正

，避免面臨重寫的危機。」

 

指導教師德文系副教授林郁嫺，對於覺偉倫的企圖心和研究能力給予肯定，她也分享



申請過程，讓學生主動找尋自己能掌握的內容，並在自己的建議下再依序列出研究動

機、提問和運用分析等。「過程中不斷歷經修正、調整和種種反思，讓學生以拼拼圖

的方式撰寫這份研究計畫，是很特別的合作經驗。」

 

會計系教授張瑀珊認為，對於有心繼續攻讀碩士班的學生而言，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

究計畫是一個非常好的踏板，除了可以提前接觸並進行學術研究，還能將研究成果論

文投稿各大研討會，是未來推甄碩士班的最佳佐證資料；即使未能申請通過，她也會

鼓勵學生繼續完成計畫，一樣能夠證明自己的學術研究能力。張瑀珊自107年度起開

始依此方式指導學生，除了108年度外，每年指導的學生都能順利通過申請，且如願

考上碩士班，最後更都能通過會計師考試。「能夠幫助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學生達成目

標，對我而言就是教師生涯中最棒的成就之一。」

 

對於想申請該計畫的學生，三位教師均建議「選擇自己正感興趣或喜歡的主題，並確

認清楚的研究方向與動機」，充分蒐集資料並研讀後，再尋求指導研究該領域的老師

討論，「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失敗，從中吸取經驗，不斷改進，最終一定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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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統計。（資料提供／研究發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