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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與亞洲宏觀趨勢

高齡化社會下可
負擔的安老終老

數位時代的產業
創新轉型

新科技下的職能
調整與終身學習

永續生存下資源
高效與在地強韌

智慧零售
智慧醫療 智慧零售

智慧育樂智慧移動

SRB策略規劃：全球市場發展趨勢

亞洲：人口老化居全球之冠，醫療
體系承受龐大壓力，亟需新技術應
用導入提升效率及品質

社會

S

亞洲：AI與5G技術應用進入高齡
醫療、零售、移動及育樂等領域

科技

T

亞洲：數位化是亞太經濟成長引擎，
但數位轉型也是嚴峻挑戰

經濟

E

亞洲：預計2050年10億人口面臨天然資
源不足，循環經濟成為各國政策重點

環境E

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政經話語權提升，
美中衝突將驅動供應鏈與技術多元發展

政治
P

全球：都市化；高齡化

全球：AI等創新科技改變生生活模式

全球：全球化與保護主義拉鋸

全球：氣候與永續成為需克服的難題

全球：技術驅動生產力提升；
相依價值鏈帶來經濟風險

智慧醫院、全人
健康照護、健康
促進自主管理

智慧校園、
終身學習、
電競產業

智慧商店、智
慧物流、虛實
整合服務

智慧運輸、智慧
交通資訊管理、
移動即服務

資料來源：科技會報科技與產業跨智庫集思平台，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 2019年10月

智慧醫療與照護體系

待解議題

AIoT決策系統載具

四大應用場域

節能技術低碳設計

環境友善材料

互動科技生活

資安防護

緣起 1:

2

智慧應用
x 無所不在
的互動顯示



SRB策略方向、精進前瞻顯示技術，發展差異化
優勢

2030 前
瞻
技
術

AIoT

系統下

資料來源： 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19年10月

發展智慧科技新實力

面板級封裝與半導體整合

智慧感測、虛實

融合、資訊安全

緣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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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健全環境奠定產業競爭力

基礎環境

法規 人才培育
上下游
生態系

關聯產業 跨域平台

新技術新商模新應用

資料來源： IEK Consulting，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2019年10月

緣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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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主軸 子項名稱 推動部會或機關

一、推動示範
性應用與場域
實證

(1)推動國產化落地內需，建置最佳解決方
案展示櫥窗

經濟部 (文化部、衛福
部、交通部、教育部)

(2)協助產業加強國際行銷能力，提升台灣
國際品牌形象

經濟部

(3)擴展自造基地培育新創公司，提升國內
顯示器領域創新能力

經濟部

二、發展智慧
科技新實力

(1)發展先進顯示技術與應用系統，包含智
慧感測、虛實融合及資訊安全等新興科技

經濟部、科技部

(2)推動跨領域合作發展新技術，實現既有
產線轉型並再創新價值

經濟部

(3)開發差異化材料與製程綠色技術，推動
產業發展循環經濟模式

經濟部

三、建構產業
發展環境

(1)建立以智慧零售、智慧移動、智慧醫療
及智慧育樂四大應用之跨域合作聯盟及溝通
機制，推動跨產業鏈及產官學研合作，整合
系統方案連結場域建立實績

經濟部 (文化部、衛福
部、交通部、教育部、
科技部)

(2)發展具顯示科技跨域整合創新應用實務
能力之人才，推動智慧顯示產業跨域發展

經濟部、教育部、科技
部

主軸行動計畫

二、布局新興技術，厚植競爭實力

一、結合智慧科技，掌握應用商機

三、建立生態系統，打造發展環境

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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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智慧顯示技術基本架構圖

瞳孔/眼球/姿勢感測追蹤

AR 多訊號融合

3D 感測技術

前瞻
智慧顯示
人因工程

前瞻
智慧顯示
影音與互動

前瞻
智慧顯示
系統

前瞻
智慧顯示
元件與製程

基礎光學
材料

電子電路
光機電系統

軟體內容

系統與網路

MicroLED

VR內容 AR內容

OLED

LCoS SLM

面板元件

系統

內容互動

聯網應用
人因

重點領域

confidential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下世代光通訊、IoT感測系統、並運用AI加速電腦全像運算、
智慧顯示與互動系統、及其網路(5G)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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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臺灣顯示科技與應用行動計畫、教育部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及前瞻顯示科技

與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因應「虛實融合，無所不在」顯示科技產業發展願景，本計畫補助大學校院跨校合作，設立「前

瞻顯示技術與跨領域應用」教學聯盟，期協助大學結合產學研究既有優勢，針對前瞻智慧顯示元

件與製程、智慧顯示系統及影音互動等重點領域，推動基礎光電縱向跨域整合教育，並橫向連結

下世代通訊、IoT感測與AI技術整合，培育優質智慧生活顯示技術跨域應用人才，特訂本徵件須知。

依據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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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顯示科技與跨領域應用教學聯盟計畫



推動前瞻顯示科技與跨領域人才培育_架構圖

顯示科技研發與人才培育

計畫1 - 科技部前瞻智慧互動實

境顯示科技研發計畫

計畫2 - 教育部前瞻顯示科技與

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分項一、前瞻顯示科技跨域

應用校園示範場域計畫

分項二、前瞻顯示科技與跨

領域應用教學聯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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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
2

聯盟
3

聯盟
4

聯盟
1

計畫辦公室

聯盟計畫整體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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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領域與教學資源應發展內容

系
統

重點領域

10

影
音

製
程



中心學校

各聯盟應由1所中心學校主辦，徵求或邀請夥伴學校及

合作機構組成，夥伴學校以3-5所為原則

聯盟計畫辦公室

各聯盟應由中心學校成立成立聯盟計畫辦公室，掌管聯

盟計畫行政事務，具體協調分工聯盟計畫各項工作、管

控執行進度與推廣經費資源分配等

重點領域

各聯盟應依據所選擇重點領域，配合中心學校、夥伴學

校及合作機構之特質，邀請相關人員組成跨校、跨領域

之核心推動團隊，共同整合資源、規劃微課程模組資源、

設計跨領域創新應用實驗/實作方案、安排產業實習與

相關推廣等工作

指導小組

為確立及維護聯盟計畫發展，各聯盟應設立指導小組，

由計畫主持人召集產、官、學及研界等相關專家學者

組成，諮詢意見作為規劃全程計畫及年度細部計畫之

參考，並協助內部成效評估等事宜。本指導小組相關

行政事務，由各聯盟計畫辦公室負責辦理。

聯盟組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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ↇ 第一期計畫：自110年核定日至111年12月

ↇ 第二期計畫：自112年1月至113年12月

ↇ 惟本部得視計畫相關行政作業配合情形及年度預算核
定時程，酌予調整。

聯盟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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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聯盟目標

發展微課程
模組資源

微課程模組
推廣與考評

機制

推動跨領域
創新應用
實作課程

辦理推廣
與配套措施

協助總計畫
事務執行

ↇ 各聯盟應整合中心學校及夥伴學校之特色，聚焦重點領域作為聯盟發展目標。

ↇ 各聯盟中心學校、夥伴學校及合作機構實際參與成員應組成跨校、跨領域之核心推動團隊，共同整合

資源、規劃發展微課程模組資源、設計跨領域創新應用實驗/實作方案、安排產學合作與成果推廣等工

作；並依任務之實際需求，跨校合作或分工執行，以促進聯盟發展與成果共享。

聯盟核心任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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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微課程
模組資源

訂定重點領域
人才培育知識地圖

針對所選重點領域，蒐集

並評估分析國內外教育現

況，盤點現有教學資源與

環境，配合國內教育及前

瞻顯示科技產業發展需求，

訂定重點領域人才培育知

識地圖。

發展20個微課程
模組教材

中心學校及夥伴學校依知

識地圖，檢視校內現有課

程，針對現有課程不足處，

跨校跨領域共同合作，分

工、分年發展相關微課程

模組教學或實驗教材，應

以「新技術或實作課程為

主」。

數位化教材微課程模組
以6小時為原則

發展微課程模組教材應以

「數位化教材」為主。因

應教材後續推廣可行性，

模組內容宜以「單元」組

成，俾利教師因應教學現

場教學需求彈性多元應用

組合。

第1期完成10個數位化
微課程模組教材，

試教至少1次

第1期計畫應少完成10個

數位化微課程模組教材。

發展教師應於所服務學校

開授該微課程模組課程，

試教至少1次；第2期計畫

除完成其餘微課程模組教

材及試教，應持續推廣於

予至其他學校進行教學利

用。

聯盟核心任務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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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跨領域
創新應用
實作課程

👉 各聯盟應運用新技術與實作相關微課程模組，安排特色教學實驗/實作課程，透過問題導向學習
(PBL)、專題實作，強化智慧顯示跨域應用與實作學習。

👉 各聯盟配合實作教學所需，申請本部補助購置教學設備，宜建立適當機制，開放相關教學設備協助
聯盟內學校修課學生使用。

👉 配合實驗或實作課程所設計之微課程模組教材，應完成相關教材發展及教材持續滾動修訂事項。

聯盟核心任務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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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課程模組
推廣與考評

機制

👉 微課程模組教材，應收集教師回饋並對學安排學

習成效評估機制，如問卷或題庫，經由此評量機

制，提出教材內容之檢討與精進方向。

👉 微課程模組教材，應完成相關教材發展、上課試教及教材修

訂等工作事項。

👉 完成之教材、學習及授課綱要、題庫等，應上載至計畫辦公

室指定教學資源網站，供全國前瞻顯示科技與跨領域應用相

關教師教學參考使用。

聯盟核心任務_3

16



👉 孕育顯示科技產業前瞻技術發展潛能，各聯盟所發展微課程模組等教學資源，應安排適當推廣

•辦理種子教師培訓、助教訓練或教學觀摩，鼓勵各學校試用模組教材自行開授課程或輪流開授課程。

•推動跨校課程，提高修課人數及學生修課意願；或於暑假期間開授培訓實作能力之訓練營或寒/暑期短期課程。

•所辦理之短期課程或教師培訓工作坊，同時提供產業界工程人員參與，或與產業界合作教育訓練課程。

👉 為提升學生跨域創新應用能力，鼓勵聯盟推動產學合作

•辦理學生實務實習，培育學生實務應用能力；或推廣相關教學活動提供產業界工程人員參與。

👉 發展及推廣跨域應用或向下扎根於高中職課程

•各聯盟應邀請高中職教師共同討論與設計，嘗試於1-2所高中職學校之生活科技課程、資訊科技課程或選修課
程進行試教

•於全程計畫結束前應累計推廣至3所以上高中職學校。

👉 對於相關推廣活動應建立內部績效指標（KPI）與管考機制，安排適當措施

•對參與人員進行問卷調查，了解相關活動辦理成效。

👉 各聯盟應定期舉辦聯盟內部交流或討論會議，提升各關聯活動辦理品質

辦理推廣
與配套措施

聯盟核心任務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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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總計畫
事務執行

👉 配合計畫執行進度及需求，辦理產學交流、教學研討會、專題實作競賽或成果發表等,

有助目標達成之配套或推廣活動。

👉 配合本部前瞻顯示科技與跨領域人才培育總計畫辦公室之整體規劃，分享計畫教學資

源、提供國內教師相關諮詢服務、成果發表會、專題競賽或成果彙編等相關工作。

聯盟核心任務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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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學校由該校(含)系、所以上層級之單位主管擔任計畫主持人。

👉 每校至多申請2個不同聯盟之中心學校補助計畫為原則。若學校同時申請2個不同重點
領域聯盟中心學校計畫者，應先行整合及協調相關師資、設備及行政等資源，並具體
說明計畫間之關聯性、互補性、合作規劃及經費整合情形。

👉 各聯盟中心學校或夥伴學校之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得提案執行至多1個計畫。

👉 請於110年5月27日，至教育部計畫申請系統
（https://cfp.moe.gov.tw/Login/MOELogin.aspx）完成線上申請及用印後計畫書
電子檔，上傳作業。逾期未完成線上申請及計畫書電子檔上傳者，不予受理。

👉 計畫書應以中文為主要書寫文字，凡書表資料未備齊者、申請資格不符者，獲通知後，
應於期限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將不予受理。計畫審核完畢，計畫申請書不予退還。

計畫申請：聯盟計畫應由中心學校整合夥伴學校規劃後共同提出。

計畫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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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補助

• 第1期計畫最高補助額度，以NT$ 1,300 萬
元為原則

• 第2期計畫最高補助額度，以NT$ 1,600 萬
元為原則

• 本部得視年度預算情形調整之。

採部分補助

• 經常門經費(含人事費及業務)，考量聯盟相
關行政運作、微課程模組發展、配套與推廣
活動等工作項目，由中心學校與夥伴學校跨
校合作或分工執行並共享成果，屬跨校性整
合服務，相關經常門經費採全額補助。

• 中心學校及夥伴學校因執行本計畫購置設備
所需相關費用，應提撥自籌經費不得低於教
育部補助額度之10%。

計畫經費補助及編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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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費：包括計畫主持人費、共同或協同主持人費及專任或兼任助理費。除特殊事由且經本部同意者外，
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合計以不逾2名，專任或兼任助理合計亦以不逾2名。

• 辦理聯盟行政、微課程模組(含開設創新跨領域課程)、配套及推廣活動所需業務費及雜費。

• 辦理聯盟行政所需行政設備費。聯盟行政所需設備費，第1期本部補助款以不逾15萬元為原則；所購置設
備應列入受補助學校資產帳目並妥善保管維護*。

• 辦理微課程模組所需教學設備費*，每個模組最高補助額度以40萬。

因應辦理課程發展及跨校合作或分工執行聯盟相關與推廣活動等事項所需，得編列下列費用：

• 人事費以兼任助理費為主，除因特殊需要且經教育部同意者外，每校補助人數以不逾3名。

• 業務費。

• 辦理微課程模組所需教學設備費，每個模組最高補助額度以40萬。

* 申請教育部補助教學設備費，因應所選重點領域推動教學所需之教學設備，若需購置顯示科技相關設
備，應以國內產品為優先；不得使用於採購一般/事務性/個人教學設備(如實驗桌椅等一般教學設備)。

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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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目標之妥適性。

2.微課程模組發展規劃及推廣與配套活動等相關執行措施可行性。

3.中心學校與夥伴學校之間分工合作規劃是否妥適。

4.學校配合情形：相關實驗/實作課程可否提供配合之實驗設備與實作環境。

5.經費及人力需求是否合理：設備費與人事費經費合理規劃，配置符合計畫工作需求人力。

6.預期績效是否明確並符合計畫目標。

審查內容

審查作業

由教育部邀集產業界、學界及研究界專家學者召開會議審查，必要時得請學校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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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多為隨堂跟拍，一鏡到底拍攝數十分鐘，或超過 1 小時。

👉 影片講述結構完整的知識概念。

👉 須事前設計課程呈現的腳本或段落，就分鏡拍攝5至10分鐘的影
片。

👉 影片講述單章或獨立的知識概念。

數位教材

達成跨領域應用教學聯盟之目標

23



陽明交通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交大校區主任陳皇銘副教授

pchen@nycu.edu.tw

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黃育綸副教授

ylhuang@g2.nctu.edu.tw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教育部前瞻顯示科技與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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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一、已申請場域計畫之學校，得否再申請聯盟計畫?

◦ 可以，惟本計畫將斟酌整體申請及審查情形決定最終補助名單。

二、場域計畫與聯盟計畫之關聯?

◦ 1.計畫執行之策略與任務不同。

◦ 2.未來將鼓勵跨計畫間交流合作。

三、一定要製作成數位教材嗎?一般教材可以嗎?數位教材的應用?

◦ 1.本計畫希望透過跨校合作方式，協助大專校院充實教學資源。因此教材形式優先支持
數位教材形式。

◦ 2.本計畫補出產出之教材資源將開放大專校院使用，開發之教材製作及使用應符合智慧
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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