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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本瑞

計畫總辦主持人/逢甲大學合經系教授

•學非所用？近7成就業者認為大學學科系「學非所用」
人文、社會科學各學門均高達8成

•各校為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多已採取下列措施：
✓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畢業校友意見回饋
✓UCAN 職涯探索/課程相關
✓職涯講座/就業座談
✓就業學程/就業力認證
✓企業參訪/實習/見習
✓徵才說明會/就業博覽會
✓職涯導師/業界導師制度
✓產學合作
✓證照

•都已經做了，為什麼還是無法解決問題？還需要增加什麼?
本計畫希望針對產業、實務、鏈結，提出「創新」做法

產業、實務、創新、鏈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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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軟能力

自主與價值追求

知識

人類福祉
重大議題

創造價值、
承擔責任、

調合壓力與困境

利害關係人

參與、反思、行動

素養

課程與學習

行動構面

識讀能力

解決真實產業與社會問題的學習生態系統(Eco-system)#3

#4人文社會與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畫徵件

•但選擇人文、社會科學是學生及家長所期待的嗎？

• 10年後的工作有85%還沒被明出來，我們該學什麼？

•科技發展快速讓人社領域學生不易參與新的職場生態

•任何領域都需要人文社會參與以創造價值，

但要如何讓別人知道? 我們自己需要先做些什麼?

•人社領域可在專業深化、跨領域合作參與職場生態

人文、社會科學的價值無庸置疑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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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對未來產業實務，人社領域學生需要具備

主動學習與
分析議題的習慣

透過創意思考與不同專業
背景進行團隊合作

運用科技及商業模式
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6人文社會與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畫

未來
職場
競爭
最需
要的
能力

(1)分析思考

(2)溝通表達

(3)團隊合作

(4)瞭解科技

(5)掌握商業模式

(6)創新創意

(7)解決複雜問題的思維

(8)主動學習

2025年職場最需要能力
世界經濟論壇(2020/10/20)

1.分析性思考與創新
2.主動學習與學習策略
3.解決複雜問題
4.批判思考與分析
5.創造力、原創性、自主決斷
6.領導力與社會影響力
7.技術應用、監管與控制
8.技術設計與程式設計
9.彈性、壓力承受與靈活性
10.推理、解決問題與構思
11.情緒智商
12.障礙排除與使用者經驗
13.服務導向
14.系統分析與評估
15.說服與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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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文社會與產業實務創新鏈結計畫

透過跨領域專題實作、導入業師指導，
讓學生提出解決問題的初步構想，並進一步規劃專案，
引入資源實作或是參加競賽，以開拓學生眼界及格局。

人社領域師生應具備：
1. 對新興科技原理及應用有基本瞭解

2. 具備科技思維，能用相同語言和科技人溝通合作

3. 能以設計思考方法(Design Thinking)，透過團隊合作，
運用科技，提出解決複雜問題的Prototype

4.以服務設計方法，建構具商業價值的營運模式

把真實產業實務與社會待解決問題納入課程架構中

#8

建立一套人社領域師、生、系院、學校，

團隊合作、共享、互相扶持、共好

面對產業實務的支持生態系統。
Eco-System

徵件類型

不是單打獨鬥、資源最多的學校得到計畫[無法擴到全國]

而是跨校、跨域，小規模試驗計畫，跨域整合、自主

學習的跨校整合合作計畫，以建立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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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辦、子計畫、各校、參與師生

共同合作形成一大型計畫

推動策略

(一)、建立人社領域學生所需的科技學習地圖及數位教材：
建立全國應用、初階與進階的數位教材(MOOCs)：AI、APP程式設計、應用科技(GIS、物聯網、
大數據、智慧製造、數據分析、機器人、綠能、SDG/ESG、淨零碳排等)、創業教育、社會企
業、服務設計等領域。

(二)、培養具備科技應用能力的教師並建立教師共學的成長社群：
辦理線上及實體研習營，培養能支持開辦不同類型科技通識素養的教師團隊，並能持續經營
教師共學成長社群，以利科學通識素養能在全國普及推廣。

(三)、推劃推動科技通識素養、人文社會領域核心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養相關課程：
提供經費由各校人社領域學院及通識中心申請，辦理推動科技通識素養、人文社會領域核心
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養相關課程。

(四)、強化人社領域院系與產業實務鏈結，遴選示範學校並成為區域資源整合中心：
從企業角度出發，分析人社領域學生可參與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的契機，並請產業提供實習
與參訪的機會，供人社領域學生提前接觸產業實務。

(五)、人社與科學不同背景學生共組團隊，由產業或社區出題，舉辦跨域專題競賽，
以培養跨領域團隊合作解決複雜問題能力：
由產業或社區出題，區域資源中心辦理跨域專題競賽，提供相關輔導，再與既有全國性競賽
合作，推出為人社領域設立的分項競賽。舉辦線上/實體整合的跨國競賽，提供台灣學生參與
跨國競賽機會。針對優勝隊伍給予輔導，使能參加跨國競賽，以提昇人社背景學生未來競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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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 100
• 智在家鄉(聯發科)
• 移動創新競賽
• 環境關懷設計競賽
• &其他全國競賽

• 橫渠產學聯盟……

• Google數位行銷
• Google影音
• Google AI
• APP程式設計
• SDG/ESG
• 淨零碳排
• 智慧製造
• 創意思考
• 設計思考
• 服務設計
• 營運模式……

#11

徵件即培力

推動內容

徵件：
重點學校發展計畫(A類)

跨領域教師合作計畫(B類)

個別教師提升計畫(C類)

總辦公室：

課程/師資培力

競賽/外部資源整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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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層級的推動輔導系統，

擴大影響層面，

建立長期永續的推動模式，

以期為人社領域學生建立

新的學習目標。

推動內容 #13

全國性(計畫辦公室

和各校共同推動)

區域性(示範學校)

校級性(教師團隊)

個別課程(教師)

個人自主學習

(透過數位教材)

協助資源不足的

學校、學院、學系、教師、學生，

都能透過全國性整合機制，

得到充足的自主學習支持系統。

推動內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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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件類型 #15

計畫申請期程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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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過程就是培力
找尋願意合作夥伴，而非競爭型計畫

#17

計畫申請期程

18

第零期

透過設計思考，建立團隊合作框架，讓有意參與的學校、

教師，能整合既有基礎與資源，

結合教師成長社群及資源分享平台，以利未來全面

推動、發揮綜效之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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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一學校申請件數不限。

2. A、B類計畫同一學校第零期合計至多補助3案；
第一至二期合計至多補助2案。

3. 第零期A、B類計畫每案以補助新臺幣40萬元為限，C類以5萬元為限。
第一期起A類計畫以600萬元、B類計畫以250萬元、C類計畫以40萬元
為限。

4. 同一學校如獲A、B、C類計畫之補助，得由本部協調C類計畫整合融入
A、B類相關計畫，以發揮整合綜效。

5. 每案計畫主持人限主持一項計畫。跨校計畫以計畫主持人任職學校為準。

6. A、B類計畫採部分補助，申請學校應自籌10%自籌款，科目不限；
C類採全額補助。

7. 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依教育部補助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辧理，不足額或
其他相關費用由學校自籌款支應。

補助原則及基準

19

#19

• 本計畫為建構學習生態組織之團隊合作型實驗計畫，審核標準不限於各校
資源多寡及準備度，相互扶持、共同合作、資源分享是審核重要考量要素。
本計畫鼓勵實驗性及跨領域合作方案的提出。

1. 與產業鏈結的推動重點、業界參與程度。
2. 內容之可行性、妥適性及與推動重點之相符性。
3. 師資專業背景與課程、教學、活動設計之相符性。
4. 跨單位、跨領域團隊合作機制、教師社群規劃及運作之整合性。
5. 經費運用、人力規劃、學校行政、教學支援之配合度。
6. 創新性、對可能遭遇困難之準備。
7. 執行進度及成效考核之規劃計畫之預期效益、自評方式及指標之規劃。
8. 提出產業鏈結的實驗性方案，打造成生態系統為目標。
9. 著重於人文社會領域師生投入產業鏈結的持續性，並優先支持具可發展
性之議題。

審查重點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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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從最無助的學生

#22

到卓越學生的學習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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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 開展視野的數位影音教材

2. 可以詢問的線上輔導教師與助教

3. 選修有系統的科技通識/跨界應用應力培養課程

4. 引介其他可進階學習的資源

[例：經濟部DIGI+Talent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

升計畫…]

5. 產業專題課程/參訪/實習[產業資源鏈結]

6. 競賽[校內/區域/線上/全國/國際]

7. 國外產業人才培訓課程導入/海外資源鏈結

有心學生不致因為個別學校、系所資源不足，妨礙
成長；每個人和自己比較、互相扶持、共同努力

#24

從資源最多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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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到最無助的教師

1.個別教師、單一系所、多數學校無法單獨建立
支持系統所需的所有環節

2.申計畫過程即為培力、共學

3.不是競爭型、排他的計畫；而是合作型計畫。
參與者要有共享、共學、互相支持的共識
透過團隊力量建立互相扶持的支持系統

以建立有效的生態系統(Eco-system)為目標，
欠缺的環節由總辦公室規劃整合補足

4.所有人社教師都能得到支持的系統

5.計畫時程結束後仍能永續推動的支持系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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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摘要表

1. 跨校很難合作？

2. 人社領域教師很難跨到科技與產業？

3. 學生很難自主學習？
不同背景學生很難團隊合作？

4. 計畫案結束所有事務都回到原點？……

28

#28最希望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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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EQNRZ

徵件工作坊

10/07
(五)

13:00~17:00

逢甲大學

10/14
(五)

13:00~17:00

成功大學

10/15
(六)

13:00~17:00

台北科大

*一切以正式公告及教育部經費核定為準

•計畫網站：www.iLink-hss.org
•聯 絡 人：馮婉婷iLinks.hss@gmail.com
•聯絡電話：(04)24517250#2886

官方LINE：@001pegvj

                                                                                                                                    

感謝您的參與.
Thank You.

#30

計畫辧公室會陪同大家一起成長，協調各校、教師
所需資源，大家一起努力，共建學習生態系統!

https://reurl.cc/GEQNRZ
http://www.ilink-hss.org/
mailto:iLinks.hs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