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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提供國、高中在職教師暑期進修之機

會，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傳達較新之產業訊息，讓教師在教學上更能

引導學生，讓學生更能瞭解自我之興趣。 

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之課程教學內容能適度對應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力指標。學生之畢業學分為 28 學分，其中必修 24 學分，選

修至少 4 學分。必修課程包括 4 門共 8 學分的高等課程、12 學分的

專題研究及 4 學分的書報討論。必修課程中的高等分析、高等有機、

高等無機及高等物化等 4 門化學專業必修課程，能充實學生專業知

能，符合學生在職場上的需求，有助提升教學能力。選修課程設計為

7 門特論課程（各為 1 學分），學生可依興趣選讀，能達到多元學習

目標。整體課程的安排面向較為寬廣，有別於一般的碩士班課程的規

劃，惟每年所開授的課程數較少，且以化學專業領域為主，對於從事

化學教育研究所需之研究法與教育策略等課程闕如。 

（二）待改善事項  

1. 專題研究課程合計 12 學分，占必修課程的 50%，比例偏高，

恐排擠專業課程的學分數。 

2. 課程安排偏重高等化學專業知識的傳授，缺少化學教育研究

法與教學策略等領域的課程，例如職場相關的教學法、教材

製作、媒體運用或科學創意等相關課程。 

3. 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學生皆需修習 4 門不同領域的化學

專業必修課程，無法如一般碩士班學生在選定一主修後，即

以修習此方面的課程為主，而其他科目則為副修。故其修課

方式，似較偏向培養學士班學生，而非專業的碩士生。 

4. 開授的必修與選修課程數目較少，且課程設計不夠完整，與

一般碩士班課程架構相比，仍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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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1. 宜將專題研究課程降為 6 學分，以增加選修課的學分數，同

時建議將選修課的學分數由 1 學分改為 2 學分。 

2. 宜增加開授與化學教育相關之課程，例如教材製作或資訊媒

體運用等相關的創意課程，以提升學生在職場所需的教學方

法知能及提升化學教育研究論文品質。 

3. 宜參考一般碩士班的課程設計，讓學生能在選定主修專業領

域後，即以修習此方面的課程為主，使學生能夠學有專精。 

4. 宜增加必修或選修科目，使課程的架構及選課的彈性設計，

能與一般碩士班課程的品質相齊。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截至 100 學年度下學期，該系有專任教師 23 名，皆具有博士學

位，專長為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生物化學與

應用化學等。約 90%之教師教學以口頭講述搭配多媒體教學或由學生

上台報告等方式進行，實驗課程則以學生實際操作為主。 

學習成效採紙筆測驗、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與實驗操作等多元方

式評量，以期學生能具備化學專業知識、熟悉實務與操作、資料檢索

整理之能力，同時兼具環保、永續發展等觀念與知識。 

（二）待改善事項 

1. 教授指導之專題研究論文高達 70%為化學教育領域，僅有少

數為基礎研究，不易精進學生的化學專業基礎。 

2. 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學生多為在職教師，對於化學專業

知識已有些生疏，其學習的動力與企圖心亦較一般碩士班學

生低，然該系提供激勵學生學習意願之措施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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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1. 宜增加與化學專業相關之專題研究指導的比例，強化學生化

學專業知識與儀器操作，並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之能力。 

2. 宜活化教學的內容與設計，有別於一般碩士班之學習評量，

一方面激勵學生的學習興趣，另一方面亦能達到人才培育的

目標。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學生均為中學在職教師，上課時間集中

於暑期，平日透過與指導教授約定時間進行學習輔導，以彌補無法長

時間在系上學習。 

在空間方面，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與系上使用同一空間與設

備，隨著該系由原先之師資培育導向轉型為學術研究導向，實驗空間

已不敷使用。就長程發展而言，極需儘速解決空間擁擠及不足之問題。 

在教學及研究儀器設備方面，貴重儀器設備主要提供學校及外校

研究使用，至於其它儀器設備除了協助教授從事研究所需之外，亦配

合相關課程，提供師生實際操作與教學使用。 

在教學輔助器材方面，該系提供視訊設備予師生使用。另在專用

教室及大型會議室裝置固定液晶投影機及電動螢幕、黑板、白板等，

提供學生科技化的學習空間。此外，在圖書期刊資源方面，該系每年

透過該校圖書館採購化學相關電子期刊 11 項，並經由國科會化學中

心管道簽訂電子期刊合約，提供學生充分的圖書資源，有助提升學生

之研究與學習之品質。 

（二）待改善事項  

1. 隨著該系轉型為學術研究導向，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原

有空間與設備等資源已不符合教學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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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1. 宜向學校申請擴增空間，並添購實驗設備，以滿足學生從事

學術研究之需。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系近 6 年共執行 172 件國科會計畫和建教合作案，平均每位教

師每年發表論文篇數達 2.12 篇，另有多項產學合作成果獲得國內與

美國專利。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共計有 19 位畢業生，其中三分

之二的畢業論文屬於化學教育領域，有助其專業職場的發展；而以化

學專業為導向的論文亦有發表在國際期刊上。整體而言師生學術表現

良好。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上課時間以暑假為主，不易參與平

日該系為學生主辦的校外人士演講，接觸知名學者與先進研

究領域的機會不足。 

（三）建議事項 

1. 宜於暑期時間安排各類化學專題演講，提升學生的專業知能。 

 

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學生皆為現任中學教師，故較無畢業後

就業之問題。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於 94 年至 97 年間（98、99、

100 年未招生）共招收 40 名學生，其中多數為師範體系畢業生，101

年因報名人數不足而停招，95 年至今僅有 19 名學生畢業，因畢業生

數目有限，其畢業生資料頗為完整。多數系友對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

位班多持肯定之態度，並希冀能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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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改善事項 

1. 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對於「畢業生之表現與整體自我改

善之機制」缺乏相關資料，故難以一窺其成效。 

2. 除學校設置之校友聯繫管道外，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並

未建置與該系一般班制之系友聯繫機制，且該系化學教學碩

士學位班之系友與一般系友或學系間之互動較少。 

（三）建議事項  

1. 該系化學教學碩士學位班雖已報教育部於 102 學年度停招，

但仍宜將過去幾年招生之成效做完整報告，做為日後系所規

劃發展方向之參考。 

2. 宜建立較完整之畢業系友聯繫機制，並將該系化學教學碩士

學位班畢業生納入系統中，以增加該系所有畢業生之互動交

流機會，凝聚其對該系之向心力。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