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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本計畫名稱為「學術研發團隊技術商品化案例教材發展」，透過學術研發團隊創

新創業的實際個案及討論，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克服學術創業階段可能面臨的各種困

難，並刺激學生提出自已團隊的創業計畫。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本計畫於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施於申請人	 (鄭耿翔老師)	所負責的智慧資本與創

業精神課程。此課程為開設於國企系4年級Ｃ班之選修課程，共有31名同學選課，選課

學生對創新及創業相關領域具有高度興趣，本課程的授課方式將包含老師講授、影片

討論、同學提案報告及個案討論。	

參、  前言	

	 	 	 	研發成果如何商品化一直是學校重視的議題，也是教育部近年積極鼓勵的方向。

然而目前學界的專利成果如何進入市場卻存在著一定的鴻溝及限制。申請人期望藉由

學術創業可能遭遇的困難及挑戰案例，引導學生思考將校園的研發能量商品化時可能

遭遇的問題及解決方式，進而強化校園研發成果商品化的能量。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劃將透過個案教材的發展及撰寫，以強化課程教材的內容。透過本教材的內

容，師生之間將可更有效益的運用課堂互動時間進行討論及交流。老師可以透過個案

的發展及討論，引導學生自行尋找需要資訊、應用課堂知識、訓練學生分析、綜合及

評估等能力。期望促使在教學及個案的討論過程中，學生能積極且主動地對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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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思考，進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與態度。	

伍、  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本計畫透過教學個案的紙本及投影片內容，設計課堂討論的問題，並引導學生相

互討論，分析情境提出解決方案。最後並鼓勵學生提出自己團隊的創業計畫報告，並

思考計畫可能遇見的困難及解決機制。	

	 	 	 	在實施成效及影響的質化指標方面：師生，小組內及及小組間的課堂課堂討論及

互動熱絡，學生課堂專注情況及方案提出品質皆為良好，成功營造出本課程設定的課

堂討論氛圍。	

	 	 	 	在實施成效及影響的量化指標方面，學生期末的學習成績表現亦非常良好，包括：

共有3位同學期末成績達90分以上，24位同學的學期分數在80-89分之間，因此教師對班

級87%的學生學習成效達到非常滿意的程度。此外本課程學期末學生評量成績為93.4

分，顯示學生對本課程的設計和實施成效高度滿意。	

陸、  結論	

	 	 	 	本學期的課程藉由上述的教學方式及教材研發內容，建構出開放式的討論氛圍，

透過隨機的分組方式，期許同學在完成任務的過程能與不同背景的夥伴互相學習溝通

協調及整合資料等技能。此外，透過課程的技術商品化案例，也使學生能了解學術創

業在不同階段中可能遭遇的困難及挑戰。最後，也透過小組的創業計畫報告訓練學生

在討論個案的過程，自行尋找需要資訊、應用課堂知識、邏輯分析、綜合評估及報告

表達等能力。	

柒、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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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說明	

	

個案內容說明	

	

分組討論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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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情形-2	

	

分組討論情形-3	

捌、附件	

	 	 	 	本課程教學個案及投影片已在申請階段提供備查。	

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附加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