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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智慧能源永續發展」跨領域學程規劃書 

103年1月8日102學年度第2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 

103年4月22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4月10日106學年度第4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年5月1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5月16日107學年度第5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年5月21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9月17-20日108學年度第2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年11月5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2月9日108學年度第4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09年5月5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5月18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學程名稱 

國立嘉義大學智慧能源永續發展學程 

二、 設立宗旨 

理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順利推動智慧能源永續發展學程之規劃與執行，

由本院依據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設置智慧能源永續發展學程（以下簡

稱本學程）。臺灣當今理工專業環境呈現低迷現況，各理工類科系的招生表現與

畢業生就業率，也無法避免此潮流的衝擊。深究此現象背後的原因，除少子化這

類全面的社會課題外，尚可析理出幾項深具影響力的時代現象，本院積極研擬教

學創新方案，決定將發展亮點聚焦於經營十餘年有成、具有跨領域特質、能兼容

本院各系所專業技能，以及順應課程分流與模組化概念而發展出的「跨領域學程」，

在實施策略上，本院將透過各式創新教學法以及多元招生管道來強化、擴散此學

程的教學效益，期能培養出具有綜合統整能力的全方位理工人才；同時，更將進

一步注入國際化視野與在地文化認同，努力結合外部資源，以達到產學共創榮景

的目標。 

三、教育目標 

(一)能源議題是全球關注焦點之一，因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快速，近年來提出整合

智慧概念在能源領域上變成熱門研究領域和工業熱點。然而，現行大學科系分

類，仍較傳統，對於整合橫向連結的知識，稍嫌不足。本計畫對應學程「智慧

能源永續發展跨領域學分學程」即是著眼於此，將本院相關能源、機械、化學、

物理、電機、資工、數學等面向知識融入學程中，並進一步落實學生實作能力，

達到跨領域整合的初衷原意。 

(二)日前理工學院召集與智慧能源相關領域科系，含應用數學系、電子物理系、

應用化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

機工程學系、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作為智慧能源永續發展學程之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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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題導向學習(PBL)主軸式議題串連不同智慧能源議題，規劃出跨領域 PBL

課程，並特別強調校外競賽，除了落實學生跨域廣度知識，也可以從競賽中獲

得團隊合作與自我肯定。  

綜合以上，本學程的教育目標可總結為培育全校對能源與智慧議題之人才，

整合本院有關能源、機械、化學、物理、電機、資工、數學之相關課程、並開設

跨領域專題實作課程，作為智慧能源永續發展之產業實值鏈結。 

四、預期成效 

對於本學程預期成效，可從課程規劃與學生學習面向說明： 

(一) 透過本學程滾動式課程規劃調整，使學程課程內容符合產業脈動。 

(二) 修習本學程學生不僅具備智慧計算、能源管理等永續發展議題的知識建構與

素養養成，以因應未來跨域智慧能源產業人才培育需求。 

(三) 透過跨域合作問題導向的專題式課程，不僅能讓授課教師進行實質跨域課程

合作，而修習學生也能培育跨域整合能力養成。 

(四) 修習學生透過跨域學習培育團隊合作能力進而參加相關競賽或學術活動用以

驗證學程所學。 

(五) 鼓勵學程學生參加理工學院舉辦的跨領域創意競賽，不僅能培育跨域智慧能源

知能養成外，也能將學程內所學轉化成實務專題發表。 

五、核心能力 

本跨領域學分學程將全面實施於理工學院各系所整體教學，其最終目的，期

望能引導修課學生發展出以下之核心能力： 

(一) 培養智慧能源永續發展跨領域知識、技術與應用之專業知能  

(二) 培養智慧能源永續發展跨領域實務研發與開創能力 

(三) 培養獨立思考與創造能力 

(四) 培養協調溝通、團隊合作與領導之能力 

(五) 建立在地文化關懷與全球意識並反思科技可能對倫理的影響 

六、課程地圖 

如下頁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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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理工學院「智慧能源永續發展」跨領域學程之課程地圖與建置概念揭示圖 

七、 課程結構說明 

本學程涵蓋智慧與能源兩大主軸，包括物理、計算機應用、電子電路、與能

源相關等四大領域，是跨領域之人才培育學程。 

(一)本校各系所之在學學生需修畢以下先修課程：「物理」或「普通物理」或「普

通物理學」或「程式語言」或「程式設計」或「計算機概論」或「普通化學」，

得申請修習本學程，不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二)本學程應修習至少(含)21學分，包括必修核心課程3學分，進階課程至少

(含)18學分，且需有至少一次(含)參賽證明之全院/全校/跨校/全國/國際競賽。 

(三)進階課程認列標準為：依據表一所列課程規畫，修習學生必頇至少(含)擇兩領

域，至少(含)跨兩系所，至少(含)六門課程，並通過及格分數。 

表一、智慧能源永續發展學程之課程規畫與要求表 

學程科目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單位 

學程先修課程 

(至少1門) 

(不採計學分數) 

附註說明：因右列課程均

屬全校性課程，名稱與學

分數對應會有些許差異，

1.物理 2 全校相關系所班級 

2.普通物理 2 全校相關系所班級 

3.普通物理學 3 全校相關系所班級 

4.程式語言 3 全校相關系所班級 

5.程式設計 2 全校相關系所班級 

6.計算機概論 3 全校相關系所班級 

學程核心科目 (為跨域整合課程)

PBL 專題實作-(I)

PBL 專題實作-(II)

學程先修科目
物理/普通物理/普通物理學/

程式語言/程式設計/計算機概論

光
學(I)

、
實
驗
物
理(

I)

、
實
驗
物

理(I
I)

、
光
電
實
驗
、
光
電
量
測
與

分
析
、
半
導
體
元
件
物
理
、
太
陽
能

電
池
、
固
態
電
子
學
、
中
等
材
料
力

學
、
工
程
力
學

資
料
結
構
、
物
件
導
向
程
式
設
計
、

視
窗
程
式
設
計
、
網
路
程
式
設
計
、

人
工
智
慧
導
論
、
資
料
探
勘
導
論
、

機
器
學
習
導
論
、
嵌
入
式
系
統
導

論
、
計
算
型
智
慧
、
數
值
分
析
、

初
階
資
料
分
析
實
務
、
進
階
資
料

分
析
實
務

機
電
整
合
、
液
氣
壓
學
、
內
燃

機
、
內
燃
機
實
習
、
冷
凍
空
調
、

設
施
節
能
技
術
、
燃
料
電
池
、

熱
力
學(

二)

、
微
奈
米
分
析
技

術
、
材
料
化
學(

I)

、
材
料
化
學

(
II)

綠
色
電
能
系
統
、
邏
輯
設
計
、

、
微
處
理
機
實
務
應
用
、
感
測

器
原
理
、
應
用
電
子
學
、
電
子

電
路
學
、
電
子
學
、
感
測
器
原

理
與
應
用

成果展現 (校外競賽、校內競賽等)

主要概念:
除理工學院外，也歡迎
外院學生修習
只要有基礎先修課程
就可以選擇有興趣的跨
域整合課程

最少跨兩領域、跨兩系所
落實跨域選修精神

競賽是檢驗跨域
成果的重要方式

物理領域 計算機應用領域 電子電路領域 能源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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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表定名稱的課程，可

經本學程委員會審查，決

定是否予以抵免先修課程 

7.普通化學 

2 

全校相關系所班級 

核心

課程 

學程必修 

(採計3學分) 

PBL專題實作 

3 

由院整合學系開設有關以下主題(但

不限)「智能感測應用」、「智慧製造

應用」、「人工智能應用」、「智慧能

源應用」等專題實作課程，每門課

均由兩系以上(含)教師跨域授課，

需修讀一專題。 

進

階

課

程

(專

業

選

修) 

物理領域 

(至多採計12學分) 

附註說明:不在表定

名稱的類似名稱課

程，可經本學程委

員會審查，決定是

否予以抵免相關對

應進階課程。 

1.光學(I) 3 電子物理學系 

2.實驗物理(I) 1 電子物理學系 

3.實驗物理(II) 1 電子物理學系 

4.光電實驗 1 電子物理學系 

5.光電量測與分析 3 電子物理學系 

6.半導體元件物理 3 電子物理學系 

7.太陽能電池 3 電子物理學系 

8.固態電子學 3 電子物理學系 

9.材料力學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0.工程力學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計算機應用領域 

(至多採計12學分) 

附註說明:不在表定

名稱的類似名稱課

程，可經本學程委

員會審查，決定是

否予以抵免相關對

應進階課程。 

1.資料結構 3 
理工學院相關開設系所，如： 

資訊工程學系 

2.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理工學院相關開設系所，如： 

資訊工程學系 

3.視窗程式設計 2or3 
理工學院相關開設系所，如： 

資訊工程學系 

4.網路程式設計 3 資訊工程學系 

5.人工智慧導論 3 資訊工程學系 

6.資料探勘導論 3 資訊工程學系 

7.機器學習導論 3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8.嵌入式系統導論 3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9.計算型智慧 3 電機工程學系 

10.數值方法 3 
理工學院相關開設系所，如：土木

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11.有限元素法導論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2.電腦輔助建築結構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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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13.數值分析(I) 3 應用數學系 

14.資料結構(I)  3 應用數學系 

15.網頁程式設計 3 應用數學系 

16.品質管制 3 應用數學系 

17.作業研究 3 應用數學系 

電子電路領域 

(至多採計12學分) 

附註說明:不在表定

名稱的類似名稱課

程，可經本學程委

員會審查，決定是

否予以抵免相關對

應進階課程。 

1.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設計 
3 電機工程學系 

2.邏輯設計 1or3 

電子物理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

系、 

電機工程學系 

3.微處理機實務應用 3 電機工程學系 

4.應用電子學 3 電機工程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5.電子電路學 1~3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6.電子電路學實習 1 資訊工程學系 

7.電子學 1~3 

電子物理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

系、 

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機械系 

8.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3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能源應用領域 

(至多採計12學分) 

附註說明:不在表定

名稱的類似名稱課

程，可經本學程委

員會審查，決定是

否予以抵免相關對

應進階課程。 

1.機電整合 2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2.液氣壓學 2or3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3.內燃機 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4.內燃機實習 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5.冷凍空調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6.設施節能技術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7.燃料電池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8.熱力學(二) 3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9.熱交換器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0.微奈米分析技術 3 應用化學系 

11.材料化學(I) 3 應用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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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材料化學(II) 3 應用化學系 

13.無機化學(I) 3 應用化學系 

14.工程材料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5.水資源工程與規劃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6.綠建築導論 3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八、 非正式課程規畫(例如：專題講座、見習) 

本學程鼓勵本院所有科系舉辦跨域專題講座與業界見習參訪，不僅能適時補

充原先課程規劃不足之處，也能強化學生在專業知能養成促使與產學研在智慧能

源永續發展上的無縫接軌，以利學程人才培育養成。 

九、 多元教學法(例如：實作課程、工作坊) 

學程鼓勵核心科系的實作課程，目前本院所有科系均有專題實作課程。惟系

所屬性有所不同，所以有些科系為必修，有些科系為選修。本學程的重點是統整

與跨領域整合課程，開設 PBL 專題實作(I)和 PBL 專題實作(II)的課程設計，鼓勵

本校所有學生可以修習。或者規劃跨域 PBL 工作坊導入跨域設計思考等方式讓學

生進行跨域 PBL 能有共同核心目標與解決問題跨域合作方案，讓學程的教與學是

多元呈現，滿足各樣的教學特色與學習需求。 

十一、學程核心課程師資結構 

本學程師資，可參考下表二。依序由電子物理學系、應用化學系、應用數學

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生物機電系組成。另因部分課程，如：普通物理、程式語言

等，為電子物理學系與資訊工程學系的大部分老師開設，限於篇幅，僅列出部分

師資。 

表二、學程部分代表師資 (每系僅列出四至五位代表課程教師) 

電子物理學系 

教師姓名 學歷與專長 

黃俊達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博士 

專長：太陽能電池、光電材料與元件 

許芳文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博士 

專長：光電物理、雷射物理、超快光學 

余昌峰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博士 

專長：平面顯示器技術、薄膜製程 

蘇炯武 
學 歷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物 理 博 士 

專長：奈米表面磁性物理、超薄膜製程技術 

應用化學系 

教師姓名 學歷與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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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國隆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博士 

專長：生物分析化學 

李瑜章 
學 歷 ： 美 國 羅 徹 斯 特 大 學 博 士 

專長：有機合成，不對稱反應，具生物活性小分子合成 

陳文龍 
學歷：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博士 

專長：生物物理學、分析化學 

林榮流 
學歷：南非開普敦大學博士 

專長：生物化學 

應用數學系 

教師姓名 學歷與專長 

林仁彥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應用數學所博士 

專長：最佳化理論、數學規劃、供應鏈管理、排程與存貨系

統 

陳嘉文 
學 歷 ：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數 學 博 士 

專長：雲端計算、存活控制、多媒體系統 

吳忠武 

學 歷 ：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統 計 研 究 所 博 士 

專長：機率統計、品質管制、可靠度分析、存貨理論、模糊

理論、廣義線性模式 

陳榮治 
學歷：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校區 (UMC)哲學博士 

專長：機率統計、數學教育、多變量分析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教師姓名 學歷與專長 

洪滉祐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博士 

專長：生物產品加工工程、收穫後處理機械 

洪敏勝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博士 

專長：生物微機電、熱流工程 

邱永川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博士 

專長：動力機械 

楊朝旺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專長：微處理機控制、電子電路設計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教師姓名 學歷與專長 

陳清田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研究所博士 

專長：灌溉排水、水資源規劃與管理、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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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雯 
學 歷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土 木 工 程 博 士 

專長：混凝土工學、纖維水泥複合材料、鋼筋混凝土工程 

林裕淵 

學 歷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土 木 工 程 博 士 

專長：結構耐震設計、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建築物施工、

結構消能減震與隔震、水土保持工程 

陳建元 

學 歷 ： 美 國 南 加 州 大 學 博 士 

專長：土石流災害防治研究、坡地災害境況模擬分析、土壤-

結構互制模擬分析、樁基礎分析、應用地理資訊系統 

資訊工程學系 

教師姓名 學歷與專長 

許政穆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專長：電腦網路、行動通訊 

盧天麒 
學歷：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博士 

專長：計算機圖學、電腦動畫 

陳耀輝 
學歷：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電腦博士 

專長：自然語言處理、資訊擷取、資料庫 

賴泳伶 
學歷：美國西密西根大學電腦科學博士 

專長：演算法圖形理論 

電機工程學系 

教師姓名 學歷與專長 

謝奇文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專長：醫學影像處理、數位訊號處理 

江政達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博士 

專長：類比積體電路、ADC資料轉換器 

張慶鴻 
學歷：英國郡立赫特福德大學電子通訊博士 

專長：光纖通訊系統、單晶片控制、物聯網 

謝宏毅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專長：電力電子、再生能源系統電能管理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師姓名 學歷與專長 

丁慶華 
學歷：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自動控制與系統工程博士 

專長：發電工程、系統工程、自動控制 

陳榮洪 
學 歷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系 博 士 

專長：能源應用、內燃機、太陽能車及節能車設計製造 

張中平 學 歷 ：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系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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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雷射干涉量測技術、微奈米定位技術 

張炯堡 
學 歷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研 究 所 博 士 

專長：冷凍空調、數值分析、能源科技 

吳佳璟 
學歷：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專長：結構振動分析、材料疲勞測試與分析 

十二、學習輔導與產業鏈結 

包含軟體與感測、智慧運用、能源相關應用、綠能產業等領域之相關產業。

具體做法如下: 

(一)透過跨領域的學習，從理論開始到實作，讓學生學習軟體與感測技術、再生

能源及節能領域知識及技術，減少學校知識與業界需求的落差，畢業後與產業

界能無縫接軌，提升就業率。 

(二)本學程將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合作研究活動、交流參訪與國際交換學習，提升

外國學生至理工學院就讀之意願及學生國際化的能力。 

(三)每年會邀請專家學者前來演講，進而增加學生對產業的認知，也增加產業界

及學生間的交流，使得學生畢業後能較為順利進入產業界。 

十三、就業輔導與職涯路徑規劃 

本學程主要聚焦於軟體與感測、智慧運用及能源相關應用等領域，所以職涯

路徑可分為涵蓋本院的應用數學系、電子物理學系、應用化學系、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與機械與能源工程

學系的職業類別，如：軟體工程、智慧感測、人工智慧、能源應用、和延伸的創

新服務應用等。在核心八學系中，都有規劃職涯相關課程，如各系的專題實作等，

和大四的校外實習等。 

十四、學生學習成效 

本學程對學生學習成效展現包括： 

(一) 修習本學程學生具有跨域能力的養成，以因應未來工作場域之跨域合作。 

(二) 修習本學程學生具有智慧能源永續發展的專業知能，以因應未來智慧能源產

業發展需求的能力養成。 

(三) 修習本學程學生具有跨域的智慧計算、能源管理等理論知識外，也具備實務

技術之養成。 

十五、跨院系協調機制。 

本學程納入本院所屬八系、涵蓋面向與領域甚廣，師資充沛且能量極高，從

理論到實務面均有，本院系所之間的協調非常暢通。舉例如下：本學程目前由歷

屆院長視學程發展需求，舉行不定期會議。主要針對學程的現況檢討與未來發展

等做意見交流和其他議題討論。與會者除了本院的院長與副院長外，也同時納入

電子物理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與機械與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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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之系主任，更包含本院的附屬中心之相關主任等，共同推動相關計畫或學程

相關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