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 102年 11月 12日（星期二）中午 12點 

開會地點： 中正大樓 4樓 3401室 

主 持 人： 林翠鳳主任 

列席人員： 林金龍院長、袁本秀老師 

校外委員： 蔡輝振委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林四海委員 虹翔物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邱馨慧委員 御風行創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資源整合部助理        

       （應用中文系 101學年度畢業校友代表） 

學生代表： 張佳琦同學 應中系學生會前任會長 

 蔡佩燁同學 應中系學生會現任會長 

出席委員： 廖芮茵老師、陳美圓老師、廖藤葉老師、衛琪老師 

 何寶籃老師、洪錦淳老師 

紀    錄： 楊筑雅 

 

壹、 院長致詞 

一、 感謝校外委員撥冗參與應中系課程會議，教育部第二期技職再造方案業

已於今年正式宣佈啟動，未來將更加強調學生本位，以及產學合作實務

教育。希望系上老師體認技職再造方案勢必落實，在課程設計及學生關

係方面都要有新的局面及挑戰。 

二、 應中系率先語文學院其他兩系，邀請校外委員一同參與課程會議，值得

肯定，期許今日會議有建設性成果，並提供兩系參考，讓語文學院展現

新特色。 

 

貳、 報告事項 

一、 蔡輝振委員： 

1. 在未來少子化的趨勢下，中文系將首當其衝。究其原因為在就業路途

上，中文領域較窄，不易就業，導致就讀應中系的意願變少。因此建

議系上能以目的論的方式，讓學生很明確地知道未來就業在哪裡，並

進行一些產業界的結盟，了解現今產業界需要什麼樣類型的人才，進

而開設相關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產業界需要之能力。 

2. 鼓勵系上教師積極簽訂產學合作，聘請業界主管擔任課程業界協同教

學師資，並讓學生於暑期時間至產業界實習，建立良好合作關係，期

許達到本系學生「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二、 林四海委員： 

1. 以企業角度來看，學校如何把人力變成人才，才是企業的吸引力。人



 

才與人力的定義在於學生具備的能力是否符合「老闆的需求」。惟有符

合「老闆的需求」才是這間公司的「人才」，不然即使一個員工擁有博

士學位及具備該產業相當豐富的經驗，若他的能力並不符合「老闆的

需求」，那他也只能算是一個「人力」。因為「經驗」會被另一個更富

「經驗」的人所取代，「學位」會被另一個具備更好「學位」的人所取

代，人才會被更好的人才所取代一樣。所以我們除了找對方向，亦要

讓自己變得更好，成為企業所需的人才。 

2. 政府為了讓學生提升就業能力，因此委託非營利機構協助補導尚未就

業的大四畢業生，在就業服務中心登錄，進行兩年 12萬課程培訓，協

助青年就業無縫接軌。此外，政府亦於今年 10 月實施名師高徒計畫，

只要學生尚未就業，其實習階段可補助一萬塊，而輔導老師可獲得兩

千塊補助，此為政府對企業的挹注，時間長達一年。 

 

三、 邱馨慧委員： 

1. 在大學四年級時，個人曾參加就業學程，透過職場體驗課程，將理論

與實務做結合，提升自我就業競爭力，同時亦增加畢業就業機會。以

我個人而言，就是參加學校的就業學程計畫，透過職場體驗課程，受

到實習單位的賞識，畢業後就直接進入公司任職。且實際踏入職場後，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現在公司需要的是什麼類型的人才，我們可以依據

公司的需求，提升自我技能。 

2. 回首看看，發現現在系上的學弟妹非常幸福，因為應中系比起往年，

添增了更多設備，新增了許多有趣的課程，甚至還聘請了新的專業師

資。 

3. 或許有些學弟妹會覺得畢業專題很辛苦，但是學姊以過來人的經驗分

享，畢業專題是很重要的！其訓練我們運用在校所學，深入探討一個

主題，透過學校的設備及各項資源完成研究（或作品），並由過程中獲

取經驗與知識。此外，「畢業專題製作」亦能讓我們發揮創意思考及協

調整合能力，培養小組分工合作的精神及尋求問題解決的方法，最後

提出學習成果或作品。 

 

參、 討論事項 

提問一（陳美圓委員）： 

本系為應用中文系，主要以文創發展為走向。而學校推動的技職再造方

案，似乎比較偏向製造業，而非強化語文類的能力，對應中系而言，應如

何協助學生提升自我技能及增強實務層面？ 

回 覆（林四海委員）： 

技職再造方案的範圍其實非常寬廣，對應中系而言，可從文字的掌控力及

創意行銷應用方面著手，讓學生利用腦力激盪，透過人事物再創商機。建

議系上可在課程安排中導入實務，聚焦於企劃撰寫，也就是文案化，如何

說服業界買單，透過實務導入，強化口語表達訓練。 



 

提問二（廖藤葉委員）： 

為了提升學生文字的掌控力，因此課程規劃上，大多時間均在訓練學生文

字能力的提升，該如何與業界連結呢？ 

回 覆（蔡輝振委員）： 

建議系上能進行產業界結盟，例如業界招標時，讓學生實際參與計劃書的

撰寫，由老師做後盾進行修正，並帶領學生參與實際投標及現場簡報，案

子若有標到，對學生不僅是一個鼓勵，亦可讓學生直接操作，老師擔任輔

導角色。 

學校學習的理論知識和業界實務差距甚大，除了可與產業界合作外，亦可

用實例讓學生操盤，以師徒制方式，透過實務操作發展出理論。 

 

提問三（衛琪委員）： 

應中系課程委員會一再進行課程修正，就是希冀課程規劃能更臻完善。請

教邱馨慧委員，在您修習學業的過程中，哪些課程對你的幫助最大，以及

在現今職場上，是否有哪些課程建議增加？ 

回 覆（邱馨慧委員）： 

「企畫書撰寫」及「商業簡報」是很重要的課程，尤其在與主管報告時，

需要簡單的提案稿。此外，「中國文學史」、「文學導讀」及「文字學」這

些基礎課程一定要扎實學習，雖然課程內容很艱深，但是透過瞭解文字背

後的意涵，可提升我們對於文字的掌控力。而「圖文組版」及「圖文設計

實務」等實作課程，更是職場必備職能之一，雖然我入學時的課程標準並

無該兩門課程，但為了提升自我能力，因此下修低年級的課程，亦可看見

系上對於課程規劃的用心及改善。  

 

提問四（蔡佩燁同學）： 

本系的畢業門檻中，訂定英文檢定需中級初試通過，此為現今三、四年級

學生正面臨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因應？ 

回 覆（邱馨慧委員）： 

建議可多修習語文相關課程，像我們這屆有位考上研究所的同學，他在求

學過程發現對語言的興趣，因此修習了很多關於語文類的課程，這也是一

項很好的語言提升方式。 

 

提問五（何寶籃委員）： 

請教邱馨慧委員，您認為老師的引導方式很重要，在職場上是否有較好的

引導方式？如實作，讓學生能直接貼近產業界；亦或小說撰寫，在書寫過

程中訓練學生的基本功等。您認為老師應該用什麼樣的引導方式呢？ 

回 覆（邱馨慧委員）： 

就小說方面，個人認為多閱讀是不二法則，老師會提供一些建議書單。之



 

前修習「圖文設計實務」課程時，授課老師會直接讓我們設計製作，實際

參與競賽，作品指導、修正後，選出較優秀作品進行投稿。  

 

提問六（林金龍院長）： 

「應用中文系」在系名稱上長期以來一直有些疑惑，甚至有些友校相關系

所瀕臨關系等局面。本系自始就以文創、華語文及編採為方向，但先前委

員認為我們系上僅有單系單班，惟恐造成多頭馬車的局面。然，我們若僅

往文創、華語文或編採單一主軸發展，友校亦有專門培育文創、華語文或

編採的專精系所，將導致應用中文系無法齊驅並駕。上次評鑑會議中，有

應用中文系教師鼓勵我們要繼續捍衛下去，讓本系在公立學校繼續成長發

光。 

回 覆（蔡輝振委員）： 

院長提問事項亦為本校漢學應用研究所在中文領域所面對的困境。我們所

培育的學生很難同時兼顧文創、華語文及編採三大能力，如同評鑑委員所

述，方向太多恐不專精。因此建議系上可鎖定 1-2 個產業，視該產業需何

種人才，系上即依據該需求培育專才。如數位出版公司需要會採訪、編輯、

美工設計及數位典藏做電子書的人才，但是公司並不會聘請四位員工，倘

若系上能培育出具備這四種技能的人才，100-200 家的數位出版公司將會

有多少的職缺機會，系上學生亦能「畢業即就業」。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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