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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8：持續改善 

說明滿足認證規範 8.1~8.2 要求之機制與措施，並輔以相關圖表及提供實際執行之成效與佐

證。 

規範內容 報告書本文 報告書附件/實地訪評陳列文件 

8.1 須具備持續改善

機制。 

1)內迴圈機制及成員名單，如

課程委員會、環安衛委員會

等。  

2)外迴圈機制及成員名單，如

諮詢委員會。 

1)內迴圈機制相關工作/會議紀

錄。  

2)外迴圈機制相關工作/會議紀

錄。 

8.2 須說明持續改善

成效。 

1)落實內外迴圈會議紀錄之

改善成效。  

2)針對前次週期性審查迄今，

認證團所提建議之持續改

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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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須具備持續改善機制 

為了強調教育永續發展、多元及包容，並重視國際化、資訊化與專業科技化及學術倫理

觀念，並順應世界潮流持續變化及相關業界需求與科技不斷演進、因應變動，本系已於 95 學

年度加入中華工程認證協會 IEET 認證即已制訂持續改善機制，包括課程委員會、實習委員

會、系採購小組、系教師評議委員會、系務會議等內迴圈持續改善機制及外部諮詢委員會的

外迴圈持續改善機制，以訂定、檢討學生的核心能力與學習成效，本系的內、外迴持續改善

構制及成效檢核流程分別如圖 8-1 及圖 8-2 所示。 

 

內迴圈機制

 課程委員會(系級)

 實習委員會(系級)

 教師評鑑會(系級)

 學生申訴會(校級)

 環境委員會(校級)

 安全衛生委員會(校級)

外迴圈機制

(IEET)諮詢委員會

休閒事業管理系
系務會議

 

圖 8-1 休閒事業管理系內、外迴持續改善構制 

外迴持續改善機制 內迴持續改善機制

持續改善機制成效評核與檢討

工作/會議內容(紀錄)存檔

已完成階段性管理成效

未
完
成
階
段
性
管
理
成
效

 
圖 8-2 內、外迴持續改善構制成效檢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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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作過程中於先後於 101 及 102 學年度學年度曾針對有疑慮的部分首次提出檢討，最

後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102 年 11 月)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的檢討下，修正通過本系最新

版本的學生核心能力，於 106 年通過首次接受中華工程教育認證學會(IEET)所提供的技術教

育(TAC)二年認證審查；同時，持續考量能對應 TAC 2020 核心能力所修訂 108 年修正版本的

學生核心能力，於 109 年通過第二階段接受中華工程教育認證學會(IEET)所提供的技術教育

(TAC)二年認證審查；順應世界潮流多變、業界的需求，並持續對應 TAC 2024 核心能力提出

修訂 111 年最新版本的學生核心能力；本系召開外部專家諮詢會議、每學年度透過系課程委

員即時調整、修改學生的核心能力，並經系務會議會確認後順利執行至今，本系學生核心能

力的持續改善歷程如圖 8-3 所示。 

關於畢業生核心能力，截至目前運作，經檢討後已認定部份達成指標及相關課程的重要

性，並已先後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及系務會議研討、制定；同時，透過評量系統學生定期給予

教師評鑑內容，作為持續改善教學的依據。本系學生在畢業前，最少須修習 132 個學分，畢

業後期許能具備管理知識與技能、活動規劃實作及觀光休閒、旅遊或運動遊憩專業、人文通

識素養以及外國語言等能力等相關能力。每位學生可依自己的性向在本系航空旅運、地方休

閒、運動遊憩等三大專業領域中選擇作為核心能力之主要研修課程，並在專業指導教師的指

導及導師的輔導下提供修課建議，並與學生討論後選修與該領域相關課程，引導該學生力專

業素養，以逐步達成本系的教育目標。 

 

 

 根據TAC2010認證規範，本系修正大
學部學生畢業時需具備七大核心能
力。

 同時，以101年度的八大核心能力作為

102年度七大核心能力的檢核指標。

 根據TAC2015認證規範，本系
修正大學部學生畢業時需具備六
大核心能力。

 同時六大核心能力的檢核指標。

 

核心能力一:表達能力

核心能力二:語文能力

核心能力三:道德思考力

核心能力四:觀餐旅運專業知識與管理能力

核心能力五:地方休閒專業知識與管理能力

核心能力六:運動遊憩專業知識與管理能力

核心能力七:資訊能力

核心能力八:實作能力

 核心能力一:熟用專業實務所需之知識技術、技能及工具的能力

核心能力二: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行、分析、解釋與應用實驗

於改善實務技術的能力

核心能力三:運用創意於實務技術的能力

核心能力四:計劃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五:確認、分析及解決技術問題的能力

核心能力六: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實務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
影響，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核心能力七: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民國96~民國101 民國102~民國105

民國106~民國108

102~104學年度

中長程計畫修訂計畫

核
心
能
力

102~104學年度中長程計畫 修訂會議

根據TAC2010認證規範，本系修
正大學部學生畢業時須具備七大核
心能力。

同時，以107年度的八大核心能力

作為108年度七大核心能力的檢核指

標。

106~108學年度

中長程計畫修訂計畫

核心能力一:表達能力
核心能力二:語文能力
核心能力三:職場倫理與道德思辨能力
核心能力四:資訊應用能力
核心能力五:專業知識或管理能力
核心能力六:問題解決與實作能力

民國110年修訂

執行至今

 

圖 8-3 規範三  本系學生核心能力持續改善歷程 

 

為了持續確認畢業生是否具備或達成系訂之核心能力，大四時透過老師指導的「休閒實務

專題研究」capstone課程，培養學生國際觀與問題解決能力。本系針對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之

關聯進行探討，特別是透過大四頂石課程(「海外參訪」課程或是「休閒實務專題研究」課程)

的教學與學習成效的探討，其結果如表3-3 (歷學年畢業生問卷調查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之達

成度) 所示，本系所開設的課程均與學生核心能力之養成關聯性極高。因此，本系學生於修畢

系上課程後，應能具備本系所定之核心能力。本系理解學生核心能力對其學習發展的重要性，

本系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課程委員會，以確保整體課程設計對學生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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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有助益的，106-111學年度學程制定/修訂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歷程及參與委員的紀錄，

如表8-1-1、8-1-2、8-1-3所示。 

1. 學程定期評量學生核心能力 

本學程進行「近三年(109～111 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分別完成畢業生核心能力與 IEET

認證規範 3 核心能力關聯」結果及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關聯」結果之評量解析。彙整 109

至 111 年度三年的畢業生問卷調查評量對於畢業生核心能力結果(如表 3-3)，發現 

(1) 於 109 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結果平均範圍為 3.77～3.92，畢業

生核心能力達成度較而需要再強化養成的核心能力分別為「資訊應用能力(3.77)」、外

語能力(3.83)」及「專業知識(3.83)」； 

(2) 於 110 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結果平均範圍為 4.01～4.25，畢業

生核心能力達成度較而需要再強化養成的核心能力分別為「外語能力(4.01)」及「解決

問題與實作能力 4.06)」； 

(3) 於 111 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評量畢業生核心能力結果平均範圍為 3.86～3.99，畢業

生核心能力達成度較而需要再強化養成的核心能力分別為「外語能力(3.86)」及「管理

能力(3.91)」 

2. 針對學程定期評量學生核心能力結果，提出以下二點見解，作為未來在相關課程及輔導

作業上持續改善的參考依據。 

(1) 近三年(109～111 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雖然對於學校協助培養核心能力給予

高度認同，但經過 3 年的課程適度的調整，畢業生對本系的核心能力認同度並無明顯

提升或改變。 

(2) 近三年畢業生對核心能力培養的達成度，學生自己認定主要仍以「外語能力」及「資

訊應用能力」的養成仍嫌不足。 

3. 學程具備定期檢討評量方式的機制。 

本學程定期透過評量作業，於規範3建立評量檢核表(Rubrics)了解學生之間的互動表現，

例如在班級/組別中的表現是否得宜？針對 6 個核心能力，建立合理/適宜的 12 個檢核指

標(如表 3-3 所示)，以確認學程定期完成檢討評量方式的機制。 

4. 學程定期檢討機制可確保畢業生核心能力的養成 

本學程為了確保畢業生核心能力的養成，定期透過畢業生問卷進行調查與檢討，可確保、

了解畢業生核心能力的達成度，裨能作為未來在相關課程及輔導作業上持續改善的參考

依據。 

 

表 8-1-1 109-111 學年度學程制定/修訂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歷程紀錄表 

學程修訂學生核心能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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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教育目標

1.畢業生代表

2.系友聘雇主

3.學界諮詢顧問

4.全體教師

核心能力、課程

之規劃與修正

評量問卷與修正

學習成果討論會議

系、院、校務會議決議
 

 

表 8-1-2 111 學年度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及會議紀錄 

諮詢委員會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校友者

請打勾 

學界/

業界 
任期 

陳美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學界 109.07～112.06 

黃品全 世新大學 教授  學界 109.07～112.06 

李文志 世新大學 教授  學界 109.07～112.06 

胡嘉智 世新大學 副教授  學界 109.07～112.06 

何千玉 天成大飯店 經理  業界 109.07～112.06 

官諭珺 神旺大飯店 經理  業界 109.07～112.06 

蕭詠恩 王朝大飯店 經理  業界 109.07～112.06 

李浩瑋 雄獅旅行社 經理  業界 109.07～112.06 

羅崇漢 新銳旅行社 董事    業界 109.07～112.06 

馬斯漢 麥斯國際公司 副總經理  業界 109.07～112.06 

陳緯哲 中華民國健美學會 副秘書長  業界 109.07～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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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良 宜蘭三富休閒農場 創辦人  業界 109.07～112.06 

盧彥廷 台灣酒研學院 講師  業界 109.07～112.06 

阮祈芳 105 年畢業 校友                 校友  109.07～112.06 

姚凱文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系助理 校友  109.07～112.06 

吳玠廷 勁揚旅行社 領隊導遊 校友  109.07～112.06 

高淑芬 東南科技大學 總務處職員 校友  109.07～112.06 

諮詢委員會會議 

開會日期 會議重要決議 

111.11.09 

主席報告： 

1.本系核心能力達成率問卷調查，核心能力達成率成長幅度範圍為

0.22~0.37，其原因持續檢討之中。 

2.已依前次會議委員建議，增設語文課程同時刪除未曾開設的選修課程。 

3.請針對課程模組及專業課程設計持續給予建議。 

 

綜合委員委員意見： 

1.天成大飯店 何千玉經理          

 貴系餐旅實的學生數多但缺少旅館相關課程，建議增設相關課程，並納入

相關證照輔導。 

 除了住宿之外，非常重視活動設計指導員 VR/AI 智能科技操作人員、按

摩芳療師。 

2.臺灣師範大學 陳美燕教授 

 核心能力達成率提高值得肯定。 

 少子化前提下，建議將模組精簡為 2 個，例如運動遊憩及休閒觀光等 2 個

模組，以符合政策導向及就業需求。  

3.世新大學觀光學    黃品全教授 

 配合少子化，可考慮 3 個模組合併為 2 個，同時可考慮學程及微學程。 

 建議增加旅館專業課程，有利學生多元學習。 

4.雄獅旅行社 李浩瑋經理 

 透過跨領域課程，建立學生的協槓能力。 

 建議思考透過語言課程適宜的教學方式，獲取良好成果。 

 建議學生對於 EXCEL、PPT 等文書工具務必熟練使用。 

5.神旺大飯店 官諭珺經理 

 建議發展銀髮族休閒相關課程 

 模組與課程宜精簡，重視學生職涯與興趣的平衡。 

6.麥斯國際公司 馬斯漢副總經理 

 本公司需要水上救生人員，其工作不僅救生，還有水質檢測、消毒劑添

加、機房操作…等，希望以上能納入課程。 

7.中華民國健身協會陳緯哲副秘書長 

 貴系已有健身教練培訓課程，建議可增設運動指導部份。 

8.台灣酒研學院 盧彥廷講師 

 建議課程設計包括提供建構世界觀的機會、強化個人的表達能力。 

9.105 年畢業校友阮祈芳 

 市場就業以銷售為主，建議強化行銷管理與消費者行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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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取消模組的限制。 

 檢討過度相似的課程，加強深度，延請業師分享實務經驗，以利銜接就

業。 

10. 108 年畢業校友姚凱文 

 建議強化學生的基礎能力的培養。 

 菁英實務課程設計理念值得肯定，學生的堅持學習才是成功要件。 

110.10.27 

議題一： 

本系核心能力修正案。 

綜合委員委員意見：贊同本系規劃，希望同時能考量學生理解、思考與表達

能力。 

決議： 

關於核心能力的部份，日間部仍維持「外語能力」，進修部則修正為「語文

能力」。 

議題二：  

審議休管系 110 學年度應休學分表修正案與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應休學分

表。 

綜合委員委員意見： 

同意菁英實務課程，可讓學生學業與工作兼顧，但是語言課程在大三、大四

就消失，建議要延續。另外可增加銀髮族休閒相關課程及體育署認定相關證

照，以增加就業竟增力。 

決議： 

110 學年度應休學分表日間部、進修部修正案兆案通過；111 學年度應休學分

表退回課程委員會重新檢討。 

 

表 8-1-3 106-108 學年度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及會議紀錄 

諮詢委員會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校友者

請打勾 

學界/

業界 
任期 

陳美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學界 106.07～109.06 

黃品全 世新大學 教授  學界 106.07～109.06 

賴佳維 旭海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業界 106.07～109.06 

羅崇漢 新銳旅行社 董事    業界 106.07～109.06 

莊銘中 美麗信花園酒店 經理  業界 106.07～109.06 

馬斯漢 麥斯國際公司 副總經理  業界 106.07～109.06 

卓志成 台灣休閒農場發展協會 理事  業界 106.07～109.06 

陳緯哲 中華民國健美學會 副秘書長  業界 106.07～109.06 

魏任鴻 育達高職 兼任老師 校友  106.07～109.06 

姚凱文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系助理 校友  106.07～109.06 

諮詢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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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會議重要決議 

2020.01.21 

109 學年度應修學分表課程修正。 

 就本系教育目標文字上做以下修正：教育目標｢培育邁向國際舞台、培育

終身學習與持續創新研究人才｣，修正為｢培育邁向國際舞台、終身學習與

持續創新研發人才｣。 

 就本系核心能力修正如下：(1)｢語文能力｣確定修改為｢外語能力｣；(2)｢道

德思考力｣確定修改｢職場倫理與道德思辯能力｣；(3)｢實作能力｣確定修正

為｢問題解決與實作能力｣；(4)依委員意見修正｢資訊能力｣為｢資訊應用能

力｣。 

2019.03.13 

 大四下的實習課程調到大三下實行，使學生可以配合業界的要求，進行上

下學期合起來一年的實習。 

 有關各位委員提出之課程調整的建議，本系將依委員意見提請課程委員會

討論，並對於 108 的應修學分表上予以修正。 

2018.03.14 

 將低年級的課程加開職場體驗及實務專題的修習，使學生可以在專題製作

及實務經驗上得到培養。 

 有關各位委員提出之課程調整的建議，本系將依委員意見提請課程委員會

討論，並對於 107 的應修學分表上予以修正。 

 

8.2 須說明持續改善成效。 

8.2.1 課程與教學須持續符合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實務技術能力 

本系為了確保的教學品質，要求每位教師於每學期開學一週之內須上傳教學進度和課程

大綱，且已經持續數年未曾間斷。為了滿足基礎數理及科學課程的要求，本系數學及基礎科

學課程以大三之統計學為主，並訂定為必修課程，且每學期未曾有間斷、均開設課程。同時，

為了滿足對專業及通識課程的要求，本系規劃課程必定符合專業與實務課程比例為八分之三

的規定。其中，本系通識課程由本校通識中心統一開設課程，包括通識核心和通識發展，均

能與本系的教育目標「省思、尊重、團隊」一致。 

截至105年為止，本系未進行對畢業生之歷年成績單進行分析，僅針對頂石課程(capstone

課程)內容及學習成效進行分析探討，未來仍依據TAC 2024最新規範每年度持續完成分析作

業。於上次109年本系接受IEET認證評鑑後，於109學年度起迄今(111學年度第2學期)已進行

畢業生之歷年成績的分析。基於學生畢業能迅速銜接業界的職能要求，每學期本系均召開課

程委員會修正開課內容及教學。延續101年迄今，本系歷年皆邀請產業界專家與學界教授等出

席課程諮詢委員會提供寶貴意見，以期透過專家與學者所提供的最新資訊與建議進行適度修

正，使本系學生能及早適應職場的規定與要求。 

因應國內外相關產業界的實務需求，本系於每學期均召開課程委員會適時地修正每學年

的開課內容及教學方向。自101年截至目前先後邀請產業界專家及學術界教授參加課程委員會，

期以獲得產業界最新需求資訊及學術界的寶貴意見，俾使學生能順利銜接職場的工作，提早

適應職場氣氛與要求，本系每年持續安排學生至產業界實習，自97年7月開始實施至今，目前

已進入第27梯次。111學年度完成實習的有二個班級，約80名學生。 

近三學年度(109～111 學年度)學程檢討課程規劃(與校外實習持續改善)內容如附件 8-1 所示。 

1. 學程透過定期召開諮詢委員會及其他方式，檢討課程與教學是否符合產業需求及培養學

生實務技術能力。 

自101年起本系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召開外部課程諮詢委員會議，近三學年度(109～111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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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適逢疫情之故中斷一年，已於108年5月3日所召開的外部課程諮詢委員會議中特別針對就

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進行討論，將本學程原本的7個核心能力縮減為6個核心能力，並在

文字上做以下修飾。首先，前三項的未改變，將第4項至第8項的核心能力5項修正減為以下3

項的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一：表達能力 

 核心能力二：外語能力 

 核心能力三：職場倫理與道德思辨能力 

 核心能力四：資訊應用能力 

 核心能力五：專業知識或管理能力 

 核心能力六：問題解決與實作能力 

2.學程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檢討機制可確保課程與教學能持續符合產業需求及培養學生實務

技術能力。 

本系定期透過外部課程專家諮詢會議的召開，延聘外部委員針對本系設計的課程方向與教

學內容進行具體檢討本學程歷屆畢業生實務技術的能力培養是否能持續符合產業需求，同時

針對在校生的學習成效檢討本學程課程方向與內容及教學方法的適切度(詳見附件表8-4.1～

附件表8-4.12)。 

8.2.2 其他持續改善之機制與成果 

學程在其他規範的重要檢討及改善工作及成效。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修訂】 

於上次108年本系接受IEET認證評鑑之後，雖受疫情影響但仍分別於111學年度第1學期

(2022/11/09)、110學年度第1學期(2021/10/27)、109學年度第2學期(2020/01/21)、108學年度第

2學期(2019/3/13)及107學年度第2學期(2018/03/14)邀請外聘專家/學者、校友等共計召開過五

次本系課程諮詢委員會，邀請外聘專家/學者、校友名單如表8-1-2及表8-1-3所示)，歷次接受

IEET認證會議後委員建議的意見改善內容彙整如表8-2所示，。 

在整體規劃中，擬於每學年度第2學期，分別就畢業校友、產業界、學術界中，遴選組成

10位訪談代表，形成焦點團體。並以深度訪談方式，收集意見後分析，作為未來教育目標及

施教理念之設計、修正的微調參考依據。本系教育目標因應105年接受IEET認證評鑑時的審議

委員關於「宜強化三大模組課程之評量、分析與說明，並應避免與觀光與餐旅學程的課程發

生重疊現象」的建議與提醒，以及因應國際舞台的發展與人才培育，於民國108年將教育目標

由原來的二個增加「培育邁向國際舞台、培育終身學習與持續創新研發人才」變更成為三個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亦已由七大核心能力修減為六大核心能力，課程也配合三大模組之人才

培育方針，適時、適切地加以合理修正。此外，因應少子化大環境，109年起本系由原來的4

個班減少為2個班，並於民國110年嘗試將三大模組中航空旅運與地方休閒等模組合併為航空

旅運模組後，先由課程設計著手改變成「航空旅運」與「運動遊憩」等二大模組，進行課程

變更運作。 

表 8-2   針對前次至本次週期性審查（含期中審查）認證團所提建議之持續改善成效 

認證 

學年度 

審查性質 

(週期/期中) 

對應

規範 
建議改進事項 改善成效 

完成 

時間 

負責

人員 

106 週期 1.3 

學程分為觀餐旅運、

地方休閒與運動遊

憩三大方向，該校已

本學程｢旅遊服務」模組的

相關課程經討論修正後，

釐清本學程與本學院友系

10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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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光與餐旅學程，

為避免重疊，宜具體

聚焦與強化學程教

育目標。 

在課程編訂上有明確的差

異，使學生能在選課作業

上依據其個人未來發展方

向作出更明確抉擇。 

 

 

 

 

 

 

 

 

 

 

 

 

陶 

 

翼 

 

煌 

 

系 

 

主 

 

任 

 

 

 

 

 

 

 

 

 

 

 

 

 

 

 

 

 

 

 

 

 

 

 

 

 

 

 

 

週期 3.1 

宜強化三大模組課

程之評量、分析與說

明。 

 近三年(106～108 年度)

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

雖然對於學校協助培養

核心能力給予高度認

同，但經過 3 年課程適度

的調整，畢業生對本系

的核心能力認同度仍有

待持續觀察、檢討。 

 近三年畢業生對核心能

力培養的達成度，自認

主要]仍以「外語能力」及

「資訊應用能力」的養

成仍嫌不足。 

108.

11 

週期 4.1 

應針對畢業生歷年

成績單進行分析，以

持續確保每位畢業

生所修習課程滿足

規範要求。 

雖然已針對三大模組各

遴選核心課程進行評

量、分析及檢討；但是，

經 過 檢 討 各 年 度 的

capstone 課程評量需加

強養成的核心能力與畢

業生核心能力的達成度

的差異，甚至透過核心

課程全班成績進行檢討

的成效仍有明顯落差，

經檢討後仍無法提出適

切對應的課程修正方

針。 

108.

11 

週期 4.2 

學程包含三大模組，

相關領域龐大，宜聚

焦各模組之特色發

展。 

本學程｢旅遊服務」模組

的相關課程經討論修正

後，釐清本學程與本學院

友系在課程編訂上有明

確的差異，使學生能在選

課作業上依據其個人未

來發展方向作出更明確

抉擇。 

108.

11 

週期 7.2 

針對教師赴產業實

習之法令規定，宜及

早準備與因應。 

無 ----- 

週期 
7.3/ 

7.4 

由於課程包含三大

模組：觀餐休旅、地

方休閒及運動遊憩，

這些領域均須有專

業的教室，學程除一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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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行政同仁，宜考量

有專業技術人員協

助學程專業教室的

管理，以利教室器材

的取得與保養。 

 

 

 

 

 

 

 

陶 

 

翼 

 

煌 

 

系 

 

主 

 

任 

週期 9.1 

宜定期檢核三模組

學生之核心能力、定

期檢討評量之方式，

確保畢業生核心能

力養成。 

 近三年(106～108 年

度)畢業生問卷調查結

果，雖然對於學校協

助培養核心能力給予

高度認同，但經過 3

年課程適度的調整，

畢業生對核心能力認

同度並無明顯提升或

改變。 

 近三年畢業生對核心

能力培養的達成度，

自認主要]仍以「外語

能力」及「資訊應用

能力」的養成仍嫌不

足。 

108.

11 

週期 9.2 

課程規劃流程，宜以

一學年度為循環，進

行課程檢討後，改

善、執行成效與持續

改進機制。 

針對核心能力「外語能

力」的養成，本系分別於

101 及 106 學年度開設第

二外國語「日語」與「韓

語」課程，並於 108 學年

同時開設「日本實習暨日

本企業文化輔導」微學

分，強化學生在於第二國

語言選擇的多元性。 

108.

11 

109 

期中 3.5 

海外參訪實務專題

為  Capstone 的課

程之一，根據  108 

年畢業生的培育成

效問卷結果顯示，外

語能力低，宜強化學

生畢業的核心能力

培養，如：外語表達

能力。 

 因應 109 年 IEET 期中

審查委員提供的離校

意見，本系已召開課程

委員會研擬增設「旅遊

休閒、運動遊憩」等外

語選修課程，並修增

111 學年度應修學分

表。 

 111 年核心能力畢業生

的培育成效問卷結果

顯示，外語能力依舊偏

低，可能需外加時日期

待能有提升趨勢。 

111.

11 

 

 

 

 

 

 

 

 

 

 

 

 

 

 

 

 

 

 

林 

期中 4.2 

宜增加專業語文課

程，如旅遊英文、觀

光英文或日文等，以

強化學生畢業後的

 本系已增設課程委員

會研擬增設旅遊休閒

等外語選修課程，修增

111 學年度應修學分

1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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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 表。  

楷 

 

系 

 

主 

 

任 
期中 5.5 

教師計畫件數與金

額減少，全體專任教

師期刊或研討會發

表也呈現持續遞減，

宜有對應的改善策

略與措施。 

 本校補助教師研究、取

得專業證照及校外研

習等各項經費已提昇，

期能增進教師研究風

氣、研發能量。 

 近年，專任教師在期刊

或研討會發表件數以

及獲取相關計畫件數

或其經費並無明顯增

長。 

 

期中 7.4 

提供老師專業成長

資源及科技部與非

科技部產學等金額

呈現遞減現象，宜改

善。 

 本校補助教師研究、取

得專業證照及校外研

習等各項經費已提昇，

期能增進教師研究風

氣、研發能量。 

 近年，專任教師在期刊

或研討會發表件數以

及獲取相關計畫件數

或其經費並無明顯增

長。 

 

期中 
9.1 

/9.2 

現有外語課程大一

與大二皆為通識課

程，無法滿足學程外

語專業需求，宜研議

提升專業外語能力

策略與措施。 

 本系已增設課程委員

會研擬增設「旅遊休

閒」等外語選修課程，
並修增 111 學年度應修

學分表。 

111.

09 

期中 9.3 

教師宜積極爭取政

府相關計畫或業界

產學合作案，並加強

期刊或研討會發表。 

 本校補助教師研究、取

得專業證照及校外研

習等各項經費已提昇，

期能增進教師研究風

氣、研發能量。 

 近年，專任教師在期刊

或研討會發表件數以

及獲取相關計畫件數

或其經費並無明顯增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