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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IEET認證對本系的影響
– 先上官網了解何謂IEET? 何謂認證?
– 獲得認證對系所有何助益?
– 系所屬於/適合哪一種認證? EAC? TAC? …
– 如何獲得認證?
– 系所需投入的各項時間、人力與經費成本…

全體教師須凝聚共識，
才能跨出認證成功的第一步!



 認證前的準備工作
 自評報告書的分工與整合規劃

– 專人主責，一人統籌
– 各規範須有主/副責人選
– 需預留時間向各單位處室收集資料
– 需預留時間多次對校



https://www.ieet.org.tw/

https://www.ieet.org.tw/




關聯性



關聯性



PDCA PDCA

PDCA





 瀏覽IEET所有相關資訊，了解系所屬性以及適合的
認證類型。

 參加IEET舉辦的說明會，了解認證的流程與審查重
點。

 精算系所課程組成與比例是否符合該認證規範?
若不符合，需思考如何調整。

 初步規劃系主任、系辦、教師三方的主責工作。

以上皆需經系務會議討論並達成共識!



 提供IEET說明會各項資料給系所教職員。
 討論並分配認證規範1~9的主責/副責人員。

認證規範 建議的
主責人員 認證規範 建議的

主責人員
1教育目標 系主任 6設備及空間 職員

2學生 教師 7行政支援與經費 職員

3教學成效及評量 教師 8領域認證規範 系主任

4課程組成 教師 9持續改善成效 (前)系主任

5教師 教師



 了解認證的審查重點：認證規範1、3、4、9
 重點1：系所如何自我持續改進(PDCA機制)
 重點2：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具體佐證資料)

抓到重點，方向就對!



 1.4須具備有效的評估方式以確保教育目標的達成。

 定期且有效的檢討：每學年至少一次、教育目標是
否配合系/院/校務發展進行適度修正、畢業生與雇主
問卷結果…

 諮詢委員會：委員會名稱、開會頻率、委員組成、
討論/決議事項是否再經系務會議審議…

 教育目標的雙迴圈建構與改善機制!!

認證重點在檢視學程是否有定期且有效的檢討
教育目標，包括諮詢委員會是否定期召開。

佐證資料：會議記錄、簽到表、照片、回收問卷、問卷統計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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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院、校教育目標關聯性 1

 系教育目標經108.03.28系諮詢委員會修正通過，並確認與校、院教育目標之關聯性。



 資料收集：校內相關辦法(含歷次修正版)、學生參
加校內外各項競賽或研討會的佐證資料、檢定證明、
實作成品或實務成果、校外實習、學海系列計畫執
行資料、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獲獎、研究創作
獎….製作統計表格(兼具質化與量化資訊)

 輔導辦法及執行成效：輔導機制與辦法、輔導紀錄
與後續追蹤(執行成效)製作統計表格

2.3 須明確說明如何能持續並有效執行學生的
指導與評量。

佐證資料龐大，需指定專責人員負責各類資料的收集與分類。



 需提早至各單位收集資料：
 校內：學務處(就學貸款、弱勢補助、獎助學金、
住宿、諮商輔導)、教務處(招生報到、各入學
管道/群類學生人數、學業成績、休退轉學、學
分學程、校內外實習)、研發處(研究計畫、產
學計畫、專利)、國際處(海外交流/實習、學海
計畫) …

 校外：證照(書)核發機構、實習機構…

佐證資料龐大，需指定專責人員負責各類資料的收集與分類。



 學程的核心能力的形成機制? 與教育目標的關聯性?
 學程的核心能力是否全數包括TAC的核心能力?
 Capstone課程是否符合IEET內涵? 評量方式與標準?
畢業生核心能力的達成度?

檢視學程畢業生核心能力的達成度

核心能力形成機制(PDCA)、會議記錄、核心能力問卷設
計、Capstone課程的評量方式與評量結果(統計表)、校外

評審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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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性

培養學生具備生物醫學工
程之基礎專業知識與

創新思維

培養學生具備動手實作與
應用智慧科技的習慣，
以及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

培養學生具備醫學與工程
領域方面之倫理精神及

國際觀

核心能力1：運用數學、科學、醫學與工程知識的能力。
核心能力2：具備實驗、實作及資料整合分析的能力。
核心能力3：具備分析與解決生醫工程相關問題的能力。

核心能力1：運用數學、科學、醫學與工程知識的能力。
核心能力2：具備實驗、實作及資料整合分析的能力。
核心能力3：具備分析與解決生醫工程相關問題的能力。
核心能力4：具備跨領域團隊合作與溝通的能力。

核心能力4：具備跨領域團隊合作與溝通的能力。
核心能力5：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核心能力6：具備基本的外語能力及全球化概念。

3
 108.03.28系諮詢委員會決議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關聯性。



如何設計Capstone課程?
如何選擇學生專題的題目?
如何設計符合TAC認證要求的專題題目?
如何展現學生學習成果?



 專題實作題目皆與學程專業相關，且部分題
目與臨床實務或產業議題相關，旨在幫助學
生提早了解實務問題並透過專題學習。
–醫學影像：影像分析方法比對、臨床疾病判讀與
分類

–生醫訊號：量測/分析方法的比較、對應臨床
–生醫材料：3D列印、醫材創新、生物相容性分析
–科技輔具：場域實勘、臨床/居家需求、長照/物治/
護理…跨域跨系整合

結合教師專業、臨床實務、產業需求、跨域整合



專業必修(三上)
•每人至少3篇文
獻(3人=9篇)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專題進度規劃(預
期結果)

•實驗設計/材料
與方法/操作訓
練

•初步結果與討論

專業必修(三下)
•每人至少3篇文
獻(3人=9篇)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專題進度規劃(預
期結果)

•實驗設計/材料
與方法/操作訓
練

•結果與討論

專業選修(四上)
•每人至少3篇文
獻(3人=9篇)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專題進度規劃(預
期結果)

•實驗設計/材料
與方法/操作訓
練

•結果與討論

專題實作(一) 專題實作(二) 專題實作(三)



 專題生與指導老師的媒合：2下
– 師生面談、填寫志願序、系務會議決議後公告、更換指導
老師。

 專題題目的制定與分組：
– 題目制定：依教師專長、資源、計畫…等面向與專題生討
論。

– 專題生分組：詳細了解學生學習狀況、打工、升學就業意
願、生涯規劃等，為學生媒合適合的專題題目與預計達成
目標。

 專題期末報告與核心能力檢核：
–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共同擔任評審(高中職教師、實習機構
主管、業界專家…等)、會前共識會/會後討論會



第三條專題實作媒合與分組
1) 學生應於專題實作(一)開課的

前一個學期依系辦公告時程完
成「專題實作教師面談紀錄表
(附件一)」，並繳回系辦留存。

2) 專題實作指導老師與專題生的
媒合名單應經本系相關會議討
論決議後公告。

3) 每一組專題學生人數以至少2
名(含)以上為原則。

由學生填寫後媒合

專題實作說明會



第五條評分標準
1) 指導老師評分(40%)：含專題生的出席、學習態度、實作參

與度與 表現、校內外競賽表現…等；其中學生需於專題實
作修課期間內報 名參加「智慧科技學院學生專題實作競賽」
至少一次為原則。

2) 書面資料(30%)：包含研究紀錄簿與期末書面報告，兩者皆
需經指 導老師簽章核閱，期末書面報告格式需符合本系制
定規範(附件五)，不符合者予以退件且成績以不及格計。

3) 口頭報告(30%)：修課學生需參與本系舉辦之專題實作成果
發表會並進行口頭發表，由校內外評審委員評分。

4) 期末書面報告未繳交、專題實作成果發表會未進行口頭發
表、或前三項任一成績為零分者，總成績以不及格計。





第六條 校內外評審委員需針
對各組專題實作表現
填具「專題實作總整
能力檢核評量表」
(附件六)，並送至系
辦彙整，並於相關會
議中審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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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Capstone課程整合六大核心能力

專題實作成果發表與校內外專題競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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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以六大核心能力 & Capstone課程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3

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運用數學、科學、醫學與工程
知識的能力

具備實驗、實作及資料整合分
析的能力

具備分析與解決生醫工程相關
問題的能力

具備跨領域團隊合作與溝通的
能力

具備基本的外語能力及全球化
概念



 4.1.2 培養學生技術專精的工程專業與實務課程須占
最低畢業學分八分之三以上，其中須包括：(1)整合
工程實務技術能力的專題或實作，和(2)實驗或實作
至少 8 學分且總計不少於 288 小時(得採計符合學程
教育目標之校外實習，惟至多採計 2 學分或可抵 72
小時實驗或實作)。

課程目的在培育畢業生核心能力

認證重點：課程設計與規劃的PDCA機制、課程資訊(資料
夾)、課程如何對應核心能力、課程地圖、課程改善機制、

Capstone課程/校外實習執行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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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醫工系修業學分數

 102~107學年度畢業學分：137

學年度 通識課程 專業必修 (比例) 選修 (專業選修+外系)
102 38 70 70.71% 29 專業選修20+外系9

103 38 55 55.56% 44 專業選修35+外系9

104 39 58 59.18% 40 專業選修31+外系9

105 39 62 63.27% 36 專業選修27+外系9

106 30 67 62.62% 40 專業選修20+外系20

107 30 71 66.36% 36 專業選修16+外系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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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系課程規劃符合TAC規範 4

課程架構與學分數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畢業學分 137 137 137 137 137 137 
(一) 數學 1 12 9 8 9 9 9 
(二) 基礎科學 23 26 27 25.5 25.5 25.5 

 
合計 

(比例) 
35  

(25.5%) 
35 

 (25.5%) 
35  

(25.5%) 
34.5  

(25.2%) 
34.5  

(25.2%) 
34.5  

(25.2%) 
是否符合 EAC 規範(≥25%) V V V V V V 

(三) 工程專業 

專業必修 42 27 28 32.5 30.5 34.5 
專業選修 19 34 31 27 22 18 

合計 
(比例) 

61  
(44.5%) 

61  
(44.5%) 

59  
(43.1%) 

59.5  
(43.4%) 

52.5  
(38.3%) 

52.5  
(38.3%) 

是否符合 EAC 規範(≥37.5%) V V V V V V 
是否符合 TAC 規範(≥37.5%)2 - - V V V V 
(四) 外系選修(上限) 9 9 9 9 20 20 
(五) 通識教育課程 32 32 34 34 30 30 

 

培養學生技術專精的工程專業與實務課程需佔最低畢業學分
3/8以上【醫工系137學分*37.5%=51.375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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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培養學生技術專精的工程專業與實務課程需佔最低畢業
學分3/8以上【137學分*37.5%=51.375學分】

104學年度【必修28學分】+【選修31學分】 = 59學分

類別 年級 工程專業課程名稱(學分/學時) 理論 設計 實驗/實作
總時數

必修

一上 醫學工程導論(3/3) 3 - -
一下 電路學(3/3) 3 - -
二上 *靜力學(3/3) 2 - -
二上 電子學(3/3) 2 1 18
二上 *量測原理與技術(3/3) 2 - -
二下 程式設計(3/3) 1.5 1.5 27
二下 生醫電子實驗(1/3) - 1 54
三上 生物力學(3/3) 3 - -
三下 生物力學實驗(1/3) - 1 54
三下 專題實作(一)(1/3) - 1 54
四上 專題實作(二)(1/3) - 1 54
四上 臨床醫療儀器維修實習(3/3) 1 2 72
四下 工程倫理與專案管理(2/2) 2 - -
共計【13門/28學分】工程專業必修課程 8.5學分 333小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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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培養學生技術專精的工程專業與實務課程需佔最低畢業
學分3/8以上【137學分*37.5%=51.375學分】

104學年度【必修28學分】+【選修31學分】 = 59學分

類別 年級 工程專業課程名稱(學分/學時) 理論 設計 實驗/實作
總時數

選修

二下 訊號與系統(3/3) 2 1 18
二下 電腦輔助工程(3/3) 1 2 36
二下 可程式邏輯控制實務(3/3) 2 1 18
三上 電工概論(3/3) 2 1 18
三上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3/3) 1 2 36
三上 醫學影像處理(3/3) 2 1 18

共計【6門/18學分】實驗/實作之工程專業選修課程 8學分 144小時
*非實驗/實作之選修課程(3學分/3學時)：
材料科學概論、生醫材料、醫學影像概論、材料力學、醫學資訊學、動力學、
人因工程、遠距醫療概論、生理訊號原理與量測、復建工程概論、運動生物力
學、醫學量測與儀表、磁振造影原理與應用、生醫檢測與健康風險評估、智慧
型照護輔具應用實務、機電系統整合、醫療器材生產與品管實務、通訊原理、
醫療器材行銷企劃實務

4





 課程資料夾內容：
– 課程分析及評估表
– 課程大綱
– 學生成績
– 分數區間
– 教學評量
– 教學歷程與學生成果佐證資料
例：小考、作業、報告、期中/期末考、其他
(依成績高中低各取3份留存)



 每年須檢視的內容：
– 每年開課清單，須包含課程與畢業生核心能
力之關聯

– 每位畢業生的成績單分析(工程浩大!)
– Capstones課程對應核心能力的問卷設計、統
計分析

– Capstones課程的成果(專題實作作品、校內
外專題競賽、學術研討會、計畫獲獎…等)



 教師資料夾(須請教師提供並定期更新的資料)：
– 學經歷(包含校內外服務經歷)
– (內在)研究計畫、著作發表、產學合作、專利、
競賽、獲獎

– (外在)班級導師評量、輔導學生紀錄

至少半數師資須具備二年以上業界經驗
或乙級技術士以上或相當的相關證照資格。



 留存每一次認證資料與委員建議改善事項。
 具體回覆委員意見並經系院校相關會議審議。

確認前一週期建議改進事項的改善情況



 先熟讀IEET認證規範與審查重點
– 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
很重要所以說3次!!!

 先釐清要進行那些問卷?施行的頻率與對象?
 哪些規範需要PDCA機制?
 Capstones課程?課程執行內容與方式?評量
方式?是否對應多數的核心能力?

 例行性資料的收集與彙整：
– 會議記錄、簽到表、問卷、照片…
族繁不及備載…..



 內部(系/院/校/三級三審?)
– 系務會議、課委會、教評會、實習委員
會、招生委員會、圖儀委員會、導師會
議、學生輔導會議、空間委員會….

 外部：
– 諮議委員會…

與IEET直接相關的會議應有固定名稱



 畢業生：檢視核心能力的達成度

 校友/雇主：檢視教育目標的達成度

沒有完美無瑕的學程，
只有願意持續自我改善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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