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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系一向秉持勤管嚴教，教學實為長久 
以來持續的重點之一；因此本系教師一 
貫堅持：  

不求「得天下英才教之」為樂 
    而以 
 

「教之使成航太級專才」為己任 
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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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一、授與學位名稱 

二、碩士班簡介及成員 

三、碩士班發展方向 

簡報提要 
貳、認證內容 
一、入學評量方式 

二、教育目標 
三、學生 
四、核心能力 

五、課程之組成 
六、教師 
七、設備與空間 
八、行政支援與經費 
九、研究所認證規範 



4 

壹、基本資料  
一、授與學位名稱  
        淡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碩士班 

        修業期限1~4年，最低畢業學分數為29 學分 

        授予學位為工學碩士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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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碩士班簡介及成員 

 成立於民國85年 

 自民國87年起有畢業生  

 目前已有14位專任師資，並於未來擬增聘1位教師。     

 本系著重於自我人格 (attitude) 的養成與提昇、專

業技能 (skill) 的培訓和工程知識 (knowledge) 的傳

播，也即是以ASK為主軸，並著重專業倫理及團隊

精神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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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碩士班發展方向 

 認知發展特色的建立 
    (1) 民航管理  
    (2) 系統科技  
    (3) 航太電子   

 訂定未來發展的策略 
    (1) 增設課程 
    (2) 增聘相關師資 
    (3) 擴充實驗設備 
    (4) 擴大交流與合作 
    (5) 工程教育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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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認證內容 

 
 
一、入學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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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學評量方式  
碩士班- 甄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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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一般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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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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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育目標 
一.「奠立學生堅實航太專業素養，並培養學生 
      跨領域及持續學習的能力」。 
      ---旨在使學生可以適應未來產業之演變。  
 
二.「訓練學生處理問題與動手實作的能力， 
      期能理論與實務並重」。  
   ---旨在使學生掌握解決問題之系統化方法。 

  

三. 「培養學生敬業樂群的工作態度，並提昇 
       學生的國際視野」。 
   ---旨在使學生擁有正面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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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目標形成流程  

 校、院教育目標 
 航太系工程教育認證工作小組 
 校史、院史及系史以確定基本方向  
 系務會議中與全體教師代表數次研商擬定初稿  
 與本系已離校或退休之歷屆系主任訪談，以求進一步

修改和討論  
 「航太系工程教育認證諮詢委員會」加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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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碩士班教育目標和學校、 
       學院教育目標之關聯性 

教育目標 

學校 學院 學系碩士班 

1. 校訓「樸實剛毅」 (1,2,3) 
2. 淡江大學從創校至今， 
    完全服膺教學、研究、 
     服務的教育架構，並在 
     國際化(3)、資訊化 (1,2)、 
     未來化(3)的辦學理念指引 
     下，塑造科技與人文兼具 
     的求知場所，建構與時俱 
     進的教學特色和研究環境， 
     以追求學術卓越、熱愛  
     真理知識、培育優秀人 
     才為目標。 

1.大學部教育目標係
以   
   增進學生就業技能
為  
   主。 
 
2.研究所教育目標係
以 
   解決政府、產業難
題 
   為主(1,2,3)。 

1.「奠立學生堅實航太專
業素養，並培養學生跨領
域及持續學習的能力」 
 
2.「訓練學生處理問題與
動手實作的能力，期能理
論與實務並重」。 
 
3. 「培養學生敬業樂群的
工作態度，並提昇學生的
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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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所教育目標評量機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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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學校教學評鑑調查或 
   本系自行所作問卷調查。 
 教師自行製作之測驗卷或評量表。 
 學習歷程檔案~作品、心得或讀書 

   報告、專題研究或論文等實作評量。  

2.4 研究所教育目標評量機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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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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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配合達成研究所教育目標之規章 
      與制定 

 請參考【淡江大學學生手冊】 
 各系並於淡江大學學則下依其使命、特色

及教育目標另訂畢業相關科目及最低畢業

學分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碩士班96學年

度畢業生之最低畢業學分為29學分。  
 

 



18 

3.2 研究生輔導機制  

 一般交流與學習活動  

 系學會及社團活動  

 獎學金 

 教學支援平台 

 航太線上 (Aerospace On Line (AOL))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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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鼓勵學生交流與學習之措施與辦法  

 交流與學習活動: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  

                                         赴日交換生、出國開會、 

                                         各項演講 

 教學支援平台  

 學生學習評量  

 各項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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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持續有效的執行學生之指導與 
   評量 

 修課制度 : 指導教授、系所辦公室洽詢 、 

               授課教師  

 學習成效 : 作業、考試、專題報告 

                          小組會議 (Group meeting)   

 論文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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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確保學生完成畢業要求  

 修課:淡江大學選課規則  
             本系碩士班選課規定  

 本系碩士班資格考辦法  

 畢業論文及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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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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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系碩士班學生核心能力表  
 

 
 核心能力1：畢業生應具有運用特定領域之 
                      航太工程專業知識的能力。 
 

 核心能力2：畢業生應具有運用資訊化工具 
                      處理問題與學習新知的能力。 
 

 核心能力3：畢業生應具有規劃與執行實驗、分析 
                     或解決航太相關工程實務的能力。 
 

 核心能力4：畢業生應具有撰寫航太工程 
                     專業論文的能力。 
 

 核心能力5：畢業生應具有創新思考、完整分析、 
                     有效溝通、團隊合作，與解決業界 
                     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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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關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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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之關聯性統計圖  

課程內涵與學生核心能力關聯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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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核心能力 

 

 
 

養成方法說明 

  
核心能力一:「畢業生應具有運用
特定領域之航太工程專業知識的
能力。」 
  

 

 
在研究所階段所期培育的目標為在學生既有的科學與技術基礎上
更加厚殖其特定領域之專業知識，並培養學生能運用所習得之知
識，經過辨識、規劃、分析、尋求解決方法的科學化思維能力。 

 
核心能力二: 「畢業生應具有運
用資訊化工具處理問題與學習新
知的能力。」 
 

鼓勵學生在已有的專業知識基礎上，善用資訊化的工具以強化對
於相關知識的學習、問題的研析、流程的規劃、關鍵因素的辨識、
尋求對策以解決問題。 

 
核心能力三:「畢業生應具有規劃
與執行實驗、分析或解決航太相
關工程實務的能力。」 
 

理論分析與實務規劃能力並重為面對未來競爭的重要條件，兩者
共同點都在尋求解決問題之關鍵參數，無論在於提供特定問題本
身之最佳解決方案或探究與外部問題間的關聯性等。因此如何規
劃與執行一解決問題的流程、以及分析實驗或計算之結果，都將
融入在課程教授與個案研究中範例學習過程。 

 
核心能力四: 「畢業生應具有撰
寫航太工程專業論文的能力。」 
 

在課程教導過程中或各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在定期性與長期性
的專題討論中，培養學生對於專業論文或技術報告的基本認知與
寫作方法，進而以科學化的方法描述過程與結果，並灌輸工程倫
理的觀念以及特別注重尊重智慧財產權的精神。 

 
核心能力五:「畢業生應具有創新
思考、完整分析、有效溝通、團
隊合作，與解決業界問題的能
力。」 
 

使學生認知除了奠定厚實的專業知識外，未來發展的必要條件包
括:「學習力和未來潛力」、「團隊合作能力」及「抗壓能
力」…等方面。因此在研究所課程安排中加入上台報告、專題討
論、個案研究等小組方式的學習機會，並鼓勵不以解決單一問題
而終止，必須以尋求整體系統解決的最佳化方案為目標。 

 

學生核心能力養成方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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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學成果評量  
4.2.1 評量方法  

(1) 學科成效評量 

(2) 本校所設計與執行之一般教學評鑑 

(3) 本系專業課程學生滿意度問卷調查 

(4) 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 

(5) 本系系友問卷調查 

(6) 業界聘僱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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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學生學習成果與評量方法關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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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學科成效評量 

 期末考後，統計選修該科學生成績之

前1/3、中間1/3與最後1/3的平均數以

及期末分數之標準差值，以提供給各

授課教師參考，主要期能提昇教學品

質以確保學生之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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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一般教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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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專業課程學生滿意度問卷調查 



36 

4.2.6 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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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本系碩士班校友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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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業界聘僱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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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課程發展與持續改進計畫  
 定期評估系、所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及
學生學習成果之機制，並定期審視各項統計
資料，檢討以列入持續改善行動。 
 

 為確保達成教育目標及學生學習成果 
   定期召開諮詢委員會議針對本系、所教育成果
及教育目標，具體檢視及提供意見，並持續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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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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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太熱流領域 

 航太材料與結構領域  

 航太電子與飛行控制領域  

5.1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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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生修習課程安排  

                                                                學分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修            高等工數 (3) 書報討論(1+1)     5   
 選修                                                           20  
 畢業論文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位必要總學分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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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系所學生與產業界互動  

 書報討論 : 舉辦演講，邀請業界及學界與同學互動、 

             交流。 

 畢業講座 : 針對即將畢業的同學舉辦畢業講座， 

             邀請系友回母系與學弟妹們現身說法。 

 校外參訪 : 本系教師亦常利用課餘，帶同學至校外 

             參訪觀摩，參與各項航太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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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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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教師概況  

 本系專任教師共有14位，皆具有博士學

位，其中教授4位、副教授8位、助理教

授2位，並於未來擬增聘1位教師。大學

部包含兼任教師 13名，其中教授1位，

副教授3位，助理教授6位，講師3位 。  
 



47 

6.2 教師參與教育目標的制定與執行  
 工程教育認證工作小組  

 課程委員會  

 系務會議  

 各老師課程教學計畫及成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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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教師專長與相關領域所需專業知識  
 

組  別 
 

 
教學研究主題 

 

 
教 師 姓 名 

 
熱流 

 
空氣動力學 
 

馮朝剛、陳增源、陳慶祥、宛同、湯敬民 
李世鳴 
 

計算流體力學 
 

馮朝剛、陳慶祥、宛同、李世鳴 
 

熱傳學、熱力及燃燒學 
 

陳增源、陳慶祥、湯敬民、李世鳴 
 

實驗流體力學 
 

陳增源、湯敬民 
 

固力 
 

材料力學 
 

應宜雄、王怡仁、張永康、陳步偉 
 

結構動力學 
 

應宜雄、王怡仁、張永康 
 

振動學 
 

應宜雄、王怡仁 
 

品保與驗證 
 

張永康、陳步偉 
 

控制 
 

控制與導航 
 

馬德明、田豐、蕭照焜、蕭富元 
 

太空力學 
 

馬德明、田豐、蕭富元 
 

機電整合 
 

田豐、蕭照焜 
 

動力學 馬德明、田豐、蕭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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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教師與學生交流、 
   教師與業界交流之執行成效  

本系碩士班學生約50名，平均每位教師指導3-4名
研究生，本系教師每年皆申請國科會及業界相關
計畫，無論計畫通過與否，教師皆進行與計畫相
關之研究，並作為碩士班研究生之畢業論文。 
 
藉由教師研究計畫與研究生畢業論文之進行，教
師與研究生每週至數週進行聚會，以增進師生之
交流及研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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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教師與業界交流之執行成效  
 一般案 (單位 萬) 
    92        93       94          95        9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0      230      193       169       18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科會計畫 (單位 萬) 
    92       93        94         95         9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9       356     422        329      27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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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鼓勵教師專業持續成長的管道 
   與措施  

 本校專任教師研究獎勵  

 獎助教師論文發表 

 獎勵專任教師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獎勵專任教師赴大陸地區參加學術會議 

 設置研究教授 

 獎勵專任教師學術著作及教材出版與製作 

 教授休假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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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教師參與相關學術及專業組織情形  
96 學年度  
 國際會議                                      4 篇 
 國內會議                                            6 篇 
 參與期刊編輯及審查                         12 人項  
 參與計畫審查                      6 人項  
 參與各項公開考試有關事宜           2 人項  
 服務學術單位(擔任學會理事長 
    或理、監事;或國科會審議或評議委員….)    6 人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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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設備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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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整體校園環境  
 淡水校園、台北校園、宜蘭校園與網路校園。  
 本校工學院自1980年升格為工學院，為提昇工學院學

生之學習環境，於1993年在舊有工學館南側新建八樓
之工學大樓。 

 淡江大學自1996年起訂定以「邁向國際化、資訊化、
未來化的新紀元」為目標，並於同年9月於淡水校區新
建圖書館，樓高十一層。 

 本校自2003年10月起獲ISO 14001之認證，對於各實
驗室之管理均依循該規範之標準，以確保實驗與學習
場所之安全。  

 本校工學院自94年7月起推動「實驗室優質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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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系所空間 (實驗室使用空間統計) 
 

名稱 
 

 
地點 

 

 
數量(間) 

 

 
面積(平方公尺) 

 
實習工場 
 

E101~E105 
E111~E112 
 

7 
 

738.8 
 

無人飛行載具(UAV)實驗室 
 

G109 
 

1 
 

56.25 
 

流體力學實驗室 
 

T001 
 

1 
 

171.6 
 

航電與飛行模擬實驗室 
 

E110 
 

1 
 

82.38 
 

航空品保與系統工程實驗室 
 

E203 
 

1 
 

76.8 
 

計算動力與控制實驗室 
 

E204 
 

1 
 

46.9 
 

固力與材料實驗室 
 

E206 
 

1 
 

82.2 
 

空氣動力實驗室 
 

E207 
 

1 
 

64.02 
 

熱流實驗室 
 

E208 
 

1 
 

65.52 
 

電子電路實驗室 
 

E217 
 

1 
 

182.8 
 

合計 
 

16 
 

1,5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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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實驗設備  
 本校固定編列儀器設備費以購買教學所
需之重要設備。  

 本校提供每年度之維護費等，以保持設
備之妥善可用。  

 各教師也藉由申請國科會、國推會、教
育部…等，與其他機構之委託計畫案經
費以增添必要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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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資訊設備與軟體  
 本校自創校以來，不遺餘力持續推動校園整體

資訊化之目標。  
 淡水校園建有Giga(1024 Mbps)校園光纖網路

主幹。 
 本校特於92年初建置教學支援平台，94學年

起陸續建置全校無線網路 。  
 CAE電腦教室: 影像處理、程式語言 、模擬分

析、CAD/CAM …等資訊軟體。  
 本校簽訂校園授權之軟體包括: 微軟Microsoft

產品、…等程式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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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圖書教學資源與設備  
 本校於1996年在淡水校區新建覺生紀念圖書館，在同

一校區另設有鍾靈分館，以及台北校區的台北分館，
總圖書量為兩百萬冊(含電子書)，期刊約54,000種(含
電子期刊)，非書資料14萬件。覺生紀念圖書館並建置
Intranet、整合光碟資料庫及資訊檢索系統、提供教師
選用之「Ingenta電子郵遞最新期刊目次及專題資訊選
粹服務」…等服務。本校圖書館與飛機、火箭、航空、
太空…等關鍵字搜尋後之相關書籍約為1,100冊、期刊
類別25種、非書資料440件、論文233冊。 

 航太系辦公室與實驗室圖書、期刊、非書資料、論文 
合計逾千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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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維護與管理制度  
 本校自2003年已獲ISO 14001之認證，因此對於各實

驗室之管理均依循該規範之標準。  

 本系學生研究室和實驗室都由各組教師和實驗室負責

教師自行管理。 

 本系所屬校內財產部份，如儀器設備、設施、資訊器

材與教學設備等維護報修，均由本系助理依校務行政

網路系統呈報管理單位，依校內程序辦理，而相關單

位會即時回應與改善。  



60 

 
 

八、行政支援與經費 



61 

8.1 行政支援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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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行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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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職員行政業務  

   本校職員行政業務之職掌包括教務、

學務、總務、研發、人事、會計、系

務以及其他行政等方面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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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教職員專業成長機制  

   本校為鼓勵學校教職員同仁能持續成長，

設有各類辦法和獎勵措施  

   (詳見本校人事室網頁 

   http://www2.tku.edu.tw/~ap/rules_3.htm)  

http://www2.tku.edu.tw/~ap/rules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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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所認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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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課程  

畢業生必須具備：  
  
1.堅實航太專業素養，並培養跨領域及持續學習的能力： 
   每一位畢業生必須在其修習課程至少拿到70分及格， 
   且必修及選修課程學分數滿足畢業要求 
 
2. 航空太空工程相關的專業論文研究能力： 
    每一位畢業生必須在論文課程至少拿到70分及格， 
    包含： 
    (1)  研究論文資格考試 
    (2)  完成研究論文撰寫 
    (3)  通過論文口試委員會之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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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積極參與教育目標之訂定、
修改及執行。 
 

 專業應用課程教師了解航太相關
產業之概況及實務所需之核心能
力。  

9.2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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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結 語  
 不求「得天下英才教之」為樂，而以 
  「教之使成航太級專才」為己任。   
 定期評估學生學習成果  
 定期召開諮詢委員會議，對本系、所教育學生之教

育成果及教育目標，加以具體檢視及提供意見、督
促本系達成教育目標，並列入持續改善行動。 
 

 工程科技教育認證之結果是本系、所持續改善行動
之重要參考指標，本系將極力尋求院校方面在各項
行政與資源上的配合，並且用心檢討、落實改善本
系之系務與課程內容，務期落實持續改善行動之所
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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