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經驗分享  

主講人：機械系 朱志良 

怎樣將個人研究與教學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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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朱志良  

系  所 ：機械工程系  

職  稱 ：副教授 

到校日期：91年8月(到校之前曾於北科、 

                                   龍華擔任兼任講師) 

任教科目：物理 
                    微奈米量測學 
                    光電量測技術 
                    精密量測與實驗 
                    光學影像檢測 
                    實務專題製作… 

                     

個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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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 

  一、教學設備開發的經驗 

  二、研究成果與教學的結合 

  三、研究成果與競賽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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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光纖對接機實體圖 
精密產業機械教學資源中心： 

夥伴學校南台科技大學共同主持人  
2004/1/1 ~ 2004/12/31  

主要任務：開發教學設備 

組織型的實務專題 
 (專題製作最佳典範—海內外教學特色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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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全場英文解說) 參展 

參展 成果說明：對全系與外賓 

組織型實務專題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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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研究 服務

教學規劃：教學準備、教材編撰...
學習指導：碩博士論文、專題競賽...
教學成效：教學評量、反應...
教學改進：教學省思...

學術論著: SCI、EI...
研究計畫：國科會、產
學...
研究表現：技轉、發明
或新型專利、專題競賽
獲獎...

校內輔導及服務：行政
服務、學生輔導、校內
專業服務...
校外服務：校內專業服
務(表演、展覽...)...

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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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主題可否啟發研究生特長及潛力，使其發
揮所長？訓練過程是否能使其具備： 

                   (a)  創新研發與獨立解決問題之能力 
           (b) 規劃與執行專題研究之能力 

                  (c) 撰寫專業論文及技術報告之能力 
              (d) 具備領導、管理及規劃之能力 

        (e)  終身自我學習成長 之能力 
2.   研究主題是否具相當深度，日後有發表SCI 

paper與專利的機會？ 
3.   研究成果可否作為博碩士生與大學生的教學教

材？ 
4.   研究成果可否提供大學專題生延續創意思考的

範例，並完成專題參加各類競賽？ 
       

確認研究生之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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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盛豪(第1位碩士)： 93年7月畢業  
具體成效：已發表 1篇SCI paper、2篇新型專利、6篇研討會論文。 
獲得榮譽：所發表的SCI paper連續於2006年四次獲得最受歡迎的文章(兩次第3名
，一次第4名與第7名)。  
吳秉松(第2位碩士) ： 94年7月畢業  
具體成效：已發表 2篇SCI paper、4篇研討會論文  
林家豪(第3位碩士) ： 94年7月畢業  
具體成效：已發表 2篇SCI paper、1篇EI paper、2篇發明專利、4篇研討會論文  
邱偵祐(第4位碩士) ： 95年7月畢業  
具體成效：已發表 1篇SCI paper、1篇審核中之發明專利、3篇研討會論文  
李佶峰(第5位碩士生)：96年7月畢業 
具體成效：已接受 1篇EI paper、已發表1篇研討會論文、1篇審核中之發明專利，
協助執行產學計畫，並另有1篇發明專利審查。(已錄取國防儲訓—嘉義寶元科技)    
林佑整(第6位碩士生)： 96年7月畢業 
具體成效：已接受 1篇EI paper、已發表1篇研討會論文，協助執行產學計畫，1篇
發明專利審查中 。(已錄取國防儲訓—新竹亞崴機電公司)  
鄭嘉文(第7位碩士生)： 96年7月畢業 
具體成效：已發表1篇研討會論文  
   

研究生訓練成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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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盛豪(第1位碩士) 

邱偵祐(第4位碩士) 林家豪 (第3位碩士) 

吳秉松(第2位碩士) 

研究生訓練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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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佶峰(第5位碩士生) 林佑整(第6位碩士生) 

鄭嘉文(第7位碩士生) 一般專題產出成果 

研究生訓練成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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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與教學的結合 
 
1. 導入自己的研究成果於課程中，作為課程實習教材 
2. 研究生加入輔助教學，減輕負擔 
3. 給一個實作主題，實際訓練修課學生 
4. 創造修課學生無時間限制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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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請形 

導入研究成果於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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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加入輔助教學 

上課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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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訓練修課學生 

研究生擔任課後輔導，創造無時間限制的學習環境 

實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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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務型研究:  
        (1) 採用一般儀器可完成：可簡化主題，提供 
                                                         實作機會(經費？) 
        (2) 結合貴重儀器設備開發：輔助成果說明 
    2. 理論型研究：提供簡單研究成果給修課學生分 
                                  析、設計… 
            

各種類型研究與教學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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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考

設計構想圖

數據模擬分析

加工製作

系統組裝

量測測試

成果

研究成果與競賽的結合 

由研究生帶領大學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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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式探頭的缺點 
 (1) 剛性不一致 
 (2) 耦合誤差大 
 (3) 感測器過多 
新型的結構構思 

傳統式探頭 

創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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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構想圖 
優點 
  (1) 可抑制自由度 
  (2) 各方向剛性一致 
  (3) 感測器數量少 

 
 

創新結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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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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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加工 
電路板製作 
系統組裝 
 

 

系統組裝 
組裝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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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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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競賽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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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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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成果 

與企管系簡南山老師合組創業團隊參加TIC100創新事業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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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成果 



- 26 -  

1.時代在變遷，教學更要具有創新的思維與創 
   意的方法  
2.善於啟發學生的特長及潛力，使其發揮所長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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