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成果 

一、教務工作成效 

(一)系所增設方面： 

本校自改制大學以來，教學單位逐年成長，本校現有 17個系、12個碩士班、5 個進修部學士班及 2 個

碩士在職專班，分屬於人文社會學院、管理學院、理工學院及健康護理學院等四個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包

含：應用英語學系、閩南文化研究所、華語文學系、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海洋與

邊境管理學系、建築學系及人文社會學院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等系所；管理學院包含：企業管理學系、觀

光管理學系、運動與休閒學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及管理學院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等系所；理工學院

包含：資訊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食品科學系、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理工學院智慧計算與應用碩士

班及理工學院工程科技碩士在職專班等系所；健康護理學院包含：護理學系、長期照護學系及社會工作學

系。 



 

 

(二)學生數成長方面： 

   1.日間部 

本校前身「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金門分部」於民國 86年奉教育部核准設立，設有日間部食品工程、

營建管理、工商管理，以及觀光事業四個科，當時本校學生總數為 138名。民國 89年，本校奉准改名為「國



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金門分部」，同年增加了資訊管理科，總計 5 個科，學生人數達 307名。民國 92年 8

月 1 日，本校奉准獨立設校為「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同年新成立的系有企業管理系及電子工程系二系。本

校迄今已發展成應用英語、運動與休閒、企業管理、電子工程、食品科學、土木與工程管理、觀光管理、

資訊工程、建築、國際暨大陸事務、華語文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工業工程與管理、都市計畫與景觀、護

理、長期照護、社會工作等 17系，以及閩南文化、運動與休閒、電子工程、食品科學、土木與工程管理、

海洋與邊境管理、觀光管理、建築、國際暨大陸事務、人文藝術學院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管理學院創新

事業與島嶼經營碩士班、理工學院智慧計算與應用碩士班等 12個研究所。其中，本校因仍屬未達五千人之

小規模學校，98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再給予本校 100個增量名額，並同意 99學年度增量 50個名額，學生總

量將大幅提升。另本校參加身心障礙學生單招，及於 97、98學年度辦理馬祖分班單招，均有效提升本校生

源。除此之外，本校近年的報到率均逐年提升的趨勢，97學年度日間部報到率為 89%、98學年度則達 100%

（共計 505人，另有馬祖分班學生共 94人）。顯示本校辦學成效受到各界認同，不再因離島之不便受到影

響。目前日間部學生總數已達 3414名。 

2.進修推廣部 

    民國 89年，奉教育部核准招收進修部學生，設有二技企業管理及觀光管理兩系，當時學生人數僅 90

人，91年新增資訊管理系，學生人數達 305人。民國 93年進修部開始招收四技學生，設有企業管理及運動

管理兩個系，第一年學生人數 98人，民國 97年已新增電子與資訊系，民國 98年新增觀光管理系。民國 99

年將四技全面改為學士制，民國 100年新增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及 103增加社會工作學系。進修部現各系

共有理工學院(電子學系 2 班、資訊工程學系 4 班)(該院電子及資工學系並於 105學年不在辦理招生)；管理

學院計有(企業管理學系 4 班；運動與休閒學系 4 班，觀光管理學系 4 班)。人文社學院計(國際暨大陸事務

學系 4 班)，健康護理學院計(社會工作學系 1 班)及 102學年起增加管理學院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及理工

學院工程科技碩士在職專班之招生。總計進修學士班 23班人數 754人；碩士在職專班 4 班人數 49人，目

前進修人數已達 803人，未來進修部學生總人數預將突破上千名。 

 

(三)課程規劃方面： 

為提供課程規劃改進方向，已請各系(所)將學生代表列為委員會成員外，應邀請校外產業界代表、畢業

校友、專家學者及兼任教師共同研討擬定，以符合各方需求之課程架構。為評估各系(所)課程之規劃與實施

成效，及落實課程委員會之運作，本校課程規劃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審議各系(所)之專業必、選修科目、

每學期選修科目開設學分數及其與課程有關之事宜。同時，積極爭取外部資源，協助本校建立重點特色教

學，茲將各項措施說明如下： 

1.學生參與課程規劃： 

    在課程規劃上，成立校、系課程委員會，已配合民國 95年 8 月 16日大學法施行細則修正第 24條第 2

項規定：「各校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有學生代表參與相關議案之討論。」，修正本校課程規劃委員會組

織章程，將學生代表列為委員會成員。亦請各系(所)應配合修正系課程規劃委員會組織章程。並請各系(所)

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時，應邀請校外產業界代表、畢業校友、專家學者及兼任教師參與，使學生未來具有

就業及深造之競爭力。 

2.課程資訊公開： 

  教師開課前須將所有課程之教學大綱及教學進度表上網，提供同學線上查閱，以做為選課之參考。 

3.英語能力基礎之培育： 



    為加強提升各系學生英文及資訊能力與程度，訂定英文及資訊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97學年度起

入學之各系學生，必須符合前開辦法規定之英文及資訊能力畢業最低門檻，始可畢業，各系自訂畢業門檻

如高於辦法所規定之標準，以各系規定辦理；另外對於學習落後之學生，亦請任課教師加強課程輔導，減

少學生在課程適應上的困難，提昇教學品質。 

4.培養國際觀： 

    為培養學生具國際觀並加強學生外語能力，鼓勵教師以全程英語教學方式開授課程。各系所考量學生

能力，每學期規劃英語授課之課程供學生修讀為原則，每學年至少開設一門英語授課課程，並逐年適度增

加。 

5.務實致用人才之培養： 

    為培養務實致用之目標，發揚「做中學」之勤勞樸實特色，強化學生實習實務知識，於 102學年度起

訂定專業實習課程開設準則，由各系自行訂定實習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後

實施。 

6.修習課程彈性與多元化： 

    為促進學術交流，分享教學資源，提昇教學品質，學生可透過遠距教學方式，選修遠距教學合作學校

所開設之課程。明訂跨系與跨校選課辦法，建立具有彈性與合宜之選課機制，鼓勵學生修讀跨領域課程。 

 

(四)優質教學方面： 

秉持「真知力行、兼善天下」之創校理念，除致力於提升教師之教學能量，針對教師教學專業能力與

輔導等知能加以強化，並透過有效之教學評量，輔以制度面之規範與激勵，管控教學之品質，進而提升教

學成效外，並應業務需要，設置「教學資源中心」專責單位，推動完善之教學品保系統，不僅提供協助教

師教學發展及能力之提升，更進而提升教學品質及教學資源環境。本校於教學方面具體作為如下：  

1.因材施教分班授課： 

研訂合宜的課程規劃，重視學生個別差異，實施微積分專業基礎課程及英語課程能力分班授課，並逐

年依學群特色規劃，滿足學生個別學習需求，提供學生個別差異和適性的輔助學習，協助學生學習動機與

學習成效。97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工學群一年級新生微積分專業基礎課程率先實施分班授課，98學年度並擴

大實施英語課程採學習成績能力分班授課，參與對象設定為日間部學士班全部學生。 

2.課表規劃符合各方需求： 

為使課程規劃符合學校整體發展、學生生涯規劃以及產業發展，已請各系召開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時除

將學生代表列為委員會成員外，應邀請校外產業界代表、畢業校友、專家學者及兼任教師共同研討擬定，

以符合各方需求之課程架構。 

3.三階段選課系統： 

設計三階段(通識選填志願、本班初選、加退選)興趣選課系統，並建立跨系、跨學群、跨校的選課輔導

機制，輔導學生依興趣選讀適合課程，使學生在學習進程中有最佳規劃與學習效果，包括了解本校各系所

課程設計之重點特色發展、學程、課程抵免等並修改跨校選修辦法，讓學生有機會到外校修習課程。 

4.教師教學評量： 

分二階段進行教師教學意見評量，期初之評量成果提供授課教師參考，作為立即改善教學方式之依據；

期末教學意見評量則為整學期教學活動之總檢討，期使師生溝通更順暢，以利於學習效果之提昇。 

5.教學研討會： 



每學期均舉辦教學研討會，除協助新進教師了解本校校務規章外，並宣導新修訂之法規內容，會中並

透過傑出獎教師分享教學心得，推動教學經驗之分享，及互相交流討論有關教學方法與技巧、教材準備、

成績評量及師生溝通等相關議題，該研討會不僅提供教師砥礪教學知能之管道，亦可提升教師之教學服務

品質及促進教師間之人際互動交流。 

6.推動教學學習生制度： 

提昇教師教學品質，鼓勵教師開發創新課程，是確保大學教育品質的基礎，也是本校追求的目標，透

過教學學習生制度的推行，我們期望建構一個以學生為中心之學習環境，增進師生間溝通品質，提昇課程

多元化與互動學習機會，這樣一方面能有效協助教師推展更新、更精緻的教學，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另一

方面也讓擔任教學學習生的學生藉由參與協助教師教學的機會，培養未來擔任教學工作的基本能力，共創

師生雙贏的局面，同時也使本校教學更邁向卓越。 

7.對教師教學評量進行輔導與改善之機制： 

本校為協助教師提昇教學效能，增進教師教學專業與精進教學品質，特訂定「國立金門大學教師教學

諮詢輔導辦法」，對教學評量結果不佳之教師或主動尋求教學諮詢輔導之教師，提供專業輔導之作法與成

效。教學資源中心及各學院，為本校教師成長輔導專責單位，對評量不佳的教師或主動尋求教學諮詢輔導

之教師，提供座談、研習課程、輔導建議等輔導機制。 

8.教學成效績優教師之獎勵機制： 

依據本校訂定之「國立金門大學楊忠禮教學優良及傑出獎設置辦法」，鼓勵在本校任教二年以上之講師

與專任教師致力於教學，每學年透過三級三審的辦法遴選出「教學優良」與「教學傑出」之教師，並頒給

不等數額之獎金與獎牌予以獎勵。 

9.教學資源中心： 

98學年度正式成立教學資源中心，期能提昇本校教學品質，強化教學設備、資源與環境，以建立卓越

教學的特色，並負責提昇教師教學能力之相關業務。 

10.教育部補助計畫： 

本校自 102年起為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獲教育部補助「第三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

計畫」-「教學增能計畫」、「區域計畫」達新台幣 2325萬，以教學為重點進行輔助，改善大專院校教學品

質。由教學資源中心協同校內各相關單位共同推動，並負責計畫管考。 

 

二、學務工作成效 

（一）推動友善校園之成效： 

     為建立符合友善校園教育環境，積極辦理相關活動，獲致之成效。  

     【93 學年至 104學年辦理各項演講及活動之統計表】  

  

學年度／  項目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合計 

(次) 
成效   

健康檢查  2 2 2 2 2 1 1 1 1 1 1 3 19 

保障學校學生遠離傳染

病之感染、並讓學生了

解自己身體狀況「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   

公益活動   14 7 5 2 2 0 0 0 1 0 0 1 32 舉辦義賣活動、自由捐



贈、捐 血，並提倡救人

利己的健康觀念及鼓勵

同學發揮慈濟之心。   

健康促進   2 9 10 25 17 1 1 2 6 4 10 36 123 

1.不 定 期 聘 請 當 地 醫 師

及衛生相關人員蒞校專

題演講。   

2.結 合 社 區 資 源 推 動 本

校健康促進活動。  

生活體驗   0 8 10 9 2        29 

鼓勵學生多參與休閒活

動及培養興趣，走出戶

外接觸大自然，體驗生

活樂趣。   

生命教育   7 26 25 10 3 0 0 0 0 2 2 9 84 

幫 助 學 生 領 悟 人 際 關

係、情緒管理、培養良

好的品德，並勉勵同學

凡事要往好的一面看，

奮發向上之精神。   

兩性教育   2 5 6 9 17 0 2 4 4 2 2 4 57 

主張兩性平權並教導同

學如何經營愛情及面對

兩性之間問題處理方式

與相處之道。   

職涯規劃   0 1 6 7 1 0 0 0 0 0 0 1 16 

教導同學如何從自己的

興趣與專業能力規畫職

涯。   

急救訓練   8 4 5 7 2 1 1 1 1 2 1 9 42 

提高學生安全觀念，熟

悉 各 項 逃 生 方 法 與 技

巧。   

法律常識與理

財觀念   
4 4 0 4 1 4 4 4 4 4 4 6 43 

提昇學生個人財務管理

規劃與法律嘗識，並維

護學生個人權益。   

生活輔導   2 3 3 6 4 2 2 2 2 2 2 4 34 

舉 辦 導 師 知 能 研 習 活

動 ， 提 升 本 校 師 資 素

質。並提供學生有關之

資訊服務、生活之自我

照顧。舉辦新生入學輔

導，及住宿(校外賃居生)

安全講習。   

春暉專案反

毒、反愛滋病   
10 8 8 5 4 3 4 4 3 3 7 7 66 

舉辦登山、競賽活動、

藉正當之休閒活動  ，加



深學生對毒品之認知使

學生了解毒品危害   

交通安全   2 3 1 2 0 3 3 3 3 3 3 9 35 
加 強 學 生 交 通 安 全 觀

念，減少意外事件發生   

國家大事與金

門發展   
  4 2 4 0        10 

使同學認識金門的多元

文化與發展，並關心國

防安全與國民外交。   

合計(次) 53 84 83 92 55 15 18 21 25 23 32 89 590   
 

（二）  社團活動之成效  

    金門分部時期，雖有學生社團，卻受限「分部」地位，無法以「獨立學校」之名參與全國大

專校院各項競賽活動，遲至民國 92 年 8 月獨立設校，學生社團始得參與全國大專院校績優社團

評鑑活動，藉由各項活動之觀摩、學習、成長，於 94、95學年度學生社團參與評鑑並分別獲得

教育部、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肯定，並於 99 至 104學年度學生社團參與評鑑並分別獲得教育

部、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肯定，榮獲多項榮譽。  

  【本校歷年社團活動獲獎】  

  
學年度 榮譽事蹟 

社團 
指導老師 頒獎單位 

社長∕會長 

93 教育部「縮減城鄉數位落差－

大專青年資訊志工團隊」優秀

青年資訊志工 A 級傑出團隊

獎(領隊) 

資訊志工團  李錫捷  教育部  

94 榮獲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

評鑑技專院校組體能康樂性

社團特優獎。  

管樂社 /王仁傑  林世龍  教育部  

94 榮獲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

評鑑技專院校學術學藝性社

團優等獎  

運動管理系學會 /嚴永鴻  董 燊  教育部  

94 2005 GYSD 績優團隊初選入

圍獎  
羽球社 /楊世安  李欣玫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94 2005 GYSD 績優團隊初選入

圍獎  
應用外語系學會 / 陳瑋瑋  范仲如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94 教育部「縮減城鄉數位落差－

青年資訊志工團隊」優秀青年

資訊志工傑出團隊獎(領隊) 

資訊志工團  李錫捷  教育部  

95 教育部青年資訊志工團隊服

務績效傑出團隊獎。  
資訊志工團  馮玄明  教育部  



96 「96 年全國大專校院社團及

資訊志工服務學習研討暨成

果觀摩會」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營隊活動」之優秀學生獎  

楊惠媛  李欣玫  教育部  

96 「96 年全國大專校院社團及

資訊志工服務學習研討暨成

果觀摩會」大專校院社團帶動

中小學社團發展活動」之優秀

學生獎  

吳述峰  黃仲凌  教育部  

97 「97 年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

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技專

校院組(體能性、康樂性)優等

獎  

網球社  楊敏男  教育部  

97 97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服務學習優秀學生社團獎  
浯風羅浮群 /王傅憲  張輝忠  教育部  

98 「98 年青年節全國大專優秀

青年表揚」全國優秀青年獎  
黃柏堯  黃仲凌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98 榮獲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

評鑑技專校院學術性社團績

優獎  

新聞傳播社  李文良  教育部  

 

 

學年度 榮譽事蹟 
社團 

指導老師 頒獎單位 
社長∕會長 

99 榮獲「100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優等獎。 

學生自治會/楊順宇 朱聖哲  教育部  

100 榮獲「101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績優獎。 

學生自治會/周美辰 蔡宗憲  教育部  

100 榮獲「101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績優獎。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學會 

/林郁銘 
林世強  教育部  

100 榮獲「101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績優獎。 

羽球社/徐翌玲 楊世安  教育部  

101 榮獲「10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績優獎。 

浯風羅浮群/ 賴尚瑋 張輝忠  教育部  



101 榮獲「10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績優獎。 

管樂社/蕭育欣 許瑞芬  教育部  

102 榮獲「103年全校性學生自治

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實

施計畫」績優獎。  

學生自治會/林郁銘 邱泯科  
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102 榮獲「103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績優獎。 

應用英語學系學會/ 林佳宏 周晏安  教育部  

102 榮獲「103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績優獎。 

浯風羅浮群/ 謝岳倫 張輝忠  教育部  

103 榮獲「104年全校性學生自治

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實

施計畫」績優獎。  

學生自治會/洪嘉均 吳唯邦  
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103 榮獲「104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績優獎。 

管樂社/虞旋 許瑞芬  教育部  

103 榮獲「104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

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績優獎。 

觀光管理學系學會/李梓玹 趙嘉裕  教育部  

104 榮獲「105年全校性學生自治

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實

施計畫」服務獎。  

學生自治會/游景婷 洪春復  
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三）社團活動服務成果：  

    秉持校訓「真知力行、兼善天下」，鼓勵學生服務社區，善盡社會責任，發揮專業知識與能

力，貢獻智慧與才華。獨立設校以來，學生社團積極服務地區中小學，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推

廣正當休閒活動，協助提升中小學生學習興趣與多元學習發展。尤其是體育性社團及資訊志工

團，藉著專業技能，多次服務、輔導金門地區中小學拔河、木球、網球、羽球、壘球等體育性活

動，蔚為全民休閒運動；另數位資訊技術不但藉著社團指導提升本縣學童對電腦使用的技能與興

趣，激發學童創意、潛力，更加速改善離島金門於數位科技應用上的落差，本校學生幹部也從輔

導活動中，教學相長，服務他人，成長自己，並一再獲得教育部嘉許。  

  1. 服務績優：本校學生社團幹部歷年參與各項服務，表現可圈可點，榮譽事蹟如表。  

  

年度   榮譽事蹟 

獲獎社團   

指導老師  頒獎單位   

學生   



93 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優秀同學獎   
黃政豪   林本源   教育部   

93 93年度教育部「縮減城鄉數位落差

－青年資訊志工團隊」優秀青年資訊

志工個人獎   

廖英霖∕陳書賢  / 郭

昱汝∕黃美真/ 夏何佩

君   

李錫捷   教育部   

94 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優秀同學獎   
羅浮童軍社 / 黃和旺   張輝忠   教育部   

94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優秀學

生獎   
羽球社 / 楊世安   李欣玫   教育部   

94 全國優秀青年獎   運動管理系學會  / 楊

智榮   
崔春華   中國青年救國團   

94 金門縣優秀青年獎   資訊管系學會 / 陳書賢   李錫捷   中國青年救國團   

95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優秀學

生幹部獎   
家教服務社 / 陳惠蘋   魏健峰   教育部   

95 全國優秀青年獎   羽球社 / 楊世安   李欣玫   中國青年救國團   

95 金門縣優秀青年獎   
家教服務社 / 黃又仁   魏健峰   

中國青年  

救國團   

95 金門縣優秀青年獎   
家教服務社 / 陳惠蘋   魏健峰   

中國青年  

救國團   

95 獲選擔任大專校院績優社團評鑑活

動--學生評審委員(全國僅 8 位) 
管樂社 / 王仁傑   林世龍   教育部   

95 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優秀學生獎   
羽球社 / 楊世安   李欣玫   教育部   

95 「縮減城鄉數位落差－青年資訊志

工團隊」--優秀青年資訊志工個人獎   
陳麗花 / 盧怡伶   李錫捷   教育部   

96 全國大專校院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

優秀學生獎   
家教服務社 / 陳惠蘋   魏建峰   教育部   

96 全國大專校院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活動--優秀學生獎  
浯風羅浮群 / 陳育豪   吳一德   教育部   

97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服務學習--

優秀學生社團獎   
浯風羅浮群 / 王傅憲   張輝忠   教育部   

98 全國優秀青年獎   學生會 / 黃柏堯   黃仲凌   中國青年救國團   



98 金門縣優秀青年獎   網球社  / 洪子堯   楊敏男   中國青年救國團   
 

  

年度   榮譽事蹟 

獲獎社團   

指導老師   頒獎單位   

學生   

101 金門縣 102年好人好事代表   張益致  / 楊亞元   

/ 陳嬿竹   
 梁維珊  金門縣政府  

101 獲選擔任「10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暨

觀摩活動」學生評審委員  

羽球社 /徐翌玲   梁維珊  教育部   

102 金門縣 103年好人好事代表   林郁銘  / 許雅琦  / 華

攸博  
 邱泯科  金門縣政府  

103 金門縣 104年好人好事代表   洪嘉均  / 林綉萍   吳唯邦  金門縣政府  

104 金門縣 105年好人好事代表   游景婷  / 彭昱誌  / 謝

岳倫  
 洪春復  金門縣政府  

 

2. 學生社團歷年參與社會服務情形：  

  （1）  學生社團：  

    學生社團成立於 87 學年度，首屆學生社團有 21 個社團，4 個科學會。92 學年度，學校獨立，

學生社團蓬勃發展，37 個社團，10 個科、系學會，共 47 個社團，為了節約資源，有效輔導，鼓

勵同性質社團合併，98學年度本校有 22個社團，11 個系所學會，總計 33個社團；社團類別計

有：學術、學藝性社團、服務性社團、體能性社團、康樂性社團、自治性社團五大類。目前本校

共有 36 個社團，17個系學會，總計 53個社團；社團類別計有：自治性組織、自治綜合性系學

會、學術(藝)性社團、服務性社團、體能(育)性社團、康樂性社團六大類。  

  （2）  學生社團參與社區服務：  

    輔導學生社團突破「資源有限」之困境，對外爭取活動計畫案與補助款，並藉此磨練學生社

團工作態度與服務熱誠，增進與社區之互動，拓展國際視野，培養友善校園「真知力行兼善天下」

之品格與校風，學生社團參與社區服務成果豐富，深受地區肯定。  

  【本校學生社團參與社區服務營隊數統計表】  

  學年度/服務項目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年 98 年 3 月  

教育部 2008國家發展計畫國中生英語生活營  1 ─  ─  ─  ─  ─  

台灣省學產基金志願服務計畫  3 2 ─  ─  ─  ─  

教育部教育優先區寒暑假中小學營隊  ─  11 10 6 6 2 

教育部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活動  12 14 6 8 7 7 



教育部縮減城鄉數位落差青年資訊志工團隊  1 1 1 1 1 ─  

青年救國團大專服務員社區服務  ─  2 7 6 ─  ─  

廈門市青少年休閒與康樂營隊  ─  ─  1 1 ─  ─  

其他服務  ─  ─  ─  2 2 4 

合計  17 30 25 24 16 13 
 

  學年度/服務項目  99 100 101 102 103 104 

教育部教育優先區寒暑假中小學營隊  5 6 3 6 6 3 

教育部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活動  6 7 8 8 7 7 

教育部縮減城鄉數位落差青年資訊志工團隊  1 1 1 1 1 1 

社區服務學習  15 17 16 16  18 19 

志工服務隊  11 13 13 17 17 19 

海外志工服務隊  1 1 3 3 5 7 

其他服務  3 5 6 7 9 9 

合計  39 50 50 58 63 65 

 

（3）  學生社團服務中小學及社區人數：  

  【本校學生社團參與社區活動服務中小學及社區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服務人數 /服務項目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3 月 

2008國家發展計畫國中生英語生活營  40 －  －  －  －  ─  

學產基金志願服務計畫  340 24 －  －  －  ─  

寒暑假中小學營隊  - 612 362 286 146 90 

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活動  503 594 369 397 292 ─  

縮減城鄉數位落差青年資訊志工團隊  956 528 446 500 －  ─  

青年救國團大專服務員社區服務  ─  116 1,625 323 －  ─  

廈門市青少年休閒與康樂營  ─  ─  1,000 64 －  ─  

其他服務  ─  ─  ─  60 65 57 

合計  1,839 1,874 3,802 1,630 503 147 
 

       

學年度/服務人數 /服務項目  99 100 101 102 103 104 

教育部教育優先區寒暑假中小學營隊  150 193 180 300 300 150 

教育部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活動  303 313 330 350 335 365 



教育部縮減城鄉數位落差青年資訊志工團隊  80 95 100 100 100 100 

社區服務學習  150 170 160 160 180 190 

志工服務隊  550 585 635 500 600 650 

海外志工服務隊  100 100 300 300 500 700 

其他服務  300 500 600 700 900 900 

合計  1,633 1,956 2,305 2,410 2,915 3,055 

 

(四)體育的優異表現：  

1. 102-104學年度體育系列活動推廣成效  

學年度 活動內容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02 

學年度 

102學年度新生體適能檢測活動 提升新生健康體能觀念，進而養

成運動習慣。 

參與人數達

700人次 

102學年度新生盃各項球類活動 聯繫新生情感，進而培養團隊合

作精神。 

參與人數達

400人次 

102學年度系際盃各項球類活動 聯繫全校師生情感，進而培養團

隊合作精神。 

參與人數達

1000人次 

102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聯繫全校師生情感，建立友善校

園及運動情境。 

參與人數達

3500人次 

102學年度各項暑期夏令營活動 培養社區學子們踴躍參與各項

球類及游泳活動，建立與社區良

善互動。 

參與人數達

300人次 

102學年度協助縣內執行各項運動賽會活

動 

協助金門縣內推廣各項球類及

游泳活動，建立與社區良善互

動。 

參與人數達

250 人次 

103 

學年度 

103學年度新生體適能檢測活動 提升新生健康體能觀念，進而養

成運動習慣。 

參與人數達

800人次 

103學年度新生盃各項球類活動 聯繫新生情感，進而培養團隊合

作精神。 

參與人數達

500人次 

103學年度系際盃各項球類活動 聯繫全校師生情感，進而培養團

隊合作精神。 

參與人數達

1100人次 

103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聯繫全校師生情感，建立友善校

園及運動情境。 

參與人數達

3800人次 

103學年度各項暑期夏令營活動 培養社區學子們踴躍參與各項

球類及游泳活動，建立與社區良

善互動。 

參與人數達

350 人次 

103學年度協助縣內執行各項運動賽會活

動 

協助金門縣內推廣各項球類及

游泳活動，建立與社區良善互

動。 

參與人數達

300 人次 

104 

學年度 

104學年度新生體適能檢測活動 提升新生健康體能觀念，進而養

成運動習慣。 

參與人數達

800人次 

104學年度新生盃各項球類活動 聯繫新生情感，進而培養團隊合

作精神。 

參與人數達

500人次 



104學年度系際盃各項球類活動 聯繫全校師生情感，進而培養團

隊合作精神。 

參與人數達

1100人次 

104學年度全校運動會 聯繫全校師生情感，建立友善校

園及運動情境。 

參與人數達

3800人次 

104學年度各項暑期夏令營活動 培養社區學子們踴躍參與各項

球類及游泳活動，建立與社區良

善互動。 

參與人數達

350 人次 

104學年度協助縣內執行各項運動賽會活

動 

協助金門縣內推廣各項球類及

游泳活動，建立與社區良善互

動。 

參與人數達

300 人次 

104學年度辦理體育志工活動 培養學校熱愛體育服務人才，進

而參與體育運動各項志工服務。 

參與人數達

100 人次 

2.102-104學年度參與國內各項競賽之成效  

學年度 競賽名稱 競賽名次 

102學年度 102學年度男生組全國籃球聯賽 一般組全國第 10名 

102學年度女生組全國籃球聯賽 一般組預賽淘汰（並列 16） 

102學年度男生組全國排球聯賽 一般組預賽淘汰（並列 16） 

102學年度女生組全國排球聯賽 一般組預賽淘汰（並列 14） 

102學年度全國校際壘球聯賽 一般組全國第 12名 

102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 田徑：標槍項目第 2 名。 

跆拳：第 3 級第 3 名；第 2 級第 5 名。 

木球：團體第 3 名 

103學年度 103學年度男生組全國籃球聯賽 一般組全國第 8 名 

103學年度女生組全國籃球聯賽 一般組預賽淘汰（並列 12） 

103學年度男生組全國排球聯賽 一般組預賽淘汰（並列 12） 

103學年度女生組全國排球聯賽 一般組預賽淘汰（並列 12） 

103學年度全國校際壘球聯賽 一般組全國第 10名 

103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 跆拳：第 3 級第 5 名；第 2 級第 6 名。 

木球：團體第 4 名 

104學年度 104學年度男生組全國籃球聯賽 進入第二輪淘汰 

104學年度女生組全國籃球聯賽 進入第二輪淘汰 

104學年度男生組全國排球聯賽 進入第二輪淘汰 

104學年度女生組全國排球聯賽 進入第二輪淘汰 

104學年度全國校際壘球聯賽 一般組全國第 14名 

104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射擊 10公尺空氣

手槍項目 

公開男子組團體第五名 

104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射擊 10公尺空氣

手槍項目 

公開女子組團體第六名 

104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木球項目 公開男子組團體第三名 

104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空手道項目 一般男子組第二量級個人第二名 

104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跆拳道項目 54公斤級個人第三名 

3. 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績效與願景： 

本校於民國 99 年 8 月改名為《國立金門大學》，改大後設立體育室，歷年來致力於營造健康

活力的校園，每學期開設多種運動相關課程提供師生參與廣受好評，且活躍的生活氣氛影響整個



金門地區，直接間接吸引多數的社區民眾參與本校各項運動休閒推廣課程，提昇運動參與人口。

藉由本計劃的實施將運動健康促進的理念落實層面更加寬廣，並在現有的良好基礎下深化健康的

理使本校邁向「全人健康」的校園環境。本室設置主任一人，現由運動與休閒學系吳一德副教授

擔任，下設體育教學組由袁興言助理教授擔任、競賽活動組由胡巧欣副教授擔任，負責規劃學校

體育及賽會活動、運動代表隊訓練及場地器材管理維護等事宜，旨在提升本校校園運動風氣與運

動代表隊競技運動實力，且妥善活化與管理各運動設施，以提供教職員工生及社會大眾更優質化、

多元化的運動、休閒、友善的環境，進而活化校園運動、健身及造福人群之目標。讓健康習慣從

生活中養成，藉由整合社區資源共同創造出健康生活的價值。  

本校體育運動場館核心設施有 50公尺室內溫水游泳池、體適能中心、舞蹈教室、壁球教室、

空氣射擊館、綜合體育館（包含籃球、排球及羽球場）、桌球室及高爾夫練習場，附屬服務設施

有淋浴間、茶水間、會議室及行政服務辦公室。整體而言，雖然擁有良好的運動及硬體設施。但

相關的內部軟體設施及服務品質尚未完善，仍需要充實。除器材與空間維護外，於非上課時段對

外營運，服務金門縣民前來運動，並且開設多元化運動課程，並協助舉辦校內外各項體育活動推

展。學校歷年來參與國內外各項運動競賽之成效，在校長及全體體育教師們的帶領下，多次參與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大專籃球聯賽、全國各級學校拔河錦標賽、台灣帆船賽、兩岸龍舟賽、廈

門環島獨木舟賽、木球隊更遠征歐洲匈牙利、外蒙古、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大陸北京、寧

波等各項賽會表現優異。並於教育部民國 93 年體育訪視中榮獲「優等」及 100年體育評鑑榮獲「優

等」，體育運動發展績效深受國內、外體育人士之讚許。歷年體育運動績效，如表所示。  

身心健康是一切生活保障的基礎，強健體能是促進健康的重要元素，養成規律性的運動習慣

亦是提昇健康體能的重要途徑。因此，本校除了開設許多運動與休閒及體適能課程與活動的推廣，

提昇全校師生之體能。同時，協助師生實施體適能檢測，建立個人體能資料庫，做為開立個人運

動處方的依據。將健康體適能資料保存下，並且持續服務與追蹤，為師生建立完整的健康體能的

紀錄。本校自 100年教育部 12 國教體適能檢測站計畫之始，即為金門地區承辦的學校，成效良好。

累計檢測人數已達數千人次，檢測經驗豐富、制度完善，同時已確立公平公正的檢測站標準辦法

及標準流程。並延續教育部體育署國民及樂活體適能檢測業務，將服務對象擴大至 20 至 65 歲以

上民眾，對於檢測站得設置與服務已具備相當經驗，並且建置完成金門縣健康體適能常模。  

本校體育室不僅已建立檢測、評估、運動處方及資料管理的機制，更營造全方位的運動環境

與文化，使學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增加運動保健的知能，強化學生的體適能，將有助於心理健

康，以及壓力與情緒紓解。對於體育教師之教學與專業知能，透過不定期舉辦之教學研討會、教

學觀摩和新課程發表，亦能有所提昇本校秉持社會責任服務社區與專業服務熱忱，以帶動地方民

眾休閒、增進健康生活品質的整體滿意度為努力之志職。因此，本校體育室與運動與休閒學系，

期望藉由增設「國民健康休閒運動中心」的建置，活絡學校與社區體適能教育互動提供周邊社區

民眾進行體適能檢測、運動處方及開辦體適能相關講座，以發揮敦親睦鄰的效果。透過職場員工

參與及執行的模式，群策群力合作，帶動職場各級單位及社區人士體驗健康體能與飲食對生活之

影響，以經營一個優質健康的職場生活與社區，共創美好的未來。  

 

三、研發工作成效  

    為了平衡教師的教學、研究及服務，本校已在 95年訂定「國立金門技術學院教師評鑑要點」，



讓教師不只在教學及服務上有看見成果，亦在研究上有動力。另外本校也有訂定研究成果的獎勵

辦法，已訂定「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要點」、「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學術研討

會研究獎助要點」及「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鼓勵專題研究補助」，肯定教師在研究方面的表現給予

獎勵。   

    本處於 97年「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學術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其中學術期刊論文計有 18

篇申請通過，學術研討會研究計 17 案申請通過，鼓勵專題研究共有 9 案提出申請。另外在 98 年「98

年度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學術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其中學術期刊論文計有 7 篇申請通過，學

術研討會研究計 10案申請通過，對鼓勵教師投入研究成效頗佳。  101-104年度國立金門大學學術

發展委員會會議，專利各計有 7、19、23、3 件申請通過，技術移轉 6(102年)、3(103年)件申請通

過。  

   目前(105學年度)本校的師資合計 72人(不含專任講座教授 1 人及馬祖分班 6 位)、98 年 8 月後

通過國科會計畫的件數 12件，總金額為 535.1萬元；及其他公部門委託研究案 21件；由此得知前

述相關鼓勵研究措施之成果表現明顯比往年有效提升。   

另鼓勵教師升等進修辦法有「國立金門技術學院教師進修及研究要點」，以鼓勵教師可安心在職

進修研究。本校規程也訂有「講座設置辦法」，以禮聘學術專業領域之傑出教授，引導研究方向，

提升學術水準。   

    為了改名大學，金門縣政府提供 3 億元的「國立金門技術學院改名金門大學發展基金」，其

中《卓越計畫一：一流的師資》，即是為了提昇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學術水準及師資陣容，針對各

系所發展特色所需之極需高階師資，積極延攬具有實務經驗之專業高階師資，尤其是積極邀請學

養豐富之教授，以提升整體之研發能量。並以吸引優質學生配合研究團隊，以作為研究團隊執行

計畫之主要基層人員。   

    本校教師在各項研究工作上戮力精進，不論國科會專題研究、教育部補助計畫或公民營機構

各類研究或委辦計畫，接案件數或總額均持續成長；教師各類論文著述之發表亦隨教師人數不斷

擴增而有所增長。以下分述之 

（一）研究成果  

  1. 教師的研究成果  

    本校自 92 學年度獨立設校後，師生人數逐年成長，系所不斷增加，開設的各樣學門也不斷擴

增，在學術成就方面，不論是學術期刊、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數、教師專書著作發表，都大幅增加，

且進入穩定發展狀態。下表為統整各項學術成就之統計表，統計教師（1）投稿、刊登於學術期刊

的總數量（2）於國內外各項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數（3）教師承接國科會、教育部、中央各部

會與地方政府等委託之研究計畫案的件數及其補助金額。  

  （1）  在學術期刊方面  

    在學術期刊方面，國內部分以各大專校院辦理之學報、期刊、各相關學會辦理之專業期刊，國

外以 SCI、SSCI、TSSCI、EI 等之發表論文，隨著獨立設校及本校師資逐漸充實，教師論文投稿於

國際期刊數量不斷增加。  



  

 

 

 （2）  研討會論文發表  

    國內、外各種學術研討會也是另一個重要場域。本校教師自獨立設校後，積極參與各項學術活

動，踴躍出席國內、外各類型、各種專業產、學界學術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以 101 年度統計，更

高達 140 件。而 104年度達 61 件，為本校學術成就累積了不容小覷的厚實基礎。  

 

  

 

 

 

  
  （3）  科技部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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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計畫  

    由本校教師所承接的計畫，含括科技部補助，教育部、經濟部、文化部等相關部會委託案等，

承接計畫案量隨著獨立設校，各系、所架構逐步完備，數量也不斷增加。    

除了來自中央的經費與委託案之外，本校也與金門縣政府、金門酒廠，以及地區產、官各界密切

合作，承接了各式各樣的委託研究計畫，成果豐碩。就接案量而言，自 100年至 104 年，統計總件

數有 260件，委託總金額達到新台幣 17,024萬餘元  

 

 

 

Ԉ  

 ד



  （二）學生的研究成果  

  （1）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  

    本校歷年獲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共 54 件，99 年度 7 件、100年度 3 件、101年度 9

件、102年度 6 件、103年度 10件、104年度 11 件、105年度 8 件，逐年進步。  

  【本校歷年獲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编號 年度 姓名 班級 主題．事蹟 指導老師 

1 99 宛城進  企管二  金門傳統產業升級之探索性研究  顏郁芳  

2 99 吳珮琦  企管三  建構金門縣觀光事業人力教育訓練計畫之模式  顏郁芳  

3 99 蘇甲辛  企管三  島嶼觀光休閒產業經營模式之研究-以金門縣為例  王興國  

4 99 呂詩香  運休二  體育課程實施對大學生健康體適能與運動行為之影響  胡巧欣  

5 99 陳旺展  建築三  複合式外牆在建築節能減碳之應用-以金門地區為例  劉華嶽  

6 99 陳煜文  土木二  工程建設對島嶼自然環境影響之評估  林世強  

7 99 李珮榕  觀光三  陸客來金旅遊參與型態與重遊意願關係之研究  張梨慧  

8 100 劉香麟  國際三  
大學生工讀權益研究之時薪探討-以金門大學學生校

外工讀為例  
邱垂正  

9 100 王姿婷  觀光二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研究-以金門縣觀光公車為

例  
陳建民  

10 100 吳育鑫  國際三  
航空公司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消費者行為分析－

以金門尚義機場為例  
邱垂正  

11 101 王嘉慧  國際三  中國大陸物權法對人民財產權之影響  林政緯  

12 101 林麗娟  觀光三  
房價與入住期間總計變數對於旅館每日住房需求預測

績效之影響 
蔡宗憲  

13 101 王姿婷  觀光三  產品認知與消費行為之研究：以金門高粱酒為例  陳建民  

14 101 吳特嘉  建築二  
戰爭建築歷史研究－以民國 50年代龍騰計畫五大戰略

坑道遺構調查為例  
袁興言  

15 101 簡嘉彣  企管三  陸客自由行政策對金門地區觀光產業發展之影響  林正士  

16 101 王建鈞  資工三  Android手機之螢幕解鎖於大門防盜鎖之設計  李金譚  

17 101 陳又菁  土木二  包覆式摩擦阻尼器之可行性試驗  張簡嘉賞  

18 101 歐婷  土木三  鳥類躲避道路車輛機制之研究  林世強  

19 101 林洪地  企管二  
島嶼觀光休閒產業解說人員培訓之研究─以金門縣為

例  
顏郁芳  



 

 
20 102 王柔捷  企管三  

民宿業經營者之創業導向與經營績效之分析 -以金門

縣為例  
李能慧  

21 102 王濬  國際三  
台灣「柔性權力」在兩岸關係中的影響與對未來的作

用  
邱垂正  

22 102 林彥均  觀光二  金門發展博弈觀光可行性之研究  陳建民  

23 102 李侑儒  資工三  
結合智慧型行動裝置之行車安全與多功能汽車防盜系

統  
李金譚  

24 102 陳俊彥  土木三  以地面光達掃描系統進行混擬土結構裂縫量測  蘇東青  

25 102 李晉發  土木二  金門縣田埔食蟲植物區復育計畫  林世強  

26 103 鄭集仁  企管二  金門縣觀光產業體驗行銷之個案研究  顏郁芳  

27 103 王仁和  國際二  海峽西岸經濟區對金門經濟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邱垂正  

28 103 許雅玲  觀光三  永續低碳島運輸策略之研析：兼論觀光之影響  蔡宗憲  

29 103 徐子桓  企管三  
金門縣免稅商店發展歷程之研究——以昇恆昌公司為

例  
王翔煒  

30 103 郭思愉  觀光二  
兩岸邊境旅遊聯合發展的模式研究―以金廈旅遊圈為

例  
蔡承旺  

31 103 華攸博  國際三  中國大陸對金門供水之戰略價值分析  林政緯  

32 103 陳佳琪  電子三  鋁酸鹽類螢光粉之製備與特性研究  呂昊穎  

33 103 李宗祐  土木三  金門地下水位空間推估研究  蘇東青  

34 103 陳可瑾  電子二  
嵌入式 LGMD 仿生視覺系統設計與智慧車防撞預警應

用  
李金譚  

35 103 李南熺  資工三  數位化智慧型水幕設計  趙于翔  

36 104 郭思愉  觀光三  相似樣本模式於旅館抵店賓客數預測之應用  蔡宗憲  

37 104 劉曼琳  觀光二  旅館業實體設施與人員服務滿意度及關聯性之研究  陳建民  

38 104 潘怡君  企管二  小三通旅運營運模式  林正士  

39 104 陳薈宇  華文三  華語介詞歷時共時分析  楊惠玲  

40 104 方怡捷  國際三  不在籍投票制度─金門試點之分析  林政緯  

41 104 陳彥霖  國際三  直航後金門小三通邊緣化與加值化之研究  邱垂正  

42 104 柯勝富  資工三  互動式心肺復甦術教學輔具實作  趙于翔  

43 104 陳可瑾  電子三  基於腦電混沌特徵的身份識別系統  李金譚  



44 104 江語馨  土木三  具兩階段啟動機制之摩擦型阻尼器試驗研究  張簡嘉賞  

45 104 陳威仁  土木三  
題目：金門地下水資源脆弱度之研究──以  

Mathematica 7 及  ArcGIS 9.3 輔助分析  
蘇東青  

46 104 廖翊均  土木三  會唱歌的道路  林世強  

47 105 黃文萱  土木三  多功式摩擦阻尼器應用於科技廠房減震之可行性評估  林世強  

48 105 范靚文  長照三  
探討金門地區高齡創新服務之顧客使用意願 :以遠距

健康照護服務為例  
翁瑞宏  

49 105 孫子雅  企管二  金門特產業接班人培訓計畫初探  顏郁芳  

50 105 吳賢益  企管二  探討太陽能城發展可行性-以金門縣離島為例  王興國  

51 105 葉永鑫  都景三  金門地區興建遊樂園之可行性研究  洪瑛鈞  

52 105 鍾玉鳳  工管三  咖啡豆產量預測與瑕疵豆識別之研究  江育民  

53 105 葉采俞  華文三  華語常見高能產構詞的詞首詞尾之語意分析  楊惠玲  

54 105 劉俞秀  國際四  歐巴馬政府的反恐策略與挑戰  盧政鋒  
 

  

（三）畢業生的就業及升學  

   本校 100至 102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如表分別從就業、升學、服兵役、準備考試及其他等方

面來看，以就業佔最多數，總畢業人數達 1,876人，扣除升學、服兵役、準備考試，就業率達 79

％。以繼續升學而言，逐年逐漸升高。  

【100至 102學年度畢業生流向一覽表】  

（四）畢業生的傑出表現  

  本校創校迄今，倏忽已邁入第 20 年。在全校師生永續經營的努力下，培育許多職場和繼續升

學的傑出校友，在各公、私部門職場上都有傑出表現，如在金門縣議會擔任議員、董事長、營造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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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業  

人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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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  

畢業流向（人數  /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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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或進

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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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服役

中  

準備  

考試  

尋找工

作中  

其他(含家

管) 

人數  比例  
人

數  

比

例  

人

數  

比

例  

人

數  

比

例  

人

數  

比

例  

人

數  

比

例  

100 491 343 270 79% 14 4% 7 2% 9 3% 5 1% 38 11% 

101 679 493 346 70% 33 7% 44 9% 10 2% 38 8% 22 4% 

102 706 502 350 70% 38 8% 61 12% 17 3% 25 5% 11 2% 



業高階主管、工程師…等，除了發揮專業外，亦能創造許多職場佳績，如附表。  

【歷年來本校工作傑出校友一覽表】  

編號  姓名  現職  

1 李光杏  駿益營造負責人  

2 陳文傑  東穎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  

3 蘇承基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秘書  

4 何家詳  京元電子產線工程師  

5 許燕輝  冠峯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長  

6 蔡成傑  龍捷九鼎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7 梁耀南  梁耀南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8 于青雲  海巡署教育訓練中心課員  

9 林練雄  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局隊長  

10 何銘輝  金門縣政府資訊室資訊管理師  

11 周偉義  地方法院技工  

12 董森堡  金門日報社記者  

13 王傅憲  佳美廣告負責人  

14 許換生  金門縣立體育場場長  

15 劉永基  台灣銀行宜蘭分行副經理  

16 王慧萍  金湖國中代課老師  

17 馬妍庭  光寶科技公司(高雄廠) 專員  

18 洪淑真  金環球旅行社業務經理  

19 翁明惠  金寧鄉代表會代表  

20 楊恭橋  中華電信金門營運處經理  

21 李淑瑾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科員  

22 王中聖  金門縣工商策進會總幹事  

23 歐陽儀雄  金門縣議會縣議員  

24 翁明振  中國國民黨金門縣黨部組長  

25 吳伯揚  蘋果日報記者  

26 吳佳駿  國立金門大學助理教授  



27 蔡欣怡  金門縣觀光處科員  

28 楊誠國  金門縣議會總務主任  

29 李誠智  金門縣議會縣議員  

30 許玉昭  金門縣議會縣議員  

31 洪念慈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金門航空站主任  

32 洪國輝  金門高分院科長  

33 蕭偉權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特助  

34 黃泰勛  營造廠  

35 蔡欣怡  金門縣觀光處科員  

36 鄭大行  國立金門大學專員  

37 楊欽鎗  國立金門大學組長  

38 莊俊榮  景美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歷年考取研究所學生一覽表】  

編號  姓名  研究所  

1 魏玉嘉  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博士班 

2 張立齊 錄取北京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  博士班  

3 謝嘉玲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博士班  

4 吳宮頡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系學系碩士班  

5 楊明禎  台北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碩士班  

6 蔡嘉峪  國立台南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7 徐翊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8 郭冠麟  國立東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碩士班  

9 周士弼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10 張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 許育榮  國立東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碩士班  

12 朱育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13 林易翰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4 朱延鴻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5 劉政典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6 許登凱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7 鄧孝永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8 簡彧頎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19 施宇鴻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班  

20 陳煜文  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空間資訊組  

21 蔡祐麟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22 蔡於恩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23 岳婷瑜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24 陳冠豪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25 束天宇  國立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系碩士班水資源組  

26 莊友妤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旅遊健康研究所  

27 陳哲正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位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28 鄭運達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29 羅湛然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30 詹佳穎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31 吳沛禧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32 潘維欣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33 余必猷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34 許正誼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35 張捷穎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36 蔡皓丞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37 蘇國銘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38 許珍珍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碩士班  

39 簡彩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班  

40 吳育鑫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41 郭俊良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42 魏玉嘉  國立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  

43 江昱學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班  

44 董翊弘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班  

45 劉香麟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46 蔡浩祥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47 陳薏妃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碩士班  

48 林淑珍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碩士班  

49 江宗翰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碩士班  

50 吳雅惠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碩士班  

51 李玟萱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52 林麗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53 盧俊良  國立臺南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54 黃勝誼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55 林佑禧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56 李宜澄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57 莊傑麟  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58 黃宏哲  彰化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59 游家昇  淡江大學電機所  

60 曾于玲  台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61 王建鈞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62 周美辰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63 賴嘉利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64 蘇姿綺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65 賴政文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66 吳雅琪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67 歐婷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68 黃柏瑜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管理組  

69 蘇玟豪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企管組  

70 簡韶汎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觀光組  



71 林定慧  國立嘉義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72 周昭村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碩士班  

73 杜聿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  

74 曾宜君  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75 楊孟軒  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76 呂欣穎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建築組設計與計畫類  

1.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構造美學與場域組  

77 簡瑜汎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城鄉思維與實踐組  

78 馮多琪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文化資產組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79 洪健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設計與理論組  

80 葉智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設計與理論組  

81 何妍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甲組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82 楊安琪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城鄉規劃與研究組  

83 林炬燁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城鄉規劃與研究組  

84 沈承叡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85 王鵬華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86 趙    涵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87 吳允榛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88 林雅萱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89 李蘋蕾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90 張譽鐙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91 林嬙薇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碩士班  

92 徐翌玲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碩士班  

93 許銘元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碩士班  

94 陳昕妤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碩士班  



95 黃冠霖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碩士班  

96 劉建泓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食品應用組碩士班  

97 陳玉淋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98 葉珊君  國立護理大學健康管理研究所  

99 陳奎民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100 胡仲宣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101 陳曉毅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102 何晨佑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103 王英威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104 吳建億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105 許盛宇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106 鍾緯倫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資訊科學組  

107 詹翌群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資訊科學組  

108 林韋群  國立交通大學生醫工程系甲組生醫資訊  

109 許肇驛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乙組晶片系統組  

110 李錫昱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乙組晶片系統組  

111 文胤臣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112 王   濬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13 簡宏宇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14 張丞玉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115 許馨方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16 蕭儒璟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所營建管理組  

117 林潔金羽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所結構組  

118 陳偉倫  台北科技大學土木所營建管理組  

119 林忠佑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防災與永續組  



120 陳又菁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防災與永續組  

121 鄭宇倫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防災與永續組  

122 張家安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碩士班  

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碩士班  

123 戴淯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班  

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班  

124  洪書婷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碩士班  

125 羅玉倩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碩士班  

126 謝明倫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碩士班  

127 程至偉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碩士班  

128 曾琮瑄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碩士班  

129 陳雅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碩士班  

130 司徒靖翊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碩士班  

131 廖心詮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碩士班  

132 王思涵  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所  

133 施秀臻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碩士班  

134 董慶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人力資源組) 

135 張育瑄  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碩士班  

136 黃雅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所碩士班  

137 黃翊修  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38 歐陽儀雄  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139 盧春錦  國立金門大學理工學院工程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140 翁宗駿  國立金門大學理工學院工程科技碩士在職專班  

141 李宗祐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測量組  

142 莊奕聖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防災所營管組  

143 許力心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44 曾啟貴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45 吳采翊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46 吳政逸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47 李晉發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48 陳柏元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49 張育綸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150 蔡維庭  英國 Newcastle University人力資源研究所  

151 曾家崟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研究所  

152 劉柏呈  國立金門大學管理學院創新事業與島嶼經營碩士班  

153 張抒平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154 曹瓊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155 劉庭君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156 王晨芳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乙組) 

157 李湘婷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班  

158 黃宇軒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建築組碩士班  

159 王立德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文資組碩士班  

160 張茗傑  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161 林偉盛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62 陳靜君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63 屈紫庭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64 黃柏竣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所甲組生態與分類組  

165 王喻  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研究所  

166 陳映庭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67 黃子馨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68 王琬筑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69 馮玟慈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70 傅佳巧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71 李政儀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72 普敘峰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73 華攸博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174 黃鈴雅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175 張紓綺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176 卓   敏  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177 楊家豪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學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178 姚科名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179 張心怡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180 李綺妮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研究所  

181 曾意評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82 吳昱宏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83 林鼎翔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184 范凱婷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185 李芷瑩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  

186 凃奕豪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  

187 江建賢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188 董柏甫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189 朱雅璿  國立台北大學資訊工程碩士班  

190 李南熺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科技碩士班  

191 華柏翰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碩士班  

192 張婕筠  國立金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  

193 鄭雅芳  國立金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  

194 劉珈旻  國立金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  

195 方子豪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會計系研究所碩士班  

196 陳佳琪  

國立成功大學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精密工程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197 卓虹吟  國立成功大學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198 楊鈞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光電科技研究所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  

199 林柏佑  

國立交通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生醫電子與光電組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計算機工程組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系統與生醫組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控制工程組  

國立高雄科技應用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200 紀韋均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班  

國立曁南大學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201 王敬陽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班  

202 高詳晉  國立金門大學智慧計算與應用所  

203 詹鈞丞  國立曁南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204 鄧杰人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班  

205 陳時羽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班  

206 王宏修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班  

207 張冠博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班  

208 陳頤紹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班  

209 卓易慧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碩士班  

210 洪鈺芝  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11 廖翊均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212 郭建亨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213 陳威仁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214 陳繡山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科技碩士班  

215 尤宏平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科技碩士班  

216 江語馨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碩士班  

217 張豪驛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碩士班  

218 蕭光佑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219 王耀霆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220 林沂岑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221 曹智維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班  



222 陳昌暐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碩士班  

223 費姿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碩士班  

224 胡亮丞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碩士班  

225 江依柔  國立金門大學理工學院智慧計算與應用碩士班  

226 曾柏維  國立金門大學理工學院智慧計算與應用碩士班  

227 鍾文凱  國立台金門大學理工學院智慧計算與應用碩士班  

228 柯勝富  私立淡江大學電機工程碩士班積體電路與計算機系統組  

229 楊詔羽  私立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機器人碩士班工程碩士班 A 組  

230 謝汯恩  私立淡江大學電機工程碩士班積體電路與計算機系統組  

231 呂敦仁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232 錢嘉賓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233 張春生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234 林毅芳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235 羅世顗  國立金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236 陳可瑾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237 李建霖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班(電子組) 

238 劉亦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腦與通訊工程所  

239 陳湘旻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光電子工程研究所  

240 孫筱韻  國立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所  

241 王婉慈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研究所  

242 陳柏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研究所  

243 陳虹澐  

MA, Master of Arts Music Management at  

University of Sheffield(conditional offer) 

MA Arts, Business and Creativity at   

Newcastle University(conditional offer) 

244 陳一方  MSc,Business Analytics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245 李建德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246 葉美珍  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247 郭思愉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248 李思葶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249 邱 嵂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250 高凡媜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碩士班  

251 吳孟璇  
國立師範大學運動休閒餐旅管理研究所   

運動休閒管理組  

252 周芷宇  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研究所  

253 林 延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班  

254 陳亭穎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食品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55 張鈞詠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256 江明賢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257 葉智瑀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258 王曉玲  國立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259 蔡靜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260 林振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261 王仁和  國立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262 方怡捷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班  

263 陳彥霖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264 洪于翔  北京大學  軟件與微電子學院計算機技術  低碳技術與經濟  

265 楊采薇  北京大學軟件與微電子學院計算機技術  低碳技術與經濟  

266 王怡茹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267 李怡嫻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268 黃柔綺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69 余宗勳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270 邱德晏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271 吳嘉浤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  

272 蕭意璇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273 徐昊宇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274 鄭育婷  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275 翁鵬翔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276 蔡尚欣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班  

277 林明柔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與古物維護研究所  

278 陳薈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學系研究所  

279 陳志弘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280 顏加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281 吳其瑾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282 楊婷嵐  國立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  

283 楊千宜  國立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  

284 吳孟澍  國立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語言與跨文化碩士班  

285 呂子霽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碩士班  

286 林宗儫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學系  

287 馬宗賢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288 徐燕琴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289 許維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歷年考取公職學生一覽表】  

編號  姓名  類別  

1 陳韻玫  基特會計及格  

2 黃雄成  高普考高速公路局技士及格  

3 吳志偉  基層特考級格  

4 吳彩華  司法特考及格  

5 陳明梨  高普考行政及格  

6 楊筱婕  地方特考公務人員考試  

7 許秀鴻  公務人員新北市地方特考  

8 魯駿逸  公務人員澎湖縣地方特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