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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組織重整後的發展



創立沿革

教育學院成立，其下分設
「教育科技學系」、「教
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師資培育中心」。

89學年度

91學年度

96學年度

102學年度

110學年度

成立「教育心理與諮商
研究所」、「未來學研
究所」。

增設「教育學院教育領
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

成立「課程與教學
研究所」。

整合「教育政策與領導研
究所」、「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未來學研究
所」，成立「教育與未來
設計學系」。



Cycle Process過去以研究所為主體的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與
領導研究所

未來學研究所

教育心理與
諮商研究所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教育科技學系

策略遠見研究中心

教育領導與
科技管理博士班

師資培育中心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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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的

創新

數位課程

頂石課程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參與及實踐課程

翻轉課堂教學

理論與實踐的

辯證

淡海學習共同體中心

教育部學習領導下的

學習共同體

VR/AR教材開發推動

與示範計畫

在地與國際的

開展

前進高中共創媒合平台

史懷哲教育服務

滬尾榮景、共學再造

在地/國際研討會

國際合作研究

姐妹校交流

跨國移地學習

學校與產官的

協作

產: HTC課程合作

策略規劃師

官: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

淡海國際教育城

臺北市亮點計畫

六都策略聯盟等多項

銜接教育部政策作為

既有優勢



課程與教學
的創新

教科系有18門課程提供數

位課程教材，7門課程經

教育部認證通過。

數位課程

與興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設計實體與線上兩種課程。

頂石課程

透過碩士班課程結合服務學習計畫，

與協作學校合作，讓研究生協助協

作學校設計成套特色課程，深化其

概念理解，並札實精煉課程設計技

能。

專業服務
學習課程

與30組廠商合作參與展覽，

展示如何讓企業成功轉型

與數位學習結合。

畢業專題

透過浸潤於真實學校場域的環

境體驗，進行教育（課程設計）

與建築（空間改造）的跨域對

話與交流。

課程所 X 建築所 X 文化國小

以文化國小「樹屋平台」為

體驗學習場域，透過教育理

念與空間改造的對話，培養

重視人在環境中的環境教育

發展思維。

「校園空間可以不只是工程，而
是教具，甚而是學習的本身！」

參與及實踐課程



課程與教學
的創新 數位課程 頂石課程

專業服務
學習課程

課程所 X 建築所 X 文化國小
「校園空間可以不只是工程，而
是教具，甚而是學習的本身！」

參與及實踐課程



課程與教學
的創新

快時尚
實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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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踐
的辯證

淡海學習共同體中心

教育部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

教育部VR/AR教材

開發推動與示範計畫



前進高中 共創媒合史懷哲教育服務

在地與國際

的開展

滬尾榮景 共學再造



E D U C A T I O N

在地與國際

的開展

芬蘭土庫大學

教師蒞校交流

武漢大學
學術交流

浙江大學
研討會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南國商學院參訪

廣州中山翠亨村



學校與產官
的協作

多項銜接教育部政策作為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

(臺北/新北/新竹/基隆/臺東)

淡海國際教育城

六都策略聯盟

臺北市亮點計畫

多項新課綱課程與教學研討會

iEARN國際專業教育知能工作坊

「教育與未來想像--建構淡海國際教育城」論壇

iEARN
國際專業教育知能工作坊

六都策略聯盟協力十二年國教 協辦學習共同體研討會-中小學

協辦和平教育研討會-國教院



學校與產官
的協作

NGO

經濟弱勢者工作未來工作坊

參訪台灣設計研究院

「企業變革與創新」未來思考工作坊

香港樂施會_世界公民教育工作坊

社會各界

政府部門

企業組織

HTC捐贈135台Flyer供課堂教學使用，探討

網路智慧財產權、網路成癮、資訊安全、

資訊倫理、等議題

國
語
日
報
專
欄

課程合作、策略規劃師



Cycle Process

組織重整後

以大學部與研究所並重的

教育學院



組織架構

教育學院

教育心理與
諮商研究所

師資培育中心

策略遠見研究中心

學習領導與
教育發展碩士班

未來學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
博士班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教育科技學系

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



領域發展

設計

領導

心理

師資
培育

未來
思考

科技

未來
學習



大學部發展

 學教育不教書，
出路在哪裡？

 社會變化之因應



重視活學活用的課程設計
教育科技學系 教學模式

A
Analysis
分析

D
Design
設計

D
Develop
發展

I
Implement

執行

E
Evaluate
評估

確認問題及學習
需求。

定義學習目標及
教學策略。

發展並驗證學習
資源。

準備學習環境並
執行學習方法。

評估課程教學的
成效。



重視活學活用的課程設計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 教學模式



社會變化之因應：新增課程
以教育科技學系109-110新增課程為例



社會變化之因應：促進學生心理健康

1. 教育科技學系大學部開設心理健康相關課程。

2.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學生將提供本院學生輔導諮詢服務。



社會變化之因應：培育就業即戰力
以教育科技學系為例－畢業專題成果展

設計屈臣氏收銀員
訓練教學影片，一
次完成工作教學。

設計特力屋地板拼
裝教材，提供客戶
購買地板後之參考
教學。

與各大企業合作開
發人資訓練資源，
展現畢業生強大之
就業即戰力。



研究所發展

轉型更名

跨域學程

國際化教學



國際化教學跨域學程轉型更名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與科技
的結合，將籌設新學程。

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
目前共計五位外籍生，將擴
大招收外籍生，逐步發展全
英語授課班。

因應社會需求的變動，「教
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自110
學年度起轉型更名為「學習
領導與教育發展碩士班」。



學術研究

重點研究

跨域研究

國際合作



教育學院107-109學年度研究計畫案統計

系所別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09
專任

教師人數

教科系 4 2 5 13

教政所 4 3 2 5

教心所 0 0 0 7

未來所 1 1 1 6

課程所 3 2 3 5

師培中心 1 1 0 5

共計 13 9 11 41

系所別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09

專任
教師人數

教科系 1 1 2 13

教政所 0 0 0 5

教心所 2 2 2 7

未來所 1 1 1 6

課程所 2 0 2 5

師培中心 1 0 0 5

共計 7 4 7 41

科技部研究案 一般研究案

件數/教師比例 26% 件數/教師比例 17%

件數/教師比例 44%



重點研究

設計

領導

心理

師資
培育

未來
思考

科技

未來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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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112至116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研究主軸規劃

2-7 未來學習助力部署

2-7-1 未來素養活化學教

2-7-2 領導學習設計未來

2-7-3 未來科技創新學習

2-7-4 心理韌力敘事未來



AI時代新興學習科技、

遊戲與運算思維等的發

展與應用

AI時代運算思維與新興

學習科技對學習帶來的

衝擊

探究

AI時代運算思維與新興

學習科技於不同年齡層

使用的適當性與影響

探究

AI時代新興學習科技與

運算思維在各國教育政

策上的內容與領導

探討

AI時代運算思維與科技於

不同年齡層使用的適當性

與學習領導上的規劃

構思

依據研究發現，給予

學習者適齡使用及學

習相關政策上的建議

建議

跨域研究

AI時代的新興科技、學習心理與學習領導跨領域研究群

教政所 X師培中心 X電機系 X資管系

探討

經由學生學習歷程與成

果分析，檢視教學與教

育政策的效果。

透過人工智慧與深度學

習分析學生學習風格與

心理特質。

探究

研發AI推薦系統，給

予教師教學策略上的

推薦。

建議

AI時代的科技應用與課程設計跨領域研究群

課程所 X師培中心 X電機系 X通核中心

探討



 未來所 X 伊朗德黑蘭國家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學術合作備忘錄

 策略遠見研究中心 X 比利時Open Time中心

共同成立遠見未來國際聯合研究中心
 全球學校領導研究計畫

The World School Leadership Study

 東亞教學領導：跨文化協同研究計畫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A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Study
國際合作研究

成立國際研究中心進行國際合作研究

國際合作

 成立移動未來人文國際聯合研究中心

合作單位：Center of Southeast Asian Social 

Studies &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Indonesia

 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臺、美表現比較分析



教師社群

研究社群

教學社群

產學社群

其他社群



研究社群 教學社群

產學社群

15人

8人

其他社群

16人

5人

全院跨單位教師社群：

全院教師依志願加入教學、研究及產學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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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活動花絮

教師社群

教育學院教師社群「多元與創新」教學研習活動

「多元與創新」講座 融合CDIO模式於土木系新工程教育

國際招生策略



E
D

U
C

A
T

I
O

N前瞻台北20年

數位閱讀素養與媒體識讀能力 AI發展與心理工作交會的可能性

諮商專業發展的回看與前瞻
活化教學-故事化教學

教育政策與領導在AI時代的發揮

社群活動花絮

教師社群



Any questions ?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