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1 次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時間:112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早上 9點 

地點: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說明：(略) 

參、提案討論：                                     記錄:羅良娟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行政單位「108-115 近中長程計畫書」修正案，敬請 討論。 

  

說明： 

一、因應高等教育嚴峻挑戰及內外在環境急速變化，並配合本校校務系統、校 

    務評鑑及高教深耕計畫，爰辦理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修正，期透過 

    滾動式修正，逐年達成校務發展之目標，期能永續發展。 

二、附「108-115 近中長程計畫書」修正對照表（如提案附件 1）。 

三、本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修正後掛研究發展處網頁供參閱。 

決議: 

本案由我們本校再組成一個小組來做討論。 

 

楊慶煜委員: 

第一、高師大中長程計畫，建議要扣起整個學校的願景跟目標。 

第二、高師大深耕計畫有自己的亮點，也很重視 sdgs，建議再多出一個特色，

就是國際化， sdgs 不只是跟校內的學術，教學、行政、研究、產學相連結，

需再跟國際相聯結。  

 

陳惠萍委員 

第一、新的東西做更精簡的處理，有部分跟前面是重疊的，比較建議精緻化。 

第二、高師大的未來學生圖像是什麼，可以再更精準的描述，讓大家知道我們

的辦學的目標方向跟理念 

第三、在進行校務發展會議，建議增加校務發展諮詢會議。 

第四、整個的班次，學生出路的這些發展表格，比較建議就直接就可以放到附



錄裡面去。 

 

陳永森委員 

屏東大學中長程計畫，闡述學校的願景是什麼，接著藉由分析我們發展的脈絡

以及未來的挑戰去做課程的規劃與願景，都會在網上公佈，讓大家都知道我們

的學校在做什麼的事情。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工智慧研發產學中心 

案由：修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工智慧研發產學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 

說明： 

一、本中心業務日漸擴增，故擬修正本辦法第五條，增聘專案經理人，任用辦

法另訂之。 

二、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工智慧研發產學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如提案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由：本校教育學系 114 學年度擬停招「學校行政領導碩士班(夜間)」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旨揭教師進修碩士專班近年來報考人數銳減，自 105 學年度招生以來數次

未達報名人數而未能成班(105、106、108、110 學年度均未成班)，近兩年均不

足 10 人報考開班。 

二、學校行政領導碩士班近三年核定招生名額為 10 名，110 學年度報名人數僅

2人未成班、111 年 6 人報考，實際報到註冊人數僅 2人;112 年 9 人報考，實

際報到註冊人數僅 6 人。 

三、因本班招生狀況不佳，經本系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臨時系務會議書面審議

通過，擬自 114 學年度停招該班別。 

四、本案業經 112 年 11 月 1 日教育學院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

過。 

五、檢附系所停招規劃書如附件。 



六、本案業經 112 年 12 月 11 日第 41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續送校務會

議討論，通過後依教育部來文提報 

研究發展處:教育部特別強調說系務會議紀錄一定要有學生的簽名，他們很重視

這個，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要附上去。 

進修學院:請教育系彙整未畢業學生數，受教權很重要，還有幾個學生盤點出

來，學分如果沒有修完如何讓他們順利修完，請教育系補充這一塊。 

邱主任:未畢業學生受教權益的維護，原則上是跑完行政流程的合法性，目前的

學校行政班，是招到 113 學年度，很多的課是共同開課，然後 115 學年度以後

的、沒有修完課的這個學生，然後我們都會繼續開課，讓他們修完，會多說

明、對所有的學生，包含休學的，都會打電話，用書面的方式請他簽名，會完

成所有的學生的權益。 

 

決議: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王政彥校長:那接下來我想利用臨時動議的時間，把我們一些想在校園推動的教

育的做法，聽聽四位校長的經驗和做法， 

第一點， sdgs 是普世價值，高科大設有永續發展處，本校未來也規劃成立一

個永續發展學院， usr 或國際的一個交流，本校會持續來推動。 

第二點，和平校區校舍老舊問題，最新的研究大樓 109 年，再來就是 82 年的活

動中心，本校計畫參與教育部的新宿舍運動，利用這一次，把和平校區的四棟

宿舍整個大改造。 

第三點，高師大缺幼兒園，現在政府鼓勵生育，有所謂業界或是機關的一個公

費公立幼兒園這樣子的一個獎勵作為，由國教署來列管，所以本校也希望補足

幼兒園這一塊，台南大學、屏東大學，都有幼兒教育的專業和幼兒園。 

第四點，產學這一塊，因為向來師範大學有包袱，不過近幾年來已經有穩定的

在成長，那希望再進一步的一個提升。 

第五點，燕巢校區，向來就是生活機能和生活的品質不足，希望能夠提升，未

來規劃人潮帶進來，藉由探索教育的這樣的一個規劃，還有慢速壘球的建置，

然後結合我們在燕巢校區，科教、理學院，兩大 maker，把營隊帶進來，以高

中生為對象，整修文萃樓住宿，結合探索教育、營隊教育、生態教育，把人潮

帶到燕巢校區，活化整個生活圈。 



 

楊慶煜委員 

高科大燕巢校區，十幾年前教育部撥經費，但是併校之後，距離是很大的障

礙。燕巢校區，號稱有 100 多公頃，但實際上可以開發的只有 50 幾或 27 公

頃，所以本校不會再去增加學術單位。但是，未來我們有兩棟樓會蓋，規劃成

一個屬於大型產線、實驗室的工廠。宿舍費收費太貴學生會有意見，燕巢過去

的規劃其實在高應大時代，也因此造成在建工校區的建設，這幾十年來就都是

空轉，併校之後，剩下沒多少空間，連操場都沒有，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校區是

困難的，還好距離第一校區很近，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事實上這兩個校區

在將來是相輔相成的，加上紫線捷運開始會更舒緩距離偏遠問題。燕巢目前的

狀況大概是這樣，本校未來不會再有學術單位進去，至於蓋第二棟宿舍，將來

是屬於雙層的概念。 

 

陳月端委員 

第一點，從財務的觀點來看，教育部補助 50%，另外 50%需要的經費是高師大要

支付，這一定是從校務基金支付，明年老師的薪水，基本薪會調漲 4%，研究經

費會調漲 15%，而這樣子的經費，教育部負擔 70%，學校要自行負擔 30%，都是

從校務基金來支援，三棟宿舍，加上調薪 30%，校務基金會 down 得很快，建議

要有適度的外部資源的引入。 

第二點，產學的部分，高科大的產學非常的到位，有哪些優勢，本校和高師大

可借鏡，老師心態上，還有在整個教學和研究，都要跟著去做調整，產業跟社

會連結，要做到到位。希望達成產業出題，業界、學界來解題成功。新創團隊

解題成功，有機會變成大廠商的供應鏈，效益是非常卓越，也建議盤點校內有

哪些優勢，老師的研究可以去跟產業去做那些連結，再來，要有具體的行動方

案。高師大屬於教育體系，在教育這部分是可以琢磨的，可針對教育部現在推

動政策，高師大可以提出解方的，要主動去關注，就算是國立大學，自籌款的

壓力也很大，都有一個財務自我要求的壓力，主動跟積極了解外界要什麼，一

發現資源還不足，就爭取有效的方法，這是提供給高師大參考。 

 

 

 



陳惠萍委員 

第一點，新宿舍運動，對學生來講，都會比較，建議在動工的過程當中，要跟

學生做好一個良好的溝通。 

第二點，本校是師範轉型，幼教系是很重要的一個科系，少子化會越來越重視

幼兒園的教育和課程，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向，未來規劃時，跟國外產學連結

是教 abc 幼兒教材，是未來課程的內容多元的地方。 

第三點，產學部分，本校綠能系有多一點的亮點，鋰電池已經成立第一個新創

公司，都已經接到國外的訂單，新創公司也一直在增資當中，第二個是太陽能

中心是第二所新創公司，可能在某些產業上沒辦法面面俱到，但是特色的部分

就是展現出來。  

 

陳永森委員 

第一點，本校非常重視宿舍的改造，新宿舍運動的錢不是讓大家改造宿舍內部

空間或是設備，其實是要為公共性，學生的公共生活跟教學連結，歷經兩三

年，教育部委員意見不好溝通，建議找好一點的建築師，可以減少一些摩擦會

更好更順利。 

第二點，教育部推動幼兒園，希望本校在內部成立一個非營利幼兒園，不過因

為師資的關係，沒辦法再去增加一個新的部分，屏大幼教系有很多的國際化教

材、師資，來支援也都沒有問題，未來兩校一起來成就這件事情，教育部相當

鼓勵，這樣子高師大就從幼兒園到博士班都有，是非常完整的。 

第三點，屏東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可以跟高雄這邊的產業界去做互助合作，

可以參加一些產學會，會發現需求，目前也在積極進行中，設專業經理，是很

重要的。 

第四點，校園的部分，因為探索教育需要投資，建議可以跟目前的課程接觸，

體育系或是相關的以外活動一起來做，變成一個專業性，培育學生通過課程，

跟相關單位去做合作，這樣可讓校內可以有更多的發展。 

 

楊巧玲委員:剛才聆聽了各位的高見，真的是很敬佩，但是高師大也是很努力。

剛才提到 STGS 這個部分，目前我們是用 take 的觀念，總共有 17 項裡面，第

10 項優質教育，因為本校是師資培育的主流的大學，所以在相關的文件裡面，

有針對這一部分再擴大，因為其他的可能也不是本校那麼擅長的，可是優質教



育我覺得是可以多做結合補充，把他凸顯出來放大。 

 

陳永森委員: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校務研究人員負責規劃怎麼做，要有經費，也可

以結合政府的大計畫，到底要定目標往哪裡發展，在這個過程當中，需要務

實，學校規模變大，外面要委託學校也比較放心，然後也會比較容易成為產學

的來源的支持。 

 

王政彥校長: 

剛剛四位校長提供很多高見，我們記錄下來先做修正，校內我委由副校長，我

們再組成一個校務組，再來用減法的方式把他精緻化，剛剛我們屏東大學校長

特別提到簡版，一目了然，校務發展的重點在哪裡很清楚，我也蠻喜歡用這樣

的方式。 

伍、散會(早上 11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