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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規範 5：教師 

從規範一至規範四所訂定的任何辦法與措施，其最後的執行最主要還是需仰賴系上所

有老師全心全意的投入，才可能付諸實行。從民國六十一年建校至今，配合教育環境的變

遷，本系師資結構已有了相當大幅度的改變。其中與教師有關的重要事項，簡述於下： 

5.1 教師人數 

本系目前專任教師 23 名，除鐘滿祥老師為物理系畢業外(目前主要授課為普通物

理)，其餘師資均為電機背景(即學士學位為電機工程)。另外有兩位合聘的微積分老師(主

聘在本系，從聘在共教會)，這兩位老師的授課時數均在本系，亦實為本系專任教師。以

教育部教師員額計算方法，96 學年度本系總學生人數除以 25 位專老師所得的生師比約

為 26。為彌補生師比稍高的情形，96 學年度本系尚聘請兩位兼任教師開授專業選修課程。 

本系從工專改大後，全系教師結構亦發生重大改變。多數教師經由進修管道取得博

士學位升等為助理教授或是副教授。而因應學生人數的成長，本系藉由增聘老師以降低

生師比並藉此充實電機各領域的師資。下圖為本系近年來專任教師級職分佈表。 

專任教師級職分佈專任教師級職分佈專任教師級職分佈

232323232222222221212121212121212121

教師教師

人數人數

3344556677889912121414講師講師

20201919171716161414131312129977
助理助理

教授教授

以上以上

20082008
預計預計

2007200720062006200520052004200420032003200220022001200120002000

目前系上專任教師中有4位教授*  
註：本系尚有兩位專任合聘微積分教師未列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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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完稿為止，目前本系兩位講師，其中一位已於今年 6 月取得博士學位，並以學位送審

副教授中。另外一位講師也預計明年可取得博士學位。全系教師每週的工作量可分為教學、

研究、服務三部份，全系教師 96 學年度教師工作量平均統計表，請見表 5-1。 

 

表 5-1 為本系 96 學年度上下學期教師工作量平均統計表 

時間分配百分比 
教師姓名 專/兼任 每週工作時數

教學 研究 服務 其他 

董心漢 專任 90 25% 15% 60% 0 

張國財 專任 45 40% 40% 20% 0 

楊百川 專任 40 45% 10% 45% 0 

陳文序 專任 48 35 45% 20% 0 

林志鴻 專任 50 60% 25% 15% 0 

張呈源 專任 70 35% 45% 20% 0 

曾坤祥 專任 60 50% 25% 25% 0 

張維福 專任 60 70% 10% 20% 0 

李贊鑫 專任 70 35% 40% 25% 0 

吳有基 專任 70 35% 45% 20% 0 

馬肇聰 專任 80 35% 50% 15% 0 

戴滄禮 專任 60 40% 40% 20% 0 

顏吉永 專任 60 50% 30% 20% 0 

許正興 專任 80 35% 50% 15% 0 

柳世民 專任 80 35% 45% 20% 0 

林錦垣 專任 60 35% 35%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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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富爵 專任 60 40% 35% 25% 0 

陳美玲 專任 80 70% 15% 15% 0 

湯貴土 專任 60 60% 20% 20% 0 

江炫樟 專任 70 35% 50% 15% 0 

鍾滿祥 專任 70 70% 10% 20% 0 

張志銘 專任 70 35% 50% 15% 0 

林明寬 專任 60 50% 30% 20% 0 

註：各活動總和須為 100%。 
 

5.2 教師專長 

本系目前專任教師 23 名依專業劃分為電能(8 人)、電機與控制(7 人)、3C 整合(8 人)三大

領域，如下圖所示 

師資現況師資現況

8

7

8

0 2 4 6 8 10

電能領域

電機與控制領域

3C整合領域

人數

專任教師：專任教師：23 23 位位
合聘教師：合聘教師： 2  2  位位 ((微積分老師微積分老師))
兼任教師：兼任教師： 2  2  位位

專任教師專長分佈專任教師專長分佈專任教師專長分佈

電 能 領

域

3 5 %

電 機 與

控 制 領

域

3 0 %

3 C 整 合

領域

3 5 %

電 能 領

域

3 5 %

電 機 與

控 制 領

域

3 0 %

3 C 整 合

領域

3 5 %

3C整合領域3C3C整合領域整合領域 電機與控制領域電機與控制領域電機與控制領域 電能領域電能領域電能領域

專任教師中有5位獲得國外博士學位專任教師中有5位獲得國外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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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師資結構穩定，近 20 年來無任何教師離職。最近幾年，因改大自然增班，校方同意新

聘教師。故本系在電機類的主要課程：舉凡電力、控制、計算機、通訊、固態等電機主要

領域的基礎與專業課程，皆能如數開設。下表為全系專任教師基本資料：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歷 專  長 開 課 名 稱 備   註

教授 江炫樟 
國立清華大學電
機博士 

電力電子、電機控制
切換式電源供應器分析
與設計、再生能源轉換 

曾任研發長、教

務長、院長、系

主任 

電機技師 

教授 吳有基 

美國喬治亞工學
電機與電腦工程
博士 

電力工程、網際網路
之應用、最佳化方
法、 
電腦監控技術、電業
自由化  

最佳化理論、電力系統
最佳控制、彈性交流輸
電系統 

曾任學務長、圖

書館長、系主任

 

教授 李贊鑫 
國立清華大學電
機博士 

電力電子、控制工程
電力轉換器控制、非線
性系統 

曾任系主任 

工業電子乙

級技術士 

教授 張國財 

國立清華大學工
程與系統科學所
博士 

超音波工程、電力電
子 

壓電元件、陶瓷通訊元
件、超音波工程、 電機技師 

副教授 林志鴻 
中原大學電機博
士 

電機控制 、智慧型
控制、非線性控制、
電力電子、微處理機
介面與應用 

類神經網路、高等電機
理論 

曾任教學發展中

心主任 

室內配線乙

級技術士 

副教授 馬肇聰 
英國史查克萊大
學電機博士 

電力電子應用、電力
系統控制、FACTS 

電力品質控制、電力系
統運轉、半導體化電力
控制 

曾任系主任 

工業配線乙級

技術士 

室內配線乙級

技術士 

甲種電匠、乙

種電匠 

副教授 戴滄禮 
國立清華大學動
機所博士 

電機控制、控制工程
線性系統理論、系統鑑
別 

曾任綜合業務

組組長、副總務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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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歷 專  長 開 課 名 稱 備   註

副教授 顏吉永 

國立清華大學工
程與系統科學所
博士 

電機控制、可變結構
控制、超音波工程 

可變結構控制、應用數
學  

副教授 許正興 
國立成功大學電

機博士  

高頻電路與元件、半
導體元件與製程、電
子材料工程 

電子材料工程、微波電

路及元件 

陶業研究學

會優秀青年

會員獎 

副教授 

 
柳世民 

美國南加州大學
電機博士 

光機電系統整合、彩
色影像量測、校正與
列印技術、DSP與
FPGA系統設計、控制
系統與最佳化技術 

數位信號處理、高等電
機理論、數位影像處理 

工研院光電

所列印系統

部工程師、顧

問 

副教授 董心漢 
國立交通大學電
子所博士 

半 導 體 元 件 與 物
理、光電子學 、電
磁理論 

高等電磁學、半導體元
件、光電材料及元件 現任系主任 

副教授 曾坤祥 
國立清華大學 

動機所博士 
電機控制、微機電 

模糊理論、高等控制理

論 

曾任課務組組長

工業配線乙級

技術士 

室內配線乙

級技術士 

副教授 楊百川 
國立成功大學電
機博士 

電力規劃、電力系統
運轉與模擬 

電力規劃、分散式電能
系統 乙級技術士 

副教授 林錦垣 
國立清華大學動
機所博士 

可變結構控制、系統
整合、數位積體電路
應用、電機控制 

CPLD與大型邏輯設計 曾任系主任 

副教授 張富爵 
國立清華大學電
機博士 

數位影像處理、自動
化技術、數位電路設
計 

數位影像處理、有線與
無線通信  

副教授 林明寬 
德國多特蒙德電
機博士 

微處理機 
電機機械 

電機機械、邏輯設計、
工業儀表、普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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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歷 專  長 開 課 名 稱 備   註

助理教授 張維福 
國立聯合技術學

院電機工程科 

電力監控、電力系

統、數位電路設計 

電力系統穩定度分析、

計算機網路 

曾任校友會總

幹事 

助理教授 陳美玲 
法國格勒諾勃理
工學院博士 

自動控制、線性系統
線性系統理論、非線性
系統 

曾任進修部組長

電機系系友會副

會長 

助理教授 張呈源 
國立中興大學電
機博士 

光纖通訊、跳頻 系
統 、分碼多工接取
技術、編碼調變與展
頻技術 

信號與系統、通訊理
論、數位通信、電磁學  

講師 陳文序 
國立中原大學電
機博士 

 
高電壓絕緣設計 
人工智慧 

最佳化理論 

高壓工程、高壓工程實
驗、電路學 

曾任系主任、 

副教授送審中 

講師 鍾滿祥 國立中央大學 
地球物理所碩士

物理、電磁理論、物
理數學 

普通物理、近代物理、
向量分析 曾任系主任 

講師 湯貴土 
國立台灣工業技
術學院電機學士

單晶片微電腦 

微處理機 

微算機原理與實驗、程
式設計 

工業配線乙級

技術士 

講師 張志銘 
國立台灣大學電
機碩士 

微處理機、電力電
子、單晶片微電腦 

電路學、電子學、電子
學實驗 

長庚大學博士

班進修中 

 

 

5.3 教師之教學表現 

本校連續兩年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獎勵計畫，本校目前是定位在一重視研究的教學型

大學。而本系是全校公認教學最嚴謹的一系，系上每一位老師緊守崗位，務必要求學生修

習過的每一門課須達一定標準才予以及格。是以坊間多有傳聞聯合電機是大當鋪的說法。

但系上所有老師皆認為如此的要求，以長遠的眼光來看是正確的。尤其是從歷屆校友返校

時與老師敘舊即可看出我們的要求是有代價的。96 學年度與本系合作的校外實習單位美商

泰瑞達高階主管拜訪系主任談到：「聯合電機的學生讓我們耳目一新」，即是最好的說明。 

本校目前每學期會舉辦動態式的學生對授課老師網路教學評量問卷調查。學期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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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填寫教學問卷，全班填答率超過某一比例者將可獲得學校禮卷的獎勵。除了填寫問卷

外，學生還可上留言版將自己的意見隨時表達讓授課老師知道，而老師也可馬上從這套系

統線上回答問題。第一次問卷的結果將由教學發展中心發送給每位老師做參考，老師可依

據問卷分析結果於學期中修正自己的授課方式與內容做適當的調適。學期末學校還會做第

二次的教學問卷調查，而這份調查結果將會列入本校教師評鑑的計分內。 

針對教學評量較不理想的老師，在下學期初會由系主任召集該課程的班上成績為高、

中、低各兩位同學於系會議室舉行座談會，請同學對教學評量分數偏低的現象做說明。事

後，系主任再找該位老師進行了解，請老師針對學生所反應的事情做回應。在處理這類的

事件時，學生的姓名是保密的，而系主任與老師約談亦不公開。九十六學年度約談記錄，

請見會場展示資料。 

直得一書的事，本校每年均會選拔教學傑出教師。在全校約 280 位專任教師中，每年

只有五位老師能獲得「教學傑出獎」的殊榮。本系近三年均有教師獲得此項殊榮： 

九十四學年度：馬肇聰老師 

九十五學年度：林志鴻老師、呂惠娟老師(本系合聘) 

九十六學年度：陳美玲老師 

能有如此的記錄對本系的教學來講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肯定。 

另外本校於全校九十六學年度第一次舉辦「績優導師」選拔，全校只有六位教師能獲得如

此殊榮。而本系即有兩位老師獲獎。另外全校尚選出 6位「優良導師」，本系亦有兩位導師

獲獎。 

九十六學年度全校第一屆「績優導師」獎：陳美玲老師、呂惠娟老師(本系合聘)。 

九十六學年度全校第一屆「優良導師」獎：柳世民老師、何素花老師(共教會擔任)。 

5.4 教師之持續成長與補助 

本校非常鼓勵教師利用各種管道自我進修成長，故訂有相關辦法並舉辦多項教師成長

研習會輔導老師自我向上提升。另外，本校亦訂有完善的升等與教師評鑑制度，今簡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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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A. 教師之進修與升等：因應改制成綜合大學，本校積極鼓勵講師級的老師重返校園進修，

以取得博士學位後晉升助理教授或是副教授。進修中之教師得享鐘點減免及排課上的優惠。 

以下為進入本系原為講師，但經進修博士學位後順利升等的教師名單。 

原講師姓名 取得博士學位學校 

董心漢 國立交通大學電子所博士 

林錦垣 國立清華大學動機所博士 

戴滄禮 國立清華大學動機所博士 

曾坤祥 國立清華大學動機所博士 

林志鴻 國立中原大學電機所博士 

林明寬 德國多特蒙德電機博士 

陳美玲 法國格勒諾勃理工學院博士 

馬肇聰 英國史查克萊大學電機博士 

張國財 國立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博士 

顏吉永 國立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博士 

陳文序 國立中原大學電機所博士 

張志銘* 長庚大學電機所博士班進修中(預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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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畢) 

在教師升等措施方面，教師可根據其教學、研究及服務績效，於符合年資要求下，根據本校

系院校三級三審流程，向各相關教授評審委員會申請升等職級，相關辦法參見「聯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教師升等評審要點」、「聯合大學電機資訊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國立聯

合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請見現場展示資料)。另外，自九十六學年度起，凡升等

通過者，得等同教師於該評鑑週期內通過一次。 

B. 教師之輔導及知能講習：本校教學發展中心經常辦理全校性的教師知能研習會，藉此幫

助教師自我提升與改善教學品質。參加研習的老師於會後可獲得證書一份，參加研習次數

可記錄於教師評鑑中。而每學期初學務處則會分別舉辦導師知能研習與社團指導老師研習

會，學校亦訂有績優導師遴選辦法與社團評鑑辦法。 

下表為本校九十六學年度教學發展中心所舉辦的各項教學知能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96/12/19 創意教學–游藝教材 

97/01/02 網路教學之「合理使用」的概念 

97/03/05 美國大學教師教學發展與考評 

97/03/19 布魯姆(B. S. Bloom)認知領域教育目標

分類在教學上的應用 

97/05/07 主動參與學習之教學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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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進教師領航：教學發展中心為提供新進教師教學、研究、輔導等方面的資源與資訊，

定期舉辦新進教師座談會與講習，並邀請優良教師共同參與，彼此分享校園資訊與教學活

動，以提供新進教師必要協助並融入聯合校園。中心並編有「國立聯合大學新進教師手冊」

分送給新進教師參考。 

D. 教師之研究成果：儘管本校被定位在非研究型大學，但系上老師在做研究與爭取計畫上

仍不餘遺力。學校與系上為鼓勵教師在課餘時間能投入研究，對於教師發表論文或是申請

計畫亦訂有相關補助辦法。本系近五年所有教師發表的論文總數與計畫通過案數的統計分

析圖表，請見研究所規範 9.6-1(第 319 頁)。 

E. 教師之學術交流與研究補助：本校為促進國際學術合作交流，提升教學與研究水準，鼓

勵專任教師出國，進行博士後研究、擔任訪問學者或研究進修，特訂定「國立聯合大學薦送

專任教師前往國外大學或機構進行學術合作交流要點」（請見現場展示資料）。該辦法

比照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標準，給予教授因國際交流所需之機票費、保險費及生活費相關

支出之補助。 

另外，凡獲得國科會研究案之設備補助款者，本校將提列配合經費1/4補助之。而未獲國科

會補助者，亦可申請本校「財團法人聯合工商基金會」的經費補助，系上亦補助2萬元之耗材

費以利研究工作之進行。本校訂有設置講座教授辦法，藉以提昇本校學術研究之能量（相關

辦法請見現場展示資料）。 

教師每年所撰寫之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及會議者，或已取得之專利、智慧

財產權或專業技術作品者，以及教師本人或教師指導之學生參與學術研究或技能競賽獲勝

者，也可根據辦法申請「財團法人聯合工商教育基金會」補助。 

F. 教師之教材製作：為鼓勵教師提昇教學品質、改善學習效果，本校鼓勵教師製作優良教

材，建立電子化之學習及輔導管道，提供充裕之課後輔導機制。本系在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

期的教材上網率達 75%，課程內容請上本系網頁查詢。 

G. 教師之鐘點抵免：依本校鐘點抵免辦法，凡符合下列情況，得酌減授鐘點： 

1. 兼任導師工作者，每學期得抵減二小時鐘點。 
 

2. 未兼行政職務而參與服務或輔導工作者，以每週平均工作四小時一學期抵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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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鐘點數為原則，每學期以四小時鐘點數為限。 

 

3. 指導研究生論文，每學期博士生每生二小時，碩士生每生一小時，若二位教

師共同指導一研究生則平分計之，餘類推。每學期累計最多三小時。 

4. 經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立案之國科會與等同國科會研究計劃，每計劃案每學

年得抵減二小時，其核減時數按參與計劃案人員工作量分配之；未滿一年

者，依計劃執行時間比例計算。每人每學年累計最多四小時，以一學年為限。

但主持重大研究計劃者，經校長核定得酌增抵減鐘點數。 

5. 為鼓勵本校專（兼）任教師（不含外籍教師）參與全英語授課（不含英文語

言課程），同一門課程第一次開設，教師授課鐘點數乘以2.5倍，並得申請5萬

元之教材製作費。第二次以後開設，鐘點數乘以2倍計。 

6. 大班上課，凡班級人數超過60人，每超過10人，鐘點費加0.2倍。 

 

5.5 教師評鑑 

近年來教師評鑑已是教育部與各校相當重視的課題，本校及電資學院亦分別訂定「國立聯合

大學教師評鑑準則」及「國立聯合大學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鑑細則」相關辦法，以為督促教

師積極從教學、研究及服務各項工作。其準則參見現場展示資料。 

下表為本系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參加教師評鑑的名單與通過情形。 

參加評鑑教師 系審查 院審查 校審查 

吳有基 通過 通過 通過 

陳美玲 通過 通過 通過 

柳世民 通過 通過 通過 

戴滄禮 通過 通過 通過 

許正興 通過 通過 通過 

林志鴻 通過 通過 通過 

另外本校資訊中心已建構「精師網」(如下圖)，教師可將自己的教學、服務、研究等事績登

錄於個人網頁中。日後教師若已進入評鑑週期時，即可上精師網精算自己的評鑑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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