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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園藝學系 

第三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 年 03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12:10 

二、 地點：745 會議室 

三、 主席：高建元 主任                                   紀錄：劉安礎 

四、 出席人員：石正中老師、陳素瓊老師、朱玉老師(休假)、尤進欽老師、張允

瓊老師、郭純德老師(請假)、鄔家琪老師(請假)、林建堯老師、鍾曉航老

師、黃志偉老師、研究生代表王大維(王凱文同學代理)、大學生代表黃毓

晴、劉安礎。 

五、 上次系務會議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1 

六、 主席報告：略                                               

七、 業務報告： 

(一) 112 學年度大學部個人申請招生時間表如下： 

預計書面審查開始日期：112.05.17 (三) ～112.05.23 (三)  

大學部招生委員：高建元委員、石正中委員、陳素瓊委員、尤進欽委員、鍾曉

航委員、黃志偉委員。 

(二)111-2 暑假轉學採線上書審，審查委員為陳素瓊老師、鍾曉航老師與黃志

偉老師。 

(三)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提畢業的碩士生，應在 4 月 15 日前交「碩士學位

申請書」及「碩士學位考試資格檢核表」給系辦(如附件 2)。 

(四)本年度 3 月份校務資料填報，惠請各位老師能於 3 月 31 日前擇資料填寫

研 2、研 3、研 16、研 17、研 18、研 19，並回傳給系辦，以利即時上傳

至教育部網頁平台。 

(五) 112 學年度三年級專題研究分組，惠請各位老師能於 3 月 31 日前提供研

究題目，以利 111-2 二年級學生選組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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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系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改善計畫書(附件 3)，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教學改善計畫書」辦理。 

擬  辦：討論通過後續送院務會議。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本系推薦 111 學年度優良導師人選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院、系(所、中心)「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要點」辦法辦理。 

二、配合學校優良導師遴選，本系推薦黃志偉老師為 111 學年度本系優

良導師人選。 

三、檢附本校「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要點」、「優良導師推薦表」各一份

（附件 4）。 

擬  辦：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再提送院導師工作委員會續辦。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推派本系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優良教學助理第一階段初選事宜，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第十條辦理。 

二、初選推薦名單不限綜合類及備課類，推派兩位教學助理及優先順序。 

三、檢附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TA)符合資格初審清冊(附件 5)。 

擬  辦：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續送教學發展中心。 

決  議：本系推薦何鴻宜（園藝技術一）與盧思佑（園藝作物育種學），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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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為 111 學年度一學期優良教學助理。 

 

提案四：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排課施行要點」規定，安排課程授課教師事宜。  

擬  辦：討論通過後送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決  議：通過。 

 

 

 

九、 臨時動議：  

提 案：鍾曉航老師提擬由碩士班專題討論二改至碩士班專題討論一，

提請討論。(鍾曉航老師)。 

說 明：鍾曉航老師因上下學期課程學分數不平均，因此提出由下學期

專題討論二改至上學期專題討論一。 

決 議：通過。 

                                               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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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執行追踨表 

會議日期：112年 03月 01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提案人 執行情形 

一 案由：推薦 112 年度本系系友楷

模人選，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系主任 依系務會議決議辦理，續送

就業輔導組辦理。 

二 案由：本系推薦「萬斌老師獎助

學金」人選案，提請討

論。 

決議：萬斌老師獎助學金本系推

薦陳 O 菁同學；萬斌老

師清寒獎助學金請系主任

推薦之。 

系主任 依系務會議決議辦理，續送

生輔與軍訓組辦理。 

三 案由：本系推薦宜蘭大學校友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

金」人選案，提請討論。 

決議：宜蘭大學校友會『清寒優

秀學生獎助學金』本系推

薦李 O 妮同學。 

系主任 依系務會議決議辦理，續送

生輔與軍訓組辦理。 

四 案由：本系推薦「柯有連先生清

寒獎學金」人選案，提請

討論。 

決議：柯有連先生清寒獎學金本

系推薦學士班許 O 同

學、連 O 瑩同學、林 O

余同學。 

系主任 依系務會議決議辦理，續送

生資院辦辦理。 

五 案由：本系推薦「謝免女士清

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人選案，提請 討論。 

決議：謝免女士優秀獎助學金本

系推薦陳 O 菁同學；謝

免女士清寒獎助學金本系

推薦蔡 O 徹同學。 

系主任 依系務會議決議辦理，續送

生資院辦辦理。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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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改善計畫表(111-2學期-學系) 

依據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規定，各系(所)、中心應依教學評量結

果擇期召開教學改善會議以期改善教學品質，其討論形式屬於全面性、綜合性的

討論。 

下列項目為必檢討項目，請各單位依項目提出改善方案。 

一、教學反應問卷量化意見 

參考資料：教學評量（教學反應問卷量化資料） 

(一) 教學反應問卷統計分析： 

1. 園藝學系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課程數為 36 門，教學評量所有題項的平均分數皆

在 4.37 以上，而最高分為 4.5 則落於第 5 題「老師不會無故缺課、遲到、早退。」；

另在學生自評部分，第 1 題「我在本課程的出席率是」的平均分數最高為 4.61，而「除

上課時間外，我每週花多少時間在本課程」之平均最低為 2.42，整體而言，學生對課

程具相當正面的肯定，但課後自我投入學習的程度較低。 

2. 教學評量各構面分析，各項構面平均後最低分為 4.40 落在教學方式及學習評量上，其

中「老師使用適當教學方法及資源，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這項目為 4.37，與去年

相比有略為增加，顯示授課老師已有所改善跟調整。 

3. 將影響教學評量得分的可能因素（必/選修、專/兼任、一般/實習課程）納入考量，分析

發現必/選修課程無顯著之差異；專/兼任教師授課課程有「顯著」差異，專任教師分數

顯著高於兼任教師，與去年相反；一般/實習課程無顯著之差異；可能影響因素與教學

評量之各構面，整體分數皆在 4.23 以上。 

4. 教學評量各構面之系、院、校比較，顯示本系於五個教學構面的平均分數皆略低於全

校，學生對於本系的課程內容與教師教學須要加以調整，未來寄望可以改善。 

5. 教學評量之雷達圖分析，可以看出各構面中分數較低者為 3.82「學生自評」，較前一年

度增加，但仍建議能持續辦理相關成長活動，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並改善學習行為。 

 

(二) 因應策略及改善方案： 

1. 學生對課程相當正面肯定的態度，請老師繼續維持。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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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系必、選修課程、一般、實習課程的分數均在 4.23 以上，獲得學生高度評量認同，

本系無論專任及兼任教師之教學品質穩定，等體而言學生對教師教學多為正面。 

3. 學生自評部分較低為 2.42，會持續鼓勵學生多參加校外實習、參訪、社團或系學會自辦

活動，並邀請專家學者、各業界到系演講，達到增加學生興趣以多元學習方式，改善

課後學習狀況。 

4. 持續配合高教深耕計畫中的雁行計畫，透過課業輔導、課業學習、實習機會、職涯規劃

輔導等輔導機制直接幫助弱勢學生，並以同儕之間的關係改善學習狀況，使弱勢學生

得以安心就學。 

 

二、教學反應問卷質性意見 

參考資料：教學評量（教學反應問卷質化資料） 

(一) 課程規劃（若有依學生意見修改課程架構，請填寫於此處）： 

(二) 質性意見回覆： 

1. 總體而言，教學反映問卷的質性意見正面居多，學生肯定老師們的認真的教學，如「無，

謝謝老師這學期的指導!」；「老師 TA 都好棒！」；「老師教學很認真又投入，很喜歡這

門課的學習風氣」；「覺得老師上課很認真負責」；「了解更多」；「謝謝老師認真的教

學!」；「謝謝老師的教導」；「上課內容有趣」；「覺得大致上的教學都很不錯，而且老

師說出來的話可以讓人容易理解，不枯燥乏味。」；「老師上課很用心很幽默」；「這堂

課很棒」；「老師上課的方式結合很多案例，幫助我更加了解栽培維護、植株從種子到成

熟會面臨的困難，感謝老師! 」。 

2. 部分課程在教材數量跟配置上有所建議，如；「1. 透過老師大略的講過課本的內容，在讀

書、準備考試時，能有一些印象幫助學習。  2. 校外實習：實際參訪、了解更多園藝出

路」；「希望可以有防蟲的東西可以施用或噴灑，或是有一些器具可以讓我們的植物不至

於被吃到這麼慘。」；「老師很用心，但一直期待可以去實際參訪或是可以去看植物。」。 

3. 部分課程希望在教學方法及安排上能有所調整，如；「老師講話不要太快，講話可清楚一

點  協助學生掌握重點，讓學生考試比較順利  教材可清楚一點，讓學生更容易理解」；

「老師或 TA 可以多主動提供課程的資訊，至少前一天或更早就告知」；「希望能減少堂

數，並且有適當的教材，否則上課時，會不太清楚老師今天要講什麼」；「建議老師「以

身作則」，可於第一週上課時，自己示範如何 12 分鐘報告 3 篇研究期刊。並秀出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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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報檔案。畢竟，單憑老師粉筆上的標準，許多同學可能都難以一時意會；加上多數同

學愚鈍，資質頗差；實在需要老師專業的模板參考。」；「課程排的不要那麼緊湊，上課

的討論單可再簡單一點，討論單有一些內容可再說清楚、講明白一點」。 

4. 個別授課質性意見回應 

課程 質性意見 回應 

A 希望多點手作課程 謝謝同學回應，之後會在課程中安排不同作課程。 

B 1.可以多種些蔬菜，可多種些景觀植物，可

更多元一點 

2.調整與學生互動之頻率。 

1. 謝謝同學回應，因考慮到天候及場域問題，因

此種植作物種類不多，之後課程會視情況判斷是

否增加作物種植種類。 

2. 謝謝同學回應，會再多注意。 

C 1.調整上課速度。 

2.上課內容都是中文，但考試卻是很多英文

且沒告知，可協助我們畫重點，因?內容太

多了，可多提點我們重點。 

3.實驗環節 

1.謝謝同學回應，會再多注意。 

2.謝謝同學回應，上課時有告知同學考試範圍，

英文題目為名詞解釋，之後會多注意。 

3.謝謝同學回覆，之後或有機會會安排相關實驗

環節。 

D 1.老師很用心，但一直期待可以去實際參

訪或是可以去看植物 

2.希望可以有更多這種實際的體驗，結合

課程上過的知識，真的要親身體會才知道

他們實際上的到底是如何。 

1.謝謝同學回覆，但因天候不佳，因此無法讓同

學實地參訪。 

2.謝謝同學回覆，之後會安排相關實際體驗或參

訪之課程活動。 

E 1.建議 PPT有文字 

2.鐵線可以改成鋁線 

3.聚焦、重點、歸納  不要講不切實際的哲

學理論 

4.知道老師懂非常多，但學生沒有懂那麼

多的情況下，無法和老師產生共鳴，我覺得

老師的教法比較適合在各方面都懂比較多

的學生，我個人比較習慣有系統性的教法 

5.學到的一些建築美學，希望上課時不要

講古講太久 

1.盡量達成 

2.可以的 

3.已經分成 8至 10個主題，設計的本質難免有很

多抽象的概念，以實作的方式讓同學從作中體驗

各面向的真正意涵。 

4.設計的領域涵蓋設計內涵與表現技巧，因為時

間有限，所以重點放在設計內涵，系統性在造園

的基本設計裡，就是課堂上所介紹的美學、創意、

造型、空間、色彩…，以後再確認同學想要的系

統是否以入門教科書較易上手。 

5.好的，精簡說明，聽懂了就要實作練習 

F 1.快樂，好棒 

2.老師對每個同學都很好，和藹可親，助教

也很認真協助教學，這是一門很有趣的課

程 

3.老師很棒!繼續加油...保持下去 

1.謝謝同學努力 

2.謝謝同學努力 

3.一定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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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需要老師專業的模板參考 

2.希望老師在開始報告前先講清楚評分方

式 

3.很多同學沒有確實點名 不然就偷跑 

1.將於第一週上課時提供模板參考 

2.評分項目已於教學大綱中羅列,並於第一週上

課時提醒同學參考,日後將更詳細說明 

3.將要求班長確實點名 

H 期中之後老師的板書瞬間變超少，做筆記

比較困難 

期中考前為自編教材多利用板書教學,期中考後

教學以教科書為主,依課本內容授課,僅補充說明

時以板書強化教學,部分學生上課不帶課本造成

作筆記比較困難 

I 希望可以換一本更適合的教材 將增原文教科書 

J 希望可以多一點不同方面的論文 考量全班學生程度，會酌量增加論文 

K 1.老師教學很認真又投入，很喜歡這門課

的學習風氣 

2.覺得大致上的教學都很不錯，而且老師

說出來的話可以讓人容易理解，不枯燥乏

味。 

3.老師上課的方式結合很多案例，幫助我

更加了解栽培維護、植株從種子到成熟會

面臨的困難，感謝老師! 

謝謝肯定，希望有助於學習。 

L 1.老師或 TA可以多主動提供課程的資訊，

至少前一天或更早就告知 

2.老師和助教都很好相處，也很關心同學

們的作物生長情況，我很喜歡上這門課 

3.不太喜歡助教，因為助教本身有熟識的

同學，可能就會整堂課都在跟那個熟識的

同學聊天，好像沒有什麼幫助到在實習的

同學，有時候甚至覺得他們聊天很吵 

4.上課前可以更早告知我們是否前往農

場，在接近中午才告知的話，我們會不確定

早上上課是否應該帶雨鞋出門 

5.因宜蘭氣候多雨，建議這堂課可有室內

課程安排，以因應連月降雨造成的畦面積

水，作物難以維護。 

6.課前記得帶領全體修課學員拜拜，祈禱

今年能有個好收成。 

7.希望可以有防蟲的東西可以施用或噴

灑，或是有一些器具可以讓我們的植物不

1.課程資訊於開學第一次上課有說明，也有告知

同學會因氣候或場域因素導致無法如預期排定。 

2.謝謝肯定，希望有助於學習。 

3..助教協助課程順利進行，若有需要輔導協助部

分，請同學當場提出，以便及時協助或是提醒助

教。 

4.到農場進行實習幾乎是每一週的課程，同學們

應每次準備雨鞋等用具。只是這學期實在太多連

續降雨，又常考量同學身體健康與雨天露天操作

不易等因素，才會視當日近中午時天雨狀況決定

是否到農場。 

5.這門課是有室內操作課程安排，只是必須彈性

調整作業。之後在城南有溫室可授課，會兼顧溫

室栽培課程內容。 

6.學院每年中元普渡皆有祈禱平安順利。也將對

土地自然的尊重納入課程。 

7.課程會因應種植作物種類、生長狀況與病蟲害

發生等，加入防治資材的配製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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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被吃到這麼慘。 

8.希望教授跟助教能夠早一點(像是:前一

天晚上)宣布上課地點，不然很趕；希望能

夠學到更多關於蔬菜的知識謝謝老師! 

8.這學期實在太多連續降雨，因考量同學身體健

康與雨天露天操作不易等因素，才會視當日近中

午時天雨狀況決定上課地點。之後在城南有溫室

可操作，應可避開此問題。會視同學學習狀況補

充更多有關蔬菜知識，或是開設各論或進階課程

供同學研讀。 

M 比較喜歡實體上課 因應疫情趨緩，本年度將全面恢復實體授課，並

強化實體操作。 

 

(一) 因應策略及改善方案 

1. 部分同學對於老師的考試及評量方式有所疑義，因此仍然建議授課教師於第一週與修

課學生溝通上課方式與評量標準，確認上課內容及進度，並提供上課講義或教科書，

並給予同學課程學習上的建議；若有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可以提早公布繳交時間及格

式等細節，並調整上課報告及實際操作時間。 

2. 部分同學對於課程進行方式希望能多些參訪及實地體驗，建議授課教師規劃時間安排

相關實際體驗或參訪課程，本系在本年預計支援 6 次參訪及實地體驗教學，俾讓學生

親身體會園藝學系產、研、學現況，並增加與學生主動的頻率和學習成效。 

 

 

三、學生學習成效改善 

參考資料：休退學人數、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含)以上不及格人數 

(一) 本系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退學人數統計：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大學部 碩士班 總計 

休學學生 7 4 11 

退學學生 4 2 6 

 

(二) 本系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含)以上不及格人數統計： 

 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含)以上不及格人數 

園藝 1 1 

園藝 2 2 

園藝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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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 4 0 

總計 3 

 

(三) 因應策略及改善方案 

本系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有 7 人休學及 4 人退學，碩士班則有 4 人休學及

2 人退學。大學部辦理退學主要同學是因為轉學有新的學籍的緣故，根據訪談學生轉學

主要原因為興趣不合因素，休學部分同學也是因為志趣不合休學準備轉學考試，而部分

同學則是身心理狀況需要休息，導師也有積極與學生家長溝通，待學生狀況良好後再回

校就讀。碩士班 4 人休學 2 人退學，據了解是同學為工作、出國及家人傷病等因素，因

此辦理休學。大學部分近年來每年轉學轉系進入園藝學系人數較多，也觀察到轉學生在

學習上比較有困難，一般而言學生的程度也稍微低於平均，有可能造成休退學人數增加，

需要加強轉學生的課業輔導。而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含)以上不及格人數共有 3 人，主要

是大一及大二學生，主要可能為學生學習狀況不佳，或志趣不合，未來導師可能可以適

時輔導，使同學能提升學習效果，並配合學校雁行計畫等政策鼓勵學生相互幫忙，減少

退學的狀況發生。 

 

四、跨域學習人數及百分比 

參考資料：教務處提供跨域人數 

(一) 跨域學習分析 

園藝系學生跨系選課人數為 48 人，較去年人數高，相較前學期 29 人有增加。 

(二) 因應策略及改善方案 

園藝學系跨系選課情況有所增加，原因可能是近幾學期系上各位老師協助，減少本系必

修實習課程時數，使大二及大三同學有足夠的時間去修習有興趣的課程，學生選課狀況

也顯示，學生踴躍去選修外系課程，因此增加跨系跨域學習比例，未來還是可以繼續找

尋相關領域共同開設新的跨領域課程提供學生更多元學習選擇。 

 

五、學生預警輔導成效 

參考資料：預警輔導系統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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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預警輔導成效 

 

1.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園藝學必修 15 堂課預警執行率達 100%，選修 9 堂課預警執行率

達 100%，專任及兼任教師預警執行為 100%，未來期待可以繼續保持。 

 

學系 
預警人數

(B) 

接受輔導學生人

數(C) 

輔導比率

(C/B) 

接受輔導後改善學習

成效學生人數(D) 

改善比率

(D/C) 

園藝學系 6 6 100 6 100 

 

2.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園藝學系學生預警人數共 6 人，接受輔導學生人數為 6 人，完成

輔導比率為 100%，改善比率為 100%，顯示園藝系教師對於成績較跟不上的同學，皆

有進一步關心輔導。 

3. 影響學生課業不佳的原因，主要為「其他」為 40%，接著為「學習態度」及「生活作

息」皆為 20%，與前幾學期稍有不同。 

(二) 因應策略及改善方案 

1. 園藝學系教師的預警執行率達 100%，未來期待可以繼續保持。 

2. 預警後輔導學生比率達 100%，改善比率也是達 100%。 

3. 改善「其他」的主要問題為「換工作的關係，缺席數較高」、「精神狀態與自我探索」、

「期中考期間身體生病」、「轉學生」等，未來將以轉學生課業問題及對於學生探索

自我與工作問題等角度進行輔導。 

 

 

六、上次會議執行追蹤事項 

1. 質性意見回覆方式，請教師個別回覆，並由主任進行師生間的溝通，減少師生

間的摩擦。 

必修課程

開課數 

必修課程

預警執行

率 

選修課程

開課數 

選修課程

預警執行

率 

開課之專

任教師人

數 

專任教師

執行率 

開課之兼

任教師人

數 

兼任教師

執行率 

15 100% 9 100% 10 100%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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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系上舉辦演講活動，並增加學生產業參訪等活動，並預期增加海外移地教

學及校外實習等課程。 

 

依據學生學習成效推動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辦理，各單位依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管制流程圖」，將上列改善計畫經系務、院級會議討論通過，

呈報後請於下表打勾： 

呈報層級 

系務會議 院級會議 

□ □ 

填報人 單位主管 院級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