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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苗栗縣山區道路

易崩點之現況調

查與情境模擬 

涂 O瑋 

本計畫對苗栗縣山區易崩點進行分析，針對苗栗

縣苗 62及 126縣道等兩條重要東西向道路進行邊坡崩

塌之 PFC3D（Particle Flow Code in 3 Dimensions）數值

模擬；苗 62由大湖鄉內山公路（台 3線）經清安豆腐

老街往泰安鄉溫泉觀光區，而 126 縣道則連結頭屋鄉

尖豐公路（台 13 線），經明德水庫至獅潭鄉中豐公路

（台 3線），此兩條道路不僅連結苗栗縣主要南北向之

省道作為交通要道外，亦是民眾戶外觀光常經之路線。 

利用監測系統對苗栗縣山區已崩塌點位，共四處

點位進行監測，經由數據判斷是否有無落石撞擊，也監

測雨量是否到達警戒標準，對於災害進行警戒預防，以

達到防災、減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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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BS國際大賽

自主學習社群 
江 O和 

本自主學習社群學習目的有二。首先，透過商業模

擬軟體來精進管理實務的學習，已經成為商管教育具

有教學創新的手段。藉由商業模擬軟體，透過環境參數

設定，可以形成一個模擬市場環境，透過不同參與者，

對於資訊處理與分析，以及參與者對於商管知識的掌

握程度不同，在模擬決策中相互競爭，逐步修正，來強

化自我資料分析、決策與商業智慧的運用能力。其二，

為使社群成員除了能過自我學習與內部相互競爭之

外，本社群成員亦打算參加「2023 International Macro 

Business Simulation Competition」的線上比賽，作為對

外練習與成果驗收之方式，比賽成員國來自世界各地，

期望透過參加比賽，與不同國家隊伍自行切磋，亦可以

增加國際交流經驗。為了達到以上兩個目標，我們決定

共組「MBS國際大賽自主學習社群」，透過自主學習群

的運作，完成學習創新的商業模擬軟體學習與參與國

際比賽的目標。 

 

3 

導入問卷調查分

析報告之跨學院

高效能讀書會 

董 O心 

組成跨學院讀書會，以上台簡報專題研究成果的

方式，互相學習彼此優點與檢視學習狀況，以強化專題

研究成果的品質，參加校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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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創幫幫忙 林 O翔 

日前了解到雙潭是一個位於苗栗的三義的村落，

擁有非常漂亮的景色，但是由於雙潭村人口外移嚴重，

我們希望能透過文創系的專業用紀錄片的方式把當地

的景色和人文優勢記錄下來，讓外地人和觀光客更能

了解雙潭村的優點以及特色，也能順道帶動雙潭村的

觀光以及為當地店家帶來更豐富的人潮。 

 

5 
設計思考翻轉學

習 
陳 O佑 

台灣目前普遍大學的教學模式為「老師教、學生

學」，此教學模式偏向於單向式學習，且礙於台灣教育

環境、資源與學生學習氛圍之下，容易在教導過程當中

更著重於知識的「教」學，而缺乏面對真實問題時帶領

學生和啟發學生之引「導」，容易讓學生缺乏發現問題

本質、換位思考與創作能力。因此，本計畫將導入設計

思考之概念，藉由農廢棄物危害的議題，來翻轉學生學

習模式，以培養能面對未來各種挑戰之跨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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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機器學習模

型的訓練與應用 
陳 O任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學習方式的改變，教育也朝著

更多元的方向發展。現今的學生們也越來越需要具備

自主學習的能力，這不僅是因為未來的工作環境需要

能夠自我學習，更是因為自主學習可以讓學生們更好

地理解和掌握所學知識。因此，我們計劃建立一個學生

自主學習社群，幫助學生們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7 
追剪控制於管材

剪切之應用 
邱 O皓 

透過 SYSMAC 與歐姆龍的結合，運用在 PLC 上

實現自動化過程，完成設備追剪自動化。 

 

8 學習華文友蕙根 王 O蕙 

本次活動旨在編寫以苗栗觀光為導向的華語文教

材。我們認為一般市面上的華語教材，內容較為制式

化， 因此希望 結合觀光，借鑑旅遊雜誌的概念 設計

主題式華語教材。作為在地學子，深知苗栗有著濃厚的

文化底蘊、渾然天成的自然景觀，及五花八門的特色美

食。我們試圖深耕，發揚其特點，培養學習者對於多元

文化的意識與覺知，以及對自身土地的認同。 

因應數位科技浪潮，且環保意識抬頭，學習承載的

媒介，跳脫傳統的紙本教材，轉為電子化的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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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載體輕薄、便利性高、教學彈性大的優勢。輔以時

下流行的 Podcast ，讓學習者們 也能透過聽 覺學習，

擁有多元的學習模式。 

9 智能幫手 吳 O靜 

這是一個將網頁與 QR Code 結合的計畫，主要目

的是建立一個智慧幫手系統，讓使用者可以透過掃描 

QR Code 來請求幫助將物品送到指定位置，並且也可

以透過網頁來控制智慧幫手將物品送回原本的位置。 

計畫的重點項目包括網頁開發、智慧幫手製作、

QR Code生成以及系統整合。其中，網頁的開發需要考

慮使用者介面、資料庫連接、前後端整合等問題；智慧

幫手的製作需要考慮機器人運作、裝置設計、傳感器安

裝等問題；QR Code 的生成需要考慮系統的安全性與

穩定性；系統整合則需要考慮如何將所有模組整合成

一個完整的系統。 

 

10 
捲線機之軸心繞

線自動化研製 
翁 O鴻 

透過這次專題使用 PLC(可程式控制器)來架構程

式控制馬達以及軸來進行繞線並決定其長度以及圈

數，以達到自動化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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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科技農業 呂 O樺 

作出關於 uv光對菌類影響的實驗，想辦法改善菌

類生長校旅或增加營養 

 

12 
文化華語 Let us 

go 
陳 O安 

近年來，華語教學的發展愈來愈多樣化；許多專家

學者陸續設計各類華語教學教材，在教學法上的研究

也趨於成熟。然正因如此，想脫穎而出就必須發展出自

己特有的風格，以創造自身的不可取代性。 

本團隊成員曾參與教育部高教深耕子二計畫，過

程中發現：「主題式的華語教學」逐漸興起。此外，本

團隊成員曾於 2022年參與美國佛光西來學校暑期華語

線上課程(過程中融入剪春、十二生肖遊戲等文化課)，

以及印尼八華學校布袋戲體驗課程；在課程中，教學者

發現，若將特殊主題融入華語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習者

動機。 

然而由於線上課程侷限較多，效果相對有限，因此

今年疫情後，也與西來學校達成協議，將於今年暑假派

遣實習老師赴美，進行文化華語課程教學，從實踐中檢

測並了解文化華語課程的可行性。 

本團隊成員希望能將此新銳教學方式付諸實踐；

將與 5月 12日請教華語界專家學者，作為設計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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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赴美之後也皆依照學習者反饋，不斷精進教學的

方法。 

教學結束回國後，會進行成果總結，整理出一套完

善的文化華語教學教案，此次積累的經驗，希望對組員

們未來再從事華語教學相關工作時有所幫助。 

13 頭好創創 黃 O紜 

大學期間學生可學到本科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但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僅學習單一領域的知識已

難以應付產業未來趨勢與挑戰。因此，本計畫整合不同

院系學生，激發彼此創新創意想法，並將創新想法進行

產品實作與參加創新創業競賽。學生們可透過創新發

想、發想交流、產品實作和創創競賽等一連串活動，達

到跨領域學習之目的。 

 

14 18世紀咖啡館 鍾 O蓁 

我們藉由召集在未來有計畫報考多益的社員們，

實際做題、聚會討論，並且透過更生活化的方式而非只

是死板的練習題目，來讓學習英文更有趣。 

我們選擇在咖啡廳進行活動，並安排時事新聞閱

讀、展覽及藝術活動的欣賞，是為了仿效 18 世紀在法

國流行的「文學沙龍」，眾多知識份子在咖啡廳裡激盪

出對政治、社會及藝術的火花。 

我們欣賞的《平珩說舞》的表演特色在於舞蹈與異

文化的結合，我們認為若想擁有廣闊的世界觀，對異文

化的認識是不可或缺的，我相信藉由這個表演可讓社

員屏除過去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對不同文化有更深入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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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觀《圖坦卡門：出土百年紀念特展》目的在

於面對 科技日新月異，當大家擔心被人工智能取代

時，我認為我們應該找到人類自身的優勢批判思考，而

擁有對歷史的知識與關心，是累積批判思考能力 最佳

的途徑。因此藉由本特展來了解古埃及文明增進我們

對歷史的批判視野。 

在活動結束 後使用英語分享心得，互相交流彼此

的看法。目標是 讓學習英文不僅是為提升多益成績，

還能增加口語表達能力並學以致用，開拓世界觀。 

 

15 
能源管理研究與

討論 
蔡 O揚 

為了培養學生主動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

有效的學習策略和自主學習習慣，提高學習效果和成

就感，透過學習如何設定目標、制定計劃、執行計劃和

評估成果，並且在學習的過程中建立起互相學習和合

作的關係，有助於適應未來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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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超「吉」F4 劉 O榕 

藉由 TDK 比賽精進我們的動手作能力跟思考邏

輯，並且提升我們的專業知識以及團隊合作的默契，這

次比賽主題是【華山論劍成池保衛戰】主要目的是培養

學生創斯興趣激發創造淺能，強化設計及製作能力，進

而培育創思設計人才，而我們希望透過這次比賽可以

訓練團隊默契，能活用課本上的原理運用在我們的機

器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