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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GO STARS 6.0 活動成果紀錄表 

主辦單位：科技學院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一、活動名稱 112 學年度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 

二、活動日期、時間 112 年 12 月 29 日 10：00-12：30 

三、活動地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科技大樓 2 樓演講廳 

四、主持人 工教系 林玄良教授兼系主任 

五、參與對象、人數 工教系大學部四年級學生共 35 人 

六、活動報導(約 500 字) 

在本次專題發表活動中，使大四學生展現於系上所學，將專業知識實際應用

並一步一步完成專題製作。不僅促進對相關領域的理解，透過專題製作，培

養與累積即將畢業的學生們具備邁向職場抑或是攻讀研究所的實力，無論是

對於自身專題的發想、多元整合、剖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等......應對能力。 

本次活動中的亮點 

學生依次進行專題報告，介紹自己的專題研究，包含多個領域:如再生能源與

海洋保育、程式與教具應用、教學實踐教案、自動控制、冷凍空調、建築能

耗評估、空氣品質、熱舒適、焊接等主題，由此可見學生不僅靈活發揮所

學，更多方嘗試結合專業知識，為此次專題發表提供豐富、精彩且紮實的內

容。 

透過專題發表也同時給予學弟妹們學習上的發想，藉由參與此活動，進一步

可以刺激也幫助系上學弟妹找到自身方向，且為了之後自身的畢業專題製作

鋪墊靈感的基石並給予學弟妹承先啟後的參考。 

未來，將繼續舉辦畢業專題發表活動，提供更多展示和表達自我的機會，同

時促進同儕間的交流互動。 

六、學生學習心得(約 500 字) 

參與專題發表是我大學生涯中的一次難忘的經歷，這次活動不僅讓我有機會

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讓我深刻體會到了學術研究的挑戰。在過程中我學

到許多大致可整理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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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研究深入理解： 在準備專題發表的過程中，我不僅需要對自己的研究內

容進行深入理解，需要將複雜的研究結果清晰地呈現給觀眾。這要求我通過

反复閱讀文獻、分析數據、思考問題，從而對自己的研究內容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 

溝通表達能力： 專題發表不僅是對研究內容的展示，更是對自己溝通表達能

力的一次考驗。在短暫的報告時間內，需要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研究，不僅訓

練台風也練習口語表達技巧。 

批判性思維能力： 在進行專題研究難免過度主觀，我需要根據自己的研究成

果，客觀地分析問題，才能整理邏輯思緒。這不僅考驗了我的專業知識水

平，還提高了我的解決問題能力。 

自我成長和堅持：即使在遇到困難和挫折時，也保持堅持不懈地努力，獲得

了巨大的成長和收獲。 

總的來說，專題發表活動不僅是對研究成果的展示，更是對自己能力的一次

考驗和提升。通過這次活動，不僅提高了自己的學術水平和專業能力，還培

養了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這對未來學術和職業發展都將

起到重要的作用。 

七、活動照片 (4-6 張) 

  
實際專題發表情形 學生介紹自身專題 

  
有關教學實踐之教案專題解釋 有關冷凍空調專業之專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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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介紹與成果展示 專題介紹與成果展示 

八、其他附件(海報，若無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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