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一）訪評意見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該所的教育目標在培訓太空科學相關專門人才；實踐上，隨著台灣人造衛星升

空，太空研究環境改善，該所慢慢將研究及教學重心從傳統以太空物理(如太陽，

大氣)及數值模擬等為主的領域，轉移到以探空火箭、衛星酬載為重心的領域上。

這不單配合我國當前太空科學研究環境的發展，更增加了學生參與實作的能力。

該所另一特色是成功的凝聚了學生對該所的向心力及信心。 

  該所自民國 79年成立以來，已有 320位碩士畢業生、40位博士畢業生，目前

有 20位專任教師，5名兼任教師，博士學生 38名，碩士學生 46名，發展已具

規模，師資甚為堅強。但教師平均年齡漸增，最近可能會有數位資深教授退休，

在此情況下，或可提供該所引進新血及檢討各領域比重之機會。 

【碩士班部分】 

  該所提早讓學生參與教師的專題研究計畫，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視野，此外，

又同時提供了補救程序，以避免學生於入學時因為資訊不足而錯選專題及指導教

師，值得肯定。該所利用書報討論、鼓勵學生主動從事研究，並提供學生出國經

費發表論文，以增進學生表達能力及視野，並提升學生研究及將來職場的競爭能

力。 

【博士班部分】 

  該所利用專題計畫結合教學及研究，營造了濃厚學術的氣氛，例如；重點發展

的酬載實驗室強調學生要從第一原理製作偵查元件，大部份博士班畢業生選擇留

在學術圈工作。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茲提供下列建議以為參考： 

【碩士班部分】 

宜於招生簡章中增加對該所及課程的描述，有助學生更深入了解該所。 



宜增加該所在國外的宣傳，吸引國外學生來所就讀。 

【博士班部分】 

1.目前該所博士班畢業生於國內學術圈之就業市場尚可，建議逐漸加強與國外交

流合作，以期未來國內市場趨於飽和後，增加學生往國外就業的可能性。 

2.太空電漿組宜適時補充師資，避免該組教師退休後，造成的人力不足的問題。 

3.該校太遙中心遙測科學組將要獨立招生，恐分散該所之學生來源，宜審慎考量

如何因應，並力求該所各領域平衡發展。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一）訪評意見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該所為國內少數提供太空科學課程與訓練之研究所，不少研究生募名報考。課

程架構分「基礎學科」與「專門學科」兩部。 

  該所目前之教學研究主要分為電離層物理、太空物理、以及遙測科學三大方

向，該校「遙測學程」碩士班剛成立，該所學生皆可選修。未來該所如何獨立招

生之遙測科學組學程互動互補，宜審慎考量。 

由於部分教師退休尚未補實，以致現職教師授課時數偏高，影響與學生互動與研

究時間，然受訪之學生都對該所的課程與訓練，給予相當正面的評價，尤其肯定

教師認真的教學態度。她們了解該所的師資與設備皆十分優異，為台灣學習太空

科學最佳場所之一，對能在該所學習感到幸運驕傲，表現出強烈的歸屬感。 

學生分別來自不同的領域，造成某些課程在銜接上的難度增高。部分學生反映課

程過於集中在某些領域（如電漿層物理等），而其他「太空科學」的課題（如太

空探索、儀器原理等）則相對欠缺，或不夠深入。另有學生反應某些專業的課程

不足，造成研究工作的遲延。 

【博士班部分】 

  目前該所博士班除書報討論外，並無博士班專業課程，宜設法改進。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茲提供下列建議以為參考：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宜編列更詳盡之授課大綱。 

宜考量增開較為全面之「太空科學」領域的課程（可參考國外相關大學之資料），

以增強學生知識面之廣度與深度。 

增聘教師時宜考慮年齡分布，並期引進新的研究領域。 

宜蒐集學生對課程之反應意見，以作為課程委員會未來設計、規畫課程之參考。 

【碩士班部分】 

除先修課程外，該所宜考慮採取其他輔導教學之措施，協助不同學術背景之學

生，跨越部分課程銜接不易的障礙。 

該所未來可考慮與「遙測學程」碩士班積極進行課程互選、資源與師資共享等合

作計畫。 

【博士班部分】 

1.宜重新檢討課程規劃，增開博士班專業課程，以進一步落實該所之教育目標。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一)訪評意見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近年來，碩士生之來源稍有改變，來自非大氣或太空學士學位的新生比例約有一

半，這些新生需較多的基礎性專業訓練，該所安排之額外課程學生甚感滿意，然

因補強課程之開設影響到教師進階專業課程之開課，以及碩士班學生開始論文寫

作的時程。大部分學生表示從大學至碩士班的改變，最主要為課程內容更專業

化，且多採英語授課，感到稍有適應上的困難。該所教師對教學及研究都非常有

熱忱，不論在課業、研究或生活方面都能提供學生即時的協助，使學生能在優良

的環境中成長。導師制度成效良好，對新入學的學生，該所均鼓勵其接觸不同領

域後，再決定論文之研究方向。 



碩士班及博士班都有書報討論之必修課程，對學生溝通能力和自信心的增進頗有

助益。鑒於國際化之重要性，該所鼓勵學生增強英文能力，這方面的訓練擲得繼

續強調。目前該所博士班的書報討論課程已使用英文，碩士班可考慮比照辦理。

該所招收國際學生已有初步成果，宜繼續推展。同時，該所鼓勵研究生於國外期

刊發表論文及進行學術交流，值得肯定。 

該所的學生於課堂外亦有很多實作之機會，學生可由分析或模擬實驗的過程學得

程式設計的經驗，或有機會進行電離層與雷達等操作機會，近年該所朝太空科學

儀器的自製方向發展，提供更廣泛的實作機會。 

該所師生人數逐年漸增，教學及研究實驗設備日益擴展，造成現有空間不敷使

用，雖已有籌建構想，但尚需時日來實現，如何整合實驗室以提供更有效率的空

間使用，宜審慎考量。 

部分學生反應，該所較少開設與實務相關之課程，致使畢業後計畫就業者，較難

培養日後可於職場應用之實務能力，不利其就業競爭力的提升。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茲提供下列建議以為參考：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1.宜鼓勵學生參加英文檢定測驗；碩士班書報討論宜考慮用英文進行，以加強學

生英文能力。 

2.該所近年朝太空酬載領域發展方向正確，宜積極進行。 

3.宜鼓勵學生由實作而強化學術領域之能力 

4.宜向校方、院方爭取空間，並優先考量設置學生共同討論所需之場所。 

5.該所宜增加與工業界銜接之實務課程並鼓勵業界參訪等交流活動，期能增加畢

業生之就業競爭力。 

6.宜加強學生對國內相關設施及實驗室之參訪。 

【博士班部分】 

1.該所宜爭取經費，鼓勵博士班研究生赴國外發表的論文並進行交流。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一)訪評意見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該所教師所領導的研究團隊，研究成果豐碩，在國際上受到重視，具有國際競爭

力並佔國內同領域領導地位。 

該所有的研究主軸從理論、模擬、計算、數據分析的基礎上，延伸至新的研究領

域如酬載與探測器的研發，如電漿模擬艙、高解析度磁場探測技術等，值得肯定。 

該所學生對課程修習與研究開展之安排甚滿意。投入不同領域職場之學生，也認

同研究工作所培養出的治學態度與解決問題的經驗，十分重要。 

新生入學不久，即加入各研究團隊。此舉增強學生歸屬感，並確立渠道讓新生獲

得教師與學長在研究與課程上的支援，廣為學生接納。該所邀請國內外專家到校

進行專題演講與參訪，亦為研究生所重視，對其增強太空科學知識甚有助益。 

該所教師多人擔任校院級行政主管。另，該所缺少專職技術人員，在未來發展實

驗硬體的主軸下，恐出現困難。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茲提供下列建議以為參考：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1.宜增聘專職的技術人員，以利該所未來發展實驗硬體。 

2.該所宜推動整合性計畫，以有效運用資源。 

3.該所教師多人擔任校、院級行政主管，行政負荷是否對研究及發展造成影響，

宜請考量。 

五、畢業生表現 

(一)訪評意見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該所畢業生主要在學術界與工業界從事教學與研究，另有畢業生任職於科技公

司，其中又以軟體貨電子業為多，也有部分從事中小學教職或其他公務機關工



作，有部分畢業生則失聯。 

畢業生普遍認同在該所受到的教育，不論對專業或其他方面皆甚有助益，整體的

滿意度很高，顯示該所多年來的教學績效。 

入學的新生多希望未來以從事太空研究為主，但是否能夠如願目前尚未能預測。

該所碩士班畢業生從事非太空領域研究工作的比例不低，而博士班畢業生則多數

能從事相關研究。 

繼續從事太空研究的畢業生與該所的關係良好且聯繫密切。該所有太空校友會的

組織，然失聯的校友為數仍然不少，這方面有加強與改進的空間。 

(二)改善建議 

根據上述訪評意見，茲提供下列建議以為參考：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1.該所對學生的生涯規劃宜做更有系統的協助。 

2.宜強化該所校友會的運作，使其能對該所及新畢業生有更具體的幫助。 

3.該所校友會可辦理座談會等活動，以有效協助學生進入職場之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