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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修訂 院系(所)「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 

表 1：教育目標與教育目標說明 
應數系教育目標修訂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一) 培育紮實專業知識，加強跨

領域學習能力。 

(二) 培養自我學習與接受挑戰

的積極態度。 

(三) 奠定理論數學、應用數學、

電腦應用或數學教育的基

礎。 

(四) 認識數學在相關領域上的

應用。 

(五) 訓練嚴謹思考與推理能力。 

(六) 培育資訊科技或資料分析

的專業人才。 

(經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系

課委會決議通過，擬於 102/1/16
系務會議決議) 

(一) 訓練嚴謹思考與推理能力。 

(二) 奠定理論與應用數學的基

礎知識。 

(三) 具備跨領域學習能力。 

 

 配合 103 年系所自評，重新檢

視及修訂本系教育目標，修訂

原則如下： 
1. 系(所)教育目標以能承接校

(院)的教育目標為原則。 
2. 不宜經常變動，本次修訂距

上次修訂(99 年)約為 3 年。

符合 3 年檢視一次之原則。 
3. 本系教育目標說明包含學

士班、碩士班、統計碩士班

及博士班的概念，故修改為

較廣泛的敘述。 
4. 由現行 6 條敘述整合為 3 條

敘述。 
 

應數系教育目標說明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本系對基礎數學訓練極為

重視，為大學部學生提供各種數

學基礎課程。著重數學基本訓

練，培養推理、分析和思考能

力。除此之外；為使本系更能達

到培養多方面人才的目的，本系

也相當著重電腦資訊、程式設計

及機率統計方面的課程訓練。為

此，本系的教育目標便依循此原

則共列出六大主要方向；(一) 培
育紮實專業知識，加強跨領域學

習能力。（二）培養自我學習與

接受挑戰的積極態度。（三）奠

定理論數學、應用數學、電腦應

用或數學教育的基礎。（四）認

識數學在相關領域上的應用。

（五）訓練嚴謹思考與推理能

力。（六）培育資訊科技或資料

本系教學特色為：重視紮

實的基礎訓練；強調觀念的融會

貫通；電腦與軟體的輔助學習，

演習課的實際演練。為此，本系

教育目標便依循此原則列出三

大主要方向： (一)訓練嚴謹思考

與推理能力。(二)奠定理論與應

用數學的基礎知識。(三)具備跨

領域學習能力。 
未來本系將提供更好的學

習環境，滿足學生成長的需要，

並發展良好的師生互動。希望藉

此能使師生之間達到教學相長

的目的以便提升研究能量，發展

更高的學術成就及地位。 

 教育目標說明，乃將前述教育

目標的「設定緣由」及「內涵」

加以描述。 
 修改方向： 

1. 因應教育目標的修改，也同

時修改說明。 
2. 本系教育目標說明包含學

士班、碩士班、統計碩士班

及博士班的概念，故刪除只

適合學士班之句子。 
3. 配合本系教學特色修訂說

明。 
 
 

附件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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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專業人才。 
未來本系將提供更好的學

習環境，滿足學生成長的需要，

並發展良好的師生互動。希望藉

此能使師生之間達到教學相長

的目的以便提升研究能量，發展

更高的學術成就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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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系(所)專業能力與專業能力定義及闡述(學士班) 
應數系學士班專業能力修訂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A. 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

理能力。 

B. 具備機率、統計理論與應用

能力。 

C. 具備數學軟體使用與基礎程

式設計能力。    

D. 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    

E. 具備思考、組織及創造的能

力。 

F. 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

備知識。. 

G. 具備自我學習的能力。 

數學科學組： 
A. 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

理能力。 

B. 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

備知識。, 

C. 具備軟體應用與科學計算能

力。 
 
統計組： 
A. 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

理能力。 

B. 具備機率、統計及相關領域

的知識與應用能力。 

C. 具備軟體應用與統計計算能

力。 

 本系學士班分為數科組及統

計組，所設計之基礎及核心學

程皆有不同，現行之專業能力

指標未能清楚分別出其畢業

時可具備之專業能力。故兩組

專業能力將分別呈列。 
 修訂原則： 

1. 各組之專業能力皆衍生自

本系教育目標。 
2. 明確的列出學生畢業時所

能達成的特定知識及技術。 
3. 專業能力項目的個數不宜

太多，本系預定將專業能力

項目的個數設定在 3 個左

右。 

應數系學士班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能力 A：學習大學的基礎數學及

訓練邏輯推理能力，奠

定將來做研究的基礎。 

能力 B：除了抽象的數學理論

外，系上的課程也包括

了基礎的機率和統計理

論並且學習相關的統計

軟體以便將來升學或就

業的準備。 

能力 C：學生可以藉由系上的課

程，例如：軟體實作，

迴歸分析或程式設計等

課程學習數學軟體的使

用及基礎的程式設計概

念。 

能力 D：學生可經由平時上助教

課時訓練上台表達問

題，提出問題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能力 E：訓練學生如何思考數學

數學科學組： 
能力 A：培養基礎數學知識及訓

練邏輯推理能力，以奠

定未來學習基礎與分

析能力。 
能力 B：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數

學知識，學習其它有興

趣的數學相關領域。 
能力 C：學生藉由系上的課程，

例如：軟體實作與計算

實驗、數值方法、程式

設計等，學習軟體應用

與科學計算。 
 
統計組： 
能力 A：培養基礎數學知識及訓

練邏輯推理能力，以奠

定未來學習基礎與分

析能力。 
能力 B：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數

學知識，學習機率、統

 將修改之項目加以界定及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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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將觀念統整並訓

練其寫證明的能力。 

能力 F：學生可以利用本身已有

的數學知識或基礎學習

其它有興趣的數學領域

或是選擇其它數學相關

的學科進修，如：經濟

學、會計學等。 

能力 G：學生能藉由平時思考問

題的訓練達到具備解決

問題及自我學習的正面

態度。 

計相關知識與應用。 
能力 C：學生藉由系上的課程，

例如：軟體實作與計算

實驗、數值方法、程式

設計、統計學、迴歸分

析等，學習軟體應用與

科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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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系(所)專業能力與專業能力定義及闡述(研究所) 
應數系研究所專業能力修訂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A. 具有邏輯推理能力與判斷

力，並激發其潛能邁向多元

發展 。 

B. 具有研究、應用及學習其它

學科的能力。 

C. 具有數學教學能力。 

D. 能將數學能力轉化成其他領

域的工作助力。 

E. 具備團隊工作及合作研究的

能力。 

F. 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 

G. 具備思考、組織及創造的能

力。 

 

碩士班： 
A. 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輯推

理能力。 

B.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

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C. 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 
 
統計碩士班： 
A. 具備專業機率、統計知識與

應用分析能力。 

B. 具備程式設計與統計計算能

力。 

C.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

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博士班： 
A. 具備專業知識及邏輯推理能

力。 

B.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

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C. 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

能力。 

 本系研究所分為博士班、碩士

班及統計碩士班，所設計之課

程皆有不同，現行之專業能力

指標未能清楚分別出其畢業

時可具備之專業能力。故專業

能力將分別呈列。 
 碩、博班專業能力，表示其具

備專業能力之項目雖大致相

同，但程度上確有差別。 
 修訂原則： 

1. 各班之專業能力皆衍生自

本系教育目標。 
2. 以學生為本位，明確的列出

學生畢業時所能達成的特

定知識及技術。 
 專業能力項目的個數不宜太

多，本系預定將專業能力項目

的個數設定在 3 個左右。 

應數系研究所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能力 A：具備邏輯推理能力能使

學生了解敘述與敘述

之間的邏輯關係，了解

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能

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如

此的訓練能使學生將

來不管學習任何科目

都能得心應手。 

能力 B：具備專業數學知識使學

生有研究論文的能力

或學習其它數學相關

的學科。例如：經濟

學、會計學或工程數學

碩士班： 
能力 A：培養專業數學知識及訓

練邏輯推理能力，以奠

定未來研究基礎與分

析能力。 
能力 B：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專

業知識，學習其它有興

趣的數學相關領域。 
能力 C：研究論文的過程中可以

激發學生的思考及組

織與創造能力來解決

問題。 
 

 將修改之項目加以界定及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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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能力 C：學習系上專業能力的同

時也給予學生擔任助

教工作的機會並藉此

機會達到訓練學生數

學教學能力。 

能力 D: 因為具備數學的理論基

礎與推理能力能讓學

生將來不管是繼續升

學或是選擇就業時有

多方面的可能。例如：

程式設計師、電腦工程

師、教師、精算師或其

他數學相關工作。 

能力 E: 在研究論文的同時難免

會遇到瓶頸，所以可以

藉此機會讓研究生養

成一起討論的團隊精

神及和老師互相研究

的能力。 

能力 F: 除了系上的數學專業知

識外，系上也提供了程

式設計及演算法方面

的專業知識豐富學生

的視野。 

能力 G: 研究論文的過程中可以

激發學生的思考，組織

及創造能力。 

統計碩士班： 
能力 A：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數

學知識，學習專業機

率、統計相關知識與應

用。 
能力 B：學生藉由系上的課程，

例如：模擬方法、程式

設計、統計計算等，學

習程式設計與統計計

算。 
能力 C：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數

學、統計知識，學習其

它有興趣的統計相關

領域。 
 
博士班： 
能力 A：培養專業知識及訓練邏

輯推理能力，以奠定未

來研究基礎與分析能

力。 
能力 B：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專

業知識，學習其它有興

趣的數學相關領域。 
能力 C：研究論文的過程中可以

激發學生的思考及組

織與創造能力來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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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系(所)教育目標與系(所)專業能力對應表(學士班) 
1. 系(所)專業能力之制定應依據系(所)教育目標，藉此檢核兩者之關聯性。 

2. 每一項系(所)教育目標皆應有至少一項系(所)專業能力與之對應。 
（「●」表高度相關，「○」表中度相關） 

應數系學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教育目標之對應 

數學科學組學生專業能力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Have well-founded background in mathematics and be capable of logical reasoning, 
B.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備知識。 
Be knowledgeable about fields related to mathematics, 
C.具備軟體應用與科學計算能力。 
Be able to use mathematics software and scientific computation skill in problem-solving. 

                       系(所)專業能力                                   
系教育目標 A B C 

(一)訓練嚴謹思考與推理能力。 ● ○ ○ 

(二)奠定理論與應用數學的基礎知識。 ● ● ○ 

(三)具備跨領域學習能力。 ○ ○ ● 

統計組學生專業能力 

A.  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Have well-founded background in mathematics and be capable of logical reasoning, 
B.   具備機率、統計及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應用能力。 
Have the knowledge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nd the related field, and the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 
ability, 
C.  具備軟體應用與統計計算能力。 
Be able to use computer software for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in real applications. 

                        系(所)專業能力                                   
系教育目標 

A B C 

(一)訓練嚴謹思考與推理能力。 ● ○ ○ 

(二)奠定理論與應用數學的基礎知識。 ● ● ○ 

(三)具備跨領域學習能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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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系(所)教育目標與系(所)專業能力對應表(研究所) 
  應數系研究所專業能力與教育目標之對應 

碩士班學生專業能力 
A. 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Have well-founded expertise in mathematics and be capable of logical reasoning, 
B.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Be able to study other fields of science so as to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C. 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Be capable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have the problem-solving skills. 

                          系(所)專業能力                                   
系教育目標 A B C 

(一)訓練嚴謹思考與推理能力。 ● ○ ● 

(二)奠定理論與應用數學的基礎知識。 ● ● ○ 

(三)具備跨領域學習能力。 ○ ● ○ 

統計碩士班學生專業能力 
A. 具備專業機率、統計知識與應用分析能力。 
Have well-founded expertise in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nd good analytical ability in solving real 
probelms, 

B. 具備程式設計與統計計算能力。 
Have the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statistical computing skills, 
C.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Be able to study other fields of science so as to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系(所)專業能力                                   
系教育目標 A B C 

(一)訓練嚴謹思考與推理能力。 ● ○ ○ 

(二)奠定理論與應用數學的基礎知識。 ● ○ ● 

(三)具備跨領域學習能力。 ● ● ● 

博士班學生專業能力 
A. 具備專業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Have well-founded expertise and be capable of logical reasoning, 
B.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Be able to study other fields of science so as to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C. 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Be capable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have the problem-solving skills. 

                          系(所)專業能力                                   
系教育目標 A B C 

(一)訓練嚴謹思考與推理能力。 ● ○ ● 

(二)奠定理論與應用數學的基礎知識。 ● ● ○ 

(三)具備跨領域學習能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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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院核心能力與系(所)專業能力對應表(學士班) 
院基礎課程併於系(所)開課，系(所)在檢核學生專業能力之學習成效時，須涵蓋(院)核心能力；

請各系(所)檢核專業能力與(院)核心能力是否具備明確關聯性。 

 

應數系學士班數學科學組學生專業能力與理工學院核心能力之對應 

                   理工學院核心能力                                                             
 
應數系數科組專業能力 

1.具備數理基本

知識、邏輯推理、

分析解決問題之

能力。 

2.具備中外語言

表達溝通技巧，以

養成團隊合作的

能力。 

3.具備終身學習

的能力。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V 
 

V 

B.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備知識。 V 
 

V 

C.具備軟體應用與科學計算能力。 V V V 

應數系學士班統計組學生專業能力與理工學院核心能力之對應 

                     理工學院核心能力                                                                 
 
應數系統計組專業能力 

1.具備數理基本

知識、邏輯推理、

分析解決問題之

能力。 

2.具備中外語言

表達溝通技巧，以

養成團隊合作的

能力。 

3.具備終身學習

的能力。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V 
 

V 

B.具備機率、統計及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應用

能力。 
V 

 
V 

C.具備軟體應用與統計計算能力。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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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院核心能力與系(所)專業能力對應表(研究所) 

應數系碩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理工學院核心能力之對應 

                       理工學院核心能力                                            
系專業能力 

1.具備數理基本

知 識 、 邏 輯 推

理、分析解決問

題之能力。 

2.具備中外語言

表達溝通技巧，

以養成團隊合作

的能力。 

3.具備終身學習

的能力。 

A.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V 
 

V 

B.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

域研究。 
V V V 

C.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V 
 

V 

應數系統計碩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理工學院核心能力之對應 

                    理工學院核心能力                                            
系專業能力 

1.具備數理基本

知 識 、 邏 輯 推

理、分析解決問

題之能力。 

2.具備中外語言

表達溝通技巧，

以養成團隊合作

的能力。 

3.具備終身學習

的能力。 

A.具備專業機率、統計知識與應用分析能力。 V 
 

V 

B.具備程式設計與統計計算能力。 V V V 

C.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

域研究。 
V V V 

應數系博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理工學院核心能力之對應 

                       理工學院核心能力                                            
系專業能力 

1.具備數理基本

知 識 、 邏 輯 推

理、分析解決問

題之能力。 

2.具備中外語言

表達溝通技巧，

以養成團隊合作

的能力。 

3.具備終身學習

的能力。 

A.具備專業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V 
 

V 

B.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

域研究。 
V V V 

C.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V 
 

V 

 



11 
 

項目二、修訂 院系(所)「課程規劃」 

表 5：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檢核表 
（「●」表高度相關，「○」表中度相關） 

 相關值計算說明： 

依據「●」高度相關與「○」中度相關之權重，乘以各課程之「學分數」後，計算各項專業

能力之總分數，以此檢視課程規劃比例是否適當。 

1. 「●」表高度相關分數為 2 分，「○」表中度相關分數為 1 分 

2. 能力計算(舉例):  

學生專業能力 

系所課程規劃 
A B C D E F G 

科目名稱 學分 
選/

必 

年

級 

電子商務與行動商務 3 選 四 ● ● ○  ○ ○  

 甲生修畢上表中之「電子商務與行動商務」課程，依課程對應專業能力之關係其能力值成長

應為: 

  A 能力值: 高度相關 2 分 * 學分數 3 = 6 分 

  B 能力值: 高度相關 2 分 * 學分數 3 = 6 分 

  C 能力值: 中度相關 1 分 * 學分數 3=  3 分 

  依此類推…各能力值分數最後呈現於能力值視覺化系統(P7)中。 

 
 表單填寫注意事項 

1. 系(所)所有課程(含已開或未開課程)皆須對應                     

2. 重複課程能力值不重複計算 

3. 相同課程於不同學程中與專業能力之對應亦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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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檢核表(學士班-數學科學組) 
應用數學系學士班(數學科學組)學生專業能力與系所課程規劃之對應 

學生專業能力 
A.   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Have well-founded background in mathematics and be capable of logical reasoning, 
B.   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備知識。 
Be knowledgeable about fields related to mathematics, 
C.   具備軟體應用與科學計算能力。 
Be able to use mathematics software and scientific computation skill in problem-solving. 

                                       系(所)專業能力                                                          
學程 A B C 

科目名稱 學分 選/必 年級 
應數基礎學程             
微積分(一) 4 必 一上 ● ● ○ 

微積分(二) 4 必 一下 ● ● ○ 

線性代數(一) 3 必 一上 ● ● ○ 

線性代數(二) 3 必 一下 ● ● ○ 

數學導論 3 必 一上 ● ●   
計算機概論 3 三選二 一上 ○ ○ ○ 

程式設計(一) 3 三選二 一下 ○ ○ ● 

軟體實作與計算實驗 3 三選二 一下 ○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43 43 29 
數學科學組核心(一)學程             

高等微積分(一) 4 必 二上 ● ●   

高等微積分(二) 4 必 二下 ● ●   

代數(一) 3 必 三上 ● ●   

數值方法 3 必 三下 ○ ● ● 

微分方程 3 必 三下 ● ●   

分析導論 3 四選三 一下 ● ●   

高等線性代數 3 四選三 二下 ● ●   

向量分析 3 四選三 二上 ● ●   

數論 3 四選三 三下 ●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55 58 9 
數學科學組核心(二)學程             

複變函數論 3 二選一 三上 ● ●   

實變函數論 3 二選一 三下 ● ●   

幾何 3 三選一 三上 ● ● ○ 

代數(二) 3 三選一 三下 ● ●   

其它選修(一) 3 三選一 四下 ○ ○ ○ 

基礎機率 3 十五選一 二上 ● ●   

離散數學 3 十五選三 二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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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論 3 十五選一 三上 ● ● ○ 

統計學 3 十五選一 二下 ● ● ○ 

拓樸學 3 十五選一 三上 ● ●   

數理統計學(一) 3 十五選一 三上 ● ○ ○ 

數學規劃 3 十五選一 三上 ○ ● ○ 

隨機模型 3 十五選一 三下 ● ●   

對局論 3 十五選一 四上 ○ ○   

偏微分方程 3 十五選一 四上 ● ● ○ 

集合論 3 十五選一 四上 ● ●   

應數專論  3 十五選一 四下 ○ ○ ○ 

動態系統 3 十五選一 四下 ● ○ ● 

傅氏分析 3 十五選一 四下 ● ● ○ 

其他選修(二) 3 十五選一 四下 ○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105 102 36 
統計資料分析學程             

數理統計學(一) (核 2) 3 必 三上 ● ○ ○ 

迴歸分析 3 必 四上 ● ○ ● 

程式設計(一) (基) 3 九選五 一下 ○ ○ ● 

精算學 3 九選五 二下 ● ○ ● 

機率論 (核 2) 3 九選五 三上 ● ● ○ 

數學規劃 (核 2) 3 九選五 三上 ○ ● ○ 

應用線性代數 3 九選五 三上 ● ● ● 

數值方法 (核 1)  3 九選五 三下 ○ ● ● 

數理統計學(二) 3 九選五 三下 ● ○ ○ 

時間序列 3 九選五 三下 ● ● ● 

隨機模型 (核 2) 3 九選五 三下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30 21 27 

數學學程             

複變函數論 (核 2) 3 必 三上 ● ●   

代數(二) (核 2) 3 必 三下 ● ●   

微分方程 (核 1) 3 必 三下 ● ●   

實變函數論 (核 2) 3 必 三下 ● ●   

向量分析 (核 1) 3 十三選三 二上 ● ●   

離散數學 (核 2) 3 十三選三 二下 ● ●   

高等線性代數 (核 1) 3 十三選三 二下 ● ●   

機率論 (核 2、統) 3 十三選三 三上 ● ● ○ 

拓樸學 (核 2) 3 十三選三 三上 ● ●   

幾何 (核 2) 3 十三選三 三上 ● ● ○ 

數論  (核 1) 3 十三選三 三下 ● ● ○ 

對局論 (核 2) 3 十三選三 四上 ○ ○   

偏微分方程 (核 2) 3 十三選三 四上 ● ● ○ 

集合論 (核 2) 3 十三選三 四上 ● ●   



14 
 

應數專論 (核 2) 3 十三選三 四下 ○ ○ ○ 

傅氏分析 (核 2) 3 十三選三 四下 ● ● ○ 

動態系統 (核 2) 3 十三選三 四下 ●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0 0 0 

資訊計算學程             

基礎機率 (核 2) 3 四選三 二上 ● ●   

離散數學 (核 2、數) 3 四選三 二下 ● ●   

統計學 (核 2) 3 四選三 二下 ● ● ○ 

微分方程 (核 1、數) 3 四選三 三下 ● ●   

資料結構 3 六選四 二上 ○ ○ ● 

程式設計(二) 3 六選四 二下 ○ ○ ● 

時間序列 (統) 3 六選四 三下 ● ● ● 

作業系統 3 六選四 三下 ○ ○ ○ 

微陣列基因資料分析 3 六選四 四上 ○ ○ ● 

演算法 3 六選四 四下 ○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15 18 27 

數學科學學程             

程式設計(一) (基、統) 3 選 一下 ○ ○ ● 

分析導論 (核 1) 3 選 一下 ● ●   

基礎機率 (核 2、資) 3 選 二上 ● ●   

資料結構 (資) 3 選 二上 ○ ○ ● 

向量分析 (核 1、數) 3 選 二上 ● ●   

離散數學 (核 2、數、資) 3 選 二下 ● ●   

統計學 (核 2、資) 3 選 二下 ● ● ○ 

程式設計(二) (資) 3 選 二下 ○ ○ ● 

精算學 (統) 3 選 二下 ● ○ ● 

高等線性代數 (核 1、數) 3 選 二下 ● ●   

機率論 (核 2、統、數) 3 選 三上 ● ● ○ 

幾何 (核 2、數) 3 選 三上 ● ● ○ 

數理統計學(一) (核 2、統) 3 選 三上 ● ○ ○ 

拓樸學 (核 2、數) 3 選 三上 ● ●   

複變函數論 (核 2、數) 3 選 三上 ● ●   

數學規劃 (核 2、統) 3 選 三上 ○ ● ○ 

應用線性代數 (統) 3 選 三上 ● ● ● 

數值方法 (核 1、統)  3 選 三下 ○ ● ● 

代數(二) (核 2、數) 3 選 三下 ● ●   

微分方程 (核 1、數、資) 3 選 三下 ● ●   

數理統計學(二) (統) 3 選 三下 ● ○ ○ 

數論  (核 1、數) 3 選 三下 ● ● ○ 

實變函數論 (核 2、數) 3 選 三下 ● ●   

時間序列 (統、資) 3 選 三下 ● ● ● 

隨機模型 (核 2、統) 3 選 三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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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 (資) 3 選 三下 ○ ○ ○ 

微陣列基因資料分析 (資) 3 選 四上 ○ ○ ● 

對局論 (核 2、數) 3 選 四上 ○ ○   

迴歸分析 (統) 3 選 四上 ● ○ ● 

偏微分方程 (核 2、數) 3 選 四上 ● ● ○ 

集合論 (核 2、數) 3 選 四上 ● ●   

演算法 (資) 3 選 四下 ○ ● ● 

應數專論 (核 2、數) 3 選 四下 ○ ○ ○ 

傅氏分析 (核 2、數) 3 選 四下 ● ● ○ 

動態系統 (核 2、數) 3 選 四下 ●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0 0 0 
(已)開課課程數 46 46 30 
(未)開課課程數 1 1 0 

系(所)各專業能力相關課程總數 47 47 30 

系(所)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總計 248 242 128 

「●」表高度相關分數為 2 分，「○」表中度相關分數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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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檢核表(學士班-統計組) 
應數系學士班統計組學生專業能力與系所課程規劃之對應 

學生專業能力 
A.     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Have well-founded background in mathematics and be capable of logical reasoning, 
B.     具備機率、統計及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應用能力。 
Have the knowledge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nd the related field, and the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 
ability, 
C.     具備軟體應用與統計計算能力。 
Be able to use computer software for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in real applications. 

                                           系(所)專業能力                                                          
學程 A B C 

科目名稱 學分 選/必 年級 
應數基礎學程             
微積分(一) 4 必 一上 ●     

微積分(二) 4 必 一下 ●     

線性代數(一) 3 必 一上 ●     

線性代數(二) 3 必 一下 ●     

數學導論 3 必 一上 ●     

計算機概論 3 三選二 一上 ○   ○ 

程式設計(一) 3 三選二 一下 ●   ○ 

軟體實作與計算實驗 3 三選二 一下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46 0 9 
統計組核心(一)學程             
高等微積分(一) 4 必 二上 ● ○   

高等微積分(二) 4 必 二下 ● ○   

基礎機率 3 必 二上 ● ●   

統計學 3 必 二下 ○ ● ● 

分析導論 3 七選四 一下 ●     

資料結構 3 七選四 二上 ○   ○ 

離散數學 3 七選四 二下 ● ○   

程式設計(二) 3 七選四 二下 ●   ○ 

代數(一)  3 七選四 三上 ●     

數值方法 3 七選四 三下 ● ○ ○ 

微分方程 3 七選四 三下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64 29 15 
統計組核心(二)學程             
機率論 3 五選三 三上 ● ● ○ 

數理統計學(一) 3 五選三 三上 ● ● ○ 

數理統計學(二) 3 五選三 三下 ● ● ○ 

隨機模型 3 五選三 三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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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分析 3 五選三 四上 ● ● ● 

精算學 3 七選一 二下 ● ● ● 

複變函數論 3 七選一 三上 ●     

實變函數論 3 七選一 三下 ● ○   

拓樸學 3 七選一 三上 ●     

數學規劃  3 七選一 三上 ○ ○ ○ 

應用線性代數 3 七選一 三上 ● ● ● 

傅氏分析 3 七選一 四上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69 51 30 
統計資料分析學程             
數理統計學(一) (核 2) 3 必 三上 ● ● ○ 

迴歸分析 (核 2) 3 必 四上 ● ● ● 

程式設計(一) (基) 3 九選五 一下 ●   ○ 

精算學 (核 2) 3 九選五 二下 ● ● ● 

機率論 (核 2) 3 九選五 三上 ● ● ○ 

數學規劃 (核 2) 3 九選五 三上 ○ ○ ○ 

應用線性代數 (核 2) 3 九選五 三上 ● ● ● 

數值方法 (核 1) 3 九選五 三下 ● ○ ○ 

數理統計學(二) (核 2) 3 九選五 三下 ● ● ○ 

時間序列 3 九選五 三下 ● ● ● 

隨機模型 (核 2) 3 九選五 三下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6 6 6 
數學學程             
複變函數論 (核 2) 3 必 三上 ●     

代數(二)  3 必 三下 ●     

微分方程 (核 1) 3 必 三下 ● ○   

實變函數論 (核 2) 3 必 三下 ● ○   

向量分析  3 十三選三 二上 ●     

離散數學 (核 1) 3 十三選三 二下 ● ○   

高等線性代數  3 十三選三 二下 ● ○   

機率論 (核 2、統) 3 十三選三 三上 ● ● ○ 

拓樸學  (核 2) 3 十三選三 三上 ●     

幾何  3 十三選三 三上 ●     

數論  3 十三選三 三下 ●     

對局論  3 十三選三 四上 ○     

偏微分方程  3 十三選三 四上 ●     

集合論  3 十三選三 四上 ●     

應數專論  3 十三選三 四下 ○ ○ ○ 

傅氏分析 (核 2) 3 十三選三 四下 ● ○   

動態系統  3 十三選三 四下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54 6 3 

資訊計算學程             



18 
 

基礎機率 (核 1) 3 四選三 二上 ● ●   

離散數學 (核 1、數) 3 四選三 二下 ● ○   

統計學 (核 1) 3 四選三 二下 ○ ● ● 

微分方程 (核 1、數) 3 四選三 三下 ● ○   

資料結構 (核 1) 3 六選四 二上 ○   ○ 

程式設計(二) (核 2) 3 六選四 二下 ●   ○ 

時間序列 (統) 3 六選四 三下 ● ● ● 

作業系統 3 六選四 三下 ○   ○ 

微陣列基因資料分析 3 六選四 四上 ○ ○ ● 

演算法 3 六選四 四下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9 3 12 
數學科學學程             
程式設計(一) (基、統) 3 選 一下 ●   ○ 

分析導論 (核 1) 3 選 一下 ●     

基礎機率 (核 1、資) 3 選 二上 ● ●   

資料結構 (核 1、資) 3 選 二上 ○   ○ 

向量分析 (數) 3 選 二上 ●     

離散數學 (核 1、數、資) 3 選 二下 ● ○   

統計學 (核 1、資) 3 選 二下 ○ ● ● 

程式設計(二) (核 2、資) 3 選 二下 ●   ○ 

精算學 (核 2、統) 3 選 二下 ● ● ● 

高等線性代數 (數) 3 選 二下 ● ○   

機率論 (核 2、統、數) 3 選 三上 ● ● ○ 

幾何 (數) 3 選 三上 ●     

數理統計學(一) (核 2、統) 3 選 三上 ● ● ○ 

拓樸學  (核 2、數) 3 選 三上 ●     

複變函數論 (核 2、數) 3 選 三上 ●     

數學規劃 (核 2、統) 3 選 三上 ○ ○ ○ 

應用線性代數 (核 2、統) 3 選 三上 ● ● ● 

數值方法 (核 1、統) 3 選 三下 ● ○ ○ 

代數(二) (數) 3 選 三下 ●     

微分方程 (核 1、數、資) 3 選 三下 ● ○   

數理統計學(二) (核 2、統) 3 選 三下 ● ● ○ 

數論 (數) 3 選 三下 ●     

實變函數論 (核 2、數) 3 選 三下 ● ○   

時間序列 (統、資) 3 選 三下 ● ● ● 

隨機模型 (核 2、統) 3 選 三下 ● ●   

作業系統 (資) 3 選 三下 ○   ○ 

微陣列基因資料分析 (資) 3 選 四上 ○ ○ ● 

對局論 (數) 3 選 四上 ○     

迴歸分析 (核 2、統) 3 選 四上 ● ● ● 

偏微分方程 (數) 3 選 四上 ●     



19 
 

集合論 (數) 3 選 四上 ●     

演算法 (資) 3 選 四下 ○   ○ 

應數專論 (數) 3 選 四下 ○ ○ ○ 

傅氏分析 (核 2、數) 3 選 四下 ● ○   

動態系統 (數) 3 選 四下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0 0 0 
(已)開課課程數 44 21 19 
(未)開課課程數 1 0 0 

系(所)各專業能力相關課程總數 45 21 19 

系(所)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總計 248 95 75 

「●」表高度相關分數為 2 分，「○」表中度相關分數為 1 分 

 



20 
 

表 5-3：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檢核表(研究所-碩士班) 

應數系碩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系所課程規劃之對應 

學生專業能力 
A. 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Have well-founded expertise in mathematics and be capable of logical reasoning, 
B.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Be able to study other fields of science so as to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C. 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Be capable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have the problem-solving skills. 

                                              系(所)專業能力                                                          
學程 A B C 

科目名稱 學分 選/必 備註 
專業必修科目 
分析導論 3 必   ●   ○ 

代數導論 3 必   ● ○ ● 

數值分析 3 六選一   ○ ● ● 

實變函數論(一) 3 六選一   ● ○ ● 

泛函分析(一) 3 六選一   ● ● ● 

複變函數論 3 六選一   ● ○ ● 

組合學 3 六選一   ● ● ● 

幾何學 3 六選一   ●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45 30 45 
專業選修科目 
實變函數論(二) 3 選   ● ● ● 

代數幾何(一) 3 選   ● ○ ● 

代數幾何(二) 3 選 未開 ● ○ ● 

常微分方程 3 選   ● ● ● 

偏微分方程 3 選   ● ● ● 

泛函分析(二) 3 選 未開 ● ● ● 

交換代數(一) 3 選   ● ○ ● 

交換代數(二) 3 選 未開 ● ○ ● 

代數專題(一) 3 選   ● ○ ● 

代數專題(二) 3 選 未開 ● ○ ● 

分析專題(一) 3 選   ● ○ ● 

分析專題(二) 3 選 未開 ● ○ ● 

應數專論(一) 3 選   ● ● ● 

應數專論(二) 3 選   ● ● ● 

應數專論(三) 3 選   ● ● ● 

應數專論(四) 3 選   ● ● ● 

數學專論(一) 3 選   ● ○ ● 

數學專論(二) 3 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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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專論(三) 3 選   ● ○ ● 

數學專論(四) 3 選   ● ○ ● 

高等統計學 3 選   ● ● ● 

高等機率論 3 選   ● ● ● 

應用統計線性模型 3 選   ● ○ ○ 

模擬方法 3 選   ○ ○ ● 

類神經網路 3 選   ○ ● ● 

圖論 3 選   ● ● ● 

高等演算法 3 選 未開 ● ○ ● 

對局論 3 選   ○ ● ● 

數學規劃 3 選   ○ ● ● 

智慧型數值計算 3 選   ○ ● ● 

無母數迴歸分析 3 選   ● ● ● 

統計計算 3 選   ● ● ● 

引導研究(一) 3 選   ● ○ ● 

引導研究(二) 3 選   ● ○ ● 

論文研究(一) 3 選 限研二以上 ● ○ ● 

論文研究(二) 3 選 限研二以上 ● ○ ● 

專題討論:應數講座(一) 1 選   ○ ○   

專題討論:應數講座(二) 1 選   ○ ○   

專題討論:應數講座(三) 1 選   ○ ○   

專題討論:應數講座(四) 1 選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205 163 213 
(已)開課課程數 42 41 38 
(未)開課諌程數 6 6 6 

系(所)各專業能力相關課程總數 48 47 44 

系(所)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總計 250 193 258 

「●」表高度相關分數為 2 分，「○」表中度相關分數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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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檢核表(研究所-統計碩士班) 

應數系統計碩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系所課程規劃之對應 

學生專業能力 
A. 具備專業機率、統計知識與應用分析能力。 
Have well-founded expertise in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nd good analytical ability in solving real 
probelms, 

B. 具備程式設計與統計計算能力 
Have the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statistical computing skills, 
C.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Be able to study other fields of science so as to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系(所)專業能力                                                          
學程 A B C 

科目名稱 學分 選/必 備註 
專業必修科目 
高等機率論 3 四選三   ●   ● 

數值分析 3 四選三   ○ ● ● 

高等統計學 3 四選三   ●   ● 

統計計算 3 四選三   ● ● ● 

必修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21 12 24 
專業選修科目 
實變函數論(一) 3 選   ●   ● 

應用統計線性模型 3 選   ● ○ ○ 

多變量分析 3 選   ● ○ ● 

模擬方法 3 選   ● ● ○ 

廣義統計線性模型 3 選   ● ○ ○ 

應用機率模式 3 選   ● ○ ○ 

假設檢定及區間估計 3 選   ● ○ ● 

時間序列分析 3 選   ● ● ● 

應用隨機過程 3 選   ● ○ ● 

抽樣調查 3 選   ○ ○ ○ 

類神經網路 3 選   ○ ● ● 

非參數統計理論 3 選   ● ● ● 

生物統計 3 選   ● ● ● 

點估計論 3 選   ● ● ○ 

圖論 3 選   ○ ○ ● 

高等演算法 3 選 未開 ○ ● ○ 

對局論 3 選   ○   ● 

數學規劃 3 選   ○ ○ ● 

智慧型數值計算 3 選   ○ ● ● 

決策理論 3 選 未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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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母數迴歸分析 3 選   ● ● ● 

隨機過程 3 選   ● ○ ● 

存活分析 3 選   ● ○ ● 

生物資訊統計學 3 選   ● ● ● 

隨機微積分 3 選 未開 ● ○ ● 

長期追蹤資料分析 3 選   ● ● ● 

統計專論(一) 3 選   ● ○ ○ 

統計專論(二) 3 選   ● ○ ○ 

統計專論(三) 3 選   ● ○ ○ 

統計專論(四) 3 選   ● ○ ○ 

機率專論(一) 3 選   ● ○ ○ 

機率專論(二) 3 選 未開 ● ○ ○ 

機率專論(三) 3 選 未開 ● ○ ○ 

機率專論(四) 3 選 未開 ● ○ ○ 

作業研究專論(一) 3 選   ○ ○ ● 

作業研究專論(二) 3 選   ○ ○ ● 

作業研究專論(三) 3 選 未開 ○ ○ ● 

作業研究專論(四) 3 選 未開 ○ ○ ● 

排隊理論 3 選   ● ○ ● 

引導研究(一) 3 選   ● ○ ○ 

引導研究(二) 3 選   ● ○ ○ 

論文研究(一) 3 選 限研二以上 ● ○ ○ 

論文研究(二) 3 選 限研二以上 ● ○ ○ 

專題討論:應數講座(一) 1 選   ○   ○ 

專題討論:應數講座(二) 1 選   ○   ○ 

專題討論:應數講座(三) 1 選   ○   ○ 

專題討論:應數講座(四) 1 選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229 156 202 
(已)開課課程數 43 35 43 
(未)開課諌程數 8 8 8 

系(所)各專業能力相關課程總數 51 43 51 

系(所)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總計 250 168 226 

「●」表高度相關分數為 2 分，「○」表中度相關分數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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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檢核表(研究所-博士班) 

應數系博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系所課程規劃之對應 

學生專業能力 
A. 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Have well-founded expertise in mathematics and be capable of logical reasoning, 
B.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Be able to study other fields of science so as to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C. 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Be capable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have the problem-solving skills. 

                                              系(所)專業能力                                                          
學程 A B C 

科目名稱 學分 選/必 備註 
專業必修科目 
專題研究(一) 3 必   ● ○ ● 

專題研究(二) 3 必   ● ○ ● 

專題研究(三) 3 必   ● ○ ● 

專題研究(四) 3 必   ● ○ ● 

論文研究(一) 3 必   ● ○ ● 

論文研究(二) 3 必   ● ○ ● 

論文研究(三) 3 必   ● ○ ● 

論文研究(四) 3 必   ● ○ ● 

必修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48 24 48 
專業選修科目 
代數導論 3 選   ● ○ ● 

實變函數論(一) 3 選   ● ○ ● 

實變函數論(二) 3 選   ● ● ● 

高等統計學 3 選   ● ● ● 

假設檢定及區間估計 3 選 未開 ● ● ● 

多變量分析 3 選   ○ ● ○ 

模擬方法 3 選   ○ ○ ● 

數值分析 3 選   ○ ● ● 

應用統計線性模型 3 選   ● ○ ○ 

高等機率論 3 選   ● ● ● 

應用機率模式 3 選   ● ○ ● 

應用隨機過程 3 選   ● ● ● 

廣義統計線性模型 3 選   ● ○ ● 

時間序列分析 3 選 未開 ● ● ● 

生物統計 3 選   ○ ● ● 

非參數統計理論 3 選 未開 ● ● ● 

抽樣調查 3 選     ○ ○ 

類神經網路 3 選 未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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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估計論 3 選   ● ○ ○ 

圖論 3 選   ● ● ● 

高等演算法 3 選 未開 ● ○ ● 

對局論 3 選   ○ ● ● 

數學規劃 3 選   ○ ● ● 

常微分方程 3 選   ● ● ● 

偏微分方程 3 選   ● ● ● 

智慧型數值計算 3 選   ○ ● ● 

決策理論 3 選   ○ ○ ○ 

無母數迴歸分析 3 選   ● ● ● 

隨機過程 3 選 未開 ● ● ● 

存活分析 3 選   ● ● ● 

複變函數論 3 選   ● ○ ● 

代數幾何(一) 3 選 未開 ● ○ ● 

代數幾何(二) 3 選 未開 ● ○ ● 

泛函分析(一) 3 選   ● ● ● 

泛函分析(二) 3 選 未開 ● ● ● 

交換代數(一) 3 選   ● ○ ● 

交換代數(二) 3 選 未開 ● ○ ● 

隨機微積分 3 選 未開 ● ● ● 

長期追蹤資料分析 3 選   ○ ● ● 

代數專題(一) 3 選   ● ○ ● 

代數專題(二) 3 選 未開 ● ○ ● 

分析專題(一) 3 選   ● ○ ● 

分析專題(二) 3 選 未開 ● ○ ● 

應數專論(一) 3 選   ● ● ● 

應數專論(二) 3 選   ● ● ● 

應數專論(三) 3 選   ● ● ● 

應數專論(四) 3 選   ● ● ● 

數學專論(一) 3 選   ● ○ ● 

數學專論(二) 3 選   ● ○ ● 

數學專論(三) 3 選   ● ○ ● 

數學專論(四) 3 選   ● ○ ● 

統計專論(一) 3 選   ● ● ● 

統計專論(二) 3 選   ● ● ● 

統計專論(三) 3 選   ● ● ● 

統計專論(四) 3 選   ● ● ● 

機率專論(一) 3 選   ● ● ● 

機率專論(二) 3 選 未開 ● ● ● 

機率專論(三) 3 選 未開 ● ● ● 

機率專論(四) 3 選 未開 ● ● ● 

作業研究專論(一) 3 選 未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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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研究專論(二) 3 選   ○ ● ● 

作業研究專論(三) 3 選 未開 ○ ● ● 

作業研究專論(四) 3 選 未開 ○ ● ● 

排隊理論 3 選   ● ● ● 

統計計算 3 選   ● ● ● 

生物資訊統計學 3 選   ○ ● ● 

組合學 3 選 未開 ● ● ● 

幾何學 3 選 未開 ● ○ ● 

學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357 336 393 
(已)開課課程數 54 55 55 
(未)開課諌程數 21 21 21 

系(所)各專業能力相關課程總數 75 76 76 

系(所)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總計 405 360 441 

「●」表高度相關分數為 2 分，「○」表中度相關分數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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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系(所)課程檢核統計表與系(所)專業能力培育比重圖(學士班) 
 

 課程檢核統計表 

1. 課程總分數: 系所各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後之分數總計。 

2. 相關課程數: 與該能力有關之課程數量(一門課可對應多項能力) 

應數系學士班課程檢核統計表 
現行 擬修訂 
數學科學組： 

 
 
統計組： 

 
 
上列兩組之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機率、統計理論與應用能力。 
C：具備數學軟體使用與基礎程式設計能力。 
D：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 
E：具備思考、組織及創造的能力。 
F：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備知識。 
G：具備自我學習的能力。 

數學科學組：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備知識。 
C：具備軟體應用與科學計算能力。 

 

統計組：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機率、統計及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應用能力。 
C：具備軟體應用與統計計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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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數系學士班能力培育比重圖 

1. 分母:各項能力開課總分數之總計  

2. 分子:各能力課程總分數     

應數系學士班能力培育比重圖 
現行 擬修訂 
數學科學組： 

 
 
統計組： 

 
上列兩組之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機率、統計理論與應用能力。 
C：具備數學軟體使用與基礎程式設計能力。 
D：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 
E：具備思考、組織及創造的能力。 
F：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備知識。 
G：具備自我學習的能力。 

數學科學組：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備知識。 
C：具備軟體應用與科學計算能力。 

 
統計組：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機率、統計及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應用能力。 
C：具備軟體應用與統計計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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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系(所)課程檢核統計表與系(所)專業能力培育比重圖(研究所) 
應數系研究所課程檢核統計表 

現行 擬修訂 
碩士班： 

 
統計碩士班： 

 
博士班： 

 
 
上列三組之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機率、統計理論與應用能力。 
C：具備數學軟體使用與基礎程式設計能力。 
D：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 
E：具備思考、組織及創造的能力。 
F：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備知識。 
G：具備自我學習的能力。 

碩士班： 

 
碩士班： 
A：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C：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統計碩士班： 

 
A：具備專業機率、統計知識與應用分析能力。 
B：具備程式設計與統計計算能力。 
C：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博士班： 

 
博士班： 
A：具備專業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C：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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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培育比重圖 

1. 分母:各項能力開課總分數之總計  

2. 分子:各能力課程總分數     

應數系研究所能力培育比重圖 
現行 擬修訂 
碩士班： 

 

統計碩士班： 

 
博士班： 

 
上列三組之 
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機率、統計理論與應用能力。 
C：具備數學軟體使用與基礎程式設計能力。 
D：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 
E：具備思考、組織及創造的能力。 
F：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的預備知識。 
G：具備自我學習的能力。 

碩士班： 

 
碩士班： 
A：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C：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統計碩士班： 

 
統計碩士班： 
A：具備專業機率、統計知識與應用分析能力。 
B：具備程式設計與統計計算能力。 
C：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博士班： 

 
博士班： 
A：具備專業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 
B：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 
C：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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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系(所)專業能力培育比重說明、分析與改善策略 
依照表 6_系(所)課程檢核統計表與專業能力培育比重圖之資料，說明與分析系(所)當學期整體

課程規劃，提出改善策略並提交課程委員會審議。 

 

應數系學士班專業能力培育比重說明、分析 
 由本系擬修改之學士班能力比重圖可看出： 

1. 數學科學組之專業能力「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與「B：具備學習數學相

關領域的預備知識」佔數科組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的 40% 與 39%；次之為「C：具

備軟體應用與科學計算能力」佔 21%。 
2. 統計組之專業能力「A：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佔統計組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

力分數的 59%；次之為「B：具備機率、統計及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應用能力」與「C：具備

軟體應用與統計計算能力」佔 23% 及 18%。 
 經檢視本系擬修定之專業能力項目，皆與本系教育目標相連結。 
 統計組之能力 B、能力 C 的培育比重偏低。 

 

改善策略 
 擬修改方向： 

1. 擬修改本系學士班數科組及統計組之相關科目。 
2. 考慮增開統計組之相關課程。 

 
應數系研究所 專業能力培育比重說明、分析 

 由本系擬修改之研究所能力比重圖可看出： 
1. 碩士班之專業能力「A：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及「C：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佔碩士班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的 36% 及 37% ；次之為「B：具備學

習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佔 27% 。 
2. 統計碩士班之專業能力「A：具備專業機率、統計知識與應用分析能力」及「C：具備學習

其它學科的能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佔統計碩士班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的 39% 
及 35%；次之為「B：具備程式設計與統計計算能力」佔 26%。 

3. 博士班之專業能力「A：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輯推理能力」、「B：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

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研究」及「C：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分別佔博士班所

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的 34%、30% 及 36% 。 
 經檢視本系擬修定之專業能力項目，皆能和本系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相連結。 
 各專業能力項目在所有課程中對應之分數，皆佔 3 分之 1 左右。 

 

改善策略 
 就擬修改之專業能力對應本學期課程規劃之數據來看，尚無需做課程上的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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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系(所)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名單 

請各系(所)組成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針對評量機制相關內容進行討論，逐步發展學習成效指

標、並制定符合各院、系(所)特色之總結性評量。委員會之組成與主要執行任務如下所示： 

 

 人員組成： 

由參與之院或學系，邀請系所教師、校外專家學者及學生代表(其他利害關係人)，設定與確

認參與委員會的成員比例。 

 
 主要任務: 

1. 修訂系(所)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發展學習成效指標。  

2. 修訂與檢討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培育比重。 

3. 建立系(所)總結評量方式、類型、範圍、工具。 

4. 總結評量機制的執行、檢討、分析與修正；每學年定期撰寫總結性評量成效報告。 

 
表 8：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名單 
 

101 年度應用數學系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 

 代表 職級 姓名 

1 
校外專家學者 

台灣觀光學院通識中心

專任助理教授兼任教務

處註冊組長 

林宗輝 

2 學生代表 碩士班在學生 陳昱辰 

3 系上教師 教授兼系主任 黃延安 

4 系上教師 教授 張菁華 

5 系上教師 教授 謝思民 

6 系上教師 副教授 胡鍇 

7 系上教師 副教授 郭大衛 

8 系上教師 助理教授 趙維雄 

 
 

上述名單本系於 102 年 1 月 16 日(三)系辦會議中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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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系(所)學習成效指標 

系(所)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之設定，旨在作為系(所)總結性評量的檢核目標；其內涵較系(所)

專業能力更具體且易評量。如下表所示： 

 
 系(所)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之制訂原則 

1. 縱向關聯性：逐一針對各專業能力項目展開(與[專業能力定義及闡述]相互呼應) 

2. 橫向整合：區隔、高層次  

3. 準確性：精準掌握動詞 

4. 應清楚界定  

5. 應可具體衡量 

 系(所)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呈現方式 

1. 以學生為本位的敘述  

2. [課程結束時]應展現的績效標準  

3. 具體可評量的知識,技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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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系(所)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學士班) 
應數系學士班數學科學組 

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力 A： 
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
輯推理能力。 

培養基礎數學知識及訓練邏

輯推理能力，以奠定未來學習

基礎與分析能力。 

A-1：具有基本數學知識。 

A-2：具有修習高等課程能力。 

能力 B： 
具備學習數學相關領域
的預備知識。 

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數學知

識，學習其它有興趣的數學相

關領域。 

B-1：曾修習跨領域學門所需的數學相
關課程。 

B-2：能利用所學的數學知識進行跨領

域學習。 

能力 C： 
具備軟體應用與科學計
算能力。 

學生藉由系上的課程，例如：

軟體實作與計算實驗、數值方

法、程式設計等，學習軟體應

用與科學計算。 

C-1：能使用數學軟體進行科學計算。  

C-2：擁有解決實際問題的程式設計能

力。 

應數系學士班統計組 
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力 A： 
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及邏
輯推理能力。 

培養基礎數學知識及訓練邏

輯推理能力，以奠定未來學習

基礎與分析能力。 

A-1：具有基本數學知識。 

A-2：具有修習高等課程能力。 

能力 B： 
具備機率、統計及相關
領域的知識與應用能
力。 

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數學知

識，學習機率、統計相關知識

與應用。 

B-1：曾修習機率、統計的基本課程。 

B-2：曾修習應用統計相關課程。 

能力 C： 
具備軟體應用與統計計
算能力。 

學生藉由系上的課程，例如：

軟體實作與計算實驗、數值方

法、程式設計、統計學、迴歸

分析等，學習軟體應用與科學

計算。 

C-1：能運用電腦軟體進行統計分析與
相關計算。 

C-2：能正確詮釋電腦報表與撰寫分析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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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系(所)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研究所) 
應數系碩士班 

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力 A： 
具備專業數學知識及邏

輯推理能力。 

培養專業數學知識及訓練邏

輯推理能力，以奠定未來研究

基礎與分析能力。 

A-1：具有從事研究的預備知識。 

A-2：具有研討學術論文的能力。 

能力 B：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

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

研究。 

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專業知

識，學習其它有興趣的數學相

關領域。 

B-1：曾修習跨領域研究所需的數學相

關課程。 

B-2：能利用所學專業知識進行跨領域

研究 

能力 C： 
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 

研究論文的過程中可以激發

學生的思考，及組織與創造能

力來解決問題。 

C-1：具有自我學習能力。 

C-2：具有撰寫論文能力。 

應數系統計碩士班 
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力 A： 
具備專業機率、統計知

識與應用分析能力。  

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數學知

識，學習專業機率、統計相關

知識與應用。  

A-1：曾修習高等機率、統計、隨機過

程等理論課程。 

A-2：曾修習各類模型或方法論等課

程, 具實務分析與撰寫報告之經驗。 

能力 B： 
具備程式設計與統計計

算能力。 

學生藉由系上的課程，例如：

模擬方法、程式設計、統計計

算等，學習程式設計與統計計

算。 

B-1：曾修習與程式設計或統計計算有

關之課程。 

B-2：能運用程式設計以幫助碩士論文

研究。 

能力 C：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

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

研究。 

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數學、統

計知識，學習其它有興趣的統

計相關領域。 

C-1：曾修習與本系專業知識有關之跨

領域應用課程。 

C-2：能利用所學專業知識進行跨領域

研究。 

應數系博士班 
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力 A： 
具備專業知識及邏輯推

理能力。 

培養專業知識及訓練邏輯推

理能力，以奠定未來研究基礎

與分析能力。 

A-1：具有從事研究的預備知識。 

A-2：具有研討學術論文的能力。 

能力 B： 
具備學習其它學科的能

力，以期能邁向跨領域

研究。 

學生運用本身已有的專業知

識，學習其它有興趣的數學相

關領域。 

B-1：曾修習跨領域研究所需的數學相

關課程。 

B-2：能利用所學專業知識進行跨領域

研究 

能力 C： 
具備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 

研究論文的過程中可以激發

學生的思考，及組織與創造能

力來解決問題。 

C-1：具有自我學習能力。 

C-2：具有撰寫論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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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相關會議記錄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課程委員會議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四) 中午 12：00～14:00 
地   點：應用數學系討論室（A324） 
主    席：黃延安 主任 
出席人員：胡鍇、郭大衛、趙維雄、張菁華、陳昱辰 
請假人員：林宗輝 
【主席報告】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本系校核心課程訂定案，請 審議。 
決議： (1)課名待定。  (2)加開微積分入門等課程。    (3)基礎數學素養課程不開。 
 
第二案 
案由：系所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含本系課程與教育目標、專業能力之對應；本系專業能力學習成效
指標定訂。)，請  審議。 
決議：下次再議。 
 
第三案 
案由：高微、代數、數論課綱修改案，請  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四案 
案由：向量分析、高等線性代數課程列入學士班必修課程案，請 審議。 
決議：下次再議。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課程委員會議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 上午 10：00～13:40 
地   點：應用數學系討論室（A324） 
主    席：黃延安 主任 
出席人員：胡鍇、趙維雄、張菁華、陳昱辰 
請假人員：郭大衛、林宗輝 
【主席報告】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系所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含本系課程與教育目標、專業能力之對應；本系專業能力學習成效

指標定訂。)，請  審議。。 
決議： 修正後通過，詳如附件。 
 
第二案 
案由：向量分析、高等線性代數課程列入學士班必修課程案，請 審議。 
決議： 下次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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