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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執行成果摘要 

本課程是織品服裝學系主要以產學成果導向為課程設計特色之一，主要目的是與提升

學校課程與產業接軌，並藉由公開發表與產、官、學各界合作，達到提升輔仁大學正向知

名度的目的。自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已有四年的發展，至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已執行

4個產學合作與 1個服務學習，共有 182餘萬的產學合作成果。 

 

二、課程成果說明 

經過本課程的規劃訓練，學生能養成機能服飾設計所需的核心能力，與製作上所需的

專業技術，分述如下： 

 

1.核心能力學習： 

A.具備轉化設計理念為實際成品之能力。 

B.具備設計作品之構成與製作之能力。 

C.應用所學專業知識與技術設計機能時尚服飾之能力。 

 

2.專業技術訓練： 

A.能使用成衣機器與最新的技術。 

B.學習使用成衣構成:針織布料、成衣服構機器與高機能縫合機器。 

C.透過產學合作、機能服裝設計競賽與服務學習,培養各式版型繪圖與製作技術。 

 

機能服飾使用之打版方式、車縫技術都與一般服飾不同，本課程以深入淺出的教學安

排，培養技術與能力兼備的機能服飾人才。技術部分從基礎開始步步紮根、除平時作業與

實習外，更搭配參加競賽的方式讓學生能綜合應用所學完成作品。能力部分則針對設計、

國際視野、業界接軌三個方向加強，本學期課程結合講座、業師指導、設計討論與交流，

加上各式工作坊與體驗課程，學生從豐富的活動中獲得經驗與自身成長，並應用在競賽中

個人作品的設計。 

 

 



3 

 

三、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本課程大致上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主要針對基礎能力涵養與儒鴻設計競賽的投

稿，基礎能力部分包含特殊機具使用、AI技術與機械圖，競賽部分則就流行趨勢、運動經

驗與需求、設計發想三大方向，搭配業師講座、工作訪、討論等方法進行，使學生面對競

賽能有更完善的準備。具體課程規劃如下： 

 

週次
Week 

日期
Date 

主題 Topic 單元主題 Unit 備註 Remark 

1 09/21 

Course 
introduction、
Grading standard、
industry project 

課程說明 
講解儒鴻 
阿忠 2019運動服趨勢 

作業:帶發想的設計圖、理
念、收集資料運動生理學
+AI畫機械圖+iso+材料 

2 09/28 X補 1月的課 
9/27(三)13:00-16:00補
課，李佳家: 設計圖、ai技
術圖、ai彩色機械圖繪圖 

3 10/05 technical skills 2 機器做講義 

示範刺
繡、雷切、
無車縫口
袋拉鍊 

4 10/12 technical skills 3 
林惠芳運動
+iso 

 

 10/14(六)早上帶同
學看兩個展 

 設計討論:補1月的課 
(+做工講解穿戴式與
技術+解決設計問題+
文化設計討論) 

5 10/19 project 1-1 
設計討論我+
阿忠 

繳交貼合
口袋 

看展覽口頭報告 

6 10/26 project 1-2 
繳交並完成線
上報名 

紙本截圖
給助教 

10/27收件止，一起寄 

 

 

 

 

第二階段針對儒鴻設計競賽與個人作品加強，除給予同學製作與設計討論方面的指導

外，同時繼續以講座、工作訪帶領同學從不同面向更深入機能服飾的領域，並拓展多元文

化視野。具體課程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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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Week 

日期
Date 

主題 Topic 單元主題 Unit 備註 Remark 

7 11/02 project 1-3 
尹承達
08:10-12:00 

 
 

8 11/09 
industry 
construction 1 

講座:中東女
性與穆斯林女
性對於運動機
能服的需求與
設計要點 2H 

1H車褲子 

11/6儒鴻公布入圍 
剪布 
 

9 11/16 
industry 
construction 2 

一起做儒鴻 車褲子 

 儒鴻入圍~12/22(五)
決賽交件:一周 6小
時，6星期四秀玲老師
(機能時尚工作坊 25
小時)+黃+金帶+寫心
得+做問卷 

10 11/23 
industry 
construction 3 

一起做儒鴻、
打版 

 
11/22(三)13:40-16:30儒
鴻成衣 TD1 

11 11/30 
industry 
construction 4 

一起做儒鴻、 
點附料 

 
11/29(三) 13:40-16:30 
儒鴻成衣 TD2 

12 12/07 
industry 
construction 5 

一起做儒鴻、
雷切、刺繡 

 
12/6成衣
TD3(三)13:40-16:30 

13 12/14 
industry 
construction 6 

一起做儒鴻、
縫合 

 
 

14 12/21 Project 2-1 
李佳家 Ai教口
袋與拉鍊改圖
+ 

 
 

15 12/28 Project 2-2 
李佳家電腦刺繡+交設計款
口袋拉鍊+刺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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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1)業界材料使用： 

機能服飾使用的布料、副料都較難在一般布市找到，且價錢昂貴。本課程的作品

產出，皆由廠商提供材料，學生可依設計需求尋找配合廠商、或是依廠商的條件與需

求做選擇。相較一般課程不僅得自掏腰包，還難以找到理想的材料，本課程透過產學

合作的方式，學生不只可以有充足的資源，更能使用業界最新的材料做設計，不會被

個人經濟狀況侷限，能發揮想像力盡情創造作品。 

 

(2)豐碩競賽成果累積經驗： 

延續本課程去年佳績，今年儒鴻服裝設計競賽決選有五組入圍，期望明年 2 月 1

日能有更大的好消息。參加競賽除累積經驗外，還能讓學生在過程中獲得自信，勇敢

將所學應用在創作中。 

 

(3)多元活動拓展國際視野： 

為增加學生文化涵養與宏觀眼界，本課程安排多項講座與交流活動，例如：邀請

講師 Zaharah Chen 說明中東女性與穆斯林女性對於運動機能服的需求與設計要點，不

少同學表示對伊斯蘭文化有正確的認識，也感嘆大眾媒體對不同文化的解釋太過片面；

國際交流部分，更邀請到比利時根特大學時裝織品系主任，和同學共同討論運動服飾

的設計；而機能服飾涉及到人體醫學領域，也由何健章老師帶領人體生理機能系列課

程，加強學生的專業知識，在服飾功能的設計上能有更多考量。 

              

  Figure 1 學生與根特大學老師討論設計 Figure 2 中東女性於機能服的需求與設計要點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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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1)專業技術的封閉性： 

機能服飾已成為時尚界的新潮流，舉凡國內外企業都競相研發與挖掘相關技術與

人才，這也代表各企業對於技術與專利的資訊較無意願分享，在與廠商的商談與磨合

中需費較大心思。同時，由於機能服飾近年來才興起，也很難從現有的書籍或過去的

文獻中得到技術部分的資源。綜上所述，在現有資源貧乏的狀況下，如何說服廠商提

供幫助以培育機能服飾專業人才，是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向。 

 

(2)高機能服飾技術學習上的困難： 

在製作方面，機能服飾所需使用的機器與學生過去兩年所使用的平車車機、三線

拷克機大為不同，學生等於是從零學起，卻需要在短時間內熟悉、並產出作品。同時

版型部分也是一大挑戰，針織布料的特性各不相同，打版時鬆份的掌握需靠經驗累積

與嘗試練習，更是加重學生作業量。此問題在學生心得回饋中也有不少人提到，有同

學提出利用暑期期間提早開始相關基礎技能訓練等方案，可參考同學建議，期望未來

能有更合適的課程規劃。 

 

六、省思與未來的展望 

(1)產學合作與業界接軌：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課程的設計能否確實增進學生就業力、課程的品質、豐富度

成為學生與家長最關心的問題。與業界合作能讓學生提早學習業界的工作模式、以業

界的標準進行作業的提案與製作，不只未來畢業後能迅速上手工作，更可避免學生與

老師「瞎忙」的狀況，到職場上才發現所學和業界要的不一樣! 

 

(2)創新教學培養內在能力： 

傳統教學方式學生只負責接收，致使現在學生多缺乏主動思考、蒐集資料、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本課程希望以實作方法的教學讓學生不再只是耳聞目睹，而是身歷其

境、心有所悟。尤其機能服飾十分注重功能性，本課程安排飛輪工作坊、鐵人三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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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分享等講座，讓同學能親自體驗，在設計時考量使用者需求，並在討論中增進思考

與表達能力。 

 

(1)打造國際化人才： 

在全球化影響下，多國的合作與分工、跨海企業已是現今的潮流。服裝產業做為

高度全球化分工的代表產業，相關公司需要的是擁有良好國際視野、優秀英文能力的

人才，本課程安排不只能打好技術基礎，更是著重英文訓練，同時安排多項活動給予

學生接觸與交流的機會，期望學生能放大生涯的比例尺，讓學生就業後不只是侷限在

技術人員，而是能一步步往高階管理人員發展，進而成為帶領台灣紡織業邁向國際的

中流砥柱。 

 

七、照片 

 

 

 

Figure 3 陳敏嘉入圍設計競賽與四位同學一同參賽 Figure 4 樣衣模特兒試穿與修改，在織品系 TC507

教室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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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顧雨驍入圍設計競賽與四位同學一同參賽 

Figure 6 楊綺平入圍設計競賽與四位同學一同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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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1)學生學習回饋與心得報告:共有 14 份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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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成果:本班同學共有 16人參與儒鴻設計競賽，有三組入圍，將於 2018年 2月 1日

舉行決賽。 

A.第一組:顧雨驍 

  
 

B.第二組:陳敏嘉 

           

 

C.第三組:楊綺平 

    

Figure 7 顧雨驍同學細部設計圖 Figure8 顧雨驍同學作品平面圖 

Figure 9 陳敏嘉同學作品平面圖 Figure 10 陳敏嘉同學細部設計圖 

Figure 12 楊綺平同學作品平面圖 Figure 11 楊綺平同學細部設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