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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織品服裝產業的永續經營以不斷開發新商品以符合市場趨勢與顧客需求為首要任

務，其中新商品開發以新素材的應用以及新型態商品企劃為主要途徑，以回應使用者以

及消費市場之各種需要與欲求，因此在學習與了解織品素材的特性與原理之外，若能進

一步落實學生具備企劃與開發具有創新與符合市場需求的商品，成為本課程教學之主要

目標。透過企業界資源的納入，以及企業界的意見，以進行產學課程的執行，透過融入

了企業資源與業師實務能量，可使課程之專案製作之產出與成果能更趨於實務應用以及

符合業界需求，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有相當助益。 
為增加產學互動與縮短認知落差，本課程納入業界資源與結合業師能量，共同進行

課程教學合作，課程規劃首先進行織品服裝新素材專業知識之教授，並主要以合成纖維

以及新型纖維織製程、生產、機能訴求與原理為主軸，以提升課程學員於新型紡織纖維

原理與製程之知識基礎，課程第二階段並邀請業師針對當今企業發展方向與市場趨勢進

行介紹與解說，並對於未來發展趨勢進行預測與分享，以帶領同學以企業角度與思維進

行專案之執行與修正，以輔助課程專案於商品開發之成效，並於此階段將產出之新創商

品專案企劃更加完善，透過具相當經驗之業師直接到課堂與學生進行分享與解說，使得

專案情境有別於以往僅止於作業或報告。 
第三階段則針對專案企劃進一步衍生出商品之原型設計，並納入商品開發理念與說

明。本課程並針對各組產出之專案，進行專案建議與修正方向，以完成專業知識、專案

企劃、商品原型開發等更加完整的教學歷程，以提升過往專注於理論與知識的傳遞之成

效。透過業師實務工作與技能的傳授與分享，輔以市場實務導向的專案企劃包括，功能

性、視覺性、差異化、驗證等四大方向之企劃要點的融入。本年度課程專案聚焦於自行

車運動之服裝為專案企劃與設計開發標的，以新創團隊創業創新角度進行品牌企劃與商

品原型設計，在兼顧機能商品之開發外，並納入時尚元素，以整體提升商品之市場性，

並整體提升專案完整度與增進學習成效。 
 
 
2.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具體教學歷程與成果包括專業知識學習、問題發現、解決方案構思與執行、成果產

出分析與修正，課程教學之外，輔以分組專案之實作學習、自身檢討與回饋，整體完成

專業與實務整合，以培養與提升織品服裝新素材應用與商品開發之能力。 
(1) 紡織新素材專業知識建立 

織品服裝新素材為本系專業特色課程，主要教授新型紡織纖維材料與面料之特性與

製程，並針對機能性紡織品之原理、訴求與應用為課程第一部分之主軸。課程首先針對

各類型織品服裝新型纖維素材與機能面料進行介紹與專業知識教授，透過課程講義，以

及與學生之課堂互動討論，以及筆試，以瞭解學生學習狀況與進行補充，學習成效佳。 
 
(2) 織品服裝創新商品概念形塑 

新產品的開發為維持企業競爭力的基石，本課程為開設於本系行銷組大四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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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針對以織品服裝產業為就業目標之進階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形成，關於織品服裝以及

行銷管理等先備知識已具備一定基礎，因此課程設計在專業知識強化外，如何帶領與協

助學生進行更貼近實務之專案，並提升專案產出與成果，為本課程結合產業資源的主要

概念。本課程學員以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行銷組大四學生為主，針對次專業基礎與背景之

學生規劃了商品企劃專案，並為補強過往以自創品牌概念為主之專案形式，採取針對實

際品牌商品市場與趨勢彙整分析，以及提出後續商品開發建議之專案製作方向，以提升

學員專案產出之實務價值，本課程同時藉由授課教師與業師的搭配以及專案引導，使得

專案內容須考量可行性與市場性，以增加專案之實務價值，如此提升了學員的專案執行

訓練與實務能力。 
 
(3) 新創品牌服裝商品企劃與原型設計產出 

在完成前新創團隊形成與目標商品之調查分析後，進一步落實創新商品之企畫與服

裝原型設計。本專案之產出以實務為導向，需整合前述市場調查結果，發展出服裝面料

材質與特性需求、使用情境、目標客群，以及服裝款式與顏色配置之原型設計圖等，以

有別於以往課程多以概念是與網路現有商品照片為內容之報告，期使學生透過本課程專

案產出屬於自己開發的商品業競爭力的，同時須考量品牌的風格與需求，以及市場的未

來性等綜合考量之訓練。 
針對前述產出之新創品牌商品企劃與原型設計，以品牌形象契合性、商品製作可行

性、商品市場性等評估準則，加以產出商品原型開發。商品企劃設計包括版型輪廓、面

料功能挑選、印花設計、縫製細節等細節，以完成新創商品原型之開發與設計。 
首先專案第一階段為建構學生創新商品之概念，第二階段為商品企劃專案的聚焦，

本次課程以目前國內各大紡織企業以各大國際運動品牌與供應機能服裝為主要業務，同

時當今消費者於運動休閒的重視與風氣提升，相關服裝需求成為趨勢，因此專案企劃目

標市場以愛好運動之市場趨勢為出發，評估包括慢跑、健身等運動類型，與最終選定自

由車運動之服裝最為企劃目標。首先由消費者生活型態為切入點，主要用意為鎖定目標

客群，進行新創商品之發想與企劃，同時組間成果可以相互比較與參考，以有別於以往

商品企劃專案目標過於多元與產生發散，失去討論焦點，降低了組間互動的可能性。並

依各組同學自身之專長以模擬新創團隊，並在新創團隊形成之基礎上，再進行商品企劃

與原型開發。商品企劃與開發之角度需有現有市場競爭分析、差異化分析、功能性訴求，

以及商品設計，本年度由於企劃標目標為自由車服，在功能訴求、面料搭配以及車服版

型外，並納入印花設計與商品模擬，並實際將各組印花設計，經評選後實際進行面料之

數位印花印製，為本次專案之特色。 
 
 

3. 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1) 學員服裝專業背景知識 

本課程學員以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行銷組大四學生為主，主要專業基礎為基本織品與

服裝之知識，對於服裝創意設計與版型開發，以及後續實際服裝製作非主修專業。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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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製作，除少數服裝設計組同學有能力完成部分所設計之商品外，仍須借助外部的服

裝製作之資源。而本組學生仍具有相當美學基礎與時尚概念，因此本課程提供多個自由

車服版型，加速各組於專案企劃之商品設計與印花模擬，並配合數位印花廠商之資源，

將專案企劃產出落實程度大幅提升。 
 
(2) 專案企劃產出市場性與可行性 

訓練與培養具備更完整技能，以及具備整合協調能力的人才，為本課程主要目標。

透過本次課程執行，部分學生產出若需符合實際產業規格與需求，以及實務可行性仍有

進步空間，以及提升學習之處。而藉由業師的搭配，相當程度補強這方面的問題。而本

年度之產出有相當部分的產出具有實務運用與市場潛力。 
 
 
4. 思與未來的展望 
(1) 課程先備知識跨域學習 

經由本次產學課程之規畫與執行，發現以本系行銷組學生為主體而言，在兩個階

段有進步與提升空間。首先在企劃階段，行銷組同學以行銷企劃之學習訓練為主，但

面對真實市場理解與經驗仍有限，易趨向過於主觀與理想化，如此在市場接受度與實

務可行性方面的達成，部分學員仍有一定落差，而此部份透過本次產學課程納企業資

源與業師搭配與協助，獲得初步改善。第二部分為落實商品製作階段，在執行上具有

一定的困難度，因此回歸至整體課程規劃上，為降低產學與實務落差，跨領域的課程

學習與時數增加為未來課程調整的方向，課程執行所得之經驗與成果，可為整體課程

規劃的修正與參考依據。 
 
(2) 產業資源引入與提升產出規格 

本次產學課程之執行，可以發現本類課程之執行相較於以往課程之進行，可透過

增加更多產業資源以及互動，以提升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成效，同時實作產出多需與廠

商進行相當的協調溝通以及調整修正，而分組專案的產出，在諸多規格與細節上可以

更加縝密，以利實務成果之產出。此外，包括企業對於學生的期待，業師對於學生的

理解，乃至於學員本身專業能力的限制以及主觀意識等，皆需要更多的產學互動，以

持續的達成落差縮減，這也是產學課程執行價值之所在，並感謝輔仁大學教發中心給

予的資源與協助，使得本課程的參與各方，包括學生、教師、以及企業與業師，皆能

在產學課程的執行中獲得寶貴的經驗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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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產學成果導向課程線上學習問卷分析 
 

問卷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有 

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相對於本系其他課程，本課

程能讓我更深入地學習到

專業知識 
14 17 9 0 0 

2. 相對於本系其他課程，本課

程更能讓我將所學的專業

知識應用於實際場合 
11 19 10 0 0 

3. 相對於本系其他課程，本課

程更能讓我從中獲得問題

解決經驗與能力 
10 18 12 0 0 

4. 相對於本系其他課程，本

課程更能讓我在各種情境

中結合既有知識想出解決

問題的有效策略 

10 20 10 0 0 

5. 相對於本系其他課程，本課

程更能讓我學到如何從不

同的角度和層面看事物 
10 16 13 1 0 

6. 相對於本系其他課程，本課

程更能從教學內容中激發

我多元想法與視角 
10 15 15 0 0 

7. 相對於本系其他課程，本課

程更能讓我學習跨領域知

識的整合能力 
10 19 11 0 0 

8. 相對於本系其他課程，本課

程會讓我投入更多時間在

學習課業上 
11 14 14 1 0 

9. 本課程的業師能教導我許

多實用性的專業知識 14 17 9 0 0 

10. 本課程能讓我在團體中以

協調、溝通與合作的方法來

達成目標 
11 18 11 0 0 

11. 相對於本系其他課程，本課

程更能讓我建立在職場上

所需的實戰能力 
13 16 11 0 0 

12. 我會推薦別的同學來修讀

這門課 12 14 13 1 0 

13. 我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再修

讀此類型產學成果導向的

課程 
13 14 1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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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學習成果 
 

 

新創品牌 CROSS 車服商品設計模擬 
 

 

新創品牌 SHY 前導企劃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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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品牌 CYCLOZ 車服商品設計模擬 
 
 

 
 

新創品牌 THE HUMBLES 車服商品設計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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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品牌 Bon Voyage 前導企劃之 4P 分析 
 
 

 

新創品牌 NONSTOP 網路行銷與廣告投放策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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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品牌 CYCLEBABE 車服商品設計模擬 
 
 

 

新創品牌 JOYE 前導企劃之品牌定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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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品牌 ALEXANDER 前導企劃之品牌識別設計與品牌理念規劃 
 
 

 

新創品牌 Free Rider 前導企劃之品牌定位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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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品牌 Air Comfort 前導企劃以商業模式圖之行銷模式分析 
 
 

 

新創品牌 Biform 前導企劃以商業模式圖之行銷模式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