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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執行摘要 

織品服裝新素材為開設於織品服裝學系大四之選修課程，課程首要目標為針對織品

服裝新型素材之應用，以及商品開發所需之新型纖維與面料之應用訴求與原理素材進行

教學。期使學生即將進入職場之大四下學期，能掌握關於新型紡織素材之專業知識進行

充實，並透過產學合作形式與專案製作提升整體學習成果與專業能力。課程首先進行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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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於製程與生產，以及機

能訴求與原理為主軸。首先強化修課同學於新型紡織纖維原理與製程專業知識，第二階

段並邀請業師針對當今企業經營方向與市場現況進行介紹與解說，並對於未來發展趨勢

進行預測與分享，以帶領同學以企業需求角度為起點，促進專案由發想、執行與修正等

整體流程更加聚焦與完善，以優化課程專案於商品開發之成效。並將專案情境設定為新

創團隊創業，以期提升僅止於課程作業或報告之產出，專案產出之成果項目能更加具體，

並能更快經調整與修正後能進入應用階段。同時，本課程並安排與融入業師專業講座，

以及職涯規劃與發展等相關議題，引導即將畢業之大四學生於在學最後一哩，將專業知

識學習與生涯規畫進行融合與統整。本課程在專業知識教學之外，導入了業師的多元資

源，本學期課程主要安排共四場專業講座，所邀請之業師皆為知名企業與單位，以及具

有相當實務經驗與學有專長之人士，議題包、纖維科技、生成式 AI 應用趨勢、ESG 永

續發展與產品碳足跡基礎，以及打造職場個人品牌-Linkedin 經營心法等。期盼多元議題

之觀念與新趨勢之分享，有助於課程學員於面對職場競爭能更具優勢。 

 

2. 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紡織服裝產業與各類型產業所共同追求的目標為永續發展與經營，持續創新與開發

新商品，並不斷回應市場趨勢與顧客需求，為產業與企業營運之核心理念與策略。紡織

與服裝新商品開發以新素材之應用與新商品企劃為主要途徑，以回應顧客與消費市場快

速變化之需求與欲求。因此，在學習與了解織品素材之特性與原理之外，若能進一步落

實學生具備商品企劃與開發之時實務能力，並能提供合作之產學企業具備創新性與符合

市場需求之成果，為本課程教學之主要目標。透過企業界資源的納入，以及企業界的需

求與意見，透過進行產學課程的執行，融入了企業資源與業師實務能量，可使課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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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有

效提升。 

透過產學互動與縮短認知差距，本年度本課程與合作之產學企業，除了資源結合與

業師能量之外，更針對企業對於經營面臨競爭，以及對於服裝商品的拓展等需求，期透

過課程教學以及專案產出，可以獲得啟發與後續應用。因此本課程在專案產出之規劃，

主要等針對服裝商品創新開發企劃外，在專案前段先以品牌形塑與利基市場概念為基

礎，期能更聚焦產出之內容可提升商品化與實際應用之所需。 

第三階段為專案執行與產出，納入市場分析、品牌理念與識別、以及商品原型設計

開發等要項進行整合，以落實本課程於學習階段所得以及專案企劃之產出。主要概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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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透過專案企劃多元內容之執行，使各團隊學生能協調角色與統整專業能力，同時檢視

自身能力，以尋求問題解決之道，並再次激發學習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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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企劃、商品原型開發等要素，更加完

整體學習歷程。除提升理論與知識之學習，更重視成員多元能力的整合與問題解決能力。

本年度課程專案聚焦於機能性紡織品應用，生活型態結合利基市場之可商品化之服裝企

劃與設計開發為目標，以新創團隊情境進行品牌企劃與商品原型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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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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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品新型素材專業知識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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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進行新商品開發為維持企業競爭力之核心，本課程為開設於本系行銷組大四之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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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專業以及行銷管理知識等先備能力已具備一定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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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產業資源之主要概念。本課程學員以織品服裝學系織品行銷組大四學生為主，針對具

專業基礎與背景之學生規劃商品企劃專案，並為補強過往以自創品牌概念為主之專案形

式，採取針對新創品牌產出前之環境與趨勢解析、市場分析，並以產出具體商品方案為

目標，以利繼續執行後續商品開發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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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創品牌與商品開發原型企畫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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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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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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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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商品企劃設計階段，包括版型

輪廓、機能面料選用、印花設計與模擬呈現等具體項目，以完成新創品牌與商品原型之

開發企劃。首先，專案第一階段設定為新創團隊情境以建構新創品牌概念進行企劃，團

隊須針對環境趨勢(PEST)、市場分析(3C 分析)等，各團隊自主選用三種以上之企劃框架

進行分析；第二階段則為針對品牌產出對應之商品企劃。呼應課程，品牌企劃與商品設

計以具機能性面料應用為主軸，進行新創專案企劃。 

以現有市場之機會發現以及利基市場前提，以消費者生活型態為依據，以如對於運

動休閒、重視健康與生活品質等與服裝需求相關之趨勢與議題為視角，專案企劃目標市

場以符合利基市場為出發點，以符合市場趨勢加以規劃，包括登山、露營、瑜珈、慢跑、

健身，以及包含競技運動如自由車等運動類型，並可包括如生活型態與時尚風格融入機

能性紡織，最終制定專案企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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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組間成果可相互學習與激勵；此外，依各組同學自身之專長與所扮演角色之安

排以新創團隊為情境，並在新創團隊形成之基礎上，進行商品企劃與服裝原型開發，同

時要求須具體產出商品版型輪廓、色彩配置、新素材應用說明、印花設計以及與服裝模

擬，並產出新創品牌型錄等成果，以其專案產出更為完整之外，並在可商品化與應用段

更加接近，期在經過部分調整與修正後可快速應用，為本次專案之特色。 

本學期之特色為請各組進行商品模擬須包含款式、色彩、印花等項目之開發產出，

並須考量對應之機能面料應用；同時，並請各組以國內知名紡織面料企業所開發之面料

為商品開發素材之採用對象，並以此進行商品企畫與開發，以提高產出之可行性。國內

各大紡織企業，同為本系畢業生未來可能應徵與任職之單位，並可能為產品開發採購之

來源，透過本課程專案製作，使得課程同學能夠預先認識與了解國內各大紡織企業之產

品型態與訴求，有助於學生未來就業與職場之所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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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背景為織品與行銷專

業，對於服裝創意設計與版型開發，以及後續實際服裝版型非主修專業，然而同學仍有

能力與各項資源完成服裝商品輪廓設計開發之能力，實際商品製作，仍須在服裝實際製

作經一定程度調整與修正。本組學生具有相當美學基礎與時尚概念，將機能性素材知識

應用於商品開發企劃，將使產出更有特色。本課程專案之規劃，各組於專案企劃在品牌

企劃產出後，服裝商品輪廓以及印花設計與模擬，可提供更有效之工具與平台，並將專

案產出設定為成衣範疇，可更大程度落實後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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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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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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省思與未來之展望 

(1) 創新創意與專業能力整合 

本次產學課程之規畫與執行，以本系織品服飾行銷組高年級學生之先備能力與未來

就業為基礎設定，在課程教學主軸上輔以專案執行。專案執行之兩個階段，皆有當之創

意發揮與展現，專案執行情境之設定有助於產出更為符合市場與可行之企劃成果。首先

在企劃階段，行銷組同學在行銷企劃之學習以具相當水準，整合新素材之應用，以及新

創團隊情境，將可更完善與更為貼近企業需求，以及回應與符合真實市場競爭。其次，

在學期間的創意與發想是相當可貴，即使落實仍需更多資源、時間，與實際執行。第二

部分為落實商品製作階段，在執行上具有一定的門檻，然而具實驗性的作法透過資源之

取得，可使得學習成果更為具體。回饋至整體課程規劃上，為能更接近商品化與更加速

實務應用，跨領域學習資源與時數增加，可為未來課程調整的方向，課程執行所得之經

驗與成果，也可作為整體課程規劃之修正與參考依據。 

 

(2) 實務資源與專案產出落實 

產學課程之執行，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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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實作產出仍需與廠商進行相當

的協調溝通以及調整修正。分組專案的產出，在諸多規格與細節上可以更加重視細節，

以及在產出成果更為具體，以利實務成果可縮短實務落差與加速應用為後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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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長與啟發，以及獲

得寶貴的經驗與體認。 

 

整體省思與未來展望總結與歸納如下： 

1.提升資源配置 

(1) 增加與業界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2) 提供更多講座或參訪機會。 

2.持續優化課程 

(1) 調整課程進度安排，避免學生在專案實作階段過於緊張。 

(2) 增加輔導課時，為遇到技術困難的學生提供更多的支持。 

3.強化學生實務 

(1) 提供更多的創新設計與實作訓練，提高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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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強學生的時間管理與項目管理能力，確保專案順利進行。 

4.策略執行方案 

(1) 未來將持續關注織品服裝新素材的最新發展，及時更新課程內容。 

(2) 建立校企合作平台，推動學生創新成果的產業化應用。 

(3) 舉辦更多的創新設計比賽和專題研討會，激發學生的創新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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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學習成果 

學習成果一 

  

  

ECOFFIT—咖啡紗製作的機能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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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二 

  

  

舒適穿衣概念-Hugge 的時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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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三 

  

  

REBEAUTY_涼感冰絲的防曬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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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四 

  

  

FREESIA-讓家居生活和花束般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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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五 

  

  

與時尚一起揮灑汗水_KSP 機能籃球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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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六 

  

  

穿出你的幸福_Comfyné時尚居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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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七 

  

舒 SUIT-每一季節，完美應對，四季如春，舒適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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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八 

  

  

Amazing Sport Life_TYTY 輕奢的機能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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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九 

  

FLEXCHIC leggings 重塑你的自信美健身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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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十 

  

  

海洋與永續時尚的融合-SWIMME 環保機能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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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13年【永續產學成果導向課程】教案計畫書 

課程名稱 織品服裝新素材 授課教師 古德興 

開課單位 織品服裝學系 年  級 織品服飾行銷四 

學分數 2 實施週數 十五週 

課程規劃 

上課時間 13:30~15:30 

單元主題 織品服裝創新研發 

融入 SDGs 議題 

☐消除貧窮  ☐終止飢餓  ☐健康與福祉  ☐性別平等  

乾淨水衛生  潔淨能源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產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邦與社區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氣侯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和平正義與有利的制度 ☐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學習內容 

課程內容將涵蓋織品服裝新素材的介紹與分類，讓學生了解各類

新素材的特性與應用範圍。學習內容還包括新素材的趨勢與發展，

探討全球織品服裝產業的最新趨勢及重要的新材料技術進展與創

新。此外，課程將深入研究新素材的機能與功能原理，包括機能

性材料的基本原理及常見機能性材料的實例分析，並探討功能性

服裝的設計原則。學生將學習新素材的開發與製程，掌握研發流

程與方法、材料測試與品質控制等關鍵技術。最後，課程將展示

新素材的應用與實踐，通過實驗與測試新素材的實踐活動及新素

材產品的設計與開發專題，讓學生能夠實際應用所學知識並進行

創新開發。 

教學設備/資源/教具 

☐ Notion（網址：）☐ LinkedIn（提供附件） 

一、專業教師與技術指導 

 擁有豐富經驗的專業教師 

 來自產業界的客座講師 

二、軟體資源 

 服裝版型提供 

 設計軟體教學 

學習活動設計 

實施方式 時間設定 教學方法 備註 

一、【課堂講授】 

 系統化的知識講授 

 理論與實例結合的教學方式 

十三週 課堂講授  



18 

二、【專題研究與討論】 

 團隊合作進行專題研究 

 定期的專題討論與成果發表 

一週 分組討論  

三、【新創成果專案發表】 

 學生將分組進行新素材的創新設計

與開發 

 舉辦專案發表會，展示學生的新創

成果 

一週 分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