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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計畫成果紀錄表 

子計畫 B4 強化學院跨領域特色教學 

具體 

作法 
B4-7-2 融合勞動學科知識架構，創新跨域課程，優化多元教學 

主題 勞動與人力資源之跨域教學研究專家諮詢會議 

內容 

（活動

內容

簡述/

執行

成效）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勞工關係學系 

活動日期：108 年 5 月 28 日(二)14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 

活動地點：文化大學大成館 202 室 

主 持 人：白景文 

專家學者：魏炎順(台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兼任人文學院院長) 

謝馥蔓(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兼任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院長) 

吳政和（靜宜大學觀光學系教授） 

曾介宏（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參與人數： 9 人（教師 3 人、學生 1 人、校外 4 人、行政 1 人） 

內容： 

一、 討論議題及諮詢成果 

1. 隨著「德國工業 4.0」所帶動的自動化、物聯網、大數據等藉由

人機協作方式提升生產力及產品品質的生產模式，對勞資關係與

人力資源管理可能會帶來那些影響？ 

(1)魏炎順(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兼任人文學院院長)： 

  「德國工業 4.0」的發展，企業如何讓員工學習與機器的操作，

還有在工作環境中人機共存，讓人與機工作相處更加順暢，考驗勞

資如何有效的溝通以及規劃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呈現，對於各產業相

關特性的深度及廣度之了解，進行教案課程設計。 

(2)謝馥蔓(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兼任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院長)： 

  大數據分析的崛起，意味著企業的招募專員對於新興招募管

道人才辨識適配工具(FaceBook、Linkedin、instagram)是否具有

敏銳度，考驗人力資源相關領域是否具有強度積極的學習力，

利用網路及社群媒體接收新的招募管道與招募技巧的知識，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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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社群媒體的經營進行大數據分析如 FaceBook按讚網頁及發

布內容字彙，依據個性見解( Personality insight)，深入了解人

們如何以及為何如何思考，行動和感受他們的行為方式。 該服

務應用語言分析和人格理論，來推斷人的非結構化文本中的屬

性。 

(3)吳政和（靜宜大學觀光學系教授）： 

   人力資源相關領域除了對於產業的認知，必須依造產業特

性針對該產業找尋合適人才之人特質，例如服務業中的餐飲業

和飯店業。以台灣為例，服務業為世界數一數二提供高服務品

質的國家，根據天下雜誌一則關於台灣服務品質的文章，作者

以來台灣旅行的經驗撰寫文章，文中提到旅途感受台灣服務業

所帶來的感受，更提出國民大部分具備特質皆為友善與熱情。 

    在觀光業的角度隨著「德國工業 4.0」所帶動的自動化、物

聯網、大數據等藉由人機協作方式提升生產力及產品品質的生

產模式，以台灣服務業的使用者習慣，大部分均偏向喜愛「人

性的溫度」感受服務，機器也許能夠提高產量，但並不會因此

造成觀光產業人力取代，反而讓人機合作使產品製作有效率，

且多一份服務過程的溫度，使服務品質滿意提高。 

(4)曾介宏（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藝術資源

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以藝術產業的角度，隨著人機協作方式提升生產力及產品品

質的生產模式，打破傳統創作的過程只有單一創作者的概念，

現在藝術產業也以網路平台構思出「共同創作」的理念，突破

以往「關門創作」及「獨立完成」創作的思維模式，如何讓藝

術創作者接受新興的創作模式，甚至是透過教育訓練培育跨領

域的藝術才能，以維持生存條件與工作能力的提升，是目前藝

術產業面臨棘手的問題。 

2. 隨著經濟環境之變遷以及社會思潮之演進，在促進勞資關係與人

力資源管理方面，是否會面臨到不同跨領域學科整合的必要？涉

及之學科可能有那些？ 

(1)魏炎順(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兼任人文學院院長)： 

    人力資源及勞資關係的領域，主要處理「人」為主對於溝

通技巧及人文素養有一定的要求，曾能夠因應不同的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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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學生必須自我探索瞭解自我價值，才夠有效的與他人

溝通，並且給予他人建設性的回饋，甚至是擬定有幫助的職

涯規劃，除了從工作中獲取價值，也必須了解自我存在的價

值為何。 

 學科建議：溝通技巧、自我探索、職涯規劃、員工關係相關

課程的整合，以互動及體驗式的方式呈現課程內容，例如:團

隊建立，有助於提升學生個人人文素養及建立企業文化。 

(2)謝馥蔓(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兼任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院長)： 

    人力資源與勞資關係所涉及之學科為心理輔導相關科

系，學生特質所須具備，溝通技巧能力、自我表達能力及危

機處理的能力，而人力資源建立在人際溝通上，透過心理輔

導相關課程的溝通技巧或是勞資協商技巧訓練課程，對於就

業上在職場實務運用中一定能有效發揮功能，解決改善勞資

關係及員工關係。 

    如何運用及認知內部大數據的提升人力資源管理與改善

勞資關係，例如magic ball使用社交測量與他人互動次數和時

間長度，進行內部的數據分析等課程設計或是課程補充資

訊。 

(3)吳政和（靜宜大學觀光學系教授）： 

    人力資源中教育訓練為一部分工作內容，除了理論類的課

程設計以外，如何讓課程具體落實運用在該主題的教育訓練

課程才是關鍵，目前靜宜大學以商業與企業管理主題設計出

桌遊，讓同學實際操作遊戲與帶桌遊的過程中，訓練自己的

表達能力及邏輯分析等，透過遊戲方式將所學的管理相關知

識實際活用。 

    建議貴校貴科系除管理能力，能培養學生不同的個人特

質，將此元素加入人力資源管理的教育訓練設計課程中，讓

學生實際體驗並且撰寫一份教育訓練的報告，將課程內容製

作成畢業專題發表，並且針對評審給予回饋進行改善的行動

計畫書。 

(4)曾介宏（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藝術資

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現代年輕族群的人對於求職條件，不再只是為了賺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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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導向，而是為了價值而工作，所以在工作環境品質、升遷

制度也會有所要求，甚至更重視公司提供的非法定福利。以

藝術產業為例，目前企業內部課程積極合作與藝術相關手作

體驗課程或是藝術表演、音樂饗宴等活動演出，人力資源管

理者如何讓公司透過活動、社團，從中使員工對公司的文化

產生認同(歸屬)感，使同事間互動不只侷限於公事，透過活

動的參與更加了解彼此的思考邏輯與想法。然而，以藝術相

關人員來說，個人才能多樣化也是很重要，如何讓藝術相關

科系的人畢業後能就業順利，幫助他們成為協槓青年或是π

型人才。 

3. 因應未來產業的需求，學校應如何將跨領域學科整合的觀念及知

能導入勞資關係和人力資源專業人才的培育？ 

(1)魏炎順(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兼任人文學院院長)： 

    學校舉辦大量且提供多元化主題活動，讓學生能透過活動

參與自我探索與規劃自我職涯，例如愛情、人際關係與家庭主

題諮商團體，或是職涯探索等活動，利用活動體驗式與互動式

促進人力資源及勞資關係領域，多了解人與工作或是工作與生

活之間的價值連結，與需求來源為何，才能真正解決員工、社

會產生的問題。 

(2)謝馥蔓(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兼任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院長)： 

    建議提供資金與資源協助，勞工關係學系舉辦人力資源專

業領域比賽，或是勞資關係協商技巧比賽，以利了解學生是否

吸收專業領域相關知識，並且是否能夠有效運用，並且將實際

比賽操作過程與實習擇一當作畢業門檻，前者針對課程設計與

規劃，在課程教學內容呈現，檢視學生是否達到期望具備能力

之目的，而老師講授是否使學生能夠完全吸收之效用；後者透

過職場練習進而修正自我學習態度，讓學生把握剩一年的學習

機會，好好補足自己的能力。 

(3)吳政和（靜宜大學觀光學系教授）： 

    提供經費讓學生創意發想運用在自己專業領域上，將桌上

型遊戲製作企業文化的團隊建立課程。 

(4)曾介宏（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藝術資源

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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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同學有人文藝術的特質與興趣，了解不同年齡層的員

工需求，或是紓解工作帶來的壓力，透過藝術表演、體驗課

程提升員工對公司滿意度，還能使工作效率提升。 

4.因應未來產業的需求，就勞資關係和人力資源的跨領域學科整合

研究，大學及相關研究機構可有那些具體作為？ 

(1)魏炎順(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兼任人文學院院長)： 

     學校舉辦大量且提供多元化主題活動，讓學生能透過活動

參與自我探索與規劃自我職涯，例如愛情、人際關係與家庭主

題諮商團體，或是職涯探索等活動，利用活動體驗式與互動式

促進人力資源及勞資關係領域，多了解人與工作或是工作與生

活之間的價值連結，與需求來源為何，才能真正解決員工、社

會產生的問題。 

(2)謝馥蔓(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兼任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院長)： 

      落實學生使用線上學習歷程檔案，並且定期更新自我學

習狀況，以利畢業能回首學習過程撰寫履歷。建議提供資金

與資源協助，勞工關係學系舉辦人力資源專業領域比賽，或

是勞資關係協商技巧比賽，以利了解學生是否吸收專業領域

相關知識，並且是否能夠有效運用，並且將實際比賽操作過

程與實習擇一當作畢業門檻。 

(3)吳政和（靜宜大學觀光學系教授）： 

     讓學生透過跨領域學習增添自己思考的思維模式，以因

應解決未來職場上所面臨的困難，並且針對不同跨領域課程

可多採團體報告或是個人報告方式，讓學生透過找尋資料的

過程更加了解跨領域的科系，在現今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

並調整與釐清自我的學習或職涯規劃定位，增加對不同科系

所未來的產業更佳了解其特性，求職過程能夠快速掌握自己

的生涯方向。 

(4)曾介宏（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藝術資

源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培養同學從員工協助方案的角度出發，透過人文藝術領域

啟發，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員工需求，紓解工作帶來的壓力，

以幸福企業的評選項目，作為員工對公司滿意度提升方式，

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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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英數檔名) 

活動照片內容說明 

(每張 20 字內) 

 

白景文老師引言 

 

 

 

 

魏炎順院長 

回覆召集人提問 

 

 

 

 

 

 

謝馥蔓院長 

回覆召集人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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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介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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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會議 

進行情形 

備註：活動照片請附上原始照片一併回傳 

附件 

檔案 

附件檔案名稱 

(請用英數檔名) 
附件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