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正大學 112年度【教師社群】成果報告書 

填表日期：112 年 12 月 04 日 

社群召集人 林文昌 職稱 教授 系所單位 財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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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名稱 “DAO”可到，非常道--金融科技跨域教學教師社群 

社群類別 

□自主學習教師社群 

■資訊科技與人文關懷教師社群 

■跨領域教師社群 

執行期間 112年 9月 5日起  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社群成員 

姓名 系所 職稱 

林文昌 財金系 教授 

簡廷軒 金融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余曉靜 財金系 助理教授 

羅美玲 資管系 副教授 

李珮如 資管系 副教授 

區灼鏗 資管系 助理教授 

探討問題 

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其成為當前跨領域應用和數位轉型的重要項目，並成為國家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重點培育的產業之一，然而這新興領域的教學面

臨著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在學生背景差異和課程內容整合方面，傳統的學習模式難以

滿足這種跨領域需求，需要新的方法來提供更有效的教育。 

執行成果 

一、簡要敘述社群活動產出之成果 

跨領域學習地圖的開發： 

透過與不同領域教師合作，成功建構具彈性的學習路徑，以滿足學生根據自身專業

背景選擇最適合課程方向的需求，這不僅讓學生在專業領域內深耕，還能夠跨足其

他相關領域，形成更全面的知識結構。 

 

問題導向學習的實施： 

引入問題引導學習法概念，將學習過程與實際問題相結合，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和團

隊協作，並且向講者主動提出問題，這種教學方法有助於培養學生解決複雜問題的

能力，提高實務應用技能。 

 

DAO 概念的整合： 

在課程中引入 DAO 概念，拓寬學生對未來科技和經濟發展的理解，這不僅提高學

生的前瞻性思考，還激發對創新商模的探索，以及對新穎科技的認識。 

 



二、整體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1. 請具體敍述社群活動成果如何運作，以達成社群目標。 

    社群活動以跨領域學習地圖為基礎，結合問題導向學習，使學生更加參與和投

入，學生在不同路徑中進行學習，有助於形成全方位的知識結構。透過對目標受眾

的邀請特定科技演講者，確保參與者的興趣高度符合活動主題，提升了參與度，講

者不僅在技術層面進行分享，更將實際案例融入分享，使參與者能夠將理論應用到

實際情境中。 

 

2. 社群活動成果產生之影響。 

    透過活動的深度學習，參與者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專業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他

們不僅學到理論知識，更學會如何應用這些知識解決現實問題，講者的創業經歷成

功啟發了參與者對創業的理解，使其更具有創新思維和面對風險的能力，這對於那

些有志創業的參與者來說是一次珍貴的啟發，活動的互動環節促使了跨界合作的可

能性，形成了一個橫向溝通的平台，參與者之間的合作不僅僅停留在活動現場，還

在日後的專業合作中持續發酵。 

 

3. 社群活動成果如何有效推廣。 

    透過社交媒體平臺的廣泛宣傳，活動吸引大量關注金融科技的人士參與，擴大

了影響範圍，這種宣傳方式使活動在線上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引起了廣泛關注，活

動結束後，透過社群平臺或郵件系統，繼續與參與者保持聯繫，提供相關資源和後

續活動的消息，這種後續的跟進工作確保活動的連續性，並進一步鞏固參與者的參

與度。 

4. 請就執行成果是否達成預期目標作綜合評估。 

社群活動成功實現預期目標，不僅在知識傳遞上獲得成果，更在參與者的影響力和社

區建設方面取得良好的效益，能為參與者建立良好的基礎 

 

檢討與建議 

 

    未來的活動宜更加強調主題之間的相互關聯，以構建更具深度和延展性的學習體

驗，這樣的安排可以更好地引導參與者建立知識體系，使學習更加系統和全面，進一

步提高互動元素，例如透過工作坊、小組討論等方式，確保參與者能夠更主動參與，

實現更深層次的學習。互動是活動的靈魂，更多的參與者互動可以創造更豐富的學習

環境，與更多業界合作夥伴攜手舉辦活動擴大影響力，同時確保講者陣容的多元性，

更多的合作夥伴意味著更多的資源和視角，有助於打造更具特色的社群活動。 

 

成果照片或 

其他附件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案時(112年 12月 31日前)繳交成果報告教學發展中心，篇幅以 A4三頁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