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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本系成立于 2002 年 8 月，课程以奠定学生

扎实之英、日双外语基础，强化职场外语应

用能力为主。并以多种英、日语教学软件以

及数字辅助教材，教授各种专业领域之英、

日语沟通技巧，积极培养符合现代经贸、观

光、餐饮及儿童教育等领域专业英、日语人

才。

课 程
本系四大模块「观光与商务英语」、「儿童

英语教学」、「职场日语」、「航旅服务外

语」课程可配合每位学生之专长与需求，弹

性选择并规划未来的职涯发展。本系课程尚

有以下几项特色：

1. 配合时代潮流、社会经济脉动与企业环

境，教授以职场为导向之专业外语课程 ( 

如商务、观光英语 )。

2. 强调 e 化教学，以达成「知识开发」与「科

技应用」，结合信息化的外语教学。

3. 配合相关理论，邀约业界专业人士莅校演

讲，以传承实务经验，并安排校外参访，

应用外语系
http://www.afl.uch.edu.tw/　　　　886-3-458-1196 分機 7901

充实教学内容。

4. 推动暑期、学期及学年制校外实习，由做

中学增进就业竞争力。

5. 配合企业界承认之各种英、日文检定考

试，提供外语检定考试训练课程。

师 资
现有专任英、日、韩、法、俄语教师共有

13 位，100% 皆具博士学位。

设 备
为辅助学生学习，本系设有多间专业教室，

包括：多媒体语言教室、e 化视听自学中心、

情境教室、多媒体翻译专业教室。

未 来 发 展
毕业生可于国内或跨国企业担任行政助理、

公司秘书，或于小学、幼儿园、美语补习班

担任教职，亦可从事航空、旅游、餐饮、国

际贸易等工作。由于熟谙二种外国语，有志

于进修者也可报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所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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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本系于公元 2015 年 8 月成立，旨在培育术德

兼备之数字多媒体设计、数字音乐与灯光音响

技术人才，使学生具备「动画影像制作设计」、

「互动影音」与「数字音乐暨灯光音响技术」

三项专业之能力。在教学上以实务训练为主，

并佐以理论基础，重视人文素养、企业文化与

产业需求，以达到充份就业之目标。

师 资
专业教师 9 位，含副教授 3 位，助理教授 3 位，

博士候选人讲师 1 位，硕士讲师 2 位，并特

别聘请数字多媒体产业经理人 6 位担任本系业

师及顾问。

数字多媒体设计系
http://www.dmd.uch.edu.tw/　　　　886-3-458-1196 分機 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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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备
专 业 收 录 混 音 教 室、 计 算 机 教 室、 数 字 摄 影

棚、单眼双镜组相机、数字绘图板、4K 电影级

数位摄影机、行动式体感动作捕捉设备、手指

动 作 捕 捉 设 备 (Leap motion)、 数 字 钢 琴、 虚

拟现实装置、24H 开放创作工作室、iClone 动

画 制 作 工 具、Autodesk 创 意 学 院 Premium、

酷 乐 大 师 (Music Maker)、AMCA MixCraft, 3ds 

Maya, 3ds Max, Adobe Production Premiere 

CS6 and Adobe Creative Cloud(Premiere Pro, 

After Effects, Photoshop Extended, Illustrator, 

Audition, Speed Grade, Prelude, Encore, Flash 

Professional, Media Encoder, Bridge) 等。

毕 业 发 展
可从事多媒体设计师、动画设计师、计算机绘图

设计师、影片拍摄人员、剪辑师、特效合成设计

师、编曲音效人员、录音师、游戏企划人员、美

术设计师、展览展示设计师、数字艺术设计师、

空间装置艺术师、网页设计师、网站程序设计

师、电子商务程序设计师、产品企划人员、广告

企划人员。

课 程
课程特色导向「动画影像制作设计」、「互动影

音」与「数字音乐暨灯光音响技术」三项专业领

域：

1. 以实务导向为原则，达到校内师资与业师教

学资源共享、教学经验分享交流，以促进学

生实务应用的能力与对于理论的理解；课堂

中引进业界教师，提升学生对实务与理论之

整合性理解，增进校内学生在业界之能见度，

提升校内教师与业界老师之产学合作机会。

2. 藉由产学合作资源之引进，让学生从「做」中

「学」，累积毕业前之职场经验。提供学生校

外参访与实习机会，以了解校内课程之实务应

用，提前了解产业人才需求，反馈规划自己的

学习目标与进度。

3. 透过课程、业界师资、校外参访与实习等活动

之安排，提升技职体系学生之自我认知价值，

增进专业知识、技能与态度，强化职场竞争力

与就业力。

4. 让学生所学能呼应业界所需，减少学生进入职

场之摸索与适应，建立产学双方良好的互动关

系。



Research center

研究中心
-�网络全球卫星定位研究中心
-绿色能源研究中心
-非破坏检测研究中心
-空间信息与防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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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行 科 技 大 学 网 络 全 球 卫 星 定 位 研 究 中 心

(e-GPS 中 心 )， 前 身 为「 内 政 部 土 地 测 量 局

e-GPS 北 区 研 发 应 用 中 心 」。 国 土 绘 测 中 心

「e-GPS 实时动态定位系统」于 98 年 1 月 1 日

正式上线后，本中心为学校及政府推广相关业

务。

本中心设置宗旨为促进国内精密定位及导航技术

之研发。中心成立的目标为结合产、官、学界于

卫星定位导航、GPS 定位精度提升、VRS 相关

技术、3D 雷射扫描技术等研究发展与推广。

成 立 目 标
本中心自 99 年起积极发展 e-GPS 测量应用、

LiDAR 技术发展与整合科技监测，主要发展方向

为土石流、边坡地区监测、非破坏检测与灾害预

警防治等，以中心之最新科技、以宏观、有效的

角度来整合，并积极培育跨领域科技人才训练，

使其增加灵活及技术设计创新研发的能力。如国

科会 99 年 ~101 年学校重点特色计划「土石流

潜势区之坡地动态侦测与防灾科技整合应用」即

与土木工程系、应用空间信息系、空间与防灾研

究所、信息管理系等校内各领域之整合应用。另

与非破坏检测中心合作，如 99 年度的「苗栗县

网络全球卫星定位研究中心

桥梁检测」之河床雷射扫描、「彰化海岸地形监

测调查」之潮间带雷射扫描等。

健行科技大学 e-GPS 中心业务特色包含：卫星

定位导航、GPS 定位精度提升、VRS 相关技术

研究发展、雷射扫描 LiDAR 技术、土木结构物

监测、边坡预警与稳定监测等，以最新之科技，

更宏观、有效的角度来整合，并积极与政府机

关、民间企业合作以及培育跨领域科技人才训

练，使其增加灵活及技术设计创新研发的能力。

自成立以来荣获 94 年 ~96 年教育部补助之学校

重点特色计划，99 年 ~101 年国科会补助之学校

重点特色计划，以及数十件项目，皆与本中心息

息相关。

重 要 设 备
§ Leica ATX1230 GG

§ Trimble 5700

§ Topcon GSR

§ LiDAR：Riegl LPM-2K

§ LiDAR：Trimble TX5

未 来 展 望
精密定位及导航对于工程施工、产品制程、结构

物安全监测乃至汽车派遣、人员监控均负有重要

关键性之角色，各县市政府机关中，举凡地政

局、工务局、建设局、消防局、警察局、城乡局、

都发局、环保局等主管之相关工作，或产业界

中，如建设公司、营造厂、顾问公司、客（货）

运公司等，学术界中关于卫星定位导航、GPS

定位精度提升、VRS 相关技术研究发展等，均与

本中心息息相关。

http://aps10.uch.edu.tw/e-gps/　　　　886-3-458-1196 分機 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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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的成立宗旨为整合全校师资及设备等资

源，以发展绿色能源相关技术，并朝向提升技

术研发能量、开授整合型学程、促进产学合作

及拓展推广教育等方向努力。本中心欲发展的

绿色能源技术包含太阳光电发电、风力发电

及燃料电池技术等领域。

自从经济部能源委员会公布「太阳光电发电示

范系统设置补助办法」后，本校即积极向能源

会申请设置补助，并抢先签订全国第一份合约

书，于民国 89 年在本校电资学院顶楼架设一

座四仟瓦的太阳光电发电系统，以提供电资学

院部分的灯光用电，并提供师生教学与研究。

绿色能源研究中心
http://solar.ee.uch.edu.tw/　　　　886-3-458-1196 分機 5301

在核四议题激荡对立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以及全

球温室效应的管制冲击下，台湾的电力运用必

需努力朝向环保、分散、多元化的永续能源发

展，如太阳能、风力、小水力、生质能等再生

能源。本校在此再生能源发展潮流中亦积极参

与，期望能建立本校的重点特色。

台湾的半导体与电力电子产业发展健全，太阳

光电发电系统所需的半导体、变流器、电力转

换控制器、蓄电池等技术都是台湾在此波再生

能源潮流中可发展的重点。藉由太阳光电发电

系统的设置，除了可以提供北部地区的实际运

转资料外，也可作为辅助电力的提供，以及老

师学生学习研究的设备。

本中心设有主任 1 人，负责中心各项工作计划

与经费预算事宜，另分设两任务小组，各设

组长 1 人，其中研究教学组负责中心相关研究

及教学事宜；服务推广组负责相关产学及推

广教育事宜。



69

研
究
中
心

非破坏检测研究中心
http://w3.uch.edu.tw/ndtcyu/ndt/　　　　886-3-458-1196 分機 5728

中 心 缘 起
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变迁及发展中，土木等公

共工程、交通建设的维护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日本产经学院曾预测，除信息、生物科技及服

务业外，土木公共工程的检测及维修将是今后

五大新兴行业之一。本研究中心朝土木建筑之

安全「检测」及「监测」方向研究发展，科技

大学中已颇负盛名。研发性质，大致可分为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发展。一般言，业

多半专注于技术发展，但受限于研发能力而无

力研发。正好提供本校发展应用研究以及技术

发展的特色，并与多家大型工程顾问公司建立

产学合作关系，据此提升学生应用技术能力，

毕业后可直接投入职场，因而设立本研究中

心。

成 立 目 标
学生有投入职场能力，教师有研发技术能力为

主要目标，重点如下：

1. 提升学生就业机会

2. 发挥教师研究专长 

3. 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重 要 设 备
近年来本中心在土木防灾、检测、监测、评估、

安全鉴定方面有长足进展，并有很足够能力对

外服务，目前亦已发展出许多独特的技术与特

色，主要设备有：

水份侦测仪 (Nuclear density gauge)、

钢 筋 腐 蚀 电 流 仪 (Reinforcement corrosion 

current instrument)、 敲 击 回 音 仪 (Impact 

- Echo instrument) 、 雷 射 扫 瞄 仪 (Laser 

scanner)、 高 解 析 金 相 显 微 镜 (High-

resolution optical microscope)。 光 纤 应 变

数 据 颉 取 器 (Optical fiber strain data take 

instrument)、冲刷监测仪 (Scour monitor)、

摄影摇控直升机 .. 等。

 

未 来 展 望
中心目前有发明专利近 10 件，皆已直接应用

的服务中 ( 产官学计划案 )，学生亦有多人创

业或投入顾问公司行业，展望未来目标如下：

1. 增强研究阵容争取产官学计划。

2. 学术性与实用性齐头并进，提升老师与学生

技术水准。

3. 使学生直接参与计划，提升就业能量。

4. 发展监测系统之应用。

LS-DYNA USER INPUT ( 分析模型 )

雷射扫瞄仪，用于水库地形扫瞄

敲击回音仪，用于检测混凝土内部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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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且位于亚热带地

区，饱受地震、台风、豪雨以及土石流的侵

袭，对于国土利用、社会经济与生命财产安全

构成重大影响。虽然目前科技尚无法避免类似

天灾，但是从防灾与救灾的观点而言，只要事

前能建立充足且详尽的空间与地理信息，平时

能研发实用的防灾科技，随时能掌握精确且实

时的变动征兆，并能建立完善且迅速的通报

系统，即可达到防灾、救灾和减灾的目的。

1999 年 921 集集大地震即完全暴露出空间信

息、防救灾体系的缺失与不足。有鉴于此，本

校于 2002 年 8 月成立空间信息与防灾研究中

心，为一常设之研究中心，以整合各种专长的

人才从事空间环境信息在防、减灾实务上的应

用与研究，并支持教学研究与服务，以建立空

间环境信息数据库，服务社会大众，以提升本

校的声誉。

空间信息与防灾研究中心

本中心于 91 学年度奉准成立，为一常设之研

究中心。中心设主任一人，由本校通识教育中

心郑世楠副教授兼任，负责规划中心之发展蓝

图并综理中心之业务，并设执行秘书一人，协

助主任襄理学术研究及行政业务有关事宜。由

于所有研究成员均由各相关科系之专任教师组

成，依照各相关领域初步规划为以下四个研究

群组：

http://aps2.uch.edu.tw/acade_search/dedr/ 　　　　886-3-458-1196 分機 3160-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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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间信息组：主要研究内容为空间测量、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软件研发、空间环境信

息数据库建立等。

(2) 防灾研究组：主要研究内容为地震灾害、

地质灾害、地下水研究、污染与防治项目

等。

(3) 教育推广组：主要任务包括防救灾基本数

据库之建立、维护与更新、防救灾大众教

材之编撰以及防救灾教育的推广工作。

(4) 工程与环境地球物理研究室：主要任务致

力于应用各式地球物理探勘方法于防灾科

技、污染环境调查、土木非破坏检测、水

水库淤泥、断层地质、地下水及水库渗漏

水调查、考古与温泉潜能调查等相关研

究。

由于成立初期人力有限，本中心执行各项研究

以团队分工方式实施为原则，不过为使各项工

作能顺利推动，加强整合效率，以上各研究组

分别设组长一人，均由本校专任教师兼任，负

责协调推动各该组之研究工作，并得视实际工

作需要聘用专（兼）任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以

及助理人员。

为使本中心之阶段性发展能与国内外学术研究

机构取得良好的互动关系，且对于本中心之研

究发展方向能有更前瞻的建议，拟由校方聘请

国内各相关领域杰出的专家五至七人组成本中

心的咨询小组，本中心将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咨

询委员会议。

未来三至五年的首要任务在根据不同灾害的防

治研究需要，规划并建置数个有迫切需要的地

理信息系统和相关空间环境信息数据库，搜集

并整合国内各相关学术研究机构之资料和研究

成果，开发亲近且易于使用的数据使用接口和

成果展示系统。增强研究阵容亦为重要的任

务，例如延揽在地下水或空气污染等领域的学

者，并积极加入目前正规划中之国科会防救灾

信息中心，透过因特网架构，与各地区现有研

究团队分享信息，达到交流与整合的效果。

本中心将继续争取科技部与交通部、经济部等

相关部会的研究计划，并持续与相关公民营机

构合作，争取项目计划，由学术性与实用性两

方面齐头并进，以建置完整的空间信息与防灾

数据库与服务中心为首要目标，并选定例如地

震防灾科技之主题为重点发展项目与特色，使

本校未来能成为空间信息与防灾研究的重要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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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距离中坜火车站
仅约 500 公尺。除一
般对号车外，尚有基
隆与新竹间的通勤电
车，班次十分密集。
抵达中坜车站后，请
由中坜后站出站，沿
健行路直行，步行约
10 分钟便可抵达。

1、桃园客运：桃园客运
中 坜 市 区 公 交 车「112
路 」、「115 路 」 及 大
溪线、石门水库线、中
坜线、巴陵线、龙潭线
等班车，于「健行科技
大学站」下车。详细发
车时间及行经路线可参
考桃园客运网站 http://
w w w.t y b u s .co m .t w/
Line.asp
2、中坜客运：中坜客运
市区公交车「3 路（中坜 -
忠贞）」线于「健行科
技大学站」下车。

南下：
1. 经中山高：请于内
坜 交 流 道（57K） 下
高速公路，往中坜方
向行驶。
2. 经北二高：请于大
溪交流道（62.7K）下
高速公路，经大溪至
观音 66 号快速道路，
于中丰路交流道下快
速道路，往中坜方向
行驶。

北上：
1. 经中山高：请于中
坜交流道（62.4K）下
高速公路，往中坜方
向行驶。
2. 经北二高：请于大
溪交流道（62.7K）下
高速公路，经大溪至
观音 66 号快速道路，
于中丰路交流道下快
速道路，往中坜方向
行驶。

搭 火 车

详 细 路 线 请 至 本 校 网 站 查 询
w w w . u c h . e d u . t w

搭 公 交 车 自 行 开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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