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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則數：4 日期：108年09月02日09月05日 剪報製作：教學卓越辦公室 

今日新聞剪報摘要 

1. 大學選才與育才- A2 -(評鑑雙月刊)-108-09-02 

2. 鼓勵探究與實作 教部推數位自造教育- A3-(聯合新聞網)-108-09-03 

3. 教育部啓動數位自造計畫 科技教育扎根從小開始- A3-(中時電子報)-108-09-03 

4. 【台商再起故事特輯】協益鋼鐵出貨靠 AI 把關，傳產數位轉型挑戰最高品質控管力- A8-(科技

報橘)-108-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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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評鑑雙月刊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大學選才與育才 

2019-09-02．文 /評鑑雙月刊第81期/編輯部 

考招制度的變革與少子女化的影響對於大學校院來說已經是一個無法忽視的辦學關鍵議題，本期評鑑雙月

刊特別邀請國內不同類型的大學共同分享其選才與育才的策略、作法與成效，希望能夠讓關心高等教育發

展的關係人了解大學校院的努力與作為，並提供給各大學校院作為選才與育才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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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鼓勵探究與實作 教部推數位自造教育 

2019-09-03．文 /馮靖惠 

十二年國教課綱重視學生動手做的實作能力，教育部委託高雄師範大學團隊，推動數位自造教育，並在全

國設置近兩百個基地，全國共有七十九所中小學、一三八名教師提出申請，目前提供三千多套公版教具，

預計一萬六千多名學生受惠，「八歲到八十八歲的人都可以使用。」 

為提升教師數位自造教育教學能力，並有效融入各學習領域，教育部委託高師大為總召學校，推行「STEM+A 

課程導向數位自造教育扎根計畫」，輔導有意願參與學校推廣數位自造教育，昨舉行記者會。 

會中展示各項自製研發的公版軟硬體教具，包括透過電動車教具平台，設計避障、循跡、迷宮等，培養學

生邏輯、運算思維能力；也可將物聯網介面功能應用在「智慧居家」及「智慧溫室」等學科融入教學。 

教育部次長范巽綠表示，一○八學年新學期，獲公版教具補助的中小學，初期以計畫大學端編纂的公版教

材，導入新學期新課綱的課程教學，透過學期中的共備研習共同協作，再轉化為學生端的教學流程教材，

預計年底可產生至少七十二門以數位自造教育融入各學科領域的「微課程」。 

計畫主持人、高師大光通系教授林鴻銘說，雖然很多軟硬體可以買商業版本，未必適合中小學使用，高師

大開發可供學校免費使用的「NKNUBLOCK公版軟體」和「4060 系列硬體教具」，讓師生可搭配延伸應用，

親手設計各種教具，且不需太高花費。 

高雄市立福誠高中校長蘇清山指出，新課綱強調跨域課程，校內課程希望結合人工智慧，但有些老師無法

一下子進入較高的數位層次，因此校內組了一個跨領域社群，讓教師共備課程。 

國立興大附中校長陳勇延說，為讓所有孩子能學習資訊教育，老師動起來了，除原有的資訊課，這套公版

教材對「探究與實作」課程提供很好的資源。 

范巽綠表示，為推動自造教育，教育部透過「恆星 X行星 X衛星」分層合作的概念，在北、中、南區分別

設立子恆星基地，委託數個團隊負責研發、推廣和輔導。已成立廿個行星基地、一百七十三個衛星基地，

各行星和衛星又整合成十八個區域基地小聯盟，進行數位課程的開發以及教師的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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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中時電子報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教育部啓動數位自造計畫 科技教育扎根從小開始 

2019-09-03．文 /丁世傑 

因應 12年國教新課綱，啟動學生實作能力，教育部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團隊辦理「STEM+A 課程導向數

位自造教育扎根計畫」，期望數位教育從中小學開始扎根，輔導有意願的學校推廣數位自造教育。 

教育部 2日記者會中同時展示出由高師大團隊所研發的各種軟硬體教具，包括電動小車，配合小車設計的

避障、循跡、迷宮等應用程式，並將物聯網功能溶入「智慧居家」與「智慧溫室」等數位教學。 

教育部次長范巽綠致詞時表示，結合大學的資源，可以用更合理的成本開發出公版的課程教具， 這項計

畫經過四年努力，藉由「恆星、行星、衛星」分層合作的概念，已在北、中、南三區設立三大恆星基地，

成立二十個行星基地、一百七十三個衛星基地，行星和衛星又整合出十八個區域小聯盟，這些基地將協助

課程研發、推廣和教師研習活動。 

計畫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林鴻銘教授則說，市面上可購買的商用軟硬體很多，但未必適合中小學生使用，

高師大開發的「NKNUBLOCK公版軟體」和「4060系列硬體教具」都是適合教學且免費提供學校使用。 

參與恆星基地的廣達文教基金會，經過二年的教育現場實測，今年已將 4060教具廣泛應用於「廣達游於

智」計畫中，執行長徐繪珈分享時指出，這套教具經由基金會量身研發課程後，接受培訓過的師資，即便

不是資訊科老師都能快速上手教學，而透過這些師資教導出來的學生，更是明顯看到學習的效果。 

徐繪珈還進一步點出最佳學習效果的關鍵，即課程內容與真實生活經驗作結合，例如操作中讓學生輕易了

解倒車雷達、停車場感應柵欄等原理，在實作中不知不覺培養運算思維，進而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目前

加入「廣達游於智」計畫的學校共有 50所，已培育的師資共計 150位，參與學習的學生達 2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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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科技報橘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台商再起故事特輯】協益鋼鐵出貨靠 AI 把關，傳產數位轉型挑戰最高品質

控管力 

2019-09-04  

現代科技的展現少不了傳統工藝的支持，遍佈於 3C 產品內部及外殼的金屬配件正是如此。協益鋼鐵在金

屬原料及金屬加工的專業，成為許多科技產品的幕後助力，而在工研院和微軟物聯網創新中心的協助之

下，協益鋼鐵也將新科技融入製程，以人工智慧打造自動化檢測系統。 

協益鋼鐵表示：「為了強化品質控管能力，我們持續引進先進設備如日本金相顯微鏡來分析測量材料組織， 

自動化檢測系統則是在出貨前的最後一站以人工智慧把關，確保出貨品質。 我們希望透過品質的提升來

拓展更高階的市場，以及提升獲利能力。」 

導入 AI、自動化轉型，不在現場也能即時掌握生產現況 

1999 年成立的協益鋼鐵以內銷市場為主，約佔營收的 65%。業務模式乍看之下很單純，從中鋼購入鋼捲，

經過分條、延壓、退火等作業流程，輔以各種表面處理如鍍鋅、鍍鉻、酸化，再出貨給製造業客戶，包括 

3C 產品、自行車及有鋼材需求的產業都名列其中。 

由於原物料市場的價格波動劇烈，協益鋼鐵和中鋼是以期貨模式約定合約價格，對市場的精準眼光不可或

缺；另一方面，下游客戶若發現出貨成品有瑕疵必然整批退貨，即使這種狀況發生的頻率極低，但造成的

損失無法輕忽。換言之，從原料採購到成品銷售，都是對資金調度及獲利率的挑戰。 

出貨成品必須符合兩大條件，包括表面不能有瑕疵、板厚必須相同。至於出貨前的檢查站位於工廠內部，

配置亮度極高的燈光來輔助檢視，找出髒污或鐵屑接觸滾輪後，在鋼捲表面留下的刮痕或釘點，但現場缺

乏空調及強光持續刺激，對負責檢查的操作人員而言絶非舒適的工作環境。 

工研院在檢查站架設兩部工業用高速相機並連結至兩部電腦，分別從成品的上方和下方進行拍攝，兩部電

腦找出有瑕疵的影像再傳到第三部的 AI 電腦，AI 電腦連結 Microsoft Azure 以產出報表，每隔數分鐘

就會更新資料， 除了大幅減輕了現場檢查人員的負擔，遠端辦公室的主管不必親臨現場也能立即掌握生

產線資料及狀況。 

導入自動化系統遇三大挑戰，協益鋼鐵如何迎刃而解？ 

協益鋼鐵導入自動化檢測系統的過程面臨許多挑戰，首當其衝的就是現場環境，沒有空調的生產線容易導

致電腦熱當機，機器設備的震動也可能影響拍攝穩定度；此外，為了捲動沈重的鋼捲，工廠的電流電壓高

於一般建築物，因而對攝影機造成訊號干擾。 

第二項挑戰，則是完全不能更動現場的機器設備，否則投資高昂的生產線的保固就會失效，因而只能以隔

離的獨立方案來執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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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判讀則是第三項挑戰，鋼捲會塗油防鏽，必須教導電腦學會油污不是瑕疵，處理方式與刮痕、釘點不

同，而且還要避免油污噴濺鏡頭。 

在工研院的協助之下，這些挑戰逐一化解。 

工研院量測中心經理周森益博士表示：「我們一開始採用傳統的電腦視覺演算法來判斷瑕疵，但效果不彰，

因為瑕疵的形式會持續改變，既非固定模式也無法標準化，例如：鋼板的色澤和反射率會因為不同的表面

處理作法而有差異， 之後採取人工智慧模式，難題才迎刃而解。」 

工研院現已採用 Microsoft Azure 的 IoT Hub 及雲端報表等功能來收集及呈現檢測數據，同時也在研究

及評估使用 Microsoft Azure 的人工智慧服務，希望 以更為精密的人工智慧模型，因應協益鋼鐵在改善

製程的長期目標 ，從報表資訊及瑕疵出現位置來找出製程問題。 

舉例來說：無法觸摸得知且相機也拍攝不出來的無感刮痕，可在特殊角度由人眼辨識出來，雖然這不會造

成客戶退貨，但有可能是後續出現更大瑕疵的前兆，需要及早察覺及因應。 

出貨必經「自動化檢測系統」，最大提升產品品質 

協益鋼鐵導入自動化檢測系統之後，最立竿見影的效益就是完整保留出貨檢查的影像資料， 當客戶因瑕

疵要求退貨時，得以互相查驗、釐清責任 。而且在出貨前確保成品品質及穩定度，不僅避免日後因為瑕

疵而遭退貨的損失，也有助於提升客戶滿意度。 

值得一提的是，系統導入後，正好有日本廠商前來稽核， 自動化檢測系統成了加分條件 ，讓協益鋼鐵順

利爭取到新客戶。長遠來看， 自動化檢測系統還能延伸串連上下游供應鏈 ，例如：串接製程資訊，讓客

戶即時掌握處理進度。 

周森益博士表示：「瑕疵檢測是近幾年異軍突起的熱門領域， 顯見台灣產業重視品質，進軍高獲利市場

的決心 。以協益鋼鐵的經驗為基礎，持續和微軟物聯網創新中心合作善用雲端服務，我們希望將檢測方

案推動到更多類似應用如手機表面、沖壓鋼鐵件，成為提升產品價值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