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本系前身是「造船工程學系」，分屬於機械類

群中，為國內培育造船界人才重點科系，隨著

需求不同，除了原先與造船相關的專業知識與

技術外，也更注重整體性的系統工程，培育跨

領域之整合型人才。

在課程安排方面，本系希望理論與實務並重，

且著重於基本工程學（熱力、流力、結構、材

料、電子電路和控制等）與系統工程學，並在

專業課程中將課程分為機電組及船舶組，使學

生能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課程組別修課，除此之

外，也推薦本系學生多修外系課程，強化自己

興趣的領域之知識。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大一

計算機程式設計、
微積分、普通物理學、
工程圖學、應用力學、
普物實驗、線性代數、
系統及船舶機電概論物件導
向程式設計

無

大二

熱力學、電路學、
自動控制、電子學、
流體力學、材料力學、
工程數學、應用力學

無

大三
系統設計理論、
系統工程分析、綜合實驗、
船舶與機電設計實務 (上)

1. 船舶系統組

船舶實驗設計原理、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船舶結構學、船舶靜力學、
船舶設計基礎、舟艇設計、
船舶耐海與操控、遊艇設計、
船舶輔機、船舶阻力與推進、
造機設計原理、船舶艤裝設計

2. 機電系統組
微機電系統概論、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微電腦控制、電機機械、
工程量測與虛擬儀表設計、
高頻電子學、PLC程式設計、
機電系統整合、線性系統分析、
資訊與通訊概論、電子學(二)、
電磁學、電力系統、液氣壓學

大四 船舶與機電設計實務 (下)



申請入學
國文均標，英文、數學A、自然前標（學測成績採

計1.0），佔甄選成績比例50%。審查資料25%、面

試25%。預計甄試人數87人，錄取29人。

分發入學
數甲(1.0)、物理(1.0) 、化學(1.0)、國文(1.0)

、英文(1.0)。

繁星推薦
國文均標，英文、數學A、自然前標。在校學業成

績15%，學測：國英數自44、錄取5人。

運動績優生
運動項目：羽球(男2人/女1人)、硬網(男1人/女1

人)、桌球(男2人/女2人)、排球(男1人/女1人)、

籃球(男2人女2人)、棒球(男3人)、足球(男1人)。

招生1人，國文、英文、數學A、自然皆均標。



海軍官校參訪
系學會辦理海軍官校船機系參訪，了解船機系各項設施

、儀器，強化系上同學對於船舶方面認知，同時強化與

船機系交流。

企業參訪（海發中心）
系學會辦理企業參訪前往海發中心，由畢業的學長姐分

享工作概況，提到系上學習的知識可直接應用到工作，

讓參訪的學生們對未來規劃多了一個不錯的選項，對工

作性質也有更深的了解。



繼續升學的領域涵蓋造船、電子、電機、機械、

資訊。在船舶應用方面主要就業方向會選擇從事

船舶設計相關、機電組會選擇3C科技產業相關產

業，如：各類工程師、驗船師等。驗船協會如：

CR、NK日本海事協會等。

在機電應用方面就業方向為電機、機械、資訊、

半導體等行業，機電組學生可與一般理工科系同

學一樣投入高科技園區。

本系所學之領域甚廣，就業市場亦很廣，本系系

友中，有現任或曾任職於台造、台機電、高鐵、

長榮和中鋼等公司，亦有在學術界表現傑出者。



Q1：大幾的時候會分成船舶系統組及機電系統組呢？兩

組的差異與特色？

A1：大三的選修課程會分為船舶系統組和機電控制組。

船舶系統組的相關課程主要會有船舶艤裝設計、船舶輔

機、船舶耐海與操控等船舶設計與實作相關課程，較為

偏向機械領域。機電控制組的相關課程會有電力系統、

訊號與系統、數位控制等機電控制的系統整合相關課程

，較為偏向電機領域。

Q2：系統系為什麼要學電機系的東西呢？

A2：系統系學的方面很廣，又著重於跨領域及整合，因

此有一些電機相關的基礎科目，都會被我們視為必備的

知識。電機就像是一個大類群，以成大電機來說就分成

八大領域，部分系統系的研究，即為此類群下的延伸。

不只是系統系，像是成大的工科系、機械系、航太系等

，也會有相關課程幫助大家有更多電機方面的基礎概念

。同理可得，我們也會學一些機械系的東西。

Q3：系統系有什麼較為特色的選修課程嗎？

A3：系統系有許多關於實作的課程，例如大三的「船舶

與機電設計實務」，每個小組需要用大學學到的知識設

計一艘船，並且經過一學期總共五次在地下室的拖航水

槽測試，最終在期末讓設計出來的小船通過各項測試。



Q4：既然外系的東西更專業，為什麼要選擇系統系呢？

A4：系上也有自己的專業，尤其是水上和水下，如：水

下通訊、攝影、循跡、船舶等。如果是其他單純電機、

機械方面，的確不比外系專業，但在複雜的工程時，就

會需要像系統系一樣跨領域的人才來整合各專業。另外

，如果是一開始不確定自己興趣的學生，可以先透過廣

泛的學習，延後分流，並多方探索適合的專業領域。當

然，之後也可以選擇其他非本系但相關的研究所就讀。

Q5：透過學習歷程，教授會較想看到何種特質的學生？

教授會建議同學如何在課內外培養上述所需能力？

A5：有學習動機，特別是對某些主題、議題或方法、學

科有長期興趣的學生；有毅力、能自我管理、規劃，成

績比較不會暴起暴落的，除非有特殊因素；透過學習活

動與課內外活動的安排，多實戰練習、檢討後改進。

Q6：請問教授在審查學習歷程時會特別看重哪一方向？

抑或可以給同學關於學習歷程檔案的建議嗎？

A6：可信度，宣稱內容與佐證資料一致且是邏輯推理上

有效的。內容整理有條理、有組織，形式表現要與內容

一致。重點能區分輕重、主從，反到是要從出現的地方

、整體結構、份量的差異來呈現，而不是到處畫線畫重

點，避免干擾閱讀。



Q7：請問教授會建議同學在準備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

系的自主學習中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教授想

從自主學習中看到學生培養何種能力？

A7：A7：或許是與自己生命經驗、生活經驗或喜好的結

合，或許是有自己感興趣的實際用途與功能等等。而研

究方法也是自己可以學習的、接受的；自律、時間管理

、自我探索、與其他既有學習活動的連結與融合、不同

學科或知識領域的整合。如果條件合適，團隊合作的能

力也重要。

Q8：請問教授會建議同學如何將課程學習成果與系統及

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做結合？

A8：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應該同時反過來問：「如何

將該系與課程學習成果結合呢？」學習成果是學生為本

體的階段性結果，下個學習階段的選擇要考量學習者與

未來學習領域及環境是否能互相適配。所以，在學生對

該系有所了解後，如果該系與課程學習成果很不容易結

合，那或許你們互不適合，那就不要勉強。不要擔心所

謂的高分低就，先找對適合的大方向、領域之後，再選

較優的學習環境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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