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大學 一 OO 學年度第 二 學期
機械工程學系教師課程教學規劃表

一、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中文：量測技術應用

英文：Practice of Measurement Technology

課程類別
□必修 □知識領域選修 ▓一般選修
▓大學部 ▓研究所(組別：不限)

班次

授課教師 范光照(與陳亮嘉老師合開) 學分數 3
課程編號 522 M2950 每週上課時數 3 選修人數

上課時間 四 234 先修課程 適修年級
大學部
研究所

二、課程教學目標與預期成效

本課程介紹各種感測器技術於量測儀器上的應用原理、設計與方法。傳授學生修習理
工學科所需具備的量測技術的特性，並訓練學生瞭解量測儀器的結構設計基礎及應
用。

課程教學目標：

1. To familiariz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measurement technology for manufacturing. 

2. To understand key issues in the sensor design and operations i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ations.

3. To establish the fundamentals of optical metrology and measurement instrumentation.

4. To establish hands-on skills of optical metrology and sensor instrumentation

單元主題 預期教學成效 教學策略及方法 評量方式
養成

核心能力

量測技術概
論

認識量測技術重要性 A. 講述教學法
B. 作業教學法
C. 電腦輔助教學法

a 考試
b 報告 

U1,U2,U4;

感測器技術
熟習產業需求之各種
物理量感測器

A. 講述教學法
B. 討論教學法

a 考試
b 報告

U1,U2,U4;
U5;

感測訊號處
理技術

學習訊號處理基本技
術

A. 講述教學法
B. 討論教學法
C. 示範教學法

a 考試
b 報告

U1,U2,U4;

量測儀器設
計準則

瞭解量測儀器的基本
結構設計原理

A. 講述教學法
B. 討論教學法
E. 專題教學法

a 考試
b 報告

U1,U2,
U3;U4;

量測技術應
用

認識量測技術與系統
在產業上的應用例

A. 講述教學法
B. 討論教學法

a 考試
b 報告 

U1,U2,U4;
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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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實務介
紹

邀請業家專家介紹量
測實務

A. 講述教學法
B. 討論教學法

a 考試
b 報告 

U1,U2,U4;
U5, U7;

量測統計原
理與數據分
析

熟習量測統計原理與
分析數據之品質與處
理技術

A. 講述教學法
B. 討論教學法

a 考試
b 報告

U1,U2,U4;
U5;

顯微光學量
測儀器以及
光學干涉量
測技術

學習顯微光學量測儀
器之設計與光干涉量
測原理

A. 講述教學法
B. 討論教學法

a 考試
b 報告

U1,U2,U4;
U5;

實習 指導動手實作經驗 A. 講述教學法
B. 討論教學法
C. 示範教學法

a 考試
b 報告

U1,U2,U4;
U5, U7;

三、課程教學大綱

1.  量測技術概論
2.  感測器技術
3.  感測訊號處理技術
4.  量測儀器設計準則
5.  量測技術應用
6.  專家實務介紹
7.  量測統計原理與數據分析
8.  顯微光學量測儀器與設計
9.  光學量測原理
10. 實習

四、教科書及參考書目（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日期）及輔助教材

教科書： 上課講義, 范光照、陳亮嘉 (自編教材，上課講義置於本校課程 (CEIBA)或
上課前上載到教授實驗室網站)
參考書： (1) ‘Metrology for Engineers’, J.F.W. Galyer and C.R. Shotbolt, Cassell 
Publisher Ltd. 1993;  (2) Optical metrology:  Kjell J. Gasvik, ISBN: 0-470-84300-4, Wiley, 
3rd Edition ;  (3) Thomas G. Bechwith, Mechanical Measurements, 5th or later Editi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0-201-56947-7 (4) 圖書館藏相關期刊文章。

參考期刊： 
 1. 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期刊)
2. Sensors (期刊)

     

五、課程說明與進度
Week Date Topics 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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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2-23 簡介 上課內容及精密量測實驗室介紹 Fan & Chen

2 03-01 精度理論 量測精度理論、不確定度、誤差 Fan

3 03-08 位移感測器 小位移、大位移 Fan

4 03-15 三維光學量測技術 Chen

5 03-22 物理量感測器溫度、角度、力量、振動 Fan

6 03-29 訊號處理類比及數位訊號處理 Fan

7 04-05 放假

8 04-12 實驗一： 感測器應用 (分組) Fan

9 04-19 Middle exam (close book test) Fan

10 04-26 光學共焦量測技術 Chen

11 05-03 光學干涉相移量測技術 Chen

12 05-10 傅立葉形貌量測技術 Chen

13 05-17 實驗二：  (第一組同學)虛擬共焦量測、彩色共焦量測、白光
干涉量測;  (第  二  組同學  ) 同度干涉相移量測、傅立葉形貌量
測、機器人三維機器視覺

Lab

14 05-24 實驗三：  (第一組同學)虛擬共焦量測、彩色共焦量測、白光
干涉量測;  (第  二  組同學  ) 同度干涉相移量測、傅立葉形貌量
測、機器人三維機器視覺

Lab

15 05-31 量測統計原理 Chen

16 06-07 量測數據分析 Chen

17 06-14 邀業界教師蒞校授課: 山衛科技公司 吳孝三 董事長
標準、計量工程與產品能力成熟度模式

Wu

18 06-21 Final exam (close book test) Chen

六、評分及考試

成績評量方式：
1. 期中考 (25%);
2. 期末考 (25%);  
3. 作業(20%);  
4. 實驗報告 (30% );   
5. 出席成績 (0~-10%)

七、授課教師與助教

授課教師：

范光照 教授
Office:工綜 733 室, Lab: 工綜 139 室
TEL: (02) 236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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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fan@ntu.edu.tw

陳亮嘉 教授
Office:工綜 503-5 室, Lab: 工綜 141 室
Tel: (02) 3366-2721
e-mail: lchen  @ntu.edu.tw  

【註】：
本系大學部學生養成之核心能力如下：

U1.具備學理基礎及應用工程知識與技術之能力。

U2.具備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發掘、分析、解釋、處理問題之能力。

U3.具備設計系統、元件、製程及工程規劃與整合及創新之能力。

U4.具備執行工程實務之相關知識與技能以因應科技及工業發展的需求。

U5.認識當前與機械工程相關之先進科技與時事議題，並具備整合跨領域知識之能力。

U6.具備團隊合作之精神，有良好之表達溝通、運用外語及領導與管理之能力。

U7.具備端正之品行、健全的人格、熱心服務及重視專業倫理之精神。

本系研究所學生養成之核心能力如下：

G1.具備機械工程之專業知識與技術。

G2.具備策劃及執行專題研究之能力。

G3.具備撰寫技術報告及論文之能力。

G4.具備創新思考及獨立解決問題之能力。

G5.具備與不同領域人員協調整合之能力。

G6.具備國際觀及良好的外語能力。

G7.具備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填表說明

一、課程教學目標

課程教學目標的定義為期望學生在教學結束後會有的行為表現之敘述（陳昭雄，
1997）；為高度特定的目標，目的在溝通教學意向給學習者，以可觀察可測量的行為
詳述學生的學習（黃光雄，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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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在課程結束想要達成的成果，包括學生在課程結束時所學到以及能夠運用的
知識。教學目標有下列三項功能：

（一）能夠使教學有所依歸，而循序漸進，不致超過應該學習的範圍。

（二）使教學活動的設計有所依據，來加強學生的學習效果。

（三）使學習效果的評量有所依據，而評量的結果可以做為教學改進的指標。

    ＊課程教學目標以 100~300字較為適宜，以免過於簡略或冗長。

二、教學成效（學生學習成果）

    將課程之教學目標予以「精確說明」，分項具體敘述達成教學目標後，所預期的成效
及改變。包括學生在課程結束後能夠獲得並展現何種知識與能力。

    以「基本攝影」這門課程為例，可以列出的教學成效為：（陳昭雄，1997） 

    （一）認識各種照相機的特性、鏡頭尺寸、曝光速度、光圈的調整、以及顯像化學品的
性質。

    （二）以一般可攜帶的相機攝影，調和顯像用的化學藥液，沖洗黑白底片，接觸印
像和放大印像。

    （三）認識好的攝影作品。

三、教學策略及方法

    敘述為達成課程目標及教學成效所需實施的活動、作業與歷程等。

今參考常見之教學策略及方法，共 11項（陳昭雄，1997；黃正傑，2002）：

A. 講述教學法

講述教學法是一種以某個特定主題為中心所做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口頭講授。
它使用口頭的溝通。利用黑板，或傳統投影片講授教材內容。       

B. 討論教學法

討論教學的定義是一群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之下，以各種討論形式，就學習上
的問題參與創造性、建設性的思考，在彼此互切互搓，集思廣義之下，不但求
點的切入，更求面的廣泛。在討論教學中，學生提供大部分的討論資料，教師
再予匯集整理。

C. 示範教學法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具體地解釋一個推導、操作或實驗的各項步驟。一般而言
示範在科學原理、工具設備的運作，以及用手操作等技術方面的教學可以有效
地使用。例如在課堂中說明建立模型，或是解題的各項步驟；或在實驗、實習中
教師以行動代替講授。

D. 作業教學法

作業教學的活動是使學生在有目的、有計畫之下，進行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
在這裡的學習活動，是學生利用所學之理論及技能，配合具體的物質材料、工
具、及設備，在老師計畫實施之下，以完成某一項作品而達到學習的目的。作業
的形式可以是書面，也可以是具體作品，或是指定題目的專題或報告。屬於單
向之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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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問題或專題教學法

問題教學是教師運用問題及發問的技巧以增加教學的效率。一般而言，單純
的講述只是單向的溝通，問題教學是以有價值的問題，用系統的步驟引導學生
解決問題，以增進學生的創造和解決難題的能力。例如專題之題目及內容由學
生主動發掘、進行與完成。屬於雙向互動之教學法。

F. 角色扮演教學法

角色扮演教學就是設計或模擬工業界、企業界、社會和政府組織等各種真實的
生活情境，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學生扮演情境中的各種角色，以實際去學習各
行業職位的功能以及其人際關係，並尋找出具體的有關行業問題的解決方法。

G. 電視及多媒體教學法

每一次的電視教學首先都是課程單元的講解與示範，然後便是教室內教師的
補充講解，學生運用和相互檢討等教學活動。例如影片播放、幻燈片、多媒體展
示等均屬電視教學法。與講授教學法不同之處在於電視教學法具聲光效果，且
教師僅負責補充講解。

H. 協同教學法

協同教學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教師，共同合作計畫，並根據個人的專長，將
學生分成衣組或更多的小組，安排最適當的教學環境，從事教學活動。例如由
數位不同專長之教師合開課程。

I. 創造教學法

創造教學乃是助長學生創造力所實施的教學。提供學生自動自發學習和獨立思
考的機會。

J. 編序教學法

編序教學是將所需學習的教材分割成許多小步，然後再將這些小步所進行的
文節，織成為一個按部就班的序列。編序教學運用編序教本，教學機或電腦以
達成個別化教學的目的。

K. 電腦輔助教學法

電腦輔助教學是一種運用電腦為工具以幫助教師教學的方式。

＊填表時如有需要，請附加簡短文字說明教學方式，例如講述教學法是利用黑板
或是傳統投影片。

四、評量方式

    評量的策略包含了蒐集教學成果的歷程，採用何種方式評量，以及如何蒐集評量成果
此外，評量方法的描述應包括如何運用評量的資料以有效改善教學。

a. 考試。例如期中考、期末考等。

b. 測驗。例如隨堂考、平時考等。

c. 作業(home work, assignment)。

d. 報告(report)。例如口頭或書面，個人或小組報告等。

e. 專題(term project)。例如口頭或書面，個人或小組專題等。

f. 實作。

g. 課堂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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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教授、助教觀察記錄。例如出席情形。

i. 其他。請簡單說明之。

＊填表時如有需要，請附加簡短文字說明評量方式，如考試為期中或期末考。報告
為口頭或書面，個人或小組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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