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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學生在學期間完成報告著作權之歸屬

    近十餘年來，各國大學校院機構數和學生數快速擴張，入學學生背景多元，導致學生素質低落，如何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已成為世界潮流，OECD自2010年起以學生學習成效作為評鑑新指標，我國2011年

的大學校務評鑑，及技專校院下一輪（2014年）的評鑑重心，也集中在學生的學習成效上。可見評估學生學習成效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性。

    教育部有鑑於此，乃自2005年起推動「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自2005年至2012年，共計七年，由國家編列約180億元預算，分為試辦（2005）、第一期（2006-2008）及第二期（2009-2012）計畫等三階段推動，

以競爭性機制每年補助30%至40%大學，依其發展特色及教學現況擬訂全校性之教學改進計畫，以提升教學品質，並發展國內大學教學卓越典範。第一、二期計畫補助對象並擴大涵蓋體育、技職、師範及教育大學校院，並

將「建立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之預警及補救教學機制」列入申請補助門檻，期以此達到品質管控及增強學生學習績效之目標。

預警及補救教學

    本文所謂「預警及補救教學」是指在大學課程進行中的某個階段，針對有多門課程表現不佳的學生提出預警，並進行了解及給予課業輔導或諮商，希望能即時發現學生學習問題，以增強其學習績效，並減少學生因一

時疏忽而遭致退學之情事。各大學針對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之預警及補救教學，有的是依各系需求分別實施，有些則是由學校全面推動。為爭取教學卓越計畫之專案性補助經費，不管獲補助或未獲補助學校於計畫推動後，

皆竭盡所能規劃各種方案，期藉由預警及多元與彈性的補救教學措施，給予學生適時的協助，雖各校實際施行的主要方式大同小異，但部分學校亦有其獨到的特色：

預警方式與範圍

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學校於每學期初、學期中及期末彙整預警名單，施以個別輔導，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不佳原因，如有特殊狀況者，則轉介心理諮商；另並於學期中，不定時的藉由平常考及教學助理之諮詢，對學習

欠佳學生進一步作課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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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培養好品格是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因此教學者必須具備

品格教育之專業知能。為協助教學者瞭解品格教育之相關概念，本書首先

針對品格教育意義及其核心價值進行探討，接著再引介品格教育的課程設

計、教學方法、品格評量及品格師資培育等主題，期望讀者可以對品格教

育有更全面的瞭解。本書各章除了理論介紹之外，文末亦搭配有作者提出

的「對學校與教師的建議」。而且為方便教師推動品格教育，本書更貼心

地收錄了30份品格教育教學活動設計，希望能減少教師在活動設計上的負

擔。整體來說，這是一本充實品格教育專業知能與落實品格教育不可錯過

的參考專書。

    本校於6月15日召開99學年度第五次「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查99學年度兼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

隨到隨審申請案，共35件獲得獎勵，金額合計約新台幣94萬元。此外，會議也通過本校「各研究中心

設置暨管理辦法」修正案，將系級研究中心之設置申請、評鑑及裁撤相關規定納入本辦法規範。本校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管理系統」上線至今，每週登入人數持續增加，目前約九成教師已登錄研究成果

於系統中。同時，在全體老師努力下，2010年本校I級論文數已達471篇。

    為了讓本校「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管理系統」發揮多元化效用，本處與資發處自去年底規劃現行系

統之修改，讓系統操作更為友善與自動化。第一階段修改之功能已於3月底正式上線使用，本處也分

別於3/30(三)、4/7(四)與4/12(二)舉行三場說明會宣導，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參與，並提供寶貴建

議。本系統是透過「校園入口網站」http://cip.asia.edu.tw/ 登入「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管理系統」

正式使用。目前全校約九成教師已登錄研究成果於系統中。請各位老師持續登錄各項研究成果，並不

吝給予建議。

    在產學合作方面，研究發展處和創新育成中心於6月10日舉辦「2011亞洲大學&中小企業產學交流

座談會」。邀請聯合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台中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

會以及耀廣企管與會。座談會由曾憲雄副校長(兼研發長)及林俊義院長(兼育成中心主任)主持。座談

目的一方面讓企業瞭解亞洲大學的研發能量、學術資源；另一方面讓學校教師直接瞭解產業界的需求

，進而促進雙方的產學交流與合作申請100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會中除邀請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翁世欣主任針對「100年度學界協助中

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作說明之外，也邀請業界代表參與本次活動。會中曾憲雄副校長代表本校分別

與天策軟體科技鄒杰紘副總經理、101巷故事屋陸育克負責人、迎光社楊明祥執行長以及辰崧工業陳

文平廠長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產學雙方將合作申請100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共創

雙贏。

    在全校教師的努力下，本校論文篇數、產學合作的件數金額以及專利申請的件數持續不斷增長。

研發處將持續舉辦與各學院的溝通與討論，並透過「研發專欄」傳達相關資訊給各位教師，也希望各

位師長為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的能量一起努力。

教學法-6E多元創新教學法– 體驗反思之教學範例

    近來迭有大專校院學生反映，其在校期間在教師指導或指示之下完成之報告，在教師要求下簽立「學生願意放棄該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日後不得投稿」或「學生願意由教師繼續修改該報告，日後在與教

師共同掛名條件下投稿」或其他類似文字之約定，則其所完成報告之著作權究歸學生或教師享有抑雙方共有，產生疑義，有必要予以釐清。

    按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報告，如果教師僅給予觀念的指導，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內容，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人，可依著作權法享有、行使著作權，包括各項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如果教師不

僅給予觀念的指導，更進一步參與報告的撰寫，則教師與學生就自己撰寫之部分各自享有著作權，如各自撰寫之部分不能分離利用時，則成立共同著作，共同享有該著作之著作權，包括各項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有關學生在校期間在教師指導之下完成報告之著作權，應掌握上述原則，予以判斷就實務上若干學生與教師間簽署「學生願意放棄該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日後不得投稿」之約定，如教師僅係擔任

指導之角色，由學生自己完成報告，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權人，享有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如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則於「拋棄」時，該份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消滅，成為「公共所有」，任何人皆

得利用，其指導教師並不會因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而取得該項權利。此外，著作縱使經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成為公共所有，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不受影響，教師欲利用該著作時，仍應表示真正著作人（即學

生）之姓名，不能改以表示自己之姓名，充為著作人。 

    至於教師不僅給予觀念的指導，更進一步參與報告的撰寫，成立共同著作之情形，如學生願意「拋棄」著作財產權，則其所拋棄之權利，依法歸其他共有著作財產權人（即教師）所有。但在姓名表示部

分，除非學生表示不行使姓名表示權，否則仍應將共同著作人（即包括教師與學生）並列，不能僅列自己為唯一著作人。

    又除職務上或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得由當事人約定著作人、決定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外，其他創作型態均係由實際上從事創作之人為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前述學生與教師間簽署「學生願意由教師繼續修改該報告，日後在與教師共同掛名條件下投稿」之約定，必須教師與學生事實上有共同創作行為，始能成立共同著作人，始能共同具名投稿。因此，若是學生

在教師觀念指導下完成報告後再與教師共同「掛名」為著作人，因教師並無創作行為，並非著作人，此一「掛名投稿」行為，與著作權法之規定不符；反之，若在創作過程中，教師不僅給予觀念的指導，更

進一步參與報告的撰寫，成立共同著作之情形，教師與學生自得以共同著作人之身分，共同具名投稿。

    學生在學期間完成之報告，其教師除了指導外並參與撰寫之情形，較易產生著作權爭議。為避免此爭議，

智慧局建議，學生與教師可事先就報告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包括報告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時

應如何表示著作人姓名、報告事後可作何種修改以及未來應如何授權他人利用等事項，達成協議。或亦可由學

校、教育主管機關就此等問題訂定一特別規範，使學生與教師均能有所遵循，以預防或解決爭議。

    透過體驗反思教學法，可以有效深化課堂所學專業知能，又能培養學生公民素養與良好品格態度，服務學習是其中重要方法。

【教學範例】：

一、課程設計：

    柯慧貞教授結合專業課程「自殺行為的心理衡鑑與治療」，教導學生如何針對不同個案之各種風險進行評估之知能與技巧，提供有效危機處置、心理諮詢與治療等，以提升預防自殺事件發生之機率。此外，柯慧貞教

授更是帶領學生組成服務小組，進行服務企劃、服務反思與分享，將所學知能與技巧透過服務學習應用在八八風災災區的心理復健工作上，使學生「體驗反思」所學到的自殺行為衡鑑與治療知知能專業，能有效應用到「

服務」災區的兒童，協助他們重新找到心靈的春天。

二、實作服務：

    柯慧貞教授於98年莫拉克風災災後，將開設的「自殺行為的心理衡鑑與治療」的課程設計成「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帶領服務小組(11名專業輔導人員、4名實習學生及17名修課研究生) 前進至災區某國小參與災後心

理輔導工作，鼓勵學生利用課堂上所學之知能，協助災區學校提供教師災難與壓力應變之關懷，辦理災難後身心症狀及焦慮憂鬱、自殺等身心適應症狀與兒童常見心理與行為問題的辨識相關講座，並提供災後心理輔導，

討論心輔工作重點與相關論理議題；更是針對學生進行情緒調控能力之輔導，教導災區小生學習覺察、辨識與表達八八水災後的情緒與身心反應，並安心學習，且引導他們認識害怕、體驗害怕、接受害怕、處理害怕、放

下害怕；以及認識憤怒、體驗憤怒、接受憤怒、處理憤怒、放下憤怒，另針對篩檢過的高危險群或需協助的問題學生，再以深入會談進行完整的評估，期許提升校園師生針對兒童創傷後症候群、憂鬱與自殺及其他兒童之

心理與行為問題之預防知能，並持續協助強化校園災難與危機事件處理機制與校內外輔導與專業輔導、醫療及社政資源之整合。

三、體驗反思：

    每一次服務學習體驗後，柯慧貞 教授會要求學生撰寫服務日誌，並進行反思，思考「服務了什麼？體驗到什麼？學到什麼?如何應用？」，以引導學生從服務學習成果分享與反思，反思的向度如下：

1.針對專業知能與其應用的反思：從經驗反思課程所學的理論和技巧。 

2.針對自我成長的反思：透過經驗反思對了解自我、他人和社會的關係、自己的生命意義、長處和優勢 。

3.針對價值的反思：從經驗裡反思現代公民責任、對弱勢可產生的貢獻及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力 。

4.對災區服務的反思：對災民的認識及了解、了解多元文化與災難衛生。

四、學習成效：

    在反思報告與分享過程中可看出學生從參與服務學習的經驗中，可以更了解如何把專業知能應用到需要協助者，增加了自信與成就感，也提升了學習動機；而學生也發現所學知識不只可以應用來幫助兒童，也可用來

幫助自己，他們成長了；而當學生組成小組一起去做企劃與服務，他們的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能力也成長了，並且，在過程中也學習問題解決與克服困難。

    透過服務學習，學生也運用所學與社會接觸，藉由發掘問題、了解問題與解決問題，發現生命的意義，並進而成為有責任感的社會公民，在「施」與「受」之間，更加堅定未來的努力的方向。

    此外，在服務學習中，教師是受惠者，從服務中老師持續實務經驗的累積，也從服務中感動與成長；教師亦是一個指導者、促進者，而同學則成為主動學習的夥伴，而非只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師生彼此互動更多，

塑造出一個積極成長的學習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