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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校內申請說明會  

日期：109 年 10 月 31 日（四）  

時間：13:00-15:00 

地點：電算中心一樓會議廳  

主持人：金仕起副教授（副教務長）  

活動議程 

時間 內容 

12：30－13：00 報到 

13：00－13：30 
【教育學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設計與撰寫要領 

陳幼慧教授（師培中心） 

13：30－14：00 

【商業及管理學門】AVM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規劃

及撰寫：經驗分享 

吳安妮講座教授（會計系） 

14：00－14：15 
【社會（含法政）學門】計畫撰寫經驗分享 

陳鎮洲副教授（經濟系） 

14：15－14：30 
【商業及管理學門】計畫撰寫經驗分享 

林怡伶助理教授（資管系） 

14：30－14：45 
校內行政流程說明 

教學發展中心 

14：45－15：00 
綜合座談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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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papers are co-authored with Tsui-Fang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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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計畫申請－計畫申請資格】 

1. 技術教師若有教師證書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A：有關計畫申請資格請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第四點規定，學校所聘技術教師符合規定資格者，得提出計畫申請。 
2. 若新進教師之聘任流程於計畫申請期間尚未完成，申請人是否可申請本計畫？ 

A：教師可經聘任學校同意後先行申請，學校應繳切結書。惟若計畫審核通過

獲得補助，但計畫主持人卻未獲學校聘任，則撤銷獲補助計畫。另教師獲補

助後被借調至他校或其他單位者亦同。 
3. 軍警院校沒有參與深耕計畫，該校教師是否可申請本計畫？ 

A：可以。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

申請學校包含軍警校院。 
4. 計畫審查是否對新進教師不利？ 

A：不會，計畫審查會就教師近5年內課程教學經驗(包含檢視與反思，如：學

生學習的表現、教師的教學評量結果及教學評鑑回饋等)；若未滿5年，則可說

明任教後之課程教學經驗與問題之聯結。 
5. 共同主持人之必要性？ 

A：考量教學實務上部分課程需要採行協同教學、或計畫主持人考量個人學術

和能力背景需要教育相關領域學者共同執行，本計畫於前開情況下得編列共

同主持人，惟共同主持人不得編列人事費，僅得支用計畫下相關業務費用。

請申請人就計畫實際執行之需，自行斟酌或考量共同主持人之必要性。 
6. 共同主持人是否須與計畫主持人同校？有沒有限制國內或國外人員？ 

A：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

規定，共同主持人只有身分限制，沒有校別限制。共同主持人的身分資格與

計畫主持人相同，必須為大專院校專任教師且具有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者，

或專案教師（須以校務基金聘用並且具有教師證者），並無限制國內或國外

人員。 
7. 若課程需要資訊技術輔助，是否可以與資訊教師協同教學？ 

A：若計畫內有規劃資訊技術輔助，可請資訊教師擔任共同主持人共同執行計

畫，惟本計畫之共同主持人是無給職，不得支領主持人費用。 
8. 共同主持人是否可以找外界業師？ 

A：可以，但是老師要在計畫書內說明理由以及業師共同主持以及授課時學生

相關資料如何蒐集。 
 
  



【計畫申請—件數/學門/期限】 

1. 個人申請件數是否有上限？是否有頁數限制？  
A：每名教師僅能申請一件，計畫書頁數至多 25 頁（包含參考文獻及附件），

超出部分將不予審查。 
2. 請問此計畫是否限制學校端的申請件數？  

A：本計畫並無限制學校送出之總計畫件數。 
3. 本計畫與科技部計畫之申請是否有互相限制或排擠問題？ 

A：本計畫與科技部計畫並無互相排擠之限制，均可申請。惟申請人應遵守學

術研究倫理規範，並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五點第四項，應注意同一研究計畫內容之補助項目及金額，不得向教育部

與其他機構(包括非本部政府機關及學校)重複申請補助。 
4. 本計畫之申請者需要上 6 小時倫理課程嗎？  

A：本計畫之作業要點並無相關規定。 
5. 計畫內容是否能以英文撰寫？ 

A：中英文皆可，建議申請文件以中文撰寫為主。 
6. 是否有整合型計畫可申請？  

A：本計畫初期推動以個人計畫申請為主，未來將視申請需求與執行狀況續做

精進與調整，如有必要，另規劃整合型計畫推動方式。 
7. 如何判斷申請計畫案之所屬學門？ 

A：建議申請人先以研究主題、授課對象等決定申請學門，如仍無法判斷亦可

以申請人之任教科系來決定。 
8. 計畫之執行期間是否可以延長超過 1 年？ 

A：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六點，計畫執

行期程為 1 年，未來將視申請需求與執行狀況續做精進與調整。 
9. 若與跨領域教師合授課程，應如何申請本計畫？ 

A：本計畫以教師個人計畫申請為主，若與跨領域教師合作授課，建議可將其

列入計畫共同主持人。 
10. 請問如何上傳計畫？是否有操作說明？  

A：本計畫之徵件系統提供「教師端操作手冊」及「學校端操作手冊」，請申

請人與學校承辦人於系統下載操作手冊並詳閱說明。教師上線申請帳號後，

必須經過學校端審核，通過後系統會寄發帳號啟動信件，教師啟動帳號後即

可登入系統。 
  



【計畫申請—經費編列】 

1. 執行本計畫若需購買付費軟體，是否可編列經費？ 
A：購買付費軟體（軟體租用費）請依計畫實際執行需求進行經費編列。 

2. 本計畫經費可編列哪些設備，是否可購買投影機、筆記型電腦？  
A：設備費編列並無規範，惟屬於學校整資源建請考量是否可由學校統一購置

教學設備，建議以學校高教深耕補助款進行購買較為適當。計畫審查時，將

審查計畫經費編列之合理性，請申請者自行斟酌編列。 
3. 兼任助理是否有身份限制？兼任薪資是否有上限？人數是否有限制？  

A：聘任兼任助理沒有身份限制，若聘用學生擔任本計畫兼任助理之相關權益

保障，應依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

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兼任助理每人月薪資為 3,000 元至 5,000 元，本

計畫人事費不得超過計畫總金額之百分之六十，請在此限制下編列所需兼任

助理人數。 
  



【計畫申請—研究對象/課程設計/內容撰寫】 

1. 教學研究對象是否可以為碩博士生？學生來源是否限於校內？ 
A：本計畫乃促使各大專校院教師將教學現場問題導入研究方法與實踐行動

的歷程，故場域以大專校院之教學現場為主，對象為大專校院學生（含碩博

士生）。申請人於申請學校之授課學生來源並不限制，包含日夜間部、校內

修課的跨校學生等。 
2. 本計畫要完成一門課或一個科目？如果課程僅數小時或一個單元是否可以申

請本計畫？  
A：本計畫並無限定須針對一門課或一個科目，惟請考量課程長度過短是否足

以檢視教學成效或學生學習成效，建議課程長度可規劃為一學期或一學年較

適宜。 
3. 申請計畫核准後，倘若課程科目異動，本計畫是否得放棄或可提出計畫變更？ 

A：課程科目異動或課程未能如期開課屬於計畫內容重大變更，對計畫執行影

響甚大，原則應由申請學校函本部撤銷計畫。 
4. 對於沒有教育背景的申請者來說，缺乏教學研究的出版或論文，是否需要提

出相關論文者較有機會獲得本計畫？ 
A：本計畫規定申請者提出近五年教學相關成果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關聯，

並未限定於出版或論文資料，「教學相關成果」，包括課程教學過程、學生

學習成效等資料，以及其他有助於教學品質提升的經驗皆可納入。 
5. 非教育領域專業者，如何撰寫符合本計畫的文獻探討內容？該怎麼做資料蒐

集？ 
A：建議申請人可研讀經典、重要且適當的參考文獻，以掌握研究主題的發展

現況並進行研究設計。執行方式有以下建議，敬請參考： 
1. 若申請人非教育專業，但計畫因與教學相關，建議尋找相關領域(含教

育專家學者)的共同主持人進行合作。 
2. 搜尋國家圖書館的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透過碩博士的論文，取得二手

的相關文獻後，再針對主題的參考書目，尋找文獻來源。請盡量參閱有

審查制度的期刊論文。 
6. 聯繫貴校之教學發展中心，取得教學相關資料。 
7. 服務學習課程能否申請？  

A：可以，老師所開之服務學習課程是有教學活動介入（類似社參），非單純

只讓學生去做服務（某些學校的勞動服務課程，e.g東海的打掃環境服務課程），

就可以提出申請。 
  



【研究倫理審查】 

1. 研究倫理審查是否要在申請時就要送審？  
A：非人體研究的計畫就不用，如果老師所收集的資料，只涉及學生在課堂活

動中的相關資訊，老師只需勾第1項的第2選項（告知學生並取得同意即可）。

如果有涉及「人體研究法」規範，需於計畫申請通過之後，送交「人體研究

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在補件上傳。 



計畫書格式(採線上填寫申請) 

一、 計畫申請聲明書  (系統自動帶出) 

1. 本研究計畫申請之內容，並未向貴部或其他機構(含政府機關或學校)重複申請

補助。 

2. 本研究計畫之參與人員，於研究申請、執行或成果發表等階段，如涉及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者，願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相關

規定處置。(附件一.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3. 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計畫執行前，若經審查屬人體研究計畫者，應檢附核

准函，其中如另涉及以原住民為目的之計畫，亦應檢附相關核准文件；若經審

查為非人體研究計畫者，則應檢附告知同意規劃書。(附件二.研究倫理審查初

步判定參考原則) 

 

 我已詳細閱讀、瞭解並同意上述文字與附件，若有不實或違反事項，本人願意

承擔一切責任與遵守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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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基本資料  (系統自動帶出) 

申 請 機 構 / 

系 所 

( 單 位 ) 

 

學 門 領 域 / 

專 案 計 畫 

 

 ( 單 位 ) 

計 畫 主 持 人 

姓 名 

 職  稱  

共 同 主 持 人 

姓 名 
 職  稱  

服 務 機 構 

/ 系 所 

( 單 位 ) 

 

本計畫

名 稱 

中 文  

英 文  

全 程 執 行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計 畫 連 絡 人 姓名：            電話：(公)              (宅/手機)             

通 訊 地 址  

E - M A I L  

備註：若有共同主持人，請附上共同主持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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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系統自動帶出) 

(摘要各以 500 字為限、關鍵詞各以 5個為限) 

四、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容 (檔案請上傳系統) 

(計畫內容至多 25頁，包含參考文獻與附件，超出部分將不予審查) 

(頁面範圍：以 word 編輯器為準，字體與頁面設計如下：字體大小 12；字元間

距為標準間距；行距為單行間距；邊界範圍上下左右各為 2cm。) 

（一）計畫主持人部分 

1. 說明申請人於課程教學現場試圖解決之問題及問題之重要性。 

2. 說明申請人近 5 年課程教學經驗與成果，包含：相關開設課程、學生學習表

現、相關教材建構或發表、教學評鑑回饋等。(若未滿 5 年，則說明任教後之

課程教學經驗與問題之聯結) 

3. 說明申請人近 5 年教學相關成果與本計畫之關聯。 

說明 1：申請「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USR）教

學實踐研究專案計畫」者，請增敘參與社區發展與本計畫之關聯。 

說明 2：申請「技術實作教學實踐研究專案計畫」者，請增敘技術實作與本計畫之

關聯。 

說明 3：若未滿 5 年，則說明過去相關經驗與問題之聯結。 

（二）計畫執行內容部分 

說明：教學實踐研究的精神在於以教學現場的問題意識出發，透過有系統的步驟和方

法，以及自我批判與省思的歷程來發現與解決問題，落實教學者即是研究者之理念，以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學品質及教師個人教學專業能力。 

1. 計畫創新性或延續性價值 

說明 1：本計畫強調計畫創新性與延續性價值，請曾經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者

敘明過去計畫資訊與研究重點，並提出本計畫與過去執行計畫不同或延續之

處，可針對研究主題、教學現場問題、教學成效評估等關鍵面向提出差異說

明，若以過去研究成果為基礎進行新計畫之研究規劃，也請於此進行說明。 

說明 2：若未申請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也請敘明，並提出本計畫可帶給教學現場與

學生學習的創新價值。 

2.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說明 1：申請「學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者，請您以過去在教學現場的觀察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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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經驗出發，詳述進行本研究的原因，希望探討的教學議題或教學實務

上欲解決之問題與背景，及該研究議題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說明 2：申請「USR 教學實踐研究專案計畫」者，請您以學生為本位，實踐地方服

務為課程規劃與教學內容。 

說明 3：申請「技術實作教學實踐研究專案計畫」者，請以提升學生實務操作技能

之專業能力為課程規劃核心。計畫動機的部分，您可以詳述教師過去教授

實作技能課程，或學生在修習實作技能課程時曾遭遇的困境或問題為何？

分析學生應具備那些基礎或關鍵實作技能？該門課如何改善教師教學成效

或精進學生的技術實作能力？ 

(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說明 1：申請「學門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目的，請以提升教學品質或

學生學習為中心，可以是進行創新/新興課程方案建構、教學方法探究、

教材教具研發、教學效能或教學品質的提升、學習評量改善，或學生學習

成效促進等與教學相關之範疇。 

說明 2：申請「USR教學實踐研究專案計畫」之研究主題與目的，可透過地方服務、

社會實踐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方式，帶領學生瞭解地方特色與屬性，進

行地方問題、需求或困境的議題探究，藉以提升學生對社區之認同感，及

嘗試問題解決的能力、方法與行動。 

說明 3：申請「技術實作教學實踐研究專案計畫」之研究主題與目的，可透過業師

協同或結合產學合作等做中學的課程規劃，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為

實務技能之能力，提升學生實務應用的專業技能或就業準備度，以減少學

用落差。 

3. 文獻探討 

說明：請針對本計畫提出之研究主題進行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與實務現場情形之評

析。 

 4. 研究方法 

(1) 研究設計說明 

說明：請依據研究主題進行研究設計的詳述，內容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成

績考核方式、各週課程進度、學習成效評量工具等。 

(2) 研究步驟說明 

    說明：請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透過研究架構、研究問題、研究範圍、研究對象

與場域、研究方法與工具的選擇原因、資料整理與分析、實施程序等項目進行描

述。 

A. 研究架構 

B.研究問題/意識 

C.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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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請陳述該課程教學擬投入的範圍，如課程範疇、教材選用、教學資源應

用、評量方式採用，或社群教師與協作實踐方式等相關規劃。 

D.研究對象與場域 

說明：請針對擬教學之對象與進行資料收集之場域(如實習場域、大學課室

等)，進行描述與說明。  

E.研究方法與工具 

說明：請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陳述將採用何種研究方法及工具於研究過程中

進行資料蒐集，以有效檢視其教學研究之成效。  

F.資料處理與分析 

說明：請提出預計採用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G.實施程序  

   

 5.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 

(1) 預期完成之教學成果 

說明：如開發新教材、新課程，線上教學資源庫或教學測驗與評量等。 

(2) 預期達成之與學生學習相關之目標 

說明：請提出具體可觀察、檢核或比較的預期學習效益指標。 

(3) 預計教學成果公開發表與分享之規劃 

(4) 教學成果對教學社群可能產生之影響與貢獻 

說明 1：申請 USR專案者，請增敘參與社區發展可能產生之影響與貢獻。 

說明 2：申請技術實作專案者，請增敘技術實作可能產生之影響與貢獻。 

 

 6.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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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補助經費  (系統自動帶出) 

（一）總經費申請表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執行年次    

補助項目 

      年     月～          年     月 

人事費小計  

計畫主持人費  

兼任行政助理費(包括勞健保

費、健保補充保費) 
 

業務費小計  

出席費  

稿費  

講座鐘點費  

裁判費  

主持費、引言費  

諮詢、輔導、指導費  

訪視費  

評鑑費  

工作費  

工讀費  

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國內旅費、車資、運費  

膳宿費  

保險費  

場地使用費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臨時人員勞、健保及勞工退休

金 
 

設備使用費  

雜支  

研究倫理審查費  

教材費  

可依研究需求往下增列編列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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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經費細項說明 

1. 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費 

姓名 月數 

(1) 

每人每月

薪資 

(2) 

小計 

=(1)×(2)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

目及範圍 

     

兼任行政助理費 

姓名 月數 

(1) 

每人每月

薪資 

(2) 

雇主應負擔

之勞、健保

費(或健保

補充保

費)、勞退

費用 

(3) 

小計 

=(1)×[(2)+(3)]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

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

範圍 

      

      

總    計  

備註：本表填寫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業務費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出席費     

稿費     

講座鐘點費     

裁判費     

主持費、引言費     

諮詢、輔導、指導費     

訪視費     

評鑑費     

工作費     



7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工讀費     

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國內旅費、車資、運

費 
    

膳宿費     

保險費     

場地使用費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

費 
    

臨時人員勞、健保及

勞工退休金 
    

設備使用費     

雜支     

研究倫理審查費     

教材費     

配合前表業務費增列

項目填寫說明 
    

總   計  

備註：本表填寫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設備費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總   計  

備註：本表填寫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請優先考量搭配

學校資源並視實際計畫之必要性衡酌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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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倫理審查  (系統自動帶出) 

1.請勾選下列選項(必選)： 

 (1) 本研究計畫涉及「人體研究法」第四條：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

個人之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將送合格之研究倫理審

查單位審查，並於計畫執行前檢附審查通過之核准文件。 

 本研究計畫與原住民族無相關。 

 本研究計畫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依「人體研究法」第十五條，另將諮詢並取得

各該原住民族之同意，並於計畫執行前檢附同意函。 

 (2) 本研究計畫非屬「人體研究」，但研究計畫涉及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介入、互

動之方法、或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

查或專業學科之知識性探索活動，將於計畫執行前檢附對於研究參與者招募方式及告知

同意內容之相關文件(建議應包含：研究機構名稱及經費來源、研究目的及方法、研究計

畫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研究對象之權益及個人資料保護機制、研究資料之保存期限

及運用規劃、研究對象得隨時撤回同意之權利及撤回之方式)。  

※備註 1：申請人初步就所申請之計畫判定屬人體研究或非屬人體研究，若經審查判定

涉及人體研究，應送合格之研究倫理審查單位審查，並於計畫執行前檢附審查通過之核

准文件。 

※備註 2：研究倫理審查初步判定參考原則 

(國家實驗研究院大專校院研究倫理審查組織查核辦公室提供) 

一、符合以下項目之一，應判定為人體研究，送審 IRB並取得核准函： 

(一) 除學生外，涉及第三方之資料 (病患、病歷、病患的檢查數據、實習現場、臨

床技巧等)。 

(二) 有生理資料：因教學實踐計畫而需要蒐集學生或他人之生理資訊 (體育/體能

測量數據、體檢、影像、生理訊號、MRI、眼動儀、彼此抽血等)。 

(三) 心理資訊：焦慮、情緒、壓力等。 

二、以下項目雖不涉及人體研究，仍建議送審 IRB並取得核准函： 

(一) 教學方法研究，以常規教學與新課程內容進行比較，研究設計區分實驗組、對

照組之研究計畫。 

(二)未來投稿之期刊會要求提供 IRB核准證明者。 

2.請勾選下列選項(無則免填)： 

 本研究計畫涉及「動物實驗」：計畫執行前應送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審查核

准通過，確保計畫符合動物實驗倫理「替代（Replace）」、「減量（Reduce）」及「精緻化

（Refine）」之 3R精神，將實驗設計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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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共同主持人同意書 (無則免填) (檔案請上傳系統)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 同意書 

 

 本人____(請填寫個人姓名)___同意擔任__(請填寫計畫申請主持人姓名)__

向教育部申請____________(請填寫計畫名稱) ____________之共同主持人。 

 

註: 共同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不得支領人事費用。 

 

現任專職單位： 

職稱： 

姓名(本人親簽) ：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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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近三年執行之計畫 (系統自動帶出) 

 請填寫 106-108 年度各類研究計畫執行情形(若曾取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補助者，應明文列出)。 

 不限執行教育部計畫(含校內計畫、科技部、經濟部、衛福部等)。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執行情形 經費總額 

(舉例)OO 大學教學精進

計畫-如何 OOOOOOOOOO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2016/01/01

-

2017/03/03 

教育部 

尚未執行 

執行中 

已完成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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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授課計畫書 (檔案請上傳系統) 

授課計畫書 (*必填) 
*開課時段 

上學期  下學期  寒假   暑假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課教師 
 
(若為多人合授課程請詳列教師姓名與單位，並於課程進度表註記各教師

負責部分) 
*開課系(所)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系所必修(___________系所)       系所選修(___________系所) 
共同科目     通識課程       學程(__________________學程) 
其他_______ 

*學分數 ________學分(如無學分數，請填「0」) 
*上課時數 總計________小時( ______小時/週) (實習時數不計入) 
實習時數 總計________小時( ______小時/週) 

*授課對象 

專科生(________年級)    
大學部學生(________年級) 
碩士生             
博士生 

*過去開課經驗 曾開授本門課程   曾開授類似課程   第一次開授本門課程 

*預估修課人數  

*授課語言 中文  英文   其他(______文) 

*教學目標  

*教學方法 
 

*成績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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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 

請簡述每週(或每次)課程主題與內容，自行依照所需增減表格 

週次(堂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備註 

1    

2    
3    
. . .  

   

. . .  
   

16    

17    

18    

*學生學習成效  

*預期個人教學

成果 
 

*學習成效評量

工具(如前後測、

學生訪談、問卷

調查等) 

 

*其他補充說明 
(如課程參考網

址) 

 

 
備註：本計畫如擬搭配其他課程，請依課程分別羅列。 

 



相關資訊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網站 

https://tpr.moe.edu.tw/index 

109 年計畫徵件說明會之簡報與影片 

https://tpr.moe.edu.tw/newsDetail/4b1141f26cdb1d2d016d18fb6e711123 

109 年徵件計畫書格式 

https://tpr.moe.edu.tw/newsDetail/4b1141f26dae6b0c016dae7ae3eb0002 

教育部相關辦法 

https://tpr.moe.edu.tw/download 

 

https://tpr.moe.edu.tw/index
https://tpr.moe.edu.tw/newsDetail/4b1141f26cdb1d2d016d18fb6e711123
https://tpr.moe.edu.tw/newsDetail/4b1141f26dae6b0c016dae7ae3eb0002
https://tpr.moe.edu.tw/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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