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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 一  學期 
一 分項計畫：11.1 推動創新沙盒實驗計畫 

二 活動主題：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 

三 活動地點：北科大會議中心 

四 活動內容：112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進階系列課程-「創新創業團

隊輔導實務教戰 PITCH篇」 

五 活動花桇： 

 

六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楊承訓老師 

參加了『創新創業團隊輔導實務教戰 PITCH篇』後，真的深感其實值。從課程

中，我了解到募資簡報不僅僅是把資訊呈現出來，更是一門藝術，要如何引起投資者的

興趣與信任。講師細心地教授我們如何梳理自己的項目，讓其核心價值在簡報中突出，

並且告訴我們在面對不同的投資者時，應該如何調整語言和重點。 

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講師所提的故事化策略。通過真實的案例和動人的故事來包裝

自己的項目，可以大大提高獲取投資的機率。這樣的策略也能幫助學生在未來不僅僅在

募資時，甚至在日常的溝通中都能夠更有說服力。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2023.09.11 

照片說明：講師林軒宇老師/水源加速器執行長 

拍照日期：2023.09.11 

照片說明：邱士峰/計畫協同主持人 

  
拍照日期：2023.09.11 

照片說明：郭祖祥老師分組討論 

拍照日期：2023.09.11 

照片說明：楊承訓老師分組討論 



總的來說，這次的課程真的對我幫助很大，不僅增加了我的知識儲備，更讓我明白

如何更有效地傳達自己的意念。期待將這些所學應用在未來的創新創業相關課程上。 

 

郭祖祥老師 

本次有幸能參與由北科大舉辦的 112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進階

系列課程-「創新創業團隊輔導實務教戰 PITCH篇」，本次研習活動主題令參與教師收

穫滿滿，尤其對於帶領與輔導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業技能十分有助益，並可協助教師成

功地帶領學生創新創業團隊。因本次研習活動主要以講師對具有創新創業相關經驗教師

授課為主，並未實際演示輔導學生，整理本次研習之質量性指標如下: 

質性成效分析： 

1. 學生反饋：收集學生的反饋意見，了解他們對研習活動的看法和體驗，以確定

活動的吸引力和效果。 

2. 創業想法和計劃書質量：評估學生的商業計劃書，以確定創意、可行性和專業

性。比較學生在活動前後的計劃書質量。 

3. 合作能力：觀察學生在小組活動中的合作和團隊工作能力，包括溝通、解決問

題和衝突解決。 

4. 創新思維：評估學生的創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否能夠提出新的商業想

法或改進現有的想法。 

5. 投資者演示：觀察學生在演示時的表現，包括演示技巧、說服力和回答問題的

能力。 

6. 自信度提高：通過學生的言行和態度變化來評估他們的自信程度是否提高，是

否更願意追求創業機會。 

量性成效分析： 

1. 商業計劃書評分：使用評分標準對學生的商業計劃書進行評分，然後比較活動

前後的平均分數。 

2. 創業項目起步：追蹤學生是否在活動結束後實際啟動了他們的創業項目，並評

估這些項目的發展情況。 

3. 學術成績：檢查學生在相關課程中的學術表現，看是否有顯著的改進，因為他

們參加了研習活動。 

4. 學生參與度：記錄參與活動的學生數量，以確定活動的吸引力和參與度。 

5. 創業項目可行性：評估學生的創業項目是否具有實際可行性，包括市場調查結

果和初步的財務分析。 

6. 投資者演示評估：評估學生在投資者演示中的表現，包括專業評審的評價。 

7. 學生自評： 使用問卷或面談方式收集學生自己對他們在研習活動中的成長和

學習的評價。 

8. 通過結合質性和量性分析，您可以全面評估這個創新創業團隊研習活動的成

效，並提供基於數據和學生反饋的改進建議，以進一步優化未來的研習活動。 

參考資料 

1. 計畫官網：https://ete.moe.gov.tw/ete/#/post/list 

2. 計畫成員：https://ete.moe.gov.tw/ete/#/plan-intro 

3. 水源加速器：https://www.headwaterven.co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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