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四技實務專題實施辦法 
101.12.18-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務會議通過 
102.06.20-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務會議通過 

103.09.22-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實務專題委員會議通過 
103.12.08-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實務專題委員會議通過 

103.12.11-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04.13-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實務專題委員會議通過 

106.4.27-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選定題目及指導老師： 
1. 同學可選擇本系專任老師為指導老師，徵得該老師同意後擔任指導。 
2. 專題題目可由同學自行選定，並找適合題目之指導老師；亦可先找指導老師

再決定實務專題題目。 
3. 每組組員最多為 4 人，由同學自由編組，每組選定一人為組長。 
4. 每位老師指導實務專題學生人數最多 12 人。 
5. 實務專題(一)與(二)課程，其指導老師須為同一老師為原則，若指導老師因特

殊情況無法繼續指導專題學生，經指導老師及學生同意得另覓共同指導老師

或更換指導老師；若前述原因學生無法覓得合適的老師指導，則由系主任指

派本系專任老師為該組指導老師。 
6. 實務專題題目選定後，若欲更換題目，須經指導老師同意後始生效。 
 
二、 實務專題之資料繳交與時程： 
1. 各組實務專題成員經指導老師同意組成後，須於課程開課前一學期第 8 週前

填妥實務專題指導老師同意書(附件一)，掃描後繳交到「數位學習平台」。各

組專題題目則需於課程開課前一學期第 18 週前完成題目之訂定，並將更新後

的實務專題指導老師同意書(附件一)繳交到數位學習平台。 
2. 各組於實務專題(一)課程實施當學期的第 8 週前，需依工作計畫製作「專題

製作預定進度甘特圖」(附件二)，並上傳到「數位學習平台」。 
3. 各組需於實務專題(一)課程實施當學期第 17 週前，撰寫第一次的「實務專題

期中自我查核表」(附件三)，並上傳到「數位學習平台」。 
4. 各組於實務專題(二)課程實施當學期的第 8 週前，撰寫第二次的「實務專題

期中自我查核表」(附件三)，並上傳到數位學習平台。 
5. 各組於實務專題(二)課程實施當學期的第 18 週前，完成實務專題報告(格式如

附件四)、專題海報(PDF 格式檔)，並上傳到數位學習平台。專題海報製作格

式可參考海報範例檔，海報尺寸(寬*高：100cm*85cm)、檔案格式(PDF 格式

檔)。 
6. 學生實務專題成果經評審合格後，須於下一學期的第 8 週前，繳交指導老師

簽名之檢核表(附件五)、實務專題報告、專題海報，並上傳到數位學習平台。 
 
三、 參加實務專題評審之資格： 
1. 須全部完成實務專題(即功能正常)，經指導老師簽名同意且按時繳交專題報

告後，方得參加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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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務專題報告之格式，確實依附件四之格式書寫，若格式不符，須更正後才

可參加評審。 
3. 實務專題報告須經過整理後自行寫出，內容不得用影印資料代替。文中引用

之參考資料請詳列在參考文獻(格式如附件四)，否則不得參加評審。 
4. 實務專題報告電子檔(報告及海報)，須於評審前一週(第 18 週)完成，並上傳

到「數位學習平台」公開展示，否則不得參加評審。 
5. 所有報告皆需按時繳交，若有缺者不得參加評審。 
 
四、 評分及評審方式： 
1. 第一學期之實務專題(一)，由指導老師就報告及平時考核評分，課程開課後

第一週前未繳交實務專題指導老師同意書，則扣學期成績總分 20 分。 
2. 第二學期之實務專題(二)，評分方式分為平時考核 40%(由指導老師或共同指

導老師評分)與專題競賽成績 60%(由評審老師決定)。評審日期定為期末考結

束後一週內舉行，評審老師、評審時間及地點於評審前二週另行公佈。 
 
五、 專題競賽獎勵： 
專題競賽分為電能技術組、機電控制組及計算機應用組，每組依參賽隊數多寡，

原則上擇優錄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並在獎勵隊數不高於三分之一的參

賽隊數內，額外錄取佳作數名，但其專題競賽評分須高於 80 分(含)以上。 
 
六、 實務專題材料： 
實務專題製作材料費每位學生最高補助 500 元，委由指導老師統籌運用購買實

務專題製作所需之材料。 
 
七、 其它未盡事項另行公佈之。 
八、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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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四技實務專題指導老師同意書  
 

組別：□電能技術組□機電控制組□計算機應用組  

同 組 者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題 目   

指導老師簽名  

 
附註： 
1 .  同學可選擇本系專任老師為指導老師，徵得該老師同意後擔任指導。 
2 .  專 題 題 目 可 由 同 學 自 行 選 定 ， 並 找 適 合 題 目 之 指 導 老 師 ； 亦 可

先 找 指 導 老 師 再 決 定 專 題 題 目 。  
3 .  同 組 組 員 最 多 以 四 人 為 原 則 ， 由 同 學 自 由 編 組 ， 每 組 選 定 一 人

為 組 長 。  
4 .  實務專題(一)與(二)須 為 同 一 指 導 老 師 。  
 
 

 

 3 



 
附件二  
 

專題製作預定進度甘特圖 

 
專題組別：□電能技術組  □機電控制組  □計算機應用組  
專題題目：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3 上 3 下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月次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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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範例  
 

專題製作預定進度甘特圖 

 
專題組別：□電能技術組  ■機電控制組  □計算機應用組  
專題題目：跨地形探勘小型遠控無人救援載具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3 上 3 下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1  方向及指導老師確定             
2  文獻資料收集與可行性探討             
3  車體機構之外觀規劃             
4  2.4G 無線電路設計實現             
5  馬達驅動電路設計實現             
6  車體機構之外加物品規劃             
7  車輛電源電路規劃設計實現             
8  車輛電路整合測試             
9  車體機構外觀設計與實現             
10 車體組裝             
11 車輛測試與修正             
12 專題報告海報撰寫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3 9 17 28 39 43 52 68 80 94 96 100 

 

月次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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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專題實務期中自我查核表 

題目 
 

組員 
 

指導老師 
 

查核地點 
 

查核日期 
 

活動照片 

 
 
 

 

 

 

        師生共同研討照片                組員合作照片 

 

 

 

 

 

 

 

 

 

 

 學生報告進度照片           作品雛型照片(若有的話) 

 

 

 

 

 

 

<活動照片並不限定上述範圍，可依實際狀況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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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完成的工作項目 

 

 

 

工作執行進度          % 
□ 落後 

□ 適中 

□ 超前 

新發現的問題 

 

 

 

擬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下一階段的工作項目 

 

 

 

預期目標修正狀況 

□ 追加 

□ 持平 

□ 減碼 

說明 

 

指導老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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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專題報告寫作格式 

 
一．前言 
 為使學生專題寫作之格式有所依循，並利於各位專題指導老師對學生專題報告之審核，

特將相關之格式及參考範本整理如下，提供各位老師及各組專題製作學生參考。 
 
二．報告格式 

1. 每組專題報告以 A4 紙張 10 頁(含圖表)為限。 
2. 文稿限以中文撰寫，專有名詞後加註原文。文稿撰寫包括題目、作者姓名、指導老

師，班級、摘要、評審老師，關鍵詞、本文、實體照片、測試成果圖片及參考文獻

等。(詳如參考檔案，專題報告格式.doc)。 
3. 摘要以不超過 500 字為度。 
4. 文稿除題目，作者，指導老師，評審老師為單欄格式外，其餘原則為兩欄格式。如

確因圖形或表格之需求，無法置於一欄內時，可局部變更為單欄格式。 
5. 使用字体規定如下: 

題目：新細明體 16 點字。班級、作者姓名：新細明體 12 點字。 
次標題(如摘要、前言、動機、結論、參考文獻等)：新細明體 12 點字。 
本文：新細明體 l0 點字。行間距：單行(single space)打字。 

 
6. 圖片製作:圖片下方須有標題並加註圖號。 
7. 表格製作表格上方須有標題並加註序號。 

表中如另需小註，請用上標註記於右上角。小註之內容緊接於表後。 
圖片、表格應配合本文版幅。 

 8.  參考文獻規定: 
『參考文獻』應列舉文中確曾引用之文獻，並用 1.2.3.‥加以編號，文中涉及參考文

獻時，須依該文獻之號碼，用阿拉伯數字加以括號如[1]、[1-2]、[1-4]等。中文文獻，列

舉於前，西文文獻銜接其後。 
文獻為期刊時，按作者姓名、題目、期刊名稱、卷、期次及引用頁次，年份(公元)(如

範例)。 
文獻為書籍時，按作者姓名、書名、版次、出版社、出版處、頁次，年份(公元) (如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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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英文文獻題目第一個字母大寫。 
範例: 
雜誌期刊:作者姓名、題目、雜誌名、卷、期次、頁次、出版年次。 
1. 許宗銘，”可程式控利器在油壓控制上的應用及優點”，機械月刊，第 1 期， 

PP.99-103，1987 
1. D. A. Handeiman, S. H. Lane, and J. J. Gelfand, "Integrating neural networks and 

knowledge-based systems for intelligent robotic control"，IEEE Control System Magazine, pp. 
77-86, 1990. 

 
書籍:著者姓名、書名、版次、出版社、出版處、頁次、出版年次。 

 
2. 石延平，”程序控制”，第一版，友寧出版社，S 南，pp.221-231，1982。 
2.M. S. Snaders, E. J. Mcccormic, “Human factorsin engineering and design”,6th Ed, 
McGraw-HillBook Company,NewYork, pp.304-31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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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格式 

 
                             3cm 
 
 
 
 
 
 
 
 
 
       1.6cm                                             1.6cm 
                                1cm 
 
                 8.4cm 
 
 
 
 
 
 
 
 
 
 
 
 
 
 
 
 
                       3cm(最小值) 

題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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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頁以後格式 
 
                         2.6cm 
 
 
 
 
 
 
 
 
 
       1.6cm                                             1.6cm 
                                1cm 
 
                 8.4cm 
 
 
 
 
 
 
 
 
 
 
 
 
 
 
 
 
                       2.6cm(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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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定時器 
技電二甲柳培茵李建隆 
指導老師：洪清寶 

 
 

摘要 
傳統的定時器主要可分為機械式及電子式定時

器，其功能不外乎是在所設定的特定時間執行電源之開

啟控制，以對負載輸出全載或無載之功率。機械式定時

器一般只提供簡單之開關動作，定時之時間不夠精確。

電子式定時器可作精確之定時控制，但對負載功率之輸

出仍為全載或無載之開關控制，其功能在使用上仍有其

限制。本研究專題主要目的則是改進習用電子式定時器

之功能，結合微處理機及電力電子之相關技術，可任意

規畫定時器在特定時刻之輸出功率，而不受限於全載或

無載之開關控制功能。藉由此一可程式規畫輸出功率之

定時器，可提昇習用定時器之功能及其應用的範圍。 

 

關鍵詞：定時器，功率控制，相位控制 

 

一．簡介 
目前市面上定時器種類眾多，按結構來區別可分為機械

式定時器及電子式定時器[1-5]。依定時的方法則可分為

延遲法定時及時間比較法定時。機械式定時器中又可分

完全機械式及機械電子合成式。完全機械式定時器其內

部構造為彈簧和減速齒輪組合而成的裝置。在外觀上有

一個設定延遲時間的旋鈕，使用時只要將該旋鈕以順時

鐘方向撥至欲延遲的時間刻度上，此旋鈕一經設定好會

往逆時針方向慢慢跳回起點。當旋鈕跳回起點後，定時

器就會產生動作，以開/關負載。機械電子合成式定時器

的內部結構可比擬如一般鬧鐘，使用前須把現在時間調

整好以及欲開/關負載的時間設定好，一旦現在時間和設

定時間相同，定時器就開/關負載。而定時設定組數由定

時器的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來說介於 6 組至 24

組之間，也就是一天之中可設定負載 6 至 24 次開與關。

以上敘述之兩種機械式定時器有一個很大的缺陷，那就

是不能夠做到短時間的定時設定。舉例來說，假設現在

時間是 07:00，吾人要設定某負載在 10:15 起動，那麼機

械式定時器只能夠做到 10 點左右便啟動負載，不能夠很

準確的在 10:15 時啟動負載。此外機械式定時器的設定

週期為一天，如果您今天設定12:00啟動負載，而於12:00

過後負載啟動了而您並沒有對定時器做清除設定，那麼

第二天的 12:00 負載照常被定時器啟動。想要做到準確

定時設定的定時器，那只有電子式定時器才能夠做到。

電子式定時器內部結構為時鐘電路、時間比較電路及定

時記憶裝置所組成。時鐘電路是提供現在時間給定時

器，因此時鐘電路必須要精確。而時間比較電路用來比

較現在時間與定時記憶裝置內部資料，若兩者相同則送

出信號給控制器，以便控制負載的開與關。由於電子式

定時器是由電子元件所組成，故其準確度比機械式一． 
目前市面上定時器種類眾多，按結構來區別可分為機械

式定時器及電子式定時器[1-5]。依定時的方法則可分為

延遲法定時及時間比較法定時。機械式定時器中又可分

完全機械式及機械電子合成式。完全機械式定時器其內

部構造為彈簧和減速齒輪組合而成的裝置。在外觀上有

一個設定延遲時間的旋鈕，使用時只要將該旋鈕以順時

鐘方向撥至欲延遲的時間刻度上，此旋鈕一經設定好會

往逆時針方向慢慢跳回起點。當旋鈕跳回起點後，定時

器就會產生動作，以開/關負載。機械電子合成式定時器

的內部結構可比擬如一般鬧鐘，使用前須把現在時間調

整好以及欲開/關負載的時間設定好，一旦現在時間和設

定時間相同，定時器就開/關負載。而定時設定組數由定

時器的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來說介於6組至24組之

間，也就是一天之中可設定負載6至24次開與關。以上敘

述之兩種機械式定時器有一個很大的缺陷，那就是不能

夠做到短時間的定時設定。舉例來說，假設現在時間是

07:00，吾人要設定某負載在10:15起動，那麼機械式定時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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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只能夠做到 10 點左右便啟動負載，不能夠很準確的

在 10:15 時啟動負載。此外機械式定時器的設定週期為

一天，如果您今天設定 12:00 啟動負載，而於 12:00 過

後負載啟動了而您並沒有對定時器做清除設定，那麼第

二天的 12:00 負載照常被定時器啟動。想要做到準確定

時設定的定時器，那只有電子式定時器才能夠做到。電

子式定時器內部結構為時鐘電路、時間比較電路及定時

記憶裝置所組成。時鐘電路是提供現在時間給定時器，

因此時鐘電路必須要精確。而時間比較電路用來比較現

在時間與定時記憶裝置內部資料，若兩者相同則送出信

號給控制器，以便控制負載的開與關。由於電子式定時

器是由電子元件所組成，故其準確度比機械式定時器來

得高。一般來說，電子式定時器能夠做到最短一分鐘的

定時設定，以前面敘述過的例子來說，負載能夠準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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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四技實務專題檢核表  

 
組別：□電能技術組□機電控制組□計算機應用組  

同 組 者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題 目   

檢核項目： 
□  是否己歸還實驗設備  
□ 是否己歸還實驗材料  
□ 其他物品  

附註：上列檢核項目有一項以上未勾選者，不能辦理離校手續。 

 

指導老師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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