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全國工科技藝競賽職種車床職種賽後獎評會議紀錄 

一、時間：108 年 11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00 分-10 時 00 分 

二、地點：實習大樓 2 樓視聽教室 

三、主席：謝家麟主任，陳順同教授 

四、出席人員：各校選手及指導老師  

五、主席致詞：(逐字稿) 

謝家麟主任(試場硬體與後勤支援): 

1. 感謝高苑工商借助本校20部威赫車床，使得此次的技藝競賽能順利圓滿完成。 

2. 選手們練了這麼多年，技術是自己的，經過此次競賽的洗禮，你們的經驗值也相對增加，

只要你秉持這樣好的態度，有認真，未來出了社會，你的主管就會看到，賞識你。 

3. 昨天有些選手即使比賽有些挫折與疏忽，但請不要失意，因為當你往後看的時候，你就會

停下腳步，還是希望你們往前看往前衝。 

陳順同教授: (試務工作)  

優: 

1. 感謝主辦單位高雄高工很用心地做好競賽的每一環節，且後勤支援快速，所提供的車床，

精度、穩定度與剛性都很好，場地及設備上都做了大幅度的更新，使競賽得以順利進行；

很感謝機械科科主任與兩位場地負責老師，以及科內支援的老師，都非常用心投入，科指

派的服務同學，服務態度勤快，很值得肯定！ 

2. 各位指導老師及選手都非常投入此次的競賽，今年的術科競賽過程，大部分的選手幾乎都

有穿著工作服，安全鞋，以及車削和磨削過程中，也都有配戴安全眼鏡，這是很好的現象，

顯見各校選手都已能逐步落實工安教育訓練。 

3. 今年選手的術科筆試成績77.8分(百分制)，比起往年，進步很多，主要影響有二，一是先

考術科筆試，再考術科實作，筆試成績不受術科成績影響，二是指導老師對選手術科筆試

的訓練已明顯在強化中，故有助於選手術科筆試成績的提升。 

4. 外螺紋加工技術，比較起往年，進步很多，很值得肯定。 

 

缺: 

以下無任何針對性，僅就事論事 

A. 加工技術: 

1). 少數選手因過度緊張導致步驟慌亂，如齒輪撥桿操作不順，用力踩跺剎車，以及車削過程

過多噪音等，顯見部分選手競賽穩定度有待加強。 

2). 少數選手對切削速度仍有錯誤認知，導致使用過高的速度及錯誤的切削條件加工，引發刀

具鈍化及崩裂。 

3). 應使用正確的加工方式，包括切削，攻螺紋，壓花，切槽等技術，今年，選手的操作不是

很理想，建議除了加強訓練外，如有區域性的友誼賽，也多參加並觀摩。 



4). 部分選手對工件的校正工作，仍未落實，如僅做單點校正，導致加工後，影響工件同軸度

及最終的公母套配合。 

5). 部分選手在刀具研磨方面的訓練，並未落實，如對刀具斷屑槽的作用機制，包括斷屑槽寬

度與斜角的作用等，並未知悉，致使所研磨的斷屑槽無法完全發揮效用，且造成嚴重纏屑

問題。 

6). 昨天早上有學生發生壓花刀卡住，滾輪無法動作，選手表明要出場借用，並願被扣 5 分，

此現象係第一次發生，經現場 5 位評審討論，基於教育，並給積極進取的學生機會，所以

同意他向其他同壓花完成的選手借用，並扣 5 分(多一把刀具)。下午時段，也有選手發生

類似問題，外徑粗車刀整片刀片崩落，他表明希望到工具車去拿一支，被扣 5 分，委員亦

基於教育立場，給予機會，所以也同意如此處裡。 

B. 初步評量結果(現在還在評量中) 

1). 今年術科實作比起往年，如與岡農(106)相比，差異性小，僅多出槽寬的單向公差與徑向配

合而已，但岡農那屆的可評分件數大約 49 件，但今年卻差異很大，可評件數明顯降低，

正確數字還未知，可能會低於 25 件，未滿 28 件，意謂術科實作可能會影響優勝的件數。 

2). 有多數委員認為評分標準已訂，不能任意更改或放寬，否則會影響既定評分辦法的公平

性，委員們的討論，處處都考慮到嚴謹度與公平性問題。 

3). 比較起往年，今年這現象顯示術科實作成績明顯下降，但題目難度並未增加，反而比起原

在 9 月下旬公告的草圖，還要簡單，顯見選手的技術程度，普遍有下降趨勢，各校對選手

的術科實作培訓宜再強化。 

C. 競賽規範: 

1). 選手所帶工具箱或工具盒，尺寸已於今年協調會後公告於大會網頁上，不過仍有部分選

手，並未依規範的尺寸準備，導致作業空間受限。 

2). 少部分選手對加工時間4小時的規範不甚了解，術科實作4小時，是指完全的術科實作，不

論選手是否啟動車床，都得於4小時內完成加工，時間一旦結束，就得交回工件，這和一

般的考試沒兩樣，更何況是國家型競賽，但選手組裝不起來，時間已超過1分鐘，還是不

交件，這是不容許的，會形成嚴重的不公平。 

3). 昨天也發現選手私下與其他選手更換車刀，後經制止，並做成紀錄，顯見選手的品格教育

仍待加強。 

D. 競賽試場問題: 

1). 有部分舊車床，競賽期間有些微瑕疵，但都能在 5 分鐘內快速維修完畢，顯見維修商深具

專業。 

2). 術科筆試方面，因術科筆試考場對於選手的座位編號，僅寫 2 位數號碼，致使部分選手不

知試卷裡，應填入的是號碼布號碼，還是車床工作崗位編號，後經現場監考老師調整，並

再延長 10 分鐘，才得以完成術科筆試測驗，此部分會列入會議記錄並交接下屆主辦單位。 

3). 主辦單位的環規，有參賽學校校驗之後，反應誤差約 5µm，經主辦單位趁夜請廠商送來新

環規，並經校驗後，得以解決量具精度問題。 



 

六、建議與討論:(逐字稿) 

接下來進入討論時間，希望各位提出的問題是對事不對人，也是為了下一屆主辦單位有參考的

依循，希望各位提出有建設性的意見，以利主辦單位參考，達成競賽的一致性與公平性。 

 
東勢高工機械科: 競賽公告的草圖，我發現有兩個問題想提出來討論一下，第一點是工程製圖

有一定的規範，但公告的標題欄放置位置在左下角，有反標題欄置於右下角的規範，希望相關

單位往後再討論一下；第二點是表面織構符號，CNS 規範已改成根號形式，如機械加工檢定考

題也都已經作了修正，是不是未來競賽的圖面也該符合當代規範，希望藉由公告的圖面也能給

予教育的學生一個正確的工程圖觀念。 

陳順同教授回答: 謝謝東勢高工老師提問與建議，車床工作圖習慣採用 A4-size 的圖紙規格，

但因今年多了徑向配合的圖示，佔據了工作圖右側的版面，所以標題欄移至左下角，未來會再

視圖面空間作調整。另外，目前，業界大多數還是沿用舊式加工符號，所以車床工作圖也沿用

業界的舊式加工符號，將來會再與車床評審委員們討論，是否改用新加工符號，謝謝你的建議。 

瑞芳高工機械科主任: 我參加過這麼多的競賽，我發覺有幾點建議，像是標準的 SOP 程序是否

能再細化，讓參加的老師與選手能清楚知道規範與細則。另外關於準時交件，是否可以建立按

鈴的機制，有 1、2、3 次按鈴提醒讓選手注意到工件的繳交時間，若選手聽達 3 次鈴聲還未繳

件這樣，也比較沒有疑慮。最後在平時訓練與教育的過程中，雖然指導老師能清楚的告訴學生

說哪裡有尺寸的問題，但在競賽繳件後若對成績有疑慮，卻無法清楚選手的工件錯誤在哪，是

不是只會帶著一團務水回去，所以如果賽後能給予選手工件評分上的回饋，他就能知道競賽上

的優點與缺失，回去能再改進與技術進步，針對分數也相對有較少的疑慮。 

 
陳順同教授: 

謝謝瑞芳高工機械科主任提問與建議，包括我個人，相信大家都有這個疑慮，也極欲想了解自

己的成果與缺失，但是大會規定評分表必須統一由大會保存，選手不得取回，如同參加國家考

試或統測一樣，考卷也都不會發回給考生，選手若對成績有疑慮，可申請成績複查。按鈴的部

分，我能了解科主任的想法，我們現場本就有此項機制，按鈴方式如競賽結束前 10 分鐘，5

分鐘和 1 分鐘等三時段，都有以麥克風三度提醒選手，告知剩餘的時間，比起按鈴方式更清楚，

顯見選手對考試規範的認知不足，宜再教育，按鈴方式的建議，我們會再與車床評審委員們討

論其可行性，謝謝你的建議。 

 

       七、臨時動議： 

無。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