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12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車床工職類賽後檢討會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11 月 23 日(四) 09:00~10:00  

地點：行政大樓4F 音樂教室  

主席：陳召集人順同教授、高文雅主任 

出席人員：場地負責人、指導老師及參賽選手  

紀錄：張智賢老師  

 

嘉義高工機械科 高文雅主任致詞： 

 

場地負責人 張智賢老師報告： 

  本屆流程檢討，21號下午場試車，共計四組車床有做微調，微調內容有橫向進刀

過緊，車牙螺桿太緊，兩組調整夾頭擋屑板，因為該校地內徑刀在原廠擋屑板水平狀

態下，會有干涉現象。接下來上午場試車兩組車床微調，一台換至備用01，因為該機

台是繼電器開關異常，由於是電子零件問題，為了避免該校試車權益及擔誤到領隊會

議，更換到備用01。 

  11/22競賽開始前，因工讀生報到時間較晚會場尚未準備完畢，讓選手及指導老師

暫時在工具管理室等候，有老師反應能否開放走廊，經確認場地完整後約7點12分，

才讓上午場人員進到會場走廊處，以後會提早工讀生時間。 

  競賽開始後上午場順利完成，無任何補時。下午場有三個補時，第一個是反應夾

頭螺桿過緊，維修人員在５分鐘內完成更換並補時。第二個是反應工件夾不緊，無法

切削，經維修人員與教授判斷下，該台在提高切削轉速便可正常切削，因是切削條件

問題非機台問題，故依規定補５分鐘。第三個夾頭螺桿斷裂，在五分鐘內更換但又發

生螺桿過緊，維修人員便使用全新的夾頭，因在第一次夾頭更換後，在教授及維修人

員觀察下該生都是使用本場提供的工具，因此給予32分鐘。 

  賽後教授有給予以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燈光不足，由於這批車床採購時無選配

燈組，之後我們會規劃採購燈組並裝設。第二問題是排風不良，在104本校競賽時地

下室的選手比較少約22人左右，當時抽風系統還能接受，本次人數約30人很明顯感到



不足，接下來也會規劃加強排風系統，第三個問題是在1F空間辦理，由於本校機械大

樓建築是在921前建設的，再經過921地震1F地板有產生裂痕，雖有再做補強，但樓板

厚度及地下室的共振問題，依本次競賽的條件，目前是無法克服的，除非是另蓋新大

樓，謝謝大家。 

 

陳召集人順同教授說明： 

一、優點: 

(1). 主辦單位嘉義高工機械科張智賢老師、蘇聖財、高文雅主任及科內多位同仁，一

年來全心投入做好每一環節，使競賽得以順利完成，深表感謝。 

(2). 機械科指派服務的同學，車床清潔工作做得很好，服務態度努力勤快，值得嘉

許。 

(3). 科內於競賽期間的後勤支援效率高，包括維修商(威赫)於賽前機器的維修與競賽

期間的迅速支援等，值得肯定。 

(4). 競賽場域提供的車床規格一致且剛性、穩定度、精度與性能等都有相當的水準，

有助於選手充分發揮，提升術科實作的成績。 

(5). 多數選手都能依圖施工，熟背工作圖的習慣已大幅改善，並且砂輪機使用的頻率

很低，顯見選手在刀具研磨及切削條件選用方面，已達成熟階段。 

(6). 多數選手都能穿著工作安全鞋及大會規定的工作服，加工期間配戴安全眼鏡，顯

見指導老師對選手的工作態度教育已逐步落實。 

 

二、待改進事項: 

(1). 少數選手仍有忘記攜帶證件、工具箱鑰匙及相關刀具等情事，導致延誤刀具佈置

時間。 

(2). 少數選手於賽前的集合速度宜加快，避免影響其他選手權益。 

(3). 少數選手經常在變換速度操作桿時，為求快而用猛力快速變換檔位，導致齒輪箱

裡的齒輪相互撞擊及發生噪音，降低齒輪使用壽命。 

(4). 局部選手在單向公差的控制不盡理想，需再強化訓練。 

(5). 術科筆試平均72.29分，比起往年有退步現象，請選手需在強化。另，畫卡技巧需

要再注意，特別是答錯要更正時，需完全擦拭乾淨，避免電腦誤判。  



(6). 部分選手不太了解工件刻記的意義有些選手在製作完兩件後，再一起刻字，這是

不對的。工件刻記目的在確認該工件係在競賽場出自該選手之手，而非僅「記

號」作用。 

(7). 每部車床的照明亮度不一，部分風扇安置於光燈下，導致光影閃爍，宜調整以利

學生操作實習和量測，並避免學生視力受影響。 

(8). 極少部分車床，其四爪夾頭夾爪螺桿旋轉過程有變緊現象，推估原因是夾爪導桿

熱處理問題引起，導致施力後，夾爪螺桿易變形(呈彎曲現象)，下屆主辦學校宜

注意此現象。  

(9). 部分選手使用大量切削劑，導致地面濕滑，操作者易滑倒，造成工安意外。 

(10). 少數選手使用具刺鼻的高壓揮發性氣體噴霧灌吹噴工件，影響操作者健康，不

宜使用。 

 

Q&A： 

 

Q1：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闕凡老師： 

  因為學生反應了三次橫向進刀工件被拉出來，但是他工件有鎖緊，教授請他更換

用不同材料後車削，學生說排屑沒有問題、聲音沒有問題，但現場的教授說學生的前

間隙角有問題，解決方法是車削轉速由600調整到900轉，整個過程花了將近半個鐘

頭，但最後只有補5分鐘，覺得對學生很不公平。 

 

A：陳順同教授： 

  如果是夾頭有問題，那一開始車削就會有問題，但該生在兩端都已粗加工完成，

調頭進行精車削才發生問題；現場委員才請他更換不同材料車削，以檢驗夾頭是否有

異狀，試車結果是沒有問題的，我推估的狀況是原夾直徑36的部分沒有鎖緊，懸量過

長且刀端角過小所導致的現象。我們從該生舉手，接下來給予另一件工件試車，確定

機台夾爪沒有問題，整個過程5分鐘，因此補給5分鐘。 

 

 

Q2：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沈建平老師： 



  因為學科是使用劃卡方式，卡片制式是由1到60或1到80，但教授這邊的是非題號

是1到20，選擇題的題號也是1到20，如果明年也是劃卡，為了避免學生混亂，建議是

非題號由1到20，選擇題的題號為21到40。 

 

A：陳順同教授： 

  很好的建議，之後會調整。 

 

 

Q3：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范揚志老師 

  剛剛有提到工具管理室比較小，但選手需要檢查量具，空間室不夠的，是否能提

供較大的場地及提早到走廊準備，最後我們的工具車能否暫放到禮拜五，因為我們的

工具車是中午才到，謝謝。 

 

A：張智賢老師： 

  因為競賽場地在地下室，所以工具也在地下室是最方便的，但地下室空間有限，

本次規劃的空間只夠存放工具，不夠讓選手調整量具，但旁邊還有6 台銑床跟6台鑽

床，下次可以全移掉騰出多一點的空間。本次不能提早到走廊，是因為工讀生安排時

間的關係，現場人員不足，不好意思讓大家等一段時間，未來會提早工作人員的進場

時間，盡量早點準備好讓大家可以到走廊集合。工具是可以寄放到禮拜五的，但因為

禮拜五工讀生較少，需各校自行派人力搬運。 

 

A：陳順同教授： 

  建議下一屆舉辦單位可以記錄下空間問題，讓選手有多一點空間，早上場是07:30

前可進到走廊排隊準備進場，下午場是12:30前，上、下午場分別可於07:30及12:30後

進場，指導老師也請注意這時間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