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2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表 

申復單位：明道大學數位設計學系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課程委員會修訂核心能

力，惟課程地圖與開課規劃未

能完全符應所修訂之核心能

力，如何透過課程設計，完整

培養學生核心能力，以落實教

育目標，仍待課程委員會討論

明確定位。此外，學生對於修

訂後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

認知有所不足。 
（第 1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 由本系 102 年課程地圖總表

所示，以本校發展為產學型大

學之定位而言，大學部學生針

對各專業核心能力可以達到

層次三的應用即為目標，若以

目前全系專業課程分佈來

看，在設計專業知能部分，學

生在大四將達到 4.3(為分析

層次)；數位專業技能部分，

學生在大四將達到 4.6(為分

析層次)；藝術美感認知部

分，學生在大四將達到 3.8(為
應用層次)；溝通協調部分，

學生在大四將達到 3.5(為應

用層次)；國際觀部分，學生

在大四將達到 2.8(已接近應

用層次)；綜合評析部分，學

生在大四將達到 4.0(為分析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層次)。因此，本系課程的規

劃目前看來應可符合所訂定

之核心能力，但仍可鼓勵教師

於課程中再對國際觀部分補

強。 
2) 本系定期於每學期期初、期末

召開系大會，並於會中宣導本

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同時

在本系針對教育目標及核心

能力認知的調查結果中，填答

「瞭解」以上選項的佔 73%，

若再加上「稍微了解」者則達

95%以上，因此本系學生對於

核心能力的認知已有一定程

度之了解，敬請委員鑒核。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2.該系未能針對國際觀與綜合

評析核心能力規劃對應之系列

課程與活動設計，如何確實培

養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力，仍

有待加強。 
（第 2 頁，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本系於「國際觀」核心能力項下

共計有 33 門課程提出，因此尚可

符合本系需求，至於相關非正規

課程之學習活動，本系也會於有

限經費下持續加強與努力。另

外，「綜合評析」項目，本系有

57 門專業課程提出，因此亦足以

支持本系學生於「綜合評析」能

力上之發展，敬請委員鑒核。 

附件1-1數位設計學系課程地圖手冊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4.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並未實際

落實邀請學界及業界專家、畢

業生及學生代表參與。 
（第 2 頁，建議事項第 4 點）

系課程委員會成員包含學界、業

界、畢業生代表及學生代表，學

界委員有雲科大邱怡仁副教授、

黃永廣副教授；業界委員有思維

工坊陳思侃副總、帝凱互動科技

林義翔總經理；畢業生代表為簡

嘉緯(雲科大博士生)與吳至正(光
逐映像負責人)先生；在校生代表

則由歷任系學會會長或副會長擔

任出席。本系確有邀請委員實際

參與會議討論，以上委員皆有出

席本系正式課程委員會議，檢附

會議記錄如附件 1-2-1、1-2-2、
1-2-3 所示，敬請委員鑒核。 

附件 1-2-1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課程與教

學委員會議紀錄 
附件 1-2-2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3 次課程與教

學委員會議紀錄 
附件 1-2-3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6 次課程與教

學委員會議紀錄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2.該系對新任教師教學以及專

業成長之規劃尚嫌不足，且未

設有鼓勵新任教師參與教學以

及專業成長營之辦法。 
（第 3 頁，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本校定期於每學期開學前舉辦教

師研習營活動，促進師長們在教

學及研究上相互進行經驗分享。

同時本校更訂定了「明道大學夥

伴教師實施要點」及「明道大學

專任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法」，意

在透過夥伴教師制度實施計劃、

改進教學等規劃提升新任教師專

業職能。 
此外，本系亦針對兼任教師訂定

「明道大學數位設計學系兼任教

師教學精進研習要點」，定期於每

學年度舉辦教師教學精進研習活

動(研習活動亦包含本系新進教

師)，以期建立本系教師教學精進

機制。 

附件2-1明道大學夥伴教師實施要點 
附件2-2明道大學專任教師改進教學

獎助辦法 
附件2-3明道大學數位設計學系兼任

教師教學精進研習要點 
附件2-4數位設計學系兼任教師教學

精進研習活動 
附件2-5本系殷聖楷與戴偉勝老師參

加夥伴教師活動紀錄與心得報告書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3.該系教學意見反應結果欠佳

之教師，雖有填寫教學評量追

蹤輔導紀錄表，但相對應之輔

導機制並未落實。 
（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

經查，本系 99-101 學年度教師教

學評量均達 4.5 以上，而教學意

見反應結果欠佳之教師僅占少

數。 
針對教學意見反應結果欠佳之師

長，除填寫教學評量追蹤輔導紀

錄表外，學系仍持續關注及記錄

教師教學狀況並鼓勵教師參與學

附件 2-6 數位設計學系 99-101 學年

度教學評量統計表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校舉辦之教師研習活動，經查學

生針對教師教學評量結果已有明

顯改善及提昇，敬請委員鑒核。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 99 學年度學士班有 22
人休退學、100 學年度 12 人休

退學，學生流失率高。 
（第 5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根據本系報部資料顯示，99 至

102 學年度學士班的人數依序為

194、194、188、197 人，四年期

間每班級平均人數為 48.3 人。此

資料顯示這四年間雖有學生辦理

休退學，但亦有學生不斷復學及

轉入，於 102 學年度的學生總數

亦較 99 學年度為高，學士班並未

有學生流失率高之狀況，敬請委

員鑒核。 

附件3-1數位設計學系近四年報部學

生人數統計表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4.該系舉辦之講座演講、就業及

職涯輔導主題與視覺設計、電

腦動畫及遊戲的相關性較低，

未能符應該系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力。 
（第 5 頁，待改善事項第 4 點）

數位設計學系於 96~101 學年度

所舉辦或參與協辦之演講、工作

坊、國際交流、國際研討會、展

演活動列表如附件所示，共計有

71 場次，其中與視覺設計、電腦

動畫及遊戲有直接相關的場次共

計 30 場，其中包括何明泉教授、

王銘顯講座教授、台灣創意設計

中心張光民執行長、鄧文斌導

演、:陳郁秀董事長、雲林科技大

附件3-2數位設計學系演講列表及工

作坊、展演列表。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學數媒系陳世昌教授、綺泰動畫

股份有限公司鄧橋總監..等，敬請

委員鑒核。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該系提供學生相關之國際交

流機會較為缺乏，學生在國際

觀核心能力的表現較難發揮。

（第 7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96~101學年度數位設計學系舉辦

國際交流活動共計 15 場次、國際

研討會 7場次，如附件 4-1 所示。

本校為推廣國際學術與文化交

流，積極爭取與國外大學的合作

機會。本校姊妹校共有 118 校，

並簽訂學術合作協定，提供本校

教師與國外學校建教合作之機

會，並促進國際學術交流。 

本系每年均有來自世界各國的交

換學生與外籍學生至本系就讀，

造就本系本地學生最佳異國文化

學習的機會，開闊學生國際視

野。並設立專職教師帶領具服務

熱誠學生組成，協助外籍學生快

速融入學習環境及本地生活。透

過聯誼交流、文化參訪活動，充

份達到異國文化交流的目的，同

時培育本系學生具備宏觀的國際

視野及寬廣胸襟，敬請委員鑒核。

附件 4-1 數位設計學系國際交流活

動、研討會列表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針對企業雇主發放之畢

業生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發展

問卷的問項不足，問項設計也

不易反應雇主之意見。 
（第 8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本系針對雇主與畢業生問卷設計

之問項內容經多方考慮，故決定

以簡潔有力方式設計，主要考慮

原因包含： 
(1) 教育部流向調查、校辦調查，

乃至於各系調查等項目繁

多，亦使得雇主與畢業生不勝

其擾，故決議朝簡潔有力方向

設計。 
(2) 此問卷調查須考慮到回收

率，因此問項設計若過於繁複

恐影響回收。近年詐騙與青年

窮忙族現象鼎盛，都深深影響

問卷回收率，因此在回收率與

問項設計上須取得平衡，故以

此原則最為設計。 
雖問卷的問項採以精簡的導向設

計，但已足以作為本系課程規劃

的基礎，同時本系亦依此作為課

程適度修正的依據，故此問卷調

查已達設定目標，懇請委員鑒核。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2.就業系友工作內涵與該系所

學專業之關聯統計表中，非常

相關欄位比率逐年下降。另

外，對就業職涯有幫助之課

程，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和畢

業生座談的意見不一致。 
（第 9 頁，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近幾年適逢金融海嘯與經濟不景

氣影響，使得各企業不得不精簡

人力，許多企業更是遇缺不補，

或是拒絕社會新鮮人，在招募公

告上紛紛列出兩年以上經驗之條

件，使得近三年本系學生進入非

常相關之行職業也受到影響。社

會新鮮人在現實條件下必須去尋

找非自己本身專業的工作情況也

愈來愈多，因此本系之調查結果

應是反映此一整體社會現象所

致，更足以反映本系調查工作確

實。 
對於職涯有幫助課程在問卷結果

與畢業生座談中反應不一之狀況

之原因為：畢業生問卷調查的樣

本數龐大，與畢業生座談中返校

系友數落差甚大，因此會有不同

結果。 
另一方面，因願意返校參與座談

之畢業學生對本系認同度較高，

故所提出之意見具有較高之參考

價值，故本系以此資料為依據，

敬請委員鑒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