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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品質保證處

第二週期大學校務評鑑
基本詞彙釋義

校務治理或稱大學治理，係指學校有運作良好

之行政決策組織與運作結構，能進行合宜之資源

配置與投入，透過適當有效的管理機制與作法，

以及有策略的與外部互動關係人建立關係，以確

保校務發展目標之達成。

廣義的治理定義為涵蓋內、外部關係，以及

兩者之交集關係，以大學為例，即具備內部權力

配置與外部利益交集之雙重結構。治理關注於大

學內部的價值決定，如決策系統與資源配置、任

務與目的、權力與層級結構，以及大學機構與

學界、政府、產業及社群的關係（Marginson & 

Considine, 2000）。

為落實校務治理，學校應有專責校務發展之機

制，藉以分析其內、外部環境，訂定自我定位，

研擬校務發展願景與目標，並據以擬定校務發展

計畫。且學校依組織規程設置之行政單位或召開

之會議均能有效運作，校、院、系所、中心層級

皆有合宜之資源投入與配置，並具備檢核與管考

之機制與作法。此外，學校能依據自我定位展現

合宜的產官學合作關係，以確保校務治理之品

質，達成大學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

服務社會及促進國家發展之宗旨。

校務治理（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校務經營（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校務經營或稱學校經營，係指以管理的理論或

技術為基礎，妥善運用各種資源與策略，處理學

校中的各種事務，以發揮教育更佳的效果，除達

成教育目標，也可針對環境的變遷做適當變革。

校務經營必須能因應學校的需求與目標，協

調學校組織成員間的互助與合作，以創造學校的

價值與效能（蔡培村、孫國華，2003）。近年管

理科學運用於學校經營之面向，諸如目標管理、

全面品質管理、策略聯盟、學習型組織、組織再

造、學校創新經營等。

支持系統（Support System）
支持系統係指組織或群體對所屬成員在人力、 制度、設施（備）或心理上所提供之關聯性與規

為
協助學校了解校務評鑑項目指標相關詞彙之意涵，以下針對校務治理、校務經營、支持系統、學

生學習成效、辦學成效、學校永續發展、創新等七個基本詞彙釋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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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話題

則性的協助。應用在大學校院中，約略可分成學

校對教師教學與學術發展及學生學習的支持系

統。支持系統依其功能可分為工具性、情感性、

資訊性的支持。

大學對教師教學與學術發展的支持系統，在

工具性支持上著重於資源的提供、行政的支持、

法制的保障、獎助的激勵、回饋的提供；情感性

的支持多關注在教師心理面的支援，包括心理諮

詢服務、主管或同儕的尊重與肯定等；資訊性支

持則著重於提供教師所需之各類資訊，包含學校

發展目標及教師評估的說明、教師權益與義務、

資源取得與問題解決途徑等資訊。

大學對學生學習的支持系統，在工具性支持

上著重於學習資源的建置、行政的支持、法制的

保障、獎助的提供、學習成效評估、生涯發展之

諮詢；情感性的支持多關注在學生心理面的支

援，包括心理健康與生活諮詢服務、學習輔導與

協助；資訊性支持則著重於提供學生有關學習與

校園生活之各類資訊。

一個設計良好的支持系統必須能分析與評估

學校內可能發生的協助需求，除因應被支持者要

求進行的支持外，也必須主動進行協助，並且能

對於被支持者的滿意度與支持成效進行了解，以

持續提升支持系統之效能。

學生學習成效（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辦學成效（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學生學習成效係指學生經由學校提供之教學

或其他學習歷程所累積之學習經驗後，所被期待

應該知道、了解，並表現出的知識、技術及態度。

學校在推動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時，

首要之務即在依據學校的辦學宗旨與願景，從校

級到系（所）級明確訂定學生畢業時所應具備之

專業知識、技術與態度等三個面向之核心能力，

並從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遴聘與教學、學習資

源與學習輔導提供、學生學習評量，以及運用分

析結果，回饋到學習成效為本的教育架構的每一

個環節中，研擬實施策略與行動，作為校務治理

與經營之依據，並據此進行自我評鑑，以能達到

持續品質改善，確保學生學習品質。

辦學成效係指針對學校教育採行各種程序（例

如調查、觀察與實地訪評等）所蒐集的校務經營

與管理、教師教學與學術表現，以及學生學習之

有意義的資訊和證據，並對照學校所設定之教育

目標量測教育機構或學程辦學之效能。

一所辦學成效良好的學校，在校務經營與管理

方面，具有明確的辦學目標並能評鑑目標的達成

度，產官學合作機制建構完善，有良好的學習環

境及組織，以充分展現高度行政效能，進一步提

升學校聲譽與互動關係人的滿意度；在教師教學

與學術表現方面，則有高度的教師期望與卓越的

教學效果，教師能積極參與推廣服務，持續在職

進修專業成長；在學生學習方面，學校能建立並

落實訂定學生學習成效機制，展現學生卓越之學

習表現，以及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與定期評量。

學校展現辦學成效的作法有很多，例如每年出

版一本「年度績效報告」，將過去一年的辦學成

果、特色、發展重點及未來展望，做出系統性的

交代；或是將自評報告、歷年受評的評鑑報告、

根據評鑑建議事項所提出的改進計畫、執行進度

等資訊一併上網公布，讓互動關係人進一步了解

學校的辦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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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永續發展（Schoo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創新（Innovation）

學校永續發展係指學校領導者應反思大學教

育之本質，結合推動永續發展意涵之具體制度與

承諾，獲取學校互動關係人的共識，型塑學校發

展願景，並積極因應內外部環境，爭取與運用各

項資源，持續改進組織系統與經營策略以提升競

爭優勢，創造學校永續的價值利基。

永續發展落實在學校經營上，就經濟層面而

言，學校應思索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與經費創造

最大效益、減低耗損，並以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為

前提；就自然層面而言，學校應有效利用自然資

源，營造出長期可利用與維持的安全環境；就社

會層面而言，要確保世代間的公平性，並能與互

動關係人建立良好和諧的關係，與學校發展共享

共榮。

以學校推動永續校園或綠色大學為例，學校

透過能資源管理、廢棄物減量、綠色採購及建置

綠建築等措施，不僅有效降低環境風險與環境成

本，同時亦可營造安全健康舒適的校園環境。再

者，如照顧弱勢學生、建立財務內控制度、公開

校務資訊等，皆是學校永續發展之具體作為。

創新運用在學校經營上係指學校為滿足成員

之需求、維持競爭力及提升品質，藉由不斷吸收

新知，透過創新的系統化與結構化歷程，整合組

織內外部資源，鼓勵且引導成員參與創新活動，

並將其轉化至工作場域上，同時結合互動關係人

的參與，以強化學校效能、發展學校特色，達成

學校永續發展之目標。

創新是新的觀念或事物，是一種改變，但不是

為改變而改變，是經過集思廣益、深思熟慮的複

雜過程，而且屬於正向的，即能夠與眾不同（吳

清山，2004）。而學校創新經營之具體作法，大

致可歸納為以下六個面向：⑴行政管理創新；⑵

課程教學創新；⑶資源應用創新；⑷學生展能創

新；⑸校園環境創新；⑹組織氣氛創新等（秦夢

群、濮世偉，2006；黃建翔、吳清山，2013）。

以「課程教學創新」為例，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即是教師透過改變教學模式，調整為

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由原本的教導者轉變為引導

者，站在學生角度思考何種教學方式與內容才能

引發學習動機與熱情，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