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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成立至今滿十周年，從

2005年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大學評鑑業

務，一路走來，相繼辦理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校

務評鑑，及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等計畫。在評鑑深

耕十年之際，為了協助高教品質邁向卓越，評鑑

中心於今（2015）年8月18日在國家教育研究院

臺北院區舉辦「精進大學評鑑座談會」，上百位

大學教師及行政代表齊聚一堂，針對校務評鑑、

系所評鑑及大學自辦外部評鑑分享經驗、提出建

言，期許高教評鑑朝向多元化，並和國際接軌。

校務評鑑「教學與學習資源」項目

通過率最低

高教評鑑中心於民國100年辦理第一次大學校

務評鑑，預計106年起將進行第二次校務評鑑。

校務評鑑對學校有什麼影響？第一次評鑑結果，

多數學校面對的問題和困難是什麼？面對第二次

校務評鑑，又該如何因應？

評鑑中心副研究員池俊吉表示，100年大學校

院校務評鑑採認可制，共有79所大學辦理，評

鑑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以符應國際趨

勢，共評鑑五大項目：「學校自我定位」、「校

務治理與經營」、「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

與社會責任」、「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

最後有43校五項全數通過，比例為54.4％；通過

比例最高的是第五項「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

制」，高達九成三通過；最低的是第三項「教學

與學習資源」，約七成六通過。

池俊吉表示，在「教學與學習資源」上，學

校普遍遇到的問題包括：兼任教師或講師級專任

教師比例過高、經費不足或分配不健全、學習及

休閒空間設備不足、數位圖書資源不足、導師制

功能未充分發揮、學習預警制度的輔導機制不健

全等。

臺大觀點：

校務評鑑當練兵  勿將報告束之高閣

各界及受評學校對評鑑過程有不少建議。池

俊吉指出，學校肯定評鑑可以促進各校落實自我

品質管制，並建立完善自我評鑑機制，分項認可

也可幫助學校找出需改進處；但由於是首次辦

理，學校也有批評意見，像是：專案評鑑無法真

正和校務評鑑整合，讓學校主管疲於奔命；評鑑

委員研習宜再強化實務案例比重，強化委員評鑑

能力。外界意見還有：評鑑指標過多、指標單一

量化且缺乏彈性、評鑑委員遴選和專業待提升、

評鑑結果和行政獎懲連結等。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長莊榮輝表示，校務評鑑

制度、系統及品牌都已建立起來，不但穩定且有

公信力，他建議，「學校可把校務評鑑當成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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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大學評鑑座談會現場情景。（胡志愷／攝）

精進大學評鑑座談會
迎接高教新挑戰



14   第58期 104.11

焦點
   話題

藉口，就像颱風一樣，可檢視防颱能力，該掃該

清的垃圾都要清理，加強內聚力，做完評鑑後，

學校有反思機會。」他也強調，校務評鑑對學校

最大的挑戰是「評鑑做好後，再來呢？」學校拿

到評鑑報告後就束之高閣是不對的，以評鑑結果

最差的項目「教學與學習資源」來說，他認為學

校面臨的問題源於四不足：空間不足需要長程規

劃、人力不足要有中程計畫、經費不足要短程計

畫、制度不齊則要馬上規劃。

他也分享臺大如何從組織與制度上精進，提

升學校運作效能。他說，要做好校務評鑑，最重

要的是學校要有好的組織及制度推動，否則一切

都罔然。他的理想是建立「系經理」制度，目前

系主任三年一任，很多系所裡，沒有專職人員長

期掌握系裡事務的來龍去脈，若有系經理制度，

學校的組織制度就能更完善，好的制度再結合校

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rch, IR）就更有利，這

是可傳授與輸出影響力的knowhow。

中原觀點：

評鑑結合IR  挹注經費改善很重要

中原大學研發長鍾財王也認為，IR與評鑑都

很重要，兩者應綁在一起，當評鑑點出問題，就

要進行校務研究，才有一體性。他強調，學校自

身就應建立檢核機制，非教育部來看時才做，

「每年都在做的東西，每隔一段時間有外部人來

看會比較好」；但做了評鑑之後，不要讓老師覺

得工作不保，系所也感覺沒錢沒人又要做事，學

校行政應建立多元教師評量管道，提供老師多元

發展環境，老師就會心服口服。

對於外界批評評鑑結果和行政懲處連結，鍾

財王也提供不同觀點。他分享，中原大學不會根

據評鑑結果讓主管考績受影響，而是會做行政資

源預算調整，例如上次系所評鑑自評，學校把評

鑑結果和經費連結，評鑑不好的系所會被扣經

費，但會給一筆改善經費，希望系所把經費集中

到改善缺失，校內就不會有反對聲浪；「評鑑若

要和資源及獎懲連結，一定要有配套，只要單位

提出改善計畫書就給予改善經費，相信必能獲得

很大的支持，則系所想得到甚麼，就會盡最大力

量做好，不會應付，而是真正找出問題加以解

決，對永續發展有幫助」。

系所評鑑項目鬆綁  鼓勵特色發展

系所評鑑第一週期從2006年進行到2010年，

第二週期則從2012年到2016年，評鑑中心將於

民國106年召開公聽會，預計107年啟動第三週

期系所評鑑。評鑑中心助理研究員周華琪指出，

從第一和第二週期評鑑精神、對象及結果，即可

看出評鑑是不斷精進的，第一週期評鑑精神是

確保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第二週期則改為

學生表現及支持系統的建置與落實；評鑑對象也

從單純的系所，擴增到系所、在職專班、學門及

專業學院；結果由通過、待觀察及未通過，改為

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受評單位認為系所

評鑑的成效，在於促進大學系所建立品質改善特

色、了解各系所品質現況、協助大學系所發展辦

學特色。

周華琪表示，目前還在進行中的第二週期系

所評鑑，到103年度為止共有1,504個受評單位，

約一成系所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

過」，問題大多集中在課程設計與系所目標、核

心能力不符；師資質量及教學研究資源待加強；

自我分析改善功能不完善等。各界對系所評鑑的

意見包括：希望評鑑週期能延長、開放特定評鑑

項目及指標，符合系所需求凸顯特色、評鑑委員

專業有待提升等。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長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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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群指出，目前系所評鑑雖增列學校特色項目，

但學校所提的特色本身是否足以達到標準或真的

具有特色，很難判斷；對於評鑑委員專業性不足

的問題，秦夢群建議，政大辦理自我評鑑，就會

強迫系所聘請外部委員，甚至邀請外籍委員參

加，學校若能請非臺灣籍的外部委員參與評鑑，

專業性就能提升。

呼應外在變化  勇於嘗試改變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建議，大學、

研究所和專班的評鑑規劃要有區隔，大學可強調

教學，但研究所的重點就不在教學上；學校也可

針對各領域人才進行評鑑培訓，則各系所的評鑑

素質就可更整齊。

如何從評鑑中看到學校特色？張鈿富指出，

他看了很多學校，所列特色都千篇一律，評鑑結

果大家差不多，只要求門檻，沒看到特色，同質

性越來越高，唯有學校敢建立自己不一樣的特

色，才是最好發展。「大學本身要思考系所及自

身的本質，再呼應外在變化，勇於嘗試改變。」

高教評鑑中心兼任研究員侯永琪則提醒，隨

著少子化及時代快速變遷，未來系所發展也會有

極大轉變，系所評鑑如何啟發大學思考永續發展

的問題，帶動學校轉變，值得各界省思。

系所自評  展現大學自治

為了大學自主，教育部推動大學自我評鑑，

核定60所大學及科技校院辦理。評鑑中心兼任

研究員陳慧蓉分析，自評目的在希望各校訂定評

鑑項目及效標時，都能建立自我特色，但分析各

校評鑑效標，發現有超過一半以上自我評鑑的大

學，所設計的評鑑效標和高教評鑑中心類似，約

有一半學校加入新效標少於五個，甚至有一成八

未加入任何新效標，只刪除原本效標。各校加入

的新效標，以特色效標及國際化程度最多。

針對各校自評的評鑑效標多數和評鑑中心雷

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發長林劭仁以該校自辦

評鑑的經驗分享，他認為，學校訂效標應「同中

求異」，大學辦學內容其實有許多共同點，但要

從中找到自己的特色指標，北藝大的評鑑項目就

結合各系所的共通性，再由系所自訂特色。藝術

型大學老師都需要創作，指標訂定就不會看老師

的論文出版，而看是否有藝術創作。

林劭仁說：「如果統一訂出一套標準，限制

很大，就像門檻一樣，評鑑指標雖可照亮問題，

但很多東西不可能靠指標抓出來，需要強調質性

的評鑑，透過評鑑委員的陪伴制度，陪著系所發

現問題所在，共同討論解決，校長甚至還帶著主

管到各系辦理自我改善座談會」。他強調，學校

應把評鑑當成內在自省力量，讓學校每一份子也

都能感受與發揮自我成長的能量，隨時自我督

促，這就是自評最可貴之處。

自我評鑑應做到品質保證  

而不是統一標準

元智大學主任秘書吳和生則替學校效標雷同

的情況緩頰，他表示，多數自評學校效標和高教

評鑑中心效標很像，不能全怪學校，因為學校會

擔憂如果改得太多，教育部是否會同意，而且效

標改了之後，評鑑委員若無類似評鑑經驗，能否

做出正確判斷，也值得注意。

吳和生也強調，外部評鑑和自辦評鑑差別

大，外部是被動，不必花大錢，自評所花的財

力、人力則較多，也考驗學校哪些東西要拿出來

評鑑，因此，「自我評鑑應做到品質保證，而不

是統一標準，最重要的是學校在自我評鑑過程中

應該努力思考，如何幫助教職員用最少的力氣做

出最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