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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話題

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為

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意指一個社

會、制度與系統的思想（mindset）與行為的變

遷。大學作為社會最重要的公共財，應該在大學

靈魂與大學自主的精神下，進行典範轉移，包括

大學評鑑制度，不過教育哲學家羅素曾說：「所

有好的原理、規章與制度，到了華人社會，便成

例外。」進口的大學評鑑制度是否在臺灣已成例

外？由於臺灣的大學在威權體制下發展，評鑑在

戒嚴時期已開始，因此成為「教育部大學」的一

個促發機制，共同科目與軍訓到目前仍是大學的

「威權景觀」。

大學評鑑不應促進饑果效應

另一方面，高教體系高喊就業力與學用合

一，技職體系也被捲入哀哀叫運動（I論文比

賽），大學們陸續往「失去靈魂的卓越」方向邁

進，教學卓越很有可能成為教學卓劣。簡言之，

大學反省與返醒才是典範轉移的基本精神，態度

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應自許成為一所臉孔

清晰的大學（註1）。否則評鑑制度只是促進饑

果效應（GIGO: 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註腳

罷了。

何卓飛（2012）曾對於大學評鑑匯集各種指

責之意見，包括：評鑑指標一致化，妨礙學校的

特色發展；部分評鑑委員的素質欠佳或具主觀性

意見與大學系所自主發展相扞格；影響教師教學

與研究進行等。以上意見也適用於通識教育。

1999年通識教育的觀察

早期通識教育的相關評鑑是附帶於校務或教

務部門，屬於教學行政之評鑑。直到1999年4

月，通識教育學會受委託實施了第一次的通識教

育訪評（王俊秀，2007），對象為高教體系的

58所大學校院，共邀請55位訪評委員。依研究

報告所設計的訪評項目共計八大項41個指標：

辦理目標與特色⑵、組織與行政運作⑸、教學與

行政資源⑸、課程與教學⑽、師資素質與員額

⑺、服務與推廣⑷、未來發展⑶、自我評鑑⑸。

接著於2001年6月與11月分別展開技職校院的通

識教育訪視，特別著重通識與專業的互動。此

外，教育部也於2000年繼「研究卓越」計畫之

後展開「教學卓越」計畫，企圖提升臺灣高教的

基礎教學，五大項中也包括通識教育。

1999年的通識訪評有以下觀察：⑴私立大學

校院有較強的企圖心，公立大學仍有包袱，較施

展不開，師範學院的「通識規模」不夠，推動有

瓶頸；⑵通識教育多元化的結果已呈現，例如組

織由組、科、部、中心到院及委員會；通識學分

由8學分擴增至36學分（一般畢業學分數為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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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通識課程分類由學術分類到校風分類

（例如中原大學的天人物我類等）；開課內容五

花八門，由全校必修核心通識（主菜）到通識學

程（套餐）、通識選修（自助餐）；⑶校園「通

識氣氛」的營造開始受重視，更強調「潛在課

程」（例如校園美術館化與博物館化等）及「潛

在師資」。

2012年通識教育的典範轉移

2012年，高教評鑑中心開始實施「大學校院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開啟了通識獨

立評鑑的新頁，規劃過程中並將指標減半，每一

大項皆加上「其他」，期許某些大學善用「其

他」，展現特色，不過遺憾的是沒有任何學校用

到，再次反映出「教育部大學」的制約。又在過

程中增加與校長訪談與校友訪談的項目，凸顯通

識教育的全校化、全方位化與全人化的性格。

自2012年以來的參與與觀察，通識教育有了

以下程度不一的典範轉移。唯參與過程中，觀察

到某些學校雖自許以生態或綠色為通識特色，但

在訪評期間，仍提供紙杯、免洗筷、杯水等，顯

見生活實踐仍有落差。另學校動員師生列隊以歌

舞歡迎評鑑委員，似欠妥當。

●  由外部評鑑到內部改善

評鑑在臺灣的刻板印象一直被意識為：外來

的、由上而下的、被動配合的、與補助掛勾的。

因此由他評到自評的內化階段費了不少功夫，如

何為了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學校滿心願意的由下

而上、主動積極的自我改善，就成了關鍵態度。

值得肯定的是，34所自評學校努力朝內化的方

向邁進，有些學校開始修正與增減自評指標，並

增加自評大項，例如增加通識辦學特色。

●  由行政到學術

早期共同科時代，共同必修與後來的通識課

程多由如教務處的行政單位負責，因此多列入校

務評鑑其中之一項目，也就是歸類於行政評鑑。

通識教育改革後，主管單位多改隸學術單位，如

通識中心、通識學院、博雅學部、全人中心、人

文社會學院、共同教育委員會等，且許多單位已

成院級單位，加上校級的通識教育委員會，已成

為全校性的通識教育學術評鑑。但由於全校性特

質，形成學術為主、行政為輔的統合評鑑。

●  由學校定位到通識定調

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本來就是大學的

標準配備，因此自稱為教學型、研究型、兼顧研

究與教學型的大學，等於沒有自我定位。因評鑑

也多少促進學校定位的論述，例如書院型大學、

綠色博雅大學、具社會影響力大學等，在有特色

的學校定位下，通識教育也展開有特色的定調，

更成為凸顯學校定位的重要範疇。

●  由通識中心到通識教育

由於名稱為「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

系所評鑑」，因此常被誤解為系所級通識評鑑，

故以通識中心評鑑來因應（包括名稱不同的博雅

學部、全人教育中心等），而非通識教育整體。

經過各種研討會的論述，大學已慢慢了解通識教

育是全校的責任，而非通識中心的業務而已。

●  課程結構到課程建構

長久以來，大學非專業性的課程往往都被當

成通識課程，包括軍訓、體育、第二外語課程、

部分外系選修、資訊認證、服務學習等。評鑑

（他評與自評）過程中有機會開始論述課程的建

構，即正式課程應包括專業、通識與校自由選修

三大範疇。一般而言，課程如被結構化，沒什麼

自由度，那就違反了大學自由的精神，雖然有部

分系自由選修、通識分類自由選修，但卻缺了校

自由選修。課程結構正常化之後，通識教育才不

會成為課程旅店：路過、寄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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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量到學習者評量

教學評量制度實施以來，對通識教育產生了

一些負面連結，例如嚴格與作業多的老師常有較

低的評量分數，並因而促進通識教育的營養化，

造成負面循環。既然強調學習者本位與學習成

效，某些大學開始展開學習者評量的論述與執

行，一方面減少教師的針對性，另一方面讓學習

者自己評量學習成效，這項翻轉有助於鼓勵學習

者主體性，自願填答的比率增加，負面營養漸轉

移成正面營養。也因此學習者的意見大量增加，

其多元化的學習需求也成為通識自我改善的正面

動力，包括翻轉教學方法與翻轉空間等。

●  課程成績到學習成效

學習成績可能代表課程的結束，但課程的結

束卻可能是通識學習成效的開始。各校校友的訪

談相當一致支持：通識的學習成效常在後來人生

的不同階段展現，因通識的課程或活動，撥動學

習者心弦而改變人生志向，或通識課程讓不同系

分組的團隊合作經驗一生受用等。跨領域的知識

內容或可用成績來衡量，但跨領域的態度卻是學

習成效！本週期的評鑑主軸為學習成效，即代表

著課程的多元評量與學習者評量的未來發展。如

引用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的辦學理念：先成為

人，再成為公民，後成為士農工商。前兩項是通

識教育的主要目標，但不會是成績。學習成效可

包括課程成績，但課程成績不等同於學習成效。

●  系所輔導到全人輔導

傳統的通識課程並無輔導機制，但系所的輔

導制度卻相對健全，甚至有雙導師、三導師等。

但因通識教育屬全校性責任，既然全校同學都是

通識的同學，因此全校老師也都是通識老師，當

然連通識教育課程也一起輔導，才是全人教育的

實踐，也就是回歸學習者主體性的展現。換言

之，既然128學分都是畢業學分，為何少見通識

輔導，連系所評鑑也多未包括通識教育，學習者

與學習內容被割裂。所幸已有大學開始注意此缺

陷，例如通識老師進入書院，招訓系所導師使成

全人導師，讓現任的導師了解通識並協助輔導通

識課程。此典範轉移雖剛啟步，仍值得鼓勵。

●  課程地圖到課程導圖

課程地圖在教育部鼓勵之下風起雲湧，雖號

稱課程地圖，大部分地圖卻無導引功能，雖有雷

達圖，卻無雷達功能，只是課程說明圖罷了。極

少數學校在學習者本位的理念下，努力統整至少

四年的專業、通識、校自由選修課程與學程，導

引學習者整體規劃數套學習路徑與內容。

善用評鑑促發自我改善基因 

評鑑本來就應為一中性工具，但視它是雙面

刃也不為過，被動等著被砍也是刀，主動拿它來

精雕細琢也是刀。期許大學善用評鑑精神，內化

成為由下而上、全校參與的自我改善基因，過程

中成為生命相遇的共學，包括學校的自我定位、

自我論述、自我規劃與執行，最後並自我舉證，

使用自己的項目與指標來自評與自我改善。

    
◎附註

1.林肯曾說：人過了四十，要為自己的臉孔負責。大學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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