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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有效評核教師教學表現，並且滿足「提

供任課教師線上＋紙本的教學回饋工具」

以及「將教學評量結果與後續教學改善措施相結

合」二項目的，東吳大學教學評量制度設計，從

機制的發想乃至整個制度的建構完成，曾歷經多

次變革，其重要內容如圖一。

課堂反應問卷包含學生自我評量

在工具選擇上，東吳大學係使用「課堂反應

教學評量問卷」，作為評量教師教學之調查工

具。而「課堂反應教學評量問卷」內容，除了教

學評量之外，尚包括了學生自我評量與學習探究

的部分，其目的即在淡化由學生評量老師之錯

覺。授課教師任教科目之教學評量結果於每學期

初開放查閱，教師除可看出學生在教學評量所詢

問的各項題目之各尺度填答人數（可觀察學生較

為在意之處），也可以觀察其個人之各項得分與

學系平均分數或院平均分數之差距，對於教學改

善提供了實質參考價值。

教學評量的特色作法

肯．貝恩（Ken Bain）所著《如何訂做一個

好老師》（What the Best College Teachers Do）

（Bain, 2004）一書中提到：「如果問對了問

題，學生的意見確實可以作為評估教學品質的參

考依據」。不同領域之課程有其不同之課堂回饋

內容需求，故教學評量問卷依課程之不同，設計

不同性質之問卷，可以避免由於評量表格一體適

用，造成評量結果無法真實呈現教師教學

表現之情形。以下是東吳大學在實施教學

評量上的一些特色作法：

●  期中回饋與期末評量

為了有效反應學生對於教師教學之相

關意見，問卷調查區分為「期中教學回

饋」及「期末教學評量」二部分，採5點

量表，以3.5分為校訂標準。「期中教學

回饋」主要是提供教師於學期中掌握學生

學習狀況，作為期中課程調整內容、進度

與教學改善之參考，所使用之問卷採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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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東吳大學教學評量制度變革

2010

2007

2008

2005

 問卷計分，由「六點量表」改採「五點量表」。

配合不同領域課程，問卷從2種版本逐漸開發為12種
版本。

區分「期中教學回饋」及「期末教學評量」兩階
段施測。

教師教學評量區分「一般課程」及「通識課程」
2種版本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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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設計。「期末

教學評量」由學校

統一定期施測，主

要提供教師了解學

生整體修課反應，

藉以評估未來課程

規劃與教學策略修

正之依據。為了符

合各學系不同領域

教學特色及屬性差

異，期末教學評量

問卷設計分為7大類

12版本。

●  開放教學單位研議問卷題項

為使教師之教學內容與品質能確實經由學生

評量呈現，教學評量問卷題項係由實際授課之教

學單位研議後，再由各學院教師代表組成之「課

堂反應問卷統計分析小組」逐題確認，期使問卷

設計內容能更符合實際課堂需求。目前各版本問

卷題項中較具代表性的題目有：「我覺得教師能

引發我學習興趣嗎？」、「我願意推薦這門課給

其他同學嗎？」等。

●  提供師生線上即時溝通平臺

除期中及期末之問卷調查外，校內另建置有

「課堂教學回饋意見平臺」，提供師生無障礙良

性互動功能，學生可匿名於線上表達個人在修課

過程中之任何想法及建議予授課教師，教師亦可

直接回應學生意見，或進行課程調整，除可發揮

師生間質性意見溝通管道功能，亦可達成師生立

即且良性互動之目的。

教學評鑑

東吳大學評量教學方面的規範主要有二，包

括「課堂反應問卷實施要點」以及「教學評鑑作

業要點」。「課堂反應問卷實施要點」明確規範

問卷施測對象、免施測條件、問卷施測時間、問

卷版本、施測結果作業方式等。而「教學評鑑作

業要點」則規範須接受教學評鑑之教師條件、評

鑑資料、審查程序及評鑑未通過之處理方式等。

依據「教學評鑑作業要點」之規定，前一學

期施測科目平均得分有二科落於3.5分以下，

或同一施測科目平均得分連續二次皆落於3.5

分者，應接受教學評鑑。教師受評時所應檢附

之教學資料內容，包含「教師學年度紀事」

（e-portfolio）之教學部分、授課計畫上傳及教

材研發、授課科目之期中考及學期考試題、多元

評量、成績分布情形、指導學生論文、學術活動

或展演成果等。

對於每學期末教學評量結果未達校訂標準之

圖二  教學評量與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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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期末教學評量問卷類別

類別 版本

一般學科 (1)人文 (2)社會學科
語言課程 (3)一般 (4)口語 (5)批改
特定學院 (6)理 (7)法 (8)商
體育術科 (9)
音樂術科 (10)
共通課程 (11)
網路課程 (12)
合計七大類、12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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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除了主動蒐

集其近三年教學活

動資料，並由教務

長召集「教學資料

分析小組」進行上

述教師教學表現之

影響因素分析，以

了解其分數落後的

原因及可能造成結

果偏誤的因素，例

如教師給分寬嚴、

班級大小、課程性質（必、選修）、學習動機

等，以求確實釐清真相。若經此步驟仍然無法確

認教師之教學問題，則進一步視需要進行特定班

級學生修課結果意見調查及訪談，試圖透過學生

對該教師教學之準備與態度、教材內容、教學能

力、教學方法、成績評量、課堂怠惰、個人學習

感受等項目，進一步了解該教師未達校訂標準的

主要原因。

經由上述說明即可明白，東吳大學在整套教

學評量制度設計上，並非單純以教學評量分數之

高低，即據以認定教師之教學表現優劣。然而，

若教師始終未能通過教務長所召集之「教學資料

分析小組」第二階段檢視，即可評估送請學系進

行教學評鑑，或由教師教學發展單位夥同教師所

屬學系，對該名教師提供合適之教學輔導與協

助。

 

教學評量是一種回饋  

而非懲罰教師的工具

為了避免教師因擔心評量分數較低，因而或

多或少有迎合學生之行為，東吳大學於每次教學

評量結束，皆進行包括授課科目之期中考及學期

考試題、學生成績分布情形、教師給分寬嚴等可

能影響評量因素分析，以消彌並防止教師因顧忌

評量成績而刻意簡化考題，或對學生上課採取寬

鬆標準之行為。

其實，教學評量的功能主要在於回饋，它讓

老師可以即時的修正或調整本身的教學。學校提

供評量工具以及施測結果給予授課教師參考，雖

然後續如何運用評量結果，仍然繫於教師自發性

作為，但是東吳大學將持續努力宣導，讓教師與

學生雙方都能明瞭「教學評量」是一種教學回

饋，將學生的上課反應即時回饋給任課教師，並

不是要學生給老師表現打分數，更非懲罰的工

具。教師如果能夠藉此了解本身的不足，從而願

意利用學校所提供的輔助措施來增進教學知能，

即可有助提升個人教學品質。如此一來，教師教

學的改善，即可讓學生有感，也能讓學生學習成

效更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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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教學評鑑流程圖

期末教學評量結果未達校訂標準

深入了解低於3.5分原因
釐清教學不佳癥結

學校依教師所提教學改善計畫提供必要協助
直到改善為止

系教評會
進行教學評鑑

院教評會
複審

校教評會
決審

通過
教學評鑑

有

關

教

學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通過 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