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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秘書長

談技專校院評鑑委員研習
之重要性

技
專校院評鑑的目的在於：⑴提升技職

教育品質，強化競爭力；⑵協助各校

自我定位，確立發展方向；⑶鼓勵各校及各

院、系、所、學程發展特色；⑷協助各校建

立整體校務及各院、系、所之自我改進機制

（教育部技職司，2013a）。為達成前述目

的，有關評鑑項目的規劃、各項目參考效標

的擬定、自評報告及佐證資料的要求、評鑑

方法及評鑑程序的設計等基本事項，均需要

高度的專業投入，其重要性無可否認，但最

終的成效是否能如預期，往往取決於實際負

責「評定結果」、「鑑別優劣」的評鑑委員

之職責、評鑑執行能力及評鑑報告撰寫能力

是否充分發揮。

評鑑委員職責及須具備的知能 
評鑑委員主要職責在「受教育部委託，

對受評單位進行專業評斷，並提供有助其發

展之改善建議」。在實地訪評前，評鑑委員

必須審閱受評單位提供的「自評報告」及承

辦單位提供之相關資料，擬出「待釐清問

題」；訪評當日除聽取簡報及檢閱現場資料

外，尚須參觀教學設施及教學活動、與教師

及學生晤談，並撰寫評鑑報告初稿、決定

評鑑結果。在整個評鑑過程中，評鑑委員扮

演極具關鍵性的重要角色，評鑑委員必須具

備高度的評鑑知能及良好的評鑑報告撰寫能

力，才能使評鑑工作達到應有的品質。

評鑑委員必須具備的評鑑知能，至少要包

括「專業」、「公正」兩項。

1.專業

⑴了解受評單位之業務運作；⑵了解評鑑

項目及指標之意義；⑶了解教育法規；⑷了

解評鑑方法。

2.公正

⑴不因「師生關係」或「私人交誼」影響

評鑑判斷。⑵不以和「特定他校」比較的方

式看待受評對象。⑶不以個人先入觀念或既

存印象評斷受評對象。⑷不以自身服務學校

的標準要求受評對象。

以上兩項評鑑知能亦屬「評鑑倫理」之規

範。

評鑑委員之專業倫理內涵

為使評鑑工作能公平、公正、公開，以

昭公信地進行，凡參與科技校院評鑑計畫之

評鑑委員，皆須了解並同意下述專業倫理內

涵，包括「責任感」、「溝通」、「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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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態度」等四項。

1.責任感

評鑑委員須對評鑑結果負責，包括：⑴事

前做好資料審閱及評鑑準備；⑵給予有根據的

意見與具體建議；⑶妥善處理報告內容及等

第；⑷依循評鑑委員手冊執行；⑸遵守必要之

迴避原則。

2.溝通

評鑑委員在評鑑過程之充分溝通與討論，

包括：⑴評鑑前後之充分溝通與討論（包括執

行單位、同組委員）；⑵評鑑當天之充分溝通

與了解（與學校間）；⑶排除私人好惡／原有

之刻板印象；⑷了解學校背景及經營需求（包

括公私立、學校規模）。

3.忠誠

評鑑委員對評鑑任務的忠誠，包括：⑴對

評鑑任務的忠誠；⑵身分保密原則、不接受任

何形式之招待與饋贈等；⑶尊重評鑑作業程

序；⑷對資料的運用僅限評鑑（不應作為私

用）；⑸學校準備的評鑑資料留在實地評鑑現

場。 

4.態度

評鑑委員對評鑑工作的態度，包括：⑴對

評鑑的態度（嚴守公平、客觀原則）；⑵避免

造成傷害與衝擊（不對個人論事、晤談為了解

現況）；⑶對學校主管／行政人員／教師／學

生應有基本尊重；⑷尊重學校特色發展（不同

學校有其不同條件及尊重其不同作法）；⑸堅

守專業判斷。

總而言之，建立評鑑專業倫理最重要的是

「專業」，沒有評鑑專業能力而從事評鑑工

作，就是最嚴重的違反評鑑倫理的行為 （曾

美惠，2006）。要避免違反倫理的情事發生，

除公開可能的利益衝突，藉由制度設計一些機

制避免偏差外，委員的「自覺、自省、自律」

也很重要，「能力」、「責任」及「廉正」應

是對委員最基本的期待。（曾美惠，2006） 

評鑑報告品質之基本要求

評鑑報告的「建議事項」攸關受評單位是

否能真正達到自我改善及提升辦學品質之目

的，它也是評鑑報告的重點所在。因此，所要

求改善之事項必須是受評單位無可否認的缺失

或不足者，所建議的改善作法也必須是受評單

位可以做到或可能做得到者。「建議事項」並

應以攸關受評單位發展之重大事項為優先，對

無關緊要的枝微末節並不宜過度強調或挑剔。

評鑑報告類同公文，其文字應「簡、淺、

明、確」，整體內容必須「表達清楚」，文

句通暢，邏輯清楚，條理分明。讓人知道

「Why、What、How：為什麼要改善？改善

什麼？如何改善？」才是評鑑報告的主要目

的。

 

評鑑委員研習之必要性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評鑑委員必須具備相

當高水準的評鑑工作所需之條件，除了經驗豐

富的資深評鑑委員及少數具教育評鑑專業背景

之委員外，評鑑工作對大多數的評鑑委員而言

都是一門新的學問。因此，教育部規定：「評

鑑委員皆須參與評鑑委員行前會議及研習活

動，始能前往學校評鑑。參與評鑑委員行前會

議及研習活動之主要目的，在使評鑑委員了解

評鑑實施計畫之整體實施方案、評鑑項目、評

鑑指標、評鑑作業流程、評鑑報告撰寫、評鑑

技巧與實地訪評注意事項等，藉以建立評鑑委

員之共識及確保評鑑標準之一致性」（教育部

技職司b，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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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校院評鑑由等第制改為認可制

技專校院下一週期評鑑時程，科技大學為

103至107學年度，技術學院為104至108學年

度。下一週期評鑑與本次週期評鑑顯著不同

之處有下列四點：⑴行政類分組評鑑統整為

「校務評鑑」；⑵評鑑項目（校務評鑑整合

為6項，專業類由8項改為6項）及參考效標

不同；⑶評鑑結果由「等第制」改為「認可

制」；⑷評鑑報告格式調整。

台灣評鑑協會為配合技專校院下一週期評

鑑方式及內容之調整，擬規劃於103年1月至

7月間實施「103學年度評鑑委員研習系列課

程」，藉此介紹下一週期之認可制評鑑內容，

並讓評鑑委員了解如何進行認可制評鑑，與了

解評鑑項目及指標、資料判讀、檢核重點、評

鑑報告撰寫要領、評鑑報告撰寫注意事項等，

以期順利使評鑑由「等第制改為認可制」能無

縫接軌。

後續研習項目之規劃

由於技專校院評鑑校務類評鑑委員之遴

聘，包括「對技職教育熟稔之企業負責人」，

專業類評鑑委員之遴聘包括「對該專業類組熟

稔且於業界工作滿十年以上之高階主管」，為

提升業界委員對學校內部行政業務之「熟稔

度」，避免發生「隔行如隔山」之情況，以致

影響評鑑效度，台評會針對業界委員，將另考

量安排「技職校院系所務、院務、校務運作簡

介」之類的研習項目。

此外，有鑑於「晤談」亦屬評鑑流程之

一，「晤談」之提問問題除須符合專業要求

外，因評鑑或訪視之「晤談」主要目的在於了

解或釐清問題，與一般的口試或面試不同，且

評鑑委員與受評單位亦非「上對下」關係，其

語言表達及提問方式均需拿捏分寸，因此，

「晤談技巧」亦將列為台評會「評鑑委員研

習」規劃項目之一。

另因應103學年度即將進入下一輪科大、技

術學院評鑑制度，並轉型為自辦外部評鑑及認

可制評鑑，台評會擬規劃多場次的相關研討

會，藉以協助教育部進行政策宣導、評鑑實務

經驗交流與評鑑注意事項說明等系列課程。由

於目前有26所科技校院已啟動自辦外部評鑑，

有鑑於以往台評會在執行評鑑計畫期間，各相

關人員須共同遵守行為準則，並適當規範相關

人員間的互動關係，以確保評鑑公正性及品

質，未來自辦外部評鑑學校的角色，以及委託

者與被委託者之間、評鑑者與被評鑑者之間，

乃至評鑑者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均待深思

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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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應具備「專業」及「公正」兩項評鑑知能。（陳

秉宏／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