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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技 職 評 鑑職 評 鑑

近年來由於大學校院之快速擴充，以

及少子化現象所帶來之供需失衡，造成學

校經營困難，而隨著社會多元化發展，如

何強化技職校院經營體質，並採取有效、

積極的策略與作為，以提升技職教育品

質，實為科技大學評鑑之主要目的。 

98年教育部將再次啟動每四年一個循

環之科技大學評鑑，各校無不全力動員所

有資源投入準備工作。目前各界對於現行

科技大學評鑑所採用之作法有若干疑慮，

主要係源於對其作業方式不甚瞭解所產生

之誤解，但也有部分是因評鑑作業尚未臻

完善。因此，個人特針對98年科技大學

評鑑工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應強調學校整體發展定位、

    目標與策略之擬訂及落實

自廣設高中大學之開放政策實施以來，

高等教育環境生態丕變，大學校院經營

面臨前所未有之嚴峻挑戰，尤其出生人口

下降所造成生源不足問題，已讓不少學校

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事實上，人口結構改

變並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只不過這些警訊

未能及早提供教育政策制訂者作為決策參

考，也未能讓校務經營者知悉及早因應。

故各校首要之工作，應該是重新檢視本

身條件、環境之機會與挑戰，擬定合宜之

整體校務發展定位、目標與策略，而各學

院、系所亦應有相呼應之發展定位、策略

與目標，並研提具體落實之行動方案。

二、應以受評學校自評機制之

    落實與否為查核重點

科技大學評鑑之目的是藉由外部專家

客觀之評鑑，使受評單位能有所精進，而

不在於做校際之比較，因為各校校齡、規

模、專長領域、地理區位、資源等發展條

件皆有不同，不宜做相互間之評比。

因此，評鑑查核重點應該是看受評學校

是否能真正落實其自評機制，並邀請校外

專家進行後續之輔導與諮詢，擬訂改善計

畫，並定期追蹤考核，逐年進步；期能由

「他律」提升為「自律」，以達到大學評

鑑真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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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增設有利於各校呈現

    發展特色之評鑑指標

科技大學評鑑現採用四年一個循環，評

鑑工作包括評鑑程序、評鑑指標、實地訪

評......等。過去為強調同一循環中各年標

準之一致性，在評鑑循環之週期內，評鑑

方式並未做任何過大之變動。

惟由於各校差異性大，系所成立時間長

短、發展的主軸與重點特色均有所不同，

因此建議98年科技大學評鑑可考量增設

能呈現各校特色之質性指標，使各校能依

其發展重點及現況，來展現特色；或是允

許各校在不同評估指標上能自行選擇配分

權重，進而讓各校能據此逐步建立特色。

四、 應慎選瞭解技職教育特性與

兼具評鑑倫理之評鑑委員

評鑑最吃重之工作，即在於實地訪評

作業，而整體評鑑品質之良窳，則繫乎評

鑑委員對技職教育特性之瞭解及其評鑑倫

理。受限於國家規模，我國各領域學術圈

資深學者不多，且學界之互動密切，而歷

年來科大評鑑工作所需要之評鑑委員人數

相當龐大，如何維護委員與受評對象之良

性互動，並把握評鑑品質之齊一性，實係

評鑑工作能否發揮提升教育品質功能之重

要挑戰。

現行在評鑑實施前辦理之委員工作坊，

對評鑑品質已產生了良好之作用，未來可

考慮加強對初任與續任委員之交流切磋，

使彼此之評鑑知能得以持續提升。

五、應考慮整合各類評鑑並

    調整評鑑工作之時程安排

近年來由於評鑑提升品質之效果已逐漸

為各界所接受而被普遍採用，大學校院被

要求接受之各類單位評鑑或專案訪視逐漸

增加，各校在配合上已漸感不勝負荷。建

議教育部各司處間能妥為協調，設法整合

各類評鑑與訪視，並將小型之單項評鑑儘

量併入科大評鑑中。

此外，由延聘評鑑委員之角度觀察，

造成科大評鑑委員年度需求人數高峰之原

因，乃係現行科大評鑑作業，安排各年受

評校數起伏頗大：94年有17所受評，其

後三年則分別僅有5、7、3所學校。如此

分布不均使得各年評鑑委員人數落差極

大，每年由兩百多位至六百多位不等，亦

會造成業務承辦單位人力配置之困擾，故

建議重新安排各校訪評順序，讓每年被評

鑑之校數較為均衡。同時，科大評鑑四年

之週期亦可研議是否略予拉長，以減低評

鑑執行單位與受評單位之負荷。

建立能形塑學校特色之

科大評鑑制度

推動評鑑工作旨在協助各校釐訂整體

目標與定位，檢視發展策略以建立特色，

並進而提出自我改善機制，期能透過此一

持續性之作業循環，凝聚各界對評鑑工作

之共識，並促進各校辦學經驗交流，達到

相互觀摩與學習效果。前次第一循環之科

大評鑑在各界之積極投入下已獲致良好結

果，期盼未來能集思廣益，持續精進，建

構出一套能協助各校逐步形塑特色之評鑑

制度，使評鑑所投入之努力能發揮更重大

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