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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系上有沒有教學不認真、學生反

映不佳，但就是拿他（她）沒輒的老師？」

「系上有沒有學生拒修教學成效不好、

敬業態度不良的老師的課，以至於其開課

數不足，學系只得將必修課程安排給他們

上？」

「系教評會的委員們有沒有後悔當年

識人不明，而招聘到不適任的老師加入團

隊，以致於造成學系的困擾？」

上述簡單的問題，在國私立大學系所裡

有著極高贊同的比例，那是很多學術單位

的「痛」，但卻不好喊痛，因為「請神容

易，送神難」。

以不打擾、協助、不續聘為目標

另某國立大學遴選一位助理教授級以上

職缺，來了近百位博士投履歷應徵，學系主

任感嘆人才濟濟但卻僧多粥少。今年的大學

入學比率超過九成六，進大學不是夢，考不

到大學才是奇蹟，學生家長已意識到學校辦

學品質的好壞，及教師教學優劣的表現，將

影響到大學生畢業的就業競爭力。

而隨著少子化入學的招生競爭、大學法

的修訂，及教育部強調大學應教學與研究

並重的獎助與落實等，過去在學校裡較流

於形式的「教師教學評鑑」制度，近年來

已浮上檯面討論，許多大學除重新修定辦

法要點外，也將其與教師評鑑、續聘和升

等做結合；「教師教學評鑑」已成為各大

學校園裡爭議不斷，卻不得不正視的一個

重要議題。

在社會趨勢與教育部加強對大學評鑑

和師資考評下，這個「教師教學評鑑」

的「緣」結得稍急促，造成許多學校在規

劃制度與執行時，教師的「怨」不少。本

文旨在透過觀察部分國私立大學執行教師

教學評鑑制度，提出可能遭遇的困境及解

決建議，目的是給各類大學在這波教學品

質改進方案中，學校能規劃得宜，以「不

打擾」絕大多數認真教學、敬業負責的老

師，「協助」想改進或提升教學策略的老

師，「不續聘」教學不力、誤人子弟的老

師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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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調查  有助教學回饋

不可否認有大學教師質疑，為什麼教育

部和學校現在把大學老師當成中小學老師一

樣地管理，尤其在教學表現上，既是博士畢

業又具教授身分，專業知識一定充足，學生

憑什麼可以評量老師教學的好壞？只憑一張

課堂反應問卷成果，就能代表老師的教學成

效？老師成績給得太嚴格或作業多時，學生

難道不會趁機報復？

其實這些想法與顧慮都是合理的，但有

次機會與臺大和政大的教授們談及學校推動

博士級教學助理（TA）的動機，其中一個理

由竟是要為培育未來的大學教授做準備，因

為「大學教師專業知識優，會做研究但不一

定會教書，教學是一門學問，要懂策略與方

法，要增能與回饋，更要能隨時修正。」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教學評鑑的功能與目

的，改換一個心態來了解評量的意義，將

不難發現擔任大學教職的我們也需要教學

意見的回饋與省思，而學生問卷調查只是

方式之一而已。

教學評鑑七大原則

制訂教師教學評鑑制度是一系列的配套

規劃與溝通了解工作；它必須要依據學校

和教師體質做適性合理的考量，也要在

推動的過程中，給予教師過度期適應的

體諒，更要有試辦調整的空間。故在觀察

許多大學運作該評鑑機制時所遇到的困難

及其解決之道，從規劃執行面和結果運用

面，提出具體的建議與策略，供尚在構思

如何落實執行，或仍苦於與校內教師難有

教學評鑑共識的學校做參考。

確定評鑑功能與目的

在規劃教師教學評鑑時，（1）首先要

思考該評鑑制度的功能與目的為何？因為

它將影響到後續擬定出的準則辦法、實施

對象、評量方式、結果運用、獎優汰劣

（或輔劣）機制、教學發展之諮詢配套措

施，和執行單位等內容。

愈來愈多大學表示，新大學法的內容允

許學校重新檢視教師素質，是一個可強化師

資品質的契機，只要辦法制定的合理完善，

將可適時地不續聘學校裡師生共識教學表現

不良的老師，以提高整體教學成效。

公聽凝聚共識  充分溝通化解衝突

（2）經過全校充分的公聽與討論，在

達成共識後，制訂一個明確的準則或辦法

供學院系所引用執行。近來大學因推動教

學／教師評鑑，已逐漸感受到行政單位與

■馮文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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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間的衝突與不諒解，當學術單位

堅持專業自主和學術自由時，行政單位亦

有由上而下教育主管機關的法令與要求，

此時兩方更應該放下本位心情，充分溝通

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制定該評鑑制度，好

落實執行。

辦法內容和作業要點一定要明確具體

可行，千萬不要盡是抄襲他校的作法與內

容，應先評估學校在推動時可能的瓶頸與

障礙為何，考量校園文化及氣氛和師資素

質能否落實執行，萬萬不要制定出一個辦

法是只找新進教師開刀（因為他們不熟悉

狀況且好處理）、或評鑑日程遙遙無期

（校內無共識又喬不攏，所以先放個辦法

給教育部看）、或只獎勵優秀教師卻不處

理教學不適任的老師等。要就玩真的，否

則就不要搞得大家人心惶惶，還被老師抱

怨。

多元評量  評估學生自評成熟度

（3）評量工具要多元，學生和老師的

回應成熟度與信任度要提升。光靠一個期

末課堂反應問卷的施測，就斷言老師教學

的優劣是有失公平的；同樣的，當老師質

疑學生會借機報復，學生何嘗不是擔心老

師握有分數評量權而不敢說真話。

因此，各校教學評鑑制度的規劃者，一

定要評估該校學生的自評成熟度和回饋方

便性，但更要尊重老師的感受，評量方式

要多樣性且與教學有關，倘若需要老師教

材上傳網路或資料填寫等，也務必做到資

料填一次即可相互串流的方便支援。

給予老師配套 避免「不教而殺」

（4）配套措施要完善；拿起棒子之前

先看看胡蘿蔔在哪裡，有了棒子和胡蘿蔔

時，也要問協助老師們提升教學成長的輔

助機制做好沒？換言之，有教學傑出者的

獎勵表揚，就必有教學表現不良者的後續

處理措施，與續聘和升等制度的結合是目

前多數大學的具體作法。

另「不教而殺」反映出部分老師的憂

慮，他們有心想提升其教學成效並修正教

學策略，但卻無管道提供他們做教學諮詢

與協助，所以配套措施中可含有教學助理

（TA）的提供、教材上網的協助、教學諮

詢專責單位的成立、教學觀摩與研習活

動的辦理、和教學教材資料庫的建置等機

制。

先試辦  再修正

（5）任何一個辦法在全面施行前，應從

小部分先行試辦起，在試辦的過程中檢視辦

法和相關配套措施是否周延，了解老師與學

生在執行期間有何問題與困難，盡量修正到

成熟足以全面實施為止。校內批評聲音在所

■趙彬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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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但要堅信學校裡絕大多數的老師是教

學認真又善意的，抱怨的意見一定要聆聽，

把意見解決了，抱怨自然就少了。

充分告知責任義務  避免引發爭議

（6）教學評鑑的結果可反映在教學優

良教師選拔、課程調整、教師（不）續聘

和升等時的重要參考依據，並賦予各級教

評委員會嚴格把關檢視教師教學成效，並

要求表現不良者改善教學和定期追蹤。雖

然如此，但仍有大學懷疑，光憑藉大學法

第21條及學校相關評鑑辦法，真能不續

聘那些不適任的教師嗎？

為此，有許多學校人事室已著手修訂教

師聘約內容，而院系所亦依學校辦法規

定修訂子法，確實落款大學老師應盡的責

任與義務，好在充分告知的情況下落實執

行，以避免無謂的紛爭與申訴。

建立教師自評制度與個人教學檔案

（7）鼓勵教師自評並建立個人教學檔

案。教師經由自評機制所提出之個別化

改善要求與協助支援，是最貼近老師自己

的需求與感受，那是具有主動性的專業成

長，最有效果也合乎人性。

另部分學校為了教師評鑑制度之規劃易

惹人爭議，而互推業務研發與承辦單位，

或是教務處，或是人事室，或是教學中

心，或是任務編制小組，其實只要學校辦

法詳實，並有決心要檢討不適任教師的去

留，回歸院系所之各級教評委員會才是尊

重專業的作法，但各級教評會委員也不能

鄉愿，否則立法良好但執行成效不彰，不

適任教師依舊存在，認真的老師只能繼續

感嘆「當年選錯人」。

落實執行評鑑制度  

考驗學校配套措施

總之，教學評鑑的目的是給老師一個教

學回饋和省思的機制，希望藉此讓老師尋

求教學專業成長，不斷改進教學策略與方

法，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教學評鑑不是新議題，很多學校都已執

行多年，只是不夠落實而已；過去的評量

過程單一又較無信度效度可言，老師對評

量結果的認同度低，故多棄之一旁且少予

理會，學生對評量結果石沉大海，故多抱

以不信任的態度看校方怎麼處理。

但今天的大學法賦予學校協助教師提升

教學成效，教學評鑑與教師評鑑即成為教

育部要求各大學檢視師資品質的重要管考

機制，如何規劃與執行評鑑制度，正考驗

著學校相關單位的溝通共識與配套措施，

因此，不要急著一步到位，允許試辦評

鑑內容並適時修正辦法，才能確保落實執

行，真正做到提高教學效能的目的。

■沈揮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