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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出刊的遠見雜誌，做了臺灣首

份設計校院排行榜調查，私立的實踐大學

設計學院以15項評比都是第一的突出佳

績，贏得壓倒性冠軍，成為業界眼中臺灣

TOP1的設計學院。但該院院長安郁茜受

訪時卻語出驚人的表示，在教育部大學評

鑑中，實踐設計學院總是最後一名。

　

系所評鑑 沒有倒數第一

筆者不清楚過去教育部大學評鑑是否真

的把實踐設計學院評為倒數第一，但可以

確定，此次大學系所評鑑，絕對不會有系

所拿到最後一名，因為評鑑方式是採「認

可制」，只有「通過」、「不通過」、

「待觀察」三種結果，沒有評比排名。比

較需要關心的是，若實踐設計學院的辦學

成果真如排行榜呈現的這麼好，那麼有沒

有可能在此次系所評鑑中，被評鑑委員評

為「待觀察」甚至「不通過」？

此次遠見雜誌所做的排行榜調查，34

位國內設計界的受訪菁英，在師資陣容、

設計課程、參與設計競賽能力、學生具

豐富想像力、畢業生具長期發展潛力、國

際視野等項目上，都評實踐設計學院得分

最高，而且所得分數遙遙領先排名第二的

學校。又根據實踐設計學院的網站，早在

2001年至2003年間，該院就得過476個

獎，國內外設計展演也多達145項，產學

系所評鑑會失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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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計畫共48案、589件。可見該校在設

計界受到相當的肯定。

本文欲以實踐設計學院為例，深入探討

此次系所評鑑的關鍵性問題：評鑑指標與

評鑑委員的觀點。

尺度自訂 教學勝於一切

此次評鑑機制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在於

尊重系所辦學理念，鼓勵系所多元發展，

不用同一把尺去衡量所有學校，也不做校

際比較，改用系所自訂的辦學目標來衡量

自己，是否照自設的辦學理念來辦學？是

否達到預定目標？是否偏離目標？如果有

所偏離，有沒有自我改善的修正機制？

換言之，如果系所的辦學目標模糊不明

確，對於培養什麼樣的學生，師生都不清

楚，也無自我改善機制，這種系所就有可

能被評為不通過；另外，若有系所的課程

設計不符合辦學目標、專兼任老師的專長

與教學科目不相符、系所老師對學生的學

習沒有投入心力，也有可能不被認可。

但是，如果辦學目標明確、課程設計得

當、老師努力教學，尤其畢業生出路好、

口碑佳、實力在業界獲得肯定，這樣的系

所，即使老師研究成果少、博士學位師資

不足、生師比未達合理比例，以筆者的觀

點認為，評鑑結果沒有理由不予通過。

更進一步來說，如果SCI、生師比、博

士學位師資的統計數據漂亮，但培養出來

的學生能力很差，對於這種系所，難道就

要給它認可嗎？

評鑑「活」起來 系所「做自己」

指標是死的，評鑑則是活的。評鑑結

果如何，評鑑委員應該根據各種資訊綜合

判斷再決定，而不應被刻板、量化的指標

所侷限。如果此次系所評鑑，評鑑委員仍

然僵化的依靠指標，而不能靈活的綜合判

斷教學成果，我認為這樣將會導致評鑑失

靈；如果評鑑中心辦理的系所評鑑最後演

變成這番局面，那最後不被認可通過的應

該不是系所，而是評鑑中心自己。

在教學為主體的前提下，系所評鑑的項

目與指標，應該僅作為評鑑委員的參考，

面對不同學科、不同領域與不同時空，

評鑑委員都應該有彈性處理的裁量權，不

應被僵硬的項目及指標，限制了自己的評

斷。另一方面，系所也應該認清自己的目

標，勇於「做自己」，不要為了求認可通

過，而盲目的隨波逐流。

儘管各系所的評鑑結果，是由評鑑委

員的專業意見與「認可審議委員會」做最

後決定，包含筆者在內，其他人都無權干

預，但基於尊重每個系所的那把尺，能夠

認識自己、做好自己、培養出優秀畢業生

的系所，都應該在此次評鑑中被肯定。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