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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語

以下是訪談紀要：

記者問（以下簡稱問）：近來國內開始

出現「教學型大學」、「研究型大學」等

分類，對大學教學品質有什麼影響？

曾副院長答（以下簡稱答）：國內大

學現在開始有分類的雛形出來，這是正確

的事，但我認為無論哪一種類型的大學，

都應該要優先強調教學。教學是大學的宿

命，任何一所大學的大學部與研究所，都

應具有教學改進措施與提升教學的能量，

因此，包括研究型大學在內，所有大學都

應追求教學卓越。

教育部現在進行的教學卓越計畫已經

發揮帶動效果，許多大學紛紛展開教學改

專訪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談大學評鑑與教學

曾志朗：

做好動態思考的大學評鑑

長期關心臺灣教育，並曾擔任國立陽明大學校長與教育部長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曾志朗，

在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提到嚴肅的高教問題時，不禁收斂起笑容，面色凝重的表示。

曾志朗強調，目前開始進行的大學系所評鑑很重要，有助於各校釐清自我定位，

將辦學目標與特色明確區隔，不再抄襲教育部文宣及指標大學；

評鑑委員則應具有「動態思考」，勿再使用同一個標準去評鑑所有學校，

評鑑結果也不宜排名，否則將是「評鑑的錯誤」。

他同時肯定此次採取「認可制」的系所評鑑，正是秉持這樣的理念來進行。

「國內大學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是長久以來教授只教自己的專業，不顧學生的養成教育！」

文／陳曼玲

圖／葉陶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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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與創新，接下來更重要的是進行評鑑，

透過評鑑去了解學校的教學改進措施與提

升品質的作為，是否根據學校宗旨、系所

目標去設計。所有學校的建置，都應以達

到系所辦學宗旨為目的，全體教師也應設

法讓培育出來的學生，符合系所設定的標

準。

評鑑不宜有共同標準

問：提到教學評鑑，目前國內正在進行

首次的大學系所評鑑，應避免哪些問題？

答：過去評鑑委員常犯的錯誤，就是用

同一個標準去評鑑所有大學。而大學與社

會也普遍存在這種認知的偏差，以為評鑑

要公平，就應有共同的評鑑標準。但同樣

是中文系，臺大中文系可能旨在培養作家

或文學評論者，偏遠大學的中文系則可能

重在訓練學生的閱讀能力，評鑑若一律以

臺大中文系為標竿，去比較各校中文系出

了幾個作家，作家太少的就刷掉不通過，

這樣公平嗎？

之前引發爭議的學術論文篇數排名也是

一樣，評鑑委員不能只看各校SCI、SSCI

有幾篇，就判定學校的品質好壞。如果評

鑑委員只用一套共同標準去評鑑所有大學

系所，那就是評鑑的錯誤，這些委員根本

不了解如何評鑑一個系所的辦學。

有鑑於評鑑委員往往是主導評鑑的最大

因素，我認為評鑑委員隨時都應接受再教

育，以達到永遠用「動態的思考」去檢視

每一所學校。

問：捨棄共同標準的「動態思考」評鑑

應如何進行？

答：評鑑的目的，就是要評鑑系所有無

自己的特色與文化，其作為、課程、養成

教育，是否符合系所的辦學目標及宗旨。

例如某系的目標在培養創意人才，評鑑就

應檢視其安排的課程有無激發學生創意。

若目標在培養國際化的學生，就應檢視系

所有無提出相關的包裹措施，例如鼓勵學

生參與國際組織、與國外交換學生、提供

出國進修獎學金等，而不是只有教英文，

那與其他大學有何不同？

　

措施配合目標  量身打造特色

從課程與教學措施反映辦學宗旨，是評

鑑必須達成的表面效度。系所評鑑就是要

檢視系所訂出哪些辦學宗旨與目標、想教

出怎樣的學生，而相關課程與配套措施是

否足以達成這個目標，甚至連畢業生的表

現也要加以追蹤，以了解訓練出來的學生

是否達到當初所訂的標準。

既然評鑑在檢視辦學措施與目標的關連

性及達成度，各大學系所就應量身訂製屬

於自己的辦學宗旨與目標，且應根據學校

資源、地理位置、歷史背景，制定合宜的

目標與學生特質，一旦訓練出來的學生符

合辦學目標，並被評鑑出具有特色，這個

學校無論大小，就成功了。

問：國內有一百六十多所大專校院，

每校每系都得有自己不同的辦學目標與特

色，做得到嗎？

答：高等教育現在的問題，就是每間大

學的辦學目標與宗旨幾乎一樣，但臺東的

大學與臺北的臺灣大學明明就不同，訂的

目標卻都相同，不是很可笑嗎？大學辦學

應考量自己的能量究竟在哪裡，而不是大

家在抄一個教育部給的辦學宗旨。不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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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大學都想變成臺大。

　

教學＞研究  排名很無聊

我要再次強調，評鑑可以協助學校定

位，釐清辦學宗旨，按自我特色去發展，

因為系所評鑑就在檢視系所提供的措施，

是否足以達成自訂的辦學目標，而這個

目標應可以培育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在

此之下，評鑑委員切記不能用一套共同標

準去衡量所有學校，而教學卓越也應是所

有大學最優先考量的層面，遠勝過研究卓

越。

問：既然評鑑標準各校不同，評鑑結果

可以排名嗎？

答：當然不行。排名是很無聊的事情，

我不贊成將大學排名比較。現在社會還充

斥著評鑑就要排名的錯誤觀念，是因為家

長希望根據排名讓孩子上學、學生希望根

據排名選擇學校。文化是要慢慢形成的，

我們現在處於mismatch的階段，必須多多

宣導，才能扭轉過來。

很高興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正在進行以教

學為主的大學系所評鑑，就是採用不排名

的認可制。但未來如果只看學校的研究競

爭力，或者想了解某個學門領域的研究能

量是哪個學校最好，仍可以進行單項排名

甚至跨國比較。

　

大學教授應進行自我評鑑

問：您一再提到大學教學的重要性應優

於研究，到底臺灣的大學教學出現什麼問

題？

答：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大學教師只教

他的專業，不顧學生的養成教育是什麼；

只管把自己的物理、數學等專業教好，卻

不管學生有沒有人文素養、應該具備哪些

內涵，才是一個完整的好學生。這樣的老

師，怎麼能夠在我們的大學存在？但多少

年來，臺灣的大學普遍存在這種教授。

我覺得很遺憾，大學教授應該是一群會

思考、有批判性的人，進入大學就應該自

問：我要培養出一個怎樣的學生？若只認

為教好自己的專業，其他都不關我事，這

種人就不應該在大學工作。

問：如何才能改變大學教師的心態，並

改進教學品質？

答：學校發給學生填寫的教師意見調查

表中，不能只問老師上課教得好不好，也

應詢問「老師有沒有關心學生其他發展」

等問題，讓老師知所警惕。此外，學校必

須給予教師教學技巧的指導，以及學習心

理、學習歷程的知識，不要以為博士都會

教書。

　

大學對教學成效應有強力作為

而老師也應進行自我評鑑，每堂課下

來捫心自問：學生感到滿足嗎？有沒有投

以理解交會的眼光？還是都在打瞌睡？學

生打瞌睡，老師一定要先檢討自己錯在哪

裡。學生如果成績落後跟不上來，學校則

應強力介入，主動提供輔助措施，不能放

任學生自我改進，這等於是課以他們一個

不能承擔的責任。

我認為，大學如果不能改善學生的學習

成效，那就不該再繼續辦學，除非它只是

為了賺取學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