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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是國內大學的龍頭，無論

師資、教學、資源皆領先群雄，尤其在去

年5年5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獲

得每年30億元補助，更讓臺大領先各校。

其中，臺大也運用經費設立「教學發展中

心」，成為提升教學品質的新單位。

「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於今年8月

10日正式掛牌運作，由臺大政治系教授江

宜樺兼任中心主任，底下設有「教師發展

組」、「數位媒體組」、「學習促進組」

及「規劃研究組」。不同他校的教學中心

由計畫性經費成立，該中心為教務處轄下

的正式單位，初期雖以5年5百億計畫經費

設立，但未來卻不受限於計畫預算。

教學評鑑  協助教師檢討缺點

臺大實施校內評鑑，將近十年，分別是

學院及系所評鑑、教師評估及細部的教學

意見調查。

學院及系所評鑑自民國86年開始實

施，學院、系、所每四到六年評鑑一次，

由臺大聘請校外甚至國外委員進行評鑑，

結果影響系所獎補助，表現不佳的系所必

須改進，可能被要求重組、改變名稱及課

程內容等，未來更是刪減系所員額或退場

的依據。

除了系所評鑑，臺大於民國87年開始

進行教師評估，除依規定免評估的教師，

如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教育部學

臺大教學發展中心

文‧圖／曾美惠
積極提升教學品質

▲ 江宜樺希望打造

臺大教學發展中

心成為教師的好

盟友。

大學最重要的兩項目標為「教學」與「研究」，

過去大學不斷朝研究邁進，輕忽教學，成為大學的危機，

為讓大學提升教學品質，去年教育部推出「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補助大學改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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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獎或國家講座等「重量級」師資可先受

評估外，其餘每位教師在進入臺大後的三

到五年內，教學、研究、服務上的表現都

須被評估，通過者，講師及助理教授每隔

三年、副教授及教授每隔五年，由各學院

實施再評估。

針對教師更為細部的評鑑，則是教師的

教學意見調查，每學期每堂課各有期中與

期末兩次調查，學生針對教師授課表現給

予1到5分，教師期末未達3分者，該學院

及系所會建議改善，檢討教學方式。

要求研習  臺大展現魄力

新設立的「教學發展中心」負責教學發

展的重責大任，希望以「服務」為出發，

成為教師的好幫手。江宜樺指出，在大

學推動教學改革是件困難的事，大學教授

自主性高，無法強迫，過去教務處雖要求

每年的新進教師須參加半天研習活動，但

80到100位新進教師，參加的不到10人，

去年起教務處強硬要求所有新進教師皆須

參加「新進教師研習營」。

江宜樺說，強硬要求教師參加，大概

只有臺大能做，今年會議也將拉到溪頭舉

行，讓教師好好交流與思考，並消除過去

在校內舉辦時，教師來來去去的情況。

真正的服務將從這學期開始，江宜樺

說，學期開始中心將主動出擊，密切注

意教師的需求；如中心將主動致電在多

媒體製作上有需求的教授，詢問是否需要

協助，並提供一對一教學，後續還會開設

多項課程，供教授研習，希望透過完善服

務，逐步在校內建立正面形象，將中心推

銷出去。

以服務為出發

「成長團體」創先例

除學期中不定期的演講、座談、交流

外，江宜樺表示，臺大明年也將推出國內

首創的「成長團體」，每班招收10到15

名教師，每周兩節課，鎖定教學發展與改

善等課程，參加的教師就像學生，除繳交

報告外，必須運用所學於自己的課堂上。

臺大規劃，該課程採申請方式，篩選通

過才能參加，初期將以新進教師或教師評

估、教學意見調查分數較低的教師優先錄

取，讓需要幫助者能獲得協助。為減輕教

師負擔並提高參與意願，參加成長團體的

教師，該學期將可減少兩堂課，這也是最

特殊之處。

另外，授課教師也可申請「課堂建

議」，由資深教師隨堂上課觀察，提供建

言；或以多媒體錄製上課內容，由教師自

己檢視，教師無須支付任何費用，資深教

師的鐘點費與課程錄製費用，全由教學中

心支付。

設置教學助理  學習更有效

今年臺大也將採「大班教學、小組討

論」的教學方式，首度設置「教學助理」

（TA），聘任250到300名碩、博士班學生

擔任，提供碩士生每月6千元、博士班每

月1萬元的助學金，協助教師授課，並輔

導學生、引導學生發言與討論。今年在基

礎學科如物理、化學、國文、英文等共同

科目施行，規劃以25（大學生）：1（教學

助理）為目標，由授課教師提出申請與聘

任，費用由學校負擔。

教學中心則負責訓練教學助理，告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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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助理的基本精神、要求、基本工作與技

巧，並定期舉辦研習會，提供多種諮詢管

道與成長工作坊，協助他們成長。

教學中心非不良教師回收站

教學中心容易被認為是只有不適任教師

才需要去的地方，教師們甚至擔心被標籤

化，常心生抗拒，如何讓教師們願意主動

前來，相當困難。

「我們不希望中心是『不良少年回收

站』，不良少年才能進來接受輔導，更

不希望有人被標籤化。」江宜樺說，中心

更重要的功能是讓優秀教師在此交流，分

享經驗，絕非只有「不適任教師」才能進

出。

除主動出擊提供各種服務外，在教師的

教學協助上，江宜樺坦承，「中心不可能

下令或要求任何教師來接受輔導，也不可

能要求評鑑分數不佳的教師一定要來，只

能等教師們前來尋求協助。」江宜樺說，

教學意見調查由教務處負責，若教師需要

協助改進的缺點屬教學發展中心業務，就

會建議教師尋求協助，但不是強迫。

做教師的好盟友

臺大教務長蔣丙煌也認為，會到教學發

展中心尋求資源的教師，一定是表現中上

以上的教師，因為教學品質很差的教師，

多半無心於教學，可能不會主動尋求協

助。對於這類教師，蔣丙煌強調「不會強

迫」，因為教師有其自主性，不可能強迫

教師接受輔導。教學發展中心雖提供很多

資源與服務，但在此事上只能廣為宣傳，

希望該校教師能多加利用這項服務，提升

臺大的教學品質。

至於教學品質很差的教授，既然無法強

迫，蔣丙煌說僅能提供建議，並要求其提

升教學，若在規定的一到二年內未改善，

就依規定循程序解聘。

「教學中心要廣結盟友，透過完整服

務，讓中心與教師們成為好友，吸引更多

教師主動前來。」江宜樺如此期許。
▲ 教學品質的提升

讓師生互惠，學習

成效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