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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人士擔任外部評鑑委員。

在自評方式上，系所內部委員必須

先撰寫自評報告，再以同儕檢視（peer 

review）方式，交由三名外部評鑑委員審

查。外部評鑑委員都是相關學門的專家

學者，除了審查書面報告之外，也會到校

實地訪評，與系所師生座談、觀察教學情

形，訪評項目由評鑑中心統一訂定。

最後由外部評鑑委員完成質化的外部評

鑑報告，連同內部自評報告、系所自填的

質化與量化資料，一併送交評鑑中心。評

鑑報告一律以文字敘述提供改善建議，不

打分數。

自評非自誇  挖缺點求改進

楊瑩說，教學單位自我評鑑不是做了就

算，評鑑中心會將各系所的評鑑報告往上

提報，讓學校了解各系所哪些地方亟待加

強、需要挹注經費改進，隔年還會由學校

追蹤改善進度，督促系所設法解決。

令人好奇的是，系所提出的改進需求，

不外乎增加經費、員額與空間，學校都會

照評鑑報告的建議「買單」嗎？淡大主任

秘書宛同坦承，私立大學在這方面受限較

多，但學校基於鼓勵系所自我改進，仍會

全盤考量評估，視情況努力支援。

楊瑩也說，早期淡大各系所普遍都有研

究室不足的問題，經自我評鑑加以挖掘、

曝光之後，學校便投入經費大舉增設研究

室，改善教師的研究環境；再如資訊設備

與多媒體教室的充實，也是自我評鑑之後

所帶來的效益。

尤其今年淡江教評會通過決議，對於各

系所評鑑報告點出的問題，學校必須提供

相對配合的資源協助系所改進，同時於隔

年追蹤改善結果，若仍無明顯進步，系所

自我評鑑（self-evaluation）就是組織本身依據外在的評鑑規準自己規劃、執

行的評鑑活動。

自我評鑑的過程通常包括：成立規劃小組、進行評鑑準備、成立指導小組、

成立自評小組、參加外部評鑑說明會、辦理自我評鑑研習、擬訂具體自我評鑑

計畫、公布自我評鑑計畫、蒐集與分析相關資料、撰寫自評報告、公布自評報

告、自我檢討與改進。

自我評鑑的最大特徵是由組織本身自己評鑑，評鑑是根據外在的規準來進

行，屬於比較被動式以及間斷性的評鑑方式，目的在了解組織在外在規準之

下，各項條件具備與表現的情形，以作為評定組織績效或是自我改進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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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提交檢討報告說明原因，是自己沒有

做到？還是學校沒有配合挹注資源。「這

項決議等於是為系所開了一道門，成為系

所向學校爭取資源的利器！」楊瑩肯定的

說。

追蹤機制  改善體質

也正由於淡江大學自我評鑑開始得早且

做得紮實，楊瑩不諱言，九十三年教育部

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辦理的大學校

務評鑑計畫，淡江大學能夠在「私立一」

中勇奪表現最優的學校殊榮，都得歸功於

這套自我評鑑制度發揮功效，讓學校的體

質大幅躍進。

至於全校各系所自評的時程，則由評鑑

中心統籌規劃安排，往年是每年輪流評鑑

一個學院的系所，九十五學年度起改為每

年評鑑三個學院的系所，以儘速讓全校各

系所都完成兩次自我評鑑計畫，到時即可

將評鑑結果進行比較，檢視系所在自我評

鑑制度激勵下，表現是否真有長足進步。

　

政府不補助也做是關鍵

教育部自九十學年度開始，補助大學校

院實施校務自我評鑑，淡大即連續兩年贏

得最高補助額度八十萬元，但早在八十七

年間，該校便已啟動校務自我評鑑機制，

八十八年進一步展開教學單位評鑑，至今

從未間斷，不受教育部有無經費補助的影

響。

「學校支持很重要，淡大除每年編列

經費進行自我評鑑之外，還有『重點系所

補助計畫』，由學術副校長主持審查委員

會，決定每年補助哪些重點系所，最高一

個系所可獲得四百萬元！」楊瑩這麼說。

宛同進一步指出，淡大的重點系所補

自我研究（self-study）是指組織依據本身的定位與功能，自己探究組織的結

構、運作與人員條件，是否符合既定標準的一種自發性評鑑活動。

自我研究與同儕評鑑是認可制評鑑的要素，自我研究的過程通常包括：成立

規劃小組、分析內外在條件的優勢與劣勢、型塑組織願景與目標、發展實施策

略、擬定實施計畫、執行與檢討、確定分析結果、持續改進。

自我研究是一種內部自發性、經常性的評鑑活動，具有主動、積極、持續的

特色，重點在發現本身的優勢與問題，再根據優勢與問題發展出自我改善、創

造優質、卓越的有效策略，以持續符合外界的期望。

 （作者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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