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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構到產出：深化高教深耕計畫
執行策略與成效展現

▌文／ 陳毓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暨107-111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協調與影響評估計畫辦公室

協同主持人

從
2005年起，教育部便開始推動大學校際之

間的各種競爭型獎勵計畫，諸如：教學卓

越計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發展典範科技大學

計畫，一直到2018年開始推動的高教深耕計畫，

教育部透過逐年提高依辦學績效的獎助經費所占

的比率，藉以鼓勵學校在經費挹注之下，能夠提

升教學研究與學習品質。而高教深耕計畫便是以

改善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習成效為核心，希望各大

學能在此基礎上多元發展，同時考量不同屬性大

學具有不同的使命及任務，希望學校能夠在鼓勵

教師創新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發展學校的

特色，建立支持與協助學生發展的機制，並落實

大學社會責任，以提升大學對在地區域或社會的

貢獻等推動重點下，讓學生成為教育的主體，使

他們在學期間能與社會及產業接軌，具備面對未

來及問題解決的各種能力。

從上述教育部所設定的計畫目標中不難發現，

如何透過計畫經費的投入，讓學校所推動的各種

機制能夠有效地達成計畫目標，可謂是相當重要

的評估指標，然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

育成效要如何能夠在短時間內得以展現出來？在

參與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協調與影響評估計畫的過

程中，計畫團隊成員發現：從各校執行計畫的過

程中，如何能夠確實展現計畫投入後的學生學習

成效（outcomes）是許多審查委員對於學校的期

待與建議，也是多數學校覺得最難具體呈現的部

分，故本文希望藉此提供一些建議供大家參考，

期許在第二期的深耕計畫中，大家能夠從計畫目

標的設定、計畫內容與執行策略的規劃、到計畫

成效的評估與展現等建立完善的機制，以不負大

學成為培育高等教育人才的重要場域。

從設定計畫目標開始

在進行計畫內容與策略規劃之前，所有的學校

都會先針對現有的狀況進行SWOT分析，這些分

析的內容其實是發展計畫目標很重要的基礎，學

校可以將「優勢」作為發展學校特色的基礎、以

「弱點」作為期待經費投入後加以改善的部分、

把「機會」當作學校突破現況的契機，並將「威

脅」作為學校成長的動力！換言之，學校若在進

行SWOT分析時能夠將上述這些原則列入考量，

而非只是羅列出外在環境所造成的限制（如少子

女化），學校才能夠藉此重新思考：在學校發展

願景與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架構下，如何整合校

內以及深耕計畫經費來進行教學與研究資源的妥

善分配與運用。

由此可見，計畫目標的設定需要在校長以及行

政團隊的帶領下，讓全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共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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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並讓參與計畫的主體（學生）實際接觸與

感受到學校在教學品質提升上的努力，大家同

心才能一起為目標的達成而努力。若學校教師

和學生對於計畫目標「無感」，覺得事不關己，

甚或認為那只是學校少數人員分配資源的結果，

則將無法投入計畫的執行，更遑論成果的展現

了。

如何規劃計畫內容

當設定好明確清楚的計畫目標且獲得認同之

後，計畫內容的規劃其實便是多數學校自2005年

各種競爭型計畫執行後所運用的策略，因大學教

育是人才培育的重要推手，故計畫內容必然以提

升教育品質、培養優質人才為主要考量。如改善

教學品質是多年來教育部競爭型計畫皆會納入的

重要目標，希望透過各種創新教學方法、跨領域

學習策略與制度的推動，無不希望讓學生除了學

習專業知識外，還能達成具有溝通、問題解決、

團隊合作、創造思考等21世紀所需要具備的關鍵

能力，將學生視為主體來推動創新教學模式，將

長久以來重視講授、由上而下的教學模式，改以

培養學生能夠自主學習、對於問題能夠具有分析

和解決能力等的各種教學策略。

這些創新教學策略需要教師們共同投入，因此

更回應前一點所言，計畫目標需要全校多數教師

的認同，若教師無法體認培養上述關鍵能力的重

要性，即使提供相關經費或者獎勵機制，教師仍

無法執行創新教學策略；除了教師意願與認同，

學校如何透過相關制度來提供資源，讓教師能夠

持續學習與成長，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以推動

跨領域學習為例，部分學校先從制度面推動降低

系所專業畢業學分要求開始，藉由系所學分鬆

綁，讓學生有時間能夠修習跨領域課程；又或者

推動微學分學程課程，試著讓學生以修習比雙

修、輔系學分還低的微學分學程來嘗試跨領域學

習，上述這些制度面的鬆綁讓計畫內容變得可

行，也能藉此促成教學及學習型態的改變與創

新。

而深耕計畫中相當強調的學校發展特色、高教

公共性，以及大學社會責任等面向，則是為了因

應過去計畫目標過度重視排名與教師研究升等產

出等成果，無形中窄化了大學的發展空間，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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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計畫遂改以鼓勵各大學發展多元能量，考量

大學有不同的使命與任務，讓學校能夠從學校定

位、中長程發展目標，學生特性與未來發展等來

進行規劃，以回應人才培育的基本精神。

計畫成效的評估

當計畫目標設定好、計畫內容規劃與落實推動

後，要如何展現計畫成效是現今相當多學校面臨

的挑戰。計畫成效之所以難以展現，部分原因可

能與過去計畫多以量化產出（output）當作計畫

關鍵績效指標（KPI）加以展現所致；另一部分

則可能與部分成果難以在短時間內展現有關。所

謂的產出是指學校為達成計畫目標時所辦理的各

項活動場次、參與人數（次）、開設的課程數

（修課學生人數）、以及活動滿意度等較明確，

且可加以計算的數據成果。上述這些產出量固然

是計畫投入資源後的結果，但這些結果是否就等

於計畫是有效的、計畫目標已經達成了呢？這是

需要進一步思考與衡量的議題。舉例而言，參與

活動的人數越多、學習成效就越好嗎？有何證據

顯示：參與活動的人比沒有參與的人表現得更好

呢？又或者是否有證據顯示：個人在參與活動前

後有了明顯或可觀察的改變呢？

從上述對於計畫成效展現方式的舉例中不難發

現，相當多關於計畫產出的指標對於經費使用的

管考具有其價值，但要如何展現這些產出能進一

步引發出預期的改變或成效（outcome），則需

要透過更具體的衡量機制來達成。事實上，目前

有部分學校藉由評量學生在參與學校所推動之改

善中文閱讀課程學習前後，其能力進步或改善的

比例來作為衡量課程成效的作法便很符合計畫成

效的精神。此外，學校也可以結合IR（校務研究）

資料，持續分析追蹤計畫推動後，學生在校與畢

業後的表現，藉此回饋調整計畫內容或制度，持

續滾動修正，以求更加精進，讓目標的達成更加

明確可行。

除了上述關於計畫成效的內涵外，在制定關鍵

績效指標（KPI）時，學校也常面臨該如何設定

合理數值的困境：若是設得太低，恐怕會被委員

評論過於保守；但若設得太高，又怕無法達成、

影響下一期所能獲得的獎勵經費；此外，究竟

KPI的目標值是否要逐年提升？藉以展現學校的

「進步」呢？凡此種種是許多學校在設定計畫量

化指標時可能會有的思量。這些疑問的確不容易

找到簡單的答案，然而這些問題背後除了凸顯上

述過度強調產出成果的困境，也意味著學校在設

定目標時是否有務實考量學校現況與未來發展？

滾動修正目標值絕對可行；事實上，近年教育部

皆會請學校可以依照當年度執行狀況修正下年度

的目標值，而修正目標值不僅限於未達標的項

目，更需要檢視已經達標、甚或超標的目標值是

否有在次年計畫書中加以調升？對於沒有達成目

標值的項目，學校需要核實檢討或檢視無法達成

原先設定目標的理由，同時在下一次提計畫的時

候規劃出因應策略，而非只是一味追求數字的提

升，又或者為了避免無法達標，而設定較保守的

指標值。簡言之，計畫是否達成預期目標是學校

自我提升與檢討的基準，並作為計畫滾動修正改

善的重要參考。

結語

從上述討論中可以發現，從建構計畫目標、計

畫內容，一直到計畫成效的設定，是一連串有系

統、有規劃的循證行動，計畫獎勵的目的是希望

能夠藉由資源與經費的投入，讓投入高等教育的

我們能夠成為協助年輕一代在進入完全社會最後

一個準備場所中，能夠裝備自己的知識與能力，

進而成為國家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