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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泓誠．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紐西蘭微證書之發展與品質保證

微
證書（micro creden�al）為近年來新興之

教學模式，由於科技的發展、更彈性的

學習需求、勞動力市場的快速變化、教學方法

的轉變及學生的多元學習經驗，提供線上課程

或微證書已為高等教育機構的趨勢（Alsobhi et 

al., 2023; Hou et al., 2023; OECD, 2021），藉由小

單位的學習量、專業技能或知識的學習，以及

時間與授課方式的彈性途徑（OECD, 2021），促

進學習者得以具有個人化學習、能力導向的發

展以及有效率的投資成本（Hunt et al., 2020），

進而達成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之願景。

以亞太地區的微證書發展而言，主要以馬來

西亞與紐西蘭之發展較為成熟，理由為其具有

清楚的品質保證準則以評估微證書，且學習成

果需對應資歷架構上的階段分類。在紐西蘭教

育的品質保證系統當中，各教育階段之品質保證

系統主要由紐西蘭品質保證組織（New Zealand 

Qualifica�ons Authority, NZQA）負責，而為了賦予

紐西蘭8所大學擁有其自主權，將由「紐西蘭大

學學術品質局（Academic Quality Agency for New 

Zealand Universi�es, AQA）」及「紐西蘭大學學術

課程委員會（Universi�es New Zealand Commi�ee 

on University Academic Programmes, CUAP）」

以學術審核的方式進行大學的品質確保（侯永

琪、呂依蓉，2019）。因此，紐西蘭大學以及

NZQA所認可的教育機構所提供的微證書之內

涵及採用準則有些許差異，本篇將根據NZQA於

2024年所頒布的「微證書項目、准許及認可指

南（Guidelines for micro-creden�al lis�ng, approval, 

and accredita�on）」（NZQA, 2024a），以及CUAP

所頒布的「CUAP Handbook 2023」（CUAP, 2023）

進行紐西蘭微證書之介紹。

紐西蘭微證書之發展與定義

根據Fisher & Leder（2022）的整理與描述（表

一），NZQA最一開始於2017年時進行微證書

的試辦，以確立微證書發展上的評估與等效性

（equivalency），而在2018年時正式認定微證書

的提案，並於同年修訂培訓計畫規則（Training 

Scheme Rules）之際進行微證書的陳述與介紹，

旨在達成三項需求：一、提供工作及資歷註冊之

途徑；二、提升現職、轉職及非在職學習者之技

能；三、回應緊迫或新出現的技能需求（NZQA, 

2024a）。接著在2019年之後強調微證書相關內

容與措施的改革，建議擴大微證書的架構，並期

許納入更多產業以提供彈性的學習途徑，並將微

證書作為職業培訓的管道。

NZQA將微證書定義為「一種學習的單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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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滿足特定學習者、雇主、機構、社群和毛利

（iwi）的技能需求」，而NZQA所批准的微證書

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證明一套連貫的技能和知識的習得；

二、滿足特定需求；

三、需進行測驗評估；

四、 不能超過40學分（1學分相當於10小時的

學習時間）；

五、 需呼應紐西蘭資歷架構（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nd Credentials Framework, 

NZQCF）之任一階段；

六、 須由NZQA或紐西蘭大學（Universi�es New 

Zealand）進行品質保證；

七、由NZQA認證的教育機構提供。

另外，紐西蘭8所公立大學所採用的定義大

致為「微證書為獨立的（stand-alone）學習

形式，通常介於5學分至40學分」（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20; University of Otago, 2024; 

Massey University, 2024a;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24a），且可作為大學學歷之正式學分。根據

CUAP的規範，由大學提供的微證書必須符合五

項準則：

一、 階段（Level）：需客觀且一致地評估相對

應NZQCF所列之階段；

二、 學分（Credit）：學分數需與大學所提供的

相似課程學分數一致；

三、 評估（Assessment）：需有足夠的機制以

確保學生已完成作業與評量；

四、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微證書的

設計、運作與評估需有可靠的品質保證；

五、 產 業、 雇 主 與 社 區 支 持（Industry, 

employer and community support）：有相

關產業、雇主或社區的支持。

紐西蘭微證書之實施與提供

截至2024年9月，已在NZQA上註冊且獲得許可

的微證書共計488件（NZQA, 2024b），共有94個

機構提供，自2018年以來，每一年獲得認可的微

證書數量為直線上升的狀態，而這些課程所呼應

到的資歷架構階段多為階段3（約32%）及階段4

（約22%），對應高等教育階段（即階段7之後）

之微證書總計31件（約6%），而目前尚未有對

應碩士資歷（階段9）與博士資歷（階段10）之

微證書，如圖一所示。另外，學分數的設計上介

於3學分至40學分：10學分以下的微證書共計186

件（約38%）、11至20學分的微證書共計157件（約

32%）、21至30學分的微證書共計93件（約19%），

以及31至40學分的微證書共計52件（約11%）。

此488件紐西蘭微證書的主要領域共有12

個主分類，分別為：「農業、環境與相關研

究（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and Related 

Studies）」、「建築與興建（Architecture and 

表一 紐西蘭微證書之發展歷程

年分 事 紀 詳細內容

2017 微證書試辦 NZQA夥伴關係協定以確立發展上的評估與等效性

2018
討論文本釋出 NZQA正式認定微證書提案

培訓規劃規則之修訂 紐西蘭資歷架構對微證書的正式認定

2019 職業教育改革 建議擴大微證書的架構以認定微證書的堆疊性

2020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 2020 統一教育系統以促進更多產業投入及彈性開發及提供教育產品

2021 職業教育改革（續）
擴大與鞏固微證書於資歷架構內的作用；建議使用微證書以取
代所有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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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創造藝術（Creative Arts）」、

「教育（Education）」、「工程與相關技術

（Engineering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食品、觀光與個人服務（Food, Hospitality and 

Personal Services）」、「健康（Health）」、「資

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商業與

管理（Management and Commerce）」、「綜合

領域（Mixed Field Programmes）」、「自然與物

理科學（Natural and Physical Sciences）」、「社

會與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其中以工程與

相關技術領域占最大數（約21%）」，而創造藝

術與教育領域則為較少開發之領域（圖二）。

另外，紐西蘭8所大學所提供的微證書領域亦

與上述領域相似，以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2024b）為例，奧克蘭大學提供工

程（Engineering）、科學（Science）、醫療與

健康科學（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教育

（Educa�on）、藝術（Arts）及商業（Business）

領域之微證書，學習途徑可為面授、混合及線上

模式，某些課程具有註冊的要求（如相關背景

或學歷）且須進行學習成果評估，完成微證書

後可獲得奧克蘭大學之學分或列入相對應之研

究生課程（postgraduate programmes），學習者

可決定學校成果的積分轉換或使用；另以梅西

大學（Massey University）（2024b）作為範例，

其開設一系列微證書為「大學準備（University 

Readiness）」，針對大學學習的學術閱讀、寫

作、批判思考及運算能力等項目開設為學分，

以自訂進度、免費及全線上模式提供剛入學的

新生累積自身技能與知識，以做好進入大學的準

備。

紐西蘭微證書之品質保證

NZQA旨在確保由NZQA認可之教育機構所提

供的微證書品質，在NZQA的規範當中，每一

微證書需列出其課程之詳細資訊，如：「目的

（Purpose statement）」、「 成 效（Outcome 

statement）」、「 內 容（Content）」、「 先

圖一 已向NZQA註冊之微證書所對應之NZQCF階段分布圖（截至2024年9月）

學習階段2：53（11%）

學習階段8：21（4%） 學習階段1：6（1%）

學習階段7：10（2%）

學習階段6：50（10%）

學習階段5：87（18%）

學習階段4：104（22%）

學習階段3：156（32%）

學習階段1-2（跨階段）：1（小於1%）



18   第113期 114.1

焦點
  話題

備條件（Admission）」，另可確認其微證書

之「教育途徑（Educa�on pathway）」、「就

業 途 徑（Employment pathway）」、「 標 準

（Standard）」及「可提供此微證書之教育機

構（Education Organisations that can deliver this 

Micro-creden�al）」。此外，若是以毛利語

（Māori）作為主要授課內容的微證書，將以

「Te Hono o Te Kahurangi框架」進行微證書的評

估。

另外，當紐西蘭大學欲實施微證書時，需有相

關架構或政策說明其開發微證書之評估、學分、

品質確保、實施程序及相關內容的闡述，且應

遵守「CUAP Handbook 2023」中有關微證書的規

範。各大學亦有其相關措施以確保微證書的品質

保證，如奧克蘭大學規定所有微證書必須每年由

學術單位進行審核，以確認該微證書是否達到其

目的、學生評估所提及的問題、教學方法與評量

的適當性、學習成果是否妥當以及是否有持續來

自產業、雇主或社區的支持，而提供微證書的

教師需每年向學術計畫委員會提交報告，該委

員會將針對能否繼續提供微證書及是否有相關

附加條件做出最終決定；另外，坎特伯雷大學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則是由「學術管理委

員會（Academic Administra�on Commi�ee）」下

屬之「微證書學術委員會（The micro-creden�als 

Board of Studies, MCBS）」進行微證書的審查與

認可，由MCBS所批准的微證書有效期限為5年，

微證書的申請須根據範本且需制定評估計畫，其

中學生反饋為必定的評估向度。

紐西蘭微證書之發展潛力與挑戰

綜觀以上論述與發現，紐西蘭微證書的提供在

政府政策以及資歷架構的支持之下，考量市場或

產業上對於知識或技能的學習需求，紐西蘭微證

書在NZQA與CUAP的監控之下得以系統性發展，

且主要以「需求」與「市場連結」作為微證書設

計之發想；再者，紐西蘭微證書的提供者與領域

相當多元，學習者有多種途徑可進行選擇，可作

為自身工作能力的精進與學習，抑或是獲取證書

以作為學習經驗的累積；最後，紐西蘭對於微證

圖二 NZQR已註冊之微證書領域分布圖（截至2024年9月）

農業、環境與相關研究：59（12%）

建築與興建：29（6%）

工程與相關技術：102（21%）

創造藝術：9（2%）

教育：12（2%）

食品、觀光與個人服務：38（8%）

商業與管理：34（7%）

自然與物理科學：15（3%）

綜合領域：34（7%）

社會與文化：57（12%）

健康：36（7%）

資訊科技：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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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學習成果具有多種表徵方式，如以證書、大

學資歷的正式學分或是作為學習經驗的累積，讓

學習者對於學習成果的認定更加彈性。

然而，面臨來自多種教育機構及多元的微證書

設計，紐西蘭品質保證機構如何確保有足夠的資

源進行評估與審查為具有挑戰性，呼應到高等教

育品質保證機構國際網絡（Interna�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on, 

INQAAHE）於2022年所公布的「高等教育品質

保證之國際標準與準則（Interna�onal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Tertiary 

Educa�on, ISG）」（INQAAHE, 2022）之模組三，

外部品質保證機構如何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以審核

短期課程（如微學程）；另外，在NZQA與CUAP

的規定當中，微證書自身無法構成資歷的授予，

因此微證書仍為正式資歷的附加、補充或是學習

經歷之證明，對於微證書學習成果的認定與價

值，仍有許多討論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