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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篇 



評鑑之理念 

•評鑑旨在自我定位，找出差異，確立方向 

•評鑑意在辦學評估，追求卓越，改善品質 

•評鑑猶如健康檢查，瞭解自我，促進成長 

•評鑑重在自我評鑑，參照效標，追求進步 

•評鑑應是常態機制，融入校務，運作規律 

•評鑑注意後設作業，檢視歷程，修正缺失  



大學為何要評鑑  

•菁英教育走向普及大眾教育 

•國際化與全球化，促動教育之市場導向  

•政府財政壓力  

•「錢花在刀口上(value for money)」之績
效責任關注  

•大學校務發展之需求  



教育品質與評鑑 

•教育品質即卓越(excellence) 
–超高標準 

–特色 

•教育品質即完美(perfect) 

•教育品質即目的配適(fitness of purpose) 

•教育品質即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 

•教育品質即轉化(transformation) 
–品質改善 

–附加價值 



大學評鑑之模式 

•認可(accreditation) 
–品質改善為主要目的 

–美國高等教育評鑑為典範 

•評估(assessment) 
–績效評比為主要目的 

–英國研究品質評鑑為典範 

•審核(audit) 
–健全學校機構自我評鑑機制為主要目的 

•標竿學習(benchmarking) 
–學校健全校務經營與發展需求為主要目的 



大學教育評鑑專業化機制 

•靜態面 

–專責評鑑機構 

–評鑑實施計畫 

•動態面 

–受評單位自我評鑑 

–評鑑委員實地訪評 

•內涵面 

–評鑑文化 



解析評鑑計畫之內涵(一) 

•評鑑目的 

–品質改善：找出缺失，進行標竿學習歷程，
擬定改善行動方案 

–績效責任：評比績效(效能、效率、經濟)，
獎懲與經費補助、分配依據，重表現
(performance)指標 



解析評鑑計畫之內涵(二) 

•評鑑內容 

–NWASC（2003）之認可內容 

•機構宗旨與目標、規劃與效能 

•教育學程與效能 

•學生 

•教職員 

•圖書資訊服務 

•管理與行政 

•財務 

•設備資源 

•機構誠信 



解析評鑑計畫之內涵(三) 

•評鑑內容 

–WASC（2008）認可標準 

•界定機構宗旨及確立教育目標(機構以誠信和自
治運作)  

•透過核心功能達到教育目標  

•發展並應用資源與組織結構確保永續發展  

•創造一致力於學習與改進的組織  

 



解析教育評鑑之內涵(四) 

•評鑑方法 
–自我評鑑 

–專業同儕訪視評鑑 

–追蹤評鑑 

•評鑑標準 
–量化表現指標 

–質性描述 

–標準(standard)標竿(benchmark) 

–內涵 
•標準、效標或規準、指標、要素 

•評鑑結果之處理與應用 
–認可、等第、分數 

–結果公開 



自我評鑑二種模式 

•self-evaluation：受評機構根據外部的標
準﹐對本身之目標﹑現況﹑過程﹑及結果做敘
述或分析﹐並將其所得結果撰寫成報告﹐以供
進一步外部訪評之依據 

•self-study：學校基於校務發展計畫之需求，
植基於品質持續的改善與組織的革新之基礎，
強調由學校所有成員參與﹐並在高層主管的領
導下﹐透過各種有效的評鑑機制﹐對學校的輸
入﹑過程﹑及結果等內容進行評鑑﹐以達到改
善導向(improvement-oriented)之目的 



自發性自我評鑑之內涵 
•自我改善導向 

–受評單位自行規劃設計機制 

•一套評鑑標準（架構），受評單位多元表現 
–做什麼 

•教育目標 

–如何做 
•課程設計與教學、學生學習與學習資源、教師專業 

–結果 
•師生專業成果、特色、畢業生表現 

–如何改善 
•自我改善機制 

•自評報告格式與內容 
–彈性化，以能說明教育目標達成為旨趣 

 



實務篇 



免受評鑑基本條件 

•自我評鑑組織與機制健全，且落實執行。 
•自我評鑑機制定期之管考與品質改善 
•自我評鑑委員會校外代表超過五分之三，組成明訂於辦法 
•評鑑項目符合校務、系所評鑑之教育品質內涵 

–教育目標、課程與教學、師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畢業生生
涯追蹤機制 

•評鑑方法包括自我評鑑與外部評鑑 
•外部評鑑天數超過二天，評鑑程序符合評鑑之實務 
•評鑑委員有符合利益迴避之內涵 

–高等教育行政研究與實務之學者專家 
–業界代表 

•最近一次自我評鑑在三年內完成 
•內部人員每學期至少參加過一次評鑑相關課程或研習 
•自我評鑑報告與自我改善計畫 



傳統大學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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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效品質 
保證機制之內涵 

• 學什麼 

–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 如何學 

– 系務治理與經營 

– 課程與教學 

– 學習資源與支援 

• 學習如何評估 

– 學生學習評量 

• 問題如何改善 

– 品質改善機制 



機構與系所之自我評鑑步驟 

•準備與設計階段 

•組織階段  

•執行階段  

•結果討論與撰寫階段  

•實地訪評階段 

 



•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成立「前置評鑑計畫小組」  

–先對評鑑手冊深入規劃與研討，日後轉為指導
小組 

•獲得領導者(校級主管、學程主管)的支持  

•適當的資源投入  

•設計自我評鑑過程 

準備與設計階段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11-15人為宜，校外代表超過五分之三。 

•應有學生代表、專任教師代表 

•職責 

–自我評鑑機制相關議題之討論與研擬 

–自我評鑑相關組織人事之遴聘 

–自我評鑑計畫之討論與決議 

–自我評鑑外部委員之聘任 

–自我評鑑報告之審議 



前置評鑑計畫小組 

•校務評鑑 
–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以行政主管擔任成員 

•專業評鑑 
–院長或系所主管擔任召集人 

–院或系所教師擔任成員 

•職責 
–評鑑實施計畫之解析或研擬 

–評鑑期程之研擬 

 



組織階段 

•成立「指導小組」 

•選擇與訓練評鑑人員  
–工作坊 

–專題演講 

–焦點團體座談 

•建立協調與溝通機制 
–各種會議 

–電子郵件 

–BLOC 

–校園刊物  

 



指導小組功能 

•選擇各工作小組的負責人 
–負責人應為指導小組成員 

•成立各工作小組(根據評鑑標準) 

•提供資料蒐集之方法與管道 

•提出工作小組分配工作的一覽表 

•根據評鑑標準，編製工具 
–要定各工作小組繳交題目之deadline 

•提供或安排所需要的訓練 

•幫助工作小組間的溝通﹑避免工作重複 
–小組負責人宜定期聚會 



評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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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之對象 

•教師與行政人員 

•在校學生 

•畢業校友 

•畢業生雇主 

•學術社群 



資料蒐集之方法 

•問卷調查 

•訪談 

•焦點團體座談 

•觀察 

•文件記錄與檔案 



自我評鑑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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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示 

•設計可說明系所表現之量化數據 
–以參考效標2-2「專任教師之結構與流動之情形為何？」
為例 
•教師級職結構比例、教師流動人數 

•對象之決定 
–參考效標1-3「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
對其瞭解程度為何？」為例 
•對象可能包括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三者 

•資料蒐集方法之設計 
–以以參考效標4-1「教師學術研究表現之情形為何？」
為例 
•蒐集資料之方法可能包括文件、座談、及問卷。  



執行階段 

•工作小組  
–確立評鑑項目之分工 

–提出計畫 
•依既定期程擬定小組工作行事曆 

–資料蒐集 
•設計問卷 

•文件蒐集 

•焦點團體座談 

–資料分析 

–文件檔案夾準備 
•依「計畫、執行、考核」分別呈現 

–提出優勢、缺失、及改善建議 

–撰寫評鑑結果草案 



執行作法 
• 依上表之設計，在既定的評鑑時程內完成 
• 文件部分 

–一個參考效標準備一份資料夾 
–每一資料夾則依品質保證PDCA之架構，選擇適當之文件資料來說明系所

辦學之現況 

• 設施參訪部分 
–確保參考效標相關設施之購置、更新、管理與維護能滿足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需求 
–注意設施參訪路線之環境美化 

• 座談部分 
–可邀集相關之教師或學生依參考效標內涵進行討論蒐集資料 
–各工作小組決定一個共同時間同時進行 

• 問卷部分 
–則依參考效標內涵設計適當題目，以調查相關對象對問卷題目之「重要

性」或「滿意度」 
–宜訂出一個截止期限，然後將各工作小組設計之題目，依據調查對象彙

整後，由指導小組統一進行調查。  



結果討論與撰寫階段— 
良好評鑑報告的內容特徵 

•撰寫結構分明 
–依計畫、執行、檢核三步驟分段撰寫 

•內容簡明 

•重點在關鍵議題上 

•善用量化數據與圖表呈現優勢 

•敘寫觀點是坦白﹑平衡的 

•內容對不同的讀者應具有效用 



結果討論與撰寫階段— 
撰寫報告應注意之事項  

•指導小組應扮演重要角色 

•評鑑報告中重要議題之處理 
–重要優勢與改進契機  

–提出對變革的承諾與執行計畫的策略  

•評鑑報告中佐證資料之處理 
–附錄或參考資料  

–統計表格與指標  

•利用電腦協助文書處理工作  



＊ 項目：校務執行成效與未來發展 

   1.現況描述 
     依訪評參考效標逐一依計畫、執行、考核三部分說明現況， 
   

        態進步情形 
   2.優點與特色 
     綜合上述參考效標現況描述，整個評鑑項目分點說明。 
   

   3.問題與困難 
     盡量淡化 

   4.改善策略與行動 

 ＊項目二： 

 ＊項目三： 
 ＊項目四 
 ＊項目五 
 總結 

 附錄 

自我評鑑報告大綱樣式 

由系所根據評鑑項目,採量化數據或文字描述說明系所之現況 



實地訪評階段 

•校務二天為宜，專業一天為宜 

•委員校務11-13人為宜，專業每一系所3-5人為宜 

•委員可自評鑑中心資料庫遴聘 

•委員利益迴避務必遵守 

•流程 

–簡報、設施參訪、資料檢閱、人員晤談、綜合座談 

•結束後立即召開檢討與改善行動因應方案會議 

 



教師之自我評鑑(一) 

•學生教學評鑑結果 
–評鑑結果 
–自我改善策略與行動 

•個人自評 
–學術榮譽 
–教學 

•教學負荷(授課時數與科目記錄) 
•課程內容與教材教具 
•學生學習輔導與研究生指導 
•教學專業成長 
•教學優良事蹟 
•學生成就表現 

 



教師之自我評鑑(二) 

–研究與專業表現 
•研究數量與品質(著作目錄、研發成果與專利) 
•研究與教學契合程度 
•研究與專業表現之貢獻（分學術發展與社會進步） 

–校內外專業服務 
•校內 

–校、院、系級之服務 
–推廣教育服務 
–學生輔導服務 

•校外 
–專業領導服務 
–學術專業服務 
–產業社群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