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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分享

一.背景：買方市場

二.評鑑的理念：提升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三.評鑑的目標：工作保障

四.策略：聚焦中小企業

五.評鑑的精神：參與者的貢獻度

六.結論：心態(熱情、責任)



一. 背景：買方市場

• 量變質變：少子女化

• 社會觀念：城鄉差距

• 經濟環境：產業升級



迫近的危機

⚫少子化 人數遽減
➢「立法院曾預估會關閉64所大學」

➢賴鼎銘說，即使挺過105風暴，還
有117年第二波少子化

➢ 1/3的大學會受到衝擊

➢ 先關系所、再併校

➢ 1萬多名教師面臨失業



迫近的危機(續)

⚫十二年國教 延後分流
➢大部分的學生最終都是要進一般大學或科技大學

➢顯見十二年國教教出的學生就是大學或科技大學要用的

➢他們的好壞怎會與大學或未來競爭無關？

⚫十二年國教即將實施
➢愈來愈多高職不敵高中「升學至上」光環，招生困難

➢國立台南高工，今年首度面臨招不滿學生窘境

➢八十八分超低分錄取，創建校七十一年最「慘」紀錄

⚫許多私校已在籌畫重新招收五專生



近10年高中職學校數增減情形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高中高職10年來學生數增減情形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迫近的危機

⚫社會觀念 城鄉差距
➢ 第三級:台北大學.台灣海洋大學.台北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

➢ 第四級:東華大學.宜蘭大學.嘉義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 第五級:聯合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虎尾科技大學.

勤益科技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台中技術學院

⚫今年《Cheers》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大學畢業生排名
➢ 首度擴大到30名，約占所有大學18%。

➢ 特別是排名第21～30名的大學中，科技大學就占了60%

➢ 高雄應用科大、雲林科大、南台科大、高雄第一科大

、台中技術學院、高雄餐旅學院等6所大學脫穎而出。

屏東科技大學在何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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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科大休學人數統計表



迫近的危機
⚫經濟環境 產業升級?

高不成 低不就
➢隨著知識經濟與產業的快速變遷
，未來技職教育應該配合社會及
產業的發展趨勢，培養產業所需
的人才

➢技職教育應該定位於提供就業與
第二專長培養以及繼續進修的功
能，以做為未來12年國教準備

➢將有效減少教育資源的浪費，並
且縮短公私立學校學費差距，提
昇教育品質

➢達到教育資源分配最適當且效益
極大化，並且重新定位技職教育
的功能



二. 評鑑的理念：
提升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三. 評鑑的目標：工作保障



There is no sense of crisis is the biggest 

crisis



四. 策略：聚焦中小企業



⚫目標

➢中小企業

➢人才 技術 資金

⚫作法

➢培育企業需要的人才

➢研發企業堪用的技術

➢開創企業未來的商機

策略



五. 評鑑的精神：參與者的貢獻度



評鑑的目的

⚫評鑑是一種提供有用資訊以供決策的過程

⚫等第制

➢等第制評鑑較著重辦學績效責任的展現

⚫認可制

➢認可制評鑑較著重教學品質的持續不斷改善



本次技專校院評鑑指標規畫方向

• 1. 採改良式認可制取向:
重視輸入面與產出面的連結及持續不斷改進的PDCA迴圈
品質保證模式

• 2. 學校自訂目標與呈現技專特色:
打破一體適用的評鑑標準及目標與特色需由其他評鑑項目
呈現與完成

• 3. 指標項目具彈性:
減少固定得量化標準(包括權重及配分)及去除指標敘述中
必備字眼



本次技專校院評鑑指標規畫方向

• 4. 校務評鑑指標以辦學品質要項理念規劃:

以辦學品質要項為指標設計依據及特色指標融入校務
發展規劃

• 5. 專業類評鑑指標以精緻化辦學品質要項理念
規劃:
特色指標融入系所發展規劃及加入持續自我改善的品
質改善機制設計



評鑑報告書內容

持續改善

評鑑重點: 機制



系所發展目標

⚫現況描述

➢歷史沿革 現有規模

➢行政運作

➢SWOT 自我分析 (招生 就業狀況 )

⚫教育目標

➢我們想教出怎樣的學生

評鑑重點: 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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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需要的人才

系所的定位 培育的學生

思想

原理

技術

應用



核心能力

評鑑重點: 
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
的關聯性

指學生畢業時所具備之專業知識與能力



如何達成

⚫ 課程

⚫ 設備

⚫ 師資

⚫ 組織

⚫ 輔導

⚫ 活動
➢教師研發

➢學生實習

➢社團活動

評鑑重點: 
各類做法與核心能力
的關聯性



如何檢核

⚫在學期間

➢考試 證照

⚫畢業前

➢學習履歷

➢總體式課程

⚫畢業後

➢就業狀況

評鑑重點: 證據



學習履歷

評鑑重點:
課程或活動與
核心能力的關
聯性



總體課程
Capstone
合頂石

Cornerstone
奠基石

Keystone
核心石

評鑑重點:
課程或活動與核心能力的關聯性



意見回饋

⚫學生成就

⚫學生教學評量

⚫教師評量

⚫畢業生意見

⚫業主 校友意見

⚫評鑑委員意見

評鑑重點: 分析



如何改善
⚫ 課程

⚫ 師資

⚫ 設備

⚫ 組織

⚫ 輔導

⚫ 活動
➢教師研發

➢學生實習

➢社團活動 評鑑重點: 
改善措施與回饋意見
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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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教師評鑑制度之缺點

⚫全校單一標準，無法顧及多元之校園
環境

⚫項目繁瑣，無法彰顯教師的貢獻

⚫變更不易，無法因應社會快速變遷

⚫流於形式，無法突顯真實問題

⚫間隔太長，無法立即改善



系所效能與績效責任

⚫具備相同的核心價值與理念
➢確保每一位學生在系上受到重視與栽培

➢學生可以將教師視為學習(工作或生活)的榜樣

➢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與興趣

⚫建構系所的深度與強度
➢教職員與學生能順應未知世界的變化

➢專業系所為學校與社會的重要資產

⚫落實同儕評鑑(peer review)之工作
➢當系所教師數>5人即可啟動



教師評鑑辦法建議修正方向 (I)
⚫目的:
➢關心學生以”應用技術教學型大學”為本校自我定位
。建立口碑，延續本校永續經營命脈

⚫策略:
➢三級教評會明確分工

⚫方法: 
➢學校是行政督導單位
➢學院是實質監督單位
➢系所是專任教師的舞台
➢各中心的專案教、研、輔人員是輔佐與提升專業
教學內涵的創意行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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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鑑辦法建議修正方向 (II)

⚫由系務發展委員會核定

⚫成員: 專任教師/校友/業界/家長/學生

⚫每年開會檢討修正

⚫由三級教評會進行實質評鑑

⚫不合格教師由校中心統一進行必要協助或
輔導

⚫獎懲規定由各院自訂 由學校實質獎懲

⚫配合教育部規定 每兩年評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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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條件
⚫受評四大區塊

➢教學

➢輔導

➢服務

➢研究

⚫各區塊均須通過基本門檻

⚫每年均須提交年度報告供同儕叁考

⚫同儕意見: 受評人所屬單位應有三分之二
教師同意；各單位自聘之校外委員應有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六. 結論：心態(熱情、責任)



36

結 論

⚫教師評鑑只是劃定紅線

➢ 提醒教師應盡職責

⚫同儕評鑑是教師自評的關鍵

⚫ 教師自評是學校自評的核心

⚫ 學校自評是學校特色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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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熱忱（Enthusiasm）
➢來源於希臘字源的“神在其中（God Within)

➢熱忱是一切成功的底蘊，也是必備的核心精神-
--(百度)

⚫責任通常可以分為兩個意義
➢一是指分內應做的事

➢二是指沒有做好自己工作，而應承擔的強制性
義務---(百度)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4.htm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