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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務及教學的觀點出發

搜尋「莊榮輝演講下載」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 IEET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IEET

營建工程系 IEET

化學工程系 IEET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 IEET

高階科技研發碩士在職專班 系所自我評鑑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系所自我評鑑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IEET

電機工程系 IEET

資訊工程系 IEET

光電工程研究所 IEET

本校各系所都有相對應的專業評鑑 2

設計學院
建築系 IEET

設計系 系所自我評鑑

人文社會學院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系所自我評鑑

應用外語系 系所自我評鑑

應用科技學院

醫學工程研究所 IEET

應用科技研究所 系所自我評鑑

色彩與照明科技研究所 系所自我評鑑

專利研究所 系所自我評鑑

管理學院

工業管理系 AACSB / EQUIS

企業管理系 AACSB / EQUIS

資訊管理系 AACSB / EQUIS

管理研究所 AACSB / EQUIS

財務金融研究所 AACSB / EQUIS

科技管理研究所 AACSB / EQUIS



自辦品保目的
(1) 彰顯自主特色
(2) 深化品保文化
(3) 公開辦學資訊

3本週期自辦評鑑的重要變革

與自己比較

變成習慣

一切上網



4

制度重要變革
(1) 簡化整併項目
(2) 強化追蹤管考
(3) 提升審查效能

本週期自辦評鑑的重要變革



1
評鑑精神

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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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心得報告
為何需要評鑑
達成教學目標
展現學習成效

6



組織制度品牌
學校藉機練兵
系所反思前瞻
定期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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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工程

自我評鑑可帶動全系的教學活動與制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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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目標

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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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 (WEF, 2020)

做
事

做

人

都是基本能力
與核心素養

基
本
能
力

核
心
素
養

2025

分析思考與創新

解決複雜問題

批判性思考與分析

創新、創意、創業

推理、解決問題、構思

領導力、社會影響

自癒力、抗壓力、彈性

自學力、學習策略

科技應用與調控

科技設計與

←分成「解決問題、科技應用、自我管理、團體合作」四大類

世界經濟論壇
Top 10 skills

誠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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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
(1) 解決問題能力
(2) 批判性思考力
(3) 創意及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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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鑑制度

準備資料委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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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
具有相關經歷
外部業界校友
注意身份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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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適當委員
已經成功一半

經驗時間熱忱
天使老虎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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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早報告委員
瞭解整體流程
系所教育目標
重視初審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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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程

時 程 負責單位 工作項目

2025/06 -16 m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提出年度評鑑計畫送審認定

2025/07 -15 m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組成受評單位評鑑委員會

2025/10 -12 m 受評單位組成工作小組 提出『自我評鑑報告書』

2026/04~05 -6 m 內部自我評鑑及實訪* 書面審查意見及改善

2026/06~08 -4 m 密切聯繫外評委員 書面初審及回復

2026/10~11 0 外部自我評鑑實地訪評 提出『評鑑報告書』

2026/12 1 m 受評單位 提出『改善計畫及時程表』

2027/2 3 m 受評單位 提出『自辦品保結果報告』

*請利用內部自我評鑑跑一次流程、找出問題並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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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啟動

系所啟動

報告書

內評

外評

改善計畫



4
準備過程

單位全面啟動

17



請多橫向勾稽
學校整體成果

加值整合格局

You are not alone!
教務處、學務處、國際處、教發中心、通識中心、語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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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由核心能力檢定學習成效

先討論系所『教育目標』為基本指南，再凝聚各項『核心能力』

並依此『規劃課程』以便達成並且檢定學生最後之『學習成效』

規劃課程

學習成效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由學習成效
回來檢討…

根據核心能力
規劃配合課程

再依教育目標
擬定核心能力

教學評量檢視
學生學習成效

我們想教出
怎樣的學生？

檢定學習成效：

(1) 傳統考試成績、證照

(2) 等第制評分

(3) 總整課程 (Cap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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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課程深化
展現學習成效

創新課程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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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碗教學

翻轉教學

PBL, Capstone

Case study

TA 制度

跨域學習

社會實踐

…



蒐集佐證資料
表格作圖呈現
關鍵影音照片
感人案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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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學習成效
學生課程評量
推動深碗課程
特色總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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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ST

特色競爭力

總整課程

總整教學實驗室

核心能力
解決問題
團隊合作
領域整合

學習成效
檢核方式
校友問卷
雇主問卷

結合產業技術及設備

以實作為學習核心

已經完成
18 個

Capstone Lab

教學創新：Capstone Lab

Capstone Lab招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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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一特色：總整教學實驗室 24

智慧機械及製造 Capstone Lab聯合光電 Capstone Lab

虛擬實境 Capstone Lab (動捕裝置) 虛擬實境 Capstone Lab (期末展示)



本校 107 年度

申請 19

通過 14

本校 108 年度

申請 31

通過 21補助總金額 411 萬

補助總金額 660 萬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教學實踐研究
(1) 教育部版的科技部計畫

(2)分成各專業及共教領域

(3) 需有教學實踐具體事實

(4) 具研究目標方法及結果

(5) 成果可發表為教學論文

(6)列入評鑑或升等之成果

(7)技職院校通過率為 42%

(8)經費不多但具特別意義

25

本校 113 年度

申請 54

通過 25

補助總金額

990 萬



臺 科 大

每個臺科學生除了自己的專業外，至少擁有一項跨域能力！

Tiger Duck

Benji Rosy

如虎添翼

跨領域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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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加強
(1) 上次評鑑執行成果

(2) 深耕計畫執行亮點

(3) 強化學生自我探索

(4) 在校生之職涯輔導

(5) 畢業生之流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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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諮詢
提早準備
徹底預演
認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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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Draft
儘早擬定骨架
分工完成細部
安定軍心方向

29



5
訪視當日

展現重點亮點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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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莊不浮華
尊重不卑下
誠懇不平庸
卓越無傲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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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視安排

一日訪視行程 說 明

上

午

1 評鑑委員：會前會 30 min

2 學校主管致詞 10 min

3 (學院簡報) Optional

4 系所簡報 30-40 min

5 教學研究空間及設施訪視 60 min

下

午

6 與教師、行政人員晤談 60 min

7 與學生、畢業生晤談 60 min

8 檢閱相關資料 30 min

9 全體綜合座談 30 min

10 (評鑑委員撰寫總結報告)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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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感動
審查委員

訪視當日的報告與參訪至為關鍵！

Steve Jobs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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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創意

驚喜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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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報告
內容精簡有力
重點亮點特點
必備佐證資料

35



突顯亮點
教學制度創新
學生學習成效
畢業校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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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鋪陳突顯亮點
圖表、故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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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與教學 一、現況描述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2-1

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符合之

情形

[p.35]

1. 全校課程規劃與運作： [p.35]

(1) 教育目標 (2)基本能力＋核心素養 (四步驟迴圈)

(3)實體課程與潛在課程規劃

(4) 課程規劃組織：各級課程委員會*

2. 通識與共同教育規劃： [p.36]

(1) 通識教育：15 學分六向度、精誠

(2) 共同課程：國文、外語、社會實踐、體育課

3. 專業課程縱橫向規劃與學院實體化： [p.39]

(1) 縱向規劃：Cornerstone-Keystone-Capstone*、地圖

(2) 橫向規劃：臺大系統、雙輔、學程、微學程

(3) 學院實體化：院學士班、亮點、創業學程、微學程

4. 教學創新課程： [p.42]

(1) 優化課程鏈結社會需求：業師、實務、總整課程*

(2) 彈性課程、學分、學制：微學程、彈性學分

(3) 翻轉教學：媒體雲、Zuvio、MOOCs、數位遠距課程

(4) 教師創新教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TA*, PBL*

5. 就業能力及職能課程： [p.49]

(1) 職能課程：調整課程、協同教學、實務專題

(2) 校外實習制度：安排輔導、博覽會

(3) 產業學院：產業學程、產碩專班、產業個案

(1) 以校訓為總目標，跟隨著核心能力、

課程設計、成效驗收等均已成形，每

年以四步驟迴圈滾動修正。

(2) 建立由 Capstone 延伸到 Cornerstone

的各級教學體系，各系努力經營。

(3) 完成重點教學創新：跨域微學程、數

位遠距教學。

(4) 教師投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過率七

成。

(5) 努力招募國際學生，校內英語授課相

當普及。

(6) 課程與產業鏈結密切，教師與學生均

可無縫接軌。

(7)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運作極順暢，在教

學與研究上充分發揮跨校、跨域合作。

(1) 基礎課程的內容與實作設備，應

加強深廣度。

(2) 專業系所資深教師投入學校通識

課程或者基礎課程較少。

(3) 科大入學管道多元，部分同學外

語基礎不足。

(1) 以深耕計畫投入資源補助基礎

課程之人力及設備等。

(2) 將大力宣導並設立獎勵制度以

鼓勵資深教師投入通識課程或

基礎教學。

(3) 實施分級授課與適性教學，強

化外語課程環境與補救教學。

2-2

課程與教學所需設施之關聯

情形

[p.51]

1. 圖儀設備經費：本週期增加 5倍 [p.51]

2. 教學場所及設備： [p.52]

(1) 圖書資源：共用圖書費 312 萬元

(2) 數位教學：資訊講桌更新、數位教材、遠距教學*

(3) 體育課：各場館運動設施

3. 教學創新軟硬體設備： [p.55]

(1) Capstone Lab：各系建立特色實驗室*、PBL教室

(2) 學生學習中心：體現自主學習*

(3) 遠距教學：新冠防疫密集遠距課程

(4) 自主學習線上平台：OCW 媒體雲等

(1) 各教學單位課程規劃相當成熟，教學

體系完整。

(2) 各系建立特色 Capstone 課程，努力

經營為招牌課。

(3) 已逐漸建立全校數位教材與遠距教學

平台。

(4) 結合企業成立聯合技術研發中心，爭

取業界捐贈軟硬體支援教學。

(1) 本校空間極度不足，嚴重影響授

課、學習、研發、活動等日常業

務。

(1) 公館校區幾乎不可能擴增，只

能善用現有空間精緻經營，但

也積極開發新竹校區。

2-3

師資結構與提升教學成效之

作法

[p.59]

1. 本校師資現況：生師比 22.0 [p.60]

2. 提升師資質量： [p.60]

(1) 專案教師年增：41, 44, 40, 61, 104

(2) 彈薪制度：三成獲彈薪、傑出獎

(3)多元升等：研發成果型、教學實務型

3. 改善教學品質： [p.65]

(1) 教師專業發展：啟動經費、新師營、社群、工作坊

(2) 實務經費鏈結產業：兼任產官學、赴產業研習

(3) 教學品保 (PDCA)：國際認證、教學評量、三年評鑑

(4) 主辦臺灣教學資源中心 TTRC*：全國椰林講堂

(1)許多教學單位獲得國際教育認證，教

育體系健全。

(2) 教師之研發能力及產業連結關係相當

強，外籍教師比例高。

(3) 地處公館文教生活圈，且三校系統緊

密連結，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1) 本校生師比過高。

(2) 教師待遇與空間不如國外大學，

競爭不易。

(1) 增聘專案教師補足，並輔以兼

任或合聘。

(2) 以彈性薪資與多項教學及研究

獎勵辦法鼓勵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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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wrong?



以 IR 大數據分析教學評量值

評量值

學 期 (1) 定期且巨觀的多元觀察值得參考

(2) 學院的長期努力忠實呈現在曲線

(3) 關鍵制度確實影響學校整體表現

頂尖大學計畫

通識課程的評量值都較低

必修或選修

修課人數

填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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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問卷調查： (a) 大學部新生、畢業生

(b) 研究所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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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 (n =364) vs 校友 (n = 2,144)
%

調查臺大畢業生最不足的職場能力，雇主與校友看法完全相反！

臺大畢業生及雇主問卷調查結果相反 40



6
預期成果
四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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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不足
人力不足
經費不足
制度不齊

長程規劃

中程規劃

短期規劃

馬上規劃

42



把握評鑑結果
短中長期計畫
找對行政窗口
每年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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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重要嗎？
1.1x1.1x1.1…
0.9x0.9x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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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0.59

生命演化是經過無數次細微改變



資訊公開上網
評鑑總結報告
委員意見回應
自我改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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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主軸
Input→Output

→Outcome→ Impact

46

→Impact

設立跨域微學程→提供跨域課程→跨領域能力→培育領導人才

教學助理制度→變化教學環境→促進學生學習→影響全國教學

投入多少？
產出若干？

學習
成效

社會衝擊
極為珍稀

建立 Capstone Lab→提供總整課程→特色專業力→特色競爭力



以教育彩繪世界的未來

人才是邁向頂尖的唯一關鍵
Human resource is critical to achieve the university excellence

Education brings the world a colorful future

END



(1) 為何要隨時更新網頁並突顯本系特點亮點？

(2) 為何團體中每一個成員都要明瞭所有事項？

(3) 評鑑過程中若出現重大失誤應當如何處理？

(4) 發現時間已經絕對趕不上你將要如何面對？

(5) 應如何面對委員不合理又苛刻的尖銳批評？

Cas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