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評鑑委員訪評意見表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 

指標 優點、特色 待改善及建議事項 

1.1 班制之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力及其制定情形 

1. 教育目標與專業能力之訂定，程序完

整，並依不同學制，分別制定。 
2. 系務管理已有制度化流程。 
 

1. 應訂定學系中長程發展計畫，並據以擬

訂績效指標。 
 

1.2 班制之課程規劃及其

與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之

關係 

1. 系所教育目標的訂定與專業能力的培

養有清楚的對應，並融入課程設計。 
2. 學程規劃完整。 
 

 

綜合評論 

1. 應屆畢業生對教育目標與專業能力的

達成有很好的滿意度。 
2. 系務、課程之規劃管理均上軌道。 

1. 建議訂定系諮議委員會辦法，每年定期

召開會議，審議學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力達成情形。 
2. 建議課程委員會增加業界代表與系友

代表。 
3. 宜以成果導向方式來檢視各項指標之

達成度。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技術系統 

指標 優點、特色 待改善及建議事項 

2.1教師組成與聘用機制及

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

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 

1. 教師組成分佈平均，資深與資淺比率恰

當。 
2. 師資充足且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2.2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及

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力

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 

1. 為配合國際化學程，學系幾乎每位老師

皆教授全英語課程。 
2. 期中預警制度良好。 
 

 

2.3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

其支持系統建置與落實情

形 

1. 教學評量機制完善。 1. 學系有充足之師資，為提升教師教學及

研究成果，授課時數減授辦法宜再檢討。 
 

綜合評論 

1. 教學品質管控流程透明且明確。 1. 宜提供更多誘因鼓勵教師在教學與研

究持續努力。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指標 優點、特色 待改善及建議事項 

3.1學生組成、招生與入學

輔導之規劃與執行情形 
1. 國際生招生具特色，成效優良。 1. 建議強化對外藉生之輔導機制，並追蹤

其成效。 

3.2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

統及其成效 

1. 基本程式能力檢定之要求具特色。 
2. 教學設備資源充足，提供學生優質專業

學習環境。 

1. 建議建立預警制度成效追蹤機制。 
2. 建議追蹤課程意見回饋檢討機制成效。 
3. 大學部本地生修英文授課之比率仍不

高，應再改進。 

3.3學生其他學習、支持系

統及其成效 
1. 提供學生外語增能課程及全英語課

程，提昇學生外語能力與國際觀。 

1. 宜加強畢業生就業輔導機制。 
2. 程式能力檢定宜維持其有效性，方能確

保其效益。 

3.4畢業生表現與互動及其

資料建置與運用情形 
1. 研究所畢業生與指導教授互動良好。 
 

1. 學系尚未成立系友會，建議儘快成立，

以凝聚系友向心力。 
2. 系友動向追蹤宜建立系統化制度。 

綜合評論 
1. 學系在學生的學習輔導、支援、師生互

動均有良好的機制設計。 
1. 碩博士生報名人數與程式能力檢定仍

有改善空間。 



 
 

項目四、 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指標 優點、特色 待改善及建議事項 

4.1 師生研究表現與支持

系統及其成效師生研究表

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1. 平均每位教師每年期刊與會議論文數超

過 5 篇。 
2. 平均每位老師執行一件以上之科技部計

畫，顯示學系之研究表現優良。 
 

1. 應統計師生得獎數、論文被引用數、碩

士論文最終發表比率等數據。 

4.2 師生研究表現與支持

系統及其成效(資工系學

士班)相關資料 

1. 教師 21 人，依專長，分為多媒體，網

路與系統，軟體系統與應用等三個研究

群，結合教學與研究能量，有助核心能

力的達成。 
 

 

綜合評論 1. 研究產出績效佳。 
1. 產學合作與跨領域研究之發展，宜

有推動指標及短中長期之成果。 
2. 研究成果影響力宜加以追蹤。 

 



 
 

項目五、 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指標 優點、特色 待改善及建議事項 

5.1班制之自我分析與檢討

機及其落實情形  
1. 對各個班制有合宜之分析並制定相關

之發展策略。 
1. SWOT分析可以用更高之高度來檢視。 
 

5.2自我改善機制與落實情

形及其未來發展之關係 

1. 設有多個專責委員會分工負責一般系

務規劃、推動與檢討，制度完善。 
2. 能發現系務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1. 仍有很多項指標未統計追蹤。 

綜合評論 
1. 自我分析與改善機制尚稱完備，相關委

員會亦能適時召開會議討論問題與改

進方案。 

1. 學系在各項學生事務的規劃相當完

整，但對其成效追蹤與改善機制尚待更

全面建立。 
2. 各委員會之討論紀錄可以再更完備

些，例如附上會議資料(如簡報)，討論

過程與結論之記錄亦不宜過於簡略，方

能有助於累積經驗與持續檢討。 
3. 宜有更完善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培



 
 

育成效分析資料，並能據以落實自我改

善機制。 



 
 

二、評鑑結果認定檢核表 

評鑑項目 優 良 待改進 未達標準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     

1.1 班制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及其

制定情形 
v    

1.2 班制之課程規劃及其與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力之關係 
v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2.1 教師組成與聘用機制及其與教育

目標、核心能力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

係 

v    

2.2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及其與教育

目標、核心能力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

係 

v    

2.3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

建置與落實情形 
v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3.1 學生組成、招生與入學輔導之規劃

與執行情形 
 v   

3.2 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v    

3.3 學生其他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v    

3.4 畢業生表現與互動及其資料建置

與運用情形 
 v   

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4.1 師生研究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

效 
v    



 
 

評鑑項目 優 良 待改進 未達標準 

4.2 師生服務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成

效 
v    

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5.1 班制之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及其

落實情形 
 v   

5.2 自我改善機制與落實情形及其與

未來發展之關係 
 v   

 
  



 
 

三、自我評鑑訪評意見總結 
 

■ 通過  □ 有條件通過  □ 未通過 
 
四、綜合敘述 
1. 學系教師相處融洽，有助於各項系務之推動。 
2. 學系發展多元學制，學校宜加強資源配置，強化行政支援人力，以提昇推動

成效。 
3. 學系應屆畢業生對教育目標與專業能力的達成有很好的滿意度且系務、課程

之規劃管理均上軌道，惟宜加強以成果導向方式來檢視各項指標之達成度。 
4. 學系對教學品質管控流程透明且明確，但宜提供更多誘因鼓勵教師在教學與

研究持續努力。 
5. 學系在學生的學習輔導、支援、師生互動均有良好的機制設計，惟對碩博士

生報名人數減少之因應措施與程式能力檢定機制仍有改善空間。 
6. 學系的研究產出績效佳，可再加強產學合作與跨領域研究。 
7. 學系的自我分析與改善機制尚稱完備，相關委員會亦能適時召開會議討論問

題與改進方案，惟宜有更完善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培育成效分析資料，並

能據以落實自我改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