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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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該系已將班制調整成一系三班

(學碩博班)，如此可適度因應少子化

下的招生現況。 
2. 該系已配合校院教育目標，訂定出

各班制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 

1. 建議系所自我評鑑諮詢委員會開

始運作，以便對教育目標、核心

能力及課程設計等提出諮詢意

見。而目前設置辦法訂定諮詢委

員 3 人，由外校學者及業界專家

組成，可考慮增加人數並加入系

友來擔任委員。 
2. 可考慮將部份委員會的職掌稍作

調整或整併，以強化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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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系每學期期初會召開課程委員

會，進行核心能力與課程互相對應

的檢核，包含授課教師的專業能

力，新增或刪除課程的確認，與各

班制的課程規劃檢討。 
2. 該系課程內容均為達成其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力而設計。每門課皆有課

程綱要與教學計畫表，可了解課程

各項資訊，包括課程目標與核心能

力的相關性，以落實該系對學生核

心能力的培養。 

1. 學士班最低畢業學分為 135 學

分，建議學校適度降低通識學分

要求。 
2. 該系長期發展計畫包括國際招

生，建議開始積極規劃。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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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長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1. 電機系涵蓋領域廣泛，師資員額

有限，每個專長領域師資人數不

多，較難發展出特色，未來如有

機會增聘師資，宜考量重點發展

領域師資集中補強。 
2. 教師宜形成研究群，將研究目標

聚焦，以利對外爭取整合型研究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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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系具有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回饋機

制。 
 

1.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資料可以做

更深入分析應用，增強學生學習

效果。 
2. 教師新開課程應有審核機制。 

2.3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

統建置與落實情形 

學系空間充足，有利支持教師教學專業

發展。 
學校分配至學系經費持續縮減不利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宜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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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招生由於每年皆有一次到高

中招生，註冊率有逐年上升。 
2. 定期掌握分析各學制學生組成與特

徵，藉以擬定招生策略。 
3. 積極參與各項招生宣傳活動，教師

配合度亦甚高。 

1. 為因應研究生入學來源的短缺及

國際化趨勢，該校及系宜盡早擬

訂國際研究生招生及英語授課配

套的策略，提出吸引國際生的亮

點，並主動進行國際招生活動。 
2. 學士班學生每年休退學人數稍

多，值得研究原因及擬定因應策

略。 

3.2 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及其

成效 

1. 學校提供學生電子學習履歷，提供

學生即時學習狀況諮詢及提供生涯

規劃之相關資訊。 
2. 有學習預警制度可適時通知學生，

同時導師及主任也有即時介入輔

導。 
3. 提供同儕學習機制輔導學習落後同

學。 

1. 教師運用多元教學，如輔助性線

上教學、多媒體教材，應可再多

予鼓勵。 
2. 電子電路實驗室每組三人共用一

套設備，似乎略嫌過多，每組應

二人（一人操作，一人記錄）為

宜。 
3. 兩大學程的規劃，授課教師應有

協調教學內容，達成整合的機制

與運作方式。 
  



指標 優點、特色 待改善及建議事項 

3.3 學生其他學習、支持系統及其

成效 

1. 學生參與校外技能競賽踴躍，且獲

獎頻率佳。 
2. 支援 TA 人力充足。 

1. 多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 
2. 可再加強鼓勵學生國際化學習活

動，增加與簽約交流學校的學生

互訪活動。 
3. 外宿學生租屋不易的問題應予重

視。 
4. 宿舍管理宜重視學生個別生活常

規及時間管理的差異性。 

3.4 畢業生表現與互動及其資料建

置與運用情形 

1. 系友會新近成立，應可發揮凝聚校

友之效能。 
2. 系方應用社群軟體（臉書、LINE）

來聯繫校友，效果甚佳。 

在課程設計規劃及核心能力是否達

成的回饋機制，應追踨校友意見以利

建立自我改善回饋方式，作為檢視教

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力之適當性，進

而依其精進。 

  



項目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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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該系雖僅創系 17 年，然教師在論

文、研究計畫的表現、及學生在獲

獎事蹟的表現上與其他創校更久的

西部國立大學相比是不惶多讓。 
2. 舉辦學士班專題競賽檢核學生各項

專業能力之學習成效。 

1. 該系在 2014 年度的論文及科技

部計畫皆呈現衰退，此似為部分

國內大學的共通現象，宜盡早擬

妥因應及改善對策。 
2. 應突破交通不便的心理障礙，試

圖建立與台北/新竹科技圈的小

產學合作連結。 
3. 宜多鼓勵專題競賽學生參與科技

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 
4. 該校及系雖然訂定有詳細辦法，

以鼓勵教師及學生在教學、研

究、及產學方面的優秀表現，然

應更加確實落實。 

4.2 師生服務表現與支持系統及其

成效 

該系資深教師積極參與國內外學術團體

及學術活動，且已獲致一定曝光度。 
 

  



項目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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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

其落實情形 

企業機構僱用東華大學畢業生因素調查

做得相當完整，回收率高，且分析圖表

清楚易懂。 

除了系務會議、系教評會外，另有 9
個系級委員會，數目較多且多數未規

律性開會，宜考慮合併相關之委員

會，以落實委員會之功能。 

5.2 自我改善機制與落實情形及其

與未來發展之關係 

自我改善機制之規劃良好，各相關辦法

與規章完備。 
 

因應學系之經費逐年減少，各項改

善：課程、教學、學生學習、研究…
等，宜有適當之配套措施。 

綜合評論 1. 電機系在有限之人力與資源下，仍有相當不錯之教學與研究成果，值得肯

定。唯招生與經費日益困難，宜思考更多策略，以渡過此艱難時期。 
2. 在大環境日益變壞的情形下，該系應集眾人之力，慎重研討未來在學術論

文、科研計畫、及產學合作的重點與方針。 
3. 在招生條件日益惡化的情形下，該系應在止流 (吸引國內生) 及開源 (招

收國際生) 兩方面審慎擬定一個未來的策略與行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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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