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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我評鑑 

本所於 102年 12月 23日依照評鑑程序，辦理自我評鑑，由王鑫教授、許民

陽院長、及林明瑞教授擔任評鑑委員，針對高教評鑑中心之評鑑意見進行改善狀

況之實地訪評。主要的評鑑意見如下： 

 

一、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囿於各教師專長與研究領域較受限制，但博士班開課為了配合學生出

路及就業需求，必須多元，建議除了上述調整完的核心能力外，每年

隨時修訂課程地圖，並與就業取向相互連結，讓學生確保入學後找出

一條自己的路程，修習後習得應用的核心能力，畢業後能配合學術研

究取向或環境產業的需求。 

 環境教育法實施後，「環境教育產業」有寬闊的就業空間，建議輔導

學生瞭解在環境教育產業經營的實務課程的修習方向，包括人力、場

域管理及成本效益分析等。 

 

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期末最好有一場全體教師及學生一起分享的時間，討論當學期的心得、

建議、感想或修正方法。 

 建議校方多給兼任教授名額，提供多元課程，尤其是實務課程。 

 多提供指導教授與學生互動時間與機制，經常互動增加學習效能。 

 

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建議該所就教師每學期每位教師之授課鐘點詳細精算過約為 8.14 節/

師，陳述給委員了解。 

 建議縮短碩士班、博士班修業年限；或是改善教授指導研究生的指導

期間的說詞，如碩士班 2年，博士班 2年級到 4年級為 3年，如此算

過，每位教師指導研究生數可以降到 7位研究生。教師及研究生的研

究室空間不足，請學校協助幫忙。 

 

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在學術期刊發表要有 List 的表單，且煩請計算出每位教師、每年平均

發表數為何，請述明。 

 

五、畢業生表現及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已畢業的博士班學生共三位。他們的意見對本所未來發展方向、課程

架構及教學方法的改建有指標性意義，宜珍視。 

 畢業生就業狀況及承擔職務分析，有助於確立本所發展之方向及課程

選定。 

 自我改善機制已改善，如能確立本所共同的發展方向，可加強同仁向

心力並凝聚核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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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的建議，本所回應及積極改進的作為如下： 

一、 針對「目標、核心能力及課程設計」的建議，本所擬定博士班的課程

地圖，並將每年召開課程委員會，參考學生的學習表現、畢業校友的

意見、業界及民間組織的建議、及校外學者專家的看法進行修訂；至

於環境教育產業經營的實務課程〈包括人力、場域管理及成本效益分

析〉，將納入在「環境教育系統規劃」及「環境學習中心」相關課程

的內容架構中。 

二、 針對「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的建議，本所每學期會辦理「一場全體

教師及學生一起分享的時間，討論當學期的心得、建議、感想或修正

方法」；繼續申請聘任兼任教師開授相關課程；及鼓勵指導教授與學

生的互動。 

三、 針對「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的建議，本所會維持教師合理的教學時

數及指導學生的負擔；及進行參與式的學習空間規劃，善用現有空間，

並持續爭取學習空間。 

四、 針對「學術與專業表現」的建議，本所師生會積極在國內外學術研討

會和期刊上發表論文。 

五、 針對「畢業生表現及整體自我改善機制」的建議，本所已訂定自我改

善機制的架構及流程，並將逐年檢討和改進，以確認執行成效。此外，

本所已經完成畢業校友的職場現況與發展的分析，也依據分析的結果

作為修訂專業能力指標、課程地圖、及本所發展的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