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1-1 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開會時間：102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主 持 人：夏院長禹九 

出    席：張有和委員、李俊鴻委員 

缺    席：吳海音委員 

列    席：陳興芝小姐 

 

壹、討論提案 

提案 1：環境學院評鑑實施計畫書修訂版，提請  討論。 

決  議：請依據研發處公告之「全校計畫書規格與意見等相關資料」再修訂本院

之評鑑實施計畫書(詳如附件)。 

 

貳、臨時動議 

 

叁、散會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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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東華大學期許成為國際一流學府之際，秉持自由、開放、和諧、卓越及樸實等原則，

逐步建立優良的校園風氣與健全的校園規章，同時強化有關國際事務的專業課程，培養學

生具備宏觀的國際視野及應對國際事務的能力，並在東部純樸的民風陶冶下，孕育出東華

人特有的樸實敦厚的精神。 

一、歷史沿革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成立於 2009年，初創之際將東華大學與花蓮教育大學兩校中原有

相關系所含括其內，包含東華大學之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環境政策研究所，及原花蓮教

育大學之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地球科學研究所、生物資源與科技研究所；並納入其他

系所中具備相關領域專長之專業教師。 

二、學院介紹 

本院秉持東華大學校史與理念以學術國際化、服務在地化為基本訴求，以營造優質校

園景觀與教學研究環境、強化教師專業發展、增加學生學習深度與廣度、結合當地自然與

人文資源，發展區域特色、與國際學術接軌，深耕東台灣為具體發展目標。由於全球變遷、

能源耗竭與環境劣化等議題，關係到人類社會維生系統的運作，並影響到全球及地區性經

濟與社會政策的擬訂，體認到「社會－生態-環境系統」的複雜特性，透過跨領域科學與

社會、經濟的整合，以找出解決日益緊迫環境問題的最適策略。 

三、組織架構 

圖 1. 環境學院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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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長程發展目標方向與特色能力 

本院的自我定位在東臺灣的環境相關研究，由生態、地球科學、自然資源的基本調查

研究為基礎，應用環境工程科技、環境規劃、資源經濟、文化與社會、共同經營管理，除

了作為培養兼具科學與人文素養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理人才，並可提供建構台灣永

續發展社會的重要依據。 

1. 本院教育目標 

(1) 培養兼具國際視野與本土關懷的學生 

(2) 培養具備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的人才 

(3) 培養具備環境倫理與人文素養的環境公民 

2. 本院發展方向 

(1) 培養在環境研究上所需具有自然與社會科學概念、科學與人文視野的自然資源與

環境研究、 規劃與管理的專業人才。 

(2) 藉由生態學與地球科學各領域的基礎研究、適應性經營的管理制度的探討、結合

社區、原住民與民間組織共同經營管理的研究，提供台灣建構永續發展社會的重

要經驗依據。 

(3) 推展跨領域的教學與研究，進行東部區域的生態保育、生物多樣性、環境監測及

自然資源調查，做為東部資源、環境與觀光遊憩規劃之基礎。 

(4) 發展生態城鄉規劃、學校社區及自然保護區環境教育的研究與實例操作，以協助

台灣東部地區永續發展架構之建立。 

(5) 推動環境學院、原住民族、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之合作，設置跨院的具東台灣特色

的學程與研究課題，以擴展教師與學生對東部人文與自然環境方面的認知與關懷，

開拓東部多元文化與自然景觀的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 

   3. 本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1) 具備自然科學與環境相關理論的知識與研究能力 

(2) 具備理解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互動關係的能力 

(3) 具備自然資源與環境之調查分析、規劃與經營之技能 

(4) 具備環境倫理觀、社會責任感與社會實踐力 

(5) 具備邏輯思考、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6) 具備獨立思考、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7) 具備國際視野與外語溝通的能力 

五、現況分析 

        東華大學成立以前，東部地區有關環境的研究大多仰賴西部地區的大專院校從事相關

的研究工作。本校成立及花蓮教育大學轉型之後，雖因地緣之便，本校的老師已有相當多

的參與，但大多數均仍屬個別型的計畫，或與西部大學相關的研究人員合作，鮮少能組成

研究團隊，進行整合研究。自然資源與環境的議題皆非單一面向可以解決。環境學院成立

之後，雖然以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研究領域而言，本院教師仍顯不足，但已包含自然與社會

多重領域，提供了一個多元對話的場域，若能強化專業間之對話，形成共識，將有助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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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聚焦於「社會－生態系統」的整合研究氛闈。目前課程設計架構如下： 

    

圖 2.環境學院課程架構圖 

 

本院目前有 30位專任教師，其中有 10位教授、16位副教授與 4位助理教授，支援

開設本院與通識課程，教學師資與教師專長領域如下表。 

   

  表 1.環院師資專長領域表 

編號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 

1 夏禹九 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森林氣

象博士 

集水區經營管理、森林氣象、地景生態學、

水資源的永續發展 

2 陳紫娥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博

士 

土地資源評價、自然危險及其評估、環境

地理學、環境影響評估 

3 顧瑜君 教授 
美國奧勒岡大學哲學博

士 
質性研究、行動研究、課程與教學 

4 宋秉明 教授 
美國緬因大學森林學院

公園暨遊憩資源博士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綠色旅遊、遊憩衝擊、

生態旅遊、原住民觀光、遊憩治療 

5 許世璋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自

然資源學院環境教育與

解說博士 

環境教育、環境解說、自然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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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吳明洲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學博

士 
植物系統學、孢粉學、植物親緣地理 

7 李漢榮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生理

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動物生理學、基因學 

8 周志青 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植物生

物學博士 
植物生理學、植物化學、分子生物學 

9 黃文彬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博

士 

魚類生態學、仔稚魚生態學、漁業生物學、

水產養殖、海洋生態學 

10 蘇銘千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土木

工程所博士 

環境宿命研究、環境管理、廢棄物管理政

策、永續物質管理 

11 黃國靖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蟲

學博士 
昆蟲學、水棲昆蟲分類、溪流生態學 

12 楊懿如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博

士  

生態學、保育生物學、兩棲類保育教育、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13 李光中 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大學學院

地理學博士 

權益關係人參與、地景保育、自然保護區

經營、環境議題教學 

14 劉瑩三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研究

所博士 

第四紀地質學、環境地質學、考古地質學、

定年學 

15 張有和 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

學院環境工程博士 

環境變遷研究、風險評估、自然資源評估

與管理學 

16 吳海音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博

士 
保育生物學、野生動物生態學、生態學 

17 張世杰 副教授 
德國 Bayreuth大學陸域

生態系研究所博士 

生態系生態學、土壤生態學、植物生理生

態學 

18 梁明煌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自然資

源學院博士 

自然資源保育、衝突管理、政策與計畫評

量、永續發展教育 

19 蔡建福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

研究所鄉村規劃博士 
環境規劃、生態社區、鄉村發展 

20 戴興盛 副教授 
德國海德堡大學經濟學

博士 

永續發展、自然資源經濟學、共有資源治

理、社區保育、保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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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楊悠娟 副教授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化學

博士 

地球化學、物理化學、奈米科技與生態教

育 

22 李俊鴻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

學系管理學博士 

社區參與、生態旅遊、文化與自然遺產經

營管理、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 

23 林祥偉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

資源博士 

地理資訊系統、遙測衛星影像處理、衛星

定位系統、人工智慧空間分析模式、土地

利用研究 

24 孫義方 副教授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

士 
植物生態學、熱帶生態學、森林動態研究 

25 顏君毅 副教授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地質博士 

雷達衛星遙測（雷達差分干涉、永久散射

體雷達差分干涉法）、沉積學、大地構造、

地形學 

26 張文彥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

學系暨地球物理博士 
地震、地球物理學、地震防災、遙測科技 

27 張成華 助理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

學院環境資源博士 

遙測與低空攝影、空間資料處理、漁業海

洋學、全球變遷教育 

28 蔡金河 助理教授 
美國史丹福大學地質與

環境科學系博士 

礦物與岩石學、電子微探分析應用、造山

帶地殼演化、地球化學 

29 許育誠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與

演化生物學博士  

保育遺傳、鳥類學、行為生態學、分子生

態學 

30 陳毓昀 助理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植物學

博士 
熱帶植物生態研究、生態統計及建模 

 

另外，依據兼融自然與社會層面的發展方向，環境學院將有機會結合院內、校內各院

或其他學校專業領域的教授共同來合作研究，甚至有潛力成為引領未來台灣生態與環境研

究的發展。本院之 SWOT 分析如表 2，可以發現具有高優勢、機會潛力大的條件；對於劣

勢與威脅的部分，假以時日當可克服。 

 

表 2.環境學院現況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 院內教師包含自然與社會相關領域研

究、學生背景多樣。 

2) 與公部門機構之合作關係緊密，資源充

足。 

1) 處於東部地區，較難與西部大學爭取優秀

大學部學生。 

2) 與西部其他教學研究機構聯繫不便，參與

研討會（特別是研究生）的機會不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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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部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多樣的人

文，佔地利之便易進行田野研究。 

4) 院內教師包含自然與社會相關領域研

究、學生背景多樣。 

5) 與公部門機構之合作關係緊密，資源充

足。 

6) 東部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多樣的人

文，佔地利之便易進行田野研究。 

深教師不足。 

3) 改制轉型過度期，教師專長之轉型有待加

速。 

機會(Opportunties) 威脅(Threats) 

1) 併校後，教學資源多樣，院內及校內合

作機會增加，具有研究教學優越的場域。 

2) 整合型計畫的推動較易，且更能符合環

境與自然資源經營所需。 

3) 教師專長多樣，有利吸引對跨領域研究

有興趣的學生。 

4) 環境教育法通過實施後，新增學生就業

機會。 

5) 產、官、學界互動、溝通聯繫有助東部

永續環境發展。 

1) 整合型計畫未成氣候，需要學習跨領域的

新視野。 

2) 同儕間對話有待加強，不同專業間的思維

模式衝突亦必需解決。 

3) 初期參與研究者的研究報告出版恐會降

低。 

 

貳、自我評鑑組織與工作 

一、自我評鑑組織 

    1. 評鑑工作小組：由院長、系主任、種子教師、助理等 5位成員組成，主要任務為彙整

與規劃本院評鑑項目與方向，並依據評鑑時程表落實評鑑機制運行。 

    2. 評鑑評審委員會：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之迴避原則，審慎推薦自我評鑑委員，自我

評鑑委員名單經院級諮詢委員會認可後，送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提請校長聘任。評審委

員由環境相關領域之專業頂尖人員組成，並於環院自我評鑑時針對予書面與實地訪查

給予方向與修正意見。 

二、自我評鑑組織之運作 

        本院由上而下設立各級評鑑組織進行評鑑相關工作之規劃，本整體評鑑工作規劃與運

作情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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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環境學院評鑑工作規劃圖 

 

參、評鑑對象與項目 

一、評鑑對象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國際碩士班、博士班) 

 

二、評鑑項目與學院系所中長程發展目標及特色之扣合 

        環院定位在東臺灣的環境相關研究，由生態、地球科學、自然資源的基本調查研究為

基礎，應用環境工程科技、環境規劃、資源經濟、文化與社會、共同經營管理，故評鑑的

制定皆以此方向為主軸。本院由具備不同領域專長之專業教師，組成地球環境、生態與人

地互動三個主要方展面向。且根據環境學院教育目標與未來發展方向設定課程與學生核心

能力，與課程地圖。並由課程委員會(包含學生代表)與各學程提出單位依實際實施狀況檢

討，並適時依學生回饋意見進行修正。其教育目標為，培養兼具國際視野與本土關懷的學

生；培養具備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的人才；培養具備環境倫理與人文素養的環境公民，

同時落實至課程地圖中。且系所定訂核心能力能反映系所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並配合學

校發展定位，以能發展辦學特色。系所能根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且建立課程

地圖。 

另方面遴聘足夠之專兼任教師，且確保專任師資之穩定性。系所教師之教學準備能提

供完整之教學大綱、每週授課進度與教科書，依據科目所需培養之核心能力設計教學內容，

並應用適當教學與學習評量方法。系所能建立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含教學評鑑表現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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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教師之輔導）並加以落實。另外建立並落實學生學習輔導機制。發揮導師制功能，並結

合學校教學資源中心，提供學習預警學生必要之學習輔導。在教師學術與專業表現之質量，

能符合學校發展定位、系所班制結構及所屬學門普遍認可之學術成果。且能建立一套學生

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以有效評估畢業生達成核心能力的程度。 

在畢業生方面，也能自行設計或結合學校建立之機制，定期蒐集內部互動關係人、畢

業生、企業雇主等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做為持續品質改善之依據。且對於第一週期大

學校院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能提出品質改善計畫，並在近五年內持續執行與落實，以展

現持續改善之品質保證精神。 

三、評鑑項目 

         環境學院評鑑項目共計六個項目，包含「院務整體發展與資原整合」、「目標、核心

能力與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學術與專業表現」、

「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表 3.環境學院評鑑六大項目內容表 

評鑑項目 說明 

一、院務整體發展

與資源整合 

訂立全院之發展策略與目標方向，並結合空間與人力資源的整合運

用。並為學生制訂有的核心能力的訂定、並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

與資源整合分享，以利學生有良好的學習環境。爭取學術研究計畫與

校外學術資源、來確保教學專業與學術研究品質的提升。 

二、目標、核心能

力與課程設

計 

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與系所教育目標之扣合，以達成系所教育目標所

應具備之專業能力，做為學生之學習準則。參照系所訂定之專業能

力，擬訂系所完整之課程規劃，且建立課程地圖。設有完備之課程規

劃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進行課程規劃與開課之審查，並建立完整

之相關會議紀錄。 

三、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量 

遴聘或主動邀請校內外符合課程規劃需求專長之專家學者短期開課

與演講，多元性的課程來增廣學生見聞。授課教師能依據課程所要培

養之教育目標或專業能力要求，設計教學內容，並應用適當教學與學

習評量方法。具備授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並加以落實。訂定一

套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以有效評估學生達成教育目標或專業能力

要求的程度。 

四、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透過多元與在地學習的教學方式，進一步提供之充足的教學與學習資

源。在學生學習輔導上，藉由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的定期運作，成

立家族導師制，不定期的關心學生學習與課外活動生活情況，並提供

系學會導師生活動費的補助來協助系學會舉辦各項活動。在生涯輔導

上，藉由生職涯輔導分享會，邀請過去畢業的所友及產官學人士進座

談與互動，進一步讓在學學生瞭解現今職涯發展的脈動。 

五、學術與專業表

現 

藉由教師專業整合的方式共區分出四大研究專業，積極鼓勵教師發展

跨領域特色計畫。配合學校制訂院系的教師獎勵與評鑑辦法及相關學

生學術表現獎補助辦法，進一步促進合作共構的方式。舉辦環境學院

論壇系列演講與各項學術研討會，並藉由師生社會參與的方式落實學

生的服務學習，以達到師生學術專業表現及確保品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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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

善機制 

本院系大學部目前尚未有畢業生，研究生部分則藉由第一週期系所評

鑑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品質保證機制畢業生生涯發展的追蹤機制。配

合學校學務處建立蒐集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意見做為品質改善之機

制，以回饋院系擬定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機制。 

四、評鑑項目、效標及要素表(詳見附錄一) 

 

肆、自我評鑑實施方式 

一、評鑑方式 

    本院採院系合一評鑑方式，第一階段先邀請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查，第二階段則請委員進

行實地訪評。 

 

二、評鑑時程 

表 4.自我評鑑工作時程表 

時 間 工作內容 

102.06.20(四)前 各院將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完稿)送研發處 

102.06.21(五)前 將各院資料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102.07.04(四)前 指導委員提供書面審查意見 

102.07.10(三)前 各院召開會議討論，並將回應意見送研發處 

102.07.11(四)前 各院回應意見送委員 review 

102.07.17(三)前 委員確認回應結果 

102.07.18(四)上午 9 時 召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確認自我評鑑計畫書 

102.07.31(三)前 本校自我評鑑機制報部，進行第 1 階段認定 

預計 102 年 12 月底前 教育部完成第 1 階段認定 

自教育部認定通過後 

～102.10.31 前 

各院辦理自我評鑑 

103.10.31 前 各院將自我評鑑結果送研發處彙整 

103.12.31 前 本校自我評鑑結果報部，進行第 2 階段認定。 

 

三、評鑑委員名單 

表 5.環境學院自我評鑑委員名單 

姓  名 現職機構 職  稱 專  長 

蕭代基 中央研究院 

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 環境與資源經濟學、自然資源經濟、政策

與管理、計量經濟學 

林能暉 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系 

教授 主要在探討大氣污染物的物理與化學特

性，包含量測技術與分析方法之建立、發

展與應用。再者，與氣象學的方法結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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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了解大氣污染物經排放、傳送、轉化及

沈降過程中之物理與化學動力行為 

張長義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

系 

 教授 環境識覺與行為、環境災害、環境資源保

育與經營管理、土地利用變遷與調查規劃

研究、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研究、

環境影響與變遷評估研究、地方社區永續

發展研究、地理景觀評價與生態規劃旅遊

研究 

周  儒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教授 環境教育政策、非正規環境教育系統、自

然中心環境解說、環境教育方案評量 

陳正宏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暨研

究所 

兼任教授 岩石學、礦物化學、礦床學、台灣新生代

火山岩、華南中生代岩漿活動 

李玲玲 國立臺灣大學 

生態學與演化生

物學研究所 

教授 動物生態、動物行為、哺乳動物學、保育

生物學、生物多樣性 

 

四、評鑑流程 

    本院之評鑑流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包含「前置作業階段」、「自我評鑑階段」、「實地

訪評階段」與「後續追蹤階段」。 

1. 前置作業階段 

(1)院評鑑工作小組依第一次評鑑諮詢委員會之建議草擬自我評鑑報告書草稿。 

(2)召開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第 1次會議，給予相關建議。 

(3)院務會議討論、修改並通過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 

(4)各院完成評鑑計畫修正。 

(5)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討論校自我評鑑計畫。 

(6)召開校級評鑑指導工作委員會第 2次會議，確認校自我評鑑計畫。 

(7)完成校自我評鑑計畫書，並提報教育部。 

2. 自我評鑑階段 

   (1)召開評鑑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與分配評鑑準備工作。 

   (2)依評鑑計畫書之評鑑項目整理彙集資料並加以分析。 

   (3)召開第 2次評鑑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評鑑資料與相關作業事宜。 

   (4)邀請評鑑評審委員實地訪查評鑑並給與修正意見。 

3. 實地訪評階段 

       (1)配合學校與教育部實地訪評時間安排實地評鑑工作。 

       (2)接待評鑑委員並簡報說明本院特色與評鑑項目。 

       (3)實地察看教學環境、設備、實驗室並安排與學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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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後續追蹤階段 

       (1)回應評鑑委員之審查意見並加以說明狀況與改善計劃。 

       (2)依改善計畫進行修正與調整。 

       (3)定時追蹤改善進度狀況與成效評估。 

 

五、評鑑結果 

本院評鑑制度仍依「認可制」為評定方式，主要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

通過」三種認可結果。結果公告後將會針對自我評鑑遇到的問題進行檢討會議，在當中釐

清原因與進行必要之自我評鑑機制上的調整與修正。 

 

 

伍、 預期效果 

一、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 

1. 落實在地實踐課程與教學 

(1) 由課程規劃委員會開會討論並規劃制定 

(2) 案例教學實踐與推廣：透過校園環境中心與服務學習、大學部專題研究、研究生學 

術發表來推廣 

2. 建構課程核心優勢 

(1) 跨自然與社會的整合教學與研究： 

A. 大學部：生態與保育學程、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學程、地球科學學程、東台 

灣生態與文化學程(原住民、藝術及環境學院跨院學程) 

B. 碩士班：生態與保育組、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組、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組、 

地球科學組、Master’s Program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 博士班：統合全院資源提供的選修課程，及本校其他相關系所的課程，配合 

博士班學生課程及指導委員會對學生進行專業的訓練 

(2) 跨領域特色發展計畫：台灣東部災害監測與研究、原鄉部落之環境敏感區與防 

災意識關連性之研究、社會-生態系統適應性協同經營：台灣先驅研究 

3. 促進產學合作共構 

(1) 環境學院論壇系列演講 

(2) 社會參與及服務學習(加強學生實務學習與未來就業方向) 

(3) 環境領域學術研討會(主辦與合辦)-動物行為暨生態學研討會、環境教育研討會 

、海峽兩岸三地環境資源與生態保育學術研討會 

(4) 學術與專業表現 

4. 設置學生輔導計劃 

(1) 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2) 成立家族導師制 

(3) 落實導師經費(導師鐘點費與導師生活動經費)：運動會、創意歌唱比賽、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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饗宴、全員大逃走、聖誕晚會、自資盃等活動 

(4) 系友回娘家 

5. 調查畢業生表現 

(1)建立畢業生網絡系統，定期更新畢業生連絡資訊 

(2)針對畢業生畢業後就業狀況進行問卷調查與資料統計 

6. 環院未來作為規劃 

(1)國際交流計畫-浙江大學生命科學院、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日本北 

海道大學環境學院、泰國 Faculty of Forestry, Kasetsart University. 

(2)國科會補助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社會-生態系統調適性協同經營：台灣先驅 

研究 

(3)東台灣人文與環境教學研究資源整合-人文與環境研究中心 

 

二、運用評鑑結果提升辦學品質 

        環境學院將依實地訪評委員針對各分項之評鑑結果與改善建議，逐一進行檢討與修正。

期許建立符合環境學院的自我品質改善的評鑑機制，並能強化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研究成

效建立一套正向的循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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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環境學院評鑑項目、效標、要素 

 

評鑑項目 參考效標 要素(建議準備佐證資料) 

一、院務整體

發展與資

源整合 

(一)共同部分(系所、學位學程) 

1-1運用適合的分析策略以擬訂院

務整體發展計畫之結果與教育

目標為何？ 

1-2空間與人力資源的整合運用之

作法與結果為何？  

1-3學生核心能力的訂定之方式與

結果為何？ 

1-4確保教學專業與學術研究品質

的提升之機制運作與結果為

何？ 

1-5院對系所學程之審核評鑑機制

與發展自我改善之品質保證回

饋機制實施情形為何？ 

(二)第一週期已受評之系所、學位

學程部分 

1-6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

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

計畫之結果為何？ 

(三)學位學程部分 

1-7教育目標與校務發展重點、特色

之配適性為何？ 

1-8設置在相關領域發展趨勢及科

際整合之需求性為何？ 

* 環境學院與校務發展之目標、特色

與全院整體發展之策略方向、教育

目標等相關資料 

* 空間與人力資源配置規劃相關資料 

* 學程之審核評鑑(課程委員會)會議

紀錄相關資料 

* 環境學院組織運作相關資料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二、目標、核

心能力與

課程設計 

(一)共同部分(系所、學位學程) 

2-1系所設立之教育目標並建立宣

導機制使師生瞭解之機制為何？ 

2-2達成教育目標下學生畢業所應

具備之核心能力之情形為何？ 

2-3院系所根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所擬訂之課程規劃與設計實

施之情形為何？ 

2-4教育目標與院務發展重點與特

色是否適當？ 

(二)學位學程部分 

2-5院(系)配合學位學程需求，提供

空間與設備支援，滿足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 確定教育目標與擬訂發展計畫之相

關資料 

* 訂定學生核心能力之相關文件 

* 課程規劃與設計等相關資料 

* 課程地圖建置與宣導之相關資料 

* 師生瞭解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相

關資料 

* 校務發展計畫中與學程設置之相關

資料(學位學程適用)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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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學位學程授課教師協調課程教學

內容，達成科際整合之機制及其

運作情形為何？ 

三、教師教學

與學習評

量 

(一)共同部分(系所、學位學程) 

2-1教師之遴聘與學術專長是否能

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之需求？ 

2-2為使教師之教學與學習評量能

確保學生核心能力之達成、對教

師教學品質是否有一套健全之

教學評鑑機制？ 

2-3對教師課程之設計與教學輔助

教材內容之整合機制與運作情

形等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之執

行情形？ 

(二)學位學程部分 

2-4院(系)配合學位學程需求，提供

空間與設備支援，滿足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2-5學位學程授課教師協調課程教學

內容，達成科際整合之機制及其

運作情形為何？ 

* 專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 六年內教師流動資料表 

* 教師教學大綱 

* 教師自編講義或編製教材之成果 

* 教師依據核心能力進行學習評量之

相關資料 

* 教學評繿結果與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之相關資料 

* 提供學位學程空間與設備支援之相

關資料(學位學程適用)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四、學生輔導

與學習資

源 

4-1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

何？ 

4-2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

維護機制為何？ 

4-3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為何？ 

4-4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

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

何？ 

4-5系所與學位學程提供學生生活

輔導之作法為何？(系所與學位

學程適用) 

4-6系所與學位學程提供學生生涯輔

導之作法為何？ (系所與學位學

程適用) 

* 行政人力資料 

* 軟硬體設施資料 

* 學習資源之管理與維護相關資料或

文件 

* 年度專用經費資料 

* 學生專用活動與學習空間之資料 

* 教師晤談時間執行情形相關資料 

* 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資料與晤談相

關資料 

* 獎助學金與學生工讀金資料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五、學術與專

業表現 

5-1 教師學術研究表現之情形為

何？ 
* 教師學術研究表現資料(如學術發

表、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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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

何？ 

5-3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能力之表

現為何？ 

5-4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研究與

專業表現為何？ 

5-5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

如何？  

*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與成果資料 

* 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表現成果資料 

* 碩、博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表現成

果資料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六、畢業生表

現與整體

自我改善

機制 

(一)共同部分(系所、學位學程)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

之情形為何？ 

6-2 研擬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

情形為何？ 

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

制，蒐集內部利害關係人、畢業

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

意見之情形為何？ 

6-4 根據內部利害關係人、畢業生

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

見之分析結果，進行檢討修訂核

心能力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

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以及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提供之情

形為何？ 

6-5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

改善之情形為何？ 

(二)第一週期已受評之系所、學位

學程部分 

6-6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

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

的情形為何？ 

*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相關資料 

* 畢業生升學與就業狀況資料表 

* 系所研擬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 系所蒐集與分析利害關係人意見之

機制 

* 系所將學生學習成效回饋機制之分

析資料，運用在系所教師品質改善

之相關資料 

* 針對前次評鑑改善建議，進行改善

之相關資料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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