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空中大學 104 年生活科學系自我評鑑報告 

審查意見表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1-1.班制之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力

及 其 制 定 情

形。 

班制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訂定明確

合理。 

 

 Ｖ    1. 依據高教評鑑中心公

告的項目一名稱為

「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宜檢視評鑑報

告的所有文件，力求

正確。 

2. 校級基本素養為「公

民素養」、「樂活素

養」、「專業素養」，但

是附件 p88校級素養

包括「公民素養」、

「樂學素養」、「樂活

素養」、「專業素養」，

二者不一致，宜釐

清。 

3. 1.系的教育目標在 p4

與 p6（圖 1-1-2）、附

件 p24 等都不一致，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宜釐清何者正確？ 

4. 2.系的教育目標「生

活經營知能與涵養」，

在附件 p24中並未呈

現，宜釐清。 

5. 系核心能力「倫理關

懷」、「生活經營」能

力較為抽象，如何評

量學生是否達到此二

項核心能力？或學生

如何自評已經具備此

二項核心能力？ 

6. 決定每學期專任教師

出席哪些縣市中心新

生始業式的機制為

何？ 

7. 學生對系的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力瞭解程

度，宜分項說明。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1-2.班制之課程規

劃及其與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

力之關係。 

班制之課程規劃能支持其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達成。 

 Ｖ    1. 只以「志工服務參與

度」、「服務學習」評

量學生的「倫理關

懷」，與附件 p88不一

致，宜釐清。 

2. 宜釐清健康家庭研究

中心「志工服務」與

「實習」，如果是志

工，則並非每一位學

生都有機會參與，宜

釐清列入「課程規劃

特色」的合宜性？如

果是「實習」，則疑清

楚說明配合哪些課

程？在哪些機構？配

合哪些計畫？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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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制專、兼任教師組成結構合理，有

明確的聘用機制，其專長背景與經

驗能符應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

生學習需求。 

  Ｖ   1. 圖 2-1-3 顯示，

系的發展主軸，

教師在在家庭

領域、休閒領域

授課似乎各佔

1/2，但從附件

p24 看起來，家

庭領域課程稍

多，宜釐清。 
2. 表 2-1-2 為何只

提供至 103上資

料？ 
3. P20 最後一行提

的是「教學助

教」，而 p21 提

到的是「面授老

師」，將「教學助

教」與「面授老

師」相提並論的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目的為何？ 
4. 瞭解面授教師

面授內容的機

制為何？ 

2-2.評量及其與教

育目標、核心

能力與學生學

習 需 求 之 關

係。 

班制教學與學習評量方式能符應教

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生學習需求。 

  Ｖ   1. 第 5 行所提的

附件 2-2-1，在

附件冊中所顯

示的為「暑期

課程」，其他學

期課程呢？ 
2. 除 103 學年度

上學期課程評

量外，其他學

期也宜一併提

供。 

3. 每位教師運用

教學評量檢視

自己教學設計

的機制為何？ 

4. 特色 4並未在現

況描述中描述，

如何成為特色？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5. 宜補充有關核心

能力融入教學之

檔案。 

6. 宜補充有關核心

能力評量之舉

證。 

2-3.教師教學專業

發展及其支持

系統建置與落

實情形。 

班制能建立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

與支持系統，並加以落實。 

 Ｖ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3-1.學生組成、招

生與入學輔導

之規劃與執行

情形。 

班制能掌握並分析學生的組成、招

生規劃合理及提供入學輔導 

  Ｖ   圖 3-1-1 看起來是

以人數標示，宜

說明百分比。另

外，以該圖而

言，以「求職」

或「工作升遷」

為由進入空大進

修的人數不高，

如何呼應系上的

「培育目標」、

「核心能力」、

「課程」等。 

 

3-2. 學 生 課 業 學

習、支持系統

及其成效。 

班制能掌握並分析學生課業學習表

現及提供輔導與協助支持系統。 

  Ｖ   1. 面授老師與學

生的互動，除

面授時間外，

與學生的互動

機制為何？ 
2. 面授老師與學

生的互動，除

面授時間外，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與學生的互動

機制為何？ 

3. 表 3-2-5 的人數

何以只有 148

人？ 

4. 除表 3-2-6 外，

宜提供每一門

課的檢要調查

結果於此，並

於附件資料附

上詳細結果。 

3-3. 學 生 其 他 學

習、支持系統

及其成效。 

班制之學生課外活動學習、生活學

習、生涯學習及職涯學習學習完

善，具良好支持系統。 

 Ｖ    有關雇主調查只

有提供分析結果

的百分比，宜進

一步提供人數。 

 

3-4.畢業生表現與

互動及其資料

建置與運用情

形。 

班制畢業生表現良好，班制並能 

透過互動與資料建置運用掌握畢 

業生表現以精進辦學。 

  Ｖ   1. 畢業生發展分

析：畢業生以

「就業中」比例

最高，宜更進步

說明，有多少學

生因求職目標入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學，畢業後順利

就業？以工作晉

升目標入學的學

生，畢業後如願

晉升？如此與

p31 較能呼應。 

2.圖 3-4-1的各項

證照、證書、資

格，有多少比例

是因進入空大學

習後取得？例

如： 

(1)多少人畢業後

取得家庭教育專

業人員證書？領

隊導遊證書 

(2)空大並無教育

學程，學生如何

取得教師資格，

宜說明；餘類

推。 

 

 項目四：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4-1.師生研究表現

與支持系統及

其成效。 

1.師生研究表現能符合班制定位、

教育目標及所屬專業領域普遍認

可之成效。 

 Ｖ    1. 宜列出教師之

科技部計畫、

教育部計畫..等
明細。 

2. 教師的專業成長

並不限於學校自

辦，宜明列教師

參與的校內外專

業成長研習。 

 

2.班制對於師生研究能給予合理、

充分之協助與支持。 

  Ｖ   教師論文發表、執

行專案計畫的減授

鐘點機制？ 

 

4-2.師生服務表現

與支持系統及

其成效。 

1.師生服務表現能符合班制定位、

教育目標及所屬專業領域普遍認

可之成效。 

 Ｖ    教師服務應包含

應邀演講、各項

培訓等，宜增

列。 

 

2.班制對於師生服務能給予合理、

充分之協助與支持。 

Ｖ       

 

 

 

 



  



 項目五：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參考效標 認可要素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建議事項 優

質 

符

合 

較

弱 

更 

弱 

未

符

合 

5-1.班制之自我分

析與檢討機制

及 其 落 實 情

形。 

班制能擬定並落實自我分析與檢

討機制。 

 Ｖ    1. 系的教育目標

與 p4、p6 不

一致，宜釐

清。 
2. 輔導學生規劃

證書的取得的

機制？ 
3. 畢業生流向調

查至少應包含

畢業一年、三

年。 

 

5-2.自我改善機制

與落實情形及

其與未來發展

之關係。 

班制能擬定並落實具體可行之自

我改善策略與作法，進行持續改

進，以達發展目標。 

 Ｖ    1. PDCA 的說明宜

以實際操作的

栗子，使說明

更清晰。 
2. 激勵學生自主

學習的機制為

何？ 

 

 

委員簽章：   周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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