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年度认证意见

认证规范 1 (教育目标)

本规范评量专业的教育目标及其合理性：
须具备公开且明确的教育目标，展现专业的功能与特色，且符合时代潮流与社会需求。

须说明教育目标与学校愿景 教育目标的关联性及形成的流程。

须说明课程设计如何达成教育目标。

须具备有效的评估方式以确保教育目标的达成。

建议改进事项：

对应规范 认证意见

校教育目标、院教育目标与专业教育目标之关联性不明确。

专业之咨询委员会组织章程中明列委员成员须包括校友、学生代表、企业或行

业专家等。唯现有之咨询委员未见学生代表及校友。

同学对专业之教育目标与核心能力认知不足，在倡导上宜再加强。

咨询委员会宜定期召开会议针对目标制定、执行、和改善成效之纪录等持续追

踪及改善。

达成教育目标之成果评量，目前样本数较少，宜再提高问卷回复率与样本数，

以确保回馈讯息的有效性，并能获得更充份之材料加以统计分析及达到多样化

之评估机制。

对评估专业教育目标的问卷宜有适度的分析，以使相关受访者的意见能反映在

评估中，方能确保专业教育目标的达成。而问卷也需针对专业教育目标的重要

性及达成度都有评估。

认证规范 2 (学生)

本规范评量在学学生的教育与毕业生的质量与能力：
须订有配合达成教育目标合理可行的规章。

须订有鼓励学生交流与学习的措施及办法。

须确切说明如何能持续并有效执行学生的指导与评量。

建议改进事项：

对应规范 认证意见

虽有辅导学生的机制，但左证资料待加强。

已订有学生国内外交流学习政策及制度，且近年来已有 名学生赴台交流，然

尚未有境外他校之交流成果，宜强化国际交流活动。

预警制度宜在期中考后作预警，使学生因预警而加强课业，并有机会获得补救

让期末能达到标准。

宜有更完整的学生专业辅导之左证纪录，以持续并有效的执行学生指导与评

量。

认证规范 3 (教学成效及评量)

本规范评量专业的教学成效。学生在毕业时须具备下述核心能力：
运用数学、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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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执行实验，以及分析与解释数据的能力。

执行工程实务所需技术、技巧及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

设计工程系统、组件或制程的能力。

项目管理（含经费规划）、有效沟通、领域整合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发掘、分析、应用研究成果及因应复杂且整合性工程问题的能力。

认识时事议题，了解工程技术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理解及应用专业伦理，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点。

建议改进事项：

对应规范 认证意见

课程与核心能力之关联性宜再加以检视，并检视课程对各项核心能力贡献百分

比之差异，以确保各核心能力的合理均衡发展。

以 门课之平均成绩作为考核核心能力之方式，可能不够周延，宜再审慎检视

培育核心能力的支撑课程之合理性。

检视作业与考卷数据显示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有一定程度，然而访谈学生结

果，却显示学生对专业的基本观念与整合能力有待加强。

课程大纲中未明列课程内容与核心能力之对应关系。此外，在自评报告书中支

持核心能力 之相关课程，与该核心能力相关性不明确，宜改善。

核心能力与课程的关联性宜有具体及多样的评估方式 如老师对学生的各项直接

评量、老师自评或学生评量等 ，以确保关联性的有效性。

毕业生对于核心能力的问卷调查中，有部分项目评量偏低，宜有适当的因应方

案来持续改善。

学生发掘与解决问题以及协调沟通的能力，有待加强。

宜加强跨专业领域之整合与团队合作能力。

认证规范 4 (课程组成)
本规范评量专业的课程规划及组成：

专业课程设计与内容须与教育目标一致，且能透过毕业生成绩单分析，左证毕业生修习的课程应
至少包含数学及基础科学、工程专业课程及通识课程等三大要素，其中：

数学及基础科学课程须占最低毕业学分的 以上。

工程专业课程须占最低毕业学分的 以上，其中须包括整合工程设计能力的专题实作。

通识课程须与专业领域均衡，并与专业教育目标一致。

课程规划与教学须符合产业需求，并能培养学生将所学应用在工程实务的能力。

建议改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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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规范 认证意见

目前的课程结构略嫌松散，宜考虑将部分现行教学科目予以整并或在内容上予

以加强，期使课程内容更加完整，且能适应未来的发展，以因应化工领域多元

化的需求。

数学及基础科学课程宜加强。

部分课程评量方式缺乏多元性，如一些重点课程仅采期末考单一评量方式，欠

缺多元评量方式，宜改善。

目前专业课程较集中安排在大三下，大二、大三上的专业课程较少。宜适当调

整，使得学生修课负担较平衡，且增加选修课程之选择机会。

工程与伦理与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宜再加强。

虽已订有课程分析及评估表，然宜确实检核学生学习成效与核心能力达成度。

相关改进事项宜经会议讨论后落实执行与追踪并持续改进。

宜进一步规划业界师资偕同教学，让学生了解产业需求，以增加学生之产业知

识并加强学生的工程实务能力。

为强化专业特色发展领域，业界与学生代表皆建议宜增加选修课程与实践课程

的学分数，以增进课程之学习效果及减少学用落差。

认证规范 5 (教师)

本规范评量专业教师下列各项的执行情形：
专业应有足够的专任教师人数。

教师须参与专业目标的制定与执行。

教师的专长应能涵盖其相关领域所需的专业知识。

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与辅导学生的成效。

教师与业界交流的执行成效。

教师专业持续成长的管道与鼓励措施。

教师参与相关学术及专业组织以及其活动。

建议改进事项：

对应规范 认证意见

为涵盖本专业之相关领域课程，宜增加工程背景之师资。

宜增强新进教师实务经验。

宜善用现有设备，推动产学合作计划，增加学生参与业界计划之机会，以了解

业界需求并强化实务能力。

宜加强鼓励教师进修及参与学术活动之力度，以提升教师之教学能量。

宜积极鼓励教师专业持续成长与教师短期出国研究或进修，以利教师因应产业

变动之专业持续成长。

讲师比例偏高，宜有鼓励教师晋升之措施，以提升教师生涯发展上之持续成

长。

认证规范 6 (设备及空间)

本规范评量专业教学相关软硬件设备、设施及空间：
须能促成良性的师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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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评量各专业领域的认证规范：
各专业的课程与师资须与其名称所指的领域名实相符，若该专业属整合性领域，则须分别满足各相
关领域的认证规范。

建议改进事项：

对应规范 认证意见

宜改善与强化课程或师资专业，以符合专业名称领域。

认证规范 9 (持续改善成效)

专业须提供自我评量过程及具体成效，以及持续改善机制计划和落实成果：
须持续确保学生在毕业时具备核心能力。

课程与教学须持续符合产业需求，及培养学生工程实务能力。

其他持续改善之机制与成果。

建议改进事项：

对应规范 认证意见

诸多持续改善之机制措施刚建构完成，其执行成效须持续检视观察。

目前尚无回馈材料提供持续改善之依据，宜落实持续改善机制与成果。

咨询委员会所提之建议，宜研拟具体措施加以落实。

初次建立制度，尚无具体回馈之数据与持续改善之成效，未来仍待努力落实持

续改善机制。

宜持续实施多样教育目标及核心能力的达成度分析与评量，并对分析与评量结

果提出持续改善之因应方案，以改善不理想的结果。

针对教育目标与教学成效之各项评价结果，宜进行详细分析，期能产生更周延

之结论，以落实学程之持续改善。

对自评所发掘之不足处，以及咨询委员会所提之建议，宜研拟具体措施，持续

改善。

宜强化毕业生联系，落实毕业生流向追踪机制，并以调查分析之结果作为课程

改善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