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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日本大學與臺灣高等教育皆面

臨相同的挑戰，包括校內受到少子女

化的衝擊，新生人數逐年下降，校外又面臨

同儕大學的激烈競爭，內外雙重壓力下，各

校皆努力執行各項精進措施，以增加大學的

競爭力。從2008年起，日本大學積極執行校務

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尤其重視學

生學習成果的檢視，並且導入美國施行已久

的高學習成效授課方式；也就是透過校務研

究，對學生學習成效做評量及追蹤，期能檢討教

學機制，以提升教學成效。

校務研究在學習品保與校務治理的角色

在檢討過程中，學校也認為單一教學方式或策

略難以符合所有學生的需求，必須依照學生學習

情形來調整教學方式或內容，才能保證學生學習

品質。另外，每所大學新生入學方式逐漸多元，

學生程度不一，如何掌握其學習成效，就得依賴

學習成果的量測及資料庫的建立。以上機制都必

須藉由校務研究的資料分析，才能有效地評量及

追蹤學生的學習效果。

日本高等教育校務治理，除重視學術研究成

果外，所有學校皆重視招生、課程、學位等項

目。這些品質的管理與評量，過去皆由各大學

自訂標準，並無統一之規定。日本文部科學省

為保障高等教育教學品質，在2017年3月起，規

定日本大學必須提出明確的學位政策（diploma 

policy）、課程政策（curriculums policy）、招生

政策（admission policy），以能確保日本高等教

育品質。

學位政策是學生整體能力的規劃及畢業條件的

訂定，讓學生在畢業前，確保可以達成學校所訂

的教育目標；課程政策是規劃每一課程之目標，

讓學生在修完每一門課程，確保都能學習到每一

課程所欲培養的專業能力；而招生政策是規劃適

當的招生方式，達到學生程度齊一的目的，以避

免學生程度相差過大，造成教學上的困難。

除此之外，每一所學校應訂定自我評鑑政策

（assessment policy），這些評鑑機制包括：⑴

▌文／李弘斌‧景文科技大學副校長

日本大學的校務研究、評鑑與治理
──以關西國際大學為例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圖片來源：Own work，取自

維基共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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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學的校務研究、評鑑與治理
──以關西國際大學為例

開發可記錄學生學習過程及自我評估功能的系

統；⑵以評估與檢視學生各階段的學習成果；

⑶最後再嚴謹制定成績評定及畢業資格認可的

機制等。藉由上述學生自我評估系統的開發、

學習資料與數據的蒐集，以及學習成效的檢視，

建立定期評估檢視機制，進而完成校務自我評鑑

工作，以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做好校務的治理。

台灣評鑑協會於2016年10月27日組團參訪日

本關西國際大學（Kans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KUIS），同年12月30日又邀請該校評鑑

中心藤木清主任來臺演講，藉由兩次的交流，

讓大家更認識日本校務研究在學習品保與校務

治理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將以關西國際大學為

例，探討日本大學的校務研究如何協助學校

辦理校務評鑑與精進校務治理。

關西國際大學三大政策

●學位政策：完整的培育目標與能力規劃

關西國際大學首先在「學位政策」上，

訂定每位學生在獲得學位之前，應具備專業

知識與技能運用的核心能力及五種基本能力

（competency）（如圖一），也就是「KUIS學習

基準」。這五種基本能力包括：

⑴具備自律與積極的態度（自律）；⑵抱持主

動貢獻社會或他人的心態（社會奉獻）；⑶具

備了解並接受多元文化與背景的能力（包容）；

⑷發現與解决問題的能力（解决問題）；⑸與他

人溝通的能力（完善溝通）。

每一位關西國際大學的畢業生在獲得學位時，

除了具備各領域的專業能力外，也都能具備學校

所訂的基本能力。

●課程政策：學習成果及其評量

關西國際大學在「課程政策」上，為了能檢視

表一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Rubric評估系統各年級能力達成說明

項目一 自律（Autonomy）

內涵 學生能了解自己應盡的責任，並能自我要求，獨立並且積極努力以實現自己的目標。

子效標 求知慾� 自律性�

說明
學生能關心社會問題和現象及激發對新技能的學習
動機。

學生能嚴格自我要求，負責任地完成每一階段工作
與訓練，以達成目標。

大一 學生能關心社會問題和現象。 自己必須負責與準時完成所指定的作業。

大二 學生能透過學習新的問題或興趣，來啟發自己學習。學生能用自己的方式來完成他人或自己設定的目標。

大三
大四

學生能學習積極的新事物，綜合應用所獲得的技能
和知識。

學生能設定自己的目標，樂觀進取，且持續勤奮努
力。

終端
課程

學生能有興趣將學習獲得的技能和知識貢獻給社會。學生能設定自己的目標，並積極和獨立地努力工作，
直到完成目標為止。

圖一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的五種基本能力

（competency）及專業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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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門課程的教學效果，規定每一科目的教學大

綱都必須載明所欲培養的基本素養或專業核心能

力，且課程能力的訂定非授課老師自行決定，必

須由數位教師一同開會討論決定。整體課程規劃

也必須依照欲培養能力而設計，例如某個科目要

求達成學生的溝通能力，課程中可能會大幅增加

小組成員彼此討論的機會。

另外，也可藉由評分量表（Rubric）評估系統，

建立每項基本素養的細項及內涵解釋，規劃每個

階段（年級）的檢核標準。以表一所列學校所訂

的基本能力之一「自律」為例，包含了「求知慾」

和「自律性」兩個子效標，然後分別在大學四年

中，學校也必須規劃每年要達成子效標的內容。

舉例來說，在該校子效標的「求知慾」中，每

一階段分別訂定了不同的學習目標：大一須達到

「學生能關心社會問題和現象」的標準，大二須

達到「學生能透過學習新的問題或興趣，來啟發

自己學習」的水準，大三、大四則須達到「學生

能積極學習新事物，綜合應用所獲得的技能和知

識」的目標，最後藉由終端課程來檢視學生是否

達到「學生能有興趣將學習獲得的技能和知識貢

獻給社會」的要求。

學校規定每一門課程與各種舉辦的學生活動，

都必須將學校所訂定的基本能力及其子效標融合

在各種課程或活動中，讓學校的教學更具有目標

性。

●招生政策：規劃適合的招生方式

關西國際大學入學方式多元，但部分學生因程

度不高或對未來目標不確定，導致一年級的休退

學率偏高。為了改善學生休退學情況，學校也規

劃適合的招生方式，能篩選出程度較相近的學

生，以能讓教師教學效率提高。這些入學評選方

式包括：

⑴考量學生高中學業表現，讓學生程度具一致

性，可以使學生入學後的課業學習壓力較小，也

能降低教師教學的困難度，相對提高學生學習成

效。⑵參考學生自傳，觀察學生對所選科系是否

有興趣。⑶日本學校重視學生合作能力，會依學

生在高中所參與社團情形與志工服務等活動，檢

視學生是否具備合作能力。學校期望透過招生政

策，選出程度較相近的學生，以能降低學生休退

學率，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校務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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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的學習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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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國際大學的自我評鑑

●個人階段評量機制

關西國際大學為了確保學生學習成

效，首先落實PDCA（Plan, Do, Check, 

Act）的定期自我檢視（如圖二），

包括建置完整的課程地圖與教學大

綱（Plan）、教學用心實施（Do）、

利用學生學習檔案及測驗成績，以

Rubric方式來作評估（Check）、學生

自我檢視學業表現的優缺點，並與輔導老師商

談討論後，再規劃下一學期的學習目標與計畫

（Act）。除此之外，也分為三個面向來做定期

的自我檢視（如表二），成為該校具有特色的「學

生支援型IR」。

1.面向1：訂定反思日

為了落實自我檢討，關西國際大學在每年學期

末的9月底及3月底，訂有學生反思日（Reflection 

Day）。反思日為期二至三天（含說明會），以

學生個人為評量對象，將成績單、前一學期報告

及各科目評分結果發還學生，讓學生先自我檢

視，並進行基本能力的子效標檢查（關西國際

大學12項學習子效標，即「學習基準檢驗」），

自我評估是否達到學校要求。若學生自評分數偏

低，則再進一步安排與輔導教師商談討論。

透過此一過程，學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再設定下一期的學習目標。學校也協助建置學生

的學習檔案、學習標竿，讓學生方便可以在學校

學習系統中記錄與查閱。

2.面向2：檢視學習基準

為了檢視學生基本能力的達成狀況，期末會請

學生填寫自評表，內容為五大基本能力的12個子

項目，分為四個等級（如表三），由學生自行填

寫能力所達成的等級，再將所得結果繪製成雷達

圖（如圖三），即為學生基本能力的達成圖。學

生可藉由數位化的學習歷程檔案，檢視五大面向

學習基準（類似國內的基本素養能力）的達成狀

況。

3.面向3：檢視終端專業課程學習成果

關西國際大學的學生在大二學期結束時，必須

表二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學生學習成就自我評鑑（assessment policy）三大面向

學生層級 院系層級 學校層級

面向一：
訂定反思日

【綜合測驗及各科報告等
成績評量】：
學生每一科目成績評量

三年內學業平均成績
（GPA）要達到1.5 ／反思
日的成績自我檢視

講義、考試內容之
檢視

修得126學分以上
之課程

面向二：
檢視學習基準

【KUIS學習基準】：
學生對成績自我評估

依照學生自我評量／指導
教師之評估輔導

各科目成果的分析 全校達成率

面向三：
檢視終端專業課程
學習成果

【會考門檻】：
大二結束後的專業測驗

達到60分以上層級
兩年內專業科目合
格的達成率

全校考試結果統計

【畢業研究成果】：
大四畢業前的小論文

依多位教職員對其內容及
成績評估

檢討全部學科的成
績分布

評估論文題目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十分重視校務研究工作。

（台評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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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學校舉辦的大會考，考試範圍為專業基礎必

修科目，學生必須通過考試才能著手進行畢業論

文或專題製作。另外在大四最後一年，也會由數

名老師評量學生畢業論文或專題製作，再次確認

學生學習成果是否達到一定的水準之上。學校也

利用上述四年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並與學生入

學時的成績及學習行為進行比較分析，以達到改

善教學之效用。

●學校及院系階段評量機制

關西國際大學除建立學生個人評量機制以檢視

學生學習成效之外，也建立院系及學校層級的評

量機制。檢視的方式共分為三方面：

1.綜合測驗及各科報告等成績評量：院系負責

檢視考試內容與成績，學校負責審查學生是否修

習課程達126學分以上及其他畢業門檻。

2.會考及畢業成果檢視：學生分別在大二結束

時參加專業測驗的大會考，大四畢業前進行小論

文或專題製作。而院系則檢視兩年內大會考合格

達成率及學生成績分布情形，學校則以全校大二

生考試結果統計及大四論文成果進行評估，各自

了解並掌握校院系級的教學成果。

3.關西國際大學學習基準反思：院系透過檢視

各科目教學成果，學校透過各種基本能力全校達

成率方式，掌握學生獲得學校及院系級基本能力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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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學習歷程檔案內學習基準

　 　 五大基本能力的達成情形

表三 五大基本能力12個子項目的

　　第一個項目自我檢視分級表

項目一 求知慾（Intellectual�curiosity）的自我檢視

等級4
個人能夠抱持著學習的慾望，能根據學習到
的知識與技能在社會議題上活用。

等級3
習得的知識與技能與社會議題有關連，產生
新的問題能夠積極應對及學習。

等級2
找到感興趣的內容，能夠產生新的疑問並抱
持求知慾。

等級1
對社會議題及課業上所學到的內容抱有求知
慾。

透過這樣的檢核機制，將學生表現不佳的科目

進行分析，並且連結學生學習行為調查、學業成

績及測驗等結果，進行比較及研究，以作為改進

教學與學生支援之運用參考。

學生支援型IR、評鑑與校務治理

關西國際大學的校務研究與多數學校相同，統

整各部門彙整之數據，交由校內評鑑中心進行數

據分析。評鑑及校務研究中心除將分析結果回饋

給校長、副校長等執行單位作為政策上考量外，

也提供給授課教師，作為教師精進專業成長的參

考。

另外，校務研究中心經過分析的校務研究成

果，都會回饋給蒐集數據第一線的行政及教學單

位做參考，以作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參考依

據。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透過校務研究精進教

學方式；資淺教師也能透過校務研究，了解校內

學生的特質，快速進入狀況。關西國際大學也持

續檢討教學所需的成果資料，增加資料蒐集項

目，以確保教學品質。該校校務研究的學生支援

型IR（如圖四），包括下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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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種校務研究均應有數據支持，而非來自個

人單一的直覺、經驗或知識，不論新進或資深教

師，都能藉由校務研究確保對學生給予均等的學

習支援。且由過去的資料顯示，輔導教師經由直

接與學生面談，可以大幅提升學生的輔導成效。

2.從過去校務研究的數據，雖無法非常精準預

測學生未來的學習狀況，但至少可掌握其趨勢，

以能做有效的輔導。

3.利用校務研究數據可以精進校務治理，所決

定的教學機制也能更有效地支援學生學習。

關西國際大學雖然規模小，但對於學生的受教

品質與培育能力相當重視，在教學政策制訂上，

也以學生學習為優先考量。學校對於校務研究與

校務治理的推行鉅細靡遺，亦步亦趨，而在校務

研究上的成果更值得校務研究剛起步的臺灣大學

作為參考。透過關西國際大學的經驗分享，相信

臺灣的大學校務研究能穩健地規劃出自己的路，

帶領學校永續經營，讓校務治理精益求精。

圖四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學生支援型IR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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