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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 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7:3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408 會議室 

主    席：黃主任委員文樞                                記錄：李凱琳          

出席人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及全校一級主管(如附件名冊) 

列席人員：研發處綜合企劃組柯學初組長、總務處環保組廖順魁組長 

 
壹、 相互介紹、主席致詞 

貳、 會議流程 

活動時間 活動行程 本校參與人員 

14:00~16:00 校長簡報 
全校一級主管 

討論時間 

16:00~16:30 參觀學校設施 
 

16:30~17:30 綜合座談 全校一級主管 

參、 委員綜合意見 

一、 時間需精準掌控：簡報時間需控制於四十分鐘；參觀路線(含路程計算)至少

需演練三次，方能精準掌握。 
二、 簡報可考慮採 pop-up 方式一條條呈現，演說時可加入更多熱情。 
三、 簡報頁數不宜過多，宜精簡文字；多加入圖表和照片，加強美編。 
四、 簡報可彌補原有自評報告之不足，建議可打破評鑑中心五大評鑑項目之框

架，而強化東華特色與績效(扼要表達特色，不用強調作法)。 
五、 應呈現特定事實之數據，比如：實施課程學程化後輔修及雙主修人數之成長

數據。 
六、 「合校的過程與經驗」部分，建議移回東華特色。 
七、 特色之一「提升與宣揚台灣原住民文化」，除原民院外，可加入藝術學院。 
八、 特色之一「落實學生自治並提供豐富多元的課外活動輔導」，學生自治組織

為各校都有，就不用呈現。前往偏鄉/部落或海外服務部分，可舉實例說明。 
九、 校園特色部分 

1. 校園依「校園規劃與建築準則」進行規劃與設計，應提到最前面。 
2. 現有主題稍弱(比如：無校園鐘聲等)，應強化「學院特色」，七成經費分

配到院。 
3. 可刪除「溫馨校園，師生互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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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建議強化部分 
1. 特色之一「台灣東部在地服務」－人才培育、推廣教育等作法各校都有，

就無須強調，而改呈現東台灣深耕計畫架構圖。 
2. 課程學程化之改革 
3. 預算以學院為中心(含研究&空間) 
4. 各院重點特色研究  
5. 生態校園 
6. 全英語授課：4 個學士班、11 個碩士班(可舉例修習人數) 
7. 學生問卷及校友問卷之成果 
8. 主動報告宿舍事件的處理 
9. 教學評鑑不佳教師之追蹤輔導，建議可展現一份診斷報告 
10. 合校過程中，同時建設十幾棟工程之過程與成果(比如：新增多少建築、

宿舍、樓地板面積等)。 
11. 行政品質評鑑 
12. 學生電子學習履歷系統 
13. 好山好水融入教學，開設特色課程；國際交流方面，以花蓮的環境優勢，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校短期研究等。 
十一、 特色與優點可加 highlight &小結。 
十二、 參觀路線方面 

1. 因委員於評鑑前一天晚上開會討論時，可能會修改參訪點和路線，故建

議學校事先準備二至三條路線供委員選擇，且備齊全部參訪單位之簡介

(格式需統一)及導覽圖。 
2. 可安排學生進行報告，比如：輔修或雙主修學生的心得等。 

十三、 帶領委員參觀時，校內主管可把握時間進行沿途解說(備小型擴音機)，並

於各參訪點準備一立牌張貼海報，簡單介紹參訪點之特色與優點，讓委員

一目瞭然。 
十四、 藝術中心可呈現學生成果展、設計展或得獎成果。 
十五、 離正式評鑑尚有三週準備時間，建議校長可發公開信給全校，全體教職員

生以辦喜事的心情接受評鑑考驗。 
十六、 其他 

1. 加強參訪沿途之環境整潔及草坪修剪 
2. 訪評場地(含行政大樓 2、3、4、5 樓)之洗手間應放置衛生紙和擦手紙 

肆、 散會：下午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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