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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

教學、研究、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暨整體經費支用

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壹、 教學 
一、 學校的發展現階段以發展休閒專業特色為主，在實習人數 357 人亦屬不

錯，值得肯定。而人文、教育、設計與休閒學院雖有整合性的作法配合，

但應思考大學的教育是全面性的發展，學校應同時強調通識及基礎學科

能力的整體提升。另因學校仍然處在轉型的階段，部分學系結束，老師

必須改變專長配合新學系的發展，對於課程的規劃與教學品質的落實，

仍有相當的改進空間。 
二、 100 年度教學發展規劃有 6 項策略，其中第 1 項「建置適性教學課程」、

第 2 項「提升多元學習輔導」、第 3 項「推動休閒特色生根」，與 99 至

102 學年度中程計畫行動方案有較高的關聯性，其他 3 項的關聯性，請

再強化。（中程計畫書第 33 頁至第 54 頁、本計畫書第 14 頁至第 16 頁） 
三、 100 年度教學發展規劃策略目標（計畫書第 17 頁至第 22 頁），與相關配

套機制（執行重點）間，宜加強對應分析。（計畫書第 22 頁至第 35 頁） 
四、 100 年度教學發展質量化具體評估指標之訂定，請鍵結策略目標及執行

作法，並妥慎研訂。（計畫書第 37 頁至第 42 頁） 
五、 學校加強培育學生「英語能力」值得肯定，近年來有鼓勵學生參加英語

檢定，成效有提升，仍有極大成長空間，請繼續努力。另為因應國際化

之需求，除應繼續提升通過外語證照人數外，亦應增加外籍生之人數。

而如何從同學學習過程中，確實建立學生自信心，並發展學習成效，宜

就課程規劃進行務實的持續改進。 
六、 以有限的教師、學生規劃了許多學程，除了應該要檢視同學完成學程的

狀況外，對於如何協助學生適性適所的學習，宜有更細緻的推動方式。 
七、 建議應持續追蹤畢業生之狀況。 
八、 原設管考委員會，未來規劃設立教學計畫管考辦公室，期盼能確實提升

教學成效。 
九、 將透過推動六項計畫來達成 11 項預期效益，提出之質量化指標並不具

體，如何落實及管考宜補充說明。 
十、 休閒產業科系，實作部份甚為重要，學校宜製作一合宜的辦法，以評鑑

相關科系教師的教研績效。 
十一、 學校之生師比及教師授課鐘點數皆較高，應可持續聘任師資，以降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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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負荷及提升教學品質。教師人數 159 位，惟在副教授以上之比例尚

稱不足，建議應從對外遴聘及鼓勵校內教師升等來達成。學校之職員人

數 52 位，為提升行政效率及品質，應可酌作調整。 
 
貳、 研究 
一、 100 年度研究發展規劃中，有關獎勵或補助教師研究、產業合作、著作發

表、升等進修等激勵措施，宜有制度性規劃及強化空間（計畫書第 43 頁

至第 50 頁）。 
二、 100 年度研究發展規劃以「提升休閒產業應用型研究之質與量為目標」，

以「協助學院發展自我研發特色」及「教師產學合作能量之強化」為二大

重點（計畫書第 47 頁至第 50 頁），其與校中程計畫「深化休閒產業特色」

及「強化師資專業能量」策略方案（中程計畫書第 33 頁至第 36 頁、第 44
頁至第 45 頁）間之關聯性，宜請加強鍵結。 

三、 學校定位為教學型大學，如何鼓勵教師進行應用研究應積極規劃。學校以

休閒產業為發展主軸，如何形成研究群，推動不同學群、學院之整合性研

究應為努力方向。建議在研究上之鼓勵機制應能更積極，以持續強化學術

之績效。 
四、 學校剛在起步，研究能量、獎勵制度、研究活動等均有相當進步空間。研

究計畫 98 年度為 56 件到 99 年度 8 月底減少為 37 件，是否如計畫書中所

述逐年成長？待補充說明。 
五、 99 年專任教授 6 人、副教授 19 人，副教授以上人數偏低，欲推動產學合

作研究宜有資深師資協助。由於學校高階教師之人數較少，如能提升並建

立研究群，以強化助理教授之升等成效。助理教授應以教學、研究、輔導

學生為主要工作，學校不宜聘用過多助理教授兼負系主任行政工作。 
六、 學校與蓮潭國際會館合作良好，唯長程規劃亦宜考慮讓教師與學生有機會

教授、研究與學習更深層面的相關專業；特別是設計學院與人文教育學院

方面的研究、教學工作。 
 

參、 整體經費與規劃 
一、 校中程發展計畫所擬 100 年度行動方案（中程計畫書第 33 頁至第 53 頁），

與本（100）年度教學研究發展規劃措施之銜接，宜請加強檢視。 
二、 100 年度整體經費 4 項支用項目（計畫書第 57 頁），7 項支用明細（計畫

書第 56 頁）及 9 項經資門支用項目（計畫書第 54 頁），宜請配合本（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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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教學發展規劃 6 項執行重點（計畫書第 16 頁至第 35 頁）、研究發展

規劃 2 項執行重點（計畫書第 47 頁至第 50 頁），核實分配編列。 
三、 經費多數規劃於使用師資延攬及硬體採購，看不出經費投入後產生的實質

效益結果為何？請補充說明。 
四、 支付教師薪資之金額比率佔經常門之 68%，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TA

輔導等之經費相對有限，建議就現有師資及未來發展所需聘任教師作整體

考量。 
五、 學校之收入狀況有下降之趨勢，建議除開拓生源外，亦應在推廣教育及產

學合作上有所耕耘。 
六、 100 年擬以 1,700 萬元支付二年內新聘師資，聘任的教師宜能協助學校達

成長程發展更廣層面休閒產業的目標。 
七、 學校圖書館館藏約有 50 萬冊，除檢視借閱狀況外，對於藏書與校務發展

重點方向是否契合？及未來館藏之規劃宜有詳實的計畫。 
八、 校務計畫中「建立學生自信心」，或為學校應投入更多資源的項目，宜補

充說明。另建議輔導學生，提升學生學習能力的相關經費編列較多些。 
九、 97 至 99 年，3 年共有 4 位校長主持校務，人事更迭頻繁，對校務發展影

響至大，建議注意人事的穩定性。 
 
肆、 財務及校務資訊公開化與電腦化 
一、 財務及校務資訊內容架構，已依部定格式於校方網站首頁呈現，部分項目

尚缺 98 年度資料，請學校儘速補列，建議在資料之即時性及連結性上能

有所改善。 
二、 學校組織架構圖中，將全部教學單位置於研究發展處下，此一行政凌駕教

學之架構，在學校組織規程並無如此規定，建議調整。 
三、 對於未來學生人數概估，應可再思考如何因應少子化作更務實的調整。 
四、 甚多教師個人公開資訊不夠完整，建議改進。 
五、 建議公布董事（含監察人）名單，及功能、運作之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