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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鑑面面觀──給老師打分數

專題報導

這星期是教學評鑑週，也是學生給老師們打成績的時候，當你用2B鉛 

筆在問卷上一格一格為老師加減分時，是否想過這份成績單對老師的 

教學有何影響？而老師們又對教學評鑑有些什麼看法呢？ 

 

淡江跑第一 

 

學生評鑑教學盛行於1960年代後的美國大學，我國則在民國五十五年 

由本校率先實施，施行之初，主要是基於當時校長張建邦博士的理念 

，期望推動教學的績效政策。直到民國七十四年，社會政治威權的鬆 

動及校園民主呼籲的頓增，國內許多大學，如清華、師大等，才開始 

爭取由學生評鑑教學。 

 

本校的「教學評鑑週」訂於每學期的期中考後，由同學填寫評鑑表。 

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執行秘書莊淇銘表示，該會負責問卷的設計，然 

後交由教務處印製問卷並發放到各系協助進行評鑑工作，而問卷內容 

的缺失等，都一直不斷地在評估及改進。目前評鑑項目包括五大項， 

分別是敬業態度、授課方法、教學內容、學習效果及其他評鑑項目等 

。 

 

嗨！老師，今天換我打分數 

 

商學院的陳淑娟同學說，有時修了某個很喜歡的老師的課，卻在教學 

評鑑週因遲到而錯過了給老師打高分的機會，心裡就會覺得很難過。 

自己從沒注意過做教學評鑑的日期，不過有些老師會在前一週提醒大 

家下週要點名，以免出席做評鑑的學生數太少了，「我還碰過有老師 

暗示我們筆下留情的呢！」一直都是老師在幫學生打分數，現在則是 

學生幫老師打分數，真是感觸良多。 

 

陳同學接著說，「我們都覺得那個老師教得很差勁，他還不是年年繼 



續教我們的學弟學妹。」如果得知評鑑的結果，會不會影響她修課的 

選擇呢？她果斷地答，「一定會！」其次學校雖然在每學期舉行教學 

評鑑，但是許多同學事後都無從得知評鑑的結果，所以質疑評鑑必要 

性的人大有人在。 

 

大傳二的王同學則認為，老師和學生之間平日除了上課之外，鮮少有 

時間溝通，所以教學評鑑的目的應著重於成為師生間的橋樑，而不是 

流於形式上的問卷填寫。 

 

當老師收到成績單時 

 

拿到這份由學生給的成績單後，老師怎麼想？又會怎麼做呢？管理學 

院的李老師表示，剛到學校教書的前一兩年會很在乎成績，現在教久 

了，反而覺得學生在課堂上和老師的互動比較重要，「當然啦，評鑑 

結果很好我會很高興，表示教學方法對了，若結果只差強人意，我也 

會改變教學方式。」 

 

在評鑑成績上算是優等生的經濟系林金源老師，還是會注意到自己在 

哪些項目中表現較差，他說，受到學生的肯定當然會使他很開心，教 

書也會教得更起勁！ 

 

林金源副教授認為教學評鑑有其必要性。他回想起自己在美國擔任助 

教工作時，連助教也要接受教學評鑑。美國很重視教師們駐留在研究 

室中提供學生諮詢的Officehours，所以在問卷中也有這樣的問題，老師 

們自然也就會在這個項目上自我要求，所以問卷內容的設計自然會形 

成一套機制，影響教師們教學態度與模式，而且問卷上也有讓同學們 

抒發意見的自由論述部份。由於本校的評鑑卷上只有選項部份，所以 

林老師每學期會自行請同學寫下對他上課方式的意見，俾使更能掌握 

學生的需要。 

 

管理學院的李老師認為教學評鑑的立意很好，但是問卷題目的設計卻 

仍不夠專業及科學化。他說，這份問卷得出的統計數字無法幫助老師 

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及對課程的需要，而且各系所上課的互動方式畢 



竟有所不同，例如有些科系上課時能常分成小組來討論，師生間的互 

動較多，但有些科目迫於現實環境的考量，不得不採取一對多的授課 

方式，老師和學生溝通的機會就會減少，如此一來，所得的評鑑成績 

自然有所差異。 

 

數字會說話？ 

 

經濟系林金源老師認為，本校問卷的問題設計比起他初進淡江時已進 

步不少，這和當初的問卷修訂者林珊如小姐的教育專業背景不無關聯 

。他表示，老師們會從系上得知自己的成績和系平均的成績，但不會 

知道其他老師的成績，而經濟系總成績略遜他系一籌的原因，是全系 

一直在找的答案，一般認為和經濟系所的科目大多是理論課程也有關 

係。 

 

「我們也知道這其中變數很多。」人事室主任宛同舉例說，像大一的 

新生對大學教師該是什麼樣子還沒有概念，所得出的評鑑成果自然和 

在大三班級所做的有所不同，而同樣的分數在必修課及選修課的班級 

代表的意義也不一樣。而學生做評鑑時的態度影響評鑑功效甚鉅。他 

很感慨地說，有時從交回的電腦卡中，可以看到學生把答案全靠左或 

全靠右地刻意塗成某些圖案，好像不把對師長們的評鑑當一回事，不 

過認真作答的同學當然是大有人在。 

 

體育室教學組組長楊繼美認為，在做教學評鑑時確時無法要求學生很 

用心的作答，且面對有些同學對授課老師的月暈效果，使得嚴師所得 

評價反而很低，教學散漫者或許反而有高評價，令評鑑的公正性打了 

折扣。她有感而發地說，「沒有制度是完美的，我們僅能從不完美中 

求一比較性的完美。」 

 

有話就要大聲說出來 

 

英語系主任陳惠美表示，系上的老師大都肯定教學評鑑的施行，但有 

些老師在系務會議中也提出建議，希望開的科目若是一學年的課，該 

科的評鑑能在下學期進行，而不是像現在一樣於上學期舉行，這樣才 



能看出教學的客觀成效。 

 

莊執秘談到該問題時表示，以前學校也曾選在下學期才對開整學年的 

課程來作評鑑，但因教師們希望在上學期來做，使得評鑑結果能夠適 

時提供他們作為調整教學方式的參考，所以學校才更改原先的作法。 

但由於目前在上學期所做的評鑑，往往到下學期中老師們才獲知自己 

的成績，因此是否會達到預期的時效也讓人質疑。對此他表示，教品 

會會和教務處商議，使得評鑑作業流程加速進行，好讓老師盡快得知 

自己的評鑑成? 

 

學生會辦辦看？ 

 

在國內，台大為第一個曾由學生會來主辦教學評鑑的學校，並有一完 

整的報告書將評鑑結果公佈。但據現任學生會會長吳積霖表示，由於 

歷屆學生會會長對教學評鑑的理念不同，所以已停辦二年。今年度在 

同學們都希望恢復舉辦教學評鑑的要求下，吳會長相信應能恢復這項 

評鑑。 

 

本校學生會目前仍未有「評鑑權」，副會長林益全表示，學生會對此 

工作權限若落於型式，不能掌有一完整評鑑權，倒不如盡力於該會宗 

旨，爭取學生的各項權益。教品會莊淇銘秘書則指出，台大學生會是 

在校方沒有辦評鑑的情況下主辦評鑑，在本校行政單位已主動進行評 

鑑的情況之下，他也不反對在校內有兩套評鑑辦法並行，但人力，財 

力及施行細節上會遇到的困難，可能都是學生會需考量的。 

 

學校V.S評鑑結果 

 

目前在教學評鑑中表現優異的老師，將會列入教學優良教師的考量， 

但教學特優教師的產生，主要是由各系推薦人選，經過各學院遴選， 

最後由學校決定及頒獎，評鑑成績僅為遴選過程中的考慮因素之一， 

並非唯一要件。人事室主任宛同表示，僅根據教學評鑑，我們不能對 

老師做什麼，評鑑的成績主要是提供教學者參考，但在校長的行政裁 

量權限內，對於在「教學總分」排名在全校最後十五名內的「兼任老 



師」，可以不再續聘。 

 

他進一步說明，學校目前有一套「教師績效評量」的辦法，是以教學 

、研究與服務三方面對教師們做綜合評量，教學項目很難以量化的方 

式來檢測，而教學評鑑可輔助及提供學校作參考。人事單位到目前為 

止並未收過來自教師的直接反彈，尤其我們有許多留美的學者，所以 

沒道理在國外高高興興地給美國教授打分數，回國後卻不願接受本國 

學生的評量，而在我們以國際化自許的同時，自然不應該自外於這股 

高等教育的世界潮流，而學校對於表現非常好和非常差兩極端的教師 

就會特別去觀察和注意。不過礙於目前學生對教學評鍵的作答態度尚 

未盡嚴謹，常以個人主觀的喜好取代客觀評分，所以還不適合採取向 

同學公佈成績的方法。 

 

提牲教學品質大家一起來 

 

教學評鑑已在本校實施三十餘年了，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分析教學 

得失及診斷學習困難，並提供學生表達心聲與溝通的管道。要達到這 

些目標只有在完善的制度、嚴謹的問卷設計、學生誠心的作答、老師 

虛心的接受建議下，才能達到，所以今後我們應對教學評鑑有正確的 

認識，才能達到提昇教學品質的最終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