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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你可以再滿意一點

社論專載

日前學校針對師生抽樣進行校務滿意度的調查，結果除了少數議題之外，普遍滿意度

偏高，這代表師生對於學校的認同與肯定，實為可喜的現象。 

 

本校自民國八十二年以來開始實行全面品質管理（ＴＱＭ）制度，對於行政與教學單

位在行政工作上進行品質管理的要求，而ＴＱＭ最終的目標就是能達到「顧客滿意」

，今天，師生們對於學校辦學的各項軟硬體設施及政策，能夠抱持高度滿意度，就是

達到ＴＱＭ的要求，顯示多年的推行政策，已展現成果。 

 

學校每年都會舉行一次校務滿意度調查，詳細的作出評估，甚至在一年一度的「教學

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中，由校長親自向全校一級行政單位教學一二級單位報告並分析

這個結果，可以看得出學校對於師生意見的重視。這項調查，可視為學校一年一度的

自我體檢，而健全的檢查制度的實行，正是ＴＱＭ的精神。透過一套健全的預警標準

，檢視在執行過程之中的偏差，是品管圈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有人說：「有多少人，對於品質就有多少定義。」因為每個人的認知與期望不同，自

然有不同的看法。本次的校務滿意度調查，整體來說，成績偏高，其中資訊化成果、

行政支援校園管理、圖書服務等方面，教師滿意度甚至高達八成六或八成九，學生也

有七至八成滿意，可視為師生給予學校的掌聲。 

 

不過，不管滿意度再高，總有一定比例的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在顧客導向的前提下

，仍是重要的指標。以往學校似乎只作滿意度的調查，僅限提供高層參考，事後似未

見針對問卷所提的各項議題及結果作出分析檢討，亦似未見具體改進的方案，這樣就

失去了調查的意義。凡品管圈之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差錯，勢必影響產品的品質，透

過問卷診斷出問題點，就應該實事求是的追蹤緣由，尋求改進之道。在此，我們謹提

出下列看法，以求校務滿意度的調查具有更積極的意義。 

 

在這次校務滿意度的調查中，學生讀書風氣方面，師生不滿意和很不滿意的比例各佔

了66.5%及34.1% ，足以顯示出師生對於學校裡的次級文化，有負面的評價，或者說

，師生都賦予學生讀書風氣一項更高一等的期望。既然如此，應該進行深一層的探究



，尋求解決辦法，究竟是老師教學不夠認真，導致學生偷懶敷衍？還是學生素質低落

，導致劣幣逐良幣？抑或是太多的旁騖，讓學生根本無心課業？瞭解原因後，再訂定

出具體的方法，再透過每年的滿意度調查作檢驗，逐步修正，自然能夠再創滿意度新

高。 

 

同時，每年一次的體檢，似乎應該化繁為簡，統計出總成績，並公告週知，為師生解

讀資料背後的含意。量化的結果，也可讓師生很清楚的看出我們的成績，如果今年滿

意度總平均八十九分，明年九十分，那麼就是有進步，值得鼓勵。好還要更好，如果

能夠按部就班，把滿意度作為一項指標，將調查意見反映在改善方案中，相信，每一

年的辦學成果都可以讓師生再滿意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