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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逢本校十一週年校慶，校長在校慶致詞時表示，亞大以邁向私校前

七大為目標，在學術研發方面要進入全國前20名。創辦人則在共識營強調

跨領域研究的重要性，並以100年度私校計畫的成功案例，指示應繼續推

動跨院研究。曾副校長在3月17日的共識營，針對如何提升本校學術研發

進行簡報。簡報中提出的四項策略為：提升研發能量、鼓勵參與學術研究

、補助校內研究與獎勵學術成果、協助銜接產學合作專利技轉。

    在共識營的分組討論時間，與會教師針對主要的討論題綱，進行熱烈

討論。第一個議題是：如何激勵與協助各院發展研究群？與會教師認為從

研究群到研究中心的發展過程，可以採取「先有量，再求質」的策略。在

推動研究群的過程中，應時時自問相關做法是否達到成立研究群的效果？

例如：宗旨、目標、產出(論文、計畫、專利、技轉)。在經費方面，透過

起始資源投入，期許達到自給自足的目標。與會老師也提出一些有助於發

展研究群的建議做法，像是聘用博士後人員、爭取研究計畫、回饋管理費

給研究中心、共聘用助理等。

    關於如何建立與經營跨領域研究合作模式的議題，與會者也紛紛提出

自己的經驗與大家分享。有些老師的合作模式是先問對方能提供多少資源

、哪些設備、以及論文作者排序。然而陳士農主任以自身執行防災計畫的

經驗為例，強調跨領域研究合作有時需要一股傻勁先投入，所謂自助人助

。合作初期以學習為主，等到逐漸成長茁壯，也就能在該領域佔有一席之

地，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此外，針對國科會生物處郭明良處長在

演講中提到的研究計畫推動策略，與會老師也有許多回應意見。特別是針

對「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兩種策略，哪一個適合現階段本校推動？

由下而上的優點是鼓勵自由研究，然而其缺點是資源與力量分散，不易快

速見到成效。由上而下的計畫推動，強調任務導向、形成特色，有利於爭

取大型國科會計畫。但其困難在於有些老師必須調整自己專長，甚至重新

學習，經歷一段辛苦的轉型過程。

    延續上次共識營關於教師專長分類表的議題，本次分組討論再度檢視

「領域-類別-專長」三層架構，並由各學院依據專業知識加以修訂，彙整

成最後的版本。目前資發處已將各院修訂過的教師專長分類表建置在系統

中，讓老師可以透過簡易的選取功能來登錄學術專長，減輕老師的負擔。

目前仍有部分老師尚未在研究成果管理系統中登錄專長，這部份需要全校

老師協助持續更新。另外，為慶祝本校十一週年校慶，資訊學院與健康學

院於3月校慶週與中興大學、成功大學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其中資訊學

院主辦的是資訊安全研討會，而健康學院主辦的是生物技術與保健營養研

討會，邀請多位大師進行演講及相關研討活動，專題講者包括張真誠講座

教授等多位知名學者，吸引眾多師生前往聆聽。

    在共識營之後，研發處將陸續安排與各學院的座談，協助促成跨院的

研究群合作，並討論研提整合型計畫的構想。同時，研發處也將安排與新

進老師有約，在輕鬆的氣氛中分享研究經驗，並鼓勵新進教師研提國科會

新進人員隨到隨審計畫。在全校教師的努力下，本校論文篇數持續成長。

現階段的努力方向之一是鼓勵教師踴躍研提國科會計畫，包括整合型計畫

、新進人員隨到隨審計畫以及大學生專題計畫。希望各位師長共同努力，

以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能量的目標共勉。

Q：如何表現學生核心能力或基本素養的養成成效？

    從第一週期「確保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的系所評鑑，到「引導學校建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的校務評鑑，再進一步至第二週期「檢視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的落實情形，以及初步應用於系所之成果

」的系所評鑑，皆顯示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核心的趨勢，而學生學習成效又與系所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系

務治理與經營、課程與教學、學習資源與支援、學生學習評量與品質改善機制息息相關。

為了確保核心能力的達成，系所應根據所訂的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設計，同時確保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表中所

有科目間的關聯性，另應進一步說明課外學習活動與核心能力的關聯性，並建立完整的課程地圖，作為學生

修課的指引。

    至於抽象的核心能力如何在課程中被評量？最常用的方式為基本的考試／測驗／會考、證照考試、學生

e-portfolio、專題報告審查等直接性的評量方式，以及量表填答、問卷調查等間接性評量，各系所亦可依

其特性制定適合的學生學習成效檢核機制，能力雷達圖、學生生涯發展進路圖亦不失為一個良好方法，有助

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活力與就業競爭力。

Q：學院評鑑的方式為何？系所就不用評的意思嗎？

    為因應大學系所整合與資源共享的趨勢，並基於系所辦學特性及性質之相關性，經校務會議通過已設置

或設置中的學院，其下的受評單位若在師資、課程及各項資源均有整合的事實，且歸屬於同一學門，則可申

請以「學院」的方式進行評鑑。例如：A、B、C與D系皆列屬甲校的管理學院，4系亦均歸屬於管理學門，且

無論師資、課程及資源均彼此相互支援或整合，則A、B、C與D系可申請接受「學院評鑑」。

    申請「學院評鑑」的受評單位，須以全院的身分「共同」提交1份自我評鑑報告。自我評鑑報告本文以

60頁為限，每增加1個受評班制可增加10頁，內容除呈現各系所、學位學程或在職專班等受評班制針對5個評

鑑項目的自我評鑑結果外，尚須呈現「院務整體發展與資源整合」部分。評鑑委員人數以15至17人為原則，

若受評單位規模超過5個系所，每增加1個系所將增派1名評鑑委員，以顧及受評單位的整體發展。

    在評鑑結果的給予上，「學院評鑑」將依據全院接受評鑑的班制給予「全院性」的認可結果。例如：甲

校管理學院下的A系（學士班、碩士班）、B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C所（碩士班）及D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申請學院評鑑，將給予全院學士班、全院進修學士班、全院碩士班、全院碩士在職專

班及全院博士班5個認可結果。由此可知，申請「學院評鑑」不代表系所不用接受評鑑，而是以整體學院的

身分接受評鑑，並肩負起全院共同班制的認可結果。

Q：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已經結束，為何第二週期系所評鑑還要提供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的後續改善資料？

    整個系所評鑑是以5年為一個循環週期，然因第一週期結束後先進行為期1年的校務評鑑，因此第二週期

與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時已相隔達6年的時間。認可制評鑑與品質保證機制的最重要精神在持續品質改善，因

此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的受評系所，不論是更名、轉型或仍持續辦學，都應針對第一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報

告書中評鑑委員所提供的改善建議，提出品質改善計畫，並於近5年內持續執行與落實，以展現持續改善的

品質保證精神。

    在撰寫或是投稿期刊過程中，遇到難解之題時，總希望有人能指點迷津；若遇到

困惑之處，也希望能有共同討論的對象。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努力推展教學

諮詢服務，分別於不同時段提供資深教師駐點諮詢服務，以期提升本校教師研究能力

並帶動教學能力之增進。

‧服務時間：星期一 ~ 星期五（寒暑假暫不供服務）。 

‧服務對象：全校教師。 

‧服務地點：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預約方式：1.線上預約 2.電話預約。 

‧預約方法：1.諮詢者請至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網路報名」區塊選擇時段（每星期最 

              多可預約2次諮詢時段)，本預約單會直接傳送至中心。

            2.電洽教發中心助理預約，分機：5444。

‧服務項目：

   1. 中／英文論文修飾建議　　　　　            6. 班級經營 

   2. 寫作學術論著技巧建議  　　　　　          7. 課程設計 

   3. 使用研究方法上的諮詢 　　　　　　         8. 教學方法諮詢 

   4. 國科會投稿技巧        　　　　            9. 教學歷程討論 

   5. 學習評量/成效相關諮詢        　　         10. 學習輔導

如何避免性騷擾他人?
六點原則:四不二要

四不:

  當不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寧可先不要說或不要做。

  如果察覺到自己的言行是不受對方所歡迎時，應不要繼續說或繼續做。

  不要將對方的「友善」誤解為「性趣」。

  不要利用對方的仰慕獲信任，遂行性騷擾行為。

二要:

  要能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是否存有結構性與個別性差異；結構性差異是指雙方的權力、體力、地位或資 

  源不相等；個別性差異是指彼此擁有不同的身體界限、認知標準、品味偏好、及價值觀等。

  若查覺與對方存有上述差異，具優勢者(如:主管、老師、身強力壯者)更應遵守專業倫理及尊重差異等人 

  際互動原則。

常見性騷擾樣態
    性騷擾的法律認定，會審酌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行為人之言詞行為、當事雙方之關係及認知

等具體事實。下列事件可能構成性騷:

一、不受歡迎且為反對方意願之言詞

        開黃腔。評論身材、長相並給予不當稱呼，如:「波霸」、「洗衣板」。嘲笑性別特質，如:「 

    娘娘腔」、「男人婆」等稱謂。探詢他人之隱私、性傾向、性生活等，談論自己的性隱私、性生 

    活等。發表歧視同性戀之言語，將一般談話內容「情色化」。

二、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之行為

        在擁擠的公車或捷運上，故意摩擦下體。趁人不備時，襲胸或摸臀、故意碰觸、撫摸對方身 

    體。色瞇瞇盯視對方身體。偷窺、偷拍、獻寶(暴露狂)、展示色情圖片。利用職權或機會，脅迫  

    對方提供性服務，如:神棍以改運為名，脅迫信徒發生性行為。因對方拒絕提供性服務，阻擾或剝 

    奪對方取得應有的權益，如:房東追求房客不成，無故終止租貸契約。

三、利用各種媒體，散播他人與「性」有關之私密資訊

        散發黑函，傳述有關他人之性器特徵。於網路討論版，討論他人知性偏好。利用手機，散發 

    有關他人之訊息。於廁所、黑板、佈告欄塗鴉，描述他人知性隱私。

四、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之過度追求獲暴力分手

        過分追求或不當追求，如:死纏爛打、跟蹤糾纏、持續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追求。分手暴力，如 

    :以自殺威脅，脅迫同歸於盡。

性騷擾的應對模式

    當遭遇到性騷擾時，若採取消極的應對模式，如:隱忍不說、不予理會(如:假裝聽不見或聽不懂)、逃

避(自請調職、轉學/班、搬家等)等，通常不會發生制止的效用，且可能讓騷擾者食髓知味。

    因此，若不性遭遇性騷擾，建議採取下列的積極應對模式，以有效制止他人的性騷擾行為:

一、如果情況許可，可嘗試與行為人溝通:

        當面或以書信，或透過雙方都信任的第三人，明確告知行為你不舒服的感覺，要求對方立即停止 

    該行為。

二、如果情況沒有改善，則應採取掌控情勢的策略:

    (一)將事發經過及對你的影響，告知你可信任知親友或同債

    (二)記錄性騷擾事件:

        詳盡記錄事件發生的完整經過

        妳試圖阻止性騷擾的所有嘗試

        你做了什麼抗拒/應對?若無，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