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深教師駐點服務」

學習評量資訊

 

 

 

研究發展處專欄
                        評鑑雙月刊第27期

文／王如哲

                       資料來源: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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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慶共識營之後，研發處的工作重點包括：繼續促進研究中心與研

究群的發展，推動跨校學術合作，並陸續安排與各學院的座談，協助促成

跨院的研究群合作，以及討論研提整合型計畫的構想。同時，研發處也將

舉辦近兩年本校執行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的成果觀摩會，以鼓勵

研提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此外，隨著系所評鑑準備工作展開，研發處這一

年來推動的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管理系統也發揮其預期功用，大幅減輕各系

在收集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的工作負擔。

    在研究中心的發展方面，創辦人在共識營明白指出，研究中心的評鑑

一定要做。而校長也在主管會議關切研究中心的績效表現。目前，設有研

究中心的各學院都已制定研究中心的評鑑法規，並據以追蹤研究中心的績

效。以創意設計學院為例，在研究中心的帶動下，該院教師執行計畫金額

在100年度大幅成長到15,471,400元，占全校總額25%；98至100年度的展

演次數分別是23次、107次、145次，成長6.3倍；專利件數逐年大幅成長

至97件；I 級論文篇數也成長至28篇。而人文社會學院在學校的大力支持

下，正積極密切與中醫大進行討論，研擬成立「網路成癮防治中心」。預

期在這個研究中心的帶動下，將研提「網路成癮防治」相關的整合型計畫

，進而提昇本校相關領域的研究能量。

    本校「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管理系統」自前年底規劃現行系統之修改，

讓系統操作更為友善與自動化。第一階段修改之功能已於去年三月正式上

線使用，目前全校教師幾乎都已登錄研究成果於系統中。這些資料在100

年的校務評鑑、教師評鑑以及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的作業中，都發揮了很大

的效用。隨著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準備工作展開，此系統預期將能減輕各系

在準備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的工作負擔。請各位老師持續登錄各項研究成果

，並不吝給予建議。在4月18日的評鑑項目四的座談會上，多位老師提出

對於系統產生研究成果列表的需求，本處已於4月19日將需求意見表發給

各系，並將儘快彙集各系的報表需求，請資發處協助建置一個適用於系所

評鑑的研究成果列表版本。

    大學部學生參與研究計畫可以儘早接受研究訓練，體驗研究活動、學

習研究方法，並加強實驗、實作之能力。同時，藉由相互觀摩學習之機會

，激發創意及思維潛能。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學生積極參與研究計畫，研發

處將於5月下旬舉辦近兩年本校執行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的成果

觀摩會，以鼓勵研提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目前議程的規劃包括兩場演講與

經驗分享，並安排近30件計畫海報展示與解說。屆時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

舉。

除了全力提昇學術研發績效，研發處同時也協助釐清研究倫理審查的相關

程序。在人體研究法制定通過後，未經主管機關查核通過的審查會，不得

審查研究計畫。目前本校設有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其任務為處理研究倫

理審查的相關事宜。未來本校教師若有研究倫理審查的相關建議，都可以

透過提案在此委員會討論。在共識營之後，研發處將陸續安排與各學院的

座談，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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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在全校教師的努力

下，持續提昇本校學術研究能量。

    學生是接受教育的主體，教育之成敗繫於學生學習成效。然而，什麼是「學生學習成效」？

它是一看似簡單卻複雜的概念，因此在解析此一概念時必須：

第一、兼顧「直接的」和「間接的」學生學習成效。

    直接的學習成效係指學生在接受教育前、後之行為變化，亦即接受教育後之「終點行為」減

去接受教育前之「起點行為」所產生之實質變化，代表的是「直接的」學生學習成效；相對地，

「間接的」學生學習成效，則是指受過教育之學生在經歷一段長時間後才能顯現的效果。以大學

教育而言，就讀於某一大學系所學生在畢業時，測量到專業上的習得知能，反映出的是「直接的

」學習成效，但在其進入職場之長期生涯上，此一專業教育對其產生之長遠影響，則是「間接的

」學習成效。

第二、並重「認知的」、「情感的」及「動作技能的」不同向度之學生學習成效。

    在衡量大學的學生學習成效時，應涵蓋「認知的」、「情感的」及「動作技能的」之不同向

度，才能完整掌握大學教育所獲致之學生學習成效。「認知的」知能包含從相對簡單的任務例如

認同，到複雜的過程例如批判分析。「情意的」是與價值情感有關的知能，從相對簡單的價值認

同，到複雜的倫理情境之批判與評價。「動作技能的」是與身體有關的技術和能力，從相對簡單

的模仿，到有創意的精熟。在衡量大學的學生學習成效上，如果只集中於單一向度，則不僅會窄

化學習成效，亦有造成以偏蓋全之危險。

最後則是涵蓋「機構的」、「方案的」、「班級的」三個層級之學生學習成效。

    在與大學任務有關之文件中，以及大學願景與核心價值上反映出的是「機構的」學生學習成

效；「方案的」學習成效係指成功完成一項方案時，學生所習得且可加以測量的知能，因此在大

學院系所之教育目標與課程上反映出的是「方案的」學生學習成效；在教師的教學計畫中顯示的

是「班級的」學生學習成效。學生學習成效通常與學生之學術技能、溝通、批判思考、資訊素養

及終身學習等方面之知能有關，因此大學必須從上述三個層級蒐集能反映出學生學習成效之有關

證據與資料，才能完整證明大學教育之學生學習成效。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暨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教授，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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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性認定性騷擾之共通處:
         男女均認為不受歡迎，令人不舒服，且與性別、性、身體有關的言行，都可能構成性騷擾。

二、兩性界定某種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的差異:
     1.針對異性具性意涵的言行舉止:

       男性較常將之認定為女性的抬舉，而較少將之界定為性騷擾；女性較常感到被輕侮，較會將之界定 

       為性騷擾。

     2.用誰的觀點來界定性騷擾?

       男性較常透過男性行為人的觀點，來界定某種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因此，男性比較不會有爭議的 

       言行界定為性騷擾。

     3.兩性不同的盲點與限制:

       男性比較傾向將女性的「友善」言行，誤解為「性趣」的表達；女性比較傾向將男性笨拙或白目的 

       示愛行為，認定為性騷擾。

三、兩性認定自己是否被性騷擾的差異:

     
     
     

    

 

       你的感覺如何?

       對你所產生的其他影響?

       列舉目擊者

       描述目擊者的反應

       詳細紀錄每次事發時間、日期和地點

       每次事件發生之後盡速寫下來

       妥善保存你的紀錄

四、性騷擾創傷症候群
         性騷擾受害人，尤其是女性，可能會出現下列的身心症狀；但症狀出現的時間、類型、嚴重程度 

     ，則會因人而異。

     一、內在症狀:

         1.負面情緒反應:焦慮、驚嚇、否認、憤怒、恐懼、挫折、不安全感、被背叛感、尷尬、困惑、 

                        困窘、羞恥、罪惡、孤立感、無力感等。

  2.負面生理反應:頭痛、睡眠、飲食腸胃方面的問題、容易驚嚇或過度警覺、無法專心、藥物濫 

                        用等。

  3.負面的自我認知:負面的自我概念、低自尊、自覺無能、無力、無望。

    二、外在症狀:

  1.對社交/人際關係的負面影響:改變生活作息、社交退縮、缺乏信任感、過度自我專注、外觀與 

                                     衣著服飾的改變、社交型態的改變。

         2.負面的就學/就業效應:學習或工作習慣改變、工作/學習表現不佳、無故缺席、辭職或退學。

「他的」性騷擾V.S「她的」性騷擾?

男性對女性挑戰或質疑其男性陽剛特質的

言行，較會認定為性騷擾。

女性對於男性強調其女性陰柔特質的言行

，及男性對其身體或性自主的侵犯，教會

認定為性騷擾。

男性在認定自己是否遭同性性騷擾時，傾

向以自己的反應與感覺為認定標準，較確

認性騷擾的產生。

女性在認定是否遭受到性騷擾時，較關切

(相識的)男性行為者的動機和本意，因此

較常猶豫是否將之認定為性騷擾。

一般男性對於被女性誤控性騷擾抱有高度

的焦慮感。

女性常因情境與關係的曖昧，而對自己被

(相識的)男性性騷擾的認定產生猶豫。            

男生 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