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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績效指標、衡量標準及目標值 

本計畫自 107 年 1 月起執行至 111 年 12 月之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如下（以 5年為期）： 

一、一般大學校院績效指標 

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提升教學品

質落實教學

創新 

 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學生學習成效之

進步情形（學校

得依學生特質訂

定基本能力及專

業知識及實作能

力之進步指標）

 畢業生就業表現

（學校得依不同

學門自訂畢業生

流向與生涯社會

流動、薪資及雇

主滿意度之表現

指標） 

 學校得自訂其他

有具體資料可驗

證之指標 

學校應依具體校務資料為

基礎，考量學生特質，由

學校及教學單位共同討論

所要培養人才之目標，訂

定適當作法並自訂逐年達

成目標（得參考下列方式

或自訂校內創新作法），使

學生能力真正產生品質提

升（value-added） 

 訂定符合學生特質之

基本能力項目（如閱

讀書寫、語言溝通、

國際視野、理性思

辨、組織領導、創新

實踐、自主學習行動

力等）及檢核方式 

 自訂學生專業知識及

專業實作能力及檢核

方式 

 強化通識博雅教育之

品質及內涵 

 針對不同學習需求學

生（如體制外實驗教育

學生等）規劃更多元入

學管道及學習輔導措

施 

 建立校務專業管理制

度(IR)，發展校務研

究資料庫，了解教學

品質、學生學習成效

和就業情形之關聯，

落實畢業生表現及就

業長期追蹤機制，以

回饋至調整人才培育

學校可透過能力指標

及學生先備能力之蒐

集(IR 機制)，訂出

其能力實質改變之指

標。瞭解學生(課程)

學習前後之學習成效

與變化，並連結到教

學方法與教學品質的

改善。針對不同學生

學習問題提供所需協

助。使學生進行有方

向、有目標的學習歷

程。對應各類能力指

標（含基本及專業能

力），協助授課教師

思考要教什麼、評量

什麼、及用什麼方法

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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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目標、課程教學之學

習改善之參據　 

 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改善教學

品質 

 提升師資質量之

具體目標（學校

依目前師資結構

自訂逐年改善生

師比及提升教師

專長與授課內容

相符程度之目

標） 

 教師改進教材內

容或開發創新教

學方法之比例與

客觀教學成效

（學校自訂成長

目標） 

 學校得自訂其他

具體可驗證之指

標 

學校應依具體校務資料為

基礎，由學校及教學單位

共同討論適當作法並自訂

逐年成長目標（得參考下

列方式或自訂校內創新作

法） 

 引導教師關心學生投

入學習的程度及提供

學生學習輔導措施

（如課外學習時間） 

 建立教師專長與授課

內容相符之確保機制 

 建立教師教學支持系

統，投入資源及獎勵制

度（如年度教師教研意

見調查、教學助理設

置、多元升等管道等） 

 鼓勵教師開發創新或

改善教材或教法之措

施 

 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促進教師重視教學，

關注學生學習內容，

依據學生學習和社會

背景的特質、學生學

習成效評估結果，協

助學校與教師提出有

效改善教學品質之作

法，使學習與生活產

生關聯，引發學生學

習動機及熱情，提升

學習成效，惟不宜僅

以學生主觀意見之教

學評量結果評估。 

 提高學生

學習自由

度及專業

主修彈性

 學生跨領域學習

比例成長情形

（學生藉由右列

各項作法進行跨

領域學習者均可

納入本項計算成

長比例） 

 學校得自訂其他

具體可驗證之指

標 

學校應依學生學習需求訂

定提高學生選課自由度之

適當作法並自訂逐年成長

目標（得參考下列方式或

自訂校內創新作法） 

 降低必修或畢業學分

數（需有確保學生選

課權益、教師授課時

數之調整及強化課程

品質之配套措施，避

免學分降低造成學生

選不到課或降低學習

成效等情形）等，由

學校自訂績效指標 

鬆綁系所課程分野，

擴大開課、選課、教

學、實習的彈性，透

過學院整合開課，讓

學生依興趣、性向有

不同組合課程修習，

改變傳統學系近乎固

定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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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鼓勵學生修讀跨領域

（校）課（學） 

 降低輔系、雙主修門

檻之作法 

 建立協助學生適性發

展之轉系輔導制度 

 以學院為教學核心單

位，進行跨系所教學

資源整合，設計出具

有整合性與創新內容

之跨領域課程，深化

學生學習廣度 

 大一大二不分系（可

評估適當之學院進行

試辦，對學生做充分

的選課輔導，方能激

勵學生學習達成適性

選擇之目標） 

 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培養學生

具備使用

及運用程

式語言之

能力 

 學校自訂每年修

讀修讀邏輯運算

相關課程學士班

學生之成長比率

 學校得自訂其他

具體可驗證之指

標 

 

學校與教學單位應思考數

位經濟的教學需求，發展

適合不同領域需求的程式

設計課程，提高學生運用

資訊科技能力，增進學生

對邏輯運算及程式設計之

基本認知，據以提出適當

作法並（得參考下列方式

或自訂校內創新作法）自

訂逐年成長目標。 

 引導大學以業界師

資、專案教師、資訊

相關系所之專業教師

協同教學或由博士生

支援程式設計教學；

舉辦程式設計教師教

學工作坊所需程式設

計課程。 

 鼓勵系所設計能觸發

1. 近年來，全球掀

起一股程式設計

的教育浪潮，愛

沙尼亞、英國、法

國、奧地利、丹

麥、波蘭、台灣

等，均將使用及

運用程式語言能

力納入課綱，不

單單是為了未來

大量需求的軟體

人才，更為培養

孩子解決問題、

創造、勇於嘗試

錯誤等能力，以

及做好掌握數位

生活的準備。十

二年國教科技領

域課程包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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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學生學習動機之課程

及教學活動，以培養

學生邏輯運算；鼓勵

各校開設各專業領域

學生皆可修讀之基礎

程式設計通識課程，

或舉辦程式設計有關

研習活動 

 引進教學資源，以所

學專業為基礎，激發

學生跨領域學習程式

設計興趣，培養邏輯

思考、邏輯運算與運

用科技及創新學習的

能力，提高未來參與

數位經濟之機會。 

 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科技與生活科技

兩門科目。國民

中學著重在問題

解決能力，高中

強調跨學科整合

應用，透過程式

符號去推理、解

決問題，就如以

文字和數字推理

解題一樣。大學

之課程內容應能

銜接十二年國教

課綱之推動，培

養學生具備與時

俱進的資訊科技

素養，成為主動、

積極且負責任的

數位公民。（數位

經濟人才需求）

2. 教育部政策目

標：三年內達成

全國一半以上學

士班學生修讀邏

輯運算相關課程

之比率 

 培養學生

創新創意

能力 

 學生參與創新創

意(業)課程比例

成長情形與課程

學習成效（學校

藉由右列各項作

法進行者均可納

入本項計算成長

比例） 

 學校得自訂其他

具體可驗證之指

標 

 

創新創意相關課程由學校

自行認定，應依學生學習

需求發展適當課程模組並

自訂逐年成長目標（得參

考下列方式或自訂校內創

新作法） 

 學生參與學校所開設

之跨學科、跨領域交

流，並提供創意測

試、創意研究及創意

實踐學習之相關課

程。 

 結合校內外自造者空

為培育學生具有創新

創意思維，在面對瞬

息萬變的社會發展，

能積極面對困難並提

出解決方法以解決問

題，爰鼓勵大學開設

相關課程；近年政府

推動創新創業政策，

本部鼓勵大學開設相

關課程以培養學生具

創新創業家精神，並

進一步引導學校結合

創新實作，讓學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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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間，引導學生將創新

創意動手實踐，做出

原型產品或建構可行

的商業模式。 

 介接學生創業團隊至

創業加速器接受創業

培訓。 

 鼓勵師生將研發成果

衍生之創新創業團隊

數。 

 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隊體驗創業可行性，

增進對真實創業過程

之瞭解。透過上開課

程之開設，結合理論

與實務，引導學生整

合跨領域知識，從多

元的思考及實作，培

養學生創意思維、創

新能力與創業知能，

以孕育符合產業發展

所需之人才，並提昇

學生職場發展之競爭

力。 

提升高教公

共性 

 完善弱勢

生協助機

制，有效

促進社會

流動 

 公立學校自訂逐

年增加招收弱勢

學生之比率 

 學習端：建立弱

勢學生學習輔導

及陪伴機制，落

實對弱勢學生整

體學習歷程關照

 經濟扶助：引導

學校建立外部募

款基金，讓經濟

弱勢學生能安心

學習，並能及早

與職場連結 

 本部補助經費需結合

輔導機制:如課程學習

或就業輔導等方式，

作為學生學習助學

金、成績優異獎學金

及專業證照考照…等

補助經費;輔導機制建

議含優先面試或就業

機會，但不得以建教

合作模式辦理。 

 針對不同學生的需

求，學校亦可訂定其

他輔導機制或獎助學

金，提供學生完整的

輔導扶助措施。 

 學校得自訂其他具體

可驗證之指標。 

引導學校針對不同學

生需求，提供更多元

的輔導機制，輔導機

制並融合經濟扶助，

以套裝形式協助學

生，並確實建立外部

助學募款機制。 

 定期公開

辦學資訊

 

 教務類：學生

數、教師數、生

師比（含變動情

形）、註冊率、

休退學人數、轉

學人數、客觀教

學品質成效、學

生意見調查之教

 落實校務專業管理

(IR)能力，強化自我

課責及監督，定期公

開辦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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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學滿意度、畢業

生流向及薪資與

其他相關資訊

等。 

 學務類：學雜

費、每生圖書及

經費資源、弱勢

學生比例等 

 校務治理：公布

財務報表財務狀

況（含學生獎助

金等）、董事會

資訊揭露（如董

事名單、捐助章

程及會議紀錄

等；董事會投入

教學資源）等 

 系所品質保證機

制：含系所人才

培育目標、核心

能力與課程；系

所師生教學與支

持系統；畢業生

流向、教學改善

與發展等資訊。

善盡社會責

任 

 提升大學

對在地區

域或社會

之貢獻度

 由學校自訂深耕

在地，對區域產

業、教育、生態

保育、民主發

展、長期照護、

社區文化或城鄉

等議題投入學校

能量，促進在地

活化，實踐社會

責任之可檢核之

成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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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發展學校特

色 

 學校自訂  依據各校所選定

之「學校發展特

色」(如「產學

合作」、「國際化

(國際交流)」、

「研究能量」、

「優勢特色」

等)所訂績效指

標，訂定可檢核

之成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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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專校院績效指標 

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提升教學品

質落實教學

創新 

 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學生專業實務

技術能力提升

情形（學校得依

不同系科屬性

訂定可檢核學

生實務技術與

實作能力提升

之指標） 

 畢業生就業表

現（學校得依不

同學門自訂畢

業生流向、薪資

及雇主滿意度

之表現指標） 

 學校得自訂其

他具體可驗證

之指標 

 

學校應依具體校務資料為基

礎，考量學生特質、產業職

能與人才需求，由學校及教

學單位共同討論所要培養人

才之目標，訂定適當作法並

自訂逐年達成目標（得參考

下列方式或自訂校內創新作

法），培育學生成為具備精

熟技術之真正職人： 

 訂定符合產業所需專業

核心能力，併重理論與實

務，落實從做中學，以實

作為核心之培育機制及

檢核方式（如提升實務課

程質量、精實校外實習、

專業技術證照、依職能基

準定期檢討課程等） 

 自訂學生關鍵基本能力

與通識能力項目（如閱讀

寫作、職場英語、國際視

野、美感鑑賞、邏輯思辨、

溝通表達、問題解決等）

及檢核方式。 

 強化通識博雅教育之品

質及內涵 

 建立校務專業管理制度

(IR)，並落實畢業生表現

及就業長期追蹤機制，作

為回饋教學、調整人才培

育目標、課程教學之措施 

 或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技職教育肩負培育

優質技術人才使命，

在提升技專校院學

生學習成效上，不僅

是專業知能的提升，

更重要是藉由「從做

中學」，彰顯學生「務

實致用」能力，培養

具備專業實務技術

能力的技藝達人、專

業職人，因而學校不

能再是象牙塔或閉

門造車，必須真正貼

近產業，才能讓學生

習得真正的實務技

術能力，畢業後接軌

就業，並成為產業研

發與創新之重要支

柱。 

 改善教學

品質 

 提升師資質量

之具體目標（學

校依目前師資

結構自訂逐年

改善生師比及

提升教師專長

學校應依具體校務資料為基

礎，由學校及教學單位共同

討論提升教學品質之適當作

法，並自訂逐年達成目標（得

參考下列方式或自訂校內創

新作法）： 

引導學校重視教師

為學生學習成效之

關鍵，為培育具備專

業技術能力的學生，

教師必須持續精進

教學內涵及產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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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與授課內容相

符程度之目標）

 提升教師業界

實務經驗，結合

業界專家協同

深化實務教學

之具體目標 

 教師改進教材

內容或開發創

新教學方法之

比例（學校自訂

成長目標） 

 提供教師教學

協助資源投注

情形 

 學校得自訂其

他具體可驗證

之指標 

 逐年增聘專任教師改善

師資結構，優化教師工

作條件與待遇（如私校

鐘點費、學術研究費等

比照公立學校標準、合

理訂定教師授課時數規

範、建立教師專長與授

課內容相符之確保機

制、減少教師行政負擔） 

 逐年提升教師具業界實

務經驗比例，結合業界

專家傳授，加強實務專

題訓練，落實師徒制實

務教學等措施 

 建立教師教學支持系

統，投入資源及獎勵制

度之具體目標(如教師

專業社群、教師多元升

等制度、鼓勵教師從事

實務應用研究等措施)  

 鼓勵教師開發創新或改

善教材或教法之措施 

 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務經驗，關注學生學

習內容，依據學生學

習和社會背景的特

質、學生學習成效評

估結果，提出有效改

善教學品質之作法，

並配合各項支持教

師教學之措施制度，

始能以創新教學引

發學生學習動機及

熱情，提升學習成

效，惟不宜僅以學生

主觀意見之教學評

量結果評估。 

 

教育部政策目標： 

各校任教專業或技

術科目之專任教師

於 110 學年度均應

具備至少半年以上

產業實務經驗，並持

續增進實務教學。 

 提高學生

自主學習

及跨領域

選課彈性

 學生具備問題

導向專題製作

與跨域整合學

習情形（學校得

因應不同產業

所需未來跨領

域能力需求調

整課程設計，並

訂定可檢核之

推動目標） 

 學校得自訂其

他具體可驗證

之指標 

學校依學生自主學習及產業

發展跨領域能力之需求，訂

定促進學生面對真實產業問

題，跨域經驗整合及問題解

決之適當課程設計作法，並

自訂逐年成長目標（得參考

下列方式或自訂校內創新作

法）： 

 與產業共同推動問題導

向實作課程、產業實務

專題課程、實務專題研

究等之課程設計變革等 

 適度降低各系必修學分

（需有確保學生選課權

益、教師授課時數之調

因應工業 4.0 下產

業未來發展趨勢，技

專校院培訓產業所

需專業人才，除專業

知識及技能學習外，

更需要培育具備跨

領域溝通協調整合

能力及分析能力，因

而引導學校對焦未

來產業發展，必須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與

問題解決能力，藉由

調整課程、師資、教

學、產業聯結等環

節，促進在實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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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整及強化課程品質之配

套措施，避免學分降低

造成學生選不到課或降

低學習成效等情形）、

強化修課輔導、規劃跨

領域課程學程等，增進

學生自主學習適性選修

空間 

 以學院為教學核心，由

學院評估產業趨勢、學

生學習需求及師資專業

提出整體人才培育構

想，整體檢視各學制課

程整合、課程改革或其

他調整之必要性 

 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教學及學習，並以任

務導向專題製作等

策略，輔以更彈性之

選修課、教學、學習

之模式的彈性。 

 培養學生

具備使用

及運用程

式語言之

能力 

 學校自訂每年

修讀修讀邏輯

運算相關課程

學士班學生之

成長比率 

 學校得自訂其

他具體可驗證

之指標 

學校依據不同領域學生所需

資訊素養，訂定可增進學生

對邏輯運算及程式設計之基

本認知之適當作法，並自訂

逐年成長目標（得參考下列

方式或自訂校內創新作法）： 

 以學生所學專業與產業

實務應用領域為基礎，

激發學生運用程式設計

解決真實問題或技術突

破，提升學習動機與興

趣 

 開設不同領域學群適合

修習之程式設計課程，

引導學生系統化邏輯化

的解決問題，應用邏輯

思考，提升基本數理能

力 

 辦理跨專業領域學生基

礎程式設計工作坊或營

隊，藉由跨領域問題探

討，增進學生對更多未

1.因應少子化與數

位經濟時代來臨，產

業結構轉向創造更

高產值為重之跨業

整合範疇經濟，人工

智慧、智能製作、物

聯網、大數據、金融

科技等新興科技趨

勢，驅動產業必須不

斷轉型發展。面對資

訊爆炸的時代，技專

校院必須培養具備

取得資訊與運用資

訊科技能力，並具解

決問題與創新決策

及判斷之人才。 

2.教育部政策目標：

三年內達成全國一

半以上學士班學生

修讀邏輯運算相關

課程之比率。 



11 
 

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知領域訊息的搜尋、獲

取與分析，習得資訊閱

讀、邏輯推理等能力 

 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培養學生

創新創意

能力 

 學生具備設計

思考能力並能

實作產出具技

術突破或應用

價值作品原型

情形（學校得視

系科屬性及學

生特質自訂推

動作法及可檢

核之推動目標）

 學校得自訂其

他具體可驗證

之指標 

學校得依據不同系科屬性及

學生學習需求，發展適當之

設計思考、創新實踐課程或

其他創新自造學習活動，並

自訂逐年成長目標（得參考

下列方式或自訂校內創新作

法）： 

 開設以啟發學生創意思

維及創新想法為主軸之

通識性質創業核心課

程，增進校園創意及創

業精神。授課教師應具

創業實務經驗，或具設

計思考教學能力。 

 規劃創意發想及實作空

間，提供師生獨立、開放

之創意討論及交流之場

域，盤點校內可供使用

之設備資源，提供專責

跨領域師資輔導，引導

優質研發作品商品化及

產生優秀創業團隊 

 引導學生透過實作產出

技術突破或應用價值之

原型，鼓勵學生於創意

發想與實作場域動手實

作，將創意構想實體化。 

 連結外部創業或自造社

群進行技術開發，建立

知識及技術分享機制，

開設創新技術分享課程

或訓練。 

 深化輔導創業團隊，提

供創業導師諮詢服務，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

化組織提出《2030

年仁川教育宣言及

行動框架》，強調至

2030 年時，具備技

術、就業、有尊嚴勞

動及創業家之青少

年及成年應持續成

長；歐盟亦已將創業

家精神列為需要通

過終身學習以獲得

基本技能的重要項

目之一。 

技職教育之人才培

育重點，不僅是各領

域實作技術之傳承

與精進，面對創新經

濟及永續發展產業

趨勢，更應使學生能

對於實務技術之改

良與未來世界之想

像與需求，具備創新

思維並勇於具體行

動，培育創業家勇於

冒險不怕失敗之精

神，並能期許自身有

朝一日成為未來職

業之創造者，促進技

術傳承與創新，帶動

產業朝向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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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協助創業團隊進入結合

創投機制之創新育成機

構，連結外部資源，將研

發成果商品化及技術移

轉。 

 其他校內創新作法 

提升高教公

共性 

 完善弱勢

生協助機

制，有效

促進社會

流動 

 公立學校自訂

逐年增加招收

弱勢學生之比

率 

 學習端：建立

弱勢學生學習

輔導及陪伴機

制，落實對弱

勢學生整體學

習歷程關照 

 經濟扶助：引

導學校建立外

部募款基金，

讓經濟弱勢學

生能安心學

習，並能及早

與職場連結 

 本部補助經費需結合輔

導機制:如課程學習或

就業輔導等方式，作為

學生學習助學金、成績

優異獎學金及專業證照

考照…等補助經費;輔

導機制建議含優先面試

或就業機會，但不得以

建教合作模式辦理 

 針對不同學生的需求，

學校亦可訂定其他輔導

機制或獎助學金，提供

學生完整的輔導扶助措

施。 

 學校得自訂其他具體可

驗證之指標 

 

 定期公開

辦 學 資

訊，展現

辦學成效

 教務類：學生

數、教師數、生

師比（含變動情

形）、註冊率、

休退學人數、轉

學人數、客觀教

學品質成效、學

生意見調查之

教學滿意度、畢

業生就業情形、

畢業生平均薪

資 

 學務類：學雜

費、每生圖書資

源及經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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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弱勢學生比例

等 

 校務治理：公布

財務報表財務

狀況（含學生獎

助金等）、董事

會資訊揭露（如

董事名單、捐助

章程及會議紀

錄等；董事會投

入教學資源）等

 辦學品質：建立

校務及系所辦

學自我品保機

制，落實自我檢

視修正、改善整

體校務發展及

系所運作 

 學校得自訂其

他具體可驗證

之指標 

善盡社會責

任 

 提升大學

對在地區

域或社會

之貢獻度

 由學校自訂深

耕在地，對區域

產業、人文、社

區文化或城鄉

等議題投入學

校能量，促進在

地活化，實踐社

會責任之可檢

核之成長目標 

  

發展學校特

色 

 學校自訂  依據各校所選

定之「學校發展

特色」(如「產

學合作」、「國

際化(國際交

流)」、「研究

能量」、「優勢

特色」等)所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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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衡量方式 參考作法 指標目的 

績效指標，訂定

可檢核之成長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