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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學評估在日本《學校教育法》和《國立大學法人法》中有其規定。2004年起日本開始

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之後日本高等教育機構被要求每7年需進行一次認證評鑑(Certified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EA)，並需執行自我評量與組織改善。為了建立內部品質保

證，許多大學導入以數據為本之評估與改善機制的校務研究。 

    例如，山口大學在國立大學法人化前就導入山口大學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YUSE)，該系

統已經運行並經過十多年的改善，在此階段發展出一個新的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並為整個

組織所使用。 

2. 山口大學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 

2.1 系統概述 

    圖1描述山口大學自我評量和評價任務系統流程。山口大學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包含三個

網路系統：(1)教師的自我評量與評價；(2)組織活動的資訊；(3)系所主管的自我評量與評估，

並建立一個入口網站將三個系統彙整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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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教師需進入系統中教育活動與研究活動的區塊，並在(1)中進行自我評量。各系所成

員在(1)輸入的數據會在(2)中進行彙整，以釐清該系所的趨勢與挑戰，並可與其他系所進行比

較分析。在(3)中，將參考(2)中彙整的數據完成相關系所的分析。根據這些自我評量的結果，

山口大學發布「山口大學報告」並說明這些狀態的情形。 

    此外，山口大學根據系統使用目的與使用者需求檢視系統可改進處，並完成該校目前使

用的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除上述三個系統與入口網站外，亦建置了一套問卷系統。 

 

圖1、山口大學自我評量與評估的流程 

 

2.2 教師的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 

    教師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為將電子課程系統與教師資料庫納入統計指標之資料來源，包

含任教科目數、雜誌論文數、著作數、分析個案報告與會議論文集數、學會發表數、得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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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數、其他研究相關活動數、科學研究件數與金額、其他外部資金獲得件數與金額、

捐款件數與金額、共同研究數與委託研究數等相關指標，如圖2。並可從課程評量系統

(IYOCAN)撈取教學大綱等教師課程資訊，供教師進行查閱，如圖3。 

 

圖2、從教師資料庫讀取的參考數據(上方為總覽，下方為分項情形) 

 

 

圖3、從課程評量系統讀取的參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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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a，b，c和d)呈現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畫面的一部分，圖4(a)呈現比較對象的組織定

義，可選擇以學術部門或學科作為比較基礎。 

 

圖4(a)、YUSE/TNG(新版本)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選擇比較對象 

    在圖4(b)中，經由教師鍵入數值與系統串接後，系統將評量指標數值(包含教育、研究

創造、管理、社會貢獻、診療等活動綜合指標)與計算方式呈現於畫面，並可進行系所與個

人指標數值比較。 

 

圖4(b)、YUSE/TNG(新版本)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畫面-近兩年自我評量指標數值的比較 

    在圖4(c)中，系統將教師個人與系所平均之教育、管理以及研究創造等指標數值以圓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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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與長條圖呈現，並進行比較。 

 

圖4(c)、YUSE/TNG(新版本)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畫面-自我與系所平均的評估指標數值比較 

 

2.3組織活動的資訊系統 

    在組織活動資訊整合系統中，亦可進行系所內成員之各項目比較，包含評價對象組織、

教師的活動環境與教師問卷調查結果等資訊，並呈現每位教師的表現情形，如圖5。 

 

圖5、組織活動資訊整合系統的螢幕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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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系所主管的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 

    圖6為組織別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的畫面，左邊是系所的基本資訊，包含外部資訊的來源

連結、系所教師列表的確認畫面、以及查檢表回答情形等。右邊則可輸入教育課程的目標，

並根據需求可引用查檢表的內容。此外，亦提供多負責人共享內容與權限管理等功能。 

 

圖6、組織別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的輸入畫面 

 

2.5 入口網站 

    考量部分使用者較難掌握系統間的相互關聯，山口大學在新系統建立「自我評量與評估

入口網站」，將各系統的連結匯整在一起，包含教師活動、組織活動、評量資料、自我評量

與評估書等、校務研究室問卷調查系統以及法人評量相關資料，如圖7。相較於以前的系統，

新系統將系統連結更加清晰的呈現，而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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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入口網站的截圖畫面 

 

3. 系統使用者的需求 

    考量使用者提出舊系統難以使用的問題，山口大學將使用者的需求進行調查與彙整，表

1呈現使用者需求的範例以及對其進行調查的結果。 

表1、使用者需求範例及調查結果 

編號 使用者需求 調查結果 分類 

(1)教師的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 

1 
希望設置對於非日本人教師的英語版

本 

在自我評量與評估的入口網站同時維

護日語與英語的的輸入介面 
A 

2 
希望教師在輸入資料時可看到其輸入

之歷史紀錄 

增加使用者可檢視去年輸入的資料功

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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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使用者需求 調查結果 分類 

3 

教師想確認自己的輸入內容 增加訊息功能，教師可藉此確認他們

輸入的內容或是否完成輸入。 

相同的功能已更新至另一個評量系統

(課程評量系統IYOCAN2) 中 

B 

4 

請重新考量輸入條件的細節，以利每

個系所主管可檢視尚未記錄其資料的

成員 

為系所主管增加功能，使他們可從自

我評量與評估系統的入口下載該系所

輸入細節的檔案 

A 

(2)組織活動的資訊系統 

5 
時間趨勢的圖形以總量呈現，但希望

也同步呈現平均值 

增加顯示平均值以及總量的功能 
C 

(3)系所主管的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 

6 
希望可更輕鬆地將組織活動的評量結

果進行視覺化呈現 

增加在雷達圖顯示組織活動評量結果

的功能 
C 

7 
希望可將今年的教師滿意度與前幾年

的結果進行比較 

增加顯示教師兩年內的整體滿意度情

形(以長條圖呈現) 
C 

 

4. 系統性的改善及其考量 

4.1系統性改善 

    此處列舉部分已完成系統性改善之範例。圖8為英文版的畫面截圖(表1-No.1)，包含自我

評量相關之入口按鈕與教師自我評量步驟，完成評量後並需再次確認及點選送出紐以進行防

呆偵測。圖9為呈現檢核是否完成輸入的功能(表1- No.3)。山口大學擁有一些用於自我評量的

網路系統，例如：教師資料庫、自我評量與評估系統(已開發系統)、課程評估系統(IYOCAN2)、

人員評估系統等，故開發此功能，以確認教師是否於各系統完成數據填報。此外並開發了圖

10的折線圖功能(表1-No.5)、圖11的雷達圖功能(表1-No.6)，以及圖12的長條圖功能(表1-

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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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口大學將需改善的問題分為三類：A.系統可用性(表1-No.1、2、4)，B.與其他系統之連

結(表1-No.3)，C.用於分析的視覺化功能(表1-No.5、6、7)。對於A與C類來說，大學可繼續

像往常地進行改善，但對於B類來說，因為需要與其他系統間進行連結，因此跨單位的合作是

必須的。由於處理來自其他單位的數據存在各種障礙，因此B類需求較難進行改善。 

 

圖8、系統的英文版本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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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檢核教師在各系統填報情形(O or X)的功能截圖 

 

圖10、顯示平均變化趨勢的功能(紅色：平均值，藍色：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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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系所間比較的雷達圖功能，並顯示輸入數據的平均值(五分制)，每個項目皆符合校務

認證評鑑的評估項目 

 

 

圖12、將過去兩年的整體滿意度進行比較的長條圖功能 

 

4.2 使用建議的系統對於大學治理的特定影響 

    山口大學開發了與第2節提到的三個系統，並使用這些系統構建了系統性的自我評量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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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系統，以有效地實踐PDCA循環。從2013的會計年度開始，山口大學借助這三個系統進行

了有效的年度自我評估，並在每年的山口大學報告中呈現由系統彙整之主要結果。此外，山

口大學根據《山口大學報告》中發布的問題對系所進行重組，並對課程進行調整。在該校的

學期評估結果中，亦被認為是一項傑出的表現。 

    關於高等教育的國際標準，由於每個國家的教育制度並不相同，因此YUSE並不能進行普

遍性的應用。但該系統確實可因應使用者需求與評估方向靈活地進行調整而具有彈性。例如

為了山口大學的國際化，本研究的作者開發該系統的英文版。 

 

5. 結論 

    根據使用者需求，山口大學將原本的自我評量和評估系統進行許多改善(改善範例請參考

表1)，山口大學將教師、系所之自我評量系統與問卷系統以及相關行政單位系統(如人事、課

務系統等)之資料來源進行聯結，並將評量系統與相關行政系統整合於入口網站以利需求者檢

視與填寫，最後產出為年度報告，以利大學管理階層進行PDCA相關改善之參考依據，使用者

對於使用系統後之回饋意見亦能進行優先度分類與進行改善，如此方式不僅對山口大學形成

良性循環，亦對於欲升級該校評估系統的其他大學也有很大助益與參考價值。儘管每所大學

在大學評估方面存在差異，但評估過程的支持系統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另外根據問題的

不同，這些系統改進可分為三個類別，特別是對於與其他系統相關的B類別，包含如何收集和

整理散布在大學中的數據，以及如何協助各種資料庫的合作與整合，以增加輸入效率，而這

些問題應可從大學評估與校務研究的角度再進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