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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則數：2 日期： 109/03/14-109/03/20 剪報製作：教學卓越辦公室 

本週新聞剪報摘要 

1. 以中原大學教育理念為基礎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A1-8】高等教育評鑑雙月刊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4411193 

2. 招聯會：自主健康管理考生大學甄試 仍需筆、面試【招生服務中心】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925/4427655?from=udn-catelistnews_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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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高等教育評鑑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以中原大學教育理念為基礎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2020-03-18 

    教育部自 106 年度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要目的為使各大學依學生特質及學

校定位，培育出適才適所之學生，在第一部分「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

展」，旨在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從提升高等教育品質，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發展學校

特色；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提升大學對在地區域或社會之貢獻；建立支持及協助學生發展

機制。以改善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習成效為核心，鼓勵各大學在此基礎上發展多元能量，

共同提升高等教育價值。  

    中原大學在規劃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稱高教深耕計畫）之時，面對國際高教少

子化，以及以學生為本的治理重心，回歸教育本質，做好本位治理與校務研究工作。為

落實本校全人教育理念，在綜整分析各項學生學習成效、教師教學精進及畢業生回饋等

資料，參酌部訂高教深耕計畫之要點，鏈結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訂定「落實教學創

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大學社會責

任」四面向策進方向。以「學生的多元學習成效」、「解決問題能力導向的學習」、

「學習知識的運用（實作、創新、創業等）」為核心設計理念貫穿於計畫中，由教學創

新（8 分項計畫）、高教公共性（3 分項計畫）為縱向的教學知能基礎構面，延伸至社

會責任（2 分項計畫）及發展學校特色（3 分項計畫）為橫向的教研實務拓展構面，推

動學習實踐場域從校園內延伸至社會、產業及國際，從「知識的傳授」提升為「解決問

題和創新能力的養成」，以有限資源在課程設計、學生學習、師資教學、國際推動及學

術研究面尋求重點突破，在競爭激烈的高教環境中穩定成長，進而形成全面連結之多元

創新人才培育概念。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我們瞭解人人各承不同之秉賦，其性格、能力與環境各異，故充分發揮個人潛力就是

成功。」~本校教育理念第三條~ 

    在教學創新面向，以長達十三年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型塑的特色與成果為基石，深入

審視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課程活化、產業鏈結、創新創業等不同面向的建構，以「人

文與科技並重」為原則，突破學制框架，重新設計學習模式，讓學生在教室和實作中得

到知識，透過不斷學習、體驗、運用、修正、再學習，形成一個回饋式的學習途徑。  

    落實「學生」為主體、「教師」為引導、以「學院」為教學核心之運作模式，透過

教與學創新方案，增進課堂互動學習與科技學習、引導課前／課後／課外自主學習、強

化校內練習／實作／實習訓練、鼓勵積極參與校外實習／服務／見習，以及充分的就業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高教深耕計畫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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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業準備，輔以社會生命力之培養，以養成進入社會之樂觀抗壓態度及能力。  

    本面向共涵蓋全校推動層面的學生溝通表達與邏輯思維能力、教學創新、跨域學

習、就業力養成與創業輔導等 6 個分項計畫（A1-A6），及強化對生活、心靈、健康、

經濟、學業等需要關懷的學生，予以適性輔導，增列「深耕全人關懷輔導」為第 7 分項

計畫（A7）；第 8 分項計畫（A8）總結成效，發揮學院在深耕教學創新及學習品質方

面的關鍵角色，以期達到「厚植學生專業敘事力」及「強化核心產業人才培育」二大目

標。  

提升高教公共性  

    「我們確信『愛』是教育的主導力量，願以身教言教的方式，互愛互敬的態度，師

生共同追求成長。」  

~本校教育理念第四條~ 

    在提升高教公共性面向，從學生面及制度面提出三項分項計畫，在學生面，秉持本

校的教育理念，重視經濟不利學生就學扶助，建立完整募款機制，提供是類學生輔導所

需資源及經費，兼顧其課業與生活所需，促進社會階層垂直流動；保障原住民學生就學

機會並培育原住民族人才，由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提供原民生一站式生活、課業輔導

服務，強化對原民生輔導機制，並增進學校教職員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了解，營造多元

族群友善校園。在制度面，為落實證據本位決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之校務治理機制，主動將分屬各單位之多元學生學習資料轉換為支持決策之

資訊，進而落實由下往上之「學生本位（ student-focused）」之決策支持典範—聚焦

於學生學習資料之蒐集、解釋及使用，以即時、正確、完整之辦學資訊，快速因應目前

面臨時代變遷下對科學化的校務管理、改進與發展規劃的需求，落實學校自我課責、績

效報告對外公開，確保大學教育品質。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我們相信踐履篤實的教育方式是尋求真知的途徑。」~本校教育理念第六條~ 

在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面向，主張大學應善盡知識責任，教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服務社

會。鼓勵師生走出校園，關心社會，在產學合作、服務學習過程中發展學習的意義感，

養成關懷社會的正向價值；同時以本校具優勢的產研能量，挹注大桃園區域產業發展，

善盡知識責任並發揮影響力，並在實踐的過程中融滲教研，提升學用合一的目標。  

    在所規劃之「善用知識社會實踐」分項計畫上，本校發揮「大學社會責任」之精

神，聚焦大桃園地區及桃竹苗地方創生、地區特色、弱勢關懷、區域高中等在地服務，

在全校 29 個系所課程推動與專案執行的努力下，已建立「知識責任」良好口碑與成

果。歷年來本校師生以專業協助包括桃園市復興區拉拉山原住民以網路行銷水蜜桃、桃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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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市八德區金城社區保存老眷村文化、桃園市新屋區「偏鄉弱勢」與「都會弱勢」孩子

克服學習問題、桃園市大溪區木藝博物館打造在地歷史文化品牌、苗栗縣卓蘭鎮雙連社

區成立「雙連梨」品牌，成功以社會企業模式活絡偏鄉發展；目前 109 年度結合設計、

商學、人育及工學院等系所專業能量，獲教育部 USR 計畫核定通過補助共 4 案，未來

持續深入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將社會設計的創意服務持續深耕。  

發展學校特色  

    「我們尊重自然與人性的尊嚴，尋求天人物我間的和諧，以智慧慎用科技與人文的

專業知識，造福人群。」~本校教育理念第一條~ 

    在發展學校特色面向，以既有深厚的學術研究基礎及產學合作能量上精進創新，推

動產業創新研發和強化創新創業生態系統，規劃在地連結、未來連結及國際連結之全面

性具體策略，驅動人才國際移動能力及提升國際知名度，建構本校成為「以學術為基

礎，培養兼具品格、專業、創意、世界觀人才」之專業化、國際化、特色化的大學。  

    發展學校特色一：致力於創業養成、新創輔導、創新人才的培育。在深厚學術研究

基礎及產學能量，推動創新研發和強化創新創業生態，並連結國際、在地企業，培育本

校人才競爭力，建構本校成為知識型創新創業特色大學。本計畫以「產業」及「人才」

為重點，致力於創新創業人才培育、強化海外連結、發展本校創新場域，成功整合大桃

園創業資源予校內師生，並輔導衍生新創企業，成功整合大桃園創業資源予校內師生，

並輔導衍生新創企業。  

    發展學校特色二：國際化方面，以「深耕國際、邁向全球」為目標。從佈局國際網

絡、深耕國際特色至多方建構全人國際村之國際化措施，突破現有的課程架構及學制模

式，推動美國天普大學雙聯學位、境外實習及全球菁英培育計畫，強化學生國際移動能

力，並持續增聘國際師資和國際招生，營造國際化的校園。運用本校國際巧實力，擴大

本校學術教育格局，落實培育新世代國際人才之目的。  

    發展學校特色三：產研推動方面，延續產學合作、國際交流及研發能量之優勢基

礎，順應產業發展和世界潮流，重視研究之異質性及多樣性，著重個別專業領域發展，

營造優質的研究發展環境，促進研究人才質與量的提升。在跨領域整合研究面，積極投

入校內、校際及國際之整合與合作，體現學術研究之自由、多元、合作及跨域之目標。

此外，本校有兩研究中心（薄膜研發中心與智慧製造研究發展中心）以優質的研究成

果，達到申請特色研究中心的門檻，且已具國際聲望。賡續以此兩研究中心為基石，積

極拓展國際研究合作與交流。  

管考與回饋  

    為有效確實地執行本校高教深耕計畫，達成各計畫擬定之目標，在品質管理機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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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計畫」、「執行」、「成效」、「管考與回饋修正」四大部分，強調品質

保證（Quality Assurance, QA）與校務研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回饋。其作

法為由校長主持之「高教深耕計畫聯席會議」，確定計畫策略與架構，交由研究發展處

競爭力發展中心著手計畫之推動、執行與管考等作業，並藉由舉辦子計畫主持人聯席會

議、子計畫顧問暨工作小組會議與各類工作協調會議，定期查核進度與成效，並即時變

動調整方向，落實各項行動方案及達成績效目標。  

    在校務研究回饋機制方面，結合先進的資訊科技以及高素質的研究人員，建置完善

之校務研究、資訊平台，運用長時間累積之結構式資料（例如：資料庫）和半結構式之

資料（例如：紙本調查）進行校務研究，以提供各計畫高層決策者做科學決策之依據，

及內外部互動關係人所關注議題之數據，確保決策品質或修正策略方向，有效實現本校

的特色與使命，達成高等教育經營知識化、公共化。  

    校務研究成果以提供學校決策者優質、完整資訊及諮詢服務為首要任務。在推動高

教深耕計畫第一階段執行時，本校隨即著手進行各面向計畫成效資料分析，從學生學習

角度，涵蓋學生特質、學習行為、學習問題及就業力養成，在校務研究資料（學生學習

成效、教師創新教學、國際化發展及產研推動等）分析合計 62 案，以此作為第二階段

計畫執行之策進方向。  

資訊公開與成果擴散  

    為呈現本校執行高教深耕計畫之執行成效，於學校官網建置「中原高教深耕網」

（https://hesp.cycu.edu.tw）與發行「高教深耕雙月刊」、「教學卓越雙月刊」及

「知識通訊季刊」（高中端）三類電子報，透過電子報（Newsletter）的出版，提供本

校一個資訊流通的管道，分享高教深耕計畫在「全人教育」、「國際視野」、「學用合

一」、「產研價創」及「學術交流」等各方面辦理成效以及多元的活動資訊，強化校內

師生及校外產官學研的活動報導與資訊服務，落實學校自我課責、績效報告對外公開，

確保計畫執行品質。  

結語  

    本校以踐履篤實的腳步，發展既有之優勢，傳承深耕與改革創新並重，採取「學院」為主（執

行重心）、「行政」為輔（規劃功能），貫徹執行本計畫，在 16 個分項計畫下，推展出 50 個行

動方案，合計 464 的執行工作項目，群策群力，致力於提升教學研究質量，積極朝「卓越永續發

展、人才優勢特色、學生高就業競爭力、知識型創新創業典範」之校務發展方向努力。深信五年高

教深耕計畫成果必能達成「中原特色、國際一流」之東亞高教重鎮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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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自主健康管理考生大學甄試  仍需筆、面試  

2020-03-19．文  / 潘乃欣  

    有兩名高中學生確診新冠肺炎。高三生參與大學甄試在即，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

大學招聯會已於 3 月 5 日公布應變機制，高三考生如因確診，或者在居家隔離或檢疫，

致無法參加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報考醫牙科系在隔離試場應試，一般科系則改採學

測成績與書面審查兩項目，取消須到校的筆面試，並採外加名額錄取。  

招聯會也說，如果是配合學校停課的健康考生、自主健康管理考生，仍依簡章既定規定

參加甄試。  

    按招聯會公告，報考一般校系者，甄試項目改以學測加上書審，取消面試筆試實

作。取消項目的占分攤到學測、書審。另因這類考生與其他考生的評比方式不同，若這

類考生達錄取標準，將以外加名額錄取。  

    不過報考醫牙校系仍須面試，以內含名額錄取。甄試學生若在居家隔離或檢疫，最

遲應在甄試前一天向校系申請將外出應試，並經地方衛政機關同意。  

出門後，考生須自費搭乘防疫車隊或私人親友車輛至試場，由學校接手安排應試。而辦

理甄試學校要安排符合防疫規格的「隔離試場」，提供個案考生進行面試筆試實作。學

校亦得安排隔離宿舍，協助其提前到達準備。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新冠肺炎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教育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潘文忠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學測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學測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面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