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第72期 107.3

焦點
  話題

▌文／許雅涵‧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統計分析員

　　　余民寧‧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教育學系特聘教授

政大推動課程精實方案之經驗

國
立政 治 大 學 推 動 校 務 研 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的契機，

是積極面對校內多年積弊成習的問題挑

戰，例如：教師授課負擔過重與學生修課

學分數偏高等「教與學」問題。在現任周

行一校長上任後，即將此問題列為首要改

革項目，並催生了校務研究（IR）辦公室。

在校長支持及授權下，IR辦公室協同其他

行政單位分析大量的校務資料內容，合作

研擬出「新制課程精實方案」，此方案於

105學年度正式實施，自此開展了一系列的教學

改革。本文與讀者分享政大正在推行的「新制課

程精實方案」，希望透過實務案例分享，能對各

位夥伴學校有所啟發與幫助。

政大IR在校務治理的角色

政大IR辦公室的主要業務來自兩大區塊，分別

是由上而下（Top-Down）的「校務議題」與「突

發性支援」，以及由校務研究辦公室由下而上

（Bottom-Up）的自發性「研究議題」。前者包

含政大重大的政策改革，如「新制課程精實方

案」，與目的導向的突發性議題支援，如課程成

績給分概況、教學意見調查問卷實驗設計等；

自發性的研究議題，則由IR辦公室思考校內首長

們可能關心之議題，經分析後再向上呈報結果摘

要，以供首長們參考，相關議題如圖一所示。

除了資料分析後將結果回饋給校內首長們參考

外，IR辦公室也針對相關議題分析結果，上傳至

校務研究辦公室官網中，讓大眾了解政大相關政

策或執行議題的分析結果，達到資訊公開透明。

新制課程精實方案：多元、基礎、紮實

新制課程精實方案為政大IR辦公室協助推動的

第一個實際案例，也是開啟客觀數據資料導入傳

統校務治理的濫觴。本方案推動的核心理念，即

是希望教師的開課與學生學習成效，能夠達成

「多元」、「基礎」、「紮實」的課程精實目標。

亦即在具備堅實的基礎下，方能產生教與學的良

校長、一級主管

圖一 政大校務研究議題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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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循環；而紮實的

基礎，則是來自教

師授課負擔的合理

性、金字塔的開課

結構，以及「低門

檻高標準」的學習

要求目標，不僅要

提升教與學的整體環境，並培育新進教師，達到

教學與研究平衡。藉此方案，期盼透過紮實的辦

學方針與具體的改革行動，與全校師生共同創造

友善的學術與學習環境。

方案初期，從調查政大開課數與學分數的資料

顯示，政大畢業生平均畢業學分超修20學分，且

為滿足學生修課需求，每學年全校開課數高達

6,000餘門，提供學分數多達40萬學分。上述數

據顯示，政大學生平均每學期約修習20-25學分，

龐大的修課量已明顯壓縮學生在每門課程的學習

投入時間，在缺乏知識精熟與深化程度的投資

下，容易造成淺碟式學習成果，不利於學生就業

競爭力的習得。

此外，每位教師在傳統授課學分與時數要求（即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的分別授課時數為8、9、

10小時），且每門課多數為2學分的課程設計負荷

下，教師的備課品質與授課紮實度也容易受到影

響。因此，政大決定在不影響學生基本畢業學分

前提下，首要任務即是降低全校專任教師授課時

數，確保教師合理的備課量與教學紮實度，特別

是有限期升等教師每學年不得高於12學分4門課；

再者，降低各學系必修學分比例與畢業學分數，

以增加學生跨域學習的機會。關於「新制課程精

實方案」的核心改革項目，摘錄於表一。

從「量」變到「質」變

當降低教師的授課量後，接著聚焦在質的變

圖二  「新制課程精實方案」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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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核心理念內涵如圖二所示，以下逐一說明

具體推動實例。「多元」是指學習多元，「基

礎」係指學生可自由自在探索跨領域基礎課程，

而「紮實」則是做到低門檻高標準的學習要求。

為了達到上述三項教育目標，IR辦公室與教務處

利用全校開課及學生修課資料檢視政大過去基礎

課程開課情形、選課遞補情形、雙主修輔系申請

及完成情形等分析，以規劃可執行的具體政策。

首先，為達「多元」目標，透過放寬學生申請

輔系與雙主修門檻，且增加招收名額，使學生跨

領域修課不受限制，目前相關辦法及標準正制訂

中。此外，鼓勵各學院設立英語授課學分學程

（English Taught Program, ETP）及英語授課學位

學程（English Taught Degree Program, ETDP），營

造國際化學習環境；至今，商學院、社會科學學

院、傳播學院、國務事務學院已陸續設置ETP，

表一 政大「新制課程精實方案」重大變革項目

校
務

1.以學院精進計畫申請全校教師員額。

2.試辦彈性授課方案。

教
師

1.專任教師每學年授課時數12小時為原則。

2. 有限期升等專任教師每學年授課時數不得高於12小時，每學年備課不得超過4門課。

3.兼任行政職務者得減授課時數；指導碩博士論文不得減授時數。

課
程

1.逐步調降學士班畢業學分至128學分，調降必修學分數占畢業學分數之40%為原則。

2.提高課程學分數（每門課以3學分以上為主）。

3.放寬申請雙主修、輔系之限制。

註：此表摘錄自「國立政治大學新制課程精實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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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教育學院亦規劃加入。政大以英語授課

之專業課程多元豐富，每學期達400餘門。

其次，厚實「基礎」課程，達到金字塔開課結

構。從分析結果得知，全校每學年開設6,000餘

門課程中，學士班低年級（大一、大二）與高年

級（大三、大四）課程數的開課比例約為1.3:1，

且在學士班四年級及研究所課程常見人數過少、

或同時開設主題相似的課程，隱約透露長期以來

開課檢核機制恐過於寬鬆，自由的開課文化下形

成倒三角的開課結構，限制低年級學生到他系探

索的機會。

因此，從傳統學系開課制度轉為以學院為開課

單位，且開放申請跨領域門檻的同時，參考過去

三年修課與遞補人數分析結果，各系所須比照前

一學年之開課供需率，預估一學年度相關課程的

開課達成率，增加學生修課機會。

最後，在創造彈性修課的環境下，「紮實」的

學習有利於學生提升學習成效與就業競爭力。前

述提到過去大量修課且缺乏知識精熟，恐造成

淺碟式的學習成果。以輔系為例，根據累計三

年申請、通過及取得結果資料顯示，三年總申

請人次分別為6,000多人，其中五成學生通過申

請，但三年取得輔系人數僅800多人（取得率約

28%）。儘管校內跨領域學習風氣盛行，但實際

完成跨領域學習的學生人數是相對低的。

進一步探究發現，未取得輔系學生僅是完成初

階語言課程，推測其申請輔系的動機僅在於學習

語言而非為完成輔系專業。這讓我們反思跨領域

學習的意義，重新檢討相關的教務機制。因此，

擬自108學年度起，專業科目實施「低門檻高標

準」，當學生跨領域學習的機會增加，並提升教

學品質，輔系與雙主修的學生須通過基礎課程成

績門檻，才能進一步修習進階課程，讓具備足夠

學習動機的學生始得以優先修習進階課程。

除此之外，完善的配套措施必須一併納入考

量。政大在「新制課程精實方案」推動期間，亦

同步修正及廢止相關法規，以確保教師與學生的

權益與教學品質。截至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止，

政大學制內課程數約減少500門，專任教師平均

一學年授課時數從15小時降至12小時，但學生修

課量仍然偏高，平均每學期仍修習9門課、至少

18學分。

至此，雖已完成現階段目標，但第二年的規劃

進度則仍繼續努力深耕教學品質與精進國際聲

望。因此，IR辦公室配合教務處的作業，繼續針

對政策成效面，逐年進行檢討與改善中。總計這

一年多來，政大推動「新制課程精實方案」的初

步成果，累計完成20項法制修正作業。

協助主管佐證並落實政策發展方向  

在政大推動校務研究的經驗中，校務研究能順

利推展的關鍵條件，主要來自校長與各單位主管

的重視與支持。除了使主管們了解實證資料有助

於其決策的價值性與重要性外，IR辦公室定期提

供校務發展議題相關資料，幫助校長與各單位

主管思考及佐證政策發展方向，並具體落實。

例如新訂的「全校員額核給原則」，即要求各

學院及系所申請員額資源時，須提供課程精實

方案執行成果及相關教務指標結果，以闡明補

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此舉即是取代過去僅以

「補足開課缺額的思維」之聘任制度，同時帶動

學院共同投入校務改革之行列。

◎說明

本文尚有「政大新制課程精實方案修法項目」一覽表，僅刊載於《評鑑雙月刊》網站，請至http://epaper.heeact.edu.tw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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