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重要宣導事項 
一、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期末實地訪視委員意見彙整： 

(一)學系選才理念與尺規未對應，修課紀錄參採高中在學成績分數佔分比例過高，而使多元表現等

表現佳之同學反而不易得高分(如文學院、理工學院、織品學院、資管系等)，評量尺規未採計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如新聞、應美)。某高中校長委員反應部分同學書審成績很低，但面試

成績很高。 

(二)審查尺規與評分機制不符 

化學系：尺規採三等第制，最低分「尚可」分數為 77-70分。但有92位考生的總分低於 70分，

與尺規不符。 

生命科學系：超過三分之二以上考生成績有差分，最高分與最低分差距超過 20-30分，委員對

學系審查尺規制訂似無共識，且缺少查分檢核紀錄。 

(三)委員成績過於集中 

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學士學位學程尺規規劃為三等級，但三位審查委員評分全數落在「良（87-

78）」，評分實在過於集中，尺規等級形同虛設。宜針對尺規評分標準進行討論調整，擴大評分

範圍以有效鑑別、區分學生程度。 

(四)差分檢核應設定以面向為檢核機制，而不是以總分做為差分檢核依據，提醒各系需保存差分會

議紀錄，紀錄下列情形： 

(1)調整分數消除差分之原因或(2)說明原因調整尺規並維持分數→留存差分會議紀錄→後續辦理

模擬試評追蹤評分情況。 

(五)評量尺規面向僅有兩個面向，是否能有效評量達適性選才，建議可再討論並依據學系選才能力

特色增列能力面向。(如：新聞系、臨心系、經濟系)且建議將資料取向改為能力取向 

例如：臨床心理學系書審評量尺規與書審評分表格 

項目 面向 比例 
傑出 

(90-100) 
優(80~89) 佳(70~79) 可(60~69) 不佳(0~59) 

修課

紀錄

及多

元表

現 

●高中(職)在

校成績證

明 

●競賽成果

(或特殊

表現)證

明 

●社團參與

證明 

60% •表現突出有

特色 

•特質完全符

合學系性質 

•具有助人服

務潛在特質

及能力 

•表現中上但

無特色 

•特質符合學

系性質 

•部分具有助

人服務潛在

特質及能力 

•表現尚可但

無特色 

•特質符合學

系性質 

•稍為具有助

人服務潛在

特質及能力 

•表現未見突

出之處 

•特質尚符合

學系性質 

•少許具有助

人服務潛在

特質及能力 

•表現中下 

•特質不甚符

合學系性質 

•完全不具有

助人服務潛

在特質及能

力 

學習

歷程

自述 

●自傳(學生

自述) 

●讀書計畫

(含申請

動機) 

40% •論述結構簡

要清楚有創

意 

•計畫內容完

全符合學系

性質 

•論述較冗長

但清楚 

•計畫內容符

合學系性質 

•論述語句尚

稱完整 

•計畫內容符

合學系性質 

•論述語句部

分不清楚 

•計畫內容尚

符合學系性

質 

•論述無邏

輯，語句不

完整 

•計畫內容不

甚符合學系

性質 

※臨心系書審構面設定(學系選才的標準)說明：評量尺規構面設定有自我學習力與成果(歷年成

績)、多元表現(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社團參與證明)、自我了解(自傳)及學習規劃能力

(讀書計畫)等四個構面，佔分比重分別為 30%、30%、20%及 20%，即可設為四個面向。 

(六)書書面資料審查準備指引、評量尺規應與招生簡章對應一致。(如：臨心系、經濟系) 

例如：臨床心理學系書書面資料審查準備指引 

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方向說明 

修課紀錄 1.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

廣選修之重點領域： 

(1)語文領域 

(2)自然科學領域 

(3)社會領域 

(4)綜合活動領域 

2.學業總成績 

 



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方向說明 

課程學習成果 B.書面報告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

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

課程學習成果 

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

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

習成果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I.服務學習經驗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志工與服務經驗】對應 I.服務學習經驗 

【獲獎紀錄】對應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學習歷程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2000字以內,包含：學習歷程、課外活動、志工與

服務經驗、獲獎紀錄、以及你個人認為足以讓你

成為具人性關懷之專業助人及心理學工作者。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50字以內，可包含：你為何選擇本系？ 

350字以內，可包含：你預期要如何運用大學的

資源跨領域學習？你對於大學課外活動之規劃為

何？ 

二、課程命名規則調整：調整課程名稱以教學內容命名為主，不加註教學型態，自 112學年起適
用，111學年度已有課程不進行調整，惟新增課程或必修科目表修訂自 111學年度第 2學期起
不再加註，課程亦不得僅因教學型態不同重複認列學分。 

三、兼任教師授課狀況分析： 
1.高比例僅任教少數課程(48.3%僅授 1門課程)。 

2.高比例為講師(44.0%為講師)。 

四、重申本校學位論文品保要項： 
1.系所應訂定論文專業性與原創性之自律機制。標準訂定須經正式會議議定。議定結果送教務處
備查。 

2.學位論文均應進行論文原創性比對，比對結果應符合各系所自訂之原創性標準。 指導教授應

就學位論文之專業領域相符與原創性進行審核把關。 

3.考試委員遴聘應明確符合「學位授予法」，其中「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之認定基準應明確
可循。 

4.論文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系所對於不公開或延後公開之論文，應訂定審核機制，非
僅由指導教授認定，論文不公開或延後公開應提供之證明文件應有明確規範。 

五、彈性自主學習週：調整實體授課週次，並非讓師生提前放假，而是要精進優化創新大學過往
之教學型態，請老師以多元方式教學(如課程學習單、學習反思、主題作業、課程反饋、知識探
索、資訊分析、學涯規劃等)，而不以傳統課堂講授方式為原則。 

六、輔系時段： 
1.輔系時段單獨開班課程逐年降低，本學期只有 7個系 25門課程。 

2.輔系課程以隨班附讀為原則，現行多數輔系均已採此方式辦理。 

3.建議調整節次為 D8-E0或 D1-D2，有利於系所安排專業課程(尤其是 3學分之必修課程)。 

七、開課原則與學時數規範檢討： 
1.單位學時數：註冊率(學生人數)應反映於單位學時數上限，系所應就註冊狀況相應調整開課規
劃。 

2.課程人數：課程應維持合理人數規模，檢討課程合班與分班原則。 

3.授課鐘點計算：檢討教師基本鐘點超鐘點規範及教師合授共授鐘點計算原則。 

八、期中預警機制：因應本校 110學年度取消成績退學制度，請系所落實推動預警機制，務請授
課教師完成課程預警。註冊組定期追踪所屬承辦系所課程預警情形，彙報各系所課程預警完成
率陳核教務長，並於期末統計各院系預警完成率提報行政會議。 

九、繳交學期學業成績：請系所督導教師應依校定行事曆繳交學期成績，逾期未繳交者函送各院
系處理並予公告。註冊組定期發送缺分通知逾期未繳教師，請系所協助提醒教師依規定日程上
傳成績，以維護學生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