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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耕二期計畫願景－面向的轉變（ 1）

教學創新精進

提升高教公共性

善盡社會責任

產學連結

落實教學創新 善盡社會責任

提升高教公共性 發展學校特色

發展學校優勢
呼應 SDGs精

神

發展大學多元特色
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

型塑具備明確定位及優勢特色之大學
培育符應未來需求及國家發展之人才

核心論述

第一期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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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耕二期計畫願景－面向的轉變（ 2）

學創新精進教

提升高 公共性教

善盡社會責任

學連結產

發展學校優勢

呼應 SDGs精
神

型塑具備明確定位及優勢特色之大學

培育符應未來需求及國家發展之人才

核心論述

2012 
Rio+20

2015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我們期望
的未來

永續發展
目標

(SDGs)

育促進實教
現可持續發
展目標

2017 UNESCO
2022全國大
專校院校長
會議

推動永續發展校園
治理成 共識，本為
部將協助大學朝此
方向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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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耕二期計畫架構

全校型

研究
中心

附冊
USR

第一部分
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

（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

主冊

第二部分
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

（強化國家國際競爭力）

發展學校優勢
呼應 SDGs精

神

以學校優勢呼應 SDGs
精神、強化國際連結
並鞏固領先地位

附錄 1
就學協助

附錄 2
原民輔導

含國際化之行政
支持系統、 資安

強化 (專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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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耕二期主冊計畫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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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優勢
呼應 SDGs精

神

教學
創新精進

善盡
社會責任

提升高教
公共性

產學連結

• 聚焦提供積極性的公平受教機會與資源
• 強化助學機制以落實促進社會流動
• 提升原住民學生輔導成效及建構族群友善
校園

• 做中學的教學模式以及結合真實情境
• 培養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協調合作
能力

• 強化社會責任感並成為展現利他行為的公民
• 成為專業實踐、道德投入及關懷參與場域

• 由上而下引導院、系所進行課程調整
• 以創新教學模式因應素養導向學習型態

4 優質教育

5 性別平權

13 氣候行動

14 保育海洋生態 15 保育陸域生態

11 永續城鄉

1 終結貧窮

10 減少不平等

8 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

9 工業化、創
新及基礎建設

• 培養關鍵能力面對未來環境
• 打造數位轉型支持系統並強化校園韌性

針對專業領域、研發創
新、產業與社會連結、
人才培育與創新、學校
治理提出核心論述並深

化至院系所



四、精準訪視 -落實多元檢證

改善成效評估避免報告形式化

依據學校 IR報告以及質量化分析
進行貫時性評估

• 針對學校自訂指標、本部質化指標以事證本
位分析之 IR報告作為成果佐證

• 落實校內管考自評並自聘外部委員諮詢精進

• 深耕推動協調專案辦公室：串接各項資
料庫之數據分析

• 外部專家學者到校訪談或觀課

落實
多元檢證

強化改善

回饋精進

審
查
參
考

回
饋
精
進
審
查
參
考

強
化
改
善

外部分析

審查委員

學校課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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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準訪視機制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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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精準訪視的外部評估機制，瞭解學校背景分析、具體策略與深耕計畫目標的
連結性，了解學校在組織、制度、資源等配套措施投入情形，並提供學校精進建
議，作為學校提報 112-113 年成果報告暨 114-116 年計畫書之參考（屆時請一
併提供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1

學校分析學生學習、
教師教學等現況，並
提出發展學校優勢、
呼應 SDGs 精神之核

心論述

2

規劃第一階段
（ 112-113

年）目標與策
略，並落實執行

3

針對特定議題
進行精準訪

視，回饋具體
精進建議

4

學校參考建議，
規劃第二階段

（ 114-116 年）
計畫

5

學校提出第一階
段成果報告暨第
二階段計畫書



四、精準訪視機制 -議題、定義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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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學校考量其特色、資源
與學生能力，由學生主動規劃修習
內容，結合教師引導與學生評量機
制，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

跨領域與自主學習 產學合作

跨領域學習：依照學校特色和學生
特性，培養其跨領域 ( 兩種或以上
的專長 ) 的能力，栽培回應社會需
求的人才。

學校依其特色、教師研發能量和學
生特性，與國內外政府機關、事業
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單位，
進行知識、技能、資源和人才培育
的合作，以達到回應國家社會及產
業發展的需求。

架構
組織 制度 資源 課程 教師 學生 評估



四、精準訪視機制 -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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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視前 2 週將預定訪談人員
及提問事項提供學校。

 各議題訪談時間為 60分鐘，
除委員指定人員外，學校可安
排校內實際執行團隊（如：業
務主管、承辦人、研究員等）
參與訪談，每個議題訪談人數
參與人數至多 5人為限。

 請於訪談過程針對提問事項進
行說明，毋須提前 交書面資繳
料。

 提供具體建議，請學校參
考並納入 114-116 年計畫
書滾動修正之參考。

訪視中

「跨領域與自主學習」提問示例：
 校內對於跨域學習之定義及設定目標為
何？

 學校是否有針對跨域學習情形進行分析
並提出具體策略？

 是否在組織或制度等面向進行調整？

 跨域學習現況如何？挑戰及因應策略？

 如何評估成效以及回饋精進？

訪視前 訪視後



四、精準訪視機制 -提問事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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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跨領域與自主學習

1….
2….
3….

議題二：產學合作

1….
2….
3….

高教深耕計畫精準訪視訪談提問事項單
【○○大學】

一、說明：

（一）訪談目的：透過訪談提問事項了解校內對於訪視議題之定義及設

定目標，及學校是否針對訪視議題之學習現況進行分析並提出具體策

略，以及在組織或制度等面向進行調整等。並由委員提供諮詢與建議，

針對學校該議題的政策與計畫執行，深入聚焦了解現行優勢或困難，並

提供學校未來計畫規劃相對具體的調整方向跟作法。

（二）訪談對象：各議題訪談時間為 60分鐘，除委員指定人員外，學

校可安排校內實際執行團隊（如：業務主管、承辦人、研究員等）參與

訪談，每個議題參與訪談人數至多 5人為限。

（三）其他：本次訪視不涉及深耕計畫評分或經費調整，僅提供諮詢建

議；請於訪談過程針對提問事項進行說明，毋須提前繳交書面資料。　

　　　　　　　　　　　　　　　　　　　　　　　　

三、建議訪談對象　　　　　　　　　　　　　　　　　　　　　　　　　　　　

　　　　　　　　　　　　　　　　　　　　

二、預計訪談提問事項

備註：委員提問事項可能依據學校現場回復衍生提問，不以上開提
問為限。

議題一－跨領域與自主學習：

議題二－ 學合作：產



四、精準訪視機制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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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版 下午版 項目
09:50 14:15 訪視委員到校

9:50-10:00 
(10分鐘 )

14:15-14:25 
(10分鐘 ) 訪視委員預備會議

10:00-10:05
 (5分鐘 )

14:25-14:30
(5分鐘 ) 休息

10:05-11:05
 (60分鐘 )

14:30-15:30
(60分鐘 ) 特定主題訪談 (一 )

11:05-11:10 
(5分鐘 )

15:30-15:35
(5分鐘 ) 休息

11:10-12:10 
(60分鐘 )

15:35-16:35
(60分鐘 ) 特定主題訪談 (二 )

12:10-12:15 
(5分鐘 )

16:35-16:40
(5分鐘 ) 休息

12:15-12:30 
(15分鐘 )

16:40-16:55
(15分鐘 )

訪視委員討論會議 /
填寫意見要點

12:30 16:55 完成精準訪視流程 /離校

01

02

03

04

每校以半天為原則

訪談為主

不簡報、不綜合座談

不評分、不作為經費核配參考



113/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4/

1
2 3

到校進行精準訪視

將精準訪視

委員意見提供學校

第二階段

考評說明會
（說明書面審查、簡報審查作

業）

學校提交第一階段
成果報告暨第二階

段計畫書

書面審查

簡報審查

114 年經費核定

五、 113 年重要作業期程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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