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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的檢核機制 

李坤崇教授 

南台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鑒所 

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成果導向的課程發展與學習成效評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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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檢核 

兼顧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 

三級核心能力檢核機制。 

統整規劃檢核機制。 

提升教師多元評量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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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課程 

正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 

(系所專業課程、跨領域課程、通
識課程、共同課程) 

非正式課程(informal curriculum) 

(學校各項活動，如社團活動、學術活
動、專業服務、輔導活動、各式競賽
及慶典活動) 

懸缺課程(null curriculum) 
(該教而未教、應列而未列的課程；具警告、提醒作用：忽略的心
智能力，遺漏的科目或教材及疏忽的情意陶冶) 

實有
課程 

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 

(物質環境：校園校舍及教室的境教；社會環境；
學校制度、措施、儀式；認知環境：師生互動
的期許與身教、教科書的價值與意識) 

學
校
課
程 

學校課程分類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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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學習成果評量 
級別 項目 評量方法 

校級        △實施週期以三至六年為原則。 
評估校
教育目
標與核
心能力
達成度 

教育 
目標 

1.實施畢業生就業調查或座談。 
2.實施企業主或雇主的調查或座談。 
3.實施校友調查（畢業後一年）及校友團體追蹤。 
4.實施教職員工的調查或座談。 
5.評析國家社會與教育發展。 
6.評析學校特色與定位。 

學習 
成果 
(核
心能
力) 

◎直接評量： 
1.實施學生入學與畢業時的自我發展評量。 
2.實施入學與畢業時施測核心能力或基本能力測驗。
◎間接評量： 
1.實施畢業生就業調查或座談。 
2.實施企業主或雇主的調查或座談。 
3.實施校友調查（畢業後一年）及校友團體追蹤。 
4.實施教職員工的調查或座談。 
5.學校畢業生就業率。 
◎整體配套： 
1.建置三級評量資料庫。 
2.建置學生資料單一入口資料庫。 

系級         △實施週期以一至三年為原則。 
評估系
目標與
核心能
力達成
度 

系目
標 

1.調查或座談瞭解企業界與諮詢委員反應。 
2.調查或座談瞭解雇主反應。 
3.調查或座談瞭解畢業生就業反應。 
4.調查或座談瞭解校友與校友團體反應。 

學習
成果 
(核
心能
力、
能力
指標) 

◎直接評量：正式、非正式、潛在課程(多元) 
1.綜合分析學科置入評量(系能力指標)的績效。 
2.分析各項證照或檢測的成果檢核系核心能力績效。 
3.實施核心能力標準化測驗或學科能力測驗。 
4.實施共同科目或核心課程之統一標準測驗(會考)。 
5.實施跨領域課程學習成果測驗(會考)。 
6.分析學生學習檔案，整體評估學習成果。 
7.分析學生成績分佈和及格比率。 
8.實施學院學習評量。 
◎間接評量：教職員生、校友、企業、就業率 
1.實施畢業生離校前的調查或座談。 
2.問卷調查學生反應 。 
3.問卷調查校友及雇主反應。 
4.系所畢業生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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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學教學意見調查表變革 
現制教學意見 學生學習成果(擬調整) 

教師具備專業知識 修完這門課後，我能掌握這門
課重要內容與概念 

教師用心準備 這門課幫助我發現問題的能力 

(總評)綜合而言我認為這
門課的教學效果良好 

修完這門課後，我有興趣繼續
探索相關議題 

學科級  △實施週期為一學年或一學期。 

評估學
科目標
(能力
指標)
達成度 

直接
評量 
(能
力指
標) 

1.善用多元評量，如紙筆測驗、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2.建置學生e檔案，深化落實精神與理念。 
3.實施學科置入評量(系能力指標)，至少85
％學生及格(香港、英國納入同儕評估)。結合系
所正式課程 

間接
評量 

1.問卷調查修課學生反應。 
2.問卷調查畢業生就業反應。 
3.問卷調查校友與校友團體反應。 
4.問卷調查教職員工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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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通識核心能力評量系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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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學生通識核心能力量表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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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方法 內涵或對象 
100/5-6 半結構式

深度訪談 
四學院各2名教師4名學生，計8名教師、16名
教師 

100/9 決定量表
架構 

基本知能、資訊能力、本土與國際意識、實務
技能、整合創新、熱誠抗壓、表達溝通、敬業
合群、人文與倫理素養、服務關懷10項核心能
力，以及誠實指標 

100/9-
10 

形成量表
預試題本 

彙整訪談結果、剖析國內外文獻，110題預試
題本 

100/10 實施預試 四學院大一新生預試樣本402名 
100/10-
11 

題目分析 1.挑選共同性較高的題目。2.挑選主成分分析因
素負荷量較高的題目。3.刪除鑑別度較低的題
目 。4.刪除題目變異量被所屬分量表其他題目
解釋，使變異量百分較低的題目。5.刪除題目後，
α係數提高的題目。6.刪除題目反應呈極端偏態
的題目。7.刪除題目與所屬分量表相關比與其他
分量表相關為低的題目。8.刪除題目時需顧及量
表架構和分量表細類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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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名稱 α值 隔四周重測 
基本能力 .814 .762 
資訊能力 .819 .828 
本土與國際意識 .817 .864 
實務技能 .854 .796 
整合創新 .880 .885 
熱誠抗壓 .838 .879 
表達溝通 .853 .778 
敬業合群 .865 .846 
人文與倫理素養 .806 .873 
服務關懷 .837 .815 
全量表 .968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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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方法 內涵或對象 

100/11 決定正式
量表 

10項核心能力各6題，誠實指標2題，合計62題 

100/11-
12 

施測常模
樣本 

大一新生2,363名 

101/2-3 建立常模 建立不同學院學生的百分位數常模及T分數常模 

101/9-
10 

驗證信度 1.內部一致性：10分量表α介於.814至.880之間，
全量表α為.968 
2.重測信度： 

101/9-
12 

驗證效度 1.差異性分析：不同學院、性別學生在整體的
通識核心能力的交互間無顯著差異，然個別間
則有顯著差異。 
2.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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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學生通識核心能力量表結果及性別、學院之差異 

分量表 M SD 題數 性別 事後比較 

基本知能 25.76 4.06 6 男>女 人文 > 商管；數位 > 商管 

資訊能力2 28.43 3.84 6 男>女 數位 > 人文 

本土與國際意識9 23.48 4.44 6   人文 > 商管；數位 > 商管 

實務技能10 22.98 4.46 6 男>女 工 > 商管；數位 > 商管 

整合創新 26.17 4.21 6 男>女 數位 > 工；數位 > 商管 

熱誠抗壓 26.44 4.25 6 男>女   

表達溝通3 28.40 3.89 6 女>男   

敬業合群1 28.93 3.85 6 女>男   

人文與倫理素養 26.67 4.04 6 女>男 數位 > 工；數位 > 商管 

服務關懷4 28.38 3.98 6 女>男   

總分 265.76 32.57 2     

誠實指標 1.68 1.20       
註：1.通過誠實指標檢測者達98.84%，顯示：南台科大學生填答頗為認真。 

2.各分量表中數總和為21，所有題目中數總和為210，顯示：南台科大學生的
通識核心能力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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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核心能力導師觀察評量表 
評量姓名：   系別：  年級：  學號：      日期： 年 月 日 

評量說明： 

1.導師請於每學年度結束前四週，就觀察、瞭解學生下列的日常行
為表現，並參酌學生的通識核心能力量表及學習檔案結果，予以
評量。 

2.評量五個等級為：A-卓越、B-優良、C-不錯、D-尚可、E-待努力。

能力 能力說明 
導師評量 

A B C D E 

基本知能 
能具備中文閱讀與表達、人文藝術、社會
科學及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能。 

□ □ □ □ □ 

資訊能力 
能正確選擇並有效運用電腦資訊軟硬體，
以輔助完成各項工作。 

□ □ □ □ □ 

分享：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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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規準（rubrics）： 

  各項符號與評語之評量標準如下：評量前必須了
解符號所代表意義。 

符號 評語 代  表  意  義 

A 卓越 
對於評量項目能完全掌握或有正面的
表現。 

B 優良 對於評量項目大部分有正面的表現。 

C 不錯 對於評量項目約半數有正確的表現。 

D 尚可 
對於評量項目少部分有正確的表現，
尚能再進一步改善。 

E 待努力 
對於評量項目無表現或有負面的呈現，
宜努力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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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評量工具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核心能力
教職員調查問卷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核心能力
企業雇主調查問卷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核心能力
校友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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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dr.lkclk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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