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博雅教育學院教師評鑑準則 

110年09月15日院務會議通   

110年 10 月 06 日校教評會通過 

113年 10 月 04 院務(擴大)會議修正通過 

 

一、 博雅教育學院為辦理教師評鑑事宜，特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第五條之規定訂定本準則。 

二、 本院專任教師每滿四年須接受評鑑一次，評鑑未通過者， 

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辦理。 

三、 本院教師之評鑑績效項目含「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 

「輔導及服務」三項，各項以 100分為滿分，三項績效評鑑均 

需達 70分(含)以上，始為通過，配分權重由受評教師自行調 

配分數：「教學」40-60%、「研究及產學合作」及「輔導及服 

務」各不低於 15%。 

四、 本院每學年度教師評鑑受理截止日為 10月 15日，截止 

日為例假日時，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五、 受評教師須提出相關資料接受審查，未提出者，以該學年度未 

通過評鑑論。但該學年度有留職停薪、借調、國外進修、休假 

研究，懷孕、分娩或流產，或遭受重大變故等原因，以致未能 

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依本校評鑑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六、 受評教師所提評鑑相關資料之採計以受評當學期之前四年內 

為準。 

七、 本院教師評鑑各項目評分標準如附表，由受評教師先行 

自評，並經所屬系所（中心）教評會檢覈通過後，再送本院 

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評。審查時得邀請受評教師列席說 

明，初評通過者始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複評。 

初評各項評分應以事實認定計分，遇有評審委員間評分認定不

一之情形時，得採無記名評分平均之。但任一委員認定有未能

通過評鑑門檻之事實時，應明列審查意見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 

八、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為避免低階高審，得視需要延聘校內外 

相關學術領域之教授若干人與本委員會教評會推薦之委員， 

組成教師評鑑審議小組至少三人，並將審議結果依序送院、 

校教評會審議。 

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十、 本準則經院務會議、校教評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博雅教育學院教師評鑑評分表 

 
教師姓名：                  任職單位：              級別：              

服務年資：           年    評鑑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評鑑項目 內容配分（四年內之平均值或成果累計） 

佐證資料

編    號 

自

評 

系

檢

覈 

院 

初

評 

壹
、
教
學
績
效

（ ）
％ 

20 分 1.  教務行政配合（教學行政配合度得分*20%）     

60 分 2.  學生問卷反應（教學評量分數*60%）     

20 分 

3. 教材編撰或教學媒體（每一科目 3 分，若為正式

出版或放置數位學習網站者採 2 倍分數計分）。 
 

  
 

4. 論文或專題指導（每案 3 分，共同指導均以二分

之一計分)。 
 

  
 

5. 指導學生參加徵文、學術、技藝等競賽獲獎（每一

獎項 3 分，若為全國性，則採 2 倍分數計分） 
 

  
 

6. 獲選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師鐸獎、全國通識優良

教師（每一獎項 20 分）。 
 

  
 

7. 本校教學優良教師、改進教學獎勵教師（每一獎項

分別採計 15 分與 10 分） 
 

  
 

8. 教育部所屬教學相關計畫主持人（每案 3 分），計

畫參與人員（每案 1 分）。若屬個人向教育部申請

通過之計畫主持人（每案 5 分），計畫參與人（每

案 2 分）；若為教學實踐計畫，則採 2 倍分數計分。 

 

  

 

9. 其他教學相關績效，每案 1 分（請提供具體事實）。     

3~9 項超過 20 分者以 20 分計       小    計     

                 實  得     

貳
、
研
究
及
產
學
合
作
績
效

（ ）
％ 

1. 有評審制度之期刊(含專書)論文，每篇 20 分。(第

一作者及通訊作者每篇 100%，第二作者 60%，第

三作者 40%，第四作者 20%，第五作者（含）以

後均採計 10%)。若為 SSCI、SCI、AHCI 或 THCI

第一、二級則採 2 倍分數計分；TSSCI、THCI 或

EI 採 1.5 倍分數計分。但期刊經比對屬「掠奪性

期刊」名單，則不予採計。 

 

  

 

2. 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每篇 15 分。(第一作者及

通訊作者每篇 100%，第二作者 60%，第三作者

40%，第四作者 20%，第五作者（含）以後均採計

10%)。但國際研討會論文經比對屬「掠奪性研討

會論文」名單，則不予採計。 

 

  

 



3. 國內(含兩岸)學術研討會論文，每篇 10 分。(第一

作者及通訊作者每篇 100%，第二作者 60%，第三

作者 40%，第四作者 20%，第五作者（含）以後

均採計 10%)。 

 

  

 

4. 已出版並公開發行之專門著作，每本最高 40分(無

審查制度者分數折半計算)。(多作者以篇章數平均

計分，無篇章者依作者人數計分) 

 

  

 

5. 翻譯、書評、審校、編著，每本最高 10 分。     

6. 參加全國性文學、藝術、技能及教學專業性競賽，

有獲獎事實，每件 20 分。 
 

  
 

7. 個人展演或參加聯展（國內外公家展覽場所及大

專校院藝術中心舉辦個人展演 10 分，其他場所之

個人展演 7 分。國內外各展覽場所出品參加聯展

4 分）。 

 

  

 

8. 學校登記有案之專題研究、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或含有產學合作之實務計畫)，每案 10 分，共同

（協同）主持人每案 5 分，計畫參與人員每案 2

分（若為科技部計畫或金額達 20 萬元以上之計畫

採 2 倍分數計分，多年期計畫按各年度分別計

分）。 

 

  

 

9. 政府機關或財團法人之學術研究成果獎勵，10 分。     

10. 相關專業之技術轉移與發明專利、新型式專利(或

著作授權)，每件最高 15 分。 
 

  
 

11. 教師取得專業證照，每件 10 分，最高採計 30 分。     

12. 其他學術研究及創作成果，每案 5 分，最高採計

10 分，(請提供具體事實)。 
 

  
 

超過 100 分者以 100 分計          小   計  
  

 

                 實  得  
  

 

參
、
輔
導
及
服
務
績
效

（ ）
％ 

1. 擔任導師或社團指導老師(含校隊)（導師或社團指

導老師，每項或每學期每班 5 分；優良導師或績

優社團指導老師，每項或每學期每班 7 分，最高

採計 20 分）。 

 

  

 

2. 擔任本校義務輔導老師（含實施補救教學）、身心

障礙學生課業輔導，每學期 8 分（請提供具體事

實），最高採計 40 分。 

 

  

 

3. 輔導學生參加校外學術以外競賽獲獎者、輔導學

生考取專業證照，每學期每案 5 分，最高採計 20

分（請提供具體事實）。 

 

  

 



4. 配合或協助博雅教育學院及所屬中心推動相關活

動及輔導服務工作（受評教師提供佐證資料由各

單位教評會認定，最高 10 分）。 

 

  

 

5. 擔任各級學術及行政職務者（一級主管每年 20分，

二級主管每年 15 分，半年者以二分之一計分，超

過半年未滿一年者以一年計）。 

 

  

 

6. 擔任本校各級（含校、院、系）委員會委員及代表

（每年每一職務 3 分，半年者以二分之一計分，

超過半年未滿一年者以一年計，無故缺席逾 1/2 不

予採計）。 

 

  

 

7. 擔任專業教室管理老師或共教會所屬教學中心教

學小組召集人，每年每間專業教室或每人次 5 分，

最高採計 20 分。 

 

  

 

8. 校內外服務（專題演講、學術會議主持或評論人、

論文或計畫審查委員、縣(含)級以上的訓練班授

課、承(協)辦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編輯、招生、國家

及證照考試命題與閱卷、書面審查及口試委員、政

府機構顧問或委員以及協(學)會理監事或幹部），

並有助提升本校校譽與實質效益者等，每件最高 5

分，最高採計 20 分。 

 

  

 

9. 擔任進修推廣教學（進修推廣部、在職碩士專班、

學分班、非學分班、暑期班、支援跨系所及通識課

程、空中大學、公民營機構委辦班及本校自辦訓練

班等），每學期每科目 5 分，不滿一學期以一學期

計，最高採計 20 分。 

 

  

 

10. 其他（募款、配合學校推動校務及協助辦理各項考

試等與校內外服務有關之事蹟，或協助學生生活、

就業、升學、課外輔導具成效），每項最高 5 分，

最高採計 20 分(請提供具體事實)。 

 

  

 

超過 100 分者以 100 分計          小   計     

                 實  得     

三項合計實得總分     

附註：一、本評鑑項目及配分表，由教師先行自評，再送各系（所）、中心檢覈 

通過後，提送院教評會初評。 

二、教師評鑑項目分為「教學績效」、「研究及產學合作績效」、「輔導及
服務績效」三部分三項目均須達 70分(含)以上，始為通過。 

三、「掠奪性期刊」相關資訊，請參閱教育部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
心。       

 

院評委員簽名： 



科技部對「掠奪性期刊及研討會」議題之聲明 

 

學術期刊為學術界發表研究議題與成果最為重要的管道

之一，藉由期刊論文的傳播，研究人員能即時掌握科學發展趨

勢及最新研究動態，並藉此與學術社群溝通交流。 

近年來不肖業者發展出由作者付費交換出版之模式，無視

或輕忽論文的學術內涵與編輯品質，且未經嚴謹的同儕審查或

完全未經同儕審查，即接受論文刊登。由於各國學者面臨論文

發表壓力，此種模式日漸興起，已對學術社群之良性發展造成

影響。 

國際間逐漸意識到此類取巧的出版之竄起與蔓延， 遂有

「掠奪性（Predatory）出版商」一詞，並稱該類期刊為「掠奪性

期刊」。其後，不少以國際研討會舉辦之會議，其內容及作法亦與

上開「掠奪性期刊」同出一轍，從而亦將該等研討會稱為「掠奪性

研討會」，有關「掠奪性期刊」或「掠奪性研討會」之議題已經引起國際

學術界的警覺。 

一般而言，掠奪性期刊或研討會不僅無法保證長期（定期）

持續出版或召開，亦鮮少收錄於知名期刊索引中，甚難產生正

面影響力，無助於學者累積學術聲望。此外，由於缺乏嚴謹的

同儕審查，難以提供投稿者精進改善其研究的機制，此類期刊

與研討會經常遭受學術界質疑其發表論文的品質。 

本部長期挹注資源補助學術研究，冀能提升學術品質，帶

動產業技術升級，促進社會經濟健全發展。為維護健康的學術

研究及發表環境，本部鼓勵學者發表研究成果於學術社群認可

之優良期刊及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