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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  商貿外語學院學分學程 

評鑑審查意見彙整 

※東南亞商貿學分學程整體審查意見：通過 

一、學程自我定位之評鑑意見 

1 委員：【東南亞商貿學分學程】是於民 100 學年

度第一學期開設於應英系。本學程的專業人

才培育方向，係較早於政府在大力鼓吹【新

南向政策】時，即已提出開辦。檢視我國目

前在兩岸關係停滯發展情形下，本學程的人

才培育定位，是可配合台商前往東南亞國家

發展時，或是已在當地生根的台商，提供業

界所需的商貿人才。 

◎改善計畫： 
 

2 委員：因應政府新南向發展的趨勢，強化學生

對於東南亞經貿活動的認識，培育具備經貿

與管理能力的產業人才，自我定位明確。  
3 委員：學程的規劃定位明確。 
 

二、學程課程規劃之評鑑意見 

1 委員：本學程課程規畫，在資料中顯示似乎只

有【東南亞商貿與文化概論】，【台商企業東

南亞投資實務講座】及【國際採購】是額外

開課。餘相關商貿課程是否均是為企管系或

國貿系既有課程?從課程名稱來看，僅有【東

南亞實務類課程】較為聚焦東南亞，餘課程

似乎較難連接其與東南亞區域特色的關聯

性。 

◎改善計畫： 
自 106 學年第 2 學期起，再增加 2-3 門有關東南

亞商貿、文化課程，提升學程教學廣度。 

2 委員：課程規畫多元豐富，專業師資講授更能

掌握國際經貿發展趨勢，學生受益良多。 
3 委員：課程規劃具體可行，建議加強對於相當

外語能力方面的課程。 
 

三、學程教學品質之評鑑意見 

1 委員：目前教學品質只列出招生成效及行政支 ◎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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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學程運作二構面，所擬列資訊似和【學程

教學品質】較無直接相關。通常教學品質的

概念，較為討論【教師教學計畫與實際教學

活動間的差距】，因此，似應多陳述學生端在

學習過程的成長及是否培養符合產業需求的

學生等狀況。再者，學程招生情況 103 學年

(0 人)，104 學年(5 人)與 105 學年(48 人)，顯

示先前選修人數較冷門，但新近已有較多學

生參與。 

1.106 學年第 2 學期起，培養並鼓勵學生參加「兩

岸暨東協經貿商務」認證檢定考試，增進競爭力。 
2. 配合學校整體發展計畫，爭取增聘東南亞小語

種教學師資。目前已有 2 名越南籍校師，未來則

以泰國、印尼為優先。 

2 委員：學生滿意度高，跨系修習人數穩定成長，

行政支援學程運作之機制完備，維持高的教學品

質。 
3 委員：課程品質控管得宜。 
 

四、學程執行成效之評鑑意見 

1 委員：取得學程證書人數比率，103 學年，104
學年與 105 學年，分別是 2 人，0 人與 1 人。

本學程取得學程證書人數的執行成果，可能

是因為東南亞經濟是近三年才開始較受重

視，因此吸引學生修課，迄至 105 學年度，

才大幅成長至 48 人修習。教學評量平均分

數，103 學年，104 學年與 105 學年，分別是

4.2503，4.1524，4.1282。評量分數若是五點

尺度，大約是介於 80%~85%的評價。 

◎改善計畫： 
從提高選修課人數著手，並定期追蹤修課同學情

況，適時協助修課同學取得證書。 

2 委員：取得證書人數有待改善。 
3 委員：教學能配合海外實習，對於學習成效提

升多所禪益。 
 

五、學程特色表現之評鑑意見 

1 委員：相關辦理東南亞文化週，東南亞實習，

和進行國際海外交流等活動，對本學程課程

的實務經驗及當地文化體驗，具有正向影響

效果。 

◎改善計畫： 
與東南亞台商企業合作，開辦實境見習活動與海

外實習課程，配合高較深耕計畫與本校自籌款經

費，優先補助本學程學生（特別是弱勢學生）參

加，以降低學習資源落差。 
 

2 委員：學程特色表現優異且活潑。 
3 委員：若能在課程中加入與當地台商資源，當

地語言能力強會等因素，將使學成更具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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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程之整體性評鑑意見 

1 委員：整體而言，若依照三年來學程執行成效

的數據(取得學程證書人數與教學評量平均

分數)，本學分學程的各項資源投入與培育東

南亞商貿人才，尚應可在多對學生進行推廣。 

◎改善計畫： 
以「東南亞文化週」、海外實習分享會等活動為媒

介，積極推廣本學程並進行招生活動，預計自 107
學年度起，每學年增加 20 名。 

2 委員：明確的自我定位，優良的教學品質，極

具特色，應該持續推行。 
3 委員：課程規劃具特色，希望未來能在訓練過

程能更貼近與當地文化，商務發展的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