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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精實方案實施計畫草案 
版本：民國 104 年 4 月 07 日，4 月 11 日，5 月 6 日再修正 

王振寰副校長辦公室 
 

計畫目標：在當今知識進步神速的全球化時代，高等教育除了教導學生專業知識外，更需要培育學生自學能力，以面對高度變動的世

界。本課程精實計畫的目標，在檢討政大現行的課程和教學，並透過全校的課程和授課時數檢討，來強化學生學習、改善教師在教

學、研究與服務上的時間分配狀況，進而提升政大整體的教育品質，以及學生的競爭力。 
 

方案內容 

 

一、政策方向： 

1. 全院所屬專任教師每學年平均授課時數 12 小時，備課數以不超過三門課程為原則。 
    〈1〉以院為單位，由學校進行總量管控： 

說明：由學校以該院現有聘任專任教師數〈包括休假、借調、出國及延長病假等〉，乘以每學年12小時，進行全院總開課時

數管控，院系所所屬個別教師之授課時數得由各院系所自訂辦法決定。   
    〈2〉避免上下學期開課不平衡，上下學期開課時數應一致  。 
        〈3〉學院必須訂定辦法，控管各級課程之數量及品質，但不須規定專任教師必需開授學士班課程。 
2. 逐步調降各系畢業學分數至學士班 128 學分；博士班 18 學分，碩士班將視專業領域發展酌減。 
3. 配合 105 學年度必修科目 3 年一大修，鼓勵各學士班調降必修學分數至畢業學分數之 40%。 
4. 院長得在院應開課總量下，視每位教師狀況，而酌予調整鐘點；院長給予教師減授鐘點，需有清楚的指標，如研究優異、服務

（如設計創新課程、帶領研究團隊、募款等）；惟任何方式之減授，須以具有科技部個人研究計畫為前提   
5. 減授時數：除兼任行政職務者仍得核減授課時數，其餘現行鐘點減授措施，由學院於應開課總量下，依教師狀況，如教師升等、

研究、非行政之服務、年資（新進教師）或傑出人才延攬等自行決定是否適用。 
兼任行政職務之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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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兼任行政職務者之時數減授，每學年授課時數建議如下： 
校長：  授課  0 小時 
副校長：授課 3 小時 
六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合長及主任秘書〉：授課 6 小時。 
院長：授課 6 小時。 

            〈2〉其他行政職務減授：依現行規定或由人事室併案全面檢討。 
6. 超支鐘點費全面取消。 
7. 各院於達應開課總量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學校將提供兼任教師時數，彌補減授之鐘點；未達開課時數下限者〈全院所

屬專任教師應開課總時數之 95%以上者〉，學校不再提供兼任師資員額。   
8. 通識部分（28─32 學分），每院應與通識中心共同規劃，開出全院總課程量的 18‐20%作為通識學分給學生修習。 
9. 鼓勵資深教師教授通識課程，助理教授以不開通識課程為原則。 
10. 有限期升等壓力之助理教授每年授課不得高於 12 學分，備課數不得超過 3 門課。 
11. 各學院應設計實習、社會體驗、國際移動、外語能力之學分，納入畢業總學分數內 
12. 教師授課時數在 9 學分以下者，在通過院級課程委員會之認可條件下，可以在一學期內授完整學年之學分，但除應有之學術

活動外，該教師必須於未授課學期在校內認真研究、服務與指導學生 
13. 各學院經嚴謹之課程設計，如果學生有足夠的實習、社會體驗、國際移動、外語能力活動等，得將課程學期週數降至每學期

15 週，減少之學期時數應規畫相對等之活動學習時數，相關計畫經院系所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始得執行。 
         

    二、配套措施 

1. 大一國文、英文或基礎課程(如經濟學、微積分課程)，將採用 MOOCs 模組化課程，以逐步解決基礎課程的授課教師時數過重

及教師員額不足問題。 
2. 修訂導師制，學院對各學習領域應設學術導師，將導師經費集中於學術輔導，校方將現有導師經費之 50%留在學院內，餘

50%移至學務處建立更有效之輔導運用。 
3. 修訂或廢止各種減授鐘點辦法(研發處、教務處、人事室)。 
4. 語文、體育與專技教師不納入此項每學年 12 小時授課時數精實方案，其教學時數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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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授課時數在 12 學分以下（含）者，不得至校外兼課。 
6. 各學院一二級主管及學術導師有權參考所有教師的教學評量結果。 
7. 教師應致力於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投入。教師升等的必要條件是教學評量必須達某一標準（例如不低於全校 1/3 或某一分

數，充分條件是研究達學院制定之標準。 
8. 教師自我評量是決定教師教學時數、研究質量及服務質量的基礎，教師可以選擇教學、研究、服務比例，選擇教學比例高

者，教學時數及評量的標準必須高，選擇研究比例高者，教學評量必須達一定標準，選擇服務比例高者，必須對學校有重要

服務貢獻（例如兼任行政主管），且教學評量必須達一定標準。 
9. 教師每學年度須自評，3 年總評，未通過者，須於 2 年內提出復評，各院須以此為基礎作為教師教學、研究、服務比例之配

置。 
10. 開班學生人數需要調整，以達課程精實之目標（現今大學部 7 人、碩士班 3 人、博士班 1 人），應酌予增加至大學部 10 人、

碩士班 5 人/招生人數 15 人以下者 3 人、博士班 2 人。（需再檢討） 
 

11. 成效追蹤管考機制： 
各院一年開課未達應開課總量或上下學期開課數不一致者〈容許 5%之彈性〉，不再適用以下條款： 
〈1〉  全院專任教師每學年平均授課時數 12 小時 
〈2〉  院長與校級一級行政主管得減授鐘點至 0‐3 小時 

            〈3〉  教師授課時數在 9 學分以下者，在院認可條件下，可以在一學期內授完整學年之學分   
（惟其減授，須以具有 5 年內 3 個科技部個人研究計畫為前提） 

            〈4〉  經嚴謹之課程設計，如果學生有足夠的實習、社會體驗、國際移動、外語能力活動，得將課程學期週數降至每學期 15
週 

12. 教師對學生之評分應具鑑別度  與常模化 
13. 未來學校考慮以 A、B、C、D 等級制給分，以與國際同步 

本校未來在中英文成績單中，將註明本校的評分政策，強調學生的相對表現（排名） 
14. 鼓勵學生每學期修課不超過六門（3*6*2*4=144）；學生學習應包括實習、國際進修項目 
15. 各系應設立學術導師，確實輔導學生學習和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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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動步驟 

1. 通識課程〈約佔畢業學分數1/4〉—由通識中心估算 
2. 體育〈一、二年級必修  0  學分〉—由體育室估算 
3. 專業課程由各院系所進行評估，大前提是學生有課可修，可順利畢業，同時嚴格要求學生；包括過渡期學生修課問題 

4. 由各院系所、研發處及人事室研議調整自我評量與升等辦法，以搭配本辦法之實施 

 

    四、實施日程規劃 

(一)預定排程說明: 
1. 104 年 3 月~5 月中旬前：  課程精實方案討論研究 
2. 104 年 6 月 1 日  :  提出課程精實方案送教務會議討論 
3. 104 年 6 月~10 月初:  彙整教務會議代表意見進行方案調整 
4. 104 年 10 月 26 日:  送修正案進教務會議討論 

(教務會議通過後，各院得以先行規劃) 
5. 104 年 11 月？日:  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6. 104 年 11‐12 月  :  行政會議通過，公告方案 
7. 104 年 12 月~105 年 2 月:  院配合各學系所必修科目三年大修及課程精實方案進行授課時數調整 
8. 105 年 3 月:  各學系所必修科目修訂案及各院課程精實計畫方案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可即進行

105.1    之開課課程規劃〉 
9. 105 年 6 月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10. 105 年 4‐7 月上旬  :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排課作業 
◎新制課程精實方案預計自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執行 

 
(二)成效評估(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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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執行後，視成效檢討、修訂與改進及修改相關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