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SR 成效評估機制說明 

一、 成效評估小組 
中興大學為推動USR計畫，積極設立USR辦公室，並於辦公室下設立「成效評估小

組」，設置執行長一名，設有校務組、計畫組及課程組，其主要任務如下： 
1. 發展中興大學專屬之成效評估系統（興社會實踐與影響力評估系統）； 
2. 發展校務端成效評估機制，並持續針對USR計畫推動校務支持系統； 
3. 發展計畫端成效評估機制，輔導各USR計畫在中興大學成效評估架構下，發展

各計畫之成效評估指標，並確保計畫執行與成效評估符合校務發展方向； 
4. 針對USR課程發展成效評估制度，並開發包含量化及質化工具，以蒐集學生的

學習成效資料。 

 

二、 興社會實踐與影響力評估系統 
本校根據USR計畫所需之學習成效以及績效評估等方向，制定「興社會實踐與影

響力評估系統」，其系統架構如下圖所示： 

 
 

在此一成效評估系統中，本校從多元的角度訂定不同的成效評估制度，以針對學

習者、計畫及校務等不同層級，設計不同的成效評估指標及作法，以符合USR計畫執行

需求。 
首先，在校務層級方面，本校主要採用的成效評估工具是OGSM（Objective, Goal, 

Strategy, Measurement）架構，搭配策略地圖工具由上而下展開成效評估。首先根據中

興大學校務發展方向，制定全校USR計畫的最終目的（Objective）、繼而向下發展出具

體目標（Goal）及策略（Strategy），配合每個目標及策略，訂定檢核指標

（Measure），包括衡量指標（Dashboard）及行動計畫（Action plan）。OGSM是一個

具有層級化功能的成效評估工具，由校務端發展出第一層的OGSM架構後，再由各USR
計畫發展出各計畫的OGSM，其目的是確保每一個USR計畫的目標都能對應至校級的目

標方向，其層級對應關係如下圖所示。 



 
接著以校務端OGSM架構為基礎，搭配策略地圖擬定策略方向，包括四大策略

（S1~S4），接著與OGSM架構整合，發展出校級的績效評估系統，其架構如下圖所示： 

 
而在計畫端的部份，則是依據校級的績效評估系統架構，先由USR辦公室擬定計

畫層級的績效評估架構，再由各USR計畫填入計畫目標及行動項目，以確保在校務端能

夠系統性地匯集各USR計畫成效。 

 
此外，社會影響力評估亦為校務端及計畫端的重點之一，本校的社會影力將採用

以下步驟，進行SROI： 

 
最後，在學習者層級的成效評估方面，本校先依據L1~L5層級，識別各類社會參與

課程的USR屬性，包括L1：意識提升課程、L2：在地參與課程、L3：在地議題構思課

程、L4：在地實踐課程、L5：跨領域實踐課程，以持續追蹤各年社會參與課程分佈是

否有所變化，期能逐年提升社會參與課程等級L3以上之比例。L1~L5課程層級如下表所

示： 



 
在學習者層級評估對象及方式上，本校採用下表之評估方式： 

 

三、 成效評估機制 
學校整體成效評估機制：以中興大學校務發展方向及USR計畫屬性，發展出中興大學

專屬的興社會實踐與影響力評估系統，並發展出三個層級的成效評估機制，分別為校務層

級、計畫層級及課程層級。其中，課程層級之成效評估，採每學期每門USR課程施作之方

式，屬於短期評估機制，每年會產出大學社會責任年報；而在中長期效益評估報告方面，

則包括逐年追蹤社會參與課程佔比及各課程學習成效、以及SROI社會影響力追蹤等機制，

如下圖所示： 

 

四、 短期評估機制（USR課程成效評估） 
1. 學期前後測問卷：為確認學生學習成效，以USR課程為學習成效評估基準，設計全校

系USR課程學習成效評估問卷，並將分析報告回饋各計畫，提升課程參考。 



2. 全校所有USR課程，依據其社會參與程度，區分為L1（意識提升）至L5（跨領域實踐）

等五個等級，分別蒐集各課程資料，以持續追蹤社會參與課程開課狀況，期能逐年提

升L3等級以上之課程比例。 
3. 中長期效益評估報告（USR計畫成效評估）：將以SROI方法全面評估USR計畫在社會

和環境等面向的長期影響，並對應OGSM架構中的長期Objective(對應校務目標: 實踐

大學責任，提升大學影響力)和Goal，評估總體目標的達成情況。透過長期追蹤各USR
計畫的進展和影響提出年度實證資料，學校能更準確地評估計畫的持續性和社會影響

力，使用問卷訪談、數據分析等方式，收集包括學生、教師、社區合作夥伴等在內的

多方利害關係人回饋，將數據整理成量化指標，並結合質性分析，提出年度報告。 
4. 大學社會責任年報：年報將整合OGSM架構的年度達成情況，同時引入SROI分析，量

化USR計畫創造的社會價值，並對計畫的長期發展進行展望，不僅是學校內部檢討與

改善的工具，也是向社會展示計畫成果的重要文件。內容包括整理分析校務支持推動

成效、各計畫整體執行情況、具體推動成果、師生回饋和未來展望、以及效益評估等

調查。 

五、 成效評估作法 
1. 評估範圍：涵蓋第三期（112年-113年）大學特色類計畫，包括萌芽型計畫、深耕型計

畫、永續發展類特色永續型計畫，USR Hub計畫和USR種子計畫。 
2. 評估面向指標：包括計畫的具體目標達成度與策略構面執行進展的交叉比對、量化數據

表現（如學生參與率、活動影響力）、質性回饋（如參與者的滿意度和建議）。 
3. 評估方法結合OGSM和SROI，透過Strategy(策略)衍伸的數據進行量化指標分析，例如

針對學生、教師、社區居民等不同群體，設計有針對性的問卷調查，能深入了解不同群

體對於計畫的成效和改善建議，並能評估計畫的社會價值創造。 
4. 資料收集方式包括學期成果資料、學期前後測問卷(定期收集課程設置情況)、學生參與

度、活動成果等資料，以及各計畫端於年末提交詳細的年度報告，透過種種資訊收集來

自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和建議。 

六、 學習成效評估 
本校在課程端的成效評估方式說明如下： 

（一）USR課程成效評估架構 
在此一架構中，將分別針對授課教師（含業師）、

計畫助理、課程教學助理、修課學生等對象，分別針

對不同項目進行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方法包括量化及

質化方法，並於期中及期末兩個時間點施測，以確保

能夠廣泛涵蓋所有成效評估的面向。 
本校於112學年度已完成此成效評估架構，並於

USR課程中施測，以下將說明各指標衡量內容，以及

112學年度施測結果。 
（二）成效評估方法 

1. 修課學生 
針對USR課程之修課學生，進行期初及期末

前後測，以瞭解課對其態度及意願之影響。主要包括議題興趣態度(5題)、課程參與

態度(3題)、問題導向學習的影響(5題)、議題參與意願(5題)等四大指標，若課程有搭

配業界或校外教師協助授課，則會加上協同教師之專業態度(1題)、協同教師之專業

技能(1題)及協同教師之產學連結(3題)等三項指標進行評估。所有的項目皆以李克特

五點尺度進行衡量，1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常同意。此外，於學期末亦搭配訪談及學



習心得蒐集，以質化方式瞭解

學習成效。 
112學年度施測結果顯示，

學生對於業師、專家協同教學

的態度最為正面，顯示USR課

程結合校外教師資源，能夠強

化學習效果。此外，USR課程對

於培養學生對議題的興趣態

度、以及議題參與意願亦有良

好成效。進一步使用迴歸分析學生態度對於議題參與意願之影響，分析結果如下圖所

示。 

分析結果指出，學生對議題興趣態度及問題導向學習成效等兩個指標，對於其議

題參與意願有顯著影響，其中又以問題導向學習成效的影響更大，顯示結合問題導向

學習的USR課程，將能有效提升學生在議題的參與意願，因為參與USR課程而對議題

興趣態度較高的學生，後續參與相關議題之意願亦更高。 
2. 授課教師 

教師成效評估主要包括

課程設計(4題)、教學內容呈現

(4題)、有效溝通(3題)等與教學

行為相關的三大指標。所有的

項目皆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進

行衡量，1為非常不同意、5為
非常同意。此外，針對教師也加入需求評估量表(19題)，以了解教師配合計畫開設與教

授課程時，是否有需要協助的面向。該部分項目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進行衡量，1為不需

要協助、2為稍微需要協助、3為有時需要協助、4為偶爾需要協助、5為非常需要協助。

此外，於學期末亦搭配訪談，以質化方式瞭解教師回饋。 
112學年度施測結果顯示，教師在配合USR計畫設計課程內容呈現方式之面向抱持

較正面態度，顯示USR課程能使授課教師根據不同計畫之議題安排多元教材與課程內

容，同時也能考量不同背景修課學生以為課程做更全面之安排。此外，USR課程之教

學方式使授課教師能透過多元教學方式與學生進行有效益的溝通，以傳達精準計畫理

念與目標。而教師在配合USR計畫籌備與教授課程時，需要協助程度較高的面向為引

導學生發言與討論及協助學生產出完整成果兩面向，代表這兩個面向的需求較其他面

向來得緊急。其次為在制訂有效的教學策略及在掌握學生吸收知識程度兩方面。然而

課程進度安排則是不太需要協助的面向。 
此外，分析結果亦顯示，教師因配合不同計畫之目標安排與教授課程時所需協助

的面向不同。如表四所示，在了解學生先備知識與經驗、收集課堂觀察資料、制訂有

效的教學策略、引導學生發言與討論、協助學生產出完整成果、尋找相關資源與教材、

尋找共同教學的專家/業師以及準備課程教材等面向，皆有教師表示「非常需要協助」。



而在了解課程是否符合學生需求、引導學生問題分析與決策、評估學生進度及進行專

業指導等四個面向，皆有教師表示「偶爾需要協助」。可藉該分析結果，深入了解不

同計畫議題與課程安排所需之具體資源與事前籌備計畫。 
3. 教學及計畫助理 

教學助理成效評估主要包

含教學內容自評(10題)與議題

參與意願(5題)兩大指標。所有

的項目皆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進

行衡量，1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

常同意。教學助理也依其職務

內容加入需求評估量表(16題)，
以了解助理協助教師進行教學

時需要協助的面向。該部分項目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進行衡量，1為不需要協助、2為稍微

需要協助、3為有時需要協助、4為偶爾需要協助、5為非常需要協助。行政助理成效評估

主要包含教學內容自評(10題)與議題參與意願(5題)兩大指標。所有的項目皆以李克特五

點尺度進行衡量，1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常同意。同時也依行政助理職務內容加入需求

評估量表(13題)，以了解行政助理協助USR計畫相關行政事宜之時所需協助的面向。該部

分項目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進行衡量，1為不需要協助、2為稍微需要協助、3為有時需要協

助、4為偶爾需要協助、5為非常需要協助。此外，於學期末亦搭配訪談，以質化方式瞭

解助理回饋。 
112學年度施測結果顯示，擔任USR計畫之教學助理在配合USR計畫協助教師教學事宜

之時，能增加計畫議題參與意願。而在協助過程，教學助理也因此機會感到充實，同時

在工作過程中與共同合作的行政助理建立良好關係。此外，教學助理普遍感覺在收集課

堂觀察資料面向需要較多協助。而在了解授課教師所期望的事情、診斷學員與教師的需

求、促進學生成長方面、協助授課教師激發學生的動機以及協助授課教師診斷學生的需

求等，是教學助理認為有時候需要協助的面向。藉此分析結果可瞭解教學助理的支持需

求和規劃未來的資源分配及培訓計畫，其中收集課堂觀察資料方面是助理普遍認為需要

協助的面向，應納入未來改善規劃的優先順序。另一方面，教學助理在許多面向都有需

要協助之處，如在了解授課教師所期望的事情、收集課堂觀察資料、診斷學員與教師的

需求、促進學生成長、協助授課教師激發學生的動機、進行專業指導等面向，皆有兩位

以上助理表示需要協助。由該分析結果，可了解教學助理在協助授課教師進行不同計畫

議題之課程時所需培訓項目或支援類型。 
至於計畫行政助理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擔任USR計畫之行政助理在協助USR計畫行

政事宜之時，能增加計畫議題參與意願。而在協助過程，行政助理也從中學習到更多相

關知識、處理事情的技巧等，由該結果可知，USR計畫行政助理一職能為學生提供有效

益的學習機會。此外，行政助理普遍感覺在為授課教師與學生提供情緒支持面向需要較

多協助。而在促進學生成長與制定解決問題的策略之方面，是行政助理認為有時候需要

協助的面向。藉此分析結果可瞭解行政助理的需求，在未來規劃資源分配、培訓計畫、

溝通方式之時，能參考該結果納入規劃。 
另一方面，行政助理在不同面向所需協助程度不同。其中在為授課教師與學生提供情

緒支持方面需要協助的程度較高。另外，在協助授課教師制定有效的教學策略、促進學

生成長、協助授課教師設計專業計畫、制定解決問題的策略等面向，也有部分需要協助

之處。由此分析結果，可進一步了解行政助理在處理計畫行政事宜時所需之資源項目與

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