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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10年系所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鑑結果報告 

受評單位： 行為醫學研究所 

項目 說明 

實地訪評

評鑑結果 
碩士學位：通過。 

個別項目 

評定結果 

說明：依據評鑑項目，分別給予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通過」、「待改進」、

「未通過」之評鑑認可結果，以下僅臚列各學位「待改進」效標，餘均為「通過」。 
 
1-3 系所經營與行政支援情形。（碩士） 

2-1 系所聘任專、兼任教師的整體規劃與延聘機制及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學

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系所聘任專、兼任教師的整體規劃與延聘機制及其與教育

目標、核心能力與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碩士） 

評鑑委員

待改善及

建議事項 

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經營及系所發展 

（一） 待改善事項 

1. 精神醫學組經歷停招而又復招，對系所的發展、專任師資的工作分擔及學生的學

習帶來負面的影響，應提升系所的穩定度。 

2. 臨床心理組專任師資明顯不足，師生比約 3~4：1，且臨床心理組專任師資尚需支

援外系課程，授課負擔重，應有效減少臨床師資的授課時數與負擔。 

3. 臨床心理學的核心訓練課程，如：成人臨床心理學，專任師資缺乏，目前以 team 

teaching的方式開設相關課程（如：臨床心理病理學、臨床心理衡鑑），部分由精

神醫學師資負擔，不完全符合臨床醫學組的訓練。 

4. 兩三年內，將有臨床心理組專任師資退休，唯缺額是由學校管控，而非由系所進

行延攬，恐不利系所招募適當的師資。 

5. 精神醫學組的招生狀況較不理想，應尋找有效的招生策略，以減少招生缺額。 

（二） 建議事項 

1. 因應臨床心理組專任師資退休，應提早招募新聘教師，以免妨礙系所的課程安排

與學生學習。 

2. 系所的合聘師資皆為校內專任教師，亦可考慮他校具臨床心理學專長的師資，以

補系所臨床心理學師資的不足，並讓臨床心理學的課程更為完善。 

項目二：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其支持系統 

（一） 待改善事項 

1. 本所目前臨床心理組專任教師之專長包含一位兒童心理領域及兩位神經心理領

域，但以長遠規劃考量，近期內有老師會有退休之生涯規劃上之安排，故可能會

產生專業領域上之空窗期。同時比較缺少成人精神領域之專業老師。 

2. 雖然本所共有專任師資 5名，但臨床心理組老師所需指導的學生數目較多，雖然

老師們盡心竭力照顧每位學生的需求，但每位學生能夠分配到被指導的時間仍然

相對較少。 

3. 學生反應某些教室的硬體設備較為老舊（例如：桌椅、投影設備、以及相關教學

器材等），會影響學生的上課品質與學習成效。 

4. 本所行政業務較為繁重，但尚無專任之行政秘書，以致與校內其他單位在聯繫上

可能出現斷層。 

5. 本所在臨床心理之理論與疾病診斷方面有紮實的教學內容，然而在臨床心理治療

方面較為有限，以致學生畢業後在職場上所需的相關知識稍嫌不足。 

（二） 建議事項 

1. 為避免兒童心理專業領域上之空窗期，宜及早規劃相關師資之培育及籌備。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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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招聘成人精神領域之專業老師，以補足學生學習上之需求。 

2. 建議校方根據本所的長遠發展方向，訂定出較為彈性的專任教師招聘條件，以吸

引更多優秀的臨床心理師資人才加入貴所。 

3. 期待本院第二研究大樓完工後重新規畫相關空間與器材的配置，提高學生學習體

驗及整體的學習成效。 

4. 建議校方給予本所至少一位專任行政秘書，以處理本所相關行政業務，並提升教

師與學生的教學學習之支持系統。 

5. 建議所方在教師人力及課程編排部分，適度增加心理治療相關之內容，以提升專

業訓練之完整性。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一） 待改善事項 

1. 針對所上空間使用部分，本所並無專屬教室上課，所開設課程的教室由醫學院統

一調度分配。空間缺乏整體性，且部分空間設備老舊，分散各樓層，造成教學研

究上的不方便。 

2. 所上目前的秘書雖設置有一人，但此員額的經費來源並未得到校方完整的支持，

長期下來，對所方的永續經營將極為不利。 

3. 目前尚未招收國際學生，以因應少子化衝擊的回應。 

（二） 建議事項 

1. 本所學生整體的專業知能優秀，專任老師在研究、教學及服務的領域也都是國內

優秀的師資，不過，多年來在臨床心理的師資結構無法擴增，使得專任老師的教

學負擔極大，長久下來，不利於學生的專業學習。因此，建議校方應本於臨床心

理的專業人才的培育，是作為大學重要的社會責任。因此，宜積極支持所方盡快

聘任臨床心理的專任教師。 

2. 關於行政秘書的經費支持，對一個有專業影響力及社會貢獻的研究所來說，應是

責無旁貸的職責。因此，建議校方在盤點校內的行政資源後，宜及早提供永續的

人力經費支持。 

3. 關於招收國際學生的部分，未來在施行的過程中，宜考量心理師法在應考資格的

基本要求，也就是應考人必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的身分，因此，訓練國際學生的

規劃中，也應納入考量。 

項目四：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 待改善事項 

1. 上一週期評鑑即建議「適當增補臨床心理學領域的專任教師員額」，惟此次仍未

見到已有改善的機會。 

2. 精神醫學組目前員額較少且錄取率過高。目前在學的學生僅有一名，且近兩年來

的錄取率皆高達 100%。 

（二） 建議事項 

1. 建議學校除招募研究頂尖新師資之餘，亦能採用教師分流發展的精神與機制，招

募具有培育專業醫事人員的臨床心理學專任教師，除了可提供大學心理系畢業生

進修需求，且所畢業生也可為成大醫療體系所用，符合大學的社會責任。 

2. 所雖然分為臨床心理組與精神醫學組，建議試著整合進行「所」的 SWOT分析，

而非兩組的個別分析。 

3. 建議進行分析擬定策略，提高精神醫學組報考人數。 

4. 畢業生核心能力問卷調查中第 3題有關動物研究核心能力的分數稍低，敬請檢視

原因，是題項未能回應核心能力，或是加強學生此項核心能力。 

5. 為了增進了解畢業生就業情形，可增加雇主滿意度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