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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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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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提供空間與設備，滿足師生教學、學習與研究需求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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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二） 建議事項 

1. 課程規劃著重考古專業能力之培養，雖與國內其他類似學系/所一樣，將「田野考

古學」系列課程列為必修，但相對於其他學系/所田野實習時間未達二週，將田野

實習時間規定為六週，強調從調查與發掘方法、田野實習，到材料分析與報告撰

寫等連貫的課程設計，並將田野實習期間取得的材料，延續運用於材料分析與報

告撰寫的課程，提供學生更為扎實的考古本職學能訓練。此一課程設計與要求可

供國內其他類似學系/所參考。但是似乎校方並未提供此一課程所需的經費，而是

由所方支持。由於此一費用建議學校視此一課程為學生必要的核心課程，與臺大

提供一定額的田野經費予人類學系一般，至少承擔部份的田野實習經費，讓此一

課程能有相對穩定的經費支持。 

2. 相較於一般的人文或社會學科，考古學無論教學與研究，都需要更大的空間（整

理、分析、保存）、基本的設備（調查、發掘、整理、出土遺物初步保存維護、科

學分析等）與協助的工作人力（繪圖、照相、設備操作等）。在在都需要學校的支

持。其中空間問題，不管是教師或學生，都需要出土資料的整理空間。成大是國

際著名大學，考古所成立時間雖短，但是國際化已有相當成效，在南歐、東南亞、

中國都已名聲漸起、建議學校將本所放在國際間考古教學研究單位地位来考量，

並在空間、經費、人力、設備協助其成長。 

3. 作為一個考古學專業的單位，主動規劃進行問題導向的調查發掘也是必要的，這

需要有一定的經費支持。建議學校提供或以各種方法安排（如外界委託計畫的校

方分配之行管費或其他資源），讓本所有固定且充足的年度經費，得以有序地規劃

主題式的調查發掘研究。 

項目二：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其支持系統 

（一） 待改善事項 

無。 

（二） 建議事項 

1. 目前專任師資六名，一名是特聘教授兼所長，其餘五名均為助理教授，依規定各

系（所）主管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缺乏中間位階師資，目前雖有一名

教師已提出升等申請，即若升等通過，有資格候選人只有一位，稍嫌薄弱。 

2. 考古學研究所主管依規定應由副教授以上職級者才能擔任候選人，目前繼任人選

尚未產生。解套方法除鼓勵專任教師升等外，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已有一名教師

申請升等，若升等成功應可先銜接所務運作，不過亦可考量未來專任教師缺額之

應聘，可規定應具備副教授職級以上者。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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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待改善事項 

無。 

（二） 建議事項 

1. 考古學研究所比起文學院其他以文獻、書籍為主的系所，對教學、研究空間規模

的需求較大（如處理中的標本等）。學習與工作空間的計算，宜盡量比照國際上設

有考古學系所的全科大學所提供的空間規模，以助於達到對應需求的學習資源。 

2. 所上目前有二位外籍專任教師，藉由全英文授課相對提升了學生在英文的表達與

閱聽能力，成為考古學研究所學生的一大特色。所上可考慮進一步運用校內其他

系所資源，如歷史學系出版的全英文學術期刊 Nusantara，係針對人文社會科學，

且包含臺灣研究的東南亞研究學術期刊。可考慮鼓勵學生發表論文於該期刊，提

升其英文發表能力。 

3. 學生入學，每年招生 10-13 名，相較於台灣相關系所的招生情況，本所的規模最

大。錄取率一般在 50%以下，報到率在 85%以上，如此數字，十分令人欣慰，退

學率在 10%以上，可能是在職的工作時間與入學後發現旨趣有異而自請退學，這

一點可以設法下降比例。 

項目四：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一） 待改善事項 

無。 

（二） 建議事項 

1. 自創所以來，過去暫駐於雲平大樓，去年才將研究所遷移到一棟兩層樓的紅樓建

築，坐落於力行校區。雖然空間獨立，但若將來有意規劃成立高階學術研究的博

士班，則有兩大問題應先行思考與克服，一是空間必須要適度拓展規模，二是教

師升等問題必須獲得一定比例的改善。 

2. 2005年起，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已將「遺址」單獨列為「有形文化資產」九個項

目中之一項，而考古學系所正是「有形文化資產」遺址類專長領域最契合的系所，

臺灣地區的考古人才具有迫切性、發展潛力與學術未來願景，除了規劃成立高階

學術研究博士班的可能性外，也不應排除大學部設系，以培育基層考古人才的構

思。 

3. 本所有注意到原住民族委員會在高雄成立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興建的訊息，但尚

無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與博物館課程的具體規劃，建議可以朝向設立原住民族專班

的方式，積極培養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與博物館專業人才，未來可與國立原住民族

博物館對接，提供學生未來就業的願景和方向。 

4. 考古所在臺灣考古學系中頗具特色，可設法鼓勵學生參加國際會議提供論文增加

學系的曝光率。 

5. 考古的過程與成果，常引起社會的注意，所上師生的考古發掘，可透過網路通訊，

讓更多人了解，增進社會對考古所努力的認同，亦可吸引更多的年輕朋友加入考

古所的學習陣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