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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八二

檔  案  主  題

檔案產生時間

訂定「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量發展方式

審查作業要點」

民國90年3月28日

檔 號：0 9 0 / 1 0 6 / 1 / 5 / 2 8

說  明 ：

教育部為配合國家整體建設及學校發展，落實大學自主理念並維持大學教學品

質，特依大學法第5條第3項及大學法施行細則第18條，訂定「大學增設、調整

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量發展方式審查作業要點」，成為國內首先實施大學

系所招生名額採總量管制的重要依據。在該要點中明定各校增設、調整系所班

組及招生名額，應依下列原則規劃：1.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2.學校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重點及特色；3.現有基礎及規模、學校整體資源之合理分

配及使用效益；4.師資、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設備及空間；5.符合

各該領域之發展趨勢及科技整合之需要；6.原有系所及招生名額宜針對社會變

遷及人力需求、學術發展需要、學校發展特色主動調整。此外，亦規定各校增

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應考量各項資源之配合條件，以維持基本教學

品質，並根據師資、校舍建築空間計算可發展總量規模，依據校務發展計畫，

逐年規劃系所及調整招生名額。本要點確立了大學總量管制之先河。

圖82-2 圖82-1

圖82-4 圖82-3

編號八三

檔  案  主  題

檔案產生時間

發布「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民國90年3月29日

檔 號：0 9 0 / 0 2 0 . 0 2 - 0 2 / 1 / 1 / 1 7

說  明 ：

過去國民中學和國民小學之成績評量係分別訂定，為了符應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之需求，教育部依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規定訂定「國民中小學學

生成績評量準則」，計有14條。該評量準則旨在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激發學生

多元潛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肯定個別學習成就，並作為教師教學改進及

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其評量範圍包括1.學習領域評量：依能力指標、學生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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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2 圖83-1

力程度、進步情形，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層面，並重視各領域學習結果之

分析；2.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學生出席情形、獎懲、日常行為表現、團體活動

表現、公共服務及校外特殊表現等。此外亦規定成績評量分為定期評量及平時

評量二種，其評量紀錄應兼顧文字描述及量化紀錄。文字描述應依評量內涵與

結果詳加說明，並提供具體建議。量化紀錄得以分數計之，至學期末應轉換為

甲、乙、丙、丁、戊5等第方式記錄。本準則為確立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

之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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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2 圖83-1

力程度、進步情形，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層面，並重視各領域學習結果之

分析；2.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學生出席情形、獎懲、日常行為表現、團體活動

表現、公共服務及校外特殊表現等。此外亦規定成績評量分為定期評量及平時

評量二種，其評量紀錄應兼顧文字描述及量化紀錄。文字描述應依評量內涵與

結果詳加說明，並提供具體建議。量化紀錄得以分數計之，至學期末應轉換為

甲、乙、丙、丁、戊5等第方式記錄。本準則為確立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

之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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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八四

檔  案  主  題

檔案產生時間

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推動方案」

民國90年5月1日

檔 號：0 9 0 / 1 5 1 . 0 3 / 1 / 1 3 / 5 3

說  明 ：

教育部為提升中等教育品質，強化學校與社區之合作關係，鼓勵學生就近入

學，均衡中等教育之地區差距，以建構學生適性發展的學習環境，積極推動高

中高職「高中職社區化推動方案」。該方案以高級中等學校為對象，並以申請

辦理為原則，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就所轄之地區差距先行評估，主動邀請該

地區相關學校共同規劃辦理。在90年度準備期間全國參與高中職社區化推動方

圖83-4 圖83-3

案的學校專案部分共有22個合作專案，計93所學校參與；課程區域合作部分有

122所學校；改善教學設施部分有133所學校參加。本方案係國內首度辦理高中

職社區化推動方案之重要文件，對於改善中等教育品質，促進中等教育地區均

衡發展，建構基於社區觀念之適性發展學習環境，具有重要指標意義。

圖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