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文科省研議建立符合新時代之高教品質保證體制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目前日本之大學為確保教育研究及教學之品質，係依據 「大學

設置基準」、「大學設置認可審査」等法令及「認證評鑑」、「資訊公開」

等原則，採取事前規範型及事後檢查型二種方式所具優點，而實施相

關措施。 

近 2 年全球面臨疫情蔓延及電子化潮流的影響，日本的高等教育

3 項基本政策方針：接受入學者就讀、教育課程編成・實施、畢業認

定・學位授與等，有必要配合調整。為研擬嶄新世局中維持高等教育

品質之措施，文科省委請政策諮詢機構「中央教育審議委員會」組成

專案小組研議，經數度開會研商，專案小組建議高教品質保證體系應

確保之內容，需符合「學校教育法」所規定之品質；另為確保學生學

習及教育之品質，需建構大學在教育及研究能持續性產出優秀成果之

環境。 

為達成上述目標，專案小組並建議：從研議修正大學設置基準・

設置認可審査等法令、充實評鑑制度及公開相關資訊着手。在修正相

關法令上，應重新整理教師、行政人員及各種組織相關規定；另外現

今所謂「專任教師」之概念係限於 1 所大學專職，今後宜研議擴大為

「基幹教員」，納入符合法令所規定之必要員額且擔任一定時數之兼

任教師。有關圖書、雜誌等等電子化之規定亦需重新整理。對授課、

實習、實驗等課程上課時間之區分則予概括化，亦即毋需劃分過細，

以利學分及上課之彈性化。在確保教育品質之保證為前提下，研議新

創特例作法，例如：視訊授課之學分上限及學分互換之上限同放寛為

60 學分、對課程之開設原則及校地・校舎之面積基準提供特例作法

等。 

在認證評鑑制度方面，對校方自我評鑑之改善情形應追蹤評鑑並

公佈，並將學習成果、研究環境的整備及支援情形等追加列入評鑑基

準中；各認證評鑑機關的評鑑結果，應研議以方便閱覽之方式公開。

對於維護教學研究品質具有優秀表現之大學，於下一回之評鑑時得以

彈性措施處理。依據法令公開之資訊，研議簡化評鑑項目與方法。未



 

 

符評鑑基準之大學，縮短其審查期間，例如縮短為 3 年。在資訊公開

方面，持續檢討應予公布之項目及措施。   

在遠距教學方面，將研擬相關授課指針，以確保教學品質，並廣

泛周知教職員及學生。在經過文科省審查認可之課程開設領域內，同

意大學自主決定新課程學位。現行基本經費之分配分與申請設置校院

之招生員額管理等，均以單年度核算，將研議改為複數年度核算，以

增加辦學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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