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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資 

(1)師資專業成長(教學、研究)輔助措施(含出國進修情形)與具體成效。 

(2)專任教師薪資待遇結構。 

(3)遴聘講座教授措施與推動情形。 

(4)師資結構及教師專長與類組發展方向及特色之關聯性。 

(5)師生比情形、師資改善計畫落實情況與未來成長計畫。 

(6)教師、研究員之人數、學歷、年齡及教學年資分佈情形。 

(7)教師自我發展計畫推動情形，是否有專責單位負責。 

(8)教師專長與教學科目配合度。 

(9)專任教師學術經驗與教學及研究配合度。 

(10)專任教師任課時數適當性。 

(11)兼任教師教學經驗及時數適切度。 

(12)實習及實驗課程由專業技術人員協助情況。 

(13)教師具有專業證照、臨床實習經驗…與教學相關之非學校實務經驗與教學配合情 
形。 

(14)對九十學年度醫學院評鑑及九十一學年度管理學門評鑑結果之追辦理情形。 

評
鑑
指
標
項
目 

2.其他有助於說明師資之相關指標 

學
校
說
明 

(1) 師資專業成長(教學、研究)輔助措施(含出國進修情形)與具體成效。 
本校定有「銘傳大學補助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處理要點」、「銘傳大學專任 

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申請辦法」以及「銘傳大學教師進修研究獎勵辦法」輔助老 
師們出國進修、參與研討會的發表，及鼓勵研究風氣。 

(2) 專任教師薪資待遇結構。 
本系薪資待遇結構請見下表： 

類別 教授 副教授 助理教授 講師 

級數 475 350 330 245 

本俸 36795 29585 28645 23945 
薪資 

學術研究費 52270 43360 37825 29655 

備註 具博士學位者每月另加發五千元研究費 

(3) 遴聘講座教授措施與推動情形。 
本系成立僅一年有餘，現階度致力於建立專業與發展特色，待系發展穩固後再商討 
遴聘講座教授事宜。

http://www.mcu.edu.tw/admin/person/law/rules/L16/L16-2.htm
http://www.mcu.edu.tw/admin/person/law/rules/L16/L1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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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師資結構及教師專長與類組發展方向及特色之關聯性。 

本系目前計有專任教師五位，一位教育心理與測驗統計專業，一位心理學基礎專業， 

兩位諮商專業，一位工商心理學專業；教師專業正符合本系教育及心理基礎專業、「教 

育心理與輔導」及「工商心理學」兩學程的師資需求。 

(5) 師生比情形、師資改善計畫落實情況與未來成長計畫。 

目前本系學生共 104 人，師生比為 4.8％，可說相對優勢。配合系的成長與所的成立 

規劃，本系未來師資增聘目標如下： 
[1]  增聘各學程相關師資，預計每學年擬增聘一至二位專任教師。 
[2]  均衡國、內外背景師資及各學程領域師資。 

(6) 教師、研究員之人數、學歷、年齡及教學年資分佈情形。 

目前五位專任師資皆具有博士學位；年齡介於 3040 歲者共有 4 位，介於 5060 歲者 

共有 1 位；教學年資介於 0~5 年者計 1 位，介於 6~10 年者計 3 位，10 年以上者計 1 
位。 

(7) 教師自我發展計畫推動情形，是否有專責單位負責。 

本系教師由於人數尚少，交流互動容易，故以研討會形式於每月系務會議後輪流發 

表研究主題及成果，目前已執行 3 次，請參見附件一。 

時間 發表人 主題 

93.05.05 藍三印老師 社區大學公共論壇之研究 

93.06.09 鄭夙珍老師 銘傳大學畢業生教育滿意度調查報告 

93.11.11 楊明磊老師、鄭夙珍老師、藍三印老師 教師個人研究心得分享 

(8) 教師專長與教學科目配合度。 

專任教師的授課皆能與其學術專長互相配合(如下表所示)： 

教師姓名 教師專長 教授科目 

鄭夙珍 教育測驗與評量 

教育心理學 

發展心理學 

教育與心理統計 

教育研究法 

發展心理學 

教育測驗與評量 

教育心理學 

藍三印 心理學 社會心理學 

心理學實驗方法 

組織行為 

楊明磊 個別諮商 普通心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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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諮商 

心理演劇 

身體工作 

性心理與性文化 

諮商專業倫理研究 

青少年發展 

許瑛玿 個別諮商 

團體諮商 

悲傷諮商 

情緒管理 

諮商概論 

人格心理學 

輔導原理與實務 

輔導與諮商專題研究 

林宜旻 社會與人格心理學 

工業與組織心理學 

教育與心理統計 

企業組織與管理 

(9) 專任教師學術經驗與教學及研究配合度。 
專任教師學術經驗與教學的配合度如上表所示，與研究配合度亦可由教師論文及申 
請研究看出。請參閱[教師著作]。 

(10) 專任教師任課時數適當性。 

專任教師每週平均任課時數為  10.2小時， 每天上課不得超過 6小時， 每週留校office 
hour 時間至少 6 小時。每週授課上下限時數皆符合規定。 

(11) 兼任教師教學經驗及時數適切度。 
本系兼任教師專業與教授課程如下表所示，可說完全符合專業，教課時數完前依照 
規定辦理。 

教師姓名 教師專長 教授科目 

鈕則誠 生死學、生命教育、應用倫理學 生死學概論 

蘇芊玲 女性文學、性別文化 性別文化研究 

杜淑芬 社區心理學、休閒治療 社區心理學 

(12) 實習及實驗課程由專業技術人員協助情況。 
本系目前僅有大一、二生，尚未有實習課。課程規劃在大三下方有「機構實習」課 
程。 

(13) 教師具有專業證照、臨床實習經驗…與教學相關之非學校實務經驗與教學配合情 
形。 
本系兩位諮商專業教師皆具有心理諮商師專業執照；工商心理學專業教師則具有企 
業人資部相關工作經驗。 

(14) 對九十學年度醫學院評鑑及九十一學年度管理學門評鑑結果之追辦理情形。 
本系未參與上述評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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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 

(1)類組各院系所概況及發展情形(含發展方向、特色、課程規劃以及教師專長配合相關 
程度)。 

(2)課程設計與其他學校相關類組系所相比，所具備之特色與前瞻性。 

(3)課程委員會組成情況及其作業流程適當性與學生參與管道暢通性。 

(4)實施學程、輔修情形及學生學習情況。 

(5)學校或類組進行教學評鑑相關措施與規定。 

(6)教學評鑑結果與運用情況，對提昇教學品質之成效。 

(7)促進教學品質之措施及成效（例如：印發各科內容簡介、學生學習成績之評定方法、 
各選修科目開課最少學生數、各必修科目修習學生最高限額、教學方法及教具數位化 
程度、教材教具自行開發、網路教學等）。 

(8)教學品質相關鼓勵措施及其產生激勵成效。 

(9)學生學習輔導機制之設置情況。 

(10)教學成果(係指學生升退學、大學部學生參與研究專題、研究生論文水準、參加全國 
或國際競賽表現等)。 

(11)支援共同與通識教育或外系課程之情況。 

(12)課程有無明確的教學大綱(含目標、 進度、教法、 教課書及參考書、 成績考核方式及 office 

hour 等)並上網公告。 

(13)必選修課程學分的安排與各年級課程相關科目的整合情況。 

(14)實驗、實作或校內外實習(含臨床實習)規劃情況及執行成效。 

(15)學生學習成績之評定方法。 

(16)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研究空間、圖書資源使用情形在類組內互相支援情況。 

(17)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研究空間提供、規劃、維護情形及與校內其他類組相互支援情 
況。 

(18)協助教師強化教學能力之措施情形。 

(19)學校鼓勵協同教學相關措施及績效。 

(20)畢業生就業情形與符合類組（系所）專業之程度。 

(21)雇主滿意度或畢業生在社會上評價。 

(22)對九十學年度醫學院評鑑及九十一學年度管理學門評鑑結果之追辦理情形。 

評
鑑
指
標
項
目 

2.其他有助於說明教學之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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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說
明 

(1) 類組各院系所概況及發展情形(含發展方向、特色、課程規劃以及教師專長配合相關 
程度)。 

(一)成立沿革及發展方向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簡稱「心輔系」，在九十一學年籌備一年後，於九十二學年 

度正式招生 50 名(包含 1 名僑生，共招收 51 名)；本年度再收 50 名(包含 4 名僑生， 

共招收 54 名)。心輔系的成立植基於本校已有相當規模的教育學程中心及教育研究 

所。教育學程中心成立已有八年，致力培育中等學校師資不遺餘力，多年來已培育 

為數可觀的教育界菁英在中等學校服務；成立三年的教育研究所志在提昇教育專 

業，培養優質教育研究人員與師資，九十二年度並增闢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為有意 

提昇專業的教育從業人員，提供一精進成長的場域。心輔系在教育學程中心及教研 

所的原有師資基礎下，整合通識教育中心三位心理及諮商背景教師，經過一年密集 

的討論與規劃，將發展方向劃分為兩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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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說
明 

其一為「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程」，培育學生同時具備諮商輔導與教育知能，以為未來 

任職學校輔導工作、社區心理輔導、社會福利機構做準備。另一主軸為「工商心理 

學程」，培育學生在心理專業基礎下，同時具有企業管理及組織行為等知能，於日後 

從事人力資源、組織訓練、市場調查、行銷、廣告等商業性工作；工商心理學程此 

一主軸的發展，乃鑑於工商企業對心理相關人才有日益殷切的需求，結合銘傳大學 

素來享譽社會之商管、傳播專長，在資源整合下，期能開拓學生的未來出路。 

(二)系的特色 
1.  培養具管理知能的心理人才 

雖然組織管理能力對未來就業競爭力至為重要，一般心輔或心理學系學生並未培養 

管理相關知能，對企業組織及運作未有涉略。其實未來心輔系學生的就業機會不論 

在學校、社區、企業、甚或深造後自行開業，都須有管理知能為後盾。本系明確規 

劃部份重要工商管理課程為必修，並以「工商心理」為一重要發展領域，學生得依 

興趣選修，可謂創舉。 

2.  基礎訓練整合心理、教育、與諮商三領域 

心理、教育、諮商雖然分屬不同領域，然而在背景理論與實務應用上卻多有重疊， 

領域間可謂息息相關。本系專業必修科目包括心理學基礎科目四科十二學分)、諮商 

基礎科目三科  (九學分)，並將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程的三科主要教育相關科目列為必 

修  (九學分)；期許學生能兼備三領域的基本素養，得以融會貫通，在未來應用上相 

輔相成，提昇專業服務效能。 

3.  課程選擇彈性多元 

本系課程規劃理念力主彈性多元，期望學生在有限課程中，能有多元出路與無限的 

發展空間。本系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程的設計，除了針對一般社區心理衛生機構設計 

課程外，亦涵納取得綜合活動及輔導教師資格所必修的領域課程；學生在取得教育 

學程資格後，修畢本系所規劃的領域課程，即能取得中等學校輔導與綜合領域師資 

的檢定資格。有意朝工商心理發展的同學，除了本系工商心理學程選修課程外，學 

生在規定學分數內，亦可依本系所規劃的外系建議課程朝更專門的人力資源、組織 

訓練、市場調查、行銷、廣告等課程選修。另外，對於兩個領域都有熱忱的同學， 

跨組選修也是不錯的選擇，在兩學程中自行組合課程，建構自己未來的方向。本系 

課程規劃亦儘可能涵納相關研究所必考科目，以提早為有意在國內深造進修的同學 

為應考做準備。 
4.  重視核心能力 

在知識更迭快速的數位時代，核心能力是畢業生提昇就業競爭力的必備條件。除了 

校定必備「英語」、「資訊」能力之外，本系另定「研究分析」、「人際溝通」、「企劃 

執行」等三項重要核心能力。在「研究分析」能力的培養方面，以本系課程中必修 

的統計、測驗評量、研究法 10 學分為基礎，並規劃大三下開設一年的專題研究課程， 

鼓勵同學精研探究、獨立思考。在「人際溝通」、「企劃執行」方面，特別設有「人 

際關係與課程」、「公關募款與活動企劃」兩門課以為理論與實務研習基礎，並另在 

其他課程中融入兩項能力的培養，除了鼓勵同學參與學會與社團活動外，本系並規 

劃在諮商相關課程中與前程規劃處合作，予以學生參與活動企劃與執行的機會；此 

外，大四一整學年的機構實習亦提供堅實的實務經驗，相信對於兩項能力將有明顯 

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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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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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設計與其他學校相關類組系所相比，所具備之特色與前瞻性。 

有鑑於職場及職涯諮商需求(Occupational  Counseling)日益擴大，本系率先成立「工 

商心理學程」 ，與「教育心理及諮商學程」等量齊觀，整合兩學程專業，以「諮商與 

工商之對話」為特色，將畢業生服務對象由校園、社區、擴展到企業。 

(3) 課程委員會組成情況及其作業流程適當性與學生參與管道暢通性。 

本系依據本校校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訂定課程委員會組織簡則， 

系專任教師均為系課程委員會委員。決議事項報請共同學科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再報請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本系課程委員會每月底定期召開，依據學生需求、市場發展及本系成立宗旨，討論 

及修擬課程架構。由於本系為新成立科系，如何發展出特色建立口俾，並將課程與 

發展特色結合，對本系畢業生之競爭力有關鍵影響，本系成立一年多以來已修定多 

次。學生透過每週一小時的導師時間及每學期選課輔導將需求反映，導師及其他師 

長再將意見反映至系課程委員會。 

(4) 實施學程、輔修情形及學生學習情況。 

一、學生修習學程相關辦法與執行狀況 

各系學生依據『銘傳大學學生申請修習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辦法』之規定甄選修 

習資格。目前本系共有 6 位同學正在修習教育學程，均為中等學校綜合活動（輔導 

活動）科預備師資。 

二、學生修習輔系與雙主修相關辦法與執行狀況 

本校為使無法轉系或不轉系學生，有興趣修讀本系以外其他學系之機會，依據大學 

法及其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特訂定「私立銘傳大學各學系學生修讀輔系辦法」 。 

本系另訂應有申請選讀本系為輔系學生之條件及科目學分表。目前有 7 位應中系學 

生選讀本系為輔系。 

三、學生修習雙主修相關辦法與執行狀況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等規定訂定「私立銘傳大學各學系學生 

修讀雙主修辦法」 。本系並要求申請修讀本系為雙主修的同學，除校定之規定外，另 

須修畢本系專業電腦課程共 8 學分。目前有 2 位應中系學生申請本系為雙主修學系。 

(5) 學校或類組進行教學評鑑相關措施與規定。 

教學評鑑提供教學之診斷回饋，對於教學品質之提昇至為重要。本校教務處以公正 

超然立場辦理「教學評鑑」業務，統一公告執行辦法，在每學期十二週由各班導師 

在班會中說明實施方法，提醒學生填劃問卷之注意事項與作答問卷時應抱持誠懇、 

認真之態度；於十三週全校實施網路問卷填答；問卷內容包函敬業精神、教學方法、 

授課內容、教學成效等四部份，問卷結果於每學期課程結束後送交教師本人暨系所 

主管參考。 

(6) 教學評鑑結果與運用情況，對提昇教學品質之成效。 

由於教學評鑑採校定、統一公開模式進行，極具參考價值，適予以教師教學品質立 

即性的回饋；但由於校定教學評鑑僅有完備的量化資料，未有文字描述的質性資料。 

本系教師由於重視學生意見，多有自行設計開放性問題，瞭解學生對教學的具體看 

法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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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促進教學品質之措施及成效（例如：印發各科內容簡介、學生學習成績之評定方法、 
各選修科目開課最少學生數、各必修科目修習學生最高限額、教學方法及教具數位 
化程度、教材教具自行開發、網路教學等）。 

(一)課程計畫先行上網 

本校各科課程計畫於開學前先行上網公告，以為學生選課參考。課程計畫包括中英 

文兩種版本的課程大綱、課程進度、及評量方式。 

(二)教學方法多元創新 

本系教師教學方法多元，講述、互動討論、合作學習、參訪、實作、影帶欣賞等均 

為常用教學法；高比例教師使用數位教材、e 化設備也是教學方法多元的呈現。評 

量方式兼具強調記憶理解能力的傳統紙筆評量及整合創造的報告、實作評量，教師 

依授課內容調整兩者比重。 

(三)專業精進之教學品質 

本系教師群形成對教學授業形成一專業精進之品質要求氛圍。教學品質可由學生教 

學回饋相較於本校平均質高出許多為一佐證。 

(8) 教學品質相關鼓勵措施及其產生激勵成效。 

透過每月教學及課程會議，教師們分享教法、心得及對學生學習的觀察，此種開放 

交流的機會，每予與會教師諸多啟發。 

(9) 學生學習輔導機制之設置情況。 
(一)課後輔導時間的實施—每位教師每星期至少有  6  小時固定  Office  Hour  來解答 

學生問題及與學生交流。課後輔導時間 也就是所謂的「Office Hour」，是教室外的 

教學活動，也是課程的 一部份，對大班教學的課程尤其重要。在課後輔導時間，教 

師可以一對一地和同學討論在課堂上未盡瞭解的觀念、作業或報告中的錯誤等，或 

者協助同學進行修課、甚或生涯規劃等。學期正式開始上課之後，授課教師都訂有 

「課後輔導時間」(Office Hour)，並在課堂上明確宣布，鼓勵同學善加利用。各系秘 

書會提供空白時間表，由教師填寫後張貼於辦公室門口告示板上，學生可以很清楚 

地知道何時可以找到授課教師或事先預約時間，請教課業等相關問題。 
(二)導師對導生的引導—另外校定的每週週會為必然的導師時間， 導師之間有充裕的 

機會與學生接觸，適時引導學生；每學期正式選課前，本系要求學生選課前需予導 

師會談，商討選課適當性，此舉對學生選課解惑不少。 
(三)平日 email、網路討論區的及時回饋—本系學生平日以 email  及網路討論區隨時 

與教師做交流。教師確保  email  的暢通及接收回復無誤；網路討論區則由系秘書及 

時掌控，必要時電請教師回復。 

(10) 教學成果(係指學生升退學、大學部學生參與研究專題、研究生論文水準、參加全 
國或國際競賽表現等)。 
目前本系只有一、二年級學生，92 學年度有一位同學被退學。 

(11) 支援共同與通識教育或外系課程之情況。 
本系教師與教研所/教育學程師資形成一專業支援系統，彼此專業支援；本系教師 

92 學年度支援通識教育課程共 38 小時；研究所課程共 28 小時。 

(12) 課程有無明確的教學大綱(含目標、進度、教法、教課書及參考書、成績考核方式及 

office hour等)並上網公告。 

(一) 各科教學計畫於開學前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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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加強授課內容，並使學生在選課時能充份了解所修課程 

之內容與進度，因此，規定所有必、選修課程之任課教師，在學期開始之前一週， 

必須將所授課程之中、英文授課計畫書及教學進度表提報並建檔，以提供學生選課 

之參考及作為將來申請證明之用。本辦法實施以來，經調查反應，對學生選課有大 

有助益。 

(二)、系網及時更新內容，公佈最新資訊 

系網可說是資訊交流的虛擬中心，討論區及迅速更新內容幫助師生分享訊息及聯繫 

情誼。 

(13) 必選修課程學分的安排與各年級課程相關科目的整合情況。 

本系九十三學年度入學學生最低畢業學分為 139 學分，依性質分為： 

共同必修科目—42 學分（含通識 8 學分） 

專業必修科目—57 學分 

心理學基礎科目—7 科 21 學分 

研究方法基礎科目—3 科 11 學分 

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程—3 科 9 學分 

工商心理學程—3 科 9 學分 

機構實習—3 學分 

專題研究—4 學分 

專業選修科目—至少 40 學分 

（含外系選修至多 12 學分） 

（以下二組選一組或跨組） 

教育心理與輔導諮商學程 

工商心理學程 

(14) 實驗、實作或校內外實習(含臨床實習)規劃情況及執行成效。 
本系規劃於大四一學年安排學生至機構實習，因目前只有大二生，預計應於 95 學 
年度開始實施。 

(15) 學生學習成績之評定方法。 

學生成績評量辦法詳列於選課前上網公告的課程大綱中，學生評量由教師教學自 

主，教師以多元評量多方面考察學生學習成效，期望能全面激發潛能。多元評量包 

括紙筆評量外，口頭及書面報告、實作、問答為常見的評量方法。 

(16)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研究空間、圖書資源使用情形在類組內互相支援情況。 

(一) 圖書：目前在本系系圖共有專業中英文圖書 52 冊、其他類中英文圖書 67 冊、 

中英文期刊 45 冊，目前圖書量與種類陸續增加中，並擬於 93 學年度起增添電 

子期刊及資料庫的資料。 

(二) 設備：目前共有四間專業教室，除四間 E 化教室電腦設備外，個人電腦共有 4 

部；雷射印表機 1 台；掃描器 1 台；傳真機 1 台；DVD 光碟燒錄機 1 台；數 

位錄音筆 1 隻；數位相機 1 部；手提 CD 音響一部。並將預計於 93 學年度再 

添購數位攝影機、影像處理設備、專業監控設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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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師生使用率：目前所有圖書及設備皆開放予全系師生使用，但因部分專業教室 

尚未完全建置齊全，預計使用率會隨著設備陸續添購完成而逐漸增加，並且也 

會學生自然成長與專業課程的增加，使用狀況日漸增加且良好。 

(17) 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研究空間提供、規劃、維護情形及與校內其他類組相互支援情 
況。 

本系主任：主任辦公室一間。配備有個人液晶電腦一部，印表機一部。專任教師每 

位皆分配到一間個人教師研究室。配備有電腦桌一張，物品櫥二個。詳如表格： 

維護狀況 

（請打ˇ） 場所名稱 主要設備 採購年月 

良好 待修 報廢 

與課程之配 

合情形（請註 

明課程名稱） 

BB203  電腦、單槍投影機一套  92 年 9 月 ˇ 所有課程 

BB206  電腦、單槍投影機一套  92 年 9 月 ˇ 所有課程 

心理實驗室 
BB106 

電腦、單槍投影機一套  92 年 9 月 ˇ 所有課程 

觀察室 BB107  課桌椅  92 年 9 月 ˇ 所有課程 

個諮室 BB108  單人沙發  93 年 11 月 ˇ 所有課程 

個諮室 BB109  雙人沙發、單人沙發  93 年 11 月 ˇ 所有課程 

(18) 協助教師強化教學能力之措施情形。 

本系每月定期舉行教學及課程會議，會中教師討論教學內容，分享教學方法及對學 

生的觀察，以同儕交流方式彼此學習，增進教學知能。另外，所內並鼓勵教師教學 

觀摩及協同教學，在實務教學場域互相精進。 

(19) 學校鼓勵協同教學相關措施及績效。 
本系目前尚無固定協同教學科目，但有多次教師視所教授科目之專業需求邀請校外 
專業人士協同講授部份課程主題。 

(20) 畢業生就業情形與符合類組（系所）專業之程度。 

目前本系並無畢業生。 

(21) 雇主滿意度或畢業生在社會上評價。 

目前本系並無畢業生。 

(22) 對九十學年度醫學院評鑑及九十一學年度管理學門評鑑結果之追辦理情形。 

本系未參加上述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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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 

(1)近三年爭取研究計畫的情況及對教師爭取研究計畫之具體鼓勵辦法與執行成效。 

(2)獲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學術獎、行政院體委會運動科學獎、吳大猷獎、國家文 
藝獎、國家講座、國科會傑出獎或特約研究人員等獎勵情形。 

(3)研究成果應用於社會與企業界情況。 

(4)研究成果對學術研究的創新及貢獻程度。 

(5)學校鼓勵教師積極從事研究之相關措施及其成效。 

(6)具審查機制之各項展演、創作、競賽等舉辦情形(包含主動邀請、受邀請)。 

(7)與業界交流情形及鼓勵措施與辦法。 

(8)學校鼓勵共同研究相關措施及績效。 

(9)專任教師從事技術移轉總金額及執行情形。 

(10)對九十學年度醫學院評鑑及九十一學年度管理學門評鑑結果之追辦理情形。 

評
鑑
指
標
項
目 

2.其他有助於說明研究特色之相關指標 

學
校
說
明 

(1) 近三年爭取研究計畫的情況及對教師爭取研究計畫之具體鼓勵辦法與執行成效。 

1.  整合研究及規劃 
[1] 例行性學術研討會：為促進本系老師研究心得的交流與學習，共同探討教育與 

諮商的未來發展與趨勢，特規劃本系例行性學術研討會。每兩個月舉行一次， 

一年共計四次，成效良好。 
[2] 年度學術研討會：本系成立一年，目前參與過 『新世紀新思維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中本系教師共有 2 位擔任論文發表人，2 位擔任論文評論人。 
2.  教師研究計畫狀況 

[1] 國科會研究計畫：2 件，金額共計 491,620 元。 
[2] 其他機構研究計畫：3 件，金額共計 622,980 元。 

3.  專任教師發表論文、出版專書數或專利數 

發表論文：90 至 93 年共發表學術期刊論文 1.5 篇，有審稿制度論文共 8 篇，研討會 

論文共 10 篇，發表專書數共 3.5 篇。請見附件一。 

(2) 獲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學術獎、行政院體委會運動科學獎、吳大猷獎、國家文 

藝獎、國家講座、國科會傑出獎或特約研究人員等獎勵情形。 

迄今本系教師獲有獲中國第一屆健康盃「全國中小學心理健康教育優秀論文評選」 

一等獎、「中國輔導學會 2001 年優秀博士論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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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成果應用於社會與企業界情況。 

本系教師積極參與校內外的各項服務，均具有卓越的表現。各項教師提供服務具體 

說明如附件二。 

(4) 研究成果對學術研究的創新及貢獻程度。 
90 至 93 年共發表學術期刊論文 1.5 篇，有審稿制度論文共 8 篇，研討會論文共 10 
篇，發表專書數共 3.5 篇，有一定程度學術貢獻。 

(5) 學校鼓勵教師積極從事研究之相關措施及其成效。 

本校設有銘傳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勵申請辦法，提供本校聘請之專任教 

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含留職留薪者），均得以在科學引用索引（ＳＣＩ）， 

或社會科學引用索引（ＳＳＣＩ）所認可的學術性期刊，或國科會所獎勵之國內學 

術性期刊上，且以本校專任教師身份發表之論著申請研究成果獎勵。 

(6) 具審查機制之各項展演、創作、競賽等舉辦情形(包含主動邀請、受邀請)。 
本系每學年配合校慶舉辦研討會。93  年三月舉備之『新世紀新思維國際學術研討 

會』，會中本系教師共有 2 位擔任論文發表人，2 位擔任論文評論人；94 年三月之研 

討會正規劃辦理中。 

(7) 與業界交流情形及鼓勵措施與辦法。 
本系教師與社區及諮商教育機構有相當頻仍的交流，具體貢獻請見附件二。 

(8) 學校鼓勵共同研究相關措施及績效。 

(9) 專任教師從事技術移轉總金額及執行情形。 
本系教師不適用此項。 

(10) 對九十學年度醫學院評鑑及九十一學年度管理學門評鑑結果之追辦理情形。 

本系未參加上述評鑑。 

附件一：學術研究成果 

合計 單位名稱及學年度 

項目  90  91  92  90  91  92 
T S S C  I  期 刊 論 文  0.5 
S C I  、  S S C I  期 刊 論 文 

其 他 有 審 稿 制 度 論 文  1  3  4 
教師發表論 
文 篇 數 

研 討 會 論 文  2  1  7 
教師發表專 中 文  1  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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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數 外 文 

國 內 教師發明專 
利 數 國 外 

特 約 研 究 員 
傑 出 
甲 種  * 國科會獎助 

乙 種  * 
獲 獎 
總 人 數 

其 他  1  1 
件 數  1  1 

國 科 會 
金額（仟元）  183  309 
件 數  1  2 

其 他 部 會 
金額（仟元）  188  435 
件 數 

研 究 
計 畫 

非國科會及其他部 
會 之 產 學 合 作 金額（仟元） 

附件二：教師提供服務—校外 

表1鄭夙珍老師 

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91.06 台北市瑠公國中 九年一貫多元教學評量 

91.11.14 台北市永吉國中 多元教學評量 

91.12.06 基隆市光隆家商 多元教學評量 

93.02.18 台北市稻江高級護理家事職業學校 檔案評量理論與實務 

93.07.06 桃園市清溪國小 教師的情緒管理 

93.10.08 何嘉仁文教基金會 國中生情緒抒解與學習引導 

表2藍三印老師 

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92. 9. 10 銘傳大學主辦原住民創意訓練營 創意思考 

92. 9. 16 警察大學警監班 情緒與壓力管理 

92. 9. 20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EQ 管理與潛能激發 

92.9.23 旅遊經理人協會 創造力激發與實踐 

92. 10.04 佛教正德學苑 樂天知命,創造運勢 

92. 10. 07 安泰人壽(高雄) 一種米養百種人—談顧客心理 

92. 10. 09 安泰人壽(台北) 一種米養百種人—談顧客心理　

92. 10. 14 花蓮港務局 兩性心理知多少 

92. 10. 15 桃園龜山鄉公所 人際溝通的藝術 

92. 10. 17 中華民國領隊協會 旅客心理與經營 

92. 10. 22 遠東紡織公司 肯定自我樂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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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10. 24 澎湖領隊協會 顧客心理知多少 

92. 10. 29 景文技術學院學生輔導中心 輔導與諮商的技巧 

92. 11. 01 政大公企中心 如何情緒管理與抒解員工壓力 

92. 11. 04 國家安全局 如何激發個人潛能 

92. 11. 04 金門國家公園 人際溝通的藝術　

92. 11. 08 佛教正德學院 如何提升個人 EQ 

92. 11. 12 安全局安研班 如何激發個人創造力 

92. 11. 13 主計處主計人員進修班 腦力激盪的技術與實務 

92. 11.14 中華民國旅遊品質保證協會 談判與危機處理 

92. 11. 18 國家安全局 談判的技巧 

92. 11. 19 政大公企中心公務人員進修班 壓力與情緒管理 

92. 11. 21 中華民國旅遊品質保證協會 菁英團隊的建立與創造力激發 

92. 11. 26 台中旅遊公會 創造力激發與實踐 

92. 12. 04 仁愛國中父母成長營 愛的橋樑如何搭—談親子溝通的藝術 

92. 12.16 民德國中輔導室 如何抒解個人壓力 

92.12.27 寶來證券 如何抒解個人壓力 

93.01.28 創思中心 現醒心中的精靈—創意與潛能激發 

93.02.09 審計部 溝通的藝術 

93.02.25 台灣電力公司 溝通的技巧 

93.03.01 中國信託銀行 溝通與談判的技巧 

93.03.02 警察專科學校進修班 壓力與情緒管理 

93.03.06-08 大陸深圳台商 CEO 進修班 顧客心理知多少 

93.03.16 台北縣旅遊公會經理人訓練班 創造力的激發與實踐 

93.03.22 主計處主計人員進修班 壓力調適與心理健康 

93.03.24 汐止東方科學園區 顧客心理知多少 

93.03.31 翡翠灣福華飯店 高 EQ 高效率 

93.04.06 警察專科學校進修班 壓力與情緒管理 

93.04.19 電信訓練所 群眾心理與溝通的藝術 

93.04.20 國父紀念館 如何做一個快樂的現代人 

93.04.21 金門觀光局 旅客心理與危機處理 

93.04.22 新竹精湛心企管 溝通的藝術 

93.04.25 桃園同安國中 問題協商與處理 

93.04.26 台北縣旅行公會 創造力激發與實踐 

93.05.18 電信訓練所 群眾心理分析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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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5.24 國家安全局 談判技巧 

93.05.29 基隆文化中心 談時間管理 

93.06.01 國安局 創造力激發 

93.06.03 板橋獅子會 人際關係的藝術　 文化中心 

93.06.18-21 大陸寧波 健鋒企管 CEO 班　 談判與危機管理 

93.06.25 國安局 創造力激發 

93.06.26 台中新生企管 壓力與衝突管理 

93.06.29 中華創造力協會 創造力的激發 

93.07.05 主計處主計人員訓練班 腦力激盪的技巧 

93.08.01 銘傳大學職員工進修 人際關係與溝通的藝術 

93.08.02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EQ 與壓力調適 

93.09.07 銘傳大學導師研習會 E 世代的心理知多少 

93.09.08 大溪社區大學 人際溝通的藝術 

93.09.09 楊梅社區大學 愛的橋樑如如搭 

93.09.10 旅遊經理人協會 創造力激發與實踐　

93.09.14 審計部 時間管理與壓力管理 

93.09.15 美髮協會(高雄)　 顧客心理與溝通的藝術　

93.09.16 清涼音企管 做個行銷高手 

93.09.23 憲兵司令部 創造力激發 

93.09.24 銘傳大學學務處 如何作一個快樂的工讀生 

表3楊明磊老師 

日期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2004/7/30 台北市社會局中山社會福利中心 團體諮商師個別督導 

2004/7/12 台北市社會局中山社會福利中心 團體諮商師個別督導 

2004/7/12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戒煙諮商服務中心 諮商師個別督導 

2004/7/10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附設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7/8 新竹縣虎林國小 心理劇工作坊 

2004/7/7 桃園縣清溪國小 諮商理論與技巧演講 

2004/7/6 新竹師院心輔所碩士論文口試 擔任口試委員 

2004/7/3 台中市向晴家庭服務福利中心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7/1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戒煙諮商服務中心 戒菸諮商督導會議 

2004/6/29 台北市政府員工協談中心 員工個別諮商 

2004/6/27 樹德科大人類性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口試 擔任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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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6/25 台北市社會局 團體帶領實務工作坊 

2004/6/24 樹德科大人類性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口試 擔任口試委員 

2004/6/23 東方工商 家庭重塑演講 

2004/6/21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6/19 立心慈善基金會按摩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6/14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6/10 開南管理學院 輔導老師團體督導 

2004/6/7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5/31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5/28 士林高商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5/27 淡江大學學生輔導組 諮商師個別督導 

2004/5/25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戒煙諮商服務中心 戒菸諮商督導會議 

2004/5/24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5/22 台北市生命線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5/20 台北市政府員工協談中心 諮商概論與概念化演講 

2004/5/17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5/16 內政部海巡署 壓力與情緒管理演講 

2004/5/15 淡江大學學生輔導組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5/10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5/3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5/2 螢橋國中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4/30 銘傳大學導師研習會 情緒管理演講 

2004/4/26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4/24 淡江大學學生輔導組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4/23 新竹師院學生輔導組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4/19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4/18 北縣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4/16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戒煙諮商服務中心 戒菸諮商督導會議 

2004/4/15 淡江大學學生輔導組 輔導老師團體督導 

2004/4/12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4/11 台北市立師範學院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4/5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3/29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3/22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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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15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3/14 桃園縣生命線 電話諮商的理論與技術演講 

2004/3/13 中央大學學生諮商中心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3/8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3/6 朝陽科技大學學生輔導組 心理劇工作坊 

2004/3/5 新竹師院心輔所小型研討會 研究方法與學思歷程演講 

2004/3/2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戒煙諮商服務中心 戒菸諮商督導會議 

2004/3/1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2/26 救國團台北諮商服務中心 情感問題與輔導演講 

2004/2/23 台北市捷運局 員工個別諮商 

2004/2/22 救國團台北諮商服務中心 情感問題與輔導演講 

2004/2/21 中央大學學生諮商中心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2/14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附設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親密按摩工作坊 

2004/2/4 台北縣蘆洲鄉三民高中 親密按摩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