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浸會大學 

 

 

 

二零一八年香港浸會大學 

副學位課程質素核證報告 

 

 

跟進工作進度報告 

 

 

 

 

送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二零二零年四月 

 

 

 



 
 

 

 

 

 

 

目錄 

 

摘要 ............................................................................................................. 1 

第一章  就核證報告內認可事項的跟進工作進度 ................................ 4 

第二章  就核證報告內建議事項的跟進工作進度 .............................. 10 

結論 ........................................................................................................... 25 

附件 ........................................................................................................... 26 

 



1 
 

摘要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轄下的質素保證局（質保局）於

二零一八年一月，為香港浸會大學（浸大）的四個副學位提供單位1作

出首次全面的質素核證。同年十月，質保局公佈了《香港浸會大學副

學位課程質素核證報告》（《核證報告》）。隨後，大學於二零一九年一

月向質保局呈交大學就《核證報告》制定的《跟進工作計劃》。 

 

大學根據《核證報告》所列兩項「認可」及六項「建議」事項，

在本《跟進工作進度報告》中闡述過去十八個月進行的改善工作，佐

以例證，說明跟進工作為副學位課程帶來的相關發展及影響。在質素

提升方面的主要成果及良好做法綜合如下： 

 

認可 1 － 為副學位提供單位建立周年報告統一範本 

大學已完成審核及優化副學位提供單位的周年報告範本，務求令

經由教務議會轄下之委員會上呈的周年報告格式一致、內容精

準。並已制定統一範本的報告撰寫指引，於二零一八╱一九報告

年度採用，務使報告內的數據表達和分析連貫一致。大學稍後將

再度修訂周年報告範本，以配合副學位提供單位將會採用的主要

表現指標。 

 

認可 2 － 中醫藥學院持續及專業教育部實施果效為本教學 

持續及專業教育部內五個副學位課程已向二零一七／一八學年

及之後入學的學員全面實施果效為本教學。在持續及專業教育部

主任的領導下，副學位課程委員會已完成檢視各課程的內容及評

核模式，務求順利落實果效為本教學。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

亦為教學人員提供果效為本教學的培訓，並已制定計劃以優化果

效為本教學的應用。 

                                                      
1 香港浸會大學副學位提供單位包括：電影學院、持續教育學院、持續教育學院轄下之國際學

院及中醫藥學院轄下之持續及專業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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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 檢討課程的學術管治 

專責副學位課程質素保證和學術管治的正規管理架構自二零一

八／一九學年起生效。自此，所有副學位課程的質素和表現，均

由大學教學素質委員會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即副學位課程小組

委員會（資歷架構2第四級別）及副學位課程小組委員會（資歷架

構第一至三級別）更有系統地作出監察。副學位課程督導委員會

則專責監察副學位提供單位的策略發展和課程資源調配事宜。大

學將就上述各委員會的成員結構及職能作年度檢討，務求使各會

能恰如其分地監察副學位課程的運作。 

 

建議 2 － 檢討與評級覆核及學術誠信相關的學習評估政策 

大學已於二零一九／二零學年實施統一的評級覆核及學術誠信

程序及實務安排，以提高老師及學生對有關方面的認知。各副學

位提供單位已按照完善後的程序，把最新資訊通告師生。大學將

於統一程序及實務安排實施一年後，即二零二零年六月再檢討其

成效。 

 

建議 3 － 為學系學術顧問制定更全面的工作指引 

大學於二零一七／一八學年起採用統一報告範本，並附報告撰寫

指引，供學系學術顧問參考。報告加入學生成就及評級調整兩項

檢討項目，藉以審視課程的評核制度及進行國際基準參照。由二

零一九／二零學年開始，學術顧問小組與學系學術顧問的檢討周

期開始掛鈎。此安排令學系學術顧問可以為學系根據上次學術顧

問小組所作建議的跟進工作做一個中期評估，並為學系準備下次

學術顧問小組訪問提供意見。完善後的學系學術顧問計劃，尤其

著重國際基準參照，強調學系應該適切參照海外領先學術機構的

水平，以提升質素。 

 

                                                      
2 香港資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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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 檢討為兼讀制課程學生提供支援服務的政策 

大學根據副學位課程學生的學習需求問卷調查結果，制定一套為

兼讀制課程學生提供支援服務的政策及標準，並於二零二零╱二

一學年實行。 

 

建議 5 － 檢討為副學位課程學生而設的畢業生問卷調查 

大學已為全日制及兼讀制課程畢業生，分別擬定統一的畢業生問

卷調查，並將於二零二零年夏季開始使用。問卷涵括一套適用於

各副學位課程的標準問題，以及特為個別課程而另設的專項問

題。所彙集的數據，可用於檢討和比較各個課程的表現。 

 

建議 6 － 為副學位課程釐定主要表現指標 

副學位課程督導委員會已為副學位提供單位制定一套主要表現

指標。待二零一九／二零學年彙集首組主要表現指標數據後，副

學位課程督導委員會及各副學位提供單位皆會就有關數據如何

能協助檢視課程的策劃與推行、學術水平及發展策略等方面的成

效作出檢討。 

 

 大學將秉持既定的質素保證程序，持續監察跟進工作的進度，及

恆常檢討相關措施，以確保教學質素至臻完善。



4 
 

第一章  就核證報告內認可事項的跟進工作進度 

認可事項 

認可 1 － 為副學位提供單位建立周年報告統一範本 

就此，評審小組贊同浸大推行統一的周年報告範本，藉以使副學位課程質素保證的方法更趨一致。 （第 2段第 5節） 

 

取向 

（目的／目標） 

部署 

（策略／行動以達至目標 

及預期果效） 

成效 

（成果及佐證） 

改進 

（持續改善計劃） 

 透過統一周年報告格

式，以及強化各副學位

提供單位經教務議會

轄下之委員會上呈的

周年報告，務使副學位

課程質素保證取向更

趨一致。 

 檢討周年報告範本，確

保內容能反映副學位

課程的質素及策略發

展方向。修訂後的範本

涵括下列各點： 

 

－ 加入有效的課程指

標，包括：「學術誠

 周年報告內容自二零

一七╱一八報告年度

起涵括學術誠信及評

級覆核。 

 

 自二零一八╱一九報

告年度開始，周年報告

範本新增以下三個項

 周年報告範本將於制

定及落實副學位提供

單位的主要表現指標

後，於二零一九╱二零

學年再度修正使用。 

（亦見建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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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評級覆核」及

「財務狀況與設施

增減」等項目； 

 

－ 協調各副學位提供

單位，就匯報數據

／實證採納一致的

定義和表達方式。  

目：(i) 摘要；(ii) 財務

狀況概要；及 (iii) 主

要教學設施增減詳情；

以助監察課程質素及

為副學位發展策略提

供相關數據分析。 

 

 大學已制定一套撰寫

周年報告的指引，並於

二零一八╱一九報告

年度開始使用，讓數據

匯報及分析更趨一致。 

 

 上述措施實行後，跟副

學位課程質素相關的

數據匯報與分析，更見

一致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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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 2 － 中醫藥學院持續及專業教育部實施果效為本教學 

因此，評審小組贊同持續及專業教育部的方向，在副學位課程小組委員會監督下，就所有新舊課程一律實施果效為

本教與學。 （第 3段第 16節） 

 

取向 

（目的／目標） 

部署 

（策略／行動以達至目標 

及預期果效） 

成效 

（成果及佐證） 

改進 

（持續改善計劃） 

 為持續及專業教育部

所有新舊課程全面實

施果效為本教學。 

 

 設立檢討機制，以監察

果效為本教學的實施。 

 

 在持續及專業教育部

主任的領導下，副學位

課程委員會檢視各課

程，以提升果效為本教

學的成效。 

 

 成立副學位課程考試

委員會，以研究落實標

準參照評核的相關事

宜。 

 學部內合共五個副學

位課程均向在二零一

七／一八學年及之後

入學的學員全面實施

果效為本教學。 

 

 上述五個課程內的全

部學科均已於二零一

八／一九學年制定及

採用評分說明。 

 評分說明將作年度檢

討，以求力臻至善。 

 

 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

於二零一九／二零學

年將繼續為學部教師

提供果效為本教學及

電子學習的培訓工作

坊，讓教師獲得最新的

相關發展動向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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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課前仔細審查課

程內各學科的評核課

業及評分說明。 

 

 蒐集學生對果效為本

教學的意見。 

 

 與全人教育教與學中

心合辦工作坊，為學部

教員提供果效為本教

學培訓。 

 

 據教學的評估結果顯

示，學生對果效為本教

學持正面評價。其中，

在二零一八／一九學

年教學評估問卷中「導

師於第一課節已清楚

闡明課程目標及課程

範圍」一題所獲總體評

分為 4.3（5 為最滿意評

分）。 

 

 所有全職和兼職教師

均得到果效為本教學、

電子學習及相關的教

學法的培訓機會。學生

於二零一八／一九學

工作坊亦會向參與者

收集意見，以評估及完

善工作坊的內容。 

 

 學部將繼續通過教學

評估及相關問卷調查，

在每一個學期蒐集及

檢視學生對果效為本

教學的意見，以提升及

改善學生的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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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師生諮詢會議中，對

學科評核持正面評價。

學生認同中藥藥劑高

等文憑課程採用的多

種類評核方法能提高

學員的學習動機與興

趣。 

 

 受 2019 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所有二零一九／

二零學年下學期面授

課堂暫停，學部教師適

時接受同步網上教學

的培訓及支援，使課程

的教與學得以無間斷

進行；教師並為學生設

計特定網上活動，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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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預期學習果效。各教

師於參與培訓工作坊

後均有採用實時網上

教學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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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核證報告內建議事項的跟進工作進度 

建議事項 

建議 1 － 檢討課程的學術管治 

雖然評審小組認同此等措施正處於發展階段，但建議浸大應檢視其副學位課程的學術管治，確保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和責任清楚明確並切合所需，而在副學位課程的質素保證和學術監察方面應訂出清晰的統屬安排。 （第 1段第 7節） 

 

取向 

（目的／目標） 

部署 

（策略／行動以達至目標 

及預期果效） 

成效 

（成果及佐證） 

改進 

（持續改善計劃） 

 就大學副學位課程的

質素保證及學術管治，

建構清晰的統屬安排。 

 

 在新成立的管理架構

下，為各委員會制定清

晰及恰如其分的角色

 於二零一八／一九學

年成立及開始實施副

學位課程正規管理架

構： 

 

－ 副學位課程督導委

員會（其職能及成

 副學位課程督導委員

會已為各副學位提供

單位定下一套主要表

現指標，以緊密配合大

學的《策略發展計劃

2018-2028》。 （亦見建

議 6） 

 周年報告範本將於稍

後修正，以包含相關的

主要表現指標，供各副

學位提供單位於周年

評估時參考使用。 

 

 大學將持續檢討與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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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能。 員結構見附件一）

負責監察大學副學

位課程的學術水

平，並就策略發展

和資源調配事宜向

副學位提供單位給

予指引； 

 

－ 教學素質委員會轄

下的兩個副學位課

程小組委員會分別

監管資歷架構第一

至三級別，以及資

歷架構第四級別的

課程（兩個小組委

員會的職能及成員

結構見附件二及

 

 在正規管理架構下，不

同資歷架構級別的副

學位課程將由教學素

質委員會轄下的兩個

副學位課程小組委員

會分別監管其質素及

表現；而副學位課程督

導委員會則負責監察

課程的策略發展和資

源調配事宜。 

 

 修訂後的周年報告涵

括可予量度的指標，為

副學位課程督導委員

會、教學素質委員會及

其轄下的兩個副學位

學位課程相關的標準

化政策、指引及工作流

程。下輪檢討將於二零

二零／二一學年進行。 

 

 副學位課程督導委員

會、教學素質委員會及

其轄下的兩個副學位

課程小組委員會的成

員結構及職能將作年

度檢討。 



12 
 

三)。 

 

 於持續進修學院下成

立行政單位，統籌與副

學位提供單位相關的

中央行政服務。 

課程小組委員會提供

有用的趨勢數據，以策

劃及評估副學位提供

單位的策略發展及表

現（亦見認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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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 檢討與評級覆核及學術誠信相關的學習評估政策  

評審小組遂建議浸大檢討有關評級覆核和學術誠信方面的評核政策，確保副學位提供單位在推行評核政策、提供資

訊給學生，以及採用匯報和監察制度方面俱一致有效。 （第 6段第 7節） 

 

取向 

（目的／目標） 

部署 

（策略／行動以達至目標 

及預期果效） 

成效 

（成果及佐證） 

改進 

（持續改善計劃） 

 為副學位提供單位就

有關評級覆核及學術

誠信方面訂定統一的

程序和實務安排，並向

單位的師生提供適切

相關的資訊。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至

十二月期間，檢討各副

學位提供單位就評級

覆核及學術誠信的現

行程序和實務安排。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舉

行聚焦小組會議，收集

意見及建議，尋求統一

評級覆核及學術誠信

 各副學位提供單位均

於二零一九／二零學

年全面實施有關評級

覆核及學術誠信的統

一程序和實務安排。 

 

 將上述的統一程序和

安排納入評核政䇿，並

分發予各副學位提供

單位的師生參考。 

 在實施統一程序和實

務安排一年後，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再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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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和實務安排。 

 

 設計評級覆核及學術

誠信的統一程序和實

務安排，並於二零一九

年六月獲教務議會審

批，在二零一九／二零

學年開始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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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 － 為學系學術顧問制定更全面的工作指引 

因此，評審小組建議浸大為學系學術顧問制訂更全面的工作指引，確保他們獲協助，就評核制度（包括調整評分和

校外評分）向副學位提供單位提供學術意見。 （第 6段第 8節） 

 

取向 

（目的／目標） 

部署 

（策略／行動以達至目標 

及預期果效） 

成效 

（成果及佐證） 

改進 

（持續改善計劃） 

 加強學系學術顧問計

劃，以作為大學質素保

證機制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就學系學術顧問及學

術顧問小組計劃的目

的及運作，加強兩者間

的相互配合，以助學系

就上次學術顧問小組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為

學系學術顧問制定工

作指引，並檢討為學系

學術顧問所提供的工

作支援。 

 

 於二零一八／一九學

年大學教學素質委員

會會議上檢討學系學

術顧問計劃，包括其目

 於二零一八／一九學

年將檢討範圍擴寬至

涵括學生成就及評級

調整兩部分。學系則相

應須向學系學術顧問

提交學生於課程中最

後一年的習作樣本以

供審閱。 

 

 在實施統一的學系學

 完善後的學系學術顧

問計劃，預期會為學系

彙集有用的國際基準

參照資料，以促進副學

位提供單位的質素提

升。大學亦會於第二輪

學系學術顧問計劃周

期時進一步為顧問們

所提供的支援進行檢

討，以達至上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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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意見作出跟

進。 

標、範圍、及審查時間

表。 

術顧問報告範本及工

作指引後，學系學術顧

問更能一致及完整地

檢視學系的表現，並就

學系的評核制度提供

建議。 

 

 儘管新增的兩項檢討

範圍僅於二零一八年

第一輪學系學術顧問

計劃完結前實施，但部

分學系學術顧問的報

告已經有就學生成就

及評級調整作詳盡檢

討。 

 

 學術顧問小組與學系

 

 持續檢討學系學術顧

問計劃的內容及落實

情況。教學素質委員會

下一輪對是項計劃的

檢討定於二零二三／

二四學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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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顧問的檢討周期

自二零一九／二零學

年開始掛鈎，此後，學

系學術顧問更成為每

六年一次的學術顧問

小組訪問之間的中期

評估。在此運作模式

下，無論副學位提供單

位是附屬於個別學系

／學院，或屬獨立單

位，均會自第二輪學系

學術顧問計劃周期起，

採用並受惠於這個全

校適用的質素保證安

排。 

 

 完善後的學系學術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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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計劃，尤為著重國際

基準參照，學系要與海

外領先學術機構的水

平作參照比較，以促進

教與學的質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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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 檢討為兼讀制課程學生提供支援服務的政策 

鑑於上述各點，評審小組建議浸大檢討為兼讀制學生提供學習支援服務的政策，特別是使用電子學習平台及圖書館

資源的政策，確保他們所得的支援與全日制學生相若。 （第 7段第 10節） 

 

取向 

（目的／目標） 

部署 

（策略／行動以達至目標 

及預期果效） 

成效 

（成果及佐證） 

改進 

（持續改善計劃） 

 為兼讀制副學位課程

學生就其課程所需提

供恰如其分的支援學

習服務。 

 就現時向全日制及兼

讀制副學位課程學生

提供的支援學習服務

作出檢討。 

 

 於二零一八╱一九學

年，就副學位課程學生

所需的支援學習服務

進行問卷調查。 

 通過問卷調查，得悉兼

讀制副學位課程學生

在支援學習服務方面

的需求，包括使用電子

學習平台、校園安全無

線上網服務、打印服

務、校園電腦設施及圖

書館資源等。 

 

 於二零一九╱二零學

 支援學習服務政策及

標準於二零二零╱二

一學年實施後，大學將

透過學生滿意度調查

及師生諮詢委員會會

議彙集學生意見。 

 

 收集到的學生意見將

於二零二一╱二二學

年進行分析，以持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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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按問卷彙集到的資

料，為副學位課程學生

制定支援學習服務的

政策及標準。 

 

 於二零二零╱二一學

年實施新訂立的支援

學習服務政策及標準。 

視現時為全日制及兼

讀制副學位課程學生，

就其課程學習所需而

提供的支援學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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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5 － 檢討為副學位課程學生而設的畢業生問卷調查 

因此，評審小組建議浸大檢討對副學位課程學生進行的離校及畢業生調查，確保各副學位提供單位採用更一致的方

法。就此，浸大或可把電影學院的良好做法（採用學生事務處的問卷，並按需要加入選答題，以反映專門的副學位

課程特點），推廣至其他副學位提供單位。 （第 8段第 7節） 

 

取向 

（目的／目標） 

部署 

（策略／行動以達至目標 

及預期果效） 

成效 

（成果及佐證） 

改進 

（持續改善計劃） 

 務使各副學位課程的

畢業生問卷調查連貫

一致。 

 於二零一八╱一九學

年檢討各副學位提供

單位現行的畢業生問

卷。 

 

 於二零一九╱二零學

年內，統一全日制及兼

讀制副學位畢業生調

查的問卷。 

 已為全日制及兼讀制

副學位學生分別擬定

一套統一的調查問卷

範本。 

 

 個別課程的問卷均已

涵括適用於各副學位

課程的標準問題和與

課程相關的專項問題。 

 

 畢業生問卷調查所集

得的數據，將有助各副

學位課程根據其主要

表現指標，系統性地檢

討和比較課程的表現

及發展策略。 （亦見建

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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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夏季開

始推出上述兩套調查

問卷。 

 

 將於二零二零╱二一

學年的周年報告內匯

報第一輪問卷調查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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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 － 為副學位提供單位釐定主要表現指標 

評審小組建議，浸大應釐清副學位提供單位所須採用的主要成效指標，並中央統籌數據收集事宜，以及確保由適當

的委員會檢討、評論和比較個別副學位課程及副學位提供單位的詳細趨勢數據。 （第 8段第 12節） 

 

取向 

（目的／目標） 

部署 

（策略／行動以達至目標 

及預期果效） 

成效 

（成果及佐證） 

改進 

（持續改善計劃） 

 為副學位提供單位釐

定一套主要表現指標，

指引它們如何彙集和

分析數據，以及檢討和

改善課程。 

 新成立的副學位課程

督導委員會已 (i) 為各

副學位提供單位制定

一套主要表現指標；(ii) 

為不同課程的運作及

管理訂定統一規範；及

(iii) 通過彙集及分析

趨勢數據，監察不同趨

勢。 

 

 已於二零二零年初為

所有副學位提供單位

制定一套主要表現指

標，內容包括：(i) 副學

位課程督導委員會依

據大學《策略發展計劃

2018-2028》釐定的七項

統一主要表現指標；及

(ii) 用以評估個別課程

單位表現的兩項非強

 根據新訂立的主要表

現指標，副學位課程督

導委員會及個別副學

位提供單位將就首組

彙集得來的數據，檢視

各表現指標對評估課

程的策劃和推行、學術

水平及發展策略方面

的效能。與此同時，大

學亦會恆常地檢討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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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進修學院轄下的

行政單位成為副學位

課程督導委員會的秘

書處及為所有副學位

提供單位提供中央行

政服務，並統籌各表現

數據的彙集及分析，以

協助副學位課程制定

一套主要表現指標。 

制性單位自選的主要

表現指標。 

 

 將統一彙集用作衡量

各提供單位主要表現

指標所需的資料和數

據，如教與學活動、參

與率和學生背景資料

等。個別副學位提供單

位將可於二零一九／

二零學年內匯編首組

主要表現指標數據。 

行的主要表現指標，以

求力臻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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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大學根據《核證報告》中「認可」及「建議」事項按部實踐跟進

工作，並已取得穩健的進展，包括：協調各副學位提供單位的政策與

措施；加强對副學位課程的質素管治；統一彙集質素保證數據的工具；

及為副學位提供單位制定一套主要表現指標。上述措施可確保浸大副

學位課程得以持續發展，課程的質素更臻完善。 

 

大學就「認可」及「建議」的跟進工作乃持續進行。部分跟進工

作會在呈交《跟進工作進度報告》後繼續進行。同時，大學將致力密

切監察所有正在進行的工作及其他事項的進展，並就相關做法作定期

檢討。大學歡迎教資會質保局就進度報告提出意見，謹此先致謝忱。 

 

* * * 

 

香港浸會大學 

二零二零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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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副學位課程督導委員會的成員結構及職能（二零一九／二零

學年） 

 

二 

 

副學位課程小組委員會（資歷架構第一至三級別）的成員結

構及職能（二零一九／二零學年） 

 

三 

 

副學位課程小組委員會（資歷架構第四級別）的成員結構及

職能（二零一九／二零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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