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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大專院校數量暴增，

我國高等教育也由菁英教育逐漸轉型為普及教育的

型態。在面對全球化競爭及就業市場需求，高等教

育品質問題正面臨考驗。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為國內

最早推行的教育認證機構，並已簽訂「華盛頓公約」

成為國內最早與國際接軌的教育品保機制。通過中

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學系的畢業生，學歷能為國際

所認可，具體達到高等教育國際化、提昇競爭優勢

的目標。然而，系所參與認證的準備工作範圍廣泛、

工作項目繁多及流程複雜，而且在執行規則、人員

溝通與資料蒐整方面，彼此之間皆具有關聯性。因

此，為了使認證工作能系統化、制度化的進行人員

分工、資源配置與時間管理，有必要對認證工作進

行更有系統的呈現。本文應用 DoDAF 架構框架發展

系所認證工作，參照其觀點、模式結構之思考指引

來發展工程教育認證作業架構，提出簡化的發展方

法，並使用共同術語和定義來建立模式與表達，使

得參與認證工作的師生與行政人員能夠迅速理解工

作重點與全貌。在架構實作方面，將以國防大學資

訊工程系參與工程教育認證工作為例，依循所提之

簡化發展方法來建立證認作業架構，最後再分析此

證認作業架構以驗證可行性及效果。 
 
一、前言 

近年來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大專院校數量暴

增，我國高等教育也由菁英教育逐漸轉型為普及教

育的型態。在面對全球化競爭及就業市場需求，高

等教育品質問題正面臨考驗。依據大學法第5條規

定，「教育部為促進各大學之發展，應組成評鑑委員

會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定期辦理大學

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

校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1]。在此背景下，中華工

程教育學會（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 R.O.C.，簡稱IEET）於92年應運而生，為國

內最早推行的教育認證機構。IEET於96年簽訂「華

盛頓公約」（Washington Accord）成為國內最早與國

際接軌的教育品保機制。通過IEET認證學系的畢業

生，學歷能為國際所認可，具體達到高等教育國際

化、提昇競爭優勢的目標[2]。IEET工程教育認證可

檢視教育目標之達成與改善機制運作，亦可使教師

對課程設計有所依循，也能促成學生與國際接軌的

管道。 
IEET依據大專院校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等項

目，經由學校的自評報告書、認證委員及實地訪評

等程序進行工程教育認證。其規範的內容包含：教

育目標、學生、教學成效及評量、課程之組成、教

師、設備及空間、行政支援及經費、領域認證規範、

研究所認證之基本要求等九項規範。從學校的行政

人員、教師到學生都納入教學認證評量的範圍，參

與認證的準備工作廣泛，產生的文件均需符合滿足

該規範之具體佐證，以進行有效的課程管理及教學

持續的改善計畫，其內容及過程均需投入各方資

源、掌握程序以確保執行成效。系所認證整體活動

不僅工作項目多、流程複雜、執行規則、人員溝通

及資料蒐整等，彼此之間皆具有關聯性；在資源的

配置、人員分工及時間管理的問題上，均導致產生

整合管理的需求，是系、所、院、校所的重要工作

與考驗。 
為了使認證工作能系統化、制度化的進行人員

分工、資源配置與時間管理，有必要對認證工作進

行更有系統的呈現。系統化代表著做事有方法、有

計劃、有制度，然而系統化也表示會從多重觀點描

述系統，而企業架構與系統架構恰可幫助描述與表

達系統的多重觀點，是一種非常優異的系統模型工

具[3]。 
美國國防部架構規範（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hitecture Framework，簡稱DoDAF）係美軍發展

的企業架構框架，是為架構開發所訂定的總體性、

全面性架構框架與概念模型[4]。DoDAF使架構開發

具有參考與指導，使成功的架構設計經驗可以重複

使用。透過跨部門的架構資訊共享與整合，促進各

級管理人員作出更有效地關鍵性決策。此架構規範

為目前企業架構最完整的方法之一，不僅可運用軍

事領域及國防事務，更可發展於非軍事之作業觀點

[5]。目前已有應用企業架構來建立認證工作資源整

合及管控的研究[6]。本文應用DoDAF發展系所認證

工作，參照其觀點、模式結構之思考指引來發展工

程教育認證作業架構，提出簡化的發展方法，使得

架構設計師和分析人員能夠迅速理解，使用共同術

語和定義來清楚建立模式與表達。在架構實作方* 本研究接受 101 年度國防部教師研究計畫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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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將以國防大學資訊工程系參與工程教育認證工

作為例，依循DoDAF與所提之簡化的架構開發方法

發展作業架構，來驗證可行性及達成架構目的。 
 
二、DoDAF 架構框架簡介 

DoDAF(DoD Architecture Framework)是美國國

防部提出的架構規範，目的是藉由訂定總體性、全

面性框架與概念模型以促使架構開發，讓架構開發

具有參考與指導，使成功的架構設計經驗可以重複

使用。美國國防部各單位透過跨部門架構資訊共

享，促進國防部各級管理人員作出更有效的決策[4]。 
圖 1 為 DoDAF 的概念模型，包含多種架構觀點

來對應美國國防部內各類型利益關係人的關切事

項，每個架構觀點包含多種模式類型來描述相關特

性。架構師在建立架構模式時會選擇適當的架構元

素並建立其對應關係。DoDAF 提供架構詮釋資料模

式(DoDAF Meta-model, DM2)做為建構架構資料的

架構元素。圖 2 表示 DoDAF2.0 版架構觀點之結構，

觀點之間的上下層關係是有結構的意涵，上層觀點

直接指導或需求相鄰的下層觀點，下層觀點直接支

援相鄰的上層觀點。左右關係則不具順序性，可任

意排列，但與縱向四個觀點都相鄰表示其彼此之間

有關聯性。舉例來說，標準觀點代表法律、規範或

標準制定者的觀點：對應至能力觀點將考慮政策與

法律，對應業務觀點則關聯至相關行政命令、計畫

或標準作業程序，對應業務觀點係考慮行政命令、

計畫或標準作業程序，對應服務觀點則考慮國際標

準、產業標準或網際網路標準，對應系統觀點則描

述系統相關的技術標準。 

 
圖 1 DoDAF 的概念模型[7] 

 
 
 
 
 
 
 
 
 
 

圖 2 DoDAF V2.0 的八種觀點[3] 

舉例來說，當描述任務的活動流程，就要應用

DoDAF作戰觀點的作戰活動模式(OV-5) ，並選用其

DM2資料元素Activity、Performer、 Information與
activityResourceOverlap等等；當描述系統發展人員

的系統介面時就要應用DoDAF系統觀點的系統介面

描述 (SV-1) ，並選用其DM2資料元素System、

Function、Interface等等。DoDAF詳細的定義與規範

可參考[8]。 
 
三、架構發展 
(一)開發方法 

本文的認證作業架構聚焦在作業流程，其核心

元素為活動。DoDAF定義的活動可能要描述資源投

入、資源產出、執行者、活動的規則、活動屬於的

能力，其關聯如圖3所示。 
 活動資源重疊：活動輸入與輸出或生產和消耗的

資源，包括活動的觸發導致活動執行，預期的結

果和產出。資訊亦為一種資源。 
 活動改變資源：活動執行時所改變的資源。 
 執行者執行的活動：活動須有執行者。 
 規則限制活動：活動的規則、要求或限制。 
 能力的活動部分：活動為能力的一部分。 
 活動的活動部分：活動分解為子活動。 

 

 
圖 3 活動的核心元素關聯 

本文將認證作業工作以下列步驟建立作業架構： 
步驟 0：蒐整認證作業中有關的流程、活動、執行者、

資訊輸入、資訊產出、規則(規定、計畫)、
能力(宗旨、目標、願景)等文件或表格。 

步驟 1：將上述資料中擷取出流程與活動資訊。 
步驟 2：將活動適當的分解為子活動。 
步驟 3：找出子活動的輸入與輸出，並將其串接。 
步驟 4：找出子活動的執行者。 
步驟 5：找出活動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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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活動執行者編入工作小組並建立組織架構。  
步驟 7：找出活動輸入與輸出的資料名稱與需求。 

我們採用 DoDAF OV-5 模式來表達作業活動流

程，並以 IEEE 1320.1 標準之 IDEF0 語法來描述：

方塊代表著各作業活動，在方塊上方的箭頭代表執

行活動所依據的規則(規範、準則及相關作業規定)，
左方的箭頭代表活動的資訊輸入，右方的箭頭代表

執行該項活動資訊的輸出（產生的文件、資料或決

議事項），下方的的箭頭代表執行的機制(人員、組

織或系統)。 
(二)作業概念 

國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認證作業概念主要來自

IEET 認證規範、教育計畫、學系人員組織與執掌表

以及學系訂定之相關作業規定。主要的執行成員或

組織係由系所主任、系務會議、諮詢委員會、發展

與規劃委員會、教學成效評估小組(認證執行小組)
等組成。圖 4 為現行認證作業程序示意圖，系所於

認證啟始與準備之階段，經由系務會議決議參與工

程教育認證後，開始建置認證所需之相關組織並確

認校、院、系、所之宗旨、願景與教育目標及其對

映之核心能力，經由諮詢委員會審議修正、系務會

議通過後，再由系發展與規劃委員會依教育目標及

核心能力，規劃相關制度、計畫與課程。在實施階

段則需蒐集教育目標執行成效資料，包括教育目標 
 

 
圖 4 國防大學資訊工程系現行認證作業程序示意圖 
、核心能力問卷與座談及教學回饋評量三個面向的

教育成果評量。再針對評量資料做統計分析與解

讀，分別於內部系發展與規劃委員會研議改善課程

與計畫以及召開外部諮詢委員會研討改善建議。系

務會議針對改善建議審議定案後交由系發展與規劃

委員會針對改善方案做細部執行設計及配合事項的

訂定。下一循環將在實施階段依改善方案執行細則

及配合事項持續監督稽核與記錄。 
(三)架構開發 
1.步驟 1 

系所執行工程教育認證的整體作業可分解為 9
個活動，以 A1-A9 代碼表示，分別為 A1 認證啟始

與準備、A2 訂定/修訂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A3 課程設計與改善、A4 教學實施、A5 學習成效評

量、A6 教育目標執行成效分析、A7 持續改善規劃、

A8 撰寫自評報告書/期中報告書/年度改進報告、A9
接受訪察等作業程序。 
2.步驟 2 

將上述 9 個活動活動適當的分解為子活動。A1
認證啟始與準備之活動內容為：依據現行政策及工

程教育認證規範，由系務會議共同研議參與工程教

育認證，擬訂學系執行工程教育認證之工作計畫，

並由諮詢委員提供諮詢建議及建立持續改善機制，

經系務會議通過完成相關組織章程及設置辦法，正

式啟動參與工程教育認證之準備。故 A1 活動分解為

A1.1 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參與工程教育認證、A1.2 成

立系所諮詢委員會及發展與規劃委員會、A1.3 決議

委員會組織章程及設置辦法。 
A2 訂定/修訂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活動內

容可簡單分解為 A2.1 蒐整相關資訊、A2.2 研擬系所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A2.3 諮詢委員會提供相關建

議、A2.4 系務會議決議。 
A3 課程設計與改善活動包括系所依據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力、工程教育認證規範，經系發展與規劃

委員會研議課程規劃制度或精進規劃之建議，送交

系務會議決議通過，產生課程改善方案，作為年度

執行教育計畫之課程設計或改善之依據。故 A3 活動

分解為 A3.1 課程制度規劃、A3.2 系務會議決議、

A3.3 執行教育計畫之課程設計。 
A4 教學實施活動主要為教師依據教育計劃執行

課程設計並實施教學。課程教學期間，教師將對學

生進行課程評量，並於課程結束，由學生提供課程

成效評量回饋，作為未來課程設計與改進的依據。

故 A4 活動分解為 A4.1 課程設計、A4.2 課程教學、

A4.3 課程成效評量。 
A5 學習成效評量活動透過每學期的課程成效紀

錄，追蹤教師的教學成效及學生的學習成效；其次

分別針對應屆畢業生與業界代表進行問卷調查、進

行在校學生、應屆畢業生及教師代表之訪談活動、

並由系友、家長與在校學生透過實施座談等方式，

蒐集各項改善建議；最後將資料進行分析及綜整，

完成系教學成效追蹤與評量，作為課程設計規劃等

成效評估依據。故 A5 活動分解為 A5.1 學習成效管

制、A5.2 問卷調查、A5.3 訪談、A5.4 座談。 
A6 教育目標執行成效分析活動內容主要是分析

資料獲得成效，做法是依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將追蹤及評量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解釋統計結果

與撰寫教學成效報告，做為未來持續改善之依據。

故 A6 活動分解為 A6.1 資料統計、A6.2 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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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 撰寫教學成效報告。 
A7 持續改善規劃活動係由系發展與規劃委員會

依據教學成效報告進行工程教育認證規範之持續改

善程序，先行研議內部具體之改善措施，交由諮詢

委員會提供外部具體改善建議，以達到提昇教育品

質、滿足教學成效、具備核心能力等，執行持續改

善之目的。故 A7 活動分解為 A7.1 內部研議具體改

善措施、A7.2 外部研議具體改善措施。 
A8 撰寫自評報告/期中報告/年度改進報告活動

主要說明自評作業之行動模式：在上述各執行活動

中已產出相關認證佐證資料，系務會議於此階段，

進行撰寫自評報告書之工作分配並於期限內撰寫完

成。故 A8 活動分解為 A8.1 報告書工作分配、A8.2
彙整佐證資料、A8.3 追蹤自評報告書撰寫進度。 

A9 接受訪察作業主要是認證作業實地訪評準備

作業，依工程教育認證作業期程完成自評報告書繳

交，建立認證文件之檢查表，並進行訪評實施的規

劃，依學院令頒之訪評實施計劃執行各項準備工

作，最後由系所人員配合實地訪評作業。故 A9 活動

分解為 A9.1 繳交自評報告書、A9.2 訪評實施規劃、

A9.3 實地訪評。 
3.步驟 3、4、5 

串接 A1-A9 活動的輸入與輸出如圖 5 所示，找

出子活動的輸入與輸出、執行者、規則，以 IDEF0
語法來描述，分別如圖 6 至圖 14 所示。 

 

 
圖 5 A1-A9 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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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A1 認證啟始與準備 OV-5 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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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A2 訂定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OV-5 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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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A3 課程設計與改善 OV-5 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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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A4 教學實施 OV-5 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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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A5 學習成效評量 OV-5 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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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A6 教育目標執行成效分析 OV-5 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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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A7 持續改善規劃 OV-5 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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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A8 撰寫自評報告書 OV-5 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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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A9 接受訪察作業 OV-5 活動圖 

 
4.步驟 6 

將活動執行者編入工作小組並建立組織架構如

圖 15 所示。 
 
 
 
 
 
 
 
 
 
 
 
 
圖 15 系所執行工程教育認證 OV-4 組織關係圖 
 

5.步驟 7 
找出活動輸入與輸出的資料名稱與需求，以

OV-3 資訊交換對應表之修正型式描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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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單位 

院部 

規劃

執行 

協調

執行 

建議

回饋 

決議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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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認證作業 OV-3 資訊交換對應表 

Need Line 
需求線 

Information 
Exchange                                  
資訊交換 

Source 
Node     
傳送者 

Destination 
Node       
接收者 

  Source 
Activity        
傳送節 
點作業 

Destination 
Activity                  

接收節點作業 

規範 
範圍 

檢附文件 

卷

匣

分

類 

參與認證 
系所參加工程教

育認證工作計劃 
系所務會

議 
系所發展與

規劃委員 
決議通過參與

工程教育認證 
依據系所務會議規劃

事項執行規劃 
1.教育目標 

制定教育目

標過程/會議

紀錄 
1 

決議之組織

章程及設置

辦法 

系所發展與規劃

委員會及系所諮

詢委員會設置規

定/辦法 

系所發展

與規劃委

員 
系所務會議 

相關設置規定/
辦法草案 

決議委員會組織章程

及設置辦法 
1.教育目標 

諮詢委員會

組成辦法 
1 

核心能力資

料 

訂立/修訂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力

草案 

系所發展

與規劃委

員 

系所諮詢委

員 

教育目標與核

心能力資料蒐

集續擬定草案 
提供修訂或改善建議 

1.教育目標 3.
教學成效及

評量 

制定/修訂教

育目標與核

心能力過程 
1/3 

系所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

力 

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修訂建議 
系所諮詢

委員 
系所務會議 提供修訂建議 

決議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 

1.教育目標 3.
教學成效及

評量 

制定/修訂教

育目標與核

心能力過程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架構分析 

本文提出的認證作業架構，其產出項目必須滿足

工程教育認證規範要求，我們將認證作業架構產出

對應工程教育認證規範內容做檢與關聯，建立架構

分析並補充各活動的工作細節，如表 2 所示。分析

表 2 可知我們提出的認證作業架構，除了規範 5 教

師、規範 6 設備及空間、規範 7 行政支援與經費未

直接關聯外，其餘認證規範的主要部分都已涵蓋其

中。 
表 2 認證作業架構活動與認證規範對應表 

活動 對應認證規範 對應規範內容 
A1.1 規範 1.1 相關人員均瞭解教育規劃之理念 
A1.2 規範 1.2 參與教育目標之制定、檢討相關成員 
A1.3 規範 1.2 教育目標的制定機制 
A2.1 規範 1.2、1.3 佐證校、院、學程教育目標之關聯性 
A2.2 規範 1.2、1.3 佐證課程設計與達成教育目標關聯性 
A2.3 規範 1.2、1.3 佐證課程設計與達成教育目標關聯性 
A2.4 規範1.2、1.3、3.1 畢業時須具備核心能力 
A3.1 規範 1.3、 課程設計如何達成教育目標 

A3.2 
規範 1.3、3.1 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之關聯性、 

課程大綱與學生核心能力之關聯性 
A3.3 規範 3.1、 核心能力的學習成效 
A4.1 規範3.1、4.1、4.2 佐證各個課程與核心能力之關聯 

A4.2 
規範3.1、3.2、4.1、4.2 相關課程之考卷、作業、報告與作品 

等所涵蓋的程度及學生的表現 
A4.3 規範3.1、3.2、4.1、4.2 納入學生及相關人員的回饋與建議 
A5.1 規範3.1、4.1、4.2 學生如何參與改善教學品質的措施 
A5.2 規範 3.2 課程改善意見之回饋訊息 
A5.3 規範 3.2 學生對教師教學及評量上的觀感如何 
A5.4 規範 3.2 學生對整體教學品質及內容觀感為何 
A6.1 規範 3.2 評量方法能確實檢測核心能力 
A6.2 規範 3.2 評量結果的分析及改善計畫 
A6.3 規範 3.2 改善計畫的執行預期成果 
A7.1 規範 3.2 提供自我評量過程及具體成果 
A7.2 規範 3.2 持續改善的計畫和落實的成果 
A8.1 規範 1-9 參考陳列文件 
A8.2 規範 1-9 參考陳列文件 
A8.3 規範 1-9 參考陳列文件 

A9.1 規範 1-9 參考陳列文件 
A9.2 實地訪評行程表 參考實地訪評行程表 
A9.3 實地訪評行程表 參考實地訪評行程表 
 
五、結論 

本文以 DoDAF 架構框架發展系所認證工作，參

照 OV-5 的核心元素關聯及觀點模式，提出簡化的架

構發展方法，發展國防大學資訊工程系參與工程教

育認證工作之工程教育認證作業架構，讓參與認證

工作的師生與行政人員能夠迅速理解工作重點與全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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