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高等教育評鑑的機遇與挑戰 
-以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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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推行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背景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援澳門構建成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朝國際化及經濟適度多元化方向發展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提出建設醫療、教育與
社會保障長效機制，提升民生綜合水平 
 

•突顯高等教育促進人才成長的需要性 

 

1 

澳
門

鏡
湖

護
理

學
院
 

 
　

　
版

權
所

有



本澳推行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背景 

•設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建議，原由高等
教育輔助辦公室於2000年初提出 
 

•其後在修訂澳門高等教育制度過程中，獲
得通過 
 

•成為現今特區政府教育範疇的施政目標，
以保證人才培養的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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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推行學術評鑑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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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6年，澳葡政府提升澳門護理培訓至高等教育水平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時稱鏡湖護士助產學校)把握機遇，借
助政府財政支持，以及本地與鄰近地區學術力量，邀請國
際評審團為學院啟動首次學術評鑑，並獲得通過 
 

•於1999年，澳葡政府批准提升學院為非牟利的          
私立護理高等教育機構 
 

•於2002年及2009年，學院再度進行現場評鑑及               
主要課程文件評鑑 
 

•通過公開及透明的評鑑過程，保證了護理 
教育之品質 
 

•是本澳率先推行學術評鑑的高等院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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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對本澳護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護理教育旨在培養學生的專業品格及知識才能，使
之取得護士執照，投入護理服務，成為被市民信任
及具公民專業精神的專業人員 (Benner, Sutphen, 

Leonard-Kahn, & Day, 2010) 
 

•護理教育涉及醫療與教育兩大範疇，要維持教育品
質便顯得更為複雜 
 

•評鑑能讓護理教育質量(教)、專業能力及執照(考)、
就業與實踐(用)三方面均達到系統性的品質改善  
(余玉眉，出版中) 
 

•澳門是個微型城市，護士畢業生不需統考獲取執照
執業，因此，護士學校必須確保教育品質，而評鑑
正是有效保證及改善教育品質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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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湖護理學院推行學術評鑑的進程 

 1997年首次現場評鑑:開辦高等專科課程 
 

•雖然早年政府未有法定要求，基於社會責任及因缺乏護理
高等教育的經驗，學院於1997年自發邀請香港理工大學擔
任顧問，指導並與學院聯合改寫課程 
 

•得到全院師生及鏡湖醫院護理人員的配合，決定邀請四名
國際著名學者(來自蘇格蘭、美國、澳洲及台灣)組成評審
團，來校啟動第一次現場評鑑，其後獲准許開辦課程，為
期四年 
 

•是澳門護理界首次                                              
接受外來的學術與                                            
專業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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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湖護理學院推行學術評鑑的進程 

 2002年第二次現場評鑑: 

 把高等專科課程提升至學士學位課程 
 

•於2002年，學院再度邀請四名國際著名學者(來自
蘇格蘭、香港、澳洲及巴西)，來校進行現場評鑑 
 

•學院遵照評審團的建議進行研究及改進後，評鑑結
果於一年後獲得通過，獲准許開辦學士學位課程 

 

 

6 

澳
門

鏡
湖

護
理

學
院
 

 
　

　
版

權
所

有



1997年首次現場評審 

鏡湖護理學院推行學術評鑑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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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二次現場評審 

鏡湖護理學院推行學術評鑑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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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湖護理學院推行學術評鑑的進程 

兩次現場評鑑主要包括的範圍 
學院教育理念、組織架構、學院資源、 

教師發展、經驗及素質、師生語言能力、 

入學要求、教學策略及評估、臨床教學場地、 

師資與其他支援人員及畢業生等綜合問題 
 

課程文件評鑑 
除兩次現場評鑑外，學院也分別於 

2002年及2009年再度邀請專家，為學院的 

主要課程文件進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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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湖護理學院推行學術評鑑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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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評鑑是整體參
與，相互共識、團
結、合作的過程  

學院 

學生 

臨床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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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為學院及護理高等教育帶來的機遇 

•學術評鑑是由機構外而內走向內外配合的自主自立過程 
 

•讓鏡湖護理學院獲得學者專家的客觀評估，並為學院成
功提升護理教育的品質提供依據 
 

•評鑑還令學院師生、臨床教師更明確地了解護理教育的
全過程和意義 
 

•促進學術討論、促發科學思維、增加學院透明度，並增
強學院教師與醫院及臨床人員的凝聚力 
 

•令社會大眾更了解和信任護士的角色和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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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為學院及護理高等教育帶來的機遇 

•外部評鑑還促發了學院的內部評鑑及持續改善，如各
委員會的有效運作、師資發展、教學、研究與社會服
務、課程管理、學生工作、會議制度、財務管理和檔
案管理，使內外相互配合，保障教育質量 
 

•也讓學院的三級管理制度包括組織章程、內部規章及
管理辦法，能動態運作並逐步完善 
 

•其中，學院的課程委員會會議，更是由上而下、由內
而外全體學院成員參與的活動，在學期中段召開，讓
學院及時發現、分析和處理課程運作中遇到的問題，
並作出相應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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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為學院及護理高等教育帶來的機遇 

•學院同仁自發自立、不斷追求完善的精神，亦
促進了全澳護理臨床教師培訓委員會於2007年
成立，培養與表列護理臨床教師，規範臨床教
學，保證教學品質 
 

•此外，評鑑為學院建立了堅實的基礎，使學院
隨後獨立開辦學位後護理學專科深造課程， 
及與境外大學合辦護理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提高護理隊伍的人才層次 
 

•因此，借助外部評鑑，除健全內部自我評鑑，
兩者相互配合和促進外，也提升護理教育及臨
床護理服務的素質，推動護理專業進步，從而
回應社會對護理人才的訴求，令澳門社會和市
民直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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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護理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挑戰 
(一) 全體成員的充份準備和全面參與 

 •評鑑首先應是機構一個自願的舉動。評鑑過程涉及
政治性，若評鑑結果將影響政府對機構的撥款，難
免會引起部份教職員工的壓力 
 

•在經歷第一次評鑑後，鏡湖護理學院對教師做過一
項研究，發現教師在課程改革及應對評鑑過程中，
在行為和認知的應對正面，可是情緒感受範疇則傾
向負面(尹一橋，1999) 
 

•因此，要真正發揮評鑑的作用，需要讓全體成員全
面及持續參與素質保障體系的全過程，讓他們全面
了解和樂於參與開展評鑑制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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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警惕的是，在本澳護士和護士教師人手短缺，同
時又要加快培養人力的情況下，開展評鑑需要充分為
員工做好思想工作，以及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援 
 

•並讓所有參與成員清楚明白評鑑制度的宗旨、目的和
目標，為制度的立法作充分準備 
 

•此外，需制定倫理指引和倫理守則，讓成員掌握評鑑
過程中需持守的態度和規範，從而創造公平、公正、
誠實和信任的氛圍，令評鑑起到真正促進的作用   
(曾淑惠，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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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護理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挑戰 
(一) 全體成員的充份準備和全面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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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護理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挑戰 
(二) 創設護理專業統一標準 

 
本澳護理專業概況: 
•本澳現時有兩所護理高等院校：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及澳門理工
學院高等衛生學校(公立) 
 

•現時在本澳執業的護士約有1,600多人 
 

•截至2009年，逾50%任職於衛生局的護士具護理學士學位水平  
截至2011年，逾90%任職於鏡湖醫院的護士擁有學士學位 
 

•政府公營醫院護士起薪點高居亞洲十一個國家及城市的首位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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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護理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挑戰 
(二) 創設護理專業統一標準 

 儘管護理專業在不斷提升，澳門作為經濟快速增長的 

微型城市，護理專業整體發展卻存在一定難題，包括： 
 

1. 沒有統一的護理管理機構 (汪國成、黃金月、華潔瑩、張碧嘉、巴
比德，2003) 

2. 法制過時而且不健全 (尹一橋、陸亮、梁淑敏、楊笑明，2008) 

3. 公私營機構的專業護士受不同的法律規管 

4. 社會對護理專業要求有顯著提升，但人力嚴重短缺，令護理
人員士氣較低落 (梁淑敏、陸亮、楊笑明、尹一橋，2008) 

5. 醫護比例失調(1:1.1) (陳惟蒨，2010) 

6. 人員傾斜一面倒至公營機構 

7. 護士教師及學院支援人員同樣出現人力不足和浮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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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護理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挑戰 
(二) 創設護理專業統一標準 

 •由於本澳護理專業並未有統一的執業標準(包括專業
守則、才能範疇及教育標準)，面對本澳現時的快速
發展，在創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過程中，推動護理
執業標準是非常必要的 
 

•面向未來，若要與國際的做法接軌，向國際專業水平
發展，並且為護理高等教育評鑑提供依據，本澳護理
專業更需要思考創設統一的基本標準 
 

•讓所有護理從業員(包括學院、醫院、教師及學生)在
全澳不同的服務場地，都能根據統一的護理專業標準
來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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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回顧澳門鏡湖護理學院過去不同的評鑑， 

總結經驗如下: 
 

•高等教育評鑑的準備工作雖然繁多，但
其實並不可怕；它除了為高等院校的教
育品質給予肯定外，也為院校提供自我
提升、不斷完善及邁向豐盛道路的平台 
 

•評鑑是全方位參與的一項任務，全體人
員都必須具充份的準備，明瞭及樂於參
與整個評鑑的過程 
 

•人的動員才是最大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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