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年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各組評審團-整體評閱建議 

評審團 

主任委員 

全國社團評鑑致詞 

 

吳司長、蕭校長，各位敬愛的師長、親愛的同學們、辛苦的評審委員，以及所有投入／參與這次評鑑的夥伴

們，大家午安： 

 

在這二天精彩而充實的評鑑活動即將劃下句點之際，能代表全國社團評鑑的團隊、擔任主任委員，在這裡向

各位表達最深的感謝與敬意，感到無比感動。 

 

首先，要感謝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社團。你們放下課業與其他行程，帶著成果、帶著自信來到這裡。 

 

這幾天來，我和評審委員們一樣，從一間間展區、一場場簡報中，看見了各校學生社團的創意、行動力和對

社會的敏銳觀察。無論是服務社、學藝社、體育社、康樂性或自治性組織，每一份報告、每一段影片、每一

場展演，都是你們用心投入的結晶。 

 

我希望各位要感謝所有在背後辛苦支持的老師、行政人員，以及用專業陪伴社團成長的人員。在此，真的感

謝你們的投入，因爲你們是讓學生可以無後顧之憂追夢的重要力量。 

 

至於 38位評審委員，去年年底開始啟動，成立評審委員團隊，後續召開多次會議，確認審查的各種細節。

等各社團送出資料後，委員仔細看每所學校送來的文書資訊，看到必須得吃葉黃素了。另外，在昨天也花時

間到每個展區去看學生的學生社團的表現，逐一確認相關的社團資訊，也聆聽各位的報告，我們秉持著公平

公正的態度，來完成這一次的任務。 

 

同時，也要謝謝承辦學校「中央大學」的行政團隊與工作人員，正是你們的細心規劃與默默付出，讓這場全

國性的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也讓每一位參與者都感受到溫暖與尊重。尤其是蕭校長全程參與，更令人感動。 



 

更重要的是，我也要藉由這個機會來表達對教育部學特司的感謝，感謝一直支持學生社團活動的進行，讓學

生可以在社團的經營上可以持續向前。 

 

最後，我們深刻體會到：學生社團，一直都是大學非常重要的「關鍵字」，但它也絕不只是課外活動，它是

大學教育中活力與價值的重要體現。 

 

我自己在學校教書多年，也接觸過不少社團學生，我知道，要把一個社團經營得好，不是只靠熱情，還要時

間、要溝通、要面對預算、人力、意見不合的種種挑戰。但這些這是一般課程沒有辦法達到的目的，因爲具

備解決困難的能力，是目前社會最需要的軟實力，社團也是培養社會韌性素養的重要場域。 

 

雖然接下來的講評即將開始，但我想先說：這次的成果，不只是在「得獎」或「名次」，更是在一次次活

動、一場場討論、一段段累積中，慢慢建構出的自信與能力。 

 

所以，我想用一句很簡單的話作為結尾：「謝謝你們，讓我們看見台灣學生社團的亮光。」希望這份亮光，

可以照亮更多的校園，也照亮你們未來的每一段路。 

 

謝謝大家！ 

學術性、學藝性 

1. 活動結束後應將參與人員收集回饋問卷及召開檢討會議 部分社團仍然有進步的空間。 

2. 建議財務的部分上能增加整體財務的統整表，讓財務報表能夠一目了然。 

3. 以掃描檔呈現資料比較不易閱讀，可以改成檔案呈現資料。 

4. 在會議資料方面應有開會通知單、議程、簽到表及紀錄，紀錄應內容詳實列出開會的內容、參與的人數等。

建議各社團在資料傳送前，可以做適當的個資保護或上傳個資聲明書，在組織運作方面會更完整。 

5. 資源管理呈現方面，各社團落實資料數位化，且網頁的互動也相當活絡。有關定期公告收支概況，部分社團

能提出佐證資料，有效達到公開徵信目的，但部分社團使用截圖的方式來呈現，需考量解析度不佳的問題。 

服務性 
1. 組織章程應適時的修訂與檢視，並繕寫章程最新修訂時間及修訂條文對照表之完整呈現，以利章程修訂程序

更加完整。  

2. 短中長程計劃應由階段性的願景、策略以及工作項目，以利檢視社團的發展歷程。 



3. 社團所執行的各項活動方案，應與短中長程計劃以及年度計畫緊密結合，並有合適的成效檢核機制，方能滾

動式修正各項計劃，以利社團發展。 

4. 年度計畫的訂定，應透過社（會）員大會確認後實施，以藉此凝聚社員的共識。 

5. 社團運作過程當中所舉行的各項會議，應與組織章程的規範一致，並有合適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也應具備

檢核工作進度的功能。 

6. 社團選舉的資料應妥善保存，並完整呈現整個選舉程序所需的過程。 

7. 會議記錄建議格式化，並注意是否包含須具備之各項資料(如會議時間、地點、主持人、紀錄人、出席人

員、報告事項、決議事項、臨時動議及散會時間)等。另會議記錄之間應有關聯性，若能加上對上次會議討

論事項的追蹤與執行報告讓會議更加完善。 

8. 服務活動之反思應不只有服務員心得，應加強活動服務之反思及互惠，強化於服務結束後回饋分享。 

9. 活動務必根據 PDCA之運作原則(計畫、執行、檢討及考核)等項次進行歸類整理。 

10. 活動相關會議應具備開會通知、開會議程、開會記錄及簽到單等資料，以利會議資料傳承。 

11. 活動經費之預算與決算詳細內容應呈現與公開徵信，俾利參與者或相關人士清楚了解資金運用的具體流向及

是否符合最初的規劃。 

12. 活動實際成效與預期設定的目標成效之間應相互吻合。以提升活動在策劃與執行過程中，能夠精準掌握目標

方向及有效應對各種變數，確保最終成果與原計畫的期望一致。 

13. 活動結束後，應透過系統性的統計與數據分析，將成果進行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呈現。以助於更全面評估活

動的成效，並優化活動及提供科學依據，並讓相關成果更具說服力與可行性。 

體能(育)性 

1. 組織章程需依法行政，若現行法規與實際情況不符，要進行修訂，且法規修訂對照表，應註記：修訂會議名

稱、修訂日期，並蓋社章。 

2. 短中長程計畫應訂定具體之期程。 

3. 財務報表應有指導老師、社長、總務及社團章戳，以確保文件的正式性。 

4. 「規劃與執行」與「績效與特色」項目應有所區隔，避免兩項目上傳同樣的活動。 

5. 有部分社團呈現之內容違反規定，像是提供外部網頁超連結，以及上傳的資料不符合本次評閱時期的資料。 

6. 在社團特色方面，許多社團善用自身優勢，積極展現社會責任，例如帶動中小學活動，甚至是與政府機構合

作，將社團特色融入社會貢獻，值得嘉許。 

康樂性 
【共通性】 

1. 組織章程的更改需有相關的會議記錄。 



2. 經費支出需更加完善。 

【規劃與執行】 

1. 規劃與執行，會議資料、企劃書應完善，以佐證活動是否有成功辦理。 

【活動特色與績效】 

1. 活動須符合評選指標，包含社區關懷活動、跨校跨社團活動、全校性活動等。部分社團未有規劃此類活動。 

2. 績效部分應以質性、量化方式呈現，並呼應及檢驗活動所訂的目標。部分社團的分析未能呼應活動目標，較

能呈現活動績效。 

3. 活動的對象、人數、品質等皆可證明活動績效，歷年的活動需有分析比較。 

自治性、綜合性 

【組織運作】 

1. 組織章程如未進行修訂，亦應透過會議定期檢視並做成不修正之決議與紀錄。 

2. 社團發展之短中長程計畫應具有延續性並依實際情況進行滾動性修正，並與年度計畫要相呼應，另外年度計

畫不等於行事曆，需依據各社團發展及永續經營發展詳加制定。 

3. 建議將年度計畫、短中長發展計畫、預決算等報表資料送社員大會等正式會議審核，以提昇嚴謹度及公信力。 

4. 社員大會（或系會大會）及幹部會議需依照組織章程內規範實行，且人數需達到法規規定人數方可進行會議。 

5. 社團年度活動計劃之執行成效可利用百分比呈現，並給予說明。 

6. 會議除了簽到表以外還需附上會議照片，線上會議則需要有會議照片及線上簽到截圖。 

 

【資源管理】 

1. 請依規定存放檔案於指定檔夾內(檔案數也要按規定)，且務必留意學年度、日期勿誤植，如檔案頁數多可加

目錄或超連結。 

2. 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宜分類清楚、易於查詢。社群網頁（軟體）互動若能能增列「網頁管理要點、社群網頁

互動流量分析」等資料則更屬完善。 

3. 產物保管制度，建議含蓋社團器材(設備)之申請、使用（借用）、盤點、維修或報廢等內容，並能清楚載列

（含圖片）社團財產（含清冊）。另建議公告徵信表單明列學年度、月份、日期、製表人或相關人員之用印

（親簽或蓋章），以示公信。 

4. 檔案資料建議以一活動一檔本呈現，且在整理資料時可根據 PDCA的方式進行來提高內容完整度，活動也可以

嘗試納入 SDGs之議題。 

5. 有關財務管理 



(a) 財務管理制度應涵蓋社團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等內容，若能增列「收入、支出等整體圓餅分

析」則更屬完善。另法規或規定建議應於 5年內有檢視及修正紀錄(並明列製、修訂日期)，以符合現

況。 

(b) 有關「定期公告收支概況(要有徵信、截圖等佐證資料)」、「月報表」、「預算表」、「決算表」等公告徵信

表單，建議明列學年度、月份、日期、製表人或相關人員之用印（親簽或蓋章），以示公信。 

(c) 「預算表」、「決算表」應分開編列(預算-決算=結算)，不宜合併編列，以符合編表原則。 

(d) 核銷憑證若能增列稽核過程(加蓋稽核印章)，則更屬完善。 

(e) 預決算明細表宜於會員大會提案或報告，並作成紀錄，以昭公信。 

5.  其他 

(a) 注意個人資料保護，重要資訊要遮蔽資料。 

(b) 表單、交接等簽名以「親自簽名」為佳，盡量不要用電子簽名以示公信。 

(c) 感謝參賽社團都願意為社團努力，部份系會、社團備有「財務及器材交接」完善資料，值得嘉許。 

【社團活動績效】 

1. 規劃與執行 

(a) 活動企劃書撰寫內容可參考（6W、2H、1E）。 

(b) 整理資料可根據 PDCA的方式進行來提高內容完整度。 

(c) 成果報告書附上照片後需進行照片說明。 

(d) 問卷統計結算出百分比後應做出檢討改善以避免下一次犯同樣錯誤。 

2. 績效與特色 

(a) 大部分社團檔本資料完整，且辦理活動頗具特色。 

(b) 雖是自治性、綜合性社團，仍建議多辦理帶動中小學營隊及活動。 

(c) 僅少數社團在檔本中呈現 PDCA及服務四大階段。 

(d) 僅部分社團納入 SDGs議題。 

(e) 有社團放入 112年度資料，充當檔本。 

(f) 某一所學校所有檔本都是重複複製一次。 

(g) 檔本資料呈現仍建議ㄧ活動ㄧ檔本。 

(h) 部分社團檔本資料未去識別化。 

(i) 檔本資料如有用印處均需詳實用印。 



年度最佳社團 

特色活動評選 

教育部的長官、中央大學的團隊、所有評審、社團指導老師及同學們，大家好: 

這次能夠擔任「最佳特色活動」評選的委員，我心中充滿了感恩。看了 20場特色活動的呈現，內心真的是滿滿

的感動，深深被同學們的創意與熱情所驚艷。每個舞台上的表演，都是一個屬於同學們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理

念、也都有屬於自己的那份獨特價值及呈現方式，真的非常精彩，也讓我們三個評審非常苦惱，很難評分。我們

三個評審的心情，跟著你們的故事，心情洗了一次三温暖。有時笑，有時紅了眼眶。 

所以，各位同學，你們辦到了! 你們用自己的故事，感動了我們。 

身為評審，還是有些事想要提醒大家。你們講的故事，包含從社團中「學到了什麼」，然後再「用學到的東西，

去做了什麼」，造成了什麼的社會影響力，去影響了什麼人、事、物，改變了別人、甚至自己。 

也想提醒大家，要把一個故事講好，平時就要開始準備。活動過程中記得多收集素材，不論是照片、影片，還是

參與者的心聲與幕後花絮，這些都是日後傳達理念的重要資源。唯有不斷累積，才能在需要說故事的時候，讓人

聽得懂、感受得到，也願意一起行動。記得，隨時記錄，有些事，有些人，一但錯過就不在。 

在舞台呈現的部分，大家也可以多思考如何善用舞台上的各種資源，像是螢幕、燈光、音效，甚至是服裝與走位

安排。當娛樂性與互動性提升，觀眾的代入感自然會提高，也更容易讓你的活動被記住。 

昨天在比賽結束，走回評審休息室的途中，我聽到一些團隊，一邊走，一邊已經在討論，這次的比賽，哪裏做的

好，哪裏做不好，哇，你們好認真喔，比讀書都還認真。我想，舉辦這次全社評，讓大家彼此的觀摩，已經達到

相互學習的目的，未來每年的水準一定越來越高。但，你們有沒有觀察到，在路上，一路跟著你走，一路跟你討

論的這群人，這群人，將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所以，各位同學，請轉向你的左邊，跟你左邊的同學說: 謝謝你，有你真好。接著，轉向你的右邊的同學，跟他

說: 謝謝你陪我成長。 

最後，我想說：這 20組上台的同學，是從全國最優秀的 50多組裏面脫穎而出的，你們都值得驕傲。謝謝你們，

呈現出學生社團最美的樣子。讓我們看見。你們是最棒的。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