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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階段，明顯與歐美的發展過程和特徵有所不同。

剛開始的 1980 年代後，其主要是受到國內政治因素和教育政策的影響。在不到

數年之間促使臺灣的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Mass），並且在十數年之內迅速的進

入普及化（Universal）的階段。2010 年前後，更因人口結構的影響（少子女化），

讓臺灣的高等教育人口比率加速的上昇。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急速的發展之中，呈

現幾個特別明顯的特徵。首先是從國立大學為主的高等教育，轉變為以私立為主

的高等教育系統。其次是專科學校轉型為 4 年制的科技大學。再來就是師資培育

的院校，轉型整併為教育大學或一般綜合大學。三者之中，以師資培育的院校，

所受的衝擊與轉型最最具特色。這是因為臺灣的師資培育院校在高等教育進入大

眾化階段以前，幾乎全部為國公立的師範院校系所。師範大學主要培育中等師資

為主，師範學院是以培育幼稚園小學師資為主。其主要的改變有兩個重要的時間

點（政策），做為一個分水嶺。一是 1987 年 7 月 1 日師範學院，國小、幼稚園師

資統一改制為四年制的高等教育來培育。二是 1994 年《師資培育法》的發布，

由一元計畫制轉向多元儲備制。並且由分發派任，更改為教師公開甄選。特別是

《師資培育法》的實施之後，師資培育的院校和機構數量快速增加。臺灣的師資

培育制度變遷過程，明顯與社會的發展連動（曹仁德、梁忠銘，2002）。同時也

受到國際發展、政治體制、經濟變遷、教育政策等因素影響，以致於必須面對教

育變革的轉型。 

二、邊陲地區師範學院困境與因應 

1994 年新制師資培育制度實施以來，基本上大專院校只要依據並符合師資

培育法的條件，即可申請從事師資的培育。這種轉變可說是從特殊校園文化培育

師範的方式，轉變成市場的競爭模式，師範校院面臨多元開放壓力，加上少子化

的人口結構變遷，師資儲備人口短時間急速度增加，加上少子化的影響，各縣市

從減招進入減班，2005國民小學教師編制從每班學生人數以35人為原則，自 2007
學年度起，依基準採逐年降低，2018 年為止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數以二十九人

為原則，國民中學普通班班級編制每班學生人數以 30 人為原則（教育部，

2018a）。即使如此，教師需求持續低迷。以往師資培育系不僅優勢不再，更面臨

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危機，造成社會問題。這是因為長期以來教育系所學生，不似

其他教育學程或教育學分班的學生另有專長，一旦未能謀得教職會執著教甄考

試，採取代理教師的方式尋求機會，轉往其他職種難度更高。另以往師範校院規

https://iss.ndl.go.jp/books?subject=Universal&search_mode=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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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不大、同質性高、設備往往無法與時俱進，傳統意識沈重，一但面臨近年高等

教育擴充快速，教育資源稀釋等窘境，教師採用持續減少，師範大學校院首當其

衝，面臨內部學生素質低下招生困難之外，外部倍受社會及家長抨擊。 

 師範院校在面臨師資需求驟減之下，除需積極努力進行內部自我轉型發展

之外，並配合教育部政策，發展多元人才培育管道及支援補助重點系所，建立大

學校院增設系所及招生名額自主規劃系所及彈性調整機制。使大學培養之人力能

與社會與產業需求密切配合，機動地調整系所，開發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人才培育

管道，增加在職人員進修機會，強化在職教育功能。並藉由推動大學校院開辦跨

學系、院之學程，擴大辦理輔系及雙主修課程，使學生具備多元就業專才並培養

產業需求人才（教育部，2002）。因此，為處偏鄉臺東師範學院在因應大學大眾

化的衝擊之際，協助地方發展提高社會貢獻，做好準備參與國際競爭之際，被期

待扮演積極角色，也成為轉型為臺東大學的重要契機和方向。 

三、從典範到前瞻：邁向綠色國際大學 

以往以培養幼小學師資為主的九所師範學院，如不含進修推廣部學生，人數

約 2,000 至 3,500 人，屬於小型的單科四年制大學，因學生數過少與校地面積不

大都面臨轉型發展之瓶頸。以地理區分中央和邊陲地區之時，臺灣最邊陲地區應

屬於臺東師範學院，也是臺東地區唯一一所 4 年制大學。該校成立於 1948 年，

1987 年改制為「臺東師範學院」，以培育幼稚園、小學和特殊教育學校師資為

主的四年制單科大學。2003 年 8 月 1 日，由師範學院轉型規劃為具備人文、理

工及師範等三個學院，正式改名為「臺東大學」。 

臺東師範學院轉型大學最重要兩個時間 1987 年和 2003 年。臺東大學的轉型

完全呼應教育部政策的實施時期，這是因為長期以來，臺東師範學院為臺東地區

唯一的高等教育機構，負責臺灣東部地區的師資培育和教師在職教育的功能與地

方高等教育的發展。轉型為綜合大學的過程中，首先面對的是高等教育的少子化

與國際化，與追隨而至的自由競爭化。學校一方面必須面對師資培育多元化後，

師資過剩師範學院系所的轉型，與國家人才供需的因應。因此，當 1987 年戒嚴

解除教育鬆綁的時期，臺東師範學院迅速的配合政策，轉型為四年制的高等教育

師資培育機構。2003 年我國師資人才過剩，配合教育部政策將師資培育的學生，

需大幅度度的減少 60%以上。因此，另外成立人文學院和理工學院，將師資陣容

和學生名額，轉為培養社會或產業界所需要高等教育人才。師範學院則維持師資

培育的傳統，負責東部地區教師的在職進修和專業成長。理工學院與人文學院則

偍供最新專業知識與新知，做為地方產業專業人才培育及在職進修的機構。當

然，在外在資源極端有限之下，積極爭取教育部各項獎勵大學發展計畫成為最重

學校發展和轉型的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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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 2006 開始展開為期 11 年三期（第一期：2006 -2008 年；第二期：

2009-2012 年；第三期：2013-2016 年）的「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其目的是

「藉由經費挹注引導學校依自我定位發展特色、提升就業競爭力及強化學用合

一，推動國際交流以打造東亞高教重鎮。計畫區分一般大學 與技職校院推動執

行，以協助學校提升教學品質並發展特色。同時，提昇大學教學品質，持續針對

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課程規劃等面向進行改革，重點在於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

並強化學用合一，及各校人才培育特色」（教育部，網頁 2020a）。 

並從 2015 年 11 月起至 2016 年 12 月止，擇定 8 所大學，以位於高等教育資

源較為不足縣市之國立大學校院試辦「特色大學計畫」，臺東大學獲得 4,600,000
元補助。推動「特色大學」計畫是為減少城鄉教育落差，引導大學因應社會經濟

發展及人口結構變化，依校內系所結構、教學資源、學生來源及地理環境等條件，

充分發揮學校特色，以有效整合所在區域資源，帶動地方發展並希望藉由教育資

源重新整合，進而協助學校找到自身定位。各校之規劃以「永續經營」、「擴大參

與」及「城鄉共學」為原則，分析區域發展脈動及學校永續發展之關聯，爭取外

部（政府、產業、學研、人才與教育）資源之挹注，營造社區居民共學環境，強

化學校及社區之雙向交流發展，期透過此計畫協助學校找到發展定位 （教育部

網頁，2020 b）。 

 延續教卓計畫，教育部 2018 年起啟動兩階段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係

以改善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習成效為核心，並鼓勵各大學在此基礎上發展多元能

量，雖強調全面性關照各大學之發展，惟在經費分配上仍將考量不同的大學有不

同的使命及任務，並以「落實教學創新」、「提升高教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

及「善盡社會責任」為目標，以「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

協助各校依本身優勢發展特色，以利大學長期穩定發展 （教育部，2018b）。 

臺東師範學院藉著轉型，從 2003 年改制臺東大學轉型為具備人文、理工及

師範等三學院之綜合大學之際，首先順利取得地方政府與教育部的支持爭取新校

區用地與經費的支持，進而規劃一個全新以綠建築及自然生態為基礎的校區。例

如，校內建築規劃以融入自然景觀以及符合綠建築之原則，圖書資訊館更是以山

水為意象，成為國際知名圖書館，亦成為臺東大學地標以及臺東必訪觀光景。並

於 2010 學年度即自我定位為：「發展為具有特色的『優質教學型大學』」，以承續

師範學院優質教學，培育英才之辦學傳承。在歷任校長積極的爭取教育部的教卓

計畫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及各種相關計畫，取得可觀的補助經費挹注。特

別是近三年，不僅取得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更促使校

園硬體設備以及符合地方發展所需人才之各類專班師資的充實。同時在現任曾耀

銘校長運籌帷幄之下，於 2016 年 12 月由臺東縣政府領銜向國發會花東基金管理

委員提出申請，2017 年 5 月獲核定 9,844 萬元經費，執行東部生物經濟 6 級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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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計畫，在本校建置具現代化生技產品製程設施，以及品質驗證實驗室之食品

生技先導工廠。歷經一年多的專業細部規劃，續於 2018 年 10 月修造開工啟動；

2019 年 3 月正式命名為「臺東大學東部生物經濟中心先導工廠」；2019 年 11 月，

開始產官學研試營運，提供試打樣、半成品開發、以及成品製造生產等產學合作

方案，並以試製、試產、試銷，作為先導工廠的運營模式，造福偏鄉地區的產業

與農民，建立產官學合作的典範（國立教育廣播電臺，2020b）。並在 2016 年 9
月校務會議通過學校自我定位調整為：「以優質的教學型大學為基礎，配合地方

需求與資源，發展特色教學與研究，朝「綠色大學」邁進，漸次發展為優質精緻

型『綠色國際大學』」。持續打造支持綠色知識經濟發展為教研基礎的智慧、健康、

永續及美學之大學（臺東大學網頁，2020）。 

臺東師範學院的轉型透過政府的協助，以及歷任校長積極的面對國內外教育

環境的變遷，促使內部凝聚共識，摸索出因應之道，加以進行變革，以期建構足

以抗拒外部競爭的組織結構。經過 20 餘年的努力轉型為臺東大學，現有兩個校

區共約 75公頃的校地，設有三個學院 21個系所 3個一級中心及附設體育中學（有

國中、高中 6 年 1 貫），附屬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另有一所產學創新園區

與「東部生物經濟中心先導工廠」和實習商店。是一所擁有完整各種類型和不同

層級學校的綜合性大學（如圖 1）。 

圖 1 臺東大學變遷圖 

大學校地面積從 15 公頃擴大為 75 公頃。學院亦從單一的師範學院再分化出

理工與人文共三個學院的綜合大學。學生人數亦從以往 3,000 人左右的規模，發

展至 109 學年度在籍學生數已近 5,000 名。近年，大學的軟硬體，陸續展現特色。

如 2015 年獲得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網路票選為「臺灣十大非去不可的圖書館」、

2016年獲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網站，登錄為「此生必去的 1001 座圖書館」、2016 年獲得臺

灣建築獎佳作、同年更獲得國際建築知名網站 Architizer.com 評選為全球八座最

具獨特圖書館之一、2018 年獲得國家卓越建設獎的卓越獎、2019 年獲得全球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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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建設獎首獎，得到世界級的肯定。本校圖書資訊館不只是學校的重要地標，更

是許多遊客到臺東觀光必訪的熱門景點，有效提升大學聲望。2019 年，大學完

成智慧低碳校園計畫之建構，並推展相關減碳、省能、省源之政策及活動。同年

首次參加 UI GreenMetric 世界綠色大學評比，在全球 781 所大學中，排名第 160
名；在亞洲 370 所大學中，排名第 52 名；在臺灣 26 所參加評比大學中，排名第

13 名。2020 年 4 月 22 日出刊的《天下雜誌》第 696 期雜誌，公佈了「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查，榮獲國公立一般中型大學組（6,000 人以下）第 4 名殊榮（國

立教育廣播電臺，2020a）。展現臺灣高等教育改革過程中，成為提升大學教學

品質，發展國內教學卓越典範之一。 

四、結語 

在面臨政治的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國家國際化之際，做為人才培育最重要

的高等教育機構，必然會立即受到衝擊。除了要積極的面對之外，內部組織結構

的調整與共識的凝聚，也必須迅速的因應轉型，同時找出發展和因應對策。臺東

大學的轉型主要措施歸納為三個主軸： 

(一) 積極轉型符合國家發展和地方需求的大學 

位處邊陲地區的臺東大學在因應對策方面，除了完全配合政府的高等教育政

策的方向，調整內部的組織架構，積極爭取各種計劃經費挹注。從一個以師資培

育為主的師範學院，分出理工學院人文學院。同時，建構國際級圖資館，不僅服

務校內師生，提高大學聲望也促進臺東觀光資源的充實。 

(二) 提供地方知識創造與專業增能平臺 

 著眼於高等教育對地區的責任與專業知識提升及公教人員對於職能的發展

需求。開設各類「在職專班」，提供社會人士進修碩士課程，加強相關專業課程

內容的充實。提供臺東地區最完整的專業進修課程。其主要的教育機能將從已培

育師資的職前教育為主，轉換為以發展教師與在職進修發展專業訓練為主要功

能。 

(三) 建構協助地方發展國際化服務與機構  

邊陲地區的大學，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化教育，都有需要該地區大學協助。

特別是外國語文的普及與師資及推行國際化教育課程的部分，在課程的規劃，師

資的培育和專業進修提供和終身學習場地，大學都有責任來協助和社會和地方發

展國際化。此外，協助地方產業發展，落實協助產業提升之大學社會責任，成立

「臺東大學東部生物經濟中心先導工廠」，提供試打樣、半成品開發、以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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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生產等產學合作方案，並以試製、試產、試銷，作為先導工廠的運營模式，

造福偏鄉地區的產業與農民，善盡貢獻社會責任。 

五、問題與展望 

臺灣的高等教育急速的進入大眾化和普及化的階段，主要是受到國內政治民

主化因素，進而影響教育政策。同時受到人口結構的急速改變的影響，導致臺灣

的高等教育系統，在極短期之間校數急速增加與就學人口持續減少之外，高等教

育的屬性，從以國公立大學為主私立為輔，轉變為以私立大學為主國公立大學為

輔。更使得長久以來寡占師資培育領域的相關院校，面臨整合和重組轉型成教育

大學或整合重組為綜合大學。 

大學在轉型發展的困難與問題，主要在於校長如何發揮領導者的思維，首先

凝聚內部全體教職員的共識，擘劃具體可行的願景和發展時程。例如透過通過

ISO9000 系列品保認證過程，建立大學的表單及行政作業的標準化，達成服務品

質和校務發展共識的提升。其次，大學之中人才雖是濟濟，如何喚起士氣，適才

適所籌組執行團隊，發揮領導智慧包容創造群力群策。積極主動的依據國家發展

政策與國際趨勢，全心盡力依據學校發展願景，撰寫各種計畫爭取中央和各部會

以及地方政府的協力，取得重要經費補助和行政支持，持續的建設和充實學校的

軟硬體設施及提升教職員工的專業能力服務精神。 

展望未來處在國際化、全球化、多元化和發展生涯學習系統之際，邊陲地區

的國立大學，如何讓資源有限的地方，共享大學的資源，更應擔負起比都會區大

學有更重要的機能和使命，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促使地方發展，提供地方知識

創造平臺，有效整合所在區域資源與創造地方產業發展，帶動地方創生，並希望

藉由教育資源重新整合，進而協助學校找到自身定位，才會彰顯高等教育存在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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