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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顧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大學主要的任務在於培育人才以及研究學術，因此，其對於社會的進步與國

家的發展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陳維昭，2005）。然因近年來臺灣出生率降低、

少子女化現象嚴重，造成部份大學生源不足，進而導致招生不足或面臨倒閉之危

機（于承平，2017；邱怡瑄，2021；張翊辰、林新發，2019），再加上全球經濟的

衰退，政府整體預算相互排擠，其對大學教育經費補助上，也逐漸縮減（于承平，

2017）。面對此等現象，學者專家紛紛提出大學整併、策略聯盟或成立大學系統

之呼聲（陳怡如，2011；劉源俊，2017）。 

為有效整合大學資源，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教育部乃依《大學法》第六條

第一項「大學得跨校組成大學系統或成立研究中心。」之規範，於 2006 年訂定

公布《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其中，第二條更提及：「大學為提升教學品質

及研究水準，有效整合大學資源，得聯合其他大學共同成立大學系統。」基此，

臺灣有關大學系統的成立，就有如雨後春筍一般。 

美國大學系統一向被認為是運作相當成熟的國家之一，而且，每個州都幾乎

存有大學系統，諸如，加州的大學系統共有三個：加州大學系統、加州州立大學

系統、以及社區學院系統，其中，第一者較屬研究型、第二者較屬教學暨研究型

（馮達旋，2015），而臺灣自 2003 年率先成立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教育部更於

2006 年訂定公布《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其後，先後又成立了 11 個大學系

統，其中，臺灣教育大學系統是結合部份原教育大學改名之學校而成立，可說是

一個組合色彩相當鮮明的大學系統。 

本文旨在闡述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運作的內容與展望，首先說明我國大學系統

的現況，其次論述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的運作內容，最後，針對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未來運作之內容提出建議。 

二、我國大學系統的現況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2003 年）乃是《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未訂定前就

成立的大學系統，也是臺灣最早成立的大學系統，其後，依據《大學系統組織及

運作辦法》先後成立的尚有 7 個大學系統，其中，參與成員最多的是臺灣國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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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統（11 所學校），第一個私立大學成立者為中臺灣大學系統，最晚成立的是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2021 年），參與成員都位處臺灣北部地區者為臺北聯合大學

系統，位處臺北市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屬相同董事長者則為中亞聯合大學系

統。而參與成員皆為師資培育體系，且大部份學校屬原教育大學改名者則為臺灣

教育大學系統。 

三、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的運作內容 

臺灣 12 個大學系統中，臺灣教育大學系統（以下簡稱教大系統）的成員大

學都是師資培育相關之大學，而且部份大學之前身是教育大學，目前總校長為前

教育部長吳清基，系統辦公室租設於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至於系統經費主要

有三大部份，其一為系統大學每校每年提撥經費，其二為各教育機關委辦經費，

其三則為公私部門與民間團體經費支持，因此，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的運作內容，

除由系統自辦活動之外，也包括與其他公私部門間的委辦活動及合辦活動，茲分

述如后。 

(一) 自辦活動 

1. 國內 

(1) 學生社團幹部研習營 

2013 年創辦「第一屆臺灣教育大學系統學校學生社團幹部研習營」，每

年由教大系統成員各大學輪流主辦，迄今已辦理第九屆，透過營隊戶外探索

課程、專題演講、團康活動等，以增進學生社團幹部之人際關係及領導與溝

通知能。 

(2) 優良博碩士學位論文獎 

2015 年創辦「第一屆臺灣教育大學系統優良博碩士學位論文獎」，每年

由教大系統辦公室統籌辦理，迄今已辦理第七屆，頒獎典禮於系統委員會議

中舉行，並頒發獎金和獎狀鼓勵，以獎勵系統各校學生學術研究成果。 

(3) 學士班轉學考聯合招生計畫 

2015 年首度辦理「臺灣教育大學系統學士班轉學考聯合招生計畫」，參

與學校為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北市立大學等三校數學系與

資訊工程學系；2016 年續辦「臺灣教育大學系統學士班轉學考聯合招生計

畫」，有國立臺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臺北市立大學等三校中文學系參與。 

(4) 馬來西亞同學聯誼會 

2020 年首度辦理「第一屆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馬來西亞同學會」，由教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7%B3%BB%E7%B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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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成員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承辦兩天一夜之活動，以聯繫在臺就學之馬來

西亞籍僑生情感，搭起臺馬教育交流橋樑，迄今已賡續辦理第二屆。 

2. 國外 

(1) 海外聯合招生計畫 

2017 年首度辦理「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107 學年度海外聯合招生計畫」，

由教大系統總校長帶領成員大學各校校長、副校長或國際長至馬來西亞進行

招生活動，而招生對象則以「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學生」為主。 

(2) 教育高端論壇 

2018 年首次辦理「第八屆海峽兩岸教師教育高端論壇」，與廣東省嶺南

師範學院、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共同合作，邀請大陸和臺灣學者參與並發

表論文。 

(二) 委辦活動 

1. 公部門 

(1) 教育部「臺灣教育大學系統年度專案工作計畫」 

2012、2014、2016 年由教大系統整合系統大學成員，主動向教育部申請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專案工作計畫」，以協助各校校務活動之推動。諸如，

臺北市立大學的「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研習課程實施計畫」與「新加坡

海外教育見習課程計畫」、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的「樂齡教育專業人員第二期

培訓」、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的「國小四到六年級數學領域基本學力教學輔助

元件建置計畫」、國立臺南大學的「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研習課程實施

計畫」、國立屏東大學的「原住民籍師資培育課程開發計畫」與「創新自造

推展基地：動手 FUN 科學計畫」等。 

(2) 教育部「臺印高教暨華語國際合作模式研究計畫」 

教大系統成員學校國立東華大學 2021 年獲得教育部「臺印高教暨華語

國際合作模式研究」經費補助，並由系統召集大學問機構、淡江大學、明道

大學、及文藻外語大學，共同合作推展此研究計畫。 

(3) 馬來西亞師範學院拉讓校區師資生培訓計畫 

馬來西亞師範學院拉讓校區語文部中文組於 2018 年，委請教大系統辦

理「馬來西亞師範學院拉讓校區-臺灣小學教育觀摩團計畫」，規劃為期 11 天

之馬來西亞師範學院學士學員培訓課程與臺灣小學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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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市嘉定區教育局中小學校長培訓計畫 

2014 年，上海市嘉定區教育局委請教大系統辦理「上海市嘉定區教育

局中小學校長培訓計畫」，規劃中小學校長在臺培訓課程，以促進兩岸師培

教育交流活動與發展。 

(5) 廣州市教育人員培訓計畫 

廣州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於 2016-2018 年間，委請教大系統辦理名教師培

訓研習、名校長培訓研習、教育學會交流團培訓研習、教師培訓交流團等培

訓計畫。 

(6) 成都市教育人員培訓計畫 

2018 年，成都市教育局委請教大系統辦理「成都市各區縣市督導部門

領導研習團、新津縣中小學校長研習團、成都市幼教教師研習團、溫江區中

小學校園安全管理幹部研習團、成都市未來學校參訪團、平潭縣幼教教師研

習參訪團」等培訓計畫。 

2. 私部門 

(1) 弱勢學生關懷輔導課輔計畫 

2013 年至今，財團法人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每年均委託教大系統辦理

「弱勢學生關懷輔導課輔計畫」，輔導對象以「國中、國小學生」為主，以

改善偏鄉地區學習資源不均之情況，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 關懷輔導偏鄉弱勢學童計畫 

2014 年至今，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每年均委託教大系

統辦理「關懷輔導偏鄉弱勢學生計畫」，輔導對象以「國小學生」為主，以

增進偏鄉學童知能學習及品德素養。 

(3) 廣東省、黑龍江省教育人員培訓計畫 

財團法人東莞臺商育苗教育基金會自 2013 年-2014 年間，均委託教大

系統辦理「小學及幼兒園名教師培訓計畫、特殊教育考察團、2014 小學校長

赴臺培訓方案、中等職業教育研習培訓、百千萬高中名教師培訓團、幼稚園

名園長專案」等計畫。 

(4) 骨幹教師臺灣高級研修班計畫 

2017 年，臺灣教育文化交流策進會委託教大系統辦理「江蘇省灌南縣

骨幹教師臺灣高級研修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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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偏鄉課輔計畫成果發表暨研討會 

2018 年，教大系統與財團法人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合作辦理「偏鄉課

輔計畫成果發表暨研討會」，除參與執行計畫之系統學校分享經驗外，亦邀

請國內學者針對弱勢族群學童、原住民以及新住民之教育政策進行主題演

講。 

(6) 星雲教育論壇 

2020 年，佛光山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及星雲教育獎指導委員會

委託教大系統辦理「2020 星雲教育論壇」，分別由教大系統成員大學之臺北

市立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及國立臺東大學負責北、中、

南、東各區之論壇。 

(三) 合辦活動 

在合辦活動上，國內則包括有：(1)與財團法人懷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財團法人陳玲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中國青年救國團，合作辦理教育大

愛「菁師獎」遴選教育績優人員與表揚活動；(2)與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合

作辦理「星雲教育獎」，遴選優秀教職人員與表揚活動；(3)與中華幼兒教育策進

會合作辦理「幼鐸獎」甄選優秀的幼教從業人員與表揚活動；(4)與教大系統成員

大學合辦「木鐸盃」活動；(5)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家庭教育中

心、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及銀光未來教育協會合作辦理全國「第一屆好漾爺爺奶

奶表揚活動」；(6)與中華民國孔孟學會及中華民國三一寰宇文化協會，合作辦理

一年一度孔子釋奠禮（祭孔大典）。 

而在國外合辦的活動，則有：(1)與廣東省嶺南師範學院、中華民國師範教育

學會合作辦理「2013－2019 臺湛大學生夏令營」；(2)與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合作辦理「2014 驚豔臺灣兩岸青年夏令營」；(3)與廣東省嶺南

師範學院、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合作辦理「2015－2019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

壇」；(4)與廣州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廣州大學、兩岸現代職業教育協會合作辦理

「2016、2017 穗臺校長論壇」；(5)與廣東省嶺南師範學院、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

會合作辦理「2015－2018 海峽兩岸教師教育高端論壇」；(6)與廣西教師教育研究

會、臺灣教育文化交流策進會合作辦理「2017 第四屆臺桂教師發展高峰論壇」；

(7)與國立屏東大學、廣東省廣州大學合作辦理「2014 第四屆兩岸教育政策研討

會」；(8)與臺北市立大學合作辦理「2014 海峽兩岸高等教育論壇－大學校務治理

研究」。 

綜上所述，教大系統所主辦的活動相當多元，包括海內外聯合招生活動、學

生學習活動、學生表揚活動、研討會活動等；而受委辦活動則主要是弱勢學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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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活動、主動協助系統成員學校申請教育部計畫活動、海內外教育人員培育活動

等；另外，也與各公私部門、基金會等合辦不少的教育活動。 

四、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運作內容之展望 

教大系統雖已有不錯且多元的運作內容，不過，就《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

法》來看，「提升教學品質及研究水準」、「跨校學術及教學、師資聘任」、「跨校

合作研究、借調」仍是相當重要的任務，而此也是目前教大系統運作內容仍有待

著力與強化的部份。而要改善教大系統成員大學之教學與研究水準、跨校合作研

究與借調、以及跨校師資聘任等問題，則專業學習社群的籌組、研究團隊與資源

的整合、師資交換與交流、以及共辦國際教育學術交流活動等，應該是值得推展

的運作內容。 

(一) 籌組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大學系統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教學品質及研究水準，而教大系統成員大

學都屬原教育大學的學校，也較關注教學任務。因此，本文建議，未來教大系統

應可結合系統成員大學之教師，共組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進行教學經驗

分享以及創新教材和教學模式之研發，藉以提升系統成員大學之教學品質。 

(二) 整合跨校之研究團隊與資源 

研究水準的提升也是大學系統成立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從教大系統之運作與

內容來看，學術研究之合作及整合應是未來可再強化的方向。因此，為提升教大

系統更能呼應所謂的「研究與教學型之大學系統」，本文建議，未來可強化大學

系統成員大學間研究團隊與資源的整合及合作，藉以提升大學系統各成員大學在

學術研究上之能量。 

(三) 推動師資交換與交流之計畫 

師資聘任與借調也是大學系統可推動的任務之一，不過，以教大系統成員大

學校區較不集中的情況來看，師資交換或交流似乎是較可行的方式。因此，本文

建議，教大系統未來可推動短期之「教學與研究訪問教師」方案，以提供系統成

員大學之教師透過短期交換或交流機會，進行異地教學實驗、學術研究與服務推

廣，進而提升教學品質及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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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強兩岸及國際教育學術交流 

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也是《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中，期待大學系統所

應推動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本文建議，教大系統未來可加強辦理兩岸及國際

教育學術交流活動，以引領系統成員大學提升學術交流量能，諸如，(1)辦理教育

專業學術論壇；(2)辦理兩岸大學生交流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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