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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近年來，因政府廣設大學使我國高等教育朝向普及化發展。為增進高等教育競爭力，政府

自 2003 年起亦陸續推動各種競爭型經費計畫，如「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等；事實上其他國家，如歐盟也建立 Erasmus Mundus 計畫、日

本也推出「21 世紀 COE 計畫」、韓國也有類似的「Brain Korea 21（BK21）」計畫。另一方面

我國學齡人口減少，少子化海嘯來襲，全國大專校院首當其衝，私校退場轉型，當前各大學調

整辦學模式追求創新轉型已為必然，這也可能是促成高教資源合理重分配的契機。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業化趨勢，大學透過整合組織資源、自行籌措財源、與地方組

織或產業結合經營、建置學習平台、提供遠距教育課程、發展國際研究與革新行政資訊系統更

普遍，足見大學已開始展現出適應環境的能力，將危機化為轉機，透過組織變革進行組織再生。

大學轉型發展係指在全球化知識經濟下，為維持競爭力與教育品質，積極尋求與政府及產業共

同合作，透過組織調整或目標轉換等策略，創造出適應未來的新經營模式。透過轉型後的大學

教育，也期望吸引優秀學生就讀，強化符合時代趨勢的產學合作，創造與創新個人與社會的附

加價值。 

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針對大學轉型發展的現況進行分析和檢討，探討實際運作情形和問

題，提出可改善的方向或具體途徑，建構高等教育未來的美好願景。基於此，本期以「大學轉

型發展之促進」為主題，廣邀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賜稿，希望針對大學轉型發展之現況

進行分析和檢討，提出未來可以發展的方向和可能途徑。 

本期稿件均經雙向匿名審查，「主題評論」部分共收錄 8 篇論文，幾位學者分別從哲學與

人口結構變動思考大學轉型，從人工智慧的發展思考大學轉型因應，以及提出日本政府對私立

大學之轉型策略與日本大學推動轉型的實例等，作為我國精進相關政策之參考。「專論」收錄

3 篇，「自由評論」則收錄 21 篇，議題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大學導師制度、教師工作投入、教

師義務、醫學素養、醫護教育、核心素養、技職教育、會計實務教學、學校發展、彈性學習時

間、戶外教育、偏遠學校、混齡教學、校園防災教育、閱讀素養、雙語教學、數學教學、藝術

療癒、數位音樂學習、品德教育、親師溝通等，這些論文從不同面向探析當前我國教育議題，

並提出見解與評論，豐富本期內涵。 

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賜稿者對本刊物的支持，對於審稿者、執行編輯、所有編務同

仁和學會秘書處暨編輯室與二位助理的付出，在此也特別致謝，因為有大家的參與和努力，本

期方能圓滿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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