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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

　　高等教育包含大學和專科學校，其中大學學士班招生因面臨少子化生源

銳減的衝擊，每年招生不足最受矚目。2023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管道放榜，

整體錄取率96.14%，缺額仍有6,464個，以私立大學最多，也有一些國立大

學出現缺額。就總招生管道的缺額來看，情形也類似。

　　高教招生重要課題值得討論者很多，例如：招生數與經費補助掛勾、招

生方式、國際招生、推廣教育及終身學習招生等。大學招生還有學生素質、

選才方式、學習歷程檔案等問題，更嚴重則導致經營困境或大學退場。大學

應如何針對問題，拓展生源、適性選才、改善經營，顯然十分重要。

　　本期主題文章探討高教招生，多篇文章聚焦於我國大學或大專招生之困

境、迷思和對策，有幾篇特別針對私立大專、技職校院、偏鄉大學招生討論

並論及整體高教發展。本期主題文章也對於國際招生多有著墨，多篇討論臺

灣、澳門及泰國之經驗和啟示，對於大學招生首創參採學習歷程檔案的利弊

得失亦有專文探討，提供建言。此外，本期主題評論有專文討論解決招生問

題的多元策略，反思高教招生的公平性，論及招生問題的社會層面。

　　本期自由評論的文章，內容也相當豐富。各篇文章分別討論高教雙語政

策、幼兒雙語教學問題、分析國小對永續發展指標的推動問題等。

　　本期專論文章探討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之成效和困境，提出前瞻建言，

以較長篇幅討論地方推動技職雙語教育，對雙語政策頗具啟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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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高等教育包含大學和專科學校，其中大學學士班招生因面臨少子化生源銳減的衝擊，每年

招生不足最受矚目。2023 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管道放榜，整體錄取率 96.14%，缺額仍有 6,464

個，以私立大學最多，也有一些國立大學出現缺額。就總招生管道的缺額來看，情形也類似。 

高教招生重要課題值得討論者很多，例如招生數與經費補助掛勾、招生方式、國際招生、

推廣教育及終身學習招生、產業特殊需求外加名額、大學減招政策、動員教師招生等。大學招

生還有學生素質、選才方式、學習歷程檔案、適性發展、教育品質等問題，更嚴重則導致經營

困境或大學退場。大學應如何針對問題，拓展生源、適性選才、改善經營，顯然十分重要。 

本期主題文章探討高教招生，多篇文章聚焦於我國大學或大專招生之困境、迷思和對策，有

幾篇特別針對私立大專、技職校院、偏鄉大學招生討論，並論及整體高教發展。本期主題文章

對於國際招生多有著墨，多篇討論臺灣、澳門及泰國之經驗和啟示，對於大學招生首創參採學

習歷程檔案的利弊得失亦有專文探討，提供建言。此外，本期主題評論有專文討論解決招生問

題的多元策略，反思高教招生的公平性，論及招生問題的社會層面。 

本期自由評論的文章，內容也相當豐富。有兩篇文章分別討論高教雙語政策和幼兒雙語教

學問題；有一篇文章分析國小對永續發展指標的推動問題； 有一篇文章探討「思覺行盼」理

念如何啟動自主學習力；有兩篇文章分別討論融合教育政策和消除歧視的教育。還有一篇理念

創新的評論文章，分析學校治理如何整合量子領導理論。最後一篇壓軸文章，檢討國內道德教

育的困境和突破。 

本期專論文章探討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之成效和困境，提出前瞻建言，以較長篇幅討論地

方推動技職雙語教育，對雙語政策頗具啟示性。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和自由評論的前兩篇文章相

互對照，得到更寬廣的理解。 

本期之出刊，先要感謝各文作者和審者之辛勞，也要感謝方志華理事長、全體理監事的規劃

及葉興華秘書長率領編輯部全體同仁的協助。當期執編由吳錦惠助理教授翻轉角色擔任，用心

投入，快速達標，特此致謝。相信本期教育評論觀點的提出，必能帶動國內教育改革和發展。 

第十三卷第一期 輪值主編 

黃政傑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靜宜大學終身榮譽教授和暨大榮譽講座教授 

成群豪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華梵大學前總務長、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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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大學招生的困境及對策 
劉源俊 

東吳大學名譽教授 

 

一、少子化引發大學的生源危機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12 學年的大一學生有 27.8 萬人，之後由於少子化，

這數字就一路下滑。2022 學年還有 20.1 萬；但 2023 學年大一新生僅剩 19.1 萬

人。11 年來，大一新生共少了 8.7 萬人，約相當於 31%。1 

再看內政部的人口統計，18 歲的人口在 2012 年為 32.3 萬，到 2015 年開始

陡降，2022 年降為 21.9 萬，2023 年為 20.9 萬，16 年後的 2039 年為 16.1 萬。2 

從以上數字不難看出：(1)大學的容量超過及齡人口數甚多，18 歲的青年幾

乎都能上大學。(2)大學招生的缺額很多，而且會愈來愈多。教育部發明的「寄存

名額」辦法不過是自欺欺人。(3)許多大學面臨無生可招的困境，不得不作垂死前

的掙扎。 

大學招生不足所衍生問題，至少可列出下面六項：(1)學校的收入減少，因而

引發財務危機。(2)學校不敢增收學費，教學品質乃益趨下降。(3)由於學生不愁沒

學校讀，多不肯用功，大學須適應學生程度每況愈下的趨勢。(4)學子既缺乏進取

動機，多選擇就近入學，於是每一所大學都逐漸「地域化」；由於接觸侷限，學

子目光乃益發短淺。(5)由於學生程度降低，有些優秀教授選擇提早退休或出走，

臺灣在國際大學評比的表現遂節節落後。(6)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成績優秀或家境

優裕的高中生更會選擇出國留學，大學的生源危機乃更雪上加霜。 

種種情況惡性循環發展，困境已演變成為危機。 

二、生源危機影響大學招生方式 

這些年來大學的生源危機也深深影響到了大學招生的方式。各校為免沉淪，

乃使盡解數拚招生，於是出現如下種種怪現象：(1)競相增加「申請入學管道」的

名額，於是嚴重影響到高中三年級的正常教學。(2)積極提供各種獎學金花招以期

吸引學生，不免扭曲學子純正向學的動機。(3)許多教師被要求協力招生，乃不得

                                                

1 教 育 部 估 今 年 大 一 新 生 首 跌 破 20 萬 。 中 時 電 子 報 。 取 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0703000332-260114?chdtv 
2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 人 口 推 估 查 詢 系 統 ， 入 學 年 齡 人 口 。 取 自 https://pop-

proj.ndc.gov.tw/chart.aspx?c=13&uid=4113&p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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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荒廢正業，以招生為首要任務。(4)降格以求，盡力向東南亞的失學青年招手，

不惜傷害正常的教學與行政措施。(5)減少入學的考科要求。最近就有報導：2023

年「考試分發」各招生系組中，共有 268 個系組不參採學測國文成績；3未來大

學生的程度著實讓人擔心。(6)為因應有些學系面臨關門，採取併系教學等手段，

學子所學與入學時的期望乃不相符。 

查 1989 年教育部成立「中華民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在 1992 年曾提出《我

國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其具體建議在如今「僧少粥多」的情況下，多已

成為雪泥鴻爪，不復適用。但其中揭櫫的一些「良好大學入學制度的規準」則仍

然值得大家仔細檢視並借鏡。當時研究小組於分析國內外大學制度之後，曾提出

十四項規準：4 

1. 各大學校院擁有入學方式的自主權。 

2. 入學方式要明白易懂。 

3. 能引導高中正常教學。 

4. 要採用多項資料。 

5. 要避免性別、城鄉及文化背景的歧視。 

6. 讓高中教師充分的參與。 

7. 省時、省力、省錢。 

8. 公平、公正、公開。 

9. 不因離校時間的長短而影響入學的均等機會。 

10. 讓學生有多種入學的途徑。 

11. 要能正確反映出學生的學習成就。 

12. 要能顧及學生的特殊才能和性向。 

13. 要能鼓勵學生向學的動機。 

14. 要具備可行性。 

現今的大學入學方式極為多元，上述規準 4、6、10 與 12 是符合的。又，既

然已在進行，規準 14 無關緊要。規準 1 與 8 則是部分達到。何以如是說？表面

上似乎各大學可以自行決定各管道的招生比率，然而實際上的大權仍然操在教育

                                                

3 見《大學問》。取自 https://www.unews.com.tw/News/Info/6594 
4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大學多元入學方案。1992 年 5 月 30 日。

轉載於教育資料文摘月刊，1992 年 8 月號與 9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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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手上。君不見？2005 年版的《大學法》第 24 條明訂：「大學招生，……；其招

生（包括考試）方式、名額、考生身分認定、利益迴避、成績複查、考生申訴處

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大學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此外，

教育部又藉各種競爭性專案，以利誘方式使各大學配合有關招生的政策。 

然而，大學過多而入學方式「亂多元」的結果，規準 2、3、5、7、8、11 與

13 則明顯不符合。特別是，大幅擴增「申請入學」、推行高中「學生學習歷程」

與強調「素養導向命題」等都導致「利富害貧」。又，現今多數高中生在高一到

高三上學期時窮於應付，在高三下學期得知錄取後又流於逸樂；拼湊而成的多元

入學制度著實為害匪淺。簡言之，目前的大學入學方式是不及格的！ 

根本問題在於：教育部不願釋權於大學。政府對大學從學生入學到校務管理

幾乎完全掌控，加上以各種競爭性專案經費補助的利誘，使得大學處處需仰賴教

育部鼻息。教育部的大學入學政策既步伐紊亂，「良好大學入學制度的規準」自

然難以建構。 

三、紓解大學招生困境的對策 

目前大學招生面臨的困境，如上所述，實複雜而難解。如今譴責當年「廣設

大學」的主張，已無濟於事；羊既已亡，為今之計也只能勉力探討補牢之法。以

下略述若干淺見，就教於大方。 

(一) 國立大學大幅減招，甚至關掉一些國立大學 

由於生源大幅減少，許多私立大學瀕臨關閉。有些私立大學本來志在謀財，

關閉固然有利世道；但有些懷教育理念的大學若辦不下去，則令人惋惜。然從另

方面看，則大部分國立大學招生過多，生師比偏高，不僅影響教學水準，且不利

於國際大學的評比。各大學的規模當有需要因應時勢而適度縮減。 

大幅減少國立大學的招生名額，甚至關掉（合併）一些國立大學，當可收一

舉兩得之效：一方面提高生師比，另方面又讓優良的私立大學得以維持生機。這

當然需要教育當局遠大的眼光、周密的思考，與肯擔當的霹靂手段。 

(二) 歡迎陸生來臺 

目前許多私立大學為求生存，致力到東南亞去招生。但其實得不償失：一因

招到的學生學力通常不足；二因這些願意來臺的學生通常家境清寒，需要助學；

三因顧及學生的需要，往往需用英語教學，既難覓適當教師，又不利於本地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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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南進」事實上「難行」。 

其實最好的解方莫過於歡迎海峽對岸的大陸學生來臺。陸生的水準一般而言

較高，用國語授課也完全可行。陸生來臺，既可滿足生源的需求，又可收刺激本

地生上進之效，復可緩和兩岸緊繃的氣氛，何樂而不為？但就怕對方不肯放學生

來，這就需要為政當局放開胸襟、拓寬視野，在政治上願與對方和平共處。 

(三) 高級中學的期程改制為四年 

目前的大學入學方式嚴重影響到高中的教育，但難以找到兼顧各方需求的方

案。有一方法或可以緩解，就是將高級中學改為四年。就學四年荒廢掉一學期，

總比就學三年荒廢掉一學期好得多！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已採行「五－三－四」的學制，這比我們現行的「六－三

－三」學制，更為符合學子身心的發展與現代學習的需要。我們有必要即刻開始

研究學制改革的方案；即便緩不濟急，這卻是未來必須面對的新課題。鑑於在少

子化的情況下，高級中學的空間充裕，這樣的改革實行起來當不會太困難。 

(四) 檢討大考中心與大學招聯會 

自從 1994 年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以基金會運作以來，迄今已將近三十年。令

人遺憾的是，這一中心愈來愈像是一個教育部的下屬單位。它依賴教育部挹注經

費不打緊，竟處處總以教育部為馬首是瞻。這與當年設置基金會的立意完全背道

而馳。 

查看該基金會董事會的結構就不難瞭解一二。1994 年成立時，董事會十九

席中有一位是教育部次長，其餘則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各有九位（當初私立大學

曾捐助約一半的基金）；到如今，則董事會十五席中，除教育部代表改為高教司

司長外，有十位國立大學校長，三位是私立大學校長；常務董事七席中，私立大

學校長只得一席，且還是擔任過教育部次長的一位。監察人三席中，則教育部代

表、國立大學校長與私立大學校長各得一席。這樣的董事會顯然不可能發揮獨立

測驗機構的功能。 

再說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由於該會的執行秘書總隨召集人改變而更換，

遂難有穩定的政策。又，雖然組成的成員都是大學校長，但根據其《組織規程》，

「各項會議集會時得邀請教育部、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及相關單位人員列席。」所

有決策都難逃教育部的手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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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需要重新檢討這兩個與大學入學息息相關的機構，期使大學入學能成

為大學自主的的事項。 

(五) 發展鑑定考試 

在前述《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中的〈肆、展望〉一節寫：「其實，

更理想的入學考試應是學力鑑定考試。任一學科都按其內容的深淺分成若干級，

每一級都有一考試，都採鑑定制，及格了才能參加高一級的考試。各級的考試一

年可以有好多次，學生不論年級，隨時都能參加。最後，學生向各大學申請入學，

而大學以學生各科所達到的級等作為招生的重要參考依據。」 

目前「申請入學」已成為大學入學最主要的管道，然而上述「鑑定考試」卻

杳無蹤影，學生申請時只依據一年一試的「學科能力測驗」作為重要的備審資料

（「學生學習歷程」實不足採信。）換言之，「申請入學」的配套嚴重不足。大學

入學考試中心應積極研究此種「鑑定考試」的實施。在網路科技蓬勃發展的新時

代，線上測驗更屬未來的趨勢。 

(六) 鼓勵在職進修及終身學習 

18 歲大學入學年齡人口的逐漸減少，顯是難以逆轉的趨勢。拓廣大學生源

的另一方式，就是鼓勵在職進修與終身學習。大學有需要多與企業界合作，廣開

線上學習課，讓在職人士與退休人員能利用白天（而非必須於晚間或週末），在

大學註冊進修，獲取新知。 

此方案的前提則是需要有全民好學的風氣，有賴居上位者的積極提倡與良好

制度的建立。 

四、結語 

大學招生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必須全盤關照，才能期望解決其困境。

1989-1992 年間「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專案」的努力無疑是一里程碑。後來，則由

於教育當局人事更迭頻繁、政策不斷推陳出新，大學入學制度整個亂了套，以致

如今亂象雜陳，學校、學生、教師、家長都不堪其擾。 

本文當係拋磚引玉。還望當局念在下一代的良好教育，慎重集思廣益，重新

為新時代的大學入學尋求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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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女化的大專校院招生問題與因應思維 
張國保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 

教育部前技職司長 

高教司代理司長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監事 

 

一、前言 

少子女化顧名思義就是出生人口的減少，而出生人口減少勢必影響到就學人

口數的下降。依據內政部（2023）統計，2010年虎年的出生人口數為 166,886 人，

大家以為應是臺灣出生人口數的最低谷底，但 2022 年又逢虎年，出生人口數又

下降至 138,986 人。雖然 2028 年及 2040 年才是大學面臨高中畢業生就讀的最低

谷，但截至 2023 學年度已有多所私立大專校院出現缺額大增、學校規模縮減、

學雜費收入減少及整體校務經營管理無法維持運作等問題。故教育部於 2022 年

5月 11日訂頒《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簡稱退場條例），第 1條第 1

項明定「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建立私立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退場機制。」然退場只是消極作為，有無積極性的因應措施，乃本文

探討的重點，同時聚焦少子女化影響大專校院招生的積極思維，提出相關建議。 

二、少子女化的招生問題 

少子女化影響大學招生的問題非常多，如：造成私立大專校院生存危機、衍

生高教人才培育失衡及私校面臨無力經營而退場的困境，說明如下。 

(一) 生源不足，造成私立大專校院生存危機 

教育部統計處（2023a）公布之「大專校院概況統計」顯示，2012學年度大

專校院學生共 1,355,290 人，公立 437,026 人，約占 32.25%、私立 918,264 人，

約占 67.75%。2022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共 1,140,089人，公立 456,651人，約占

40.05%、私立 683,438人，約占 59.95%。近 10年來，大專校院學生減少 215,201

人，約負成長 15.88%，其中公立增加 19,625人，正成長 4.50%，私立減少 234,826

人，負成長 25.60%，且私立的占比由 67.75%下降至 59.95%。再觀 2022 學年度

大學分發委員會（2022）公布的分發入學缺額計有 14,493人，相較 2021學年度

招生缺額 2,732 人，增加 11,761 人。共有 51 所大學有缺額，其中公立大學 22

所，私立大學 29 所。但公立大學缺額僅 1,431 人，私立大學缺額 13,062 人，占

缺額人數的 90.1%，若再加上長久以來家長先公立後私立的選校心態，私立大專

校院恐將處在更不利的生存危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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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註冊率掛帥，衍生高教人才培育失衡 

生源緊縮下，註冊率成為招生成效的最重要指標。教育部統計處（2023b）

公布之「2004-2022學年度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可知，近 10年來，實際註冊減

少約 75,208人，負成長 27.62%，整體註冊率下降 3.06%。在學科人數變化方面，

2017-2022 近 5 學年間科技類學生占比增加 3.2%、人文類學生小幅減少 0.5%、

社會類學生則減 2.7%（教育部統計處，2023a）。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附表六之一：「註冊率未符合規定之名額調整基準」規定，

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日間與進修學制專科及學士班註冊率低於 50%至 29.9%以下

者，名額調整基準為 70%至 50%；碩士班及碩士在職班註冊率低於 50%至 9.9%

以下者，名額調整基準為 85%至 70%。若僅以註冊率作為系所退場的指標，將逼

迫不少人文類及社會類系所陸續退場，對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均衡性堪憂。 

(三) 財務減收，私校面臨無力經營而退場的困境 

依據「各級學校經費支出」分析顯示，2011學年度私立大專校院 1,247.3億

元，2021 學年度降至 1,220.0 億元，10 年來私立大專校院經費減少 27.3 億元，

下降 2.2%（教育部，2023a），已嚴重衝擊私立大專校院的校務經營。《退場條例》

第 5條明定「學校財務狀況惡化，有影響校務正常營運之虞。」列為預警學校的

條件之一。且若財務、師資質量及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檢核結果為不通過，或三年

內被列為預警學校達二次以上，依該條例第 6條認列為專案輔導學校（簡稱專輔

學校）。而預警學校與專輔學校共通原因，都在於少子女化生源驟減，導致私校

招生嚴重不足，因而影響學雜費收入的減少，致財務寅吃卯糧及產生赤字缺口，

直接或間接衝擊到學校的正常校務運作、師資延聘及軟硬體設施的汰舊換新，造

成教育品質的堪憂，甚而落入《退場條例》列管的適用範圍，私立大專校院本為

人才培育的重鎮，淪此慘景實不可言喻。 

三、因應思維 

少子女化的持續惡化，「教育部第一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

在 2023年 6月第 14次會議審議通過大同技術學院、明道大學及環球科技大學等

3校，須於 2023學年度停止全部招生，並於 2023學年度結束時（2024年 7月 31

日）停辦（教育部，2023b），此現象恐未休止，政策上應有積極作為，以協助私

立大專校院度過風暴難關。茲提出四點因應思維，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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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檢討獎勵補助政策，提高規模小校的定額獎勵補助額度 

依據教育部（2023a）「2022年度大專校院概況統計」顯示，2017學年度 157

所大專校院，平均每校 8,114人，公立 50校每校平均每校 8,764人，私立 107校

平均每校 7,810人。2022學年度 148所大專校院，平均每校 7,703人，公立 47校

平均每校 9,716人，私立 101校平均每校 6,767 人。近 5年來私立大專校院平均

每校減少約 1,043人，朝向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有特色、小而具有競爭力且能

永續的私立大專校院漸成趨勢。教育部高教司（2023）提出自 2024 年減免私立

大專學雜費 3.5萬元補助的新政策，但生源不足下，若私校無法招到學生，就感

受不到政策的美意。且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

申請要點》三之（三）「當年度 10 月 15 日以前在籍學生總人數未達 1,500 人之

學校，得採定額獎勵補助。」若以每生每年約 10萬元學雜費估算，1,500人約可

收入 1.5億元，若能對學校補助 20%經費約 3,000萬元，再加上其他競爭型計畫

獎勵補助專款，尚能維持小而美的基本運作需求，故建議對校務健全的私立小校，

宜適度提高定額獎勵補助額度，以維持健全的私校基本運作能量。 

(二) 輔導私校適度調控系所招生名額，並兼顧大專類科領域的均衡性 

大專校院是高等人才培育的場所，104 人力銀行發表的 2023《民生消費

產業人才白皮書》指出，餐飲業、零售業、批發業、住宿服務業、以及運動及

旅遊休閒業等五大民生消費產業，平均每個月缺才 38 萬 2,000 人，徵才難

度是整體市場的 4.4 倍，缺工已影響上千萬名消費者的日常，且五大民生消費

產業的從業人員超過兩百二十萬人，全國平均每四位受僱者，就有一位來自民生

消費產業。因此，政策上宜就有限的生源，輔導私立大專校院參酌學校總量規模、

生源、辦學條件及產業需求，適度調控系所及招生名額，使有限人力能兼顧生源

應變，同時對焦培育具備產業需求的相關知能，發揮量少質精又解決產業缺工危

機。 

(三) 落實公私立定位，使私立大專仍有生存空間 

當生源不足，人才培育產生嚴重供需落差時，不應在由下而上授權各校自主

規劃總量。我國高等教育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 21.5人，OECD平均為 15.1人（教

育部，2023c），若在不增加教師員額也不影響教師權益下，公立大學應以研究所

為招生對象，逐年減少公立大學學士班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達 OECD 水準，並

逐年調降公立大專學士班每班招生名額至 30 人以內，將可勻出政府由上而下可

資統籌運用及規劃的總量籌碼，作為鼓勵公私立調整增設產業需求領域的人力，

一方面提高公立大專校院國際競爭條件及教育品質，另方面使私立校院得有機會

重新調控學士班招生名額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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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尋求增加人口的積極政策，抑止少子女化的蔓延 

少子女化是一個嚴峻的議題，也是跨部會的相關問題，政府若讓人口自然下

降遞減，可能造成經濟衰退，喪失國家總體競爭力。因此，應有激勵誘因，據以

維繫人力的平衡。首先，擴大開放國外青壯年男女移民，一方面來臺工作，解決

缺工問題；另方面鼓勵在臺居留、結婚生子，取得國籍，遏阻人口下滑問題。其

次，擴大開辦境外學生 3+4產學攜手國際專班，一方面解決生源問題，另方面培

養未來勞動中堅幹部，並採積點制作為留臺工作要件（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22），但受到招生規模及類科限制，尚難彌補少子女化生源不足的缺口，宜再

適度放寬；再次，或可比照他國採行徵收單身稅制度，鼓勵健康且適齡男女結婚，

並大幅提高結婚、生育、養育及教育津貼補助，鼓勵出生人口的成長回升。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國者人之積，人力是國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產。少子女化造成的產業缺工、

私校退場及人才失衡，無疑就是嚴重的國安問題。即使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

一流的專業技術人才，仍有必要透過正規教育來培育。政府固然扮演人才培育的

角色與職責，但私立大專校院的存在，可與公立發揮互補、競爭與提供人民多元

選擇就學的機會。因而，生源不足的少子女化時代，政府的人才培育政策更需大

破大立，以支持協助及輔導公私立大專校院持續發揮高等人才培育的功能。 

(二) 建議 

大專校院的招生已成春秋戰國時代，各校無不卯勁競爭，但效果極微，就大

環境言，以下提出二點政策建議。 

1. 依法保障私人興學精神，增進私立大專校院的永續 

雖然受到少子女化的衝擊，私立大專校院仍為高等教育培育 59.95%的學生

比例。有鑑於《中華民國憲法》、《教育基本法》及《私立學校法》這些法律均保

障私人興學的精神與權益。但《退場條例》對招不到學生的私立大專校院就是雪

上加霜。建議政策上依法維持高等教育的公私立雙軌機制，鼓勵公立校院以辦理

研究所為主，專科及學士學位班則減少公立比重，以分散學生來源，讓私立猶有

生存機會，促進私立大專校院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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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活化高教資源 

國內生源不足，建議政策上應積極協助各校拓展招收境外學生，並儘速恢復

開放大陸學生來臺就學，以維持學校應有的合理學生規模；同時，鼓勵大專校院

與地方政府合作擴大辦理樂齡大學、社區大學或成人進修課程，以充分發揮因少

子女化閒置的資源使用效益；另應活絡產官學研合作機制，一方面善用大專校院

師資人力、實驗設施及空間資源，同時解決產業升級及培育產業菁英，為國家經

濟提高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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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大學招生迷思，實踐多元發展與招生 
林明地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起自於大學招生與教育的觀察 

針對「高等教育招生問題」，本文撰寫的動機主要起自於以下兩個觀察。 

第一，針對高等教育問題，報章媒體報導的或是教育部決策公布的，大學大

多是因為「招生不足」或是「欠薪」而退場；但卻很少因為學術研究不佳、服務

社會與促進國家發展不足，或是教學與服務不良而退場。針對「招生不足」的問

題，當我們檢視《大學法》時會發現，大學的任務不是只有招生而已。例如，《大

學法》第一條明確指出，「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而第五條第一款更明確規定「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

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我評鑑…。」顯然招生只是大

學的任務之一。而針對「欠薪」問題，事實上，大學的經費也不是只有來自學生

的學費而已，其它經費來源至少包括學術研究、社會服務等。因此，少子女化對

大學的影響之問題，若只是從招生問題及其因應的觀點來檢視或分析時，並無法

真正了解問題的全貌。換言之，純粹從招生問題解決大學的經營問題，顯然有一

些迷思需要清楚地指出來。 

第二，教育部在政策推動的方向上，或是許多大學努力的方向上，多數朝著

專業化招生，或成立「招生專業辦公室」統籌負責大學招生而努力（田孟欣，2020；

沈碩彬，2019；李育慈，2021；陳玉樹、洪新原，2021；盧世傑，2022）；但是招

生專案辦公室的成立與運作並無法真正解決少子女化及其所衍生的高等教育招

生問題，因為國內的學生人數並不會因為越來越多大學成立招生專案辦公室而變

多。顯然針對大學招收的學生類型、大學任務的定位等，仍有些迷思需要點破。 

本文主要討論針對大學招生這個議題，來自大學組織內部與外部的迷思，以

及針對這些迷思所主張的大學「多元發展與多元招生」的一些看法。 

二、來自大學內、外部對大學招生的迷思 

參酌相關文獻（何卓飛，2023；張瑞雄，2022；陳世佳、蔡亞平 2021；蔡彣

娟，2019）及本文作者曾擔任大學招生工作之行政主管的經驗，作者認為針對大

學招生的迷思主要來自高等教育機構內部與外部。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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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來自高等教育機構內部對大學招生工作的迷思 

1. 系所應（可以）獨立招生／學校行政單位應統籌負責招生 

在大學裡，系所與學校行政單位站在同一陣線進行招生都不一定可以發揮效

果，更何況是二者彼此互推責任，招生工作一定無法正常發展。但多數的情況是，

大學行政單位認為學生是系所的，所以，系所理當負責招生工作；但系所卻認為，

多數的學生選擇系所的主要考量是先選擇學校的，而且大學行政單位掌控較多的

經費使用，因此學校行政單位應成為大學招生的統籌單位，負責招生。「系所或

行政單位單獨負責招生就可以發揮招生效果」，是一種迷思。 

2. 為了升學，學生與家長應該會主動了解學系，以做選擇 

大學及其成員多認為，學生及家長為了選擇就讀學系，會主動蒐集各學系與

各大學的相關資訊，以選擇學校及學系。「沒有比家長與學生更（想要）了解所

要就讀的系所了」、「學生與家長多數會主動了解大學與學系特色」，這些是大學

及其成員這樣認為的，但這也是一個迷思。 

3. 研究做得好，招生沒問題 

大學的許多成員（特別是學校行政主管）會認為，學術研究是大學的一切，

是大學競爭力的保障，也是學生與家長據以選擇的重要依據（何卓飛，2023），

再加上，我國許多競爭性經費多看重大學的學術研究表現，因此許多大學行政主

管或老師會認為，學術研究做得好，招生就沒有問題。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迷思。 

(二) 來自高等教育機構以外對大學招生的迷思 

1. 招生成效決定大學的一切表現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在政策制定上特別看重大學（系所）的報到率、註冊率、

退學率等與招生相關的數字或表現，以及大學的總人數是否符合經濟規模等；甚

至以招生不利，學生數不符合經濟規模為理由，要求大學退場。但，「招生成效」

決定大學的一切表現，也是一種迷思。 

2. 國際學生會自己來 

招收國際學生是解決國內大學招生問題的重要方向之一，但多數的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或大學會認為，在國際化的潮流下，我國高等教育與其他國家的高等教

育比較起來，品質算是不錯的，因此國際學生與國內學生類似，會主動找尋大學

或學系，自行申請入學。「國際學生自己會來」，也是一種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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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如何實踐多元發展與多元招生 

為打破上述來自大學內、外部對招生工作與問題的迷思，本文作者提出大學

多元發展與多元招生的理念與實際加以因應。大學的多元發展主要克服大學只有

招生的任務，甚至僅招收傳統學生才算是「生存之道」的迷思；而大學的多元招

生主要是打破家長會選擇學校、校內各單位各自招生即可發揮效果、國際學生會

自己來等的迷思。 

1. 發揮大學培育人才、學術研究、提升社會文化、服務社會及促進國家發展的

多元功能 

教育行政機關（特別是教育部）應允許大學的多元發展。參照《大學法》有

關大學培育人才、學術研究、提升文化、服務社會及促進國家發展的宗旨，政府

應尊重並允許大學實踐多元功能。教育部甚至可以認可特定大學在學生人數減少

時，致力於如何強化學術研究、善盡社會責任，以及產學合作提升文化促進國家

發展，爭取經費，進行多元發展的努力。教育部也儘量不要純粹以學生人數不足，

而要求大學停辦，而應以大學的多元發展與表現狀況為參考依據。 

2. 大學展現研究、教學、輔導、服務（協助社會發展）的個別與整體表現 

大學也必須體認到，學校除了招生、加強輔導學生之重要任務外，尚有致力

於提升學校教學、社會服務，與協助社會發展的任務。因為根據《大學法》與相

關法規的規定，大學除了培育人才之外，尚須負責學術研究、提升文化、服務社

會，以及促進國家發展等責任，提高大學的公共性（何卓飛，2023）。針對大學

的績效評比，蔡學斌與湯堯（2023）主張可以讓不同身分者從不同角度評估並交

流大學各方面的表現，以讓家長與學生可以多面向的評估並選擇大學或學系，顯

然大學必須展現研究、教學、輔導、服務（協助社會發展）的個別與整體表現。 

3. 多元行銷並彰顯系所特色 

大學須主動展現、「行銷」學校與系所特色，且因為每一年的學生、家長都

不同，大學的行銷與彰顯特色的努力，必須持續進行與改善。針對此項努力，蔡

學斌與湯堯（2023）依據大學招生與校務運作順暢程度，以及公私立大學兩個屬

性，將大學經營區分為，公立大學且招生校務順暢、私立大學且招生校務順暢、

公立大學但招生校務不順暢、私立大學但招生校務不順暢，以及二者均為中等發

展程度的五個類型，並分別剖析其各自可採行的不同招生策略，但其中爭取、提

高「國際能見度」（頁 107, 108）、提高「辦學能量」、「定期對外公開說明辦學方

式及成效」（頁 108）等作為，幾乎是各類型大學招生均可採行的措施。因此大學

必須持續地進行推廣、行銷學校以及學系的特色與表現，以讓學生與家長選擇學

校與學習時有參考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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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力招生，是學校、系所、老師、學生的共同任務 

雖然大學成立招生專案辦公室了，但學系、學院，甚至教師、學生等，均為

大學招生的重要主體。盧世傑（2022）曾參考相關資料，介紹中正大學、元智大

學等大學招生專業化、田孟心（2020）介紹清華大學招生專業化之後，大學與學

院、系所仍齊力招生的例子可供參考。因此，大學可以透過開設學分班，辦理學

系與學校招生說明會，分享學生學習經驗（學長姐），進行獎學金、工讀學習機

會說明會，運用線上學習等方式展示學校與系所特色，以及系統聯盟特色說明等

多元方式，全校合力招生。 

5. 策略性招收國際學生 

目前的大學國際學生招生多是各大學各自努力招生，未來宜加強教育行政機

關與大學、大學與大學之間的垂直與平行合作，策略性招收國際學生。例如蔡學

斌與湯堯（2023）、陳世佳與蔡亞平（2021）曾指出除了持續提升校園國際化的

友善環境、設立國際或全球學院進行策略招生、加強境外或國際學生學習服務之

外，大學也可以推動與國際高等教育機構學分轉換互相採認，推動線上學習學位，

進行大學特色聯盟，優化入學制度，提供獎學金，請國際學生分享留學經驗，設

立境外辦事處推廣學校，進行境外教學等作為，進行國際學生的招生。 

四、結語：幾個值得省思的大學招生與教育問題 

經過上述來自大學內、外部對招生的迷思，以及根據迷思所提的因應策略，

以下有幾個乍看之下不太合乎常理的問題，值得省思，且須以超乎平常的方式加

以回應，才能逐步推動大學多元發展與多元招生的理念與實際。 

這些問題可以包括：(1)大學的（傳統）學生一定要持續增加嗎？(2)大學的

（傳統）學生註冊率降低就注定「死路」一條嗎？(3)「大學生」是指哪一類（年

齡層的）人？(4)除了招生使學費增加之外，大學可否透過學術研究、提升社區服

務，與協助社會與國家發展增加經費來源，維持或提升大學運作與發展？(5)是否

有些大學的學生數可以減少，讓老師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進行學術研究，增加國際

影響力，另外也可以提供社會專業服務，以及文化經營與塑造等機會與行動？(6)

政府除了看大學的招生數之外，是否也須同時檢視大學的研究學術能量與表現、

大學協助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努力與成果等？以及(7)我國高等

教育品質不錯，如何在教育行政機構與大學、大學與大學，甚至大學與民間機構

合作之下，大力地、策略性、重點式的排除各項困難，持續招收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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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少子化衝擊下的高教招生精準化策略 
何卓飛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講座教授 

 

一、前言 

臺灣高等教育的招生市場，已遭受少子化劇烈的衝擊。就人口出生數變化來

看，臺灣嬰兒出生數於所謂戰後嬰兒潮的 1963 年為 42 萬 7,217 人，達到最高

峰。之後逐年遞減，1981 年 41 萬 2,779 人，2001 年遽降為 26 萬 354 人，至 2021

年更跌破 16 萬人（15 萬 3,820 人），顯現出生率嚴重下降，臺灣少子化呈現出斷

崖式的現象。少子化所產生的衝擊是全面性的，影響層面相當深遠，包括在教育、

勞動力、經濟規模的人力結構與需求無法滿足的現象，影響國家人力資源的發展；

在財政造成快速惡化，影響國家經濟發展，並將削減國家總體競爭力（李淑瓊，

2021）。 

「Advisers 財務顧問雜誌」曾特別敘述到少子化對於臺灣而言，早在 1990 年

代後期臺灣生育率跌破 1.6 時，就已埋下隱憂。認為將帶給臺灣五大危機，而其

中之一個危機就是高教倒閉潮（薛承泰，2020）。立法院第十屆第八會期議題研

析研究成果，也認為對於臺灣過度膨脹的大專校院及招生數來看，高教學校的關

閉與招生大量缺額，能否達成高教招生的目的，確然已是國家必須關切的危機問

題。臺灣只有 2,300 萬人口，但卻有 160 餘所大學，密度之高應是全球之冠，每

14 萬人口便有一所大學（李誠，2013），整體招生率幾乎達 98%。迄今少子化所

造成大專院校的招生缺額問題，造成如雪崩式崩落的現象，尤其對於學校之經營

陷入困境，使得私立大專校院停辦數，可能達到 60 所（吳思華，2014）。而臺灣

的少子化危機卻仍在往下探底，未見盡頭。 

因應少子化所帶給大學招生與營運的危機，政府主管機關、立法及監察機構，

以及社會各界在高教招生上也陸續提出分析探討與應對之策略方案。教育部以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並提出《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退場條例》及《預警學校與專案輔導學校認定輔導及監督辦法》等，來做為管

制私校招生與運作的工具。立法院自 2010 年迄今進行多篇少子化與招生、退場

與改革相關議題研究，於 2022 年 2 月、7 月分別提出大專校院寄存名額相關問

題之研析、少子化教育革新策略之研析、私立大學招生相關議題等之研析與專案

研究報告（王幼萍，2016a、2016b、2019、2022a、2022b、2022c；李高英，2010a、

2010b、2019；趙俊祥，2017；盧延根，2017、2019a、2019b、2020、2021a、2021b）。

監察院於面對「少子化」趨勢，就我國私立大專校院系所面臨招生不足，停招或

減招與經營困境，以及招收國際生、陸生等之問題等，亦有多次的調查，並對教

育主管機關提出糾正要求改善之調查報告（陳小紅，2017；蔡培村、劉德勳、楊

美鈴，2018；賴鼎銘、王美玉，2022）。社會各界、專家學者、高教相關團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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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媒體等，近年來也都對於招生辦理情形及結果，尤其是錄取率過高、招生報

考名額不足、缺額率、招生名額寄存等問題多所研析批判。 

然而本文所關注的是所涉及政府及各大學因應少子化的各種招生議題與策

略，是否是個具有「精準化」（在英文裡有三個不同的文字：accurate or precise or 

exact）策略之意義。accurate 之意義是小心謹慎，努力做到與事實相待的準確度。

precise 的意義是明確的劃分出一個界線，範圍清楚，定義明確，側重極端準確，

更強調細節的精確無誤。exact 的意思是質與量方面符合實際情況（世界公民文

化中心，無日期）。本文即參照這些精準化文字表達之意涵，意指無論政府、學

校在少子化衝擊下之各項招生策略做法，在執行結果的質與量表現上，是否準確、

良好？能對症下藥？是否能顧及招生的初始目的？教育主管機關核定的招生量

與各校錄取註冊率是否精確？差額率是否降到最低？是否招到符應國家社會產

業需求、滿足學生與家長認同，以及符合各大專校院系科所需，且能培育質量均

佳的人才？是否能不浪費高教資源，且能有效的解決所面臨的各類招生問題？ 

因此本文即在探究臺灣少子化對高教招生面臨的衝擊影響，並以高教招生實

務經驗及文獻來分析探討政府目前的應對策略與措施之問題所在，以及分析各大

學尤其是私校招生作業上所遇到的困境與問題，並提出在質性與量化可能兼顧的

「精準化」招生策略建議，以求降低少子化對高教招生之衝擊，度過少子化的難

關，提供政府、高教機構、社會大眾與企業參考。 

二、 政府因應少子化的高教招生策略與問題探討 

少子化、高齡化與工作人口的減少，對於先進開發國家而言已是共同的趨勢

（United Nations, 2019），據了解歐、日、韓等國對教育體系處理模式，大都以控

管學校數量、增加多元管道生源、拓展全球化、增加教育經費或財政支援及產學

合作等，或調整、整併學術系科、強化學校發展特色及開設社會與產業需求專業

課程等因應（黃月純，2014；張于紳，2015；OECD, 2012）。經檢視國內亦有多

項類似之策略作法，卻是精準化不足，而致問題爭議懸而未決。 

(一) 高教總量發展與管制 

詳視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私立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退場條例及預警學校與專案輔導學校認定輔導及監督辦法等，就其做為管制

大專校院進退場數量、系所調整增減、招生與運作的工具應無疑義。由上述相關

規定可以理解所謂的「總量管制」是指依據政策目標的需要，首先藉由全國性觀

點之關鍵資訊考量，來決定特定範圍事物之全國總量應予增加、維持或減少； 其

次並進一步依個別組織或單位觀點的關鍵資訊相互比較，以找出較適合增加或減

少數量之組織單位，並進行資源合理分配的一套總量調控機制（莊清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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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育主管機關及各高等校院照章實施後的結果，卻覺有不盡周延問題： 

1. 高教總量發展與管制之執行，欠缺科學的調查研究關鍵資訊為依據 

招生最根本目的是培育國家各行各業所需人才，依據前述總量發展與管制之

意涵，首先要探究的是教育部有否全國性觀點之關鍵資訊，比如說我國高等教育

各階段發展規模總量，及核定各校系領域之招生數，應有國家人力資源調查研究、

全國工商企業人力普查結果、未來國家發展重點趨勢之人力需求預估研究，作為

參據。顯然這些相關調查研究之參照數據付之闕如，又如何精準地確認全國高教

總量發展規模及適切的核定各校科系所學門之招生數。 

2. 總量發展與管制之標準已不合時宜 

根據教育部之新設及調整系所與招生量審查標準實務作業狀況，目前的制度

主要係以「生師比」、「師資結構」及「校舍建築面積」等審查基準做為招生名額

總量管制之依據，及學校自提增設系所計畫書（內含設立目的、市場就業需求、

師資規劃、校舍建築使用空間等），近年來新設立大學或系所，只求符合生師比、

師資結構、校舍建築面積之最低標準，而大量開辦低成本系所，以至於管理、餐

飲觀光旅遊、人文類科過量。就以招生數據言，2022 年大學錄取率、缺額均創新

高！受到少子化影響，大學錄取率高達 98.94%，分發入學缺額佔總招生名額的

36.83%，是史上最高。縱使教育部 106 學年起已全面停止大學整體總量擴增，但

數年來衍生招生名額超過考生名額、錄取率近乎 100%、缺額率大增及私校停辦

狀況愈趨嚴重。政府是否把握少子化修正提升審查標準門檻，例如比照其他先進

國家大學之生師比（參見圖 1）標準，除可同時降低高等校院增設系所與招生名

額，更讓大學優質化。 

 
圖 1 主要國家各級學校平均生師比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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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生名額寄存制，形式意義大於實質 

招生名額寄存制是教育部讓學校自行評估各學制班別招生情形，主動申請調

減招生名額，爾後年度學校招生情況良好，則視招生情況及畢業生就業情形，按

比例同意回復該調減名額，藉此引導學校全面檢視各學制班別招生現況，建立完

善的內控調整機制。其立意良善，但實際上少子化看來愈趨嚴峻，回復名額不切

實際，且各校把寄存制作為美化招生註冊率，以避免被主管教育機關減招及被減

少補助款之手段，其目的已被異化，並無實質意義。 

(二) 鼓勵境外招生與問題 

擴增境外生生源，本是減少少子化衝擊之良好策略之一，作法上可以從招收

外籍生、僑生、陸生、開設境外專班生、遠距學位學程等方面著手，但也有如下

的問題： 

1. 招收僑生與外籍生需與中國及外國間的高校競爭問題 

近年受疫情影響，高等校院國際交流及招收境外生受到極大的影響，在疫情

解除後，國內各校恢復境外實體招生，並執行多樣化招生策略。但最大的問題是，

國內高教資源相對於中國、香港、新加坡、日韓、歐美等先進國家之大學明顯偏

低，國際評比也相對落後，競爭力不足，且所能提供招生之各種優惠誘因也不如。

不僅造成我國高中應屆畢業生外流，也對外籍生、僑生選擇來臺留學之意願，明

顯不如中國大陸及亞歐美等先進國家之大學。再者，現在國內招生缺額多，但外

籍生仍有招生總額比例 10%之限制，這種限制是否仍有必要，值得商榷。  

2. 陸生來臺政策的盲點與限制 

2011 年政府開放大陸學生來臺，根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陸生來臺研修及修

讀學位統計，自 2011 至 2016 年由 928 位成長到 9,462 位，研修生在 2011 年有

11,227 位，到 2014 年最高達到 34,114 人，而後逐年下降疫情期間 2020 年 0 位。

政府招收陸生與其他境外生對待相比較，給予的規約限制較多，如「三限六不」

尚有限制醫事學歷採認、不得打工與留臺工作、不得參加公職人員與專技人員考

試、陸生仍未納入健保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無日期）。而中國大陸亦因 2019

年受疫情之影響，也自 2020 年開始限制學生來臺修學位，研修生幾乎停止交流。

目前兩岸政府之間相互不信賴之政治氛圍，雖然形式上皆宣稱開放陸生來臺就讀

與交流，但是實際招生與交流人數，就以今（2023）年只有錄取 476 名，註冊人

數尚不知，顯然實績不如預期，尚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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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目前執行與招生有關的不公平措施之爭議 

1. 吳寶春條款 

吳寶春條款起因於 2013年知名麵包師傅吳寶春想以國中學歷報考EMBA卻

被拒，後轉投考新加坡學校。為此政府快速回應，凡依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

者，即可以同等學歷報考各校新生入學考試。原本僅限「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

「教學卓越計畫」的 60 所大專院校。限定這 60 所學校適用此特殊條款招生，並

不公平合理。未獲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並不表示該校教師教學不卓越，或教學

卓越大學獎助者，也只是該校所提教學卓越計畫獲評審肯認，也不表示這所大學

之教師一定教學卓越。況且誰能保證這 60 所大學依此特殊條款招生入學之條件

標準是公平嚴謹的，事實上確實也發生了問題（李芯，2022；賴鼎銘、王美玉，

2022）。 

2. 國立大學重點產業的招生名額外加 

國立大學重點產業的招生名額外加，形成重理工輕人文，重公立輕私立的不

平對待，自 2019 年起教育部為培育半導體產業人才，就已推動國立大學設

立半導體學院等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並漸進擴增資通訊等相關領域的

招生名額（教育部，2020）。另，由下圖 2 可知公私立大學 103 至 112 學年度

招生名額統計，在少子化每況愈下，政府之作為，對私校情何以堪。 

 
圖 2 103-112 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招生名額統計表 

3. 補助私校生學雜費額度，未達公私立學生平權對待，無助私校招生 

如果政府認定高等教育是公共化與普及化教育，追求國民接受高等教育之公

平性，就應落實高等教育人才培育功能分類分工，確保每位學生依其興趣、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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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長志願獲得入學門檻機會公平。也應無分公私立大專校院，依據學生家戶所

得標準分配，充分支持弱勢學生兼顧學業與生活各項就學所需補助，否則也是為

德不卒。對於促進公私校招生公平性，仍無助益。 

4. 財務監控與指標項目不當，易誤導社會大眾，甚而影響學校招生 

依據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及預警學校與專案輔導學校認定輔導

及監督辦法，對於所稱學校財務狀況惡化之認定指標，是以最近二年內每個月可

用資金無法維持三個月經常性現金支出之月數，累計達六個月，以及最近三學年

度決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今餘絀發生短絀之次數，累計達二次，即給予警示之

燈號。這種燈號警示是對營利事業公司，但對於非營事業之教育經營者則有爭議。

這對於學校財務來源穩定，基金從未動支，只是其財務作業，依例以按月可用資

金全數皆用於教學支出之方式進行之私立大學而言，一無欠債欠薪，二無資金調

度問題，卻被公布警示燈號，易誤導社會大眾對這大學財務欠佳之錯誤認知，影

響學校招生，似不合宜。 

5. 以招生註冊率門檻作為獎補助條件限制，邏輯上有疑慮 

依據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補助指標核配比率表中，

對於獎勵經費核配門檻需達日間學制學士班新生註冊率達 40%以上，而「教育部

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定為近二學年度全校新生

註冊率均未達 70%予以減計。這對少子化衝擊巨大之私校而言，並不公平。一來

若僅以大學部日間學制註冊率低就認定該校辦學績效低，似無絕對性，也不合邏

輯性。二來學校招生尚包括研究所與境外生，並不僅限於大學日間部，對於招收

研究生、境外生有績效之大學而言，這項獎助指標似也不公平。 

三、少子化下各大學的招生策略問題與困境 

(一) 各校未務實做好總量發展與管制的工作 

大學宜隨時審度社會時勢變遷，清楚認知少子化、超高齡化與科技產業的變

化，適時檢討調整科系所與各系所招生數及確認學校總發展規模，並納入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落實執行。現實狀況卻是多數的高等院校系所，對於少子化衝擊的反

應鈍化，直到招生缺額嚴重而導致停招，甚至關閉，媒體大肆報導，已時不我予。

另，有些校院不思如何借力提升優化作為，重新務實檢討生師比及降低學校系所

招生總量規模。反而為減輕辦學成本，減少開課數，併班開設課程，變相提高生

師比；或為提升註冊率、保獎助款，以名額寄存方式應對，而無視少子化已是不

可逆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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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偏遠、新設、私立、文史、技職的罩門 

由於傳統因素及政府與民間看待國內大學等級區分的刻版印象，導致對於新

設學校排名處於不利地位；對於私立學校就是不如公立校院；對於偏遠地區大學

的接受程度就是不如都會區校院；對於文史為主的大學校院畢業前景就是不如理

工校院畢業生，視技職類科不如一般校院。一旦受到少子化之衝擊，直接受到招

生危機之大學校院，就是新設、偏遠、私立、文史及技職類科之大專院校。從目

前的大學招生缺額與退場狀況來看，東部、南部、離島與山區之新設私立技職與

文史管理類大專校院，就如東部的臺灣觀光、大漢技術學院，南部的和春、高苑、

永達、臺灣首府、環球科技、大同技術學院、真理大學南部校區及東方設計大學，

中部的明道大學、中州科技大學，即便是北區淡江大學宜蘭分部等，也難抵擋少

子化，實首當其衝。 

(三) 政府相關措施對私校招生的不利性，造成私校招生無力感 

1. 財務狀況警示及退場學校一旦被公布，在媒體影響快速且無遠弗屆下，而影

響學校校譽，此種負面形象使得招生受到影響而無法挽回。 

2. 大學校院非因辦學不佳，卻因招生註冊率懲罰條款、招生規模不足的獎補助

款懲罰條款而受教育主管機關懲罰，除校譽受損外，對學生原應該公平給予

的改善與提升教學設施經費的失去，以及被核減招生名額的作法，已違反了

高等教育平權原則。 

3. 即便大學校院願意進行系所調整與轉型，所需校內程序及教育部審查過程冗

長，最快也都需要二年的作業時間，招生改革作業實緩不濟急。 

四、突破高教招生困境之策略-精準化策略 

前述已指出我國少子化衝擊，即使已有招生總量發展與管制的各項規範與措

施，但這些相關策略與措施所顯現的問題與缺失仍然存在，包括了教育主管機關

並沒有相關科學化數據或合時宜的審核標準，足以精準核定高等校院招生總規模

與各校系所招生額；其次是核定的招生名額超過考生名額、招生缺額數一再創新

高。再者，各校亦無與時俱進的招生規模與調整管制作為，以及因此造成因招生

缺額而停招或關閉。而政府將招生結果作為對私校與私校生不公平對待的策略作

為等，這些種種仍然是招生考季期間，媒體與社會大眾關注批判的焦點。甚且到

2025 年更面臨有超高齡社會的問題（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2022），所要求的是

必須有更優質的人力資源來提升生產力，以解決職場青壯年人力不足的問題。 

興辦高等教育之功能與目的，主要是為傳承歷史文化，創新科技、知識，培

育國家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其因應之招生改革政策或促進招生之策略，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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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趁勢把握到如何達成高等教育更優質化之目的與功能。因此，除了讓高教招生

政策與措施現況的疏失有所改善外，應回歸到對於政策的目的性、政策的適當性、

配套措施的妥適性、合理性與公平性，使得高等校院招生數據或是質性表現，能

夠朝向精準化的指標數據和效益前行。因此，政府、高等教育機構、社會企業，

對於招生精準化策略的改進就必須同時啟動： 

(一) 政府招生精準化的策略做法 

1. 進行國家人口發展最適規模研究，估算每年合理人口出生數及可引進境外移

居人口數。以提供教育部估算每年穩定招生總量，讓核定招生總量朝向更精

確化，再依據每為高教學生所需教育成本，可更精確的編擬出高等教育所需

預算。 

2. 進行國家各行業人力資源需求研究，估算各行業未來每年需求就業人力資源

數。俾教育部提供各大學自主規劃學校發展重點特色，適切規劃出各校所要

發展的各級別各專業領域及其招生數。 

3. 吳寶春招生條款常遭濫用，亦有廢除的主張。政府宜檢視現行與招生有關造

成學校及學生不公平之施政措施，應確保公私立大學之招生公平性。如公私

立學生學雜費應公平補助；對於規定學校獲政府補助額度須達一定額度才可

適用吳寶春招生條款之規定應取消。 

4. 避免重理工輕人文之措施，不應獨厚國立大學以外加名額方式，來滿足國家

發展特定產業需求人才，造成社會重經濟發展輕忽人文精神，只追求名利而

忽略文化修養，也造成私立與人文為主大學招生雪上加霜的窘境。 

5. 重新訂定可提升系所優質化並能降低招生總量之精準嚴謹品質評核指標，如

參照國際現況（如圖 1）降低我國大學生師比，方能達到招生減量之目的，同

時使學生得到教師更多關照的時間，每個學生得到更多的教學空間、圖書與

教學設施、設備使用機會及實習場域與資源；明確各公私立大學的定位與分

工，確認各大學教學型、研究型、社區型專業發展特色，並依各校自我定位

與專業分工核定招生數。如頂尖大學、研究型大學以研究生培養為主，教學

型大學則以招收大學部學生為重。並以評鑑結果為根據，只要符合評鑑與條

件標準之大學，應解除國際招生名額比率限制。 

6. 建置開放境外生來臺友善環境，以提升境外生來臺就讀意願，不僅僅是教育

條件與教育環境，尚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與氛圍等，皆應同時

兼顧。 

7. 教育主管機關應解除各類對招生結果不佳學校的不當措施，如學校規模未滿

3,000 人扣減獎補助款，及不當的參照營利事業機構財務狀況指標對私立學校

進行財務監督評核與警示並公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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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立大學更開放招生選材機制，開放招生未足額大學系所辦理獨招，提供非

應屆畢業但具高中職或同等學力者入學之機會，擴大高齡及社會人士入學，

以補足招生缺額數。 

(二) 大學招生精準化可行的策略方案 

許多大學仍未因應少子化衝擊而重新檢討學校精確之定位與分工，未重新檢

視學校發展的規模，以及系所的再調整，如何能受到家長與學生及產業之青睞與

認同？即便在招生數以寄存的方式處理，卻也只是遭致各界批評為虛而不實的現

象。 

周逸衡（2022）提出的大學招生「藍海策略」以達成招生精準化有值得參考

之處，他認為：「首先要分析社會與產業對人才需要的趨勢及目前缺口之所在（環

境分析），其次要檢視與我們有競爭替代關係的各校系、相對於我們的優劣勢各

何在（競爭者分析），第三要分析高中職學生（只要針對我們想招的「目標學生

群」即可）及其家長的真正需要、與上大學的動機（市場分析）；綜合前三項資

料再檢視我們所擁有的各項資源與條件，審慎選出本校某系可以「為哪些產業或

哪種公司、培育出具備哪些特質的哪些種人才」？謹提出各校招生精準化策略之

作法是： 

1. 正視少子化因素，依據前述政府相關部門單位提供之研究數據與資訊，重新

訂定學校總量發展與管制計畫，精確核算自身辦學的規模、定位與學校系所

發展特色，納入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並落實執行。 

2. 各校在全校招生總量控制下，定期檢討系所增設調整情形，明確訂定各系所

最低招生量，作為系所轉型進退場量化標準。 

3. 建構完善的國際專修部及國際生招生行銷網絡，推動境外生華語能力服務，

以吸引境外生，並設定境外生招生目標數。 

4. 以各系特色為基，符合產業需求人才特質與專業為本，擬定產學人才合作培

育計畫，與企業簽訂人才培育企劃合約，強化中學與大學聯繫管道與合作關

係，以之「設定招生目標群」，由所設定之高中、大學與企業及境外招生協力

機構，協力招生培育人才。 

5. 從校務研究的觀點看大學精準化招生策略，可從三個問題面向來思考：(1)學

生來源群在哪裡？(2)學校系所想招收什麼樣的學生？(3)學生選擇學校系所

的條件為何？學校可透過篩選建立的合作高中職學校資料倉儲系統，將相關

資料選取、組織、統整、分析與比較並列出報告，快速擷取有效之資料，有

效率地進行分析統整，輸出具關聯性、有意義之資訊，提供系所招生人員做

為決策參考之用（何希慧，2014；黃建翔，2016；Bernhardt, 2007）。唯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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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實地了解學生選校（school choice）與選系所原因與學校招生利基

（recruitment niche），才能達到精準化的招生策略目標。 

(三) 產業界的作法 

學習德國及日本企業對企業所需人才培育之責任，與大學共同規畫企業所需

專業課程、投資人才培育所需一定比例經費，提供實習場域，或共同開設企業專

班招生，建立更緊密的合作培育人才模式。 

五、結語 

誠如楊朝祥（2011、2016）所提，我國少子化對於高等教育不應當作是危機，

而應改變大學資源分配方式，保障學生受教品質，視為讓高等教育優質化的轉機。

因此要降低少子化對高教招生之衝擊，政府、大學及產業必須各有因應改革促進

高教優質化之思維。而少子化正好讓大學重新審視學校發展總規模數，校院系所

是否檢討調整與整併，調降生師比，重視因材施教，強化個別化教學，再進而促

成招生精準化策略，成為精緻化之大學。而現階段所謂精準化招生策略就是：(1)

應把少子化作為提升高等教育水準與優質化之契機；(2)精準確認國內高等教育

發展規模最適總量及各產業所需高教機構培育各領域之人才需求量；(3)精準的

訂定學校與系所更嚴謹品質評核指標，如降低生師比，務實減量招生，使學生得

到教師更多指導的時間，每個學生得到更多的教學空間、圖書與教學設施、設備

使用機會及實習場域與資源；(4)確認公私立學校自我分工與定位，且去除政府對

私立學校與學生不公平的各種有關招生之行政措施；(5)凡通過評鑑及品質質量

查核學校，在總量名額內不應限制境外生招生比率，並授權各大學在各入學管道

辦理完竣之後的缺額可自辦獨招，以招收國內非應屆具報考大學資格者，補足缺

額數為限；(6)各高等院校能務實看待少子化，精準學校定位，精確學校最適發展

規模及各專業系所之招生量；(7)產業應與高等校院商定共同合作培育所需人才

模式，以作為學校招生名額定量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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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轉身或力挽圖存？談大學招生困境下的對應 

陳聖謨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有學生才有學校，學生是學校存續的基本憑藉，日趨洶湧的少子化浪潮正持

續撼動高等教育發展的根基。臺灣在 1990 年代廣設大學的教改呼聲，促成了高

等教育學校與學生數量大幅增長世代的來臨。在此同時，整體出生率卻逐年下降，

在短短的十餘年間之後，形勢已然丕變。許多所謂的「末段班」大學，或多或少

面臨了經營危機。雨後春筍般的創校榮景消退，為國育才的興學宏願敵不過供需

失衡的衝擊而消沉；本是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已然在風雨中動盪飄搖。如何應

對學生來源逐年下降的不利情勢，是所有大學校院必須嚴肅面對的挑戰。 

2014 年當時的教育部長就曾在立法院答詢表示：5 年內要將大學數量從 162

所減少到 100 所，以因應 2016 年大學生首度銳減 3 萬人的經營關卡，且學生數

量將逐年遞減的趨勢。只是這項縮減大學校數的官方宣示被評為過於天真，實際

也並未兌現。畢竟一所大學退場的處置都像是一件艱鉅的工程，涉及眾多面向的

處置，需要教育部與學校端雙方協力，單以主管部門的依法行政舉措作為驅迫退

場的力量，缺乏大學端的積極配合，進程仍將充滿波折。 

事實上，大學端對於招生壓力年復一年的加劇感受最為直接，也體認高教市

場過於飽和，已來到不得不減量的時刻。只是希望有學校退場，但絕不要是自己

的學校關閉是許多學校的共通期待。畢竟創校維艱，一磚一瓦起造而成的巍峨校

舍，怎堪荒煙羅雀；尤其學校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連帶組織，此一盤根錯節的

共生結構，其存廢牽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權益與生計，實不堪任意崩解。於是

在近十年間，眾多學校在招生缺口逐年擴大的情勢下仍是勉強苦撐。 

教育部統計預估在 2019 至 2028 學年度的十年間，臺灣將少掉 8 萬名入學新

生。在 111 學年度已有 19 所公私立大學校院，其註冊率已不到 6 成。今年（2023

學年），大一新生數更已跌破 20 萬人，且未來 16 學年間，每年大學新生數平均

年減近 3 千人。預期到 2028 年，臺灣出生人口推估僅剩 14 萬人，且大專新生人

數預估更將減少 3.5 萬人。而私校不僅須面對外部招收新生的困境，內部也持續

出現學生轉學、休學等流失問題，使得經營情勢更加嚴峻。面對經營環境壓力與

日俱增，被迫退場的學校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許多大學已經來到毅然轉身退場

或轉型力圖生存的抉擇點，這些學校應該選擇優雅轉身的「自主善終」或者力挽

圖存的「勉力續命」，成為本文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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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招生困境及影響分析 

(一) 高教市場供需失衡，排名在後段的大學校院招生難以回春，需要嚴正面對 

2008 年，時任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的吳永乾校長就曾指出：現在的

大學數量是以一年約 40 萬新生兒的生源基礎去規劃發展，對比現在每年新生兒

將跌破 20 萬人，大學的學生容納量已經大幅供過於求（池俊吉．郭玟杏．杜奕

廷，2008）。而今進入大學人人皆能如願，在學生數量不足的情勢下，學生不僅

有更多選擇的空間，更免不了以學校聲望排名做為選填的依據。「私立」、「技職」、

「偏遠」、「後段班」等性質的學校，就受到嚴重的衝擊（饒邦安，2019）。 

階層排名末段的學校在對應一波波少子化浪潮時，除了開設進修學程外，也

積極境外招生，政府並提供經費補助設置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但整體運作仍

屬聊備一格。或大學國際化程度不足，或學校不擇手段引進外籍生衍生弊端，或

因政治因素生源難以穩定，使得境外招生策略仍不足以治本，無法有效解決問題，

反而引發公部門資源支出效益的質疑 

(二) 因應學校倒閉的危機，教育部訂有法規應對，擁有監管大權在身，卻是動輒

得咎 

當一所大學出現運作亂象，經由媒體或民意代表披露之後，各方矛頭通常會

指向教育部有失職責。在處分過程中，一方會認為教育部過於強勢，否定私校辦

學成效，強逼學校關門；另一方卻認為官員保守軟弱，且立場向私校董事會傾斜。

而當一所大學確定收場之後，教育部也必須動用專項基金，進行師生安置及各項

善後工作。退場學校平時運作領有教育部補助，依賴政策指導與經費撥補，當學

校要關門時，也要靠教育部出面收拾殘局。在這種大學校務治理的體制與氛圍下，

原先創校的大學董事會似乎無須承擔辦學責任，在學校財務惡化，運作不振之際，

仍可高調放話，而不見自我檢討。這種現象猶如一個人平時不注重身體保健，生

活有失節制，生病後卻只責怪醫師沒盡力救治，善盡醫療責任。 

本來私政府鼓勵私人捐資興學，為國育才，獲有專法保障。但幾十年來，私

立大學董事會的人事紛擾案例似從未停歇。浮出檯面的亂象，使得私立學校的經

營家族化，利益壟斷色彩揮之不去。尤有甚者，董事會把持校務，架空行政，或

掏空挪用校產，以致這類學校興學育才的崇高使命蒙塵不彰，反而是利益掛帥的

學店形象根深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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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困難學校取得短期資金的挹注，僅是燃眉之急的紓困，不足以支持可長

可久的校務運作 

一些被列入預警或專案輔導名單之學校，力圖爭取企業財團支持，以延續學

校命脈的做法，並非釜底抽薪之道。一些案例顯示，新的出資團隊以改革者的態

勢上台，不管是採取系所架構大幅改組或改名再出發，實質上，原先的學校已名

存實亡，甚至名實兩滅。誠如「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古訓，外部的資金只是

一場及時雨，紓解短期性的解決欠薪借貸的危機。長期來看，學生所繳交學雜費

才是私立學校的最有支持力道的財源。缺乏適足的學生數量，不論是在學費收入

以及與學生數相應的計畫補助經費等主要財源將難以穩定，學校存續仍將處於風

雨如晦，披荊斬棘的困境。 

在學生來源普遍減少的大環境下，這些瀕危學校，由於長期積弱不振，品牌

形象偏低，難以吸引有志學習者就讀，招生不足的缺口逐年拉大，也就陷入運營

的危機。一時的資金挹注，容易引發起死回生的樂觀展望與信心錯覺，在經過無

止境的招生不足考驗後，新經營者的新人新政與雄才大略在面對這種無力挽回的

態勢，改革意志的可持續性終將消弭；所勾勒的改革成效藍圖也將化為煙雲。 

(四) 財務虧損學校數逐年增加，且金額持續擴大，陷入辦學品質日漸低落的負向

循環 

從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的資料顯示，在 2016（105）學年

已有 24 所私校財務短絀金額共近 10 億 5 千萬元，2021（110）學年財務虧損學

校則又增加至 38 所，收支短絀金額也繼續攀高。在辦學成本日益升高，招生不

足又學雜費漲幅受限的處境下，必然是入不敷出。當學校財務亮起紅燈，運營的

疲態徵候也就逐漸顯露，人力物力縮減，師資流動升高，設施更新停滯，教學品

質日趨低落，學校前景無從復甦，自是可以預見。 

縱使私立學校為避免踩到被列入預警學校或專案輔導學校的紅線，勉強補足

合格師資數量，求取學生權益檢核通過的低標。事實上學校存續危機依然存在，

篩選學生的入學成績門檻撤退，教師除了教學還被責付招生，並需設法留住在校

學生，只得將學習內容簡化，降低學習表現要求。大學本來位居於學校制度的頂

端，旨在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但隨著學校財務惡化，教學品質低下，

大學的崇隆地位已然墜落，學生的大學文憑恐將徒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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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優雅轉身的可能與配套 

(一) 從理性務實的角度，適度裁減學校數量，才能根本解決供需嚴重失衡的問題 

私校生存的淘汰賽已經登場，當學校財務虧損擴大，校務運作搖搖欲墜、被

列為專案輔導學校之後，已難以回復生機。而更多學校為抵禦註冊率下降的寒冬，

也陸續進行撙節開支，縮編人力、調整系所組織的節流作法，必然對學生受教權

益的評核指標相抗衡。縱使學校達標過關，這種只求續命，難求轉強；只重救缺

補漏，無力興利開展的運作態勢，使得培植高等人才資源的高教使命也成為奢求。

當大學認知到未來的經營局勢只會更差而不會更好時，應該是已來到選擇主動退

場的時候了。 

但受到沉澱成本的影響，大學端毅然決斷退場並不容易。即使是招生較困難

的大學，也會找到學校招生的某些亮點，如宣稱某科系招生情況良好；某部分管

道入學人數已有起色等等，一廂情願的認為不會走到被迫關門的境地。私立學校

的存廢似乎只能靠市場機制自然淘汰，事實上，一所大學不會在一夕之間倒閉，

但長期的積弱不振才終將被時間的洪流覆滅。缺乏當機立斷的勇氣，就必須面對

無以復加的慘淡凌遲。 

(二) 大學收場，不能僅靠大有為的政府，而是更要靠大擔當的大學 

在面對可預知的大學數量過剩的情勢，教育部當樂見大學主動退場。當大學

處於退場的臨界點，卻不願意順勢退場時，彼此之間就會出現攻防與拉鋸的局勢。

儘管教育部訂出相關法規，防範瀕危大學的失控與善後問題的出現，而多數有關

閉疑慮的大學卻是想方設法，或採取乾坤挪移，以求低標過關，或擅開巧門，營

造浮面榮景，以延續一息尚存的辦學命脈。檢視《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

例》可知，教育部習於自居於大家長的地位，運用行政裁量與經費准駁的權力，

進行防堵弊端與善後安置的工作，但仍只是偏向消極面的作為，這種「有政府，

請安心」形象的塑造，實質上是在貫徹以上對下的封建治理文化，主管部門馴化

了私立大學服從、奉承與索求的應對行為，大學治理的格局明顯朝向層級節制的

管控走向，弱化大學端的主動擔當及其責任意識。 

近幾年，教育部透過計畫引領各大學的運營應重視社會責任的使命。事實上，

大學所應善盡的社會責任，應該由對內部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保障開始。訂出學生

學習權益保護辦法，明確聲明一旦學校退場或系所調整時，如何保障已入學學生

的課程修業權利，確保學生能順利畢業至學校關閉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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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歸捐資興學的法制治理，遏制投資興學的營利風氣 

私立學校的設置係由政府鼓勵私人捐資、捐助興學而來，除保障其辦學自主

空間外，也強調公共性定位。在私立學校法中明文規定學校校產、基金的監督、

管理與應用。當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私立學校校長、主辦及經辦相

關業務之人員，執行職務違反相關規定，訂有罰則，並可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而當私立學校停辦、解散時，清算後剩餘之財產也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

目的之團體。因此在法制上，私立學校係屬非營利組織，並不得將利益納為私囊。

劉景義（2017）就建議在私立學校法中，將申設學校的「財團法人」名稱改為「公

益法人」，以彰顯私校的公共化與公益性，並促進學校校務公開透明，提高接受

社會監督的正當性。 

即便在 2000 年許多新設私立大學設立之後，所有奔走張羅籌設的出資者，

實質多屬投資興學者，少有捐資興學者。有人建議開放營利型私校以改善財務，

但當學校可以被定位為營利性的產業，必然牴觸法規並衍生更多難以善後的問

題。在高教市場競爭白熱化、產業化與商品化的時代，需要強而有力的秩序監管

機制介入。就如過去金融機構屢傳弊端，在成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金融機

構違反金融相關法令確實進行取締、處分與處理後，金融秩序已明顯改善。因此，

運作過程的監督改善作為應優先於退場善後的法規執行。建構更完整的大學監督

管理法規體系並落實執行，不僅是可讓大學有明確、公開一致的規範有所遵循，

也消除人為的作為或不作為的運作空間。當大學的私有利益受到節制，也將有助

於學校做出順勢退場的選擇。 

四、結語 

「明者遠見於未蒙，智者避危於無形」，高教市場日益萎縮對所有大學校院

的衝擊是全面且長期的。對於某類學校來說，即便是縮編調控，仍難以防制財務

赤字的再三出現，連帶衍生出荒漫低迷的學習環境和崩壞低落的教學品質。在招

生形勢疲態屢現的時刻，如何將負擔的悲情轉化為承擔的豪情；如何讓一路走來

的堅持不致淪為自我麻醉的偏執，在在考驗學校主事者的智慧與勇氣。選擇優雅

的轉身離場，雖是艱難痛苦的決定，最能讓時光停格在人間榮景，留住美好的集

體記憶。另一方面，持續完善監督管理法令的增修，回歸捐資興學的法制，將私

立學校的公益性與非營利組織明確定位，確實採取蘿蔔與棍子的複方治理，也將

是引導私立大學選擇退場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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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專校院招生困境如何解？ 
楊思偉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講座教授 

 

一、前言 

大學入學考試競爭激烈，是國內教育之最沉重包袱。數十年來，為解決該問

題，已經做過多次有關入學制度之變革。最近幾年，為了培養 21 世紀有用之人

才，減少因招生競爭所帶來之禍害，教育部也進行多次招生制度之改革，目前主

軸是繼續推動考招分離、多元入學方案等策略。簡言之，現今入學方式包含特殊

選才（特殊才能、特殊身分）、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分發入學、部份大學校系

單獨招生等，2022 年起，高三學生若參加學科能力測驗，則可參加繁星推薦、個

人申請，若參加分科考試，則僅適用分發入學，各種彈性入學做法，目的就是能

讓學生適性入學，進入適合自己之大學與科系，同時大學也能招到符合辦學目標

之學生。 

雖如此，但少子化問題是多年來面臨之重大困境。根據教育部統計，2022 學

年度大一新生人數為 21.3 萬人，相較 10 年前，少了 6 萬多人。然而，這波衝擊

仍不會趨緩，教育部估計，到 2024 學年度大一新生人數將跌破 20 萬，僅剩 19.9

萬人（教育部，2023）。 

在這生源驟減情況下，私立大學及技專校院首當其衝，教育部為處理私校退

場問題，另新訂《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於 2022 年 5 月上路，其後，

教育部將連續 2 年註冊率未達 6 成，且學生數少於 3,000 人的 6 所學校列入專案

輔導對象，提供學生及家長作為參考，2023 年 8 月之際，前述大學除了 1 所科

大外，其他各校已經宣布停辦了。2023 年 9 月，大專院校開學之際，情況沒有改

變繼續惡化，據媒體報導，少子化導致私立大學校院招生不足的情況更見嚴重，

30 所私校中，有 21 校缺額，比例高達 7 成（諄筆群，2023）。 

監察院在調查報告中引用教育部之推估資料指出，預計自 2025 學年起，大

學 1 年級學生數將跌破 20 萬人，而 2028 學年逢虎年效應，人數減至 17.7 萬人；

至 2030 學年之龍年婚育潮，則將帶動大學 1 年級學生數轉增至 21.5 萬人，其後

數年之大學 1 年級學生數雖循生肖效應起伏，惟人數皆維持於 17 萬至 21 萬人；

2037 學年之大學 1 年級學生預測數為 17.7 萬人，較 100 學年減少 9.9 萬人或

35.9%；而預計未來 16 學年，大學 1 年級學生數平均年減 2.9 千人或 1.5%，顯

現私立大學招生困境將繼續惡化下去（監察院，2022，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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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私立校院被迫退場之相關爭議問題 

1949 年自國民政府政權遷至臺灣以後，跟隨二次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及戰

後嬰兒潮，1970 年代後半以後，隨著國民教育之普及，高等教育也逐步發展，專

科、學院、大學如雨後春筍陸續設置，特別是由私人興學之高等教育機構增加更

多，也造就臺灣高等教育之發展經由菁英階段至大眾化階段，以致到普及化階段，

也全面提升國民教育水準，更影響國內經濟往更高水準發展，甚至曾經發展至亞

洲四小龍之一，也讓臺灣達到已開發國家之階段。而論及高教發展之重大契機，

私立校院擴充發展並發揮功能是不能否認的。政府 2018 年在「我國少子女化對

策計畫」指出，我國高等教育於 1997 年時就已供過於求，卻仍持續核准新設學

校，致 1997 年起到 2005 年間，大專院校從 137 所，再快速擴增到 162 所，同步

進行大規模的高教升格計畫。2022 學年就公私立分布來看，公立包括大學（32）、

技職校院（12）、專科（2）、空大（2），共 49 所；私立包括大學（36）、技職校

院（55）、專科（10）、宗教研修學院（8），共 109 所，我國大專校院學校數共計

158 所，公私立校數比例約為 31:69。就學生數來看，一般大學公私立比例在大

學日間學士班名額約為 4：6、技專校院則為 2.5：7.5，加總計算，公私立容納學

生比例約為 3：7，可見私立校院的確發揮了許多高等教育之功能。但目前之現況

是教育部無法提出妥當之解決政策與策略，就讓私立大學校院自生自滅，逐步被

迫退場，但這樣的做法是不負責任的，其會產生相關爭議性之政策議題，至少包

括以下三項。 

(一) 退場相關規範導致私校只重招生難以兼顧教學 

由於大學排名非常清楚，學雜費差距大，以及地理位置關係，導致家長重公

立輕私立，學生優先選一般大學不選技職，另外先選都會學校不選交通較差學校，

形成如俗話說的「東倒西歪，南傾北斜」之結局。在此現狀下，私校為了生存，

對高中生之招生策略各顯奇招，歸納其方式可簡單分為減免學費和住宿費、提供

高額獎學金或出國獎勵金、派遣教師擔任高中課程教學、派遣教師進班宣導、派

遣教師協助面試練習、邀請學生到校體驗或參訪、辦理家長和學生說明會等。使

用這些招生方式其實不能責怪私校端，這是現實困境所導致的，觀察招生有危機

之私校，該大學之招生工作，除設有專職單位，配置較多人力外，也動員各系教

師及學生協助招生，主要負責招生之教師估需花費工作一半以上時間前往招生，

真是情何以堪。 

(二) 私立校院單獨被迫退場不符高教發展原理 

正如前述，私立校院在臺灣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曾經提供重大貢獻不在

話下。但當面臨少子化問題時，就以新自由主義之市場競爭原理和適者生存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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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文主義讓其自生自滅，有違高校多元發展及讓學生多元選擇之原理，特別是應

以政策扶持發展特殊性科系才對。今日各界充分了解當時推動「廣設高中大學」

及「開通技職第二國道」之錯誤政策，導致今日大學和技職校院過多，因此必須

進行政策之修正與改善，雖然有必要淘汰體質不佳之校院，但適度保留優良且具

特色之老牌私立大學和技職校院更是必要。臺灣的高教發展軌跡基本上如美國和

日本是以私立為主的發展策略，但可惜政策規畫並沒有支持私立之發展，因此無

法發展出私立大學名校，這是國內兼仿效歐洲由國家辦理高教思想和國內特殊政

治環境所造成的。但現今由國際趨勢觀之，私校仍有存在必要性，因此若能將大

學依屬性和類型歸類，給予各公私立大學不同角色功能之區分，尤其適度保留私

立校院生存空間，促使高教能具多樣化和特色化，能夠永續發展，是教育主管機

關應該思考的。 

(三) 退場問題影響教職員生權益是重大社會問題 

因少子化影響私立校院學校正常運作，難以正常教學，也讓教師研究難以雙

全，進而教師和職員工作權沒有保障，學生學習品質受到嚴重影響，大學之教育

目標蕩然無存，私校只為了生存苦戰，已放棄辦學理念與目標了，這是高等教育

之災難，將來會嚴重影響臺灣社會發展。 

另外，根據監察院（2022）調查報告，私校退場影響學生權益是非常明顯的。

報告中提到，以教育部公布之 2020 學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學雜費減免人數及參

酌同年度學生總數顯示，我國高等教育約近 22 萬名弱勢學生（219,623 人），其

中近 16 萬人（158,568 人）就讀私校，占整體 72.20%，由此可見私校退場對弱

勢學生影響很大。 

三、解決私校招生危機策略之芻議 

以現階段觀之，當前解決之道，有關擴展生源，例如擴大招收外籍生及僑生

或開放陸生等，都已經在努力了，但恐多是杯水車薪，無法解決燃眉之急。另外，

私立校院在招生方面，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用盡各種招數，以試圖渡過生存危

機，但若在官方政策上沒有特別考量，也將事半功倍。以下提供幾項策略性方法

供參考。 

(一) 公私立大學應依比例調降招生名額 

有關是否應該依少子化人數，公私立共同依比例調降招生名額議題，已有幾

篇文獻討論過（李高英，無日期；諄筆群，2023），另外教育部（2023）也表示，

「現階段公私立大專招生名額比例仍有相當差距，不宜同步減招」。但這理由並

https://www.storm.mg/authors/169560/%E8%AB%84%E7%AD%86%E7%B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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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筆者綜合各方意見，強力主張應依照每年度少子化總數，以公私立 3：

7 比例，同步減少核定公私立各校當年度之招生總額，再由各校自行調配各系名

額，應在減額核定各公立學校總額中由大學自行調配，如此做至少可減緩私校招

生不足及退場問題，也可避免公立學校學生素質因學生數減少，進入公立機會向

上位移，導致學力日漸降低問題。 

(二) 加速推動大學功能類型化，讓各大學育才分工化 

大學功能分類，已經談論很久，但政府一直不敢下定決心進行。筆者認為該

是進行功能分類之時機了。原則上大學可分研究型、教學型、專業型、宗教學院

型等，將公私立大學中，研究能量較大之約十校左右，定位為研究型大學，將招

生重點放在碩博士生，以培育研究生為主。另釋放一些大學生名額給一般教學型

大學，同樣地教學型大學則停招部分非專長之碩博士班，將發展重點放在大學部

上。其次再分技職專業型，以及師培專業型及宗教學院型等，並依國家發展之人

力需求規劃招生總額。如此角色分工各有所司，可讓各大學展現特色和專長，並

能提供學生多元之選擇。 

(三) 應調整以招生比率及學生規模做為減招之參據，以發展精緻大學 

2023 年 7 月教育部另公布《預警學校與專案輔導學校認定輔導及監督辦法》，

以財務狀況、合格師資比例及學生受教權為主審查預警學校和專案列管學校，大

致屬於合理。但目前之作法，另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規定，於私立大專校院若連續兩年均未達 70%者，依總量標準規定調整該學制班

別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 50%至 90%。此規定將導致私校只

有退場一途，因為在粥少僧多下，乃非戰之罪，因此建議修訂該項法令，以讓私

校中具有教育理念之董事會能如歐美辦理優質博雅型（liberal arts）或專業型學

院，以辦理小而美之高校為目標繼續存在，如此一來，私校也才有值得努力之價

值與空間，否則只會被壓縮到死路一條。 

(四) 盡快規劃高教未來藍圖 

政府多年來未曾對高教之政策提出具體之政策規畫，特別是針對整體發展規

劃，例如少子女化下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育圖像、高等教育機構重整、高等教育與

國家發展策略、高等教育機構教學策略、高教經費編列和私校之定位及如何解決

私校招生問題等，定期研議及提出未來十年之規劃藍圖，以供社會各界能更清楚

國家培育高教未來人才之具體做法與戰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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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就短期或長期來看，少子化趨勢已不可逆，且政府無法提出有力政策之環境

中，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公私立大學之間的競爭將走向白熱化，而私校如何在

有限資源下，走出自身特色，成為學生的最佳選擇，並確保在學系設計上跟上時

代潮流改變，培養出業界搶著要的多元人才，將是未來各校辦學的關鍵。另外，

私校內治理應更有績效，提供學生學習之最佳設施設備，以獲得家長和學生之口

碑，將是未來生存之重要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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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永續－大學招生與教育治理攜手前行 
楊慶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高等教育招生與註冊率驟降以及學用落差等問題，衝擊了多個國家及

地區（王令宜，2018），臺灣亦面臨少子女化生源銳減的直接挑戰（王保進，2022）。

在這波高教海嘯的衝擊下，已有多所私校不得不黯然退場，但還有更多學校選擇

堅守崗位，積極尋求破解之道。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高科大）亦面臨內在難

題，例如：為因應不同學制和招生管道，招生標準的訂定問題；以及南部學生就

業傾向與碩博士生招生的平衡問題。 

教育大師 Vygotsky 在《思想與語言》中曾指出，「教育必須面向未來，不能

只顧現在。」儘管他當時是針對兒童學習發表此見解，但這句話同樣適用於我們

思考當前的高教困境。大學的使命不僅在於培育專業人士，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成

為社會的積極參與者和貢獻者。因此，我們需要重視教育對個人、社會、國家乃

至世界的重要性，將教育視為推動人類永續發展的基石。 

一所大學應明確定位自身，專注提升教學品質，重視並挖掘每一位學生的獨

特性與價值，如同王令宜（2018）表示：「學校治理首先必須關注學生學習，讓

所有學生都能從學校獲益，才是學校治理之目標。」本文以高科大為例，探討如

何從治理大學的角度出發，幫助高教招生走上良性成長的方向。首先，大學要培

養學生具備專業能力及通識能力，不僅重視學生職涯，也重視其生涯發展；其次，

大學所做的產學和研究要對世界有影響力，對社會有貢獻；最後則是創造一個好

的教與學的環境，持續深耕人才，以此作為解決高教招生困境的方法之一。 

二、 訂定明確的教學目標與策略，培育未來人才 

目前臺灣高等教育仍舊存在「重普大、輕技職」的現象，這種情況使得技高

學生傾向於跨考普通大學，而非一定要選擇技職校院，這成為技職校院招生面臨

的一個潛在弱點（許維寧，2022）。由於學生和家長的偏好，技職校院常被視為

次等選擇，再加上現行考招制度對科大端的要求比對普大端更多，例如技高學生

跨考普通大學只需準備一、兩個科目，相比準備技術類科目的複雜性和風險，報

考學測申請普通大學更易上手，導致技專校院招生亦加困難，以及可能錯失招收

優秀技術學生的機會。另外，科技大學學生生源依然以高職畢業生為主，高職轉

型為綜合高中的情形亦可能影響科大招生的結構，且招生區域化的現象日益顯

著。高科大雖在南臺灣有既定的品牌形象，為全國最大的科技大學，但是面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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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的衝擊依然有不小的影響。 

要改善這種現象，我們需要清楚技職校院的價值和使命──技職教育乃是重

視實務與技術培育，並且在應對產業需求上，被賦予了更高的期待，是國家產業

發展最重要的搖籃。因此，高科大基於臺灣產業發展需求、技職教育理念、高等

教育環境變化、社會脈動需求及全球變革趨勢等作多方考量，從學生面、教師面

與教務面立下三大目標、九大策略： 

(一) 培養終身學習之未來人才－完善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在培養終身學習之未來人才的目標中，高科大擬定了三項策略方針，分別為：

專業實務精進、多元跨域學習、推動雙語學習。在這三項策略之下的行動方針主

要提供新生暑期課程輔導減少新生焦慮；開設多元的課程探索與輔導機制，並在

有需要的課程中引進業界專家進行協同教學。另外，實行多個學生多元跨域的學

習計畫，如議題導向跨域教學；STEAM 教學增能；跨領域的導航系統；AI 課程

通識化；建立全校運算思維課程地圖及程式設計等，幫助學生在就學過程中養成

嚴謹的邏輯思維。此外，雙語校園是未來的重心，高科大不遺餘力推動雙語教育，

為了提升學生的英語力，鼓勵教師開設 EMI 課程落實英語教學常態化，以期達

到雙語化的校園環境。 

(二) 養成教研合一之跨域師資－完善教師教學支持系統 

人才是學校的重要資產，吸引好的人才加盟，培育好的人才，留住好的人才，

讓好的人才發揮成長一直是高科大最重視的治校使命。為了讓教師在堅實的基石

上可以自由穩定的發揮教學與研究工作，施行三項策略方針，分別為：推升教學

增能、協助教學精進、評估教學績效。為了教學的增能，對新進教師到資深教師

分別有不同的策略培訓課程去輔助教師提升自我的教學能力，如新進教師研習、

混成教學培育、EMI 教學培育、發展教師社群等，讓教師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

此外，鼓勵教師提出創新教學方案，並給予優渥補助，提倡教師設計 PBL 課程

以及涵蓋 USR 層面的教學設計，獎勵教師在教學上不斷求新求變以適應時代的

變化。高科大對於優秀人才也不吝於獎勵，提供人才彈性薪資的措施，同時也常

態的進行教學意見調查制度，為教師提供第一手的滿意度調查。 

(三) 發展瞻遠融整之環境機制－創新教務行政系統 

宋代文豪朱熹言：「問渠哪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意思是說水塘的

水之所以清澈，是因為源頭有源源不絕的活水注入。這股清泉不只包含教師也涵

蓋學生。學生在做升學考量莫不以學校聲譽、形象、表現來做為選擇指標，高科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頁 42-47 高等教育招生問題 主題評論 

 

第 44 頁 

大除了吸引產業專業人才加盟之外，亦致力於深耕生源學校，建構良好形象與評

價，其目的都是為了招收到適性的學生。高科大的使命就是讓普通的學生變成優

秀的學生，讓優秀的學生邁向菁英的學生，為此施行許多提升學生發展的機制，

提供學生一個良好的適性發展空間，並且相當重視學生的挫敗原因、學習成效、

招生成效等，以科學性的數據動態調整來改變教務流程。 

高科大在教務發展過程中將持續優化，針對三大目標制定九項策略方針，共

推出 45 項教學行動方案（詳見圖 1），以期在未來達到為教師指引方向、為學生

孕育孵化的基地。讓高科大的學生在教師循循善誘的薰陶之下習得專業素養、人

文素養、美學素養等跨領域、跨國際、跨文化的多元素養。 

 
圖 1 邁向永續高科大之教學行動方案：黑字為常態推動方案、藍字為深化精進方案、紅字為創

新方案。其中，常態推動 21 項、深化精進 16 項、創新 8 項，總計 45 項。 

 

三、發展對世界有影響力，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產研能量 

高科大做為規模第一的科技大學，以串聯產業永續發展、扎根前瞻研發領域、

接軌國際為己任，目前已有多個特色研究中心，其所展現的能量與成果包含有世

界一流表現的「底泥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diments, CSS），在跨域

合作實現淨零碳排與永續生態環境方面取得傑出成果，創新海洋科技新局面。此

外，該中心還協助高雄港拿到臺灣第一張環保署底泥海洋棄置許可及亞洲第一張

生態港（EcoPorts）認證。其執行的底泥監測與評估、底泥整治與再利用等技術

工作，創造產學合作案總金額超過新臺幣 8 億元，目前有 7 項專利技術及 4 項技

術移轉。共發表 410 篇國際期刊論文與 160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深獲重要國際期

刊認可，並在海洋、底泥、生物碳三個領域引用率世界第一。 

在國家卓越表現上，高科大的「鐵道技術中心」（Railway Technical Center）

是臺灣鐵道技術的核心供應源，建立軌道系統自主維運里程碑，並擁有超過 30

項專利，是臺灣軌道技術自主化的關鍵研發單位。協助臺鐵、北捷、高捷、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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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超過 125 件成品，以及開設軌道職能訓練課程，協助友校開設鐵道相關課程

等。更在近年臺灣幾次嚴重的交通事故與軌道安全問題上，充當了臺灣鐵路的守

護者，例如：為 2021 年太魯閣號事故列車完成黑盒子判讀任務、協助改善臺鐵

中秋節號誌故障事件等。 

另外，高科大的「國際海事公約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nvention Studies）為國家提供海洋政策的制訂與海事教育的規範；「水下打撈

技術」協助國軍成功打撈黑鷹直升機及 F5E 戰機；以及在疫情期間，「GWO 訓

練中心」成為全球唯一正常授課發證的單位，並且受邀到全球大會上分享防疫經

驗。 

除了對世界、對國家的影響外，高科大也為社會和地方做出貢獻，幫助在地

產業發展與地方創生。例如：高雄永安漁村面臨著人口外流和產業無法升級的困

境。高科大透過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輔導村民與政府合作建立永安水產加工廠，

並取得國際雙認證（GHP 及 HACCP），提升產業發展，使年產值增加新臺幣 6 億

元，帶動地方自主性經濟，並研發 10 項以上水產品，進軍臺灣美式賣場。 

以上成果案例，不論是協助研發世界級技術、處理國家級事件或是大學社會

責任計畫等，高科大皆有出色表現，一方面以特色研究中心提供中高階人才培育，

另一方面則是系統性育才以推動人才在地化，真正培育改變世界的行動家。 

四、打造特色辦學亮點，提供安心、高質量的學習環境 

高科大併校後五個校區分散於高雄市的四個行政區，須採多校區經營，因此

學校全力投入校務行政資訊化與校園管理智慧化之進程。一是為因應資訊化世

代，縮短跨校區文件傳遞時間，所進行的公文系統整合、線上申請與採購核銷等

作業；二是欲透過智慧化管理方式，提升校園管理效能，包含：智慧會議室及場

地管理系統、智慧型車牌辨識停車場管理、跨校區校園安全監視器整合系統等。

五年來已完成多項數位系統，並以精簡流程、提升效率、精準決策為目標，不但

讓整體行政效率優於未併校前之原三校作業，更為師生提供了優質的教學實踐環

境，且此部分的成效業已通過疫情時期的檢驗（今周刊，2021）。 

其次，高科大併校後為了校園整體規劃，進行多次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之整

合，除了重視未來校園建設外，亦持續盤點社經環境、產業趨勢及師資專業等條

件，優化院系所組織以型塑未來學術聚落，包含新設的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車輛工程系、創新設計學院，以及籌設中的科技藝術系、永續領導碩士專班等。 

此外，有鑒於創造力與藝術涵養對未來科技人才素養教育的重要性，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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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藝術提升方面，高科大改善各校區景觀設施，增添校園藝術美感展現空間，

目前正在進行楠梓與建工校區美感校園工程。以及積極辦理各類型藝文活動、名

人講座、工作坊課程，乃至全國首創舉辦青年藝術家典藏徵件比賽、聘任駐校藝

術家培訓校內學生參與學校慶典演出節目等，不僅豐富了學生的學習體驗，還培

養了他們的創造力和藝術欣賞能力。 

而面對校園裡最重要的群體――學生。高科大還積極轉型學務工作，以「成

長型輔導」，取代「缺補型輔導」，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園生活，培養其領導和社

交技能，包含：辦理學生青年論壇、擴大學生公共參與、輔導學生自治運行、推

展新宿舍運動等。高科大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不僅關注他們的學業成績，亦關

心他們的心理健康和社交關係。以及透過加強創意、創新、創業與創客教育，所

謂四創教育，培養學生的創業技能與核心特質。這些措施則有助於學生更好地適

應未來的社會挑戰，成為具有創新和解決問題能力的畢業生。 

最後，高科大為確保永續經營，成立了經營管理處和永續發展處，以有效管

理規劃學校資產、增加營收，並推動校務永續發展。以提高學校的經濟實力並確

保高科大能夠繼續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五、結語 

高科大作為南部最重要的科技大學，面對當前高等教育招生現象，也面臨著

一些內在的難題。首先，考慮到學術和產業研究方面的整合，我們期望招收的學

生能夠與學校的培養目標相符。然而，由於目前招生管道的多樣性和學校存在不

同學制，招生條件的訂定變得複雜。因此，有必要針對不同學制和招生管道，制

定更具體的招生條件與標準，並靈活調整相應的教學模式，以確保招收的學生具

有相應的能力和素養。 

其次，關於碩士生和博士生的招收，由於高科大位於南部，畢業生更傾向於

選擇就業，這反映了社會環境對畢業生的影響。由此引發了一個矛盾現象，即我

們期望培養學以致用的人才，卻影響到碩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成效。因此，我們

需要在培養實務人才和提高研究人力之招生上取得平衡，思考如何在提供實務教

學的同時，繼續吸引並留住具有深厚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這可能需要調整課程結

構、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研究項目，以及與產業合作，讓學生看到研究對職業發展

的價值，以達到平衡的效果。 

而回到招生議題，學生為何選擇我們的學校？是由於我們卓越的招生手法，

還是基於學校所培養的學生成就、聲譽，或者學校整體的聲望？亦即，究竟是我

們在招生策略方面表現出色，還是學校需要具備優越的治理體系，才能吸引到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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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適性的學生？以此回應本文對大學招生與教育治理之間關係的探討――高等

教育應積極因應未來人才需求，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人

文素養能力，以實現個體的全人發展。學校的角色應幫助學生在畢業後能夠有出

色表現，能應對各種挑戰，符合社會需求與個人成就感之追求，如此便能吸引更

多學生前來學習。 

「教育必須面向未來」，當未來世界是變化迅速且充滿挑戰時，我們在治理

大學的方針上便需要與時俱進，謀求創新，在教學與學習上讓全校師生一起前進。

當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培育所謂的「未來人才」時，我們就必須靈活調整

教育的方法內容和各項策略。未來人才需要具備的技能和特質已經不同於過去，

這可能包括：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熟悉數位科技且能快速學習的能力、全方位

跨域的能力、國際移動的能力、永續學習的能力，以及具備人本關懷與文化理解

的能力等（今周刊，2022）。我認為唯有以此為目標治理學校和培育人才，我們

所培育的學生的成果才能變成學校最好的招生口碑，並幫助學校在高等教育市場

中持續保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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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發展面臨的衝擊與轉機 
葉璨銘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領導與政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生 

張明瑾 

中國文化大學教務處招生組組長 

楊馥如 

中國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教務長 

 

一、前言 

近幾年可看到少子化對高等教育產生的影響，陸續有地處偏遠的私立技術學

院如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永達技術學院、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等停辦，至 2022

年止已有 8 所大專校院停招退場。而第一波震撼有感的大海嘯已然於 2022 年衝

擊各大專校院，111 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缺額總計 1 萬 4,493 人，分布於 51 所大

學，其中公立大學 22 所、私立大學 29 所（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2022）。

連清華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這類列名頂大計畫學校，且過往從無缺額之學校都出

現缺額，著實令人見識到少子化的威力。 

教育部今年（2023 年）6 月公布之「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報告（112 至 127

學年度）」中提到，預計自 112 學年起，大學 1 年級學生人數將跌破 20 萬人，117

學年人數減至 15.7 萬人之低點；其後數年之大學 1 年級學生數雖循生肖效應起

伏，惟人數皆維持於 15 萬至 19 萬人之間；127 學年之大學 1 年級學生預測數為

14.7 萬人，較 111 學年減少 5.4 萬人或 26.8%（教育部，2023）。 

少子化造成高等教育生源減少，這並非短暫的現象，且已對於高等教育的未

來產生連續性的衝擊。未來各大學要在如此激烈的戰役中生存，非僅僅只是想方

設法減少支出、縮減規模即可，必須加緊腳步找出自己的特色與道路，穩步向前

邁進，以求永續經營！ 

二、少子化浪潮對於我國高教體制之衝擊 

除了學生人數減少導致大學學雜費收入降低，造成大學經費不足、經營困難

等問題，少子化對於我國高等教育體制尚有以下之衝擊： 

(一) 低分高就現象，學生缺乏學習動機 

我國大學數量自 91 學年度 61 所成長至 111 學年度之 126 所（國家發展委員

會，2023），加上少子化的浪潮，相較於 1994 年大學錄取率約 4 成，近幾年的大

學錄取率均在 9 成 5 以上。高等教育從過往的菁英教育變成了普及教育，許多在

高中階段學習不理想或志趣不在升學的高中畢業生都進入了大學校園。在此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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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就的現象下，這些學生進入大學之後因課業無力銜接、因就讀科系非依個人志

趣、因經濟問題需打工維持生計、或因大學學習環境過於寬鬆等因素，致使大學

生普遍缺乏學習動機。 

(二) 社會對於高等教育品質產生擔憂 

過去擠破頭才能進入的大學，如今因高等教育過度氾濫導致學歷通膨，人人

都可上大學，大學畢業生品質參差不齊，致使整個社會對於高等教育品質產生不

信任感。受少子化影響，大學學雜費收入減少，部分大學會採取減少支出的因應

作法，將減少聘任專兼任教師、開課數量減少、甚或併班上課，導致整體教學品

質降低。另因生源逐漸匱乏，各大學為留住學生，有許多大學陸續取消學業成績

不佳退學之規定，尤其在私立大學間特別明顯。在劣幣無法被淘汰的情況下，不

僅降低同儕間競爭學習的氣氛，更出現有些科系不當學生的「潛規則」，導致學

生自我貶抑專業學科價值，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更進一步加深社會對於高等教育

品質的負面印象。 

(三) 高等教育人才培育失衡，影響國家發展 

少子化導致招生人數不足，由經營的角度來看，在私立大學中新生人數過少

的學系往往是首先被整併或調整的。而傳統文史哲或純科學理論的學系，由於課

程內容與未來就業存有落差，且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畢業後薪資待遇水準不高，導

致相關科系不受高中生及家長青睞，最終遭到停招甚或裁撤的命運。然而，傳統

文史哲與純科學理論之人才對於國家發展至為重要，從諾貝爾獎的獎項：物理、

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經濟學與和平獎，仍多聚焦在此等基礎學科，可見

一斑。而私立大學在辦學成本的考量下紛紛關閉是類學系，對於高等教育人才培

育與國家發展影響甚鉅！ 

三、私立綜合型大學因應少子化之轉機 

以下說明私立綜合型大學該如何將少子化的衝擊轉化為大學發展之轉機，使

大學得以永續經營，為社會培育適當之人才。 

(一) 由內而外以「行銷」觀念重新形塑組織定位 

由於現今高等教育環境快速變動，大學的定位與任務，以及社會對大學的期

許和以往截然不同。在此以服務行銷的角度，來探討大學在面臨衝擊尋求解方，

重新定位組織並形塑特色之時應採行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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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部行銷 

「沒有滿意的員工，就沒有滿意的顧客」（Service firms rarely have satisfied 

customer without having satisfied employees）（Hallowell, Schlesinger, & Zornitsky, 

1996）。大學重新定位並形塑特色時，必須要先使內部人員，包括教職員工生等

感到滿意。無論是資源重分配、規模縮減、系所整併、單位與人力調整等，首先

都必須聆聽內部人員的聲音，並凝聚共識，同時建立順暢的內部溝通管道。當內

部人員覺得自己的聲音能夠被聽到，也感受到自己參與了學校定位、特色與未來

發展方向的決策過程，就能提高對學校的認同度，進而增加對工作與學校的滿意

程度，使得學校各項政策順利推動。 

除此之外，學校內各單位間的橫向溝通也很重要。當不同單位的人員，都對

學校政策有清楚的認知並有認同的共識，就能夠破除各單位之間的藩籬，減少內

耗，攜手合作達成目標。 

2. 外部行銷 

大學面對少子化的浪潮，應更積極進行外部行銷，尤其是私立綜合型大學。

將大學對應少子化衝擊所採取的作為，以各種行銷手法與形式傳遞出去，破除外

界「學生人數減少等於學校即將倒閉」的觀念。學生人數減少，大學可施行「精

緻教育」，以小班教學方式照顧到每一位課堂上的學生，提升教學品質；學生人

數減少，大學可提供「優質教育服務」，讓導師從生活的角度切入來瞭解並關懷

學生，了解學生學習上遇到的困難並給予協助，重新對於學習感到興趣，並從中

獲得成就感，以增進學習動機。 

透過口碑、廣告、新聞、社群及媒體，讓目標與潛在客群充分瞭解學校的特

色、教師的研究、課程的變革、學生的獲獎表現、校友的成就、資源的挹注等。 

3. 互動行銷 

少子化的衝擊下，大學除了調整組織架構以為因應外，更應重視學生及家長

等利害關係人的回饋意見，並透過校務研究，找出影響學生選擇就讀本校的原因，

如學校知名度、學校形象、地理位置因素、產業界連結等，針對這些影響因素進

行改善。 

此外，亦應與目標/潛在客群（未來學生）進行密切的雙向合作，現在已有許

多大學與高中合作開設微課程、多元選修或辦理體驗活動等，將大學資源向下延

伸至高中端。透過與未來學生及家長的互動，加深其對學校品牌的印象與瞭解，

增進其對學校的認同度。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頁 48-52 高等教育招生問題 主題評論 

 

第 51 頁 

(二) 突破自我框架，展現特色，銜接社會趨勢 

大學要在少子化海嘯中生存，必須要突破以往學術研究至上的框架，將學術

量能轉化發展出學校的特色，以吸引學生選擇就讀，以下為私立綜合型大學可選

擇之特色發展方向。 

1. 地方創生 

面對我國總人口減少、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大都會，以及城鄉發展失

衡等問題，行政院於 2017 年 12 月之年終記者會宣示「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及「均衡臺灣」等三大施政主軸。其中，在「均衡臺灣」方面，要根據地方特色，

發展地方產業，讓人口回流，青年返鄉，解決人口變化，積極推動「地方創生」

政策。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依其資源特性及發展情形，可區分為下列三種類型：

農山漁村、中介城鎮、原鄉等三類（行政院，2019）。 

小鎮文創創辦人何培鈞認為大學的課程可以搬到地方，以創生做為教學的現

場，讓大學的人才就是地方的人才（何培鈞，2022）。將大學的學術能量與地方

發展需求作結合，協助地方轉型成長。地方人才再回到大學進修學習所需的知識；

創造大學與地方的雙贏。 

2. 永續發展 

配合聯合國「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DGs」，大學可設置大學社會責任（USR）

和永續發展相關單位，整合校內資源推動 USR 各項計畫與行動。透過師生社會

參與和在地影響，落實永續發展目標。 

大學應依照學校定位、特色與發展方向，並扣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蒐集校務各項數據資料，經由校務研究進行分析，以其分析結果作為校務治理之

依據，致力於創造符合學校定位與特色之可持續發展的校園。 

3. 社會趨勢 

大學的發展必須順應社會趨勢，大學辦學應掌握世界發展潮流，在學校定位

及特色下發揮大學學術專業之強項，從創新能源、預防醫學、健康促進、城鄉平

衡、淨零排碳、氣候變遷、環境保育等，因應科技的進步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提

出解方，並培育能夠掌握社會趨勢順應未來的多元人才，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四、結語 

少子化對高等教育界帶來的衝擊，從列名頂大計畫的學校到後段私立學院無

一倖免，建議大學面對衝擊時思考由內而外以「行銷」觀念重新形塑組織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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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內部、外部等各方人員對學校經營產生信心；同時能夠突破自我框架，將學術

量能轉化成為學校特色，並銜接社會趨勢；以將少子化的衝擊轉化為大學發展之

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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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地區高等教育招生危機與轉機 
梁忠銘 

臺東大學教育系教授兼教務長/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一、前言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可知，我國生源已是常態性的減少之中，自 2022 學

年起將跌破 20 萬人，較 2023 學年減少約 1 萬人，並逐年持續下降，2028 學年

只剩 15.7 萬人（教育部統計處，2019）；教育部預估，大一新生數還會續減少，

2038 學年時僅剩 14.7 萬人。從 2023 至 2038 學年的 16 年間，大學一年級的學生

數平均年減 3,400 人。另外依據內政部 2022 年公布人口統計數據，人口數連

續三年負成長，全年新生兒人數僅 13 萬 8986 人，2023 年將連續第九年下滑、

全年出生數恐不足 13 萬人（內政部戶口統計資料，2023）。換句話說，依據

目前臺灣的新生兒數，即使到了 2041 年為止，就學人口依然是每況愈下。2041

年如果沒有留學生和外國移入的人口，高等教育就學人口，應該就是在 13 萬人

以下，比 2023 年的高等教育人口 19.1 萬，還要再少 6 萬人以上。生源少 6 萬人

的情況，換個具體情境來說，一般規模（5-6 千人）的大學，教育部核給的招生

總名額約是 900 名左右，以現時間點來看，18 年後將會有 67 所左右的高等教育

階段學校招不到學生，更簡單來說 18 年後臺灣大約三分之一以上的高等教育機

構，將面臨招不到學生的情境。 

同時在面臨少子化所造成的生源不足，特別是地處邊陲地區，更因為交通與

地理位置的劣勢，面臨地方社區人才與人力不足，人口外流社區將面臨經濟規模

萎縮與在地產業的崩解。偏鄉的高等教育機構，也必然會受到更嚴重的影響，學

校除了要積極面對未來長期持續性的少子化衝擊，還必須積極找出因應對策，善

盡社會責任，協助偏鄉延續地方文化，創造地方足以安居樂業、人才留鄉，永續

鄉里生命力做出貢獻。 

二、少子化對學校教育的影響 

少子化衝擊學校教育體系的經營，首先就是因學生減少，各級學校班級數隨

之減少、學校規模變小，進而導致，學校面臨裁併或廢校；家庭也會因為少子化，

學生被過度保護，家庭教育機能減弱，父母親過度干涉學校教育；社區亦會因為

學校裁併或廢校，加速社區人口流出，社會與教育機能萎縮，地方面臨既有的機

能無法正常運作。國家整體也會因為人口的減少，消費動能萎縮和勞動力不足，

對社會、經濟、產業，產生連鎖的負面效應。少子化的趨勢到目前為止，幾乎無

解，對高等教育機構來說，隨著就學人數逐年遞減，已經沒有任何緩衝時間和空

間，許多學校每年都重覆上演招生困難和招生不足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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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高等教育機構，歸納目前媒體上各種評比區分（法規上並無明確區分），

可大分為國公立與私立兩大類；又可大分為一般高等教育系體系和技職體系。規

模上又可分 6,000 人以下（中型大學）、6,000 人以上（大型大學）（天下雜誌，

2023）；以及私立一般和技職大專院校與國公立一般大學和技職大專院校。在學

校定位上，又可大分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類別科

系雖有區隔性，但是除了師範、藝術、體育與醫、護校院有較為特定的發展外，

公私立科系重疊性多，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也存在諸多類似的系所，在面臨生源

有限之下，自然相互競爭；學校會出現因招生不足受到教育部輔導和停止招生，

不僅會逐年增加，且會突然出現嚴重招生不足的情形。因為，生源的流失現象，

主要是在生源短缺和升學管道有多種選擇之下，學生往往會因為受某些事件的影

響，容易改變初衷，學生及家長總是會評估和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升學管道和學

校。 

三、偏鄉地區招生危機與轉機 

影響學生選擇高等教育的主、客觀因素可歸納如下。(1)主觀因素：有未來志

向、學習成績、比賽成績、父母期望（父母教育程度）、家人影響、經濟條件、

師長影響、同儕影響、社經背景和以及學生學習興趣、學業壓力。(2)客觀因素：

不外乎社會（辦學）聲望、招生率、畢業率、畢業出路（工作機會）、就業薪水、

學校地點（所在區域）、交通條件、住宿條件、校園環境、周邊環境、學餐飲食、

安全性、獎助學金、特色科系、設備設施、師資條件、課程規劃、校園生活、校

友評價、畢業生表現、教學評鑑、學校行銷等因素（劉鳳珍，2005；沈俊毅，2006；

洪大翔、盧龍泉、何雍慶、2009；林筠諺，2010）。 

如上學生選擇學校和系所雖有很多的因素，但實際上大多數的學生主要的考

量還是本身成績以及學校的社會聲望，其次才是畢業出路和興趣（UCAN 計畫辦

公室，2023）。也就是說學生和家長如果成績條件足夠，一般還是會偏向選擇所

謂的名校，其次是符合國家重點發展產業學系，以及醫學、教育（師範）、體育、

護理校院和國公立大學。一般缺乏特色領域系所，將會面臨學生在選擇學校時，

考慮到學校主、客觀條件的影響，較易導致招生不足額情形的發生，同時也會面

臨寒、暑轉學考，在學學生員的流失。 

我國現在一般的高等教育招生入學管道主要有，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

入學，另外還有四技二專、運動績優單招、特選單招、學系單招，另外還有願景

計畫（弱勢優先）等管道，每個入學方式都有其限制與比例。其中最主要是繁星

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三個管道。特別是繁星推薦和申請入學人數，共約占

80%左右，分發入學雖然比例不高，但是非常重要，因為其他管道的招生缺額，

大多可流用至分發入學。實際上以 2023 年度的招生情況來看，偏鄉的學校很多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頁 53-56 

 

高等教育招生問題 主題評論 

 

第 55 頁 

在繁星推薦和申請入學的管道，比較容易呈現缺額的情形，但在最後的分發入學

的管道，會因各種有利的主客、觀因素和特色，如軟硬體設備和辦學風評以及獎

學金及國外交換學生等誘因加持之下，補足大多數的學生，呈現出不錯的招生總

名額使用率和註冊率。 

四、結語 

根據今年缺額分布學系趨勢分析，可看出學生選擇學系，多與國際產業發展

趨勢有極大相關，考生與家長對於未來職涯與工作取向的需求更為直接，如半導

體、資通訊、人工智慧應用、電機，以及傳統師範、藝術、體育與醫、護校院相

關學系，相對容易受到青睞，出現「選系不選校」以有利於未來就業為選項的現

象。 

偏鄉地區高等教育招生問題，所面臨的問題與幼、小、中、高學校有所不同，

學前教育與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基本上與該學區的生源緊密關聯。偏鄉地區會因

就職與生計問題，造成人口向外流動現象產生。因此，學區內適齡學童的減少，

絕對是直接影響到學區內學校就學人口。但是，高等教育的生源，基本上是全國

在同一個招生機制上一起競爭，學生可以有自由選擇學校的權利。因此，各大學

只要找出和創造出有利於招生的條件，即使可能是因為地處偏鄉和交通因素的不

利因素，也有可能受到考生和家長或是高中端的青睞。甚至可能因為地處偏鄉所

造成交通的不便，保有好山、好水、好空氣等自然因素，轉換為健康和優良學習

的環境，在重視永續經營和健康的風潮之下，成為正向和有利的條件。地處偏鄉

的大學更應結合所在地區的優勢特性、產業發展，或學校願景，積極進行課程精

進，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及專業技能，符應社會脈動，迅速凝聚共識，進行

內部組織結構的調整，建構具有特色和教育內涵的學系，貼近世界與社會發展所

需人才培育所需優良軟硬體設備及教育環境的整備，吸引社會注目與正向風評，

受到父母及學生的肯定。或許結合大學深耕計畫或 USR 計畫，找出協助偏鄉提

升地方文化，協助地方創造足以安居樂業，人才留鄉永續鄉里生命力做出貢獻，

彰顯大學對社會貢獻的成效，積極與地方和社區互動連結，提升地方對大學的認

同和聲望，有助於地方鄉親鼓勵子女就近報考。 

同時更應積極打破侷限於臺灣生源的想法，積極招收海外學生，採取跨地理

區域甚至全球視野的觀點，積極引領大學建構出在區域或領域中的關鍵位置，發

展優勢學術或專業領域，培育學生正向態度與問題解決能力，爭取社會與家長的

認同。此外，亦可透過學術交流和學術講座之名，邀請著名學者、藝術家、運動

選手駐校指導，擔任講座、參與研究，不僅可提升學校知名度，也可擴展學生專

業與視野，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另外，強化招生、精進有效教學、擴大自主

學習、促進國際教育、激勵師生研究、增強校友鏈結、充實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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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募款來源等，擘劃長期校務永續發展的條件與實力，以面對危機和確保未

來永續發展的契機和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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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際招生之精進－國際觀點及啟示 
王如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聘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講座教授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研究訪問教授（2023） 

 

一、前言 

國際生的入學日趨重要且具有挑戰性。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大學必須建立更

為國際化之學生組成，這正是世界各地正在發生之情況（Amirali, & Bakken, 

2015）。招收國際生是全球化高等教育機構和促進校園多元性的重要因素。國際

生不僅為大學的文化和多元人才作出貢獻，還可帶來經濟效益。他們的學費和生

活費通常有助於經濟上支撐大學。在預算減少的時代，許多大學正面臨吸引高素

質學生之激烈競爭，且能同時維持課程的品質和效益（Amirali, & Bakken, 2015）。

本文從國際觀點分析國際生招生策略並進一步提出對精進臺灣國際招生之啟示。 

二、招收國際生之重要性和原因 

(一) 招收國際生的重要性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是近幾十年來的全球趨勢。隨著世界日益緊密相連，高等

教育機構在促進國際了解和合作的角色上變得更為重要。招收國際生是國際化過

程之一項要素。McKibben（2018）研究指出高等教育機構的本地招生人數下降和

教育經費減少，迫使這些機構尋找替代之收入來源，國際招生因國際生可為校園

帶來的教育、文化和經濟效益而受到關注。McKibben（2018）之研究有三個重要

發現為：(1)從國際生招生的角度來看，國際生對高等教育機構的重要性在於可帶

來經濟、文化和教育之利益；(2)國際生對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地方、州、國家經濟

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3)高等教育機構在招生標準和招生管理計畫上需要相關

積極措施，以確保招生學生之素質。 

1. 經濟影響（Economic Impact） 

招收國際生最直接和具體的好處之一是對高等教育機構之經濟影響。國際生

在許多國家支付的學費高於國內學生，這有助於為大學創造收入（Levent, 2016）。

此外，他們通常透過住宿、飲食、交通和其他生活費用對當地經濟產生貢獻。根

據 NAFSA（2020）的一項研究，2019-2020 學年，國際生為美國經濟貢獻超過 390

億美元。 

2. 多樣性和跨文化交流（Diversity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招收國際生可透過增加文化和多元人才豐富校園環境。接觸不同的觀點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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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對所有學生都有益處，促進更具包容性和全球化之學習環境。還可以提供跨文

化交流和合作的機會，這在當今全球就業市場中是不可或缺之技能（Rose-

Redwood, 2010）。 

3. 構建全球網絡（Building Global Networks） 

完成學業後，國際生通常會回到自己的祖國。在世界各地建立校友網絡對大

學很有價值。這些校友可以擔任學校招生大使，幫助招收新的國際生，建立研究

合作，並在全球範圍內提高機構之聲譽（Pandit, 2009）。 

(二) 招收國際生之原因 

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許多高等教育機構對國際化，尤其是國際生招收感興

趣，有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包括增加機構的收入、獲得國際地位、增加多樣性，

以及根據國家、機構類型和市場地位的認識而有所不同。高等教育機構朝向全球

化和國際化邁進背後的三個動機因素（Gök & Gümüş, 2018）：(1)商業化（將國際

生視為一個收入來源）；(2)創建無國界的國際學者社群（無國界的社群）；和(3)增

加多樣性。營利型大學主要關注第一個原因，因為將國際生視為收入來源或廉價

的勞工，其他大學也關注國際生對聲譽、發展和多樣性，以及財務激勵的影響。 

三、招收國際生的挑戰與障礙 

(一) 招收國際生的挑戰 

儘管招收國際生可提供眾多好處，但高等教育機構在過程中面臨一些挑戰。 

最常觀察到的挑戰包括（Amirali & Bakken, 2015）：國際生抵達前後的溝通、

語言障礙、尋找住宿、適應新文化、獲得適當的財務支撐，以及融入教育體系（課

程）。 

1. 簽證和移民法規（Visa and Immigration Regulations） 

複雜的簽證和移民法規是主要挑戰之一。國際生需要獲取適當的簽證才能在

外國學習。這些法規可能令人困惑且經常更改，這使大學需要保持最新訊息並為

其潛在學生提供指引（Bordoloi, 2015）。 

2. 競爭（Competition） 

對高等教育的全球需求正加劇吸引國際生的競爭。大學必須區分自己與競爭

對手，並提供足以吸引的原因，使學生選擇其課程（Weeks, Filion & Luna,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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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和文化障礙（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語言和文化障礙可能是阻礙吸引國際生的重要障礙。潛在入學學生可能會對

在不懂母語或對當地文化不熟悉的國家學習而感到猶豫（Abdulai, Roosalu & 

Wagoner, 2021）。 

4. 財務考慮（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學費、生活費和醫療費用的成本對許多國際生而言可能是阻礙。獎學金和財

務資助之普遍取得機會，對高等教育就讀學生非常重要（Mesidor & Sly, 2016）。 

5. 國際行銷（International Marketing） 

有效的國際行銷對於觸及潛在學生甚為重要。大學需要投資於能夠觸及國際

接收者並傳達其特色之行銷策略（Wu & Naidoo, 2016）。 

(二) 招收國際生的障礙 

招生的障礙可分為三類，亦即學生人口統計、政治和經濟（McFadden, Maahs-

Fladung & Mallett, 2015）： 

1. 國際生的人口統計特徵 

在過去十年中發生變化，國際生的人口統計特徵直接影響招生和留校繼續攻

讀計畫（McFadden, Maahs-Fladung & Mallett, 2015）。來自中產家庭的傳統年齡學

生成為許多國家之主要國際生團體。由於這些攻讀學士學位的年輕學生，他們通

常不確定想要的學習領域，這使得招生工作變得較為耗費人力。國際研究生對專

業和機構選擇則較為明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通常會為招生人員帶來障礙，例

如美國是一個社會和宗教寬容的國家，但許多其他國家則較不開放。性別角色、

宗教實務和道德價值觀之不同可能會在國際生考慮出國留學時有負面的情緒。例

如，宗教保守派可能會對異性教師和混合宿舍感到不舒服。 

2. 政治障礙 

在美國，包括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實施的嚴格政府政策和法規。國

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 DHS）和隨後的學生和交換訪問者系統（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Program, SEVIS）是在這個背景下建立的，最初對進入美國

的國際生產生影響。SEVIS 是一個基於網絡的資料收集和報告系統，用於監控國

際生和交換訪客的入學狀況。國際生的入學人數在 2003-2004 學年首次下降

2.9%，並且由於 SEVIS 的限訂，國際生不再願意申請進入美國的機構。但自 2006

年開始，國際生人數則每年都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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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障礙 

可以進一步分為機構和/或全球。機構障礙可能包括不足的大學部獎學金和

可用的財政資助、國際生的學費增加，以及國際生的州外學費成本、招生人員的

海外差旅預算有限、與聯邦合規法規相關的工作量增加，以及人力資源未能因應

變化的學生人口。其他國家已認識到為經濟發展需要招收國際生，並提供獎學金

作為激勵措施。除上上述之外，2021 年以來新冠疫情（COVID-19）亦造成全球

高教國際生流動之障礙，所幸現在疫情之後此一障礙已逐漸消失。 

四、招收國際生的策略（Recruiting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根據綜合經驗和專家分享的招生實務，Choudaha, Chang & Kono（2013）建

議一個強調科技、合作夥伴關係和研究互動的回應策略架構（圖 1）。為實現最佳

的招生成果，高等教育機構應當同時採用此三項關鍵實務，以實現積極和高效的

招生成長。在這個架構內，透過在招生過程中衡量和調整招生措施，來優先考慮

使用的有效措施，以及運用更具成本效益的策略。同樣地，合作模式可以擴大透

過社群媒體和面對面溝通放大效應之正面口碑，以增加對潛在學生的接觸。 

 
圖 1 回應策略之交互作用（The Interplay of Responsive Strategies） 

資料來源：Choudaha, Chang & Kono, 2013, p. 14 

為了以較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實現國際招生目標，而不妨礙國際化理念，高等

教育機構需要瞭解當代的國際大學部學生群體之選擇大學決定過程、需求和偏好

（Choudaha, Chang & Kono , 2013），例如地點、父母、支援服務，以及社群媒體

口碑。他們的流動模式和偏好也不同於國際研究生。高等教育機構不能單純地將

針對招收研究生設計的實務擴展到這個獨特且新興的大學部學生群體。採用與學

生需求相符的回應性機構策略和實務：國際招生策略只有在與目標學生群體的具

體需求和偏好保持一致時才能有效且永續。積極主動的大學和學院可以透過發展

內部能力，並實施一個基於科技、合作夥伴關係和研究之間的交互作用策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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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應資金充足的國際大學部生之增加。 

Gök & Gümüş（2018）層探討土耳其大學對國際生的招生政策和策略。指出

隨著世界各地的大學競爭學生流動市場的人數，土耳其大學一直在努力措施吸引

來自各國的學生。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土耳其大學使用國際上大學常用的策略，

包括參加展覽和活動，透過科技、網絡和社群媒體進行宣傳，以及使用代理商。

然而，土耳其學校還開發其獨特的機制，如拜訪當前國際生的父母、高中訪問和

夏令營。具體而言，以下是六項常見之招生策略（Gök & Gümüş, 2018）： 

1. 參加國際教育展覽和活動：土耳其的大學使用參加國際展覽和活動作為招收

國際生的一種策略。 

2. 使用媒體和科技進行廣告宣傳：土耳其的大學透過網站、社群媒體和線上平

台等方式進行廣告宣傳。 

3. 與招生代理合作：土耳其的大學與招生代理機構合作，透過他們的幫助來吸

引國際生。 

4. 使用過去和現有的國際生作為招收代理：一些土耳其的大學利用他們現有的

國際生來宣傳和招收新的國際生。 

5. 與目標國家的學校合作：土耳其的大學與目標國家的學校進行高中拜訪或發

送宣傳資料。 

6. 邀請國際生家長參觀和舉辦特殊活動：一些土耳其的大學邀請國際生的家長

參觀學校，或者舉辦針對目標學生群體的特殊活動，如夏令營等。 

這些策略是土耳其大學吸引國際生的主要方法之一，並且這些策略在全球的

大學中也常被使用。 

除了上述之外，為因應挑戰並充分利用招收國際生的機會，大學採用各種策

略。 

1. 建立國際辦公室（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Offices） 

許多大學建立專門的國際辦公室或部門，以協調和簡化國際生的招生過程。

這些辦公室通常提供簽證指引、學術輔導和文化支援服務，以幫助國際生融入機

構的學術和社群生活（Briggs & Ammigan, 2017）。 

2. 線上存在（Online Presence） 

在現今數位時代，線上存在甚為重要。大學可以創建資訊豐富且足以吸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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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和社群媒體檔案，以展現課程、校園生活和整體學生體驗。這種線上存在應

該提供多種語言版本，以迎合國際接收者之多元需求（Rijt, 2021）。 

3. 有針對性的招生會展和活動（Targeted Recruitment Fairs and Events） 

參加國際招生會展和活動允許大學直接與潛在國際生互動。這些會展為大學

提供一個平台，以展示其課程、回答問題並與潛在申請人建立關係（Green & Koch, 

2015）。 

4. 獎學金計畫（Scholarship Programs） 

為減輕財務擔憂，大學經常向國際生提供獎學金和財務資助計畫。獎學金可

以基於學術成績、財務需求或二者結合而設立。這些計畫可以幫助更多學生獲得

資助（Schröder, 2014）。 

5. 交換計畫（Exchange Programs） 

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伙伴機構建立交換計畫可能是吸引國際生的有效方式。這

些計畫允許學生在國外學習一個學期或一年，可以在機構之間創建互惠關系

（Llewellyn-Smith & McCabe, 2008）。 

6. 校友參與（Engaging Alumni） 

校友可以在招生國際生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大學可以運用其國際校友網絡來

宣傳其課程並分享他們的積極經驗。校友可以擔任學校招生大使，協助新的國際

生，並成為他們的諮詢導師（Agbonlahor, 2023）。 

7. 文化和語言支援（Cultural and Language Support） 

為因應語言和文化障礙，大學可以提供語言課程和文化導向課程。這些措施

有助於國際生適應新環境，並在學術生涯中感到較為自在（Michelotti, 2009）。 

8. 與教育代理合作（Collaboration with Educational Agents） 

許多國際生依賴教育代理或顧問來指引他們完成申請過程。大學可以與聲譽

良好的代理合作，擴大覆蓋範圍，並為國際生提供準確的訊息和支持（Hulme,, 

Thomson, Hulme & Doughty, 2014）。 

9. 增進研究合作夥伴關系（Research Partnerships） 

與其他國家的大學和機構建立研究合作夥伴關系也可以吸引國際生。有機會

與知名教師一起參與尖端研究項目對於尋求研究機會的潛在學生而言可能是一

個重要吸引因素（Harder, Windenbach & Ross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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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促進國際化（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要建立一個全球化機構的聲譽，大學應積極宣傳國際化作為一項核心價值

觀。這包括將國際觀點整合到課程中，鼓勵教職員工作和學生交流，並在整個機

構中培養全球化思維（Cantu, 2013；Rosyidah & Rosyidi, 2020）。 

五、個案研究 

Ozturgut（2013）指出最佳實務的三個重點是：提供學術支援和利用校園資

源，包括提供學業支援和利用校園資源，以幫助國際生適應學習環境和課程要求。

參加和參與國際教育會展和招生活動，以吸引和招收國際生。與其他機構合作，

包括與非營利機構、高中、政府機構和其他大學合作，以吸引和招收國際生。在

實務中的應用，有一些成功招生國際生的大學的案例研究。 

1. 墨爾本大學 

澳洲的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在招收國際生甚為成

功。該大學設有專門的國際事務辦公室，提供多種服務，包括簽證支援、學術諮

詢以及文化支援服務，以幫助國際生融入該機構的學術和社群生活。還為國際生

提供多種獎學金，根據學術成績，進一步激勵申請。該大學強大的線上存在，具

有多種語言版本的網站和活躍的社群媒體檔案，有助於與國際接收者建立聯繫。

此外，墨爾本大學與一個教育代理網絡合作，並與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機構建立

交換計畫（Hawthorne, Minas & Singh, 2004）。 

2.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UBC）

致力於國際化。UBC 提供眾多的獎學金機會，包括「國際領袖獎學金」，該獎學

金表彰優秀的國際生並提供財務支撐。UBC 積極參與其校友，其中許多是國際

生，以宣傳該大學的課程並指引新生。該大學與世界各地的機構建立廣泛的研究

合作夥伴關系，吸引尋求研究機會的國際生（Wylie, 2020）。 

3.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擁有全面的招收國

際生策略。NUS 提供各種獎學金機會，包括「NUS 全球優秀獎學金」，涵蓋學費

和生活費的費用（Collins, Sidhu, Lewis, & Yeoh, 2014）。 

基於上述可知，成功大學招收國際生的關鍵：提供多元獎學金、校友參與、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提供全面支援，如簽證、學術和文化支援。除上述之外，

Ozturgut（2013）討論美國校園上國際生人數的增加，以及在招收和留住這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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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方面需要的最佳實務。提到國際生對國際化非常重要，他們在校園上的存在非

常重要。強調美國的國際生人數正在成長，以及國際生對美國經濟數十億美元之

貢獻。然而，亦指出美國在招收和留住國際生方面缺乏全面的國家政策。並認為

許多學校在錄取國際生時並不完全解他們的目的，以及他們在學校中的適應情

況。該研究旨在透過探索擁有大量國際生的特定學校的做法，確定在美國的校園

上招收和留住國際生的最佳實務方法，而且提供成功的國際生招生工作的例子，

例如明尼蘇達大學和教育代理人的使用。該研究的結果可以為其他學校和政策訂

定者提供關於美國國際生計畫的優點和缺點的訊息。美國大學校院日趨意識到國

際生對於其國際化努力措施的貢獻。在招收和留住國際生時，其關鍵在於能夠「在

參與互動的個體之間有效地建立關聯和溝通，即使這些個體之間沒有共享相同的

文化、種族、語言或其他重要變項」。此調查亦顯示，國際生在美國校園的存在

意義重大，這些學院提供最好的服務，使這些學生感到受歡迎。國際生不僅是這

些大學校院為他們提供的服務的接受者，而且還是相互受益的合作夥伴。然而，

缺少的是首先需要訂定一項國家國際生招收政策，因為「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學

生可能會選擇其他目的地，比如澳洲和英國，這些國家採取「有針對性的招收措

施」。其次，為利用國際生的經驗，使他們在返回自己的國家時擔任大使，他們

在接待院校中接受到最好的服務非常重要。這尤其重要，自從 9/11 攻擊事件以

來，需要重新建立與世界各地國家的關係，以改善美國之形象。 

六、對精進臺灣國際招生之啟示 

根據本文之探討以下提出對臺灣招收國際生之五項啟示： 

1. 提高國際生的多樣性和跨文化交流 

招收國際生不僅豐富校園的多元性，也促進跨文化交流和了解。學生們能夠

在課堂和校外場合接觸不同國家和文化的同學，這有助於擴展他們的視野，增進

對世界的了解，並培養跨文化溝通和合作的技巧。同時，這種多樣性也可以為研

究和學術領域帶來新的觀點和想法，以促進創新和知識交流 

2. 擴大國際招生策略並與教育代理合作 

為了吸引更多國際學生，高等教育機構需要訂定綜合的國際招生策略。這包

括發展多元宣傳和宣傳管道，以提高學校的知名度和吸引力。社群媒體和網站是

有效的宣傳工具，可以用來展現課程、校園生活和學生成功故事。還有與優質的

教育代理合作也是一個重要的策略，因為這樣可以擴大對潛在國際學生的接觸面，

提供準確的申請和入學訊息，並提供需要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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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財務資助和獎學金機會 

許多國際學生面臨經濟障礙，因此提供財務支援和獎學金機會是吸引他們入

學的關鍵。這些支援計畫包括學術獎學金、需求本位之財務資助，或者是其他形

式的援助，例如兼職工作機會或校內工作。這些計畫不僅可幫助國際學生負擔高

等教育費用，還可鼓勵他們選擇臺灣作為攻讀學位之目的地。 

4. 解決簽證和移民法規的問題 

國際學生往往需要處理簽證和移民法規的問題，這可能是一個繁瑣和困難的

過程。高等教育機構可以提供準確的簽證和移民法規指引，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

申請和入學程序。機構還可以提供支援，以處理在臺灣的居住和學習過程中可能

出現的簽證相關問題。這種支援可以包括提供簽證延期的建議、處理文件和申請

程序，以及協助應對可能出現之緊急情況。 

5. 加強國際行銷和校友參與 

有效的國際行銷對於提高招生效果至為重要。高等教育機構可以透過宣傳課

程、研究成果和學生生活來吸引國際學生。在行銷方面，使用多種語言版本的官

方網站和活躍的社群媒體平台，以便與全球潛在學生建立聯繫。此外，校友參與

也是一個關鍵因素，校友可以成為學校的招生宣傳大使，分享他們的成功故事，

指引新的國際學生，並在招生活動中參與。校友網絡的積極參與有助於建立更緊

密的社群，以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前來就讀。 

總之，以上這些啟示提供一個全面的架構，以協助臺灣的高等教育機構訂定

更好的招收國際學生策略。這將有助於提高成功招生的機會，並進一步推動臺灣

之國際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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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生招生策略分析與建議 
楊洲松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學士班教授 

 

一、前言 

依據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資料顯示，2022年大學分發入學錄取 2萬 5,028

人，錄取率 98.94%，缺額 1 萬 4,493 名，比率達 36.83%（大考中心，2022）。2023

年大學分發錄取率則為 96.14%，缺額數則有 6,464 人（大考中心，2023）。缺額

數雖然以私立學校居多，但少數公立學校也可能因為招生策略因素而有缺額。 

圖 1 高教人數趨勢圖 
資源來源：https://stats.moe.gov.tw/files/brief/未來 16 年(108～123 學年)各級教育學生數預測.pdf 

這兩年的考招情形顯示出臺灣高等教育因為少子女化的關係持續惡化，已經

進入生源不足的寒冬。依據教育部（教育部統計處，2019）針對未來 16 年（2019

年至 2034 年）各級教育學生數預測（圖 1），2022 年起大一新生數跌破 20 萬人，

並逐年降至 2028 年 16.0 萬人谷底。除逢龍年生育率回升，生源略有補充，大體

而言，低於 20 萬的新生要滿足一百多所公私立大學的生源需求實屬不易，近兩

年已經陸續有幾所高等校院退場或被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若未能改善也將

被停招退場。 

面對少子女化的高等教育大海嘯，生源擴展與招生工作成為高等校院最優先

必須積極努力的關鍵課題。而為補充國內因為少子女化生源不足的問題，招外外

籍生、陸生、僑生及港澳學生已經成為各大學校院校務發展的當務之急。惟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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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政策因為兩岸互信基礎不足，近乎急凍；而若以語言文化習慣等與臺灣相近

者，除陸生外就是遍布全球的廣大華裔僑生及港澳生。僑生及港澳生之招收其實

已有 70 年之歷史，目前與未來將更形重要。本文將就僑生及港澳生之招生狀況

進行問題分析並提出建議。 

二、僑生及港澳生招生現況與問題 

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升學已有悠久歷史，自 1951 年至 2020 年止，海外華裔子

弟來臺升學人數已近 20 萬人次（蘇玉龍、李信，2022）。而目前海外華裔子弟來

臺升學最主要的管道係透過各校單獨招生及海外聯招會聯合招生，其中聯合招生

又有個人申請與聯合分發兩種入學方式，本節以海外聯招會聯合招生資料進行分

析。 

 
圖 2 海外聯招會歷年報名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112 年公私立大學校院檢討會議手冊，頁 116。 

圖 2 係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就歷年報名人數（含聯合分發、個人申請，不含

各校單招）所做的趨勢統計圖。可以看到，1997 年僑生人數僅有 3,223 人，之後

報名人數與在學人數均呈現緩步成長，2012 年開始到 2014 年間兩者則均有迅速

的成長，唯自 2015 年後又開始下降，2019 年到 2021 年又有一波成長，之後又

急遽下滑。兩次的高峰咸認為係政治因素造成（當然下滑也是），2012 年到 2014

年期間由於兩岸關係良好，港澳生來臺學生數多，臺灣於海外辦理教育展及宣導

活動亦少受阻撓。2021 年的高峰則是受到了香港民主運動的影響，許多學生轉

赴海外求學，臺灣成為優先考量選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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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僑生及港澳生來源地分佈圖 

資源來源：教育部 112 年公私立大學校院檢討會議手冊，頁 117。 

依據上圖 3 就可以看出，原本香港學生報名最多，但 2023 年幾近腰斬，馬

來西亞也在衰退，倒是印尼有所成長。綜上，在目前及可見的短期之內，海外招

生會遭遇諸多的問題與挑戰： 

(一) COVID-19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 

以港澳及東南亞僑生而言，高社經地位家庭首選留學國家多為歐美、紐澳，

中產階級家庭會因為臺灣學費較為便宜而選擇來臺升學。但 2019 到 2022 三年的

疫情嚴重影響經濟活動，雖然全球均已開放，經濟活動也呈現爆炸性的開展，但

經濟狀況仍未實質好轉，導致中產階級家長對於子女赴海外留學裹足不前，未必

列為優先選項。 

(二) 全球高教疫情後各國高教招生重啟 

其中港澳及東南亞國家多曾被西方國家殖民過，原就一直有往原殖民母國留

學之傳統，另外有些距離留學招生大國紐西蘭、澳洲不遠的東南亞國家，疫情後

也恢復了招生；且各國為搶國際學生也紛紛加大招生力道，均增加了臺灣招收留

學生之難度。除此之外，中國大陸一方面由於其內部也開始面臨少子化問題須擴

大生源，另方面也基於政治經濟上的需求，亦不斷祭出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各國學

生（尤其是僑生）前往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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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兩岸情勢緊張，陸生來臺停滯。近十年來，中國大陸與臺灣間之信任度降至

冰點，敵意螺旋不斷上升，地緣政治局勢頗為緊張。世界其他地區及國家看待兩

岸情勢兵兇戰危，不敢送子弟來臺就學。而香港及澳門自國安法通過後，自我審

查強度升高，也不利臺灣高校前往進行公開的招生活動，均加大了臺灣招生的難

度且影響了招收學生的成效。 

(四) 學生升學意願變化 

許多國家近年來積極發展其高等教育體系，例如馬來西亞與印尼，其高等教

育也逐漸邁向了大眾化甚至普及化的階段，在地高教發展擴張，導致學生升學意

願產生改變，選擇在地升學比例升高，赴外地留學自然減少。 

港澳地區則有大灣區發展的磁吸效應。大灣區指的是深圳、澳門、香港、珠

海等區域，由於跨海大橋的完工形成了一個共同生活圈，隨之經濟活動更加活絡，

所需人才也須升級與擴大。在此背景下，港澳學生選擇在地或就近升學，連結其

生活圈與未來就業圈更加便利，也降低了學生外地留學之意願；且為因應人才需

求，大灣區的高教機構陸續擴招也增加了學生選擇的機會。 

(五) 少子女化趨勢 

少子女化趨勢並非是臺灣獨有，中國大陸、港澳、東南亞也都逐漸面臨同樣

的問題。在高等教育機構擴張，但生源卻逐年減少的情況下，各國也想盡辦法盡

力留住自己的學生，國內外升學力道拉扯，不利臺灣招生。 

(六) 負面新聞打擊臺灣高教 

除了地緣政治緊張導致海外家長憂心之外，近年臺灣高教幾件留學生遭遇不

測意外或是被當成廉價勞工使用之新聞，多少也影響了華人家長將子女送來臺灣

的信心。原本臺灣在僑居地的形象是人民素質高、治安好、高便利，但幾件負面

新聞的確造成了信心危機。 

三、僑生及港澳生招生策略建議 

(一) 持續創造臺灣高教優質聲勢 

臺灣高等教育多元優質且學費便宜，華文環境優質、語言文化習俗接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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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僑生及港澳生而言，實在是留學的最佳選擇。尤其是多元的系所與多元的入學

方式，能高度且充分滿足學子的多元興趣並協助其多元展能。從表 1 分析亦可見

到，不同地區學生有興趣之專業頗為不同，如海外臺校學生多以醫科為首選，香

港學生對藝術有興趣的越來越多，馬來西亞學生轉向媒體傳播類。 

表 1 僑生來臺升學熱門校系分析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 112 年公私立大學校院檢討會議手冊，頁 118。 

(二) 善用校友組織深化與深入連結生源高中 

臺灣由於過去 70 年僑教的成功，留臺畢業生遍佈全世界，尤其以東南亞為

最多，如世界留臺聯合總會，歷屆會長多為東南亞留臺人士。這些留臺學子返鄉

後組織的校友會、同鄉會等在僑居地也都能發揮高度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

等全方面的影響力。而這些留臺校友會由於情感的認同與飲水思源的感恩，多與

臺灣方面交好。聯合這些留臺組織深耕當地的脈絡，有助於開發生源。除此之外，

各校於僑居地組織之校友會亦能發揮深耕與連結在地的功效，能透過校友累積的

力量，有助於深入當地中學招生。 

(三) 拓展新的生源地區 

以馬來西亞而言，其中學有國民中學、國民型中學與私立華文獨立中學三種。

國民中學以馬來文授課、國民型中學馬來文為主，華文為輔、華文獨立中學則以

華文為主。歷來華文獨立中學由於語言文字及學制（6 年）能與臺灣銜接，因此

成為來臺升學的主流，惟近年來獨中赴臺留學已趨於飽和，人數不易增加。但國

民中學與國民型中學，仍有極大生源有待開發。惟其學生華文基礎不如獨立中學，

大學宜有更多配套措施以增加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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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印尼僑生近年來已經超越馬來西亞成為臺灣第二大的僑生來源國。以

其華人數量而言，粗估超過 1,000 萬人，生源市場龐大。惟印尼曾經過一段長達

30 年的排華，導致目前年輕世代普遍不懂華語文，有待大學更多配套措施來協

助其文化適應。 

若以港澳而言，當前政治氛圍已無法透過傳統廣宣方式進行招生，更多的是

要各大學透過校友會或派駐當地人員脈絡連結中學以入校宣導。 

(四) 網路運用突破政治干擾因素 

面對政治因素干擾，以至於實體教育展及宣導活動無法順利開展，線上虛擬

教育展及宣導成為與潛在學生接觸與聯繫之極佳之管道。一方面網路資訊開放性

較大，能突破現實的種種框架；另方面，數位世代的學生也早已熟悉線上虛擬溝

通交流方式，易於入手操作。唯有機會仍宜實體與虛擬線上宣導活動並行，相輔

加乘，增添效果。 

(五) 強化留才政策吸引學生 

因應國內少子女化及重點產業人才需求，教育部（教育部高教司，2023）配

合國發會「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推動，提出「促進國際生來臺留臺實施計畫」

（2024 年至 2028 年），將投入 52 億元經費，預計至 2030 年可招收新生累計超

過 32 萬人、留用人數累計超過 21 萬人。全球高教疫情後各國高教強勢招生 

四、結語 

國內外情勢交迫擠壓臺灣高教機構之發展，內有幾無逆轉可能性的少子女化

趨勢，外有各國政經局勢的詭譎多變，兩者交織為網，困住了臺灣高教的生存與

發展。面對如此各校存續發展之際，前述內外在因素或許無法掌握與突破，但更

優質友善的臺灣社會、長期累積的僑教情感、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便利安全的

居住環境等，均是爭取海外人才的極佳條件。高等教育機構要努力的是，除了原

有臺灣高教育的強項如多元化、多樣化與數位化持續的發展之外，藉由政策在高

教場域推動校園環境國際化、學習方向產學化與學生表現加值化等未來發展趨

勢，加上原有的語文及文化脈絡相近等優勢，也是吸引僑生及港澳生學生赴臺的

有利條件，而這除了高教機構本身的奮鬥之外，也需整體臺灣社會全方位的配合

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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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衝擊下大學擴展生源的可行策略： 

澳門大學的做法與啟示 
謝金枝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 

出生率低導致的少子化已成為全球的趨勢（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United Nations, 2022）。鄰近的日本、韓國、香港及澳門，都有少

子化的問題（叮叮，2023；加和，2023；陳家良，2023；簡嘉佑，2023；魏國金，

2023；謝金枝，2019），臺灣也不例外（蘇岱崙，2022）。少子化對學校教育的影

響直接反應在本地生源的萎縮，包括學前到高等教育階段（蘇岱崙，2022；Carey, 

2022），也進一步引發教師超額、裁校及併校等議題（蘇岱崙，2022）。從註冊率

來看，臺灣在 2022 學年度（民國 111 學年度）的大一新生有 21.3 萬人，比起 10

年前，已少了 6 萬多人（吳佩旻，2023）。尤其自 1994 年大學法修正通過後，臺

灣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大學的數量也於 2000 年後快速增加（黃智家，2015）。因

此，當遇到少子化導致生源減少時，直接影響到大學的生存與退場問題（黃智家，

2015）。 

受到少子化的影響，臺灣的大學在招生方面遇到極大挑戰（林曉慧、沈志明，

2023；風傳媒，2022；吳明錡，2023；吳佩旻，2023；溫潤身，2022）。風傳媒

（2022）指出首屆大學分發入學的結果呈現三大問題：(1)缺額率超過三分之一

（36%），高達 14,493 人；(2)招生滿額的學校只有 11 所，有缺額的學校高達 51

所；(3)有缺額的學校包括公立與私立大學，且私立大學尤為嚴重，缺額最多的超

過 1,000 人。此外，2022 學年度（民國 111 學年度）的新生註冊率亦有超過七成

的高等院校比 2021 學年度（民國 110 學年度）低，且有 10 所私校的下滑程度超

過 15%以上，註冊率未達 60%的有 19 所（吳佩旻，2023）。雖然 2023 年（民國

112 年）的大學分發入學受到報名人數增加 12,000 人的影響，缺額校數（29 校）

及人數（6,464），比 2022 年少了 22 校、8,029 人，但仍達近十年缺額的次高紀

錄。其中有四所私立大學的缺額比率大於 75%，也有一些大學缺額超過 500 人以

上（許敏溶，2023）。許多高等院校因招不到學生而無法生存，進而退場停辦（溫

潤身，2022）。 

澳門也出現少子化的挑戰（叮叮，2023；加和，2023；陳家良，2023；簡嘉

佑，2023；魏國金，2023）。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23）的統計資料顯示，

澳門的總和生育率從 2018 年開始就低於 1.0，分別為 2018 年的 0.915、2019 年

的 0.899、2020 年的 0.841、2021 年的 0.756 及 2022 年的 0.860。此五年間（2018-

2022 年）的數據對照臺灣的總和生育率（2018 年到 2022 年間的數據分別為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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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9、0.98 及 0.87）（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2023），顯示澳

門的少子化情形比臺灣更明顯。此外，在少子化的情況下，澳門高中畢業生（約

4,000 人）留在澳門本地升學的也只有接近五成（2018 年到 2022 年分別為 46.9%，

48.1%，48.1%，49.8%及 47.4%）（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2022），但澳門的高

等院校近五年來的註冊率卻每年上升（高勝文，2022），到底澳門的大學是如何

因應少子化，擴展生源的？其做法為何？本文以澳門規模最大的公立大學－澳門

大學為例，介紹與分析澳門大學擴展生源的做法，作為臺灣的大學參考。 

二、澳門大學擴展生源的做法 

澳門共有 10 所高等院校，4 所公立及 6 所私立大學，在 2022/2023 學年度共

有教師 2,813 人，註冊學生 49,594 人。其中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旅遊學

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從 2022 年獲准到中國大

陸招生，而聖若瑟大學則自 2021/2022 學年起可在中國大陸試點招收研究生（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23）。澳門大學在 2022/2023 學年度的全校教學人

員有 1,594 人，註冊學生為 12,666 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23）。 

《澳門大學五年發展規劃（2021/22-2025/26 學年）》（以下簡稱《五年發展規

劃》）（澳門大學，2021b）提出「適度擴大辦學規模」，透過逐年擴招研究生及非

本地學生來達標，預計五年內將學生人數從 12,000 人擴充到 17,000 人（澳門大

學，2021b）。以下參考相關資料（澳門大學，2020，2021a，2021b，2022，2023a，

2023b，2023c，2023d，2023e），歸納出澳門大學擴展生源的四種策略。 

(一) 強化大學的特色與吸引力 

在少子化的情況下，大學間的招生競爭更為激烈，大學必須走出自己的特色，

創造吸引力，才容易成為學生的優先選擇（吳佩旻，2023）。澳門大學近年來積

極提昇國際聲譽，在世界大學及學科排名上都有卓越的表現。例如：在 2023 年

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193，工程學等 12 個學科領域進入基本科學指

標資料庫（ESI）前 1%（澳門大學，2023a）。澳門大學設有三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吸引許多優質的研究生。澳門大學相當國際化，其 80%的教職員來自世界各地，

並與許多國內外的一流大學合作，學生可選擇到 160 多所高校交流學習。澳門大

學設置獨特的書院制，讓大一新生的住宿與學習結合，豐富大一生活體驗，也設

立「榮譽學院」，讓學生有機會到海外一流大學進修（澳門大學，2023a，2023b）。

這些校內外的作為，皆強化了大學的特色及吸引力，成為擴展生源的有力基礎。

澳門大學也將這些資訊條列在招生簡章上（澳門大學，2023b），並且利用「開放

日」舉辦學士學位及研究生課程的入學講座（澳門大學，2023d）及「校長推荐

入學簡介會」（澳門大學，2023c），讓有志報讀的學生了解招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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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管道招收大學生，提供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留澳門升學 

澳門大學的招生面向全球，管道多元。根據其各類招生簡章，招收的大學生

分三類：澳門本地、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如國際生）（澳門大學，2023b，2023e，

2023f）。澳門本地招生分三種管道：校長推荐入學（又分為校長推荐入學、葡語

專才推薦、傑出運動員入學）、入學考試及直接入學（擁有公開考試或學歷資料

的澳門學生可申請直接入學）。中國大陸的學生可依高考或其他公開考試成績申

請入學（高考成績必須達到該省市本科第一批錄取分數線/特殊類型招生控制分

數線），且設有特定戶籍的加分制度（澳門大學，2023e）；其他地區則依不同國

家的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來申請（澳門大學，2023b）。例如：臺灣的學生可依學測

或指考成績申請入學。澳門大學針對不同管道招收的優秀學生提供各種獎學金，

包括免學費、住宿費及提供榮譽學院的條件性錄取資格（澳門大學，2023b，2023e，

2023f）。在這些招生管道中，校長推荐入學有助於吸引優秀學生留澳升學。 

(三) 大學生招生規模維持穩定，擴招研究生 

表 1 是澳門大學在 2020 年到 2022 年間修讀不同課程的學生人數，包括博士

生、碩士生、大學生及學士後證書課程學生（澳門大學，2020，2021a，2022）。

表 1 的數據顯示，大學生的招收規模維持穩定，每年約 7,500 人，符合大學的《五

年發展規劃》（澳門大學，2021b）。但因招收包括研究生（博士生、碩士生）在

內的學生總數增加，大學生所占比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從 2020 年的 65.66%到

2021 年的 63.42%，再到 2022 年的 58.62%。相較而言，研究生的招收比率逐年

增加。博士生的招收比率從 2020 年的 11.62%到 2022 年的 14.42%；碩士生從

2020 年的 22.18%到 2022 年的 26.48%，符合大學的《五年發展規劃》的擴招策

略（澳門大學，2021b）。顯示澳門大學並未因少子化而影響其招生總額。 

表 1 澳門大學 2020 年到 2022 年修讀不同課程的學生人數 

年度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生 

學

士

後 總數 

澳

門 
其他 

總數 

比率% 
澳門 其他 

總數 

比率% 
澳門 其他 

總數 

比率% 

澳

門 

2020 91 1,236 
1,327 

11.62 
1,018 1,514 

2,532 

22.18 
5,542 1,953 

7,495 

65.66 
59 11,414 

2021 106 1,386 
1,492 

12.48 
987 1,842 

2,829 

23.66 
5,338 2,242 

7,580 

63.42 
69 11,952 

2022 120 1,707 
1,827 

14.42 
1,110 2,244 

3,354 

26.48 
5,009 2,417 

7,426 

58.62 
60 12,666 

資料來源：整理自澳門大學（2020，2021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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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擴招中國大陸學生以補充澳門本地生源 

表 2 是澳門大學招收不同生源的人數與比率，包括所有註冊的博士生、碩士

生、大學生及學士後學生（澳門大學，2020，2021a，2022）。由表 2 發現，以澳

門為主的生源人數與比率皆逐年遞減，從 2020 年的 6,711 人（占總學生數的

58.79%），到 2021 年的 6,500 人（54.38%），再到 2022 年的 6,298 人（49.72%），

可能與少子化的本地生源減少有關。若從中國大陸的生源來看，其人數及比率皆

逐年增加，從 2020 年的 4,147 人（占 36.33%），到 2021 年的 4,926 人（占 41.21%），

再到 2022 年的 5,822 人（占 45.96%），三年間的比率增加約 10%，此與其「適度

擴大辦學規模」的做法一致。至於其他地區的生源在比率上有微幅遞減，筆者推

測可能是受到疫情影響，相信未來人數會增加，因為擴大招收非本地生的比率，

包括中國大陸（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東南亞、葡語系以及「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澳門大學，2021b），是澳門大學的重要招生目標。 

表 2 澳門大學 2020 年到 2022 年不同生源的統計數據 

年度 澳門總數與比率% 中國大陸總數與比率% 其他總數與比率% 總數 

2020 
6,711 

58.79 

4,147 

36.33 

556 

4.87 
11,414 

2021 
6,500 

54.38 

4,926 

41.21 

526 

4.40 
11,952 

2022 
6,298 

49.72 

5,822 

45.96 

546 

4.31 
12,666 

資料來源：整理自澳門大學（2020，2021a，2022）。 

三、結語－給臺灣的大學擴展生源的啟示 

少子化是世界的趨勢（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United 

Nations, 2022）。臺灣與澳門的少子化情況都很明顯，直接影響到大學的招生及生

存。少子化影響臺灣的大學招生，並導致大學退場（溫潤身，2022），但是澳門

大學同樣面臨少子化的挑戰，卻仍能持續擴招，勢必有其獨特之處。筆者分析澳

門大學近三年來的招生情況，發現其擴展生源的策略包括：(1)強化大學的特色與

吸引力；(2)多管道招收大學生，提供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留澳門升學；(3)大學

生招生規模維持穩定，擴招研究生；(4)擴招中國大陸學生以補充澳門本地生源。

考量臺灣與澳門的脈絡差異，筆者認為澳門大學的三種擴展生源的策略可以供臺

灣的大學參考： 

1. 強化大學本身的特色及優勢，調整辦學目標、課程設計及考慮企業人才需求

（吳佩旻，2023），提升大學的聲譽並且發展校內特色，重視大一學生的學習

體驗，提高保留率（吳明錡，2023），如設置書院，將大一學生的住宿與其學

習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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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取面向全球的多管道招生模式，讓符合條件的學生可以透過各種管道申請

入學，包括本地及其他地區的學生。雖然臺灣的升學管道也相當多元（例如：

繁星推薦入學、申請人學、分發入學及特殊選才）（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2023），但都以學測成績為重要依據。或許可以採用澳門大學的「校長推荐入

學」模式，由校長推荐品學兼優的學生並搭配優厚獎學金，以留住本地人才。 

3. 調整招生的比重，增加大學生以外的其他學生類型來源，或運用一些策略招

收更多非本地的學生。例如：可以招收外籍人才來臺就讀（溫潤身，2022）。

如此，透過擴展招生對象類型及地區，將有助於擴展生源，保障學校的生存

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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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大學國際招生與跨國學生流動初探 
張德勝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授 

潘扶德 

泰國格樂大學國際學院客座教授 

 

一、前言 

高等教育國際化，自 1980 年代以來，持續受到區域性組織和各國政府的重

視。由於高等教育國際化帶動各國積極透過師生交流、提供全英文課程及指導國

際生研究等多方面進行跨國流動，因此招收國際學生是各大學校務發展重要的一

環，也是各國高等教育必爭之地。早在 2009 國際大學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針對 115 個國家 745 所大學進行的「高等教育國際化

第三回合調查」的結果顯示，在每個大學國際化之優先事項中，以本國學生向外

流動、國際交換生及招收國際學生為重要的課題（戴曉霞、楊華穎，2012）。 

過往，亞洲地區大多數想要出國進修的學生都前往歐美國家求學，但隨著亞

太地區國家的社會經濟崛起的影響，同一地理區域內相互流動的現象日益提升，

例如：從中國到新加坡或泰國求學；從印尼或馬來西亞到臺灣求學，這類學生數

量日漸增加，形成所謂「水平流動」（horizontal mobility），顯示社經水平相近國

家也開始相互交流互動，造成目前亞洲高等教育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現象

（黃庭玫、詹盛如，2015）。面對高等教育市場化及國際化趨勢，我國也不例外，

為了打造臺灣成為亞洲國際高等教育重鎮，教育部自 2004 年起以「創意臺灣、

全球布局」為施政策略主軸，企圖提升國際生來臺留學之人數，而 2010 年的「陽

光南方政策」與「萬馬奔騰計畫」亦在鼓勵國內外學生交流。因此，十多年來行

政院已將「擴大招收國外學生來臺留學｣引入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目的以增加東

南亞國家來臺留學人數（教育部，2011）。 

另外，東南亞國家的高等教育學府最近十幾年也積極在招收國際留學生，以

國人最常旅遊的泰國為例，就積極徵聘國際教師開授英文授課（English as Median 

of Instruction, EMI）來招收國際生到泰國大學就讀。除了以英文授課招收國際生

之外，由於泰國鄰近中國，有些私立的泰國大學也開始以中英授課來吸引中國學

生到泰國就讀高等教育。因此，本文以泰國大學為例，透過文獻分析及研究者實

際的任教經驗，了解泰國大學內所設立的國際學院如何招收國際學生，以取得學

士、碩士或博士學位，俾借由發現其優勢，作為國內境外招生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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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泰國國情現況與高等教育發展  

(一) 泰國國情現況 

泰國素有微笑佛國之稱，泰國人佔泰國總人數 75%，華人為 14%，官方語言

為泰語。泰國信奉佛教者居多（李耀武，2009）。泰國共有 25 個市與 1 個直轄市

首都曼谷。 

泰國為君主立憲制，現任國家元首為瑪哈·哇集拉隆功，而現剛任總理為泰

黨的賽塔·塔維辛於 2023 年 8 月 22 日就職。依泰國憲法規定，君主為國家元首，

是國家及完整性統一代表。泰國政府有參議院，共 500 委員；而軍政府所組成為

上議院，共 250 位委員。泰國政府政治決策，上議院影響很大。至於經濟環境方

面，泰國皇家以發展自由經濟為主，不斷引入與外資有關的產業，以成就產業發

展，其中旅遊業和食品業都是重點。而在高等教育方面，重視教育文化多元的促

進與行銷，如國際留學生的發展策略，所以目前泰國在經濟與高等教育都在蓬勃

發展進行。 

(二) 高等教育行政組成 

泰國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門成立於 1992 年的大學事務部（Ministry of 

University Affairs），掌理高等院校招生、考核、教師聘用及學生計畫制定等。泰

國教育部於 2003 年與其大學事務部、國家教育委員會合併，成為新的教育部，

其中設立高等教育委員會等，以監督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 

(三) 大學種類 

泰國高等教育分為公立院校及私立院校兩種。前者有限制入學型大學、開放

大學、自治大學和社區學院四類；而後者有大學和學院兩類。限制入學型大學，

包含多數公立大學、科技大學與師範大學；開放大學指提供面授課程及遠距教學，

以實現大眾化；自治大學是高等教育委員會為鼓勵大學進行自主管理（Bovornsiri, 

2006），並由國家提供整體輔助，目前有十一所，如朱拉隆功大學、清邁大學等；

社區學院成立於 2005 年，提供各地區人民學習的機會，以提升其生活品質。 

進入 1960 年代，泰國由於大學有限資源和招生空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

求，因此，從 1965 年起泰國政府便鼓勵民眾投資高等教育。如博仁大學（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創於 1968 年，是位於泰國首都曼谷的一所綜合性私立院校，

1984 年升格為大學，是泰國最大的私立大學之一。共有九個學院、研究所及中文

國際學院，授予碩、博士學位。另外一所是格樂大學（Krirk University），於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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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創立，是一所位於泰國曼谷曼卿縣的私立大學。該校最初是以語言及專業學校

的教育宗旨而成立，以其創辦人格樂·龍格赫拉普里克博士之名而命名。於 1995

年升格為大學。格樂大學目前擁有五個學系，以及一所研究生學院，2019 年新設

國際學院，是中國和泰國高等教育學位相互認定院校，是培育應用型高級人才的

綜合性高等學府（泰國的私立大學與學院，2022）。 

(四) 泰國高教的重點政策 

泰國除了積極鼓勵國內大學提升研究能力來提升國際化外，也學習東南亞國

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跨國研究聯盟運

作模式，於 2015 年成立「東南亞共同體」，使得各國研究人員的流動及研究資源

共用。泰國的高教政策目標為培育高素質的畢業生，以符合就業市場需求，並具

備終身學習的能力。例如第二期高等教育長程發展計畫（2008-2022 年），在 2009

年 5 月 6 日泰國政府通過總預算 120 億泰銖「國家研究型大學發展計畫」作為

「泰陸計畫」的一部分，被賦予促進產業發展，提升泰國競爭力（國貿局，2011）。

最近泰國教育部公佈 2022 至 2023 年度重點教育政策、泰國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

政策（2017-2021）與國際教育計畫（2011-2036）推動國家優質教育政策，這些

都是企圖全方位方式提升教育品質（泰國教育部，2022）。 

三、泰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招生特色 

在國際學生流動的相關研究中，推拉力理論（push-pull theory）（Mazzarol & 

Soutar, 2002）常被用來分析學生出國留學的原因。其中推力是指國際學生的母國

（country of origin）促使學生選擇海外就學的因素；拉力是留學地主國（host 

country）吸引國際學生的因素。最常見推力包括國際學生母國教育水準較低，政

策鼓勵等，而常見拉力是教育聲望較高、地緣及移民之便，及就學制度、師資課

程特質等（Aitbacn, 1991）。 

泰國期許自己成為東南亞國際教育中心，因此，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推展，

從來不遺餘力（Bovornsiri, 2006）。2003 年即設有 521 國際課程，而以 2012 年正

式統計顯示，泰國已有 981 項英語採用國際課程，大學部有 342 項，碩士有 389

項，博士有 225 項，其他類有 252 項（如表 1）。 

表 1 泰國公私立院校開設國際課程數 

學位級別 公立院校 私立學校 總計 

學士 179 163 342 

碩士 304 85 389 

博士 198 27 225 

其他 18 7 25 

總計 699 282 981 
資料來源：Offi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2013). www.mua.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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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政府在經過 10 多年的重視與政策的推動下，國際學生至泰國留學，中

國學生的人數遙遙領先其他東南亞國家，且數目更是快速成長，其比例占國際學

生總人數之一半。近幾年，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學生人數年年增加，就算

過去三年多疫情中，以完全線上教學強勢帶動。今（2023）年 6 月再開放國際學

生入境就學，其彈性招生及授課模式，初步統計超過 1,200 國際課程（格樂大學

國際事務處，2022）。 

泰國大學在公私立學校中，只要學校提出申請，教育部即核准增設國際學院，

如朱拉隆功大學、法政大學、曼谷大學、易三倉大學、蘭實大學、博仁大學、格

樂大學等。朱拉隆功大學及法政大學二所是臺灣學生最喜歡入學的曼谷市區學

校。本文第二作者於 2016 年參加博仁大學 CAIC 徵聘外國老師錄取，進入碩、

博士班教育專業課程授課，從當年不到 1,000 名學生，三年後增加至 2,500 學生。

於 2019 年一月契約期滿回臺，不久格樂大學新增國際學院後，接受院長邀請，

當年 7 月再次入境泰國，先於暑期在職班授課，不久疫情爆發，回臺以線上教學

為主及擔任碩博士生指導老師，2023 年暑期再次開放國際學生直接至學校接受

實體上課。在泰國以這兩個學校而言，增設「國際學院」招收的國際生，均是以

中國學生為主，中國學生來自大陸各省，碩士 2 年，博士 4 至 6 年的學程。這些

碩博士學位學程不但泰國教育部核准，也經過大陸教育部認證許可。 

國際學院學制相當賦予彈性，有寒暑假在職班，及每年上下兩學期制，招收

一般生（少數有在職生），並設有英語專班課程，每門課程授課均以 45 個小時為

單位，不含論文指導。學校有完善的電腦專業化教室，讓教師們充分利用教學設

備，教學內容依課程特色，重視培養學生的學習力。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學生不斷湧進泰國，其中重要因素是地緣距離較近。而

且泰國高等教育不斷提升國際水準，包含聘請國外師資以及教育政策的放寬，甚

至大學內在增設「國際學院」，可專門收受中國學生。且這些學校是為泰國立案

核准，如目前格樂大學國際學院便是，目前大學部及碩、博士生已超過 3,000 人。

師資部分則聘請兩岸三地華人及其他國家人士，以提供到泰國就讀的國際學生學

習之需求。如此可見國際學生要到泰國求學，有一般性留學政策和大學，也有回

應不同國際生需求的「國際學院」，足見其國際招生之彈性。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泰國大學國際招生與跨域學生流動，首先是泰國國情及高等教

育發展，接著論及高教國際化與招生特色，並以格樂大學為例，來瞭解泰國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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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招生與爭取跨域留學生的拉力，可提供臺灣在國際招生方面的參考。 

(二) 啟示 

1. 泰國正值經濟發展中，對教育事業不斷提升其國際化水準，尤其對國際招生

採用彈性教育政策，從國際生人數的攀升，可見其效果。 

2. 泰國國際化跨域留學生中，中國學生占絕大多數，除了地緣關係外，重要是

泰國採取開放教育制度，用計畫性策略吸引留學生，兼顧發展並行銷觀光休

閒產業。 

(三) 建議 

1. 臺灣在國際性招生制度，已行之有年，公私立大學都竭盡其力，發揮學校專

業與產業特色。面對少子女化的影響下，建議我國教育部對留學生制度，宜

作適當研修，以創造更有利招生的條件及國際競爭力。 

2. 建議比照泰國教育制度彈性學制，導引大學建立更具有彈性的國際留學生招

收制度，強化臺灣與國際，尤其是亞洲區域國際留學生之交流，使跨域性學

生流動更暢通，進而提升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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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申請入學時學習歷程檔案有用嗎？ 
葉興華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秘書長 

一、前言 

隨著教育改革的推動、社會強調多元的浪潮，我國大學的招生入學方式，自

民國 83 年開始新增「推薦甄選」，改變了過去僅賴依一試定終身的入學方式。之

後，此種搭配學力測驗的申請入學方式名額逐步增加，期間雖然曾一度縮減（劉

源俊，缺年代），但隨著高等教育過度擴張、少子女化的現象，此種招生管道已

廣獲公私立大學重視，112 年的名額分配已占招生總數之 76%（林志成，2023a）。 

自從大學開始納入申請方式招生後，各大學對於申請者的甄選方式中，採行

參採學力測驗成績、面試、資料審查，或加考校系相關內容較為常見，而前三者

更是大多數校系採行的作法。其中，面試和資料審查常備受爭議，尤其審查資料

製作可能因城鄉或家庭經濟差異等造成的不公，更受到許多親師生及教育改革者

的關注（賓靜蓀，2019；張芳遠，2022）。 

108 課綱推動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在 108 年公布《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簡稱學習檔案作業要點）並於 111 年進行修

正。作業要點第六點規定：「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經學生本人同意及勾選

後，本署得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之相關資料釋出至其申請之校、院、系、科、

組或學位學程，作為招生選才之參據」。於是，學習歷程檔案似乎成了大學申請

入學時關鍵的資料。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製作，隨著要點的發布、

平臺的建置，及 111 學年大學入學申請開始採用，教師、學生、家長都有許多不

同的聲音（楊振昇、盧世傑、洪芳芷，2023；顏國樑、楊郡慈，2023），甚至早

在 109 年 10 月時，就有學生在於「公民政策平台」提案廢除此制度，並在 3 日

內就達到附議門檻，而教育部的回應為「部分參採」，也就是學生可選擇用或不

用（趙宥寧，2020）。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曾於 112 年 12 卷 4 期以「檢討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政

策」為主題發行專刊，該期主要從高級中等學校端著眼，提出許多討論，本文則

希望從大學端招生作業的角度提出評述，並針對教育部對於大學校系的招生規

範、大學校系的招生作業，及高級中等學校的教師、家長、學生等提出建議。 

二、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於大學申請入學審查時之相關問題分析 

檢視國立臺灣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校 112 學年申請入學簡章可以發現，多數校系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xM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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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在成績計算時，比率佔 25-35%之間者居多，但也有電機工程系佔 45-

50%；亦有較低如國立臺灣大學和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分別佔 10%、15%、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2023）。在這些書審的計分

比率中，學習歷程檔案可發揮多少作用，筆者從以下五點進行分析： 

(一) 學習歷程檔案非校系書審參採的唯一資料 

111 學年第一屆 108 課綱高中生入學大學，據大學甄選會統計，該學年個人

申請有超過兩成考生是以 PDF 檔案作為備審資料；聯合報聲稱根據其所掌握的

資料，71%考生選擇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備審資料；約有 22%考生有累積學習歷程

檔案，但選擇使用 PDF 檔案；7%考生可能因重考無學習歷程檔案，僅能選擇 PDF

檔案；中國時報也統計 111、112 學年均不到五成的學生以此為升學資料（林志

成，2023b；趙宥寧，2022）。 

其實，109 年在學生透過「公民政策平台」提案廢除學習歷程檔案時，教育

部即回應「部份參採」；且各校系申請入學簡章中各系所多採「書面審查」一詞，

顧名思義，只要學生提供能以數位類型呈現的資料（文字說明、作品照片、影音

檔、甚至在容量有限下的外部連結等）都算是審查資料，並不限於由國教署建置

平臺所匯出之「學習歷程檔案」。 

(二) 學習歷程檔案內容具高度的同質性 

既然書面審查是成績計算的一項，所以在考生成績的鑑別上就應發揮一定的

功能。然而，申請入學已辦理多年，書審資料應如何製作，學校的輔導室、已經

入學的學長們都能提供考生製作的意見。在學習歷程檔案平臺未出現前，大學教

師在進行書面資料審查時，就已出現學生書審資料都差不多的聲音（賓靜蓀，

2019）。而書審資料相似，除了因為學校和學長提供的資訊和協助外，我國高中

課程繁重，學生能從事課外活動和自主學習的時間十分不足；還有，校本空間有

限，各校學習內容相近；再加上，學測成績的篩選，申請同一校系學生的特質與

整體高中相較具同質性。所以，備審資料同質性高也就不意外了。 

108 課綱實施後開始建置學習歷程檔案，學習檔案作業要點的規範，也會發

揮引導作用。同時，也因為學習歷程檔案成為書面備審資料的重要來源，許多專

書如：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師資群（2022）、甄戰學習顧問師資（2022）、孫

貴珠（2023）等，都在教導學生如何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甚至提供「實用範例」。

如此一來，以學習歷程檔案為主的書審資料恐會越來越同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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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歷程檔案難以獨立判斷真實性 

書審資料是否由學生獨力完成？外力的介入多少？此著實影響著書審的公

平性。親子天下曾訪問一些大學教授，了解其對於學生提供之備審資料看法，受

訪者指出：許多學生的書面資料都「膨風」過頭；有些過分誇大的，學生在口

試時常露出破綻；更呼籲不必花冤枉錢找人幫忙製作備審資料；大人不要插手

太多，讓學生自行完成（賓靜蓀，2019）。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也曾提醒於 111

年參加申請入學考生，準備申請入學備審資料應重精不重多，不需過度準備，更

不應假手他人或過度美化（趙宥寧，2020）。108 課綱上路後，不僅教導學生製

作學習歷程檔案的書籍輩出，網路上更出現學習顧問（甄戰學習顧問，2023），

以一對一的方式協助學生建立學習檔；販售學習檔案的消息也時有所聞（劉子維，

2022）。親子天下 112 年六月，針對全臺灣 1,508 個大學校系（不含科技大學）

以網路問卷進行「108 課綱首屆大學選才調查」（賓靜蓀，2022），結果顯示不

到 6 成、55.2％填答者，有 8 成把握能判斷出書審資料是否由高中生自行完成。

今（2023）年生成式 AI 的快速進展，恐又讓大學校系書審工作面臨另一不易

克服挑戰。 

「求真」是大學教授鑽研學術所信奉的倫理準則。當其面對可能不是由考

生自行製作，或無法判斷是否由考生所為的書審資料，但又不得不作成績判斷

時，給個大家差不多的成績，讓其他比較能區別高下的項目決定結果，恐就成

為不得已的選擇了。 

(四) 學習歷程檔案未有充足的時間審閱 

申請入學辦理的程序是，高中學生收到學測成績後開始進行申請報名，接著

公布第一階篩選結果，然後按各校規定上傳書面資料，進行第二階段的甄試，大

學各學系完成第二階段的甄試後會向學校提送成績。而各大學為減少試務可能出

現的弊病，大都要求各系完成甄試後盡速向校方提送成績。以 112 學年的時程觀

之，112 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10 日學生上傳書面資料至甄選會系統，5 月 18 日至

6 月 4 日，各學系進行第二階段甄試。篩選進入第二階段的考生通常設定為申請

入學名額的三倍，對於招生沒有困難的大學，也大致為報名第二階段的人數，一

般校系少則數十位，多則超過百位。也就是大學的教師必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要完成所有考生的書面審查，和審查之外，如面試、筆試出題和閱卷，或是實作

測驗等試務。大學教師的基本工作包括教學、研究、服務，能投入書面審查的時

間實在有限。同時，在數位化的書審資料審查時，需逐一打開資料夾，有時還會

受限網速；甚至，有些學校基於資料安全，還會限制僅能在學校電腦審閱，因此

大學教師真正能閱讀備審資料的時間實在有限。親子天下 111 年調查就顯示，花

不到 10 分鐘看一份書審資料的比率達 42.6％（賓靜蓀，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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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書審資料評量尺規的功能有限 

基於提升大學招生專業化、審查有效性，及落實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等目標，

教育部於 106 年開始邀請個人申請入學占比較高的大學加入「招生專業化發展試

辦計畫」，逐年擴大邀請辦理（沈碩彬、鄭志文、林家禎、葉介山，2019；教育

部，2018）。111 學年時之前，大學各校系均完成歷完成書面審查資料之「評量尺

規」，並運用於申請入學書審資料之評定。 

書面審查資料「評量尺規」之訂定用意良善，有助於評定結果之客觀化，但

能區辨評量對象更是應該發揮的功能。然，就實際而言，當評定人員面對同質性

高的書審資料、無法確定資料真實性，即便有再好評量尺規又能發揮何種作用？ 

同時，大學招生競爭激烈，近來更有私校透過大數據分析正備取名單，並以

此作為第二階段甄試結果之參照（趙宥寧，2023），可見書面審查作業恐已流於

形式。而國內大學在少子女化的浪潮下，未能足額錄取的情況日益擴大，尤其 112

學年又因 111 學年許多學生在分科測驗中獲益，放棄申請入學的管道，改參加分

科測驗，故造成 16,121 個缺額，連醫學系總缺額都有 122 名（林志成，2023a；

李琦瑋，2023；黃明惠，2023a、2023b）。所以大學招生已是粥多僧少之勢，「來

者不拒」的情形日益擴大，書「審」的必要性恐逐漸降低，所以評量尺規能發揮

多少功能？ 

三、學習歷程檔案於大學申請入學發揮作用應有限 

108 課綱實施後，高級中等學校師生如火如荼投入學習歷程檔案製作，所以

不管是學生、教師、家長，都對學習歷程檔案在大學入學申請時充分發揮功能，

及其能公平審查抱以高度期待。但大學校系的書審也發現：同一校系學生檔案內

容具高度同質、難以從審查獨立判斷學習歷程檔案是否有外力介入，及外力介入

程度；招生作業的困境則是：招生作業期程短、申請學生數多、招生試務繁重，

難以仔細審閱等。在這樣的困境下，也會導致大學校系希望在學習歷程檔案之外，

能以更多元的資料來了解學生特質，所以在書審時不會拒絕申請者遞送學習歷程

檔案之外的其他資料；至於成績計算有限的比率，也是因為基於公平性對於前述

運作困境的因應。因此，若要讓學習歷程檔案在現行大學申請入學時發揮大眾預

期的功能，恐仍需假以時日。 

其實，大學招生作業正面臨了嚴峻的招生困境，不僅少子女化嚴重，許多學

校正為 117 大學招生的大限而著急；近年國際化的競爭日益激烈，在獎學金、就

業環境、薪資的吸引下，赴國外就讀大學已經逐漸成為高中生另一種選擇（林志

成，2017；蔡亞樺、林曉雲、吳柏軒，2021）。就現況而言，已經不需要等到 117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xM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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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各大學招的缺額日增，部分大學已陸續退場。所以，許多校系所招生時，

已經到了有學生都收還會不足額的情形，而書面審查對於這些校系已經是形式，

學習歷程檔案對於這些系所招生已無必要性，而這樣的系所恐越來越多。 

四、建議 

112 年兒童福利聯盟的調查顯示：108 課綱上路四年，近六成學生國高中生

出現學習疲勞狀況，八成學生感到壓力，首要的來源就是製作學習歷程檔案，佔

76.1%（胡瑞玲，2023）。同時基於本文之前述分析，對於學習歷程檔案在大學校

系招生申請入學運用時應如何因應，以下針對教育部、大學校系及高中親師生提

出下列建議： 

(一) 教育部對於大學校系申請入學招生的規範要鬆綁 

當大學所提供的就學名額日益增加，學生來源日益減少；即便是頂大也面臨

國際名校的競爭時，大學入學管道中，申請入學的篩選功能將慢慢淡化，如何讓

大學生端「招募」到適合就讀的學生，讓高中階段畢業學生選擇適性的科系就讀，

應該成為關切的課題。故在下列作業要鬆綁： 

1. 申請入學時是否參採書審回歸大學校系決定 

雖然我國各大學的招生，依大學法第 24 條及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由各

大學（含獨立學院）共同組成之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進行研商協調，但我國大

學行政的自主性低，不管公立或私立學校，教育部對於人事、學費、招生等均有

諸多規範，就連書面資料的審查占分的最低比率，各校似乎都被迫有不成文的默

契、審查作業也透過以發展和學習歷程檔案為主要對接的書審評量尺規－「大學

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來進行控制（教育部，2018；沈碩彬、鄭志文、林家禎、

葉介山，2019；賴冠瑋，2018.11.7）。 

透過現行方式進行大學招生已行之有年，但近來高比率學生入學後，認為念

錯科系、希望轉系（黃明惠，2023；潘乃欣，2021），此代表現行的招生做法值

得檢討。每一個學系所適合何種特質的學生就讀，學系的教師理應最理解該領域

適合招收的學生特質，採計哪些項目、是否參採書審等均應回歸校系決定。 

2. 若採書審其內容和方式應賦予大學校系更多決定權 

高中畢業後就業或透過多元方式再進行性向探索，都是幫助高中畢業學生找

到適合升學進路的有效途徑。而且，在強調終身學習的社會中，大學招收的對象

不應以高中應屆畢業生為主；畢業數年者、已具就業經驗者，甚至已有大學學位

者，只要有興趣進行特定學系專業學習者都應該是對象，而這些人也常擁有學習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g4N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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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檔案之外，更足以證明自己學力和性向的資料。同時，學習歷程檔案平臺的

資料也僅保存五年。所以，校系若決定採行書審後，是否納入高中歷程檔案；要

運用書面、數位等方式，亦應賦予校系更多的決定權，由校系考量自身的特性，

及招收目標對象之特質決定。 

3. 書審作業評定標準由校系自行決定 

大多數大學校系已經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的執行下，完成書面審

查的評量尺規，但此評分尺規在檔案內容相近、報考學生有限情況下能發揮的用

處有限；同時，看似公平的標準化評分尺規，也讓城鄉差異、社經地位差異等的

評分考量消失，形成齊一式的假平等。書審尺規的訂定已促使大學教師思考如何

有效評定書審資料，且以大學教師的專業能力，理應對於選才具足夠的判斷力，

所以現行所訂定之書審尺規未來是否繼續使用，或者如何使用應賦予校系所更多

的彈性，讓校系更為有效選才。 

(二) 大學校系應針對學生的特質思索更適合的招生作為 

基於實務運作的困難，教育部已無法強迫大學在書審時以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作為唯一的參採資料，在計分的比率上也有一定的彈性；此外，隨著 108 課綱的

實施或大學入學機會激增，高中學生接觸課外學習的增多。因此，在參採學習歷

程檔案的書審外，如何找到適合就讀的學生；在書審內容及書審標準之外，可以

透過那些作為更有效理解申請者特性，做更為適性選才的依據，大學的各學系也

應該是責無旁貸。 

(三) 高中親師生對於學習歷程檔案在招生中的功能適度期待即可 

從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於大學申請入學審查時之相關問題分析觀之，其實不少

學校在招生不足的情況下，不一定需要參採學習歷程檔案；即使參用所能發揮的

影響力有限。其原因並非大學不願意高度採用，而是過程中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困

難與問題。因此，高中及教師、家長、學生對於學習歷程檔案在招生中功能的期

待適度即可；切勿因過度期待，導致學生壓力過大、花費過多時間投入檔案製作。

專注於基本學力的學習、試探性向，為大學學習奠定基礎及找到學生的進路方向，

才是高中學校及親師生應關注的焦點。 

五、結語 

108 課綱對於學習歷程檔案的相關文字出在第 20、32 頁，其內容為規定普

通型高中和單科型高中課程諮詢輔導紀錄應納入學習歷程檔案（教育部，2021）。

學習歷程檔案運用在幫助學習者檢視學習歷程、相關單位了解學生學習成效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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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一定之功能，但若要成為大學選才必要的參考項目，不管在內容上，或計

分運作上都有一些目前難以突破的問題，對於大學校系的招生與發展也助益有

限。 

大學各校系甄選適合的學生就讀，以促進適性揚才及學術領域、社會之發展，

實乃大學應發揮的功能與責任。主管教育機關、大眾、高中學校的親師生等，應

對其招生作為之決定予以尊重。而大學也應謹記自身的功能與責任，並理解大眾

對於入學招生之期待，審慎辦理招生作業方能發揮功能與善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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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招生入學之關係 
陳玉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教授 

 

一、緒論 

教育部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公布，2022 年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作業要點」（2022），針對學習歷程檔案內容與學校應承擔工作，提出明確

規定；要點中唯獨對於學習歷程檔案的精神與作用，沒有確切說明。然而，在盛

行升學主義風潮的臺灣社會裡，學習歷程檔案常被視為是取代傳統大學入學備審

資料的另一個替代品；為此，社會大眾對於學習歷程檔案是否能真正反應學生高

中學習生涯，為學生學習做記錄的疑慮仍存，亦有質疑學習歷檔案是否會變成「軍

備競賽」的負面聲音出現，致使大學招生入學管道之公平性，備受挑戰。 

108 課綱推動至今，已有第一屆高中生，經過完整三年新課綱洗禮，成為 2022

年大學新鮮人。直至此刻，學習歷程檔案亦發揮功能，在大學招生入學過程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影響選擇申請入學管道的莘莘學子們。因此，本文除了以

研究者長年陪伴高中端的實務經驗，來說明與評論學習歷程檔案運作外，亦搜集

第一屆大學新鮮人對於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升學體制關係之意見，做為佐證，論

述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招生入學之互動關係。於此，研究者首先說明目前高中端

在推動學習歷程檔案之狀況，其次則是論述其與大學招生入學之關係，最後提出

結語。 

二、學習歷程檔案推動狀況 

在此次教育改革中，「學習歷程檔案」成為熱門的議題。學習歷程檔案與目

前大學申請入學時，考生需提供的多元表現資料類似，其改革出發點亦是良善；

旨在完整記錄學生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的學習表現狀況，藉以呈現學生高中三年

的學習軌跡，從中可以展現學生個人特質與能力發展，補足原有智育考試無法呈

現的結果，讓學生得以多元展能。然而，隨著此次改革的更動，對於長久以來「學

生都是學測後才急忙準備備審資料的現況，勢必產生衝擊；10 月初即有學生在

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匿名提案，盼教育部廢除高中學習歷程檔案，三天

吸引 5,000 人附議，達到附議門檻」（潘乃欣，2020）。 

「學習歷程檔案」立意良善，其目的是為落實強化課程輔導諮詢運作，紀錄

學生個人學習歷程，達成 108 課綱強調的學生適性發展目的；然而，當任何作業

或形式成為大學入學考核機制之一，勢必會被置於放大鏡下檢視。以學生學習為

主軸的教學，重視學生適性發展與多元展能，最終仍需要面對大學入學選才機制

的考驗；大學端亦需要有考核的標準與資料，作為審核學生入學的依據；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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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分，亦需要對於三年學習成果有所交待與呈現。任何一種考核機制的存在，

難以達到完全的公平，因為當人一出生時，已或多或少決定未來所能擁有的資源，

誠如教育無法達到完全的機會均等與正義公平，但我們能做的是趨近於教育機會

均等與公平，讓學習歷程檔案發揮其最大的功用。 

回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設計的初衷，其具有四大優點：回應 108 新課綱的多

元課程特色；呈現考試難以評量的學習成果；展現個人特色和適性學習軌跡；協

助學生生涯探索及定向參考（108 課綱資訊網，2020）。2022 年入學的大一新生，

其所適用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計有四大項目（108 課綱資訊網，2020），包括由學

校人員每學期進行上傳的「基本資料」，內容包括：學生學籍資料，含姓名、身

分證號碼、擔任校級、班級、社團幹部紀錄及其他相關資料。其次則是各科目課

程學業成績及課程諮詢紀錄的「修課紀錄」；還有學生每學期上傳的「課程學習

成果」，包括修課紀錄及學分數之課程作業、作品及其他學習成果；最後，則是

學生每學年上傳的「多元表現」，每學年由學生勾選 10 件，經由學校人員提交至

中央資料庫。 

學習歷程檔案延續現有大學備審資料的精神，改變既有可能產生的問題與疑

慮（施雲心、游昊耘，2019）。在內容方面，從原先各校科系自訂，繳交項目不

統一情況下，改由統一分類上傳項目，並且新增教師認證機制；此一認證機制也

是目前最受到基層教師反彈的重點之一，但此一機制的落實，也有效提升了審查

資料的公信力。其次，在繳交時間上，避免急就章對學習的干擾。於格式方面，

由現今備審資料自行安排的狀況，改上傳後由資料庫系統彙整，可以真實反應學

習狀況。最後，在項目數量限制的制度上，多元表現每學年至多 10 件，課程學

習成果每學期至多 3 件，大學端採計項目亦有限制的前提下，強調重質不重量，

降低以量取勝的比賽模式為其優點（108 課綱資訊網，2020）。 

反觀目前高中端的實際運作，由於學習歷程檔案和升學管道有著緊密的連

結，「考試引導教學」的模式，亦同樣影響到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的動機，功

利主義左右學習歷程檔案的推展，甚至當學生在申請入學管道失利之時，大呼三

年學習歷程檔案的付出皆為白費，造成學習「歷程」檔案，歷程難之窘境。 

三、學習歷程案檔案與升學管道關係 

108 課綱設計之初，學習歷程檔案並非等同於升學工具，但是在重視文憑與

升學成效的社會氛圍下，讓學習歷程檔案和大學升學之間產生十分緊密的關連

性。為了在未來升學之路上，能有更好的表現，學生、家長、教師無不勠力於學

習歷程案檔案的製作與上傳，無形中扭曲教改政策良好的立意。為此，招聯會公

布「三重二不」：「重視基本素養所展現的核心能力」、「重視校內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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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資料真實性及學生自主準備」等三重；「不是學系所列的所有項次都要具

備，大學重視多面向的參採」與「不是以量取勝，重視學習過程的反思」的二不

（教育部，2021）。 

研究者曾問卷調查二百多位第一屆完整經歷 108 課綱高中課程，進入大學就

讀的 2022 年大學新鮮人們，其對於學習歷程檔案對大學升學影響之看法。分析

問卷調查結果，並輔以研究者近幾年深入高中端的經驗，提出學習歷程檔案與升

學管道關係之見解如下： 

(一) 申請入學管道與學習歷程檔案關係最受肯定 

研究者以五等量表題目詢問大一新鮮人，在大學入學主要管道：繁星推薦、

分發入學、申請入學、特殊選才/其他等管道中，其認為學習歷程最能發揮影響力

的程度為何。從統計分析數據來看，大一新鮮人認為：學習歷程檔案對於申請入

學與特殊選才/其他的升學管道，助力最大。在申請入學與特殊選才/其他二類別

管道的得分上，又以申請入學所得分數最高（4.51）。此一結果，符合目前大學升

學管道與學習歷程檔案之關聯程度，從學生的意見反應中，亦得到證實。 

針對學習歷程檔案的製作，在使用不同升學管道的填答者中，以申請入學者

認為學習歷程案檔案的製作，有助於其升學，所得分數最高，達 4.51。進一步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亦支持在入學管道中，採用申請入學者，其對於學

習歷程檔案之認知與需求度是最高的。 

表 1 學習歷程檔案對升學的助力 

入學管道 平均值 次數 標準差 

繁星推薦 3.15 48 1.701 

分發入學 3.23 62 1.693 

申請入學 4.51 99 1.786 

特殊選才/其他 4.13 32 1.408 

(二) 學習歷程檔案與升學關係拿捏不易 

長久以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讓臺灣社會中升學主

義大行其道；在升學進路中，為了讓學生得以進入理想學校就讀，未來可順利接

軌就業市場，大學選才機制成為社會大眾關切的議題。要取得社會大眾對大學選

才機制的「共識」，非屬易事。韓國瑜在其參選 2020 總統大位時的教育政策中即

提到：「在尚未形成社會共識前，高中生『學習歷程檔案』不宜與考招連動。」

因為「108 新課綱納入部分缺乏社會共識的內容，像是『學習歷程檔案』若與考

招連動，恐有公平性的疑慮，重現分分必較的壓力，引發社會與家長的質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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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偏鄉學生的不利處境」（王韻齡，2019）。 

學習歷程檔案制度一上路，雖然教育主管機關一再強調，學習歷程案不應等

同於大學申請入學所需的備審資料，其應具備更深度與廣度的功能。在技專校院

考試及招生制度專屬網站（2022）中，對於學習歷程檔案的定義指出「透過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能更真實呈現學生的學習軌跡、個人特質、能力發展等，補強考

試之外無法呈現的學習成果」，即可看出學習歷程檔案的用途，不只用於大學入

學申請，其更具有揚才展能的功能。然而，在升學主義盛行的臺灣社會中，學習

歷程檔案被功利化的結果，讓社會大眾重視學習歷程檔案工具性用途，大於教育

意涵。誠如張堯卿（2023）在臺灣教育評論月刊一文中，提及：「讓學習歷程檔

案回歸初衷吧！它既然是為了讓學生知道自己學習過程的紀錄，能讓老師從旁協

助學生成長，就不要跟升學掛勾在一起，…。」然而，在教育部補助的作伙學（2023）

計畫中，在其網頁中對於「什麼是學習歷程檔案？」指出：「…同時從 111 學年

度起，學習歷程檔案也將作為大學甄試入學（學測申請）的重要書面審查資料。…

讓升學制度不再限於傳統紙筆測驗的能力，而是藉由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來呈

現每位同學在不同領域的多元能力展現，…。」 

因此，在高中端實務運作上，在教育意涵與升學之間的拔河未曾停歇。雖然

教育主管機關強調學習歷程檔案的教育意涵，但社會大眾卻難以將其與升學體制

脫勾，如此目的性明確的學習歷程檔案，實加重高中階段的教學與課程壓力，也

成為高中生額外的作業。 

四、結語 

從大一新鮮人來看待學習歷程檔案，可以看出其認同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升

學之間的關聯性，尤其是表現在申請入學與特色招生管道上。若將學習歷程檔案

的功能窄化到升學用途上，忽略其應具備的教育意涵，軍備競賽下的學習歷程制

度勢必偏離預期航道。原本想要讓學生可以記錄高中生活與學習狀況，亦可以於

高三下僅需勾選系統上已上傳資料來申請大學，以減輕單次準備與上傳的辛苦並

降低造假的可能性，立意甚佳。然而，只要師生與社會大眾將升學視為做學習歷

程檔案的唯一動力，一切教育改革美意將成為另一場惡夢的開始；108 課綱的設

計與理念，是符應國際潮流與教育精神，然而要落實在重視文憑主義的臺灣，難

免會讓所有改革與政策變得功利化，讓學生的學習充滿目的性，而無法好好享受

學習所帶來的樂趣。如何扭轉學習歷程檔案與升學之間的關係，是教育主管機關

與社會大眾皆要思考的議題。 

註：本文修改自陳玉娟（2023）。108 課綱下，考招連動的大學選才機制運作之研

究。國科會研究計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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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變革：解決臺灣高教招生困境的多元策略 
諶泳彤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在少子化的時代背景下，臺灣的高等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在

招生率逐年下滑、生育率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本文旨在探討臺灣高等教育體系面

臨的招生困境，並提出多元策略以因應少子化帶來的挑戰。除了針對高教體系進

行策略性思考外，同時深入探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對解決少子化的影響，特別聚

焦於薪資水平和房價的核心問題。本文亦將透過經濟和財務面的建議，期能提高

人民的生產意願，從而有效解決臺灣的少子化問題。 

二、少子化壓力下的高教變遷 

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少子化已成為一個普遍的潛在危機（林逸茜等人，

2018；饒佳汶，2022）。臺灣目前正面臨高等教育招生的嚴重挑戰，體現在大學

生報到率逐年下滑、生育率持續下降的趨勢，2021 年臺灣的生育率僅為 0.98 人

（內政部，2021），當一個國家的總生育率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的 2.1 人時，終將導

致人口負成長。少子化現象不僅使大學招生之競爭更加激烈，學校間競相爭取有

限的人才資源，同時也深刻反映了社會結構和價值觀的轉變（曾郁凡等人，2020）。 

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2022 年全臺灣大一新生總人數為 21.3 萬人，相

較於 10 年前減少超過 6 萬人，不少私立前段大學註冊率在 2022 年相較於前一年

劇降 15%以上，然而這樣的下滑趨勢並不會減緩，預估到 2024 年，大一新生人

數將降至 20 萬以下。不少私立大學因應少子化壓力，面臨生存的考驗，某些學

校由於無法承受財務壓力，被迫降低招生名額或關閉某些科系，甚至結束營運退

出教育市場（戴雲卿，2019）。這樣的現象使高等教育體系面臨巨大的變革和調

整壓力，也對臺灣整體教育體系造成不少的影響。 

三、高等教育在少子化時代的策略思考 

臺灣的高等教育體系正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如何因應這些變化，並提出前瞻

性和適應性的解決方案，需要教育體系和政府共同努力。吳清山（2011）、郭添

財（2014）提出需要透過深化產業與學術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實用的技能培訓，

以迎接未來社會的需求。其他可行方向包括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強化教育的發展，

提供更多教育資源和支持，以及建立更緊密的產學合作，共同促進教育體系的健

康發展（楊朝祥，2009）。同時，我們也需要在社會層面上思考如何讓學生更有

國際化、多元化的學習和職業發展途徑，或許能夠找到解決高等教育招生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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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途徑，同時促進持續發展的社會。面對臺灣高等教育招生問題的嚴峻現況，

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提出可行性的解決方案，以促進高教體系持續發展，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改善措施： 

1. 強化教育與技術培訓 

高等教育除了學術研究，還應提供更多實用的技能培訓。政府可以增加對各

大學的支持，與產業界密切合作，開發更符合市場需求的課程，這樣一來，學生

可以學習實用技能，提高就業競爭力。 

2. 鼓勵產學合作 

進一步促進產學合作，與業界建立緊密的連結，確保教育體系與實際職場需

求相契合，透過提供業界實習機會、企業資助研究計畫、共同開發課程等方式實

現。這樣的合作不僅有利於增加學生的實務知能，也能使學校更具競爭力（王振

輝，2017；李孟珍，2017）。 

3. 推動國際化學習模式 

融合國際全球化的觀點，強調非傳統的學習方式，如遠距教學、線上課程和

實習機會。這使學生能夠靈活安排學習時間，同時與全球實際職場更為緊密連結。

透過科技的應用，擴展學習的可能性，提供更多元的跨國學習機會，以因應國際

化的學習需求（吳清山，2011；楊朝祥，2009）。 

4. 提升教育資源投入 

政府應增加對教育體系的資金投入，特別是針對處於困難境地的私立大學，

例如提高補助金額、降低學費、提供研究基金等方式實現，如此一來，大學端可

以維持學校運作，減輕財務壓力，同時確保教育品質（張瑞雄，2006）。 

5. 鼓勵開放大學與終身學習 

吸引多元學生，實現教育平等，此做法可因應高教招生和財政壓力，同時象

徵開放、民主的教育理念。終身學習強調學習是連貫、緊密結合個人及社會發展

的過程，推動全人發展，重新詮釋教育價值，注重個人全方位發展和社會進步（楊

雅晴、丁學勤，2023）。 

這些改善措施需要政府、學術界和產業界的緊密協作，形成全方位的解決方

案，同時也需要長遠的規劃和執行，以確保高等教育體系能夠適應社會的變遷，

培養具有實用技能和創新思維的未來人才，透過共同努力，我們或許能夠打破現

有的僵局，建立更具活力和適應性的高等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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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整人民生活水平以改善少子化困境 

臺灣少子化的挑戰，其核心問題源於相對較低的薪資水平，以及居高不下的

房價（吳錦，2017；彭建文、蔡怡純，2017；董希平，2018；鄭振志，2019），全

臺灣的房價所得比超過 6 倍以上，尤其在臺北市，甚至高達 15.52，遠超過世界

銀行建議的合理範圍 4～6 倍。難以負擔的房價進而影響家庭計畫生育和購屋的

意願，在臺北市，房貸負擔率高達 66.54%，同樣遠超過理論上合理範圍內的 30%

（內政部，2023）。為了買房降低生活品質、增加經濟負擔，是人民所不樂見的。 

要解決這一問題，有三個主要的方向：一是提高薪資，目前薪資結構呈現 M

型化現象，即高薪產業（特別是科技產業）薪資調整較大，而大多數人從事的服

務業在薪資調整方面相對保守，但大多數人的薪資增長速度未能跟上通膨的步

伐。二是積極建立社會住宅，政府可以透過興建符合居住標準的房屋，並實行只

租不賣的方針，這些房屋的租金可以設定低於市場水平，或者對於收入較低的家

庭提供租賃（林萬億，2003；紀佩君，2022）。另一方面，調高利率也是調節房

價，可以抑制投機性購屋的熱度，使得買房更加理性和可控，有助於平衡市場供

需。然而，這些改變並非一蹴而就，需要政府、社會各界以及房地產相關行業的

共同參與，透過合理的政策制定和執行，創造平等公正的居住環境，同時激勵年

輕家庭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激發生產動力，進而應對少子

化問題。 

五、理財教育全面啟動 

在臺灣，理財知識的薄弱不僅讓人們容易成為金融市場上的「韭菜」，也成

為詐騙猖獗的土壤。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或許可以從日本的理財教育模式中獲

取一些建議，以建立更強健的金融素養體系（張卉青，2023）。同樣少子化且高

齡化嚴重的日本，透過理財教育向下扎根，影響整個經濟結構，進而改善高教變

革問題。臺灣社會對理財知識的薄弱成為金融詐騙盛行的主因，人民追求好康、

跟風投資，往往只看到利益，卻忽略風險和報酬之間的平衡。與此同時，日本正

積極推動理財教育，分為「家計管理」、「生涯規劃」以及「資產形成」三個方面

（Fukuzawa，2022）。除此之外，更進一步將金融教育納入課綱，使其更有系統

性和深度，有助於學生更全面地學習金融市場、投資策略和風險管理等知識（馬

哈，2023）。與企業合作的職業培訓計畫也是提高理財素養的一個有效途徑，尤

其是對於高等教育學生，他們實用的理財知識正適合即將踏入職場的大學生，培

育具有金融素養的市民，進而改善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成功的金融教育在改善

少子化問題方面可以發揮多重作用，提高年輕人的理財素養和經濟覺察，進而影

響其對生育和家庭計劃的決策；但提高生育除了經濟考量之外，完善的育兒環境、

教育資源和社會支持體系也是家庭生育的重要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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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綜上所述，要改善高教招生的困境，最有效的解決方式當然是直接從高等教

育著手，但少子化根本的核心問題仍舊在人民的薪資水平和居高不下的房價。因

此，為應對此困境，短期目標可透過深化產學合作、提供實用技能培訓、調整高

教結構，以及促進國際化學習模式，這些措施能夠提高高等教育的吸引力，滿足

學生實用技能需求，並使臺灣高教體系更具競爭力。然而，若考慮到長遠的規劃，

仍需思考如何促進生育率的提升。在這方面，不僅需要改善教育品質，還需解決

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問題。政府應該著手解決薪資水平和房價問題，以提高年輕

夫妻生育的意願，透過提高薪資、積極興建社會住宅、調整利率等手段，可以減

輕家庭經濟壓力，促進生育率的提升。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目標，這些挑戰都需

要跨領域的合作和全面性的政策措施。政府、學術界、產業界和社會各界應共同

協作，形成一個整合性的解決方案，以促進高教體系和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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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性」等於「公平」嗎？－ 

從 EDI 觀點反思高等教育招生公平性 
梁瀞文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 

李淑菁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黃致瑋 

國立政治大學招生辦公室專任助理 

 

一、前言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等教育社會學課堂上，一位同學提問：平等

（Equality）和公平（Equity）在字典的定義上都有著「公平」的意涵，但兩個詞

的差別究竟為何？教授用兩張圖來解釋兩個詞彙的內涵差異。圖片中，三位身高

各異的男孩都想透過圍牆觀看運動賽事，個頭最高的男孩可以完整看到場內的賽

況，稍矮一些的男孩只能勉強看到一半，而最矮的男孩視線被圍牆擋住，什麼都

看不到。第一張圖中三位男孩都各獲得了一個體積相同的木箱子，站上箱子後個

子最高的男孩不僅能看到場內的賽事，還能悠閒的倚靠在圍牆上觀看比賽;個子

中等的男孩終於擁有完整的視野觀看比賽;而最矮的男孩依然只能勉強擁有一半

的視野，這是「平等」。第二張圖中，最高的男孩沒有獲得任何木箱子，身高中

等的男孩獲得一個木箱子，而個子最矮的男孩得到兩個木箱子，這下三個人都能

透過圍牆觀看場內的賽事，這是「公平」。在這兩張圖中，同樣的三個木箱子，

卻因為分配方式的差異而讓三個先天條件不同的男孩有了全然不同的觀賽體驗。

這個小漫畫看似簡單，背後深意卻發人深省。 

二、「公共性」等於「公平」嗎？ 

高教公共性的概念可被涵括在「社會責任」的廣義內涵當中，主張大學管理

應強調其社會機構的屬性，除了教學與研究，更需落實社會服務的職責（詹盛如，

2018）。美國高等教育史學者約翰‧史考特（John, C. Scott）亦曾指出大學有「培

育社會菁英與領導者以服務國家建設」、「促進公民參與」、「教育高素質的公民服

務國家安全和經濟建設」、「培養人力資本」以及「生產知識並培養國家的國際競

爭力」的社會責任（Scott, 2006）。綜整海內外學者對於高教公共性的觀點，大學

應被視為一種「公共財」（Public good），而高等教育的一大宗旨應是促進社會流

動與進步（謝金枝，2023）。 

自 1990 年代起，臺灣的高教發展一直致力於擴大高教普及率，打開升學窄

門以提升高教的公共性，讓更多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教育部 2017 年發布

的高教深耕計畫書中，將「提升高教公共性」作為政策主軸之一，強調大學應完

善弱勢學生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教育部，2017）。然而高教公共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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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等同於公平（Equity）的進步嗎？現有研究已經指出家庭社經背景與大學入

學機會的高度相關性，許多經濟不利以及弱勢家庭的學生，反而就讀學雜費較昂

貴的私立大專院校（駱明慶，2004；陳正昌，2005）。儘管近年來政府致力於縮

小公私立院校的學雜費差距以降低社會不公，然根本問題仍沒有獲得解決：該如

何提升經濟文化不利及弱勢家庭的學子進入國立大學就讀的比例以提升高教招

生公平性？ 

本文從「公平、多元與涵容」（Equity, Diversity, Inclusion, EDI）觀點解析教

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書中「提升高教公共性」之內涵，以反思臺灣高等教育招生之

公平問題。 

三、扶弱政策可能存在的「盲區」 

配合近年高教政策鼓勵國立大學提升招收弱勢學生的比例、保障經濟與文化

不利學生的入學機會，不少國立大學皆設立相關的扶弱措施。例如國立臺灣大學

的「希望入學」招生管道，保障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新住民子女以及

就讀偏遠地區高中之學生就讀臺大的入學機會，並搭配相關的照護機制。此外，

諸如國立政治大學的「政星組」、國立成功大學的「成星組」、國立清華大學的「旭

日組」等皆為國立大學為擴招清寒學子所設立的扶弱入學管道。儘管多數國立大

學已積極響應政府的扶弱政策，然而扶弱政策與措施卻依然有值得我們反思的盲

區。 

首先，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扶弱措施可能使來自弱勢

背景的學生被主流群體「貼標籤」。例如臺大學生在言論自由月中公開嘲諷原住

民學生的升學優待政策等族群歧視言論引發爭議，顯示出儘管大學為來自弱勢背

景的學生群體開闢特殊入學管道，他們在國立大學裡面依舊是受到「差別待遇」

的被邊緣化少數（Marginalized minority）。綜觀臺灣北部幾間知名國立大學，多

數學生依舊是來自主流文化與較高社經背景的家庭。根據統計，臺大學生有將近

10%來自臺北市大安區，其中超過八成學生來自全臺六都（沈暉智、林明仁，

2018）。無獨有偶，政大校務研究統計 2014 至 2022 年政大學士班學生組成，指

出戶籍地區來自六都的人數佔整體學生近八成，其中臺北市與新北市學生加總近

四成（國立政治大學，2023）。當國立大學只透過扶弱措施招收極少數來自多元

社會文化背景的學生，而校園內大多數的學生仍是來自主流文化與較高社經背景

家庭，這樣的招生策略恐怕沒有永續性，也無法真正提升大學招生的公平性。 

再者，現行的扶弱政策與大學的措施仍聚焦在提升經濟弱勢與文化不利等代

表性不足群體（Under-represented Groups）就讀國立大學的數量上，較少從機構

的多元面向回應代表性不足群體的需求。例如在課程設計與教學上依然只服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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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學生群體，沒有積極響應多元社會背景學生的需求。此外，透過扶弱特殊管道

入學的少數學生群體在校園生活的適應上是否能融入主流學生群體，大學提供的

課業與就業輔導機制成效如何，都可能是扶弱政策中尚未被揭示的盲區。倘若沒

有考量到弱勢群體的多樣性，只單憑招收弱勢學生入學的數量定義政策成效，那

麼就好似多給了這群學生一個木箱子，但有些人卻依然看不到高牆外的風景。 

提升招生公平性不只是多發放幾張「入場卷」，而是要讓每位拿到入場券的

選手都能公平的參與賽事。當知名國立大學學生組成多為中產及富裕家庭的子

女，學生的高同質性顯示出大學在招生制度與課程設計上未能考量到臺灣社會與

文化的多元組成性，缺乏涵容社會多元的眼界與格局，使大學校園成為文化再製

的場域。 

四、從 EDI 觀點反思高等教育招生公平性 

在高教普及化，大學入學率高達 96%的今天，高等教育招生公平性的提升仍

需要社會各界的努力與關注。為配合 2019 年實施的 108 課綱，2022 年大學招生

制度也有了新的改革，注重學生的綜合學習表現，讓大學在招生時避免以考試成

績為主要依據，能看見申請者的學習歷程與其他非學術性向的潛質，挖掘有潛力

的未來學生（葉玉玲、丁一顧，2021）。當升學制度給予大學更多元的招生管道

與自主性招收潛力學生，臺灣各國立大學更應負起提升高教招生公平性的社會責

任。不少實證研究指出多元入學方式比起傳統考試入學更有利於經濟與文化不利

的弱勢學生群體（陳婉琪、王淑貞、許哲維，2022），顯示出升學制度改革讓大

學在招生選才上更有機會展現其作為教育與社會機構的人文關懷。 

近年來世界各國的高教發展趨勢鼓勵大學實踐「公平、多元與涵容」精神，

建立涵容的大學校園文化環境，提升代表性不足群體與弱勢學生在大學校園中的

比例，並確保學術研究產出及研究為本的課程設計更具備公平、多元且涵容的意

識（LERU，2019）。以加拿大為例，2019 年加拿大大學（Universities Canada）

發表了一份全國性的大學 EDI 報告，蒐集 88 所公私立大學的 EDI 實施策略和現

況。報告指出 2017 至 2019 年的調查周期裡，大學校長最常強調的 EDI 成果是

增加校園內提供原住民學生與教職員的服務，並致力於提升校內高階領導團隊、

教職員以及學生組成的多元性，尤其是增加來自弱勢與代表性不足群體的比例

（Universities Canada, 2019）。同樣的，2019 年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LERU）也出版了一份大學 EDI 報告書，其中收錄

了聯盟各大學的 EDI 政策和成果。例如倫敦帝國學院的 EDI 策略關注到大學課

程中的涵容性研究與創新（Inclusiv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提倡涵容性的研

究與創新能夠帶來公平、多元與涵容的教學與課程（LERU,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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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國內幾間知名國立大學的經營策略，大多仍聚焦在發展大學國際化與產

學合作，將大學管理產業化/企業化以回應全球化所帶來的高教國際競爭態勢。

由此可見，EDI 的概念在臺灣的高教領域尚未獲得足夠的關注，未來值得更多的

討論與系統性發展。 

五、從 EDI 觀點對提升招生公平性的建議 

本文從 EDI 觀點反思高教招生的公平性，提出以下四點建議和具體策略，供

各大專院校參考： 

(一) 打破傳統功績主義的社會觀念 

臺灣社會長期存在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觀念，認為當機構的選才與評

鑑機制都符合公平原則，若少數特殊群體無法在體制下獲得認可，係因該群體能

力不足，因此才無法在競爭當中脫穎而出。例如在扶弱政策的保護傘底下，社會

大眾普遍認為經濟弱勢與文化不利的學生已經享有入學管道上的優待，倘若依舊

只有少數人能夠進入國立大學就讀，那只能歸咎於自身缺乏競爭力的問題。這樣

的社會觀念否定了經濟與文化不利群體在臺灣社會上所承受的系統性壓迫

（Systemic oppression）所導致他們在升學競賽中的顯性表現低於主流優勢群體。

唯有跳脫功績主義的狹隘視野，打破傳統社會觀念，我們始能真正提升大學招生

的永續公平性。 

(二) 跳脫傳統思維，發展多元學校特色 

大學的同質性恐導致招生標準的單一化、教學與課程缺乏多元與創新、以及

選才與人才培育模式的複製衍生學用落差等問題。國立大學應從選才制度上引領

社會與教育的改變，引領大眾跳脫傳統招收「優秀」學生的社會觀念，發展出更

多元涵容的招生制度（李淑菁，2023）。此外，大學應積極思考該如何發展多元

的學校特色，善用自身的資源與優勢特色，結合臺灣位於亞太區域獨特的地緣經

濟與人文風情，建立臺灣的高教品牌，與國際市場接軌。 

(三) 在校內辦理教職員與學生的多元培訓 

現有研究已指出，多元涵容的氛圍對多數群體（Majority）和少數群體

（Minority）都有好處（Curry, 2019）。大學可以提供線上或者校內的多元培訓

（Diversity training）機會，提升教職員與學生的多元意識和人文關懷。例如加拿

大西安大略大學定期辦理反種族主義（Anti-racism）與微歧視（Micro-aggression）

的工作坊，以及反性別暴力與性騷擾防治相關的線上培訓課程，並且針對校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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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群體（如教職員，研究生，大學生等）進行不同內容的課程培訓。完成培

訓的成員會獲得學校頒發的研習證明，學校也會給予獎勵鼓勵校內成員積極參與

多元培訓。 

(四) 發展大學 EDI 策略，營造多元涵容的校園 

大學在研擬 EDI 策略與行動時，應把涵容性研究與課程創新納入實踐的一

環，而非僅關注校園內弱勢與少數群體的人數。臺灣的國立研究型大學更應該盡

可能創造「多元的知識」以惠及更多元的學生組成。此外，大學應該更積極地進

行跨校合作，共同研擬出更符合 EDI 精神的招生與評量機制。例如澳洲由八所研

究型綜合大學所成立的八校聯盟（Group of Eight, Go8）皆推出校級 EDI 政策與

措施，在跨校合作的同時亦有相互監督的功能，向國際高教社群展現其作為世界

級知名大學的人文與社會關懷格局。 

六、代結論：除了作為教育機構，大學還可以是什麼？ 

大學除了作為教育機構之外，也更應該被視為一個社會機構。高等教育發展

與國家的經濟建設及社會發展息息相關，而當國立大學的學生組成具有高度同質

性，學生大多來自相似社經階層的家庭，缺乏對社會多元面貌的理解與涵容，臺

灣將無法培養出具有人文與社會關懷的社會菁英和未來領導者；當大學自我定位

缺乏多元特色，為了政府經費盲目追求成為研究型大學，忽視教學、研究與課程

創新，導致選才與人才培育模式單一化，臺灣將無法發展出具有多元特色的高教

品牌，難以涵容來自多元社會文化背景的學生，更難以與國際市場接軌。綜上所

述，本文從 EDI 觀點反思高等教育招生公平性，呼籲大學招生與選才的格局不應

只限於「大學想要招收優秀學生」，更應具有「大學能為臺灣乃至國際社會培育

未來人才」的氣度與野心。期待隨著政策與升學制度的變革，未來各大學招生委

員與教授們也能展現具備重視公平、多元且涵容精神的招生與選才格局，讓臺灣

高等教育擁有真正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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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雙語政策影響 

EMI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探討 
鄭文文 

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高雄科技大學外語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湯堯 

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2030 雙語政策在高等教育所欲推動的語言教育改革影響深遠，其對於大學

的目標是希望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推動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簡稱 EMI）及整體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教育部，2021）。在雙語政

策的推動下，大學的教學場域已起了變化。教育現場的教師為政策執行者，希望

以積極的行動和最有成效的教學方法配合，讓學生在踏出校門的同時，無論是繼

續就學深造或於職場就業，均具備專業技能及有效的語言溝通能力，使其擁有競

爭性的國際移動力。然而，目前在高等教育教推動 EMI 的議題，有關教學內容

是否能有效傳達、學生的語言能力是否足以勝任 EMI 課程的選修及舊有的課程

結構、課堂教學與評量方式所需的改變，均引起多方的討論。 

經過了階段性的政策檢視，教育部希望在進行 EMI 之前，於大一英語課程

導入學術英語（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簡稱 EAP）及專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簡稱 ESP）等橋接課程的準備（教育部，2023），但此涉及學

生語言能力分級及語言教師與專業教師的授課考量。由於教師與學生在雙語政策

推動過程扮演核心人物，為能了解雙語政策對大學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影響，

本文將先針對當前雙語政策於大學端推動的重點及教師與學生所面臨的改變做

分析，接續提出參考建議。 

二、臺灣高等教育雙語政策之內涵 

2021 年教育部為配合 2030 雙語政策所推出的「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

畫」（The Program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以下簡稱 BEST），

是希望整體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目前 BEST 計畫有四個策略「重點培育」、「普

及提升」、「擴增雙語人才」和「資源共享與校際合作」。在「重點培育」方面，

標竿大學及學院在 2024 年需 25%的大二生英語聽說讀寫達 CEFR B2 級以上，全

校 20%的大二生及碩一生的當年選修課程需為 20%是 EMI 課程，即「25-20-20」

的績效目標，2030 年則需達到「50-50-50」的目標。「普及提升」學校的目標在

2024 年需有至少 20 所大學英語課採全英授課達 30%以上，至少 5%的大二生及

碩一生至少修 1 門 EMI 課程，2030 年逐步提高到至少 40 所大學英語課採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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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達 80%以上，至少 10%的大二生及碩一生至少修 2 門 EMI 課程（教育部，

2021）。綜合來說，「重點培育」學校或學院是為培養重點領域雙語專業人才；「普

及提升」則希望整體提升教師英語教學能力及學生英語力；「擴增雙語教學人才」

則為增加 EMI 師資人力，並提升教學知能；「資源共享與校際合作」則為設置區

域 EMI 資源中心，提供及分享教學、培訓及學習輔導（教育部，2021）。 

BEST 計畫現已進入第一期第二階段（112-114 學年度）（教育部，2023），於

「重點使用語言培育」學校或學院所增加的項目為: (一)推動 EAP 及 ESP 和寫作

中心輔導資源加強學生英語能力，以銜接 EMI 課程，並增列各校自訂 EAP 及

ESP 修課績效指標；(二)計畫參與學系需將參考採用學測情況列為審查要點；(三)

增加「重點培育」學院之校級支持系統經費補助；(四)補助學術交流基金會 EMI

教學支持團隊與「重點培育」學校或學院合作。而「普及提升」學校增修項目為：

(一)引導學校推動英語教學法及大一英語課程改革，以提升學生英語能力為重；

(二)藉由與資源中心合作之模式，協助普及提升學校推動雙語計畫 （教育部，

2023）。第二階段的實施重點除了原來既定之 2024 及 2030 年績效目標外，所增

加的項目是在執行檢討後所實施的精進策略。由以上這些項目來看，「重點培育」

學校或學院在銜接課程的推動及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仍需加強，而「普及提升」

學校增修項目，則是希望教師能改變英語教學法及大一英語課程做銜接的調整。 

目前教育部訂定的績效目標，在學生語言能力及 EMI 課程方面可讓各校清

楚其所需達到的成果標準，但是，推動 EMI 課程並非只是將教學語言從中文轉

換成英語而已，除考量教師與學生的語言能力外，還需配合課程的規劃及教學設

計、方法與策略等。因目前 EMI 課程的推動、學生英語能力和 EMI 教師英語能

力與教學方面仍受到多方討論，以下將由教師及學生在雙語政策中所受到的影響

及面臨的困境做探討及分析。 

三、雙語政策對大學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影響 

    學者Barry（2020）曾提到，英語教育的任何改革都應整體考量三個組成要

素：課程、教學和評量。BEST計畫目標與此三個要素，即與提升教師的EMI教學

知能、學生的語言能力及EMI課程的選修息息相關，以下將探討雙語政策在此三

要素中對教師與學生的影響。 

(一) 課程結構的影響 

就 BEST 計畫在「重點培育」學校或學院所增修的「銜接 EMI 課程」，即鼓

勵開設 EAP 或 ESP 課程，亦表示需要為學生選修 EMI 課程的推動做更多的準

備。EAP、ESP 或 EMI 課程涉及不同的課程內涵、授課教師、語言角色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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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 課程是透過學術英語課程內容的學習，提高語言能力，如：學術寫作、整合

式學習技巧；ESP 是根據特定學習者的學術領域和專業需求而設計的英語學習，

如：觀光英語、科技英語 （Ennis & Prior, 2020）；EMI 課程則是以英語教授學科

內容，學科專業知識為主要學習目標 （Curle, et al., 2020; Dearden, 2015）（請見

表 1）。由於 EAP 與 ESP 課程的目標是語言學習，而 EMI 課程是學科知識 （Brown 

& Bradford, 2017; Charles & Pecorari, 2015），因此在教師的安排上不是只有語言

能力而已，EAP 或是 ESP 是否需要學科教師的協助，在課程規劃時值得思考。

隨著課程結構的改變，受到影響的不只是專業科目的教師，原本教授大一英語的

教師，課程內容也可能隨之調整，在跨專業領域的知識也需提升。 

表 1  EAP、ESP 與 EMI 課程內涵、語言角色、授課教師及目標之比較 

教學法 課程內涵 語言角色 授課教師 目標 

EAP 
通用及特定學術

英語 
學科 語言或學科教師 語言學習 

ESP 專業英語 學科 語言或學科教師 語言學習 

EMI 專業知識 教學媒介 學科教師或協同教學 學科知識 

資料來源：參考整理自 Brown & Bradford （2017）; Charles & Pecorari （2015）; Ennis & Prior （2020）。 

大一的英語課程與 EMI 必修課程有著緊密的關聯性。有學者（Tran, Burke & 

O'Toole, 2021）認為在進行 EMI 課程之前，需考量學生的語言能力檢測。值得關

注的是，目前各校大一共同英語課程的能力分班有各自的標準，有以學測或統測

的英語成績，或是以入學後實施英語能力分級測驗成績為標準，但所採用的分級

測驗評量有所不同。而能力分班有依院系做為英語課程編班參考，有的則以學生

個人英語能力測驗成績結果分初、中、高級班，為跨院系合班上課。BEST 計畫

新增修的項目，希望引導「普及提升」學校在大一英語課程做改革，轉變成 ESP

或 EAP 課程，但以目前學生的英語能力分級測驗及編班依據來看，如為跨院系

合班上課的大一英語課程要推 ESP 或 EAP 課程，可能涉及學生科系與語言能力

分級的重新配置，若學生的語言能力分級與編班未有一致性的評量標準，是否會

有上課時的落差，有待思考。 

另外，由於 BEST 計畫推廣 EMI 線上模組課程及學分採認機制，希望以資

源共享方式讓全國之大專校院進行 EMI 及學生學習使用，鼓勵教師研發課程及

學生自行選修國內外優質線上 EMI 課程。就學生選課來說，不同於以往只有實

體教室的課程選修，現在選擇性更多，同時需考量自己的語言能力是否能了解

EMI 課程內容，才能安排逐步適合的課程。再者，學生是否有得到校方系統性的

支持，並了解整個修業的課程結構及學分採認的規定，亦是否能推動 EMI 課程

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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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方法的影響 

在牛津大學 EMI 中心對全世界 55 個國家所做的 EMI 教學調查中，發現 EMI

教師最重要的二大特質是：「能解釋艱深觀念的能力」與「營造互動環境的能力」

（Dearden, 2015）。臺灣傳統的教室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尤其是特定的專業

科目，在學生沒有先備知識下，再加上學生在課堂上較沉默，鮮少以主動提問的

方式與老師互動，常是知識的接收者，較著重在聽與讀等接收性技能（receptive 

skills），較少有說與寫的產出性技能（productive skills）訓練，然而，EMI 的教學

特色之一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小組討論 （教育部，2022；Ismailov, Chiu, Dearden, 

Yamamoto & Djalilova, 2021），專業科目的老師必須改變教學方式，且為了採用

EMI，需將英語表達能力提升及精進 EMI 教學策略（Tran, Burke & O'Toole, 2021），

也需多花時間在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備課上，尤其是教授關鍵且艱深的論點時，這

是一大挑戰。再者，部份專業科目老師認為應該花時間在學科內容的教學，而不

是教學生英語。所以當面對學生英語程度無法理解或討論學科內容時，如又得維

持一定的英語使用比例，使老師跟學生都會感到挫折。另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是

教科書的選用。許多研究發現 EMI 教師和學生所面臨的挑戰，除師生的英語能

力及以學生為中心的互動外，是否選用合適的教材亦是重要的問題（Ismailov et 

al., 2021; Yang et al., 2019）。以英語授課，教科書如選用以中文撰寫的教材，無法

將課程、教材與教學配合，可能演變成單純將課文內容翻譯成英語。 

在 BEST 計畫所提出的資源共享、研發線上模組課程、整合數位學習資源等

重點，對教師來說，具備獲取和利用有益教學的資訊，結合數位教材設計與運用，

與利用科技輔助教學等能力，已不同於以往單純使用教科書的講授教學。尤其是

BEST 計畫在「普及提升」增修「引導學校推動英語教學法」的項目，無非是希

望語言的教學能夠提升說寫技能，而教師在中間的培育過程如何結合數位學習資

源，引導學生學習，進而有自學的能力，實需得到學校系統的支持。學校是否有

相關單位宣導跟提供資源，須再檢視。對於學生來說，面對專業科目的初次接觸，

同時得面對教師上課以英語授課的壓力，除自己的學習力與語言能力外，如何在

上課與教師互動及是否清楚校方可提供的輔導資源均是重要的一環。校方應思考

是否在學生為 EMI 修課做準備時，同時有專責單位提供系統性的修課宣導、指

引與輔導諮詢。 

(三) 多元評量的影響 

以往有設立英語畢業門檻之學校大多以英語聽讀的測驗成績為依據，較忽略

說與寫的評量。Best 計畫希望能同時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尤其是口說

與寫作能力，因此在英語能力測驗評量方面開啟了引領的做法。教育部委託財團

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 LTTC）研發辦理「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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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Tes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BESTEP）（簡稱「培力英檢」），

為學術英語（EAP）導向之能力檢測（培力英檢，無日期）。2023 年 9 月先推出

口說與寫作測驗，後續於年底將推出閱讀與聽力測驗。此測驗與一般英語能力測

驗不同，其功用在於帶動英語教學、學習與評量的對接關係，了解三者間之關聯

與成效（培力英檢，無日期）。隨著雙語政策對於課程結構與教學方法的影響改

變，教師教學的方式與學生學習表現的評量，及學校對於學生入學的英語能力測

驗與畢業門檻的採認，是否該思考著重於聽說讀寫的能力，才能跳脫以往重視聽

讀等接收能力，而導致產出的說寫能力較弱的窘境。 

四、結論與建議 

    語言教育的改革與推動，其成果非一朝一夕可達成。目前為達預定的績效目

標，參與計畫之學校努力配合政策執行，但因各校原有的發展特色與資源各不相

同，可能出現不同的執行方式與結果。綜整高教雙語政策對教師與學生在課程、

教學與評量的影響，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 建立明確且連貫的課程架構，適時宣導與推動 EMI 課程 

    建議各校檢視各院系原有的課程與配合雙語政策後所需調整或變動的課程，

由大一的語言課程、橋接課程到專業課程的規劃與重整，提供明確且連貫的課程

架構，從語言課程到 EMI 的選修，跨國、校、院系、實體及線上 EMI 課程的資

源及學分採認，學生在修業期間可得到學校系統性的諮詢及輔導資源有哪些，並

在學生新生訓練時即對師生做有效宣導，有助於 EMI 課程選修的推動。 

(二) 實施入學後英語聽說讀寫能力評量測驗 

    雙語政策所提到的 CEFR B2 級的英語能力是包含聽說讀寫的四種能力，而

非只是聽讀能力。在入學後全面性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評量應予重視，以做為

ESP 或 EAP 課程分級及 EMI 課程選修的考量。此測驗成績除任課的語言教師、

專業科目教師可以了解學生的語言能力外，同時可讓學生了解自己目前的英語程

度是否能夠選修 EMI 課程。對於英語能力分級偏低的學生進而協助基礎英語補

救的輔導。建議評量學生入學時的英語能力能夠統一採用同時具有四種能力評量

之標準測驗。 

(三) 導入說寫能力訓練及多元評量方式  

    為 EMI 課程的語言能力培養做準備，英語口說及寫作能力的培養可由大一

語言課程導入。拋開以往考試導向的聽讀能力為主的教學，不管是ESP或是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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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主動參與討論及表達自己的意見，也能將自己的意見用合乎文法及邏輯

的英文書寫表達，對其將來在選修 EMI 課程有所幫助。再者，教師評量學生語

言能力或是學科內容的學習成果，應多元化，不再限於紙筆測驗，可增加口說與

學術寫作的評量。 

(四) 盱衡教學情境以提供最適合的 EMI 

    EMI 是取決於情境脈絡的教學，非只有一種單一的方式（Knagg, 2013, 2020）。

教師如能觀察及了解學生的語言能力及學習狀況，適時使用中英語的轉換時機，

在較易懂的概念及內容可以英語傳達，使用中文解釋較艱深或抽象的觀念或理

論，逐步提升英語比例，減少學生的學習焦慮，並能引起學習動機。亦建議教師

能採用或著手設計適合上課的教材，搭配良好的互動，讓學科內容的學習能更具

深度及精緻化。 

(五) 善用學生特質以利用網路資源並培養自學能力  

    雙語政策在大學的推行對於學生是個過程，真正的目標是使其同時具備有效

的語言溝通能力與專業能力，在國內或國際職場有競爭力。現在的大學生為數位

原生代，應善用其特質，導入學校所提供的各項學習資源及輔導機制，也教導其

能利用搜尋及妥善使用網路資源的策略，以培養自學的能力，即使離開校園仍能

養成終生學習的習慣，這也是優質的雙語教育最終的目標。  

(六) 協助教師了解及善用教學資源 

    面對語言教育的改革，無論是英語教師或是 EMI 教師在課程、教學與評量

三方面均會受到政策的影響而做調整與改變，教師們除了解系統性的配套措施

外，亦希望能由專責單位提供更多 EMI 教學專業知識及教學資源的使用，也可

得到跨領域知識的諮詢與支持，並藉由新興科技輔助設計教材的運用，使教材簡

單化及數位化。教師如能瞭解如何取得及運用資源，會使教學更有成效，也同時

可以使學生學習更容易且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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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覺行盼」理念啟動自主學習力： 

國中學習輔導教學設計案例特色與未來展望 
丘愛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監事 

 

一、前言 

全球面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嚴峻疫情威脅，以及受到資訊科技、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與大數據快速興起的影響，使得學校教育的「自

主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簡稱 SDL）受到重視。其次，教育部自 2019 年

8 月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簡稱「2019 課綱」），將「自

主學習」列為國中小學校訂彈性學習課程之一（教育部，2014），然而 108 課綱

實施迄今，學生自主學習面臨最多的迷惘是不知道要做什麼／想學什麼？不會思

考為何需要學習？在缺乏學習動機的情境下，自然不會有規劃與執行自主學習計

畫的能力；因此一種方式是在國中階段進行自主學習（林崇熙，2022）。再者，

自主學習能力並非與生俱來，需要透過教師的指導及同儕互助以及自我反思調節

才能培養；然而教師設計的學習任務或作業如何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力？學生如

何善用學習資源與學習策略進行自主學習，避免焦慮感與挫折感？教師如何協助

學生完成自主學習任務呢？上述問題都是學校教師在課程規劃、教學實施與學習

評量時，必然會遭遇的專業挑戰。本文先分析自主學習的意涵與學習重點；其次，

闡述自主學習的意涵與學習重點；再者，選取 2022 年榮獲綜合活動領域師資生

組優等獎之有「笑」學習（keep smiling and enjoy learning program）教案為研究

對象，應用「思覺行盼」（thinking-feeling-act-wishing）理念（溫明麗，2013）進

行後設分析，探究國中學習輔導教學設計的特色；最後，提出未來展望的建議。 

二、自主學習的意涵與學習重點分析 

國家教育研究院對自主學習（SDL）的定義為「學習者設定目標進行主動學

習的行為，個人在歷程中整合認知資源、情緒管理與採取行動以達成學習目標，

以及進行自我監控與自我調整（鄭章華等，2020）。前院長林崇熙（2022）認為

自主學習的目的在於「與時俱進／解決問題／開拓視野／前瞻未來／適者生存」；

同時，在學校鍛鍊自主學習，目標在於邁向終身學習。 

從自主學習邁向終身學習的理念，溯源自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2018 年提出《OECD 學習架構 2030》，又於 2019 年發展出「2030 學習羅盤」

（learning compass），闡釋學習的內在價値與終身學習的重要（OECD, 2018, 

2019）。未來的學習將是面對現在生活與未來挑戰，所需整合應用的知識、技能、

態度與價値觀的素養導向學習。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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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簡稱「2019 綜合課綱」）（教育部，2018）明示

課程總目標在培養學生具備「價值探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新」的能力，綜合活

動領域的內涵架構包括三個主題軸及十二個主題項目，從學習輔導的觀點而言，

如何提升國中生的自主學習力？可以從「1.自我與生涯發展」主題軸下的「b.自

主學習與管理」，以及「2.生活經營與創新」主題軸下的「c.資源應用與開發」二

個主題項目的學習重點加以分析。參見表 1。 

表1  綜合活動領域的內涵架構 

主題軸 1.自我與生涯發展 2.生活經營與創新 3.社會與環境關懷 

主題項目 

a.自我探索與成長 a.人際互動與經營 a.危機辨識與處理 

b.自主學習與管理 b.團體合作與領導 b.社會關懷與服務 

c.生涯規劃與發展 c.資源應用與開發 c.文化理解與尊重 

d.尊重與珍惜生命 d.生活美感與創新 d.環境保育與永續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頁6。 

2019 課綱的「學習重點」，包括了「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

並據以構成一個雙向細目架構。學習表現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概念，重視認知

歷程、情意與技能之學習展現。學習內容需能涵蓋該領域／科目之重要事實、概

念、原理原則、技能、態度與後設認知等知識（林永豐，2017）。從表 2 中可知：

自主學習的學習表現，包括學習者能有效蒐集、分析、善用及開發各項資源，運

用問題解決策略，妥善計畫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進而養成自主學習與自

我管理的能力，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自主學習的「學習內容」包括學習意義、

自我管理、學習方法與策略、學習資源、學習效能、終身學習的態度。 

表2  綜合活動領域提升自主學習力的學習重點 

主題項目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自主學習

與管理 

1b-IV-1 培養主動積極的學習態

度，掌握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

與自我管理的能力。 

輔 Ba-IV-1 學習意義的探究與終身

學習態度的培養。 

輔 Ba-IV-2 自我管理與學習效能的

提升。 

輔Bb-IV-1 學習方法的運用與調整。 

資源運用

與開發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略，處理

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與

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項

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輔 Bb-IV-2 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

合運用。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頁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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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覺行盼理念的實踐：有「笑」學習優等獎教案的特色分析 

溫明麗（2013）提出「思覺行盼」理論立基於「全人」的整體觀，其中，「思」

指的是自我反思和深思熟慮，強調以自主、自律、自省來確立人的自由度和人文

性；「覺」是對自我反思的覺知與自覺，是自身與他者能深切理解、溝通而形成

一種自我與他者共融相處的情懷；「行」指的是行動，展現人的能動性，具有獨

立判斷、批判思維和問題解決的能力；「盼」則為希望，展現在不斷創造學習意

義與生命價值，追求圓滿人生。筆者擔任教育部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研究中心（中

學組）的計畫主持人，每年辦理本領域優良教案徵選活動，本文運用「思覺行盼」

的理念，透過後設分析 2022 年有「笑」學習教案啟動學生自主學習力，學生在

教師引導和同儕互助下，保持愉悅心情和盡興享受有「效」學習的教學設計特色。 

(一) 運用雙向細目表，設計自主學習目標 

有「笑」學習教案適用國中七至九年級學生，五至六節課應用素養導向教學

原則「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營造情境脈絡化的學習，重視學習歷程、方法與

策略，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教育部，2014），選擇綜合活動領域「自主學習與

管理」、「資源應用與開發」二個主題項目，學習內容有四項，學習表現有二項，

設計者運用雙向細目表撰寫五項學習目標，學習重點從學習意義出發，到有效學

習與學習挑戰的診斷，進展到善用學習資源與掌握學習策略，最後省思個人的學

習挑戰，進行診斷分析並安排改善策略，參見表 3。 

表3  有「笑」學習教案的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b-IV-1 培養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掌握學習方法，養成自

主學習與自我管理的能力。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

與運用。 

輔 Ba-IV-1 學習意義

的探究與終身學習態

度的培養。 

輔 Bb-IV-1 學習方法

的運用與調整。 

輔 Ba-IV-2 自我管理

與學習效能的提升。 

輔 Bb-IV-2 學習資源

探索與資訊整合運

用。 

學習目標： 

1. 覺察學習的意義、探索學習方法，並培養終身學習的態

度。(輔 Ba-IV-1、1b-IV-1) 

2. 透過腦力激盪的活動，針對多項學習挑戰，思考出可行

的因應策略。(輔 Bb-IV-1、2c-IV-2) 

3. 自我評估與檢視學習環境與學習模式，並探索與掌握多

項學習策略。(輔 Bb-IV-2、1b-IV-1、2c-IV-2) 

4. 透過實際上網搜尋以及同學們的合作分享，能蒐集與運

用多項學習資源。(輔 Bb-IV-2、2c-IV-2) 

5. 整理與分析課堂所學，再次深入省思個人所面臨的「學

習挑戰」，進行診斷分析並安排改善策略。(輔 Bb-IV-1、

輔 Ba-IV-2、2c-IV-2) 
資料來源：羅苡佑（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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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思覺行盼」理念探究有「笑」學習的教學活動設計 

1. 思：引導學生思考「人為什麼要學習？」 

「思」是自我反思與深思熟慮。有「笑」學習優等教案的學習目標之一是引

導學生覺察學習的意義，探索學習的方法，並培養終身學習的態度。第一節「學

習探險家」單元活動，引導學生深入思考人為什麼要學習？「學習大哉問」運用

小白板和曼陀羅九宮格（學習策略）引導學生思考和分享多元的「學習意義」，

教師分類學生的回應為自我或他人（self 或 others）導向，讓學生選擇一個學習

意義並深入探討自己對學習的感受和影響因素，再訂定自己能達成的學習目標。 

2. 覺：覺察學習挑戰，分析阻礙因素和討論因應策略 

「覺」是對自我反思的覺知與自覺。有「笑」學習優等教案之「學習處方籤」

單元活動有三節課，第一節進行「有效學習的經驗」活動，教師於課前在雲端

Coggle 心智圖網站創建一個「有效學習」的心智圖，並輸入學生的 e-mail，開啟

學生共編的權限，學生在課堂中登入 e-mail 並進入 Coggle 心智圖網站共筆，心

智圖第一階層寫「我學會什麼？」，第二階層寫「我如何辦到的？」，透過同儕分

享成功經驗，彼此交流每個人所運用的方法不盡相同。進一步思考，自己想要嘗

試哪些方法或學習策略，以及可能獲得的學習成效。第二至三節課進行三次腦力

激盪的「學習挑戰」轉盤活動，以實作評量促進學習（assessment for learning），

透過小組體驗活動，覺察學習挑戰，分析阻礙因素，並思考因應策略，參見圖 1。 

圖 1 「學習挑戰」轉盤活動與小組討論 
資料來源：羅苡佑（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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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腦力激盪「學習挑戰 what」，各組在海報最內圈寫下一項學習挑戰。

第二次腦力激盪「學習挑戰 why」，每一輪討論進行三分鐘，同一組的夥伴需針

對該項「學習挑戰」，相互討論與分析出「造成挑戰的阻礙因素」，並記錄在便條

紙上，完成後貼至海報紙的「阻礙因素」區塊上。三分鐘時間到，討論成員以順

時鐘方向，移到下一個區塊，一共進行五輪（1→2；2→3；3→4；4→5；5→1），

成員輪回原區域後，「統整」該區塊蒐集到的阻礙因素，將相同概念的便條紙黏

成一排，共計 5 分鐘。第三次腦力激盪「學習挑戰 how」以相同的輪轉流程與時

間進行，成員針對整理好的阻礙因素，開始發想「克服方式」，寫在便利貼上並

貼到「因應策略」區塊，一共進行五輪。小組成員再次輪回原區域後，有五分鐘

的時間，可以自由走動和觀察各挑戰區所記錄的阻礙因素與因應策略的便利貼，

且同步進行票選：在欣賞的點子（便條紙）上方貼上一張紅色點點貼紙，一人五

票，每位學生對同一張便利貼最多投一票。投票完畢後，統整出最高票的前五名，

在黑板上畫「學習挑戰」轉盤活動統整結果，參見表 4。 

表4 「學習挑戰」轉盤活動統整結果（示例） 

What 學習挑戰 Why 阻礙因素 How 因應策略 

課文背不起來 記憶力不好 運用旋律或圖像的記憶策略。 

吉他學了很久，但只

會彈基本和弦 

很少練習 每周末固定安排兩小時的練習時間。 

沒有人教 

上網找 YouTube 頻道的吉他教學影片自

學，例如吉他好和弦 Nice chord，Justin 

Guitar 等，或請教會彈的同學。 
資料來源：修改自羅苡佑（2022）。 

3. 行：善用學習策略與學習資源，培養改善或解決問題的實踐力 

「行」是展現人的體悟和學習如何學習的實踐驅力，具有自律的能動性和問

題解決的能力。有「笑」學習優等獎教案之「學習練功坊」單元活動，第一節課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多項學習策略的體驗活動，「記憶策略」的體驗活動包括諧音

記憶、圖像記憶、情境記憶、音樂記憶等。第二節課教師介紹學習平台與資源，

包括課業學習平台，如因材網（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學習吧

（https://www.learnmode.net/home），均一教育平台（https://junyiacademy.org）等。

開放式線上學習平台，如磨課師（https://taiwanmooc.org/home），可汗學院

（ https://zh.khanacademy.org/ ） 等 ； 英 語 語 言 學 習 ， 如 Cool English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VoiceTube（https://tw.voicetube.com/），duolingo

（https://www.duolingo.com/）等。知識型 YouTube 頻道，如白白國文、阿滴英文、

Taiwan Bar（歷史、社會議題）、公民叮、PanSci 泛科學、三個字 SunGuts（健體）

等教學影片。各組學生選擇一個學習平台與資源，熟悉操作並向全班同學示範操

作與分享。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學習處方籤的再評估」，進行檢視、補充或調整，

課後上網探索能有效協助達成自己學習目標，克服學習挑戰的學習資源，自主規

劃學習計畫和改善行動。 

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https://www.learnmode.net/home/
https://www.junyiacademy.org/
https://taiwanmooc.org/home
https://zh.khanacademy.org/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VoiceTube
https://tw.voicetube.com/
https://www.duolin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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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盼：引導提問與教學回饋提升後設認知與自主學習力 

「盼」係希望，是學習者主體的深刻反思和實踐行動後的持續調整和改善，

期許追求更美好的未來，刻畫渴望生活的充實與學習意義的豐碩。有「笑」學習

優等獎教案設計，期盼能運用「思覺行盼」理念設計引導提問與教學回饋的重點，

引導學生透過持續的自我反思，提升自主學習力並成為終身學習者，參見表 5。 

表5  運用「思覺行盼」理念引導提問設計有「笑」學習的教學回饋 

思覺行盼 

（引導提問） 

單元活動 

（學習重點） 
教師的教學回饋 

思：人為什麼要

學習？ 

學習探險家 

（學習意義） 

1.能理解多元觀點的學習意義，包括讀書、工作和生

活經驗的累積。 

2.學習意義是人賦予的，且會隨著不同的事與境遇有

所變動。 

3.每個人的天賦才能和學習風格各自不同，重要的是

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策略與方法，訂定自己在本學

期能達成的學習目標。 

覺：如何轉化學

習挫折為學習挑

戰？ 

學習處方籤 

（學習診斷） 

1.「有效學習」的心智圖網路共筆，引導學生分析成

功經驗的共同性和差異性。 

2.引導學生思考「學習挑戰」轉盤活動運用到那些學

習方法（例如，腦力激盪、分組討論、歸納整理表格

化）？我對哪些因應策略印象深刻？  

3.我發現自己的學習問題的阻礙因素與解決策略為

何？ 

行：我可以善用

哪些學習資源和

學習策略？ 

學習練功坊 

（學習策略） 

（學習資源） 

1.「記憶策略、學習策略」的體驗活動之後，引導學生

善用「後設認知」進行反思，彼此交流，自己覺得需

要調整策略之處及其原因。 

2.引導學生原本就想要解決的問題、選用的學習策略，

蒐集更具體的作法與學習資源。 

盼：如何執行自

己的學習行動

方案，成為自主

學習者？ 

自主學習力 

引導學生進行「學習行動方案」，利用蒐集和學習的

資源與策略，規劃與執行自己學習問題的解決方案，

培養學生實踐行動，成為自主學習者。 

資料來源：歸納整理自羅苡佑（2022）。 

四、未來展望 

為落實 2019 課綱「自主學習」彈性學習課程在國中場域的實踐，本文從學

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的後續學習，以及教師協力研發國中生自主學習教學指引，

提出如何持續提升師生自主學習力的未來展望與建議供參考。 

(一) 聆聽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建議關注關鍵元素、策略工具與後續學習 

如何學得更好？建構自主學習的班級/學校文化益顯重要，學校可以舉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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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習的成果發表，包括靜態的海報作品展、動態影片播放與故事型表述等多元

表現，實施程序上可以先進行班級學生的分享，各班級再推薦幾位學生參加全校

的成果發表，交流不同的自主學習歷程經驗，靜態作品可以放置圖書館展示或者

各樓層的主題布告欄，讓全校學生都可以便利貼書寫回饋，發揮楷模學習見賢思

齊之效，強化學生自主學習的動能。教師在聆聽學生自主學習口頭報告時，除了

肯定學生對自主學習主題規劃、執行和對於社會貢獻之外，建議教師要提出關鍵

要素的提問，引導學生反思：例如，從自己需求和興趣出發的自主學習，你會如

何呈現自己的「學習意義與價值」呢？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們可以持續地投入？

從問卷設計、產品定位、行動方案、網站設立等流程中，你運用了哪些「學習策

略和工具」，可以啟發和你有一樣夢想的人呢？請討論可深化理解，或是可遷移

應用的學習策略或工具？您會如何調整？後續學習：回顧自己面對困難，探討最

佳解決方法的歷程，你看到自己提升了哪些能力，或者開啟後續哪些能夠持續不

斷學習的規劃呢？ 

(二) 教師展現專業自主能力，建議合作研發「國中生自主學習教學指引」 

教師專業自主能力係指課程、教學與評量能力，教師專業自主學習能力從師

資培育之大學的職前教師教育到在職進修的終身學習的歷程與參與（呂秀蓮，

2015）。由於國中教師任教之學校呈現城鄉社會資本、家庭文化資本、學生基礎

學力的差異性，教學現場經常是透過校內外研習或工作坊進行專業增能方式推

動，成效難估。因此建議師資培育之大學與國中教師合作研發「國中生自主學習

教學指引」，例如，「學習動機」向度的目標為引發學生主動學習，創造有助於從

「外在動機」，漸進發展為「內在動機」和「成長型心態」（growth minds），關注

為什麼學習，學習了什麼，以及如何學習的學習軌跡，引導學生面對學習挫折時，

能夠自我激勵以培養恆毅力，展現較高品質的學習責任感與創意。「學習策略與

資源應用」向度的目標為覺察問題核心概念，運用多元的學習資源(人、物、環

境)及學習策略，解決問題並完成學習任務。「執行與調整」向度的目標為訂定階

段性目標，選擇適合學習環境，運用學習歷程紀錄，進行反思、監控及調整學習。

其次「國中生自主學習教學指引」每個向度下的教學引導策略，建議教師透過分

析得獎教案設計與教學實踐，或透過教師社群共備、觀課、議課的專業成長合作

發展出適用於國中教師的「自主學習教學指引」以及教學策略；亦可透過學校教

師的教學行動研究或準實驗研究進行循環修正，以擴大自主學習的教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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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難道僅能求諸「野」？ 
范賢娟 

寧德師範學院副教授 

 

一、前言 

本文談及倫理道德在臺灣式微的過程，現已不為當政者所在意、遵循，因此

社會產生許多問題。此時僅能靠著不同民間團體、企業以自己的方式在民間提倡

適合時代的道德新篇，希望大家要珍惜這股民間力量，互相鼓勵支持，共創美好

社會。 

二、曾經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當中國大陸在如火如荼高喊破四舊，翻天哄鬧文化大革

命時，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提出了以倫理、民主、科學為綱的「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明訂「以倫理道德為淑世之本，以民主自由為福國之責，以科學技術

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實」為運動宗旨，此處聚焦於倫理道德來討論這方面的施行，

以及後來的轉變。 

當時在學校的課程當中，小學有「生活與倫理」，國中有「公民與道德」，高

中則要學習「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學術界則整理大量古籍，介紹古代思想家的

生平行誼與其著作影響，出版界還不斷編印歷代忠孝典範的文選，以發揚民族文

化人文精神，並且重新英譯《四書》並向海外發行，以促進國際學者對中國文化

之了解。 

不只教育界、學術界重視倫理道德，整個環境也都綱舉目張地提示各類條目，

那時全國的共通校訓是四維「禮義廉恥」，首善之都臺北的幾條大道標誌著八德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許多學校的編班遵循著「智仁勇」、「溫良恭儉讓」

等德育項目來安排。 

除了繼承傳統之外，還有人注意到面對社會變遷的因應。傳統道德以五倫（父

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君臣有義，朋友有信）為中心，然而這是農業社

會所發展出來的家族倫理，再由此為根基擴展到社會國家；當前面對工商業社會

的環境不同，李國鼎等人遂主張應發展「第六倫」，強調「群己」的關係，提倡

公德心，讓人自覺體認因應社會變化，所應該注重的新道德內涵。 

三、珍寶被棄 

然而當中國大陸結束文革，重新考慮珍視傳統文化中的優良部分，臺灣卻從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頁 132-136 

 

自由評論 

 

第 133 頁 

1997年開始把小學中的「生活與倫理」拿掉了「倫理」，國中的「公民與道德」

去掉了「道德」，高中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則變成選修。 

當大家對此感到驚訝時，教育當局卻義正嚴詞地辯說，倫理道德不能用學校

課程去教，不該用學科測驗去考，這樣只會流於形式，過於僵化。但卻沒有討論

傳統美德失去了學校管道來教之後，該如何走進學生的心中，落實到每個人的行

為，讓大家在安和樂利的環境中生活。 

然而當政者不覺得那些德育條目有什麼價值，媒體輿論動輒用「道德綁架」

之類名詞來責備，社會價值要看齊的是學習西方強調個人自由，主張個人權利，

重視物慾享受，認為這是臺灣文明進步的必由之路。萬聖節要教小朋友仗著自己

可愛說「不給我糖，我就搗蛋」，青少年則鼓勵一夜情、約砲等行為，連女性政

治人物都能大大方方笑容可掬地對年輕人說「鼓勵大家多生孩子，結不結婚沒關

係」之類的話。民國初年學術界存在的「禮教吃人」說法，此時也重新站上學術

界主導地位，認為新時代不需要舊禮教，傳統倫理給人的束縛要在新世紀中掙脫。

例如曾有大學教授看到有些學生家教太好，進退有禮，溫文儒雅，反而指導怎麼

教孩子大聲說髒話來自我解放。 

此時臺灣社會傳統道德觀念不再，倫理觀念貶值，原本該是最自然天性的親

情，也在媒體大聲宣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下，讓親子對立，父母親對孩子

的關心反而顯得理虧。許多人不重視家庭中最親近的人，學習如何和諧相處、互

相照顧，反而以為跑到外面世界，甚至虛擬世界隨便遇到一見鍾情的人才是「真

愛」。 

有些政治人物更堂而皇之地貪污、走私、婚姻出軌、論文抄襲，被揭發後則

不斷發明新名詞來文飾，還控制媒體、豢養網軍來營造利於自己的輿論，對持不

同意見的人產生嚇阻作用。 

在這樣的氣氛下，揚棄傳統道德的社會，人民不但沒有獲得更大的自由，慾

望也永遠無法滿足，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更加激烈，反而產生了許多家庭問題、社

會問題與心理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政者的眼睛看不到其中問題根源，反而喜歡炫耀臺灣在

哪些新思潮上跟上歐美潮流，走在亞洲前沿，而他們自己的權力也因寡廉鮮恥，

一時獲致豐富的成果。至此，我們很難寄望短視的政治人物有什麼長遠的擔當與

可靠的作為，或許只能寄望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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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間的力量 

相較於官方對傳統美德的冷漠，臺灣民間有各類不同力量嘗試努力，形勢越

是險惡，越發顯得彌足珍貴。這些有許多是宗教團體，例如慈濟宣揚大愛精神，

佛光山力推三好運動，中台山推廣待人處世遵循四箴行，都是適應新時代下推廣

道德的不同方式，這裡則想以兩家民間企業所成立的基金會為代表來介紹。 

其一是長榮公司以創辦人為名的「張榮發基金會」，它從 2008 年開始發行

《道德月刊》，以孝行、友愛、夫婦和睦、朋友互信、謙遜、博愛、修學習業、

智能啟發、德器成就、公益世務、尊法、義勇等人生的十二堂道德課為綱，期待

藉由立志、溫馨的小故事喚醒讀者心中的真善美（張榮發基金會網站，2023）。 

近年還舉辦中學生道德徵文比賽，激勵海內外中學生以中文撰寫道德相關內

容，讓學生們以寫作的方式整理思緒，細細體會咀嚼生活點滴，關懷周遭的人。

評選標準重視道德闡述與情感真摯，盼從切身經驗出發，分享見聞感觸，讓寫作

成為學生的一種抒發管道，成為其人生境界提升的心智練習，也讓讀者分享年輕

人的新時代道德觀。目前該刊每期發行 30 萬本，還有電子期刊供人自由下載，

繁簡版本皆有，服務海內外華人（張榮發基金會網站，2023）。 

其二是被國人視為「護國神山」的台積電，它不僅為臺灣創造財富，還以「提

升社會」為願景，主動關懷弱勢，盼能秉持公平正義、安居樂業的核心理念，結

合公司資源與同仁自發性的志工服務，以金錢、物資、人力、專業技術等方式投

入教育與生活面向，協助建立共好社會（台積電慈善基金會，2021）。 

早期該公司是以社團的方式來進行，但到 2017 年則成立「台積電慈善基金

會」希望能整合公司資源，發揮更具體的社會影響力。它根據企業自身的社會責

任政策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使命，訂出包括推廣孝道的幾大主軸。然而推廣

孝道並非該基金會專業，而是在長期照護獨老、關懷弱勢後發現，「溫暖的家就

是社會更好的起點」，父慈子孝有其基礎性與重要性，然而這項傳統美德已從臺

灣學校教育中刪除多年，因此該基金會才希望能夠重新提倡，編輯出適合時代精

神的教材，讓孝道重返校園，溫暖每個家庭。基金會提供資源，從地方政府合作

開始，聯合教育專業人才編輯教材、訓練老師和志工，辦理推廣活動，並邀請媒

體宣傳，慢慢發揮影響力，並以「孝道＋」的開放式創新方式融入其他主題的活

動（台積電慈善基金會，2021）。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編纂孝道教材並在地方與中央的教育主管支持下，發揮影

響，但是當基金會對媒體表示很高興能讓孝道重回課綱時，教育部官員會澄清說

並非在課綱中納入孝道，而是發展與孝道有關的教案、教材和教學資源去推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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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電慈善基金會，2021）。 

教育部的澄清很值得玩味，雖然看起來還是給了些支持，但是與過去「百善

孝為先」的觀念仍有很大的不同。這很值得深入觀察探討，也提醒民間關心此項

議題的人必須更加努力。 

五、結語 

道德不是外來的繁瑣規定與束縛，而是人類善心善念的啟發，期待每個人心

中的善念都能有機會萌芽，願意善待周遭的人，謹慎負責地對待自己所說的話與

所做的事，不斷推而廣之。 

本文所舉兩基金會只是臺灣民間團體中的少數代表，另外還有許多民間團體

與學術界、教育界的人士也都不斷努力，建議大家可以多互相了解、彼此合作，

互相鼓勵。 

在社會急遽變遷當中，道德樣貌也有不同形式，即使最具天性的孝道也不該

拘於傳統樣貌，而應開展出適合時代的新方式去實踐，此外也有許多新倫理，例

如科技誤用、資源濫用、環境汙染、全球暖化等問題，也都急需社會大眾慎思明

辨，一起來建立永續發展的新倫理，並加以實踐推廣。 

此外在這波改革中，德育雖然在國內教育體系中並未單獨設科，然而課綱修

訂時會要求各領域、科目中融入，也就是將德育分散到各領域去學習，因此傳統

德目並未出現。在道德教育的文化長河當中，政治只是其中一環，各類教育工作

者，包含教育部、學術界、學校，仍有其自主性，家長也有重要角色，在這情況

下或許可以試著不光靠德目規範，而用思辨的方式去引導學生能自覺有適當的行

為。 

拉長時間來看，期待一時被金權或私欲蒙蔽的政治人物，將來在野時也能有

機會重新檢視道德的價值，肯定傳統美德對人類的重要性，願意共同維持人心的

善良平和，共創安和樂利的社會。 

更期待掌握權力資源的人，能有智慧與善心了解傳統美德的珍貴，肯定新倫

理道德的重要，大力提倡，身體力行，推廣教化，以收風行草偃之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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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量子領導理論於學校治理之實踐 
卓訓德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在當代教育領域，學校治理是重要的關注焦點。傳統的領導理論，如基於牛

頓物理學的理性和還原論方法，已逐漸顯露出在面對快速變化和複雜多元的教育

環境時的局限性。近年來，量子領導（Quantum leadership）作為一種新型領導理

論，因其強調不確定性、互動性、整體性和開放性而受到關注（Zohar ,2016）。面

對當今 VUCA（不穩定 (volatile)、不確定 (uncertain)、複雜 (complex)、模糊

(ambiguous)）時代背景下，大至整個教育環境，小至個人，都必須因此做出生存

的調適，過去的領導力思維也必須跟著調整（勵活課程講師群，2020）。量子領

導理論的出現，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理解和實踐學校治理。 

量子領導的核心在於整體連接性意識，這打破了牛頓式的割裂意識，強調了

一種從根本上重視個體、主觀能動性以及回歸人內心的領導方式。這對於面臨後

工業時期變革的學校治理至關重要，量子領導不僅促進了領導者意識的轉變，提

升了創新與創造力，同時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增強了應對變化的能力。透過對量

子領導的論述，不論是學者還是教育管理者, 都能獲得新領導模式啓示，促進個

體與組織、社會的和諧共處，引領學校朝著持續發展的未來邁進（曹慰德、克里

斯．拉兹洛，2019、2021）。本文旨在探討量子領導於學校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透過問卷調查理解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的評價並提出相關實際推展的建議。 

二、量子領導理論概述 

(一) 量子領導緣起背景 

在當今複雜、不確定且快速變化的環境中，傳統的領導模式逐漸顯露出局限

性，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來應對這些挑戰。量子物理學為此提供了一種全

新的世界觀，這一觀點強調連接性、潛能和可能性，為領導者提供了更好的工具

來理解和應對當今的挑戰（Zohar, 2016）。與傳統領導相比，量子領導更加強調

整體性和連接性，它將組織視為一個互聯的整體，其中每個部分都是相互連接且

具有無限潛能和可能性的。根據辛杰等人（2020）的研究，在 VUCA 背景下，

傳統領導模式已無法滿足當前組織和環境的需求。因此，需要一種新的領導模式

來應對這種快速變化和不確定的環境。量子領導基於量子物理學的原理，強調領

導者需要具備開放性、適應性和整合性。這種領導模式認為組織和領導者之間存

在著互動和連接，而不僅僅是單向的因果關係。Kamali 和 Mohammdkhani（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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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量子領導的概念源於物理學中的量子理論，這一理論認為萬物都是相互連

接的能量。在領導領域，這意味著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存在著深厚的連接，這

種連接超越了傳統的命令和控制模式。量子領導強調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互

動和關係，並認為他們都是整體的一部分，他們的行為和決策將影響整體的結果。 

(二) 量子領導的意涵 

量子領導作為一種新興的領導模式，其緣起於對當今複雜、不確定和快速變

化環境的回應。根據 Zohar（2016）的觀點，量子領導者認識到其組織與所處世

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不確定的、相互關聯的整體，並在這種不確定性和變化中

尋求共存，而非控制。這種領導方式強調價值觀和意義，並致力於在組織中培養

這些價值觀和意義。量子領導者認識到組織是一個生態系統，各部分與其他部分

相互關聯，且真正的變革和創新源於組織內部，因此鼓勵員工採取主動，賦予他

們權力和責任，為組織帶來真正的變革。量子領導超越傳統的指令和控制模式，

轉向強調互動、連接和合作的領導方式（辛杰等人，2020）。量子管理基於量子

力學原理，強調系統性、變動、不確定性、辯證思維和兼容性。量子領導是這種

思維在領導實踐中的應用，包含願景引領、信任授權、尊重包容、服務支持等特

質，強調量子領導方式不僅源自領導者自身，也來自於領導者與下屬間的互動，

融合了願景領導、授權領導、包容領導和服務領導的多重特徵（黃剛、郭飛，2020）。 

量子領導特別強調自下而上的策略，重視人際互動，領導者具備創客精神和

僕人心態，透過行為實踐達成組織與員工間的共享、共創、共贏，形成命運共同

體（陳松，2021）。這種領導模式不僅促進組織內部合作與共創，也為應對外部

變動提供新思維與解決策略。在現代多變的環境中，傳統領導方式的局限性愈發

明顯，限制了組織和個人的創新與成長。量子領導以其賦能、求新和交互特徵，

強調以人為本，創造共贏價值觀（吳玥，2022），促進組織整體發展，為員工創

造積極成長環境。此領導方式特別注重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組織

內外的連接性。量子領導者具有非線性的思維方式，能夠多角度、多層次地看待

問題，強調整體性的思考和行動，並重視與他人建立的關係，以推動組織發展。

量子領導框架下的領導者需具備核心能力，包括直覺力、創新思維、適應性和系

統性思考（Kamali & Mohammdkhani, 2023）。 

綜合歸納，量子領導作為一種應對當今環境複雜性的新興領導模式，重視組

織與世界的連接性和持續變化。這種領導方式強調價值觀和意義的培養，以促進

組織內部的創新和變革。量子領導超越傳統模式，轉向注重互動、合作和連接，

並結合了願景領導、授權領導、包容領導和服務領導等多重特徵。此外，量子領

導注重自下而上的策略和人際互動，鼓勵領導者展現創客精神和僕人心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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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員工間的共享、共創和共贏。這種領導模式適應現代環境，促進組織和個

人的創新與成長，重視領導者與下屬間的關係和整體系統的連接性。 

(三) 量子領導理論與其他領導理論的比較 

    量子領導作為校長領導理論之建構，在學校治理中應用量子領導理論，與傳

統的校長領導理論相比，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功能，以下分別就願景、變革、魅力、

授權、包容、服務等方面的領導加以說明。首先，願景領導強調建立和實現清晰

的未來目標，而量子領導則在此基礎上加強了適應性和創新能力。接著，魅力領

導依靠領導者的個人魅力來激勵追隨者，而量子領導更強調整體連接和系統思維。

變革領導專注於推動組織文化和價值觀的改變，而量子領導則著重於應對不確定

性和複雜環境的策略。授權領導賦予員工更大的決策自主權，量子領導則結合系

統性思維，推動更廣泛的組織創新。包容領導強調領導者的開放性和傾聽能力，

量子領導則在此基礎上增加多元視角和應變能力。最後，服務領導強調為他人服

務的意識，量子領導則同時強調在不確定環境中的創新與危機管理能力（吳玥，

2022；陳松，2021；彭劍鋒、馬曉苗、甘羅娜，2019）。 

    綜合來看，量子領導理論在學校治理中的實踐，對於促進學校文化的積極發

展、提升教育環境的適應能力以及推動學校整體與個體的和諧發展具有顯著作用，

為學校改革和提升提供了全面且適應性強的指導，有助於學校在快速變化的教育

環境中保持競爭力和創新力。這些都是傳統校長領導理論中較為欠缺的方面。 

三、量子領導實踐於學校治理 

筆者以探討量子領導在教育領域的實踐與挑戰為主題（卓訓德，2023），選

擇彰化縣的國民小學教師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分層抽樣的方法，根據學校的班級

數量分為四層，依次抽取了 9 所學校作為樣本學校。發放了 115 份問卷，最終回

收了 114 份有效問卷。參考中國大陸學者辛杰等（2020）的量子型領導測量問卷

後修正為「校長量子領導測量問卷」進行問卷調查。研究中探討校長如何實踐量

子領導，並比較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例如性別、學校規模、職務、學校所在地與

服務年資等）的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的認知差異和評價，以便探討不同背景變項

對教師評價的影響。「校長量子領導測量問卷」包括自覺覺他、連接交互、探索

求新、和合共贏、利他包容、賦能無為、重建秩序 7 個維度，共 34 個題目。問

卷中採 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方式，分數越高表示教師知覺校長量子領導表徵的程

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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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長量子領導各個維度的平均數、標準偏差和變異數 

量子領導維度 N 平均值 標準偏差 

自覺他覺 114 4.352 0.545 

連接互動 114 4.393 0.605 

探索求新 114 4.456 0.588 

和合共贏 114 4.459 0.561 

利他包容 114 4.401 0.608 

賦能無為 114 4.364 0.583 

重建秩序 114 4.406 0.607 

校長量子領導 114 4.404 0.543 
資料來源：卓訓德（2023）。 

在研究中，校長量子領導的各個維度評價相當高，平均值均高於 4，顯示教

師對校長實施量子領導的評價和肯定程度較高。這一結果表明，校長在自覺他覺、

連接互動、探索求新等量子領導的各個維度上展現了相應的能力和特質，並獲得

了教師的廣泛認可。這種積極的領導方式對於促進教師間的協作、創新以及學校

整體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此外，各維度的標準偏差值介於 0.545 至 0.608

之間，表明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的認知具有相對一致性。而變異數範圍從 0.296

到 0.370，顯示在不同量子領導維度中，教師的認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散，但並

不十分明顯。 

這些研究結果顯示，當應用量子領導理論進行的「校長量子領導測量問卷」

實證研究後，參與問卷調查的教師普遍對校長實踐量子領導持有正面的評價。這

表明量子領導理論在學校治理領域的有效性，同時也反映了這種領導方式在實際

應用中獲得了教育工作者的認可和支持。這些結果對於推動學校治理的優質發展

和提升校長的量子領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實證基礎，同時也為推動學校治理優質

發展和提升校長的量子領導能力提供參考的價值。 

研究中對有關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具體實踐行為的評價，透過

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發現學校規模和教師職務差異對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具體

實踐行為的評價有顯著影響。研究指出，小規模學校的校長在量子領導實踐上表

現得更加積極和有效，這可能與小規模學校組織結構的緊密性有關，使得校長能

夠更直接和有效地與教師及學生互動。此外，在自覺他覺維度上，不同職務的教

師對量子領導的評價存在明顯差異，這可能是由於不同職務教師角色和責任的差

異所導致。而在性別、學校所在地和服務年資等因素對校長量子領導的評價未顯

示出顯著影響，這表明這些因素可能不是影響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評價的主要變

數。這些發現對於理解量子領導在不同教育環境中的運作具有意義，也為後續在

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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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理論與實踐的對話 

本文結合了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不僅深化了對量子領導理論的理解，也在

實踐層面上提供了具體的應用案例。特別是在學校治理的背景下，突出量子領導

理論在現代教育管理中的實用性和有效性。並揭示量子領導與傳統領導理論之間

的差異，強調量子領導在應對當代教育挑戰中的獨特優勢。以下將依「校長量子

領導測量問卷」七個維度研究討論： 

(一) 自覺覺他 

量子領導的校長展現了對自我與他人影響的深刻理解。這包括對組織目標、

願景的明確認識和強烈使命感。研究顯示，校長透過自我覺醒提升個人與團隊的

心靈成長，並勇於自我批判，從而賦予團隊夢想與意義，開發成員潛能。這種領

導對於建立有效學校領導及與教師和學生的有效互動至關重要。 

(二) 連接交互 

量子領導下的校長重視與他人的連線性和交互性，積極與每位員工溝通交流，

鼓勵組織內部的對話與合作。他們認為人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社會關係的總和，

重視組織成員間的緊密聯繫。研究表明，這種領導方式有助於形成水乳交融的關

係，促進組織成員的共同成長，並且有效地提升組織整體的價值創造能力。 

(三) 探索求新 

量子領導的校長在面對複雜和不確定的未來環境時，展現了極強的接納性和

探索性。他們擁抱變化，鼓勵創新，並支持新事物和新力量的湧現。研究指出，

這種不拘泥於傳統、靈活變通的領導方式，有助於快速回應新挑戰，促進學校在

不斷變化的教育環境中保持競爭力和創新力。 

(四) 和合共贏 

量子領導的校長遵循「萬物一體」的理念，重視建立教職員工與學校之間共

創、共用、共贏的關係。他們強調合作而非單方面競爭，將團隊的成就歸功於集

體。研究表明，這種打造共享價值平臺和機制的領導方式，有助於促進校內外的

合作，並實現學校與員工的共同發展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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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利他包容 

量子領導的校長表現出強烈的利他情結和包容性。他們對不同情況展現出廣

泛的包容，這源於他們對自身「小我」的超越。研究顯示，這種領導方式鼓勵教

職員工嘗試和錯誤，並與他們共享權力和榮譽。校長們能夠公正無私地處理問題，

並始終以幫助他人為出發點，展現了深厚的利他思想和寬容態度。 

(六) 賦能無為 

量子領導的校長遵循自然法則，在管理中不過度強調規則和秩序，從而賦予

教職員工更大的自主性。這種「無為而治」的方式不是無所作為，而是遵循自然

並賦予員工自主設定目標和自我管理的空間。研究顯示，這種領導方式鼓勵教職

員工從被動轉為主動，成為尋找機會、獲取資源和做出創新決策的積極分子，從

而提高了整體的組織效能。 

(七) 重建秩序 

量子領導的校長具備在變幻無常的環境中重建秩序的能力。面對危機或混亂，

他們能保持清醒和樂觀，迅速找到解決困境的方法。研究指出，這種領導者能夠

有效地駕馭無秩序環境，化解危機，採取合理措施，從而在組織中重建新的秩序

和穩定環境。這種靈活應變的領導方式對於學校面臨挑戰時的穩定和發展至關重

要。 

綜合來說，本研究探討量子領導理論在學校治理的應用，顯示量子領導在面

對複雜、不確定環境時的有效性。量子領導強調整體性和連接性，鼓勵領導者展

現創客精神和僕人心態，促進組織與員工間的共享、共創、共贏。研究發現，量

子領導在教育領域的實踐對學校文化發展、適應能力提升及學校整體和諧發展具

有顯著影響。此外，量子領導的七個維度：自覺覺他、連接交互、探索求新、和

合共贏、利他包容、賦能無為、重建秩序均獲得教師的高度評價，顯示其在學校

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研究也指出小規模學校的校長在量子領導實踐上表現更佳，

並強調了量子領導的適應性和時代感。 

五、結語：啟示與建議 

在 VUCA 時代背景下，學校治理面臨巨大挑戰。量子領導作為一新型領導

模式，為這些挑戰提供創新解決方案。量子領導的特色在於其適應性、整體性和

創新思維，這使其特別適用於學校治理。這種領導方式不僅應對複雜多變環境的

能力突出，同時也促進了學校內部的互聯互動和共創共贏。量子領導的價值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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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連接性、潛能和可能性的強調，為學校治理帶來全新視角。接下來，將結合

實際學校情境，探討量子領導在學校治理中的理論與實踐，並提出具體建議，以

指引學校如何運用量子領導應對當前教育環境的挑戰。 

(一) 校長應加強靈性層面的智慧和能力 

校長應專注於發展「靈商」，對自身及他人更深刻的理解與意識。這種領導

能力強調共鳴和深層次的人際關係建立，對於學校環境的有效領導至關重要。具

體行動包括開展自我反思活動，加深對學校使命的理解；以及開設師生溝通平臺，

促進彼此間的理解和共鳴，從而提升整體教育質量。 

(二) 校長應加強學校治理的師生互動與合作，培養動態活躍的學習社群 

學校校長可以定期舉辦師生座談會，讓師生共同參與學校的決策過程，這樣

可以促進資訊共用與創意發展。此外，校長可推行跨學科合作項目，鼓勵不同學

科教師和學生共同工作，以增強學校的綜合實力和創新能力。 

(三) 學校校長應積極推動教育創新以鼓勵師生開拓思維 

校長可以引入互動式數位教學資源，刺激學生的學習興趣，並透過工作坊或

研討會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此外，校長可以設立創新實驗計劃，如學生領導的

專案或跨學科研究，激發學生和教師的創造力，從而提升學校整體的教育質量和

競爭力。 

(四) 校長應致力於創建一個基於和合共贏原則的學校環境 

首先，校長可以通過跨學科課程和項目，促進學生和教師之間的創新協作。

其次，校長可以與社區及當地企業建立夥伴關係，開展實踐項目，使學生能夠直

接參與到真實世界問題的解決中，從而鼓勵學生和教師共同創造社會價值。這樣

的做法有助於形成學校內外的協同合作環境，共同促進學校和社區的發展。 

(五) 校長應在學校治理中強調和諧共存與包容性 

學校可先實施以尊重和理解為基礎的多元文化教育計劃，鼓勵學生學習不同

文化和背景的價值。其次，校長可以建立一個以共同價值為基礎的學校環境，其

中不同觀點和意見都受到尊重和鼓勵。這種環境不僅促進學生間的相互理解，還

有助於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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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校校長應該賦予教師和學生更大自主性和創新空間以參與學校治理 

首先，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計畫，鼓勵學生主動參與課程設計與評估，

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力和參與感。其次，建立一個開放的教師發展系統，鼓勵

教師自主尋求專業成長機會，例如參加工作坊、研討會或領導培訓。這樣的策略

有助於激發全體師生的潛能，進而促進學校整體的創新和發展。 

(七) 校長面對不確定性和變革時，迅速靈活地調整管理策略以確保學校穩定性 

校長可先以引入危機管理小組，專注於迅速響應突發事件，如疫情或自然災

害，並制定應急計劃以保護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安全。其次，推動技術整合，例如

在疫情期間實施遠程學習計劃，不僅保持教學連續性，同時也培養學生的自主學

習能力。這樣的策略有助於校長在挑戰面前重建秩序，並抓住轉型和創新的機會。 

    總結來說，在當代教育領域的 VUCA 背景下，量子領導提供了學校治理的

新視角。量子領導在學校治理中的應用，涵蓋了自覺覺他、連接互動、探索求新、

和合共贏、利他包容、賦能無為和重建秩序等多個維度。它要求校長在日常管理

中展現這些核心能力，如透過反思自身行為、關注學校使命，以及促進師生之間

的交流與合作。這樣的領導方式不僅促進了創新和團隊精神，還增強了學校對外

部變革的應對能力。使學校能夠更好地適應不斷變化的教育環境，並培養出能面

對未來挑戰的學生。通過實施量子領導，學校不僅可以促進組織內部的合作和共

創，還能為應對外部挑戰提供新的思維和解決策略，為學校的持續發展和進步奠

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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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融合教育政策之探討 
李佳璇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經濟學博士班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特殊教育在二十世紀逐漸受到社會重視，促使身心障礙兒童由早期受到漠

視、排斥或遺棄到現今漸漸受到社會的瞭解與接納，安置趨勢由特定的機構走入

一般的社區，由特殊學校轉至普通學校，由特殊班進到普通班，強調讓身心障礙

學生回歸主流和正常化（毛連塭，1994）。融合教育是當前特殊教育的主流政策，

其理念強調身心障礙學生與一般生的相似性，而不是差異性，所以主張在相同環

境下提供特殊教育的方法（吳昆壽，1998；鈕文英、林月仙、黃慈愛，2003）。

據此，本文旨在探討國內融合教育政策的相關情形，透過相關文獻的整理，釐清

政策實踐的問題，並提供相關建議，期能作為進一步相關研究之參考。 

二、我國融合教育推動之現況 

我國特殊教育之發展雖晚於歐美國家，但軌跡卻是大致相同；民國七十三年

公布的《特殊教育法》，對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有關鍵之影響，再經民國八十六

年 5 月 14 日新修訂頒佈《特殊教育法》，開始立法朝向融合教育的精神，其第一

條明示本法之目的「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

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除保障身心障礙者

之受教育權，且強調「適性」教育的權利；第十三條提及：「身心障礙學生之教

育安置，應以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提下，最少限制的環境為原則」；顯見身心

障礙者的就學應以最少限制環境為安置原則，提供更適宜的教育服務，即使新法

中未提及「融合」之字眼，但在策略及特色上皆可見我國對融合教育邁進之努力

（胡永崇，1997）。民國九十八年我國更將《特殊教育法》第 18 條中「最少限制

環境」更改為「融合」一詞，象徵國內特殊教育正式走向融合教育的里程碑（呂

依蓉，2016）。根據我國教育部 2023 年最新統計顯示，111 學年度國小身心障礙

學生共計 51,620 人，其中高達 90%皆安置於一般學校的普通班接受融合教育（教

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23），顯見融合教育已成為目前特殊教育的安置主流，

符合國際間特殊教育發展趨勢。 

三、我國融合教育面臨的問題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身心障礙學生進入普通班後，也為普通班教師帶來新的

挑戰。國內外有關普通班教師對於實施融合教育教學困擾和支持需求的研究顯

示，普通班教師對班上的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困擾感受偏高（鈕文英，2006）。蘇

燕華（2000）深度訪談十二位擔任融合班的普通教師，訪談結果指出他們面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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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育的困難在於因課程是統一進度、團體教學、且班級人數眾多、缺乏適當的

教材教具等問題。胡永崇等人（2001）指出，多數教師認為身心障礙學生的教學

在學校行政支持薄弱下，教師得付出龐大心力，且教材編輯的困難導致老師易感

教學挫折，同時也讓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難顯教學成效。邱上真（2004）在探討

普通班教師對於融合教育面臨之困境顯示，身心障礙學生個人因素影響最大，包

含學生程度落差太大、缺乏學習動機、能力太差、個別差異過大，同時，班級師

生比例太高、授課節數太多、學習教材過多、教學時間不足、教學進度壓力大，

都是教師對融合教育實施的困擾。黃瑋苓（2005）的研究指出，普通班教師面對

融合教育的工作壓力中，以「學生問題」、「專業知能」與「工作負荷」層面感受

的壓力較大，包含班級學生數過多難以兼顧；特教生程度落差大造成教學困擾；

教學準備、特教生缺乏動機、思考調整教學方法花費過多時間、不瞭解特教生特

質等因素帶來巨大的壓力與困擾。邱湘瑩（2013）認為，融合教育為普通班教師

帶來三大挑戰；第一，教師如何在接受特教學分與研習後轉化為可運用的特教知

能；第二，面對班上一般生與特教生的教學與輔導如何達到公平；第三，特教專

業團隊合作中，其他成員著重特教生個別需求，但普通班教師得面對班級經營，

角色立場落差帶來挑戰。吳武典（2005）指出，融合教育理念的確能對所有學生

的學業與行為適應帶來進步，並促進教師的教學創新能力與接受新的教育思維；

然而，如果現實條件、環境與配套措施等難以配合，則融合教育的理想終難實現。 

融合教育實施歷經多年的努力，從理念、法令、實務等面向全面的推動，然

而，融合教育的實施成效要立竿見影，尚需有完善的支援系統和配套措施的落實，

才能帶來完善的運作。 

四、融合教育政策的相關建議 

融合教育政策的落實中顯然面臨許多挑戰，如何從各個面向提供解決之道是

迫切的難題。據此，筆者整理學界多篇相關的研究，從行政體系與基層教師之不

同層面，對融合教育現存的問題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如下： 

(一) 對行政體系的建議 

1. 降低融合教育班級的學生人數 

研究顯示，一個班級人數維持在 13 到 17 人左右，最有利於身心障礙學生在

融合教育的課程學習，並獲得有效的進步；如果班級人數過多，教師會因工作量

太繁重而難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的適性學習需求（Fuchs & Fuchs, 1998; Scruggs 

& Mastropieri, 1996）。我國雖然已朝小班教學之目標邁進，但礙於教育經費有限，

目前普通班學生人數仍過多，平均每班人數仍接近三十人左右，且年級越高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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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越多，將影響融合政策的實施成效（胡永崇，1994）。因此，教育當局應視融

合班級身心障礙學生情況，合理減少普通班人數，降低教師教學負擔，以利教學

品質的提升，並讓教師有更多的心力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融入普通班級。 

2. 加強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 

特教專業知能是普通班教師在融合教育中相當重要的工具，讓他們能有效的

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班的學習與適應。教育當局亦應多安排相關的特教增能

研習，邀請專家學者提供特殊教育相關知能，提供在職教師更多進修的機會，有

利於普通班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質之瞭解，增進因應個別差異的教學技巧

等能力，促進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班的適應與學習（Brucker, 1994；孫淑柔，

1995）。此外，透過校內與校際間的合作進行經驗交流，共同提升教師間對融合

教育的實務技能。同時，校方可促進同仁間教學經驗分享與團隊合作，鼓勵運用

多元的教學方法，激發創新的教學模式，以解決融合教育實務面臨的難題。 

3. 提供特殊教育支援系統的服務 

相關實證研究指出，高達九成五以上的普通班教師皆非特教專業背景出身，

因此在融合實務上的教學運用普遍面臨困擾與壓力（黃瑋苓，2005）。除了個人

積極參與特教知能進修外，教育當局也必須建立完善的特教支援系統，包括擴增

資源班的編制、增設教師助理員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課堂學習，提供諮詢教師方案、

諮詢專線服務、編制足量的巡迴輔導教師、特教專業團隊服務等配套措施，藉由

整合醫療、社工與教育體系的資源，提供普通班教師特教專業諮詢服務與支援系

統，有效達到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殊需求的滿足，並解決融合教育面臨的挑戰。 

(二) 對基層教師的建議 

1. 將特殊教育個別化與適性化精神融入教學理念 

為了在融合教育中落實個別化與適性的教學理念，普通班教師的教學目標應

根據學生程度與能力的差異，訂定不同層次的成就標準，同時課程與教材應保持

彈性，並充實對課程教材調整的專業能力。此外，教師應指派不同份量與難度的

作業，給予明示、簡化、提供選擇與協助的功課。並依據學生能力調整學習目標，

依據學生需求調整與增減教學內容，依據學生學習特質調整教學步驟，依據教學

內容，調整教學方法及教材呈現過程。期能藉由適性化的調整有效解決身心障礙

學生在融合教育的課程學習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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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班級同儕接納包容的氛圍 

融合教育的功能在於幫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到精熟的技巧、知識和社會技

巧，促其適應將來的社會生活（蔡文標，1999）。因此，成功的融合教育立基點

在於營造班級中接納、包容的支持環境；而正向的同儕氛圍有賴普通班教師對班

級經營的形塑，其有責任培養學生尊重和容忍的態度，接納不同特質的人；成功

的班級經營不僅能提升融合教育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助益，也促使一般學生從中建

立健全的價值觀。 

五、結論 

融合教育政策並不是單純將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在普通班而已，如果無法從各

個面向提供足夠的支持系統，融合教育政策便落於形式化，不僅使身心障礙學生

無法獲得適性學習，也為普通班的師生帶來沉重的負擔與困擾。尤其國內融合教

育已經普及高達九成多，如何為融合教育政策帶來更有力的支援系統是教育界應

當重視的議題；融合教育政策有賴行政體系與基層教師的通力合作，營造正向的

融合環境與學習生態，並讓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班同儕共同在融合情境中有所成

長與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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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推動 SDGs 常見問題與解決策略 
施喩琁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施又瑀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2015 年 9 月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193 個會員國支持並通過「2030 永續

發展議程」提出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

169 個細項目標，做為未來世界的願景藍圖，旨在解決全球性的環境、經濟、社

會問題，並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冀期實現建立和平、安全、繁榮、公正、共榮

成長的永續家園（教育部，2020），從此，SDGs 成為到 2030 年前全球各領域相

互溝通的語言。 

我們仔細審視，當今複雜多變的世界橫梗許多的荊棘，比如最近的極端暴雨

襲擊、野火延燒不盡，讓地球陷入水深火熱中；其他如經濟成長、種族歧視、公民

平權、貧富差距、社會動盪、疫情肆虐、資源分配不均等難題（綠色和平，2021）

儼如重兵壓境，若不妥善謀求因應之道，將對人類的永續發展造成嚴重的威脅傷

害。 

誠然，永續未來行動刻不容緩，追尋永續發展的道路，不應忽視「世代正義」

（陳惠萍，2022a）。此刻，我們正處於行動的年代，現在就必須改變。我們必須

將 SDGs 落實到兒童與青少年的教育學習體系，讓孩子們瞭解攸關其未來權益的

重要議題，我們必須提供兒童與青少年相關培力增能的管道，協助其形成意見能

力，並且提供表達機會，培養他們具備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

知識、能力和態度，擁有新世代的永續思維，關心自己所處的世界，以迎向更美

好的理想未來。 

二、SDGs 的意涵與重要性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定義最早來自於聯合國 1987 年所發

布《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書，其將「永續發展」界定為「滿

足當代需求的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自身需求」之世代共好的發展途徑（陳

惠萍，2022b），此一概念開啟全球對於永續發展的關注。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於 2016 年開始在全球推廣，不僅冀求環境保護，更企

盼找到兼顧公平正義、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的共好解方，以確保跨世代能擁有相

同的發展機會，留給孩子美好的未來。因此，呼籲世界各國必須積極尋求合作夥

伴，同時將目標納入國家法律體系並將其立法，制定執行計畫與訂定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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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具體描繪出理想的未來，是人類生存策略發展的巔峰，劃時代的事件，

其內容主要涵蓋 3 大類別：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及環境保護，3 大分類再延伸出

17 項核心目標及 232 項指標，其每項指標，都可以是一個學習與探究的主題。

綜觀 SDGs 的內涵，可以梳理出它具有四大特點：(1)所有國家都必須分擔建設永

續世界的責任；(2)同時維持社會公平、環境永續、經濟發展三大面向間的平衡，

沒有偏廢；(3)核心價值是包容；(4)強調每一個人都能貢獻，都可以採取行動。

SDGs 指標為人類社會描繪出一個夢想藍圖，同時也驅動人類文明的前進。永續

發展不僅是環境保護，更企求找到兼顧公平正義、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的共好解

方，溫柔守護下一個世代，留給孩子美好的未來。讓我們拋棄過去狹隘的視野來

審視地球發展，好好檢視自己的行為，並思考如何改善現況，在立足「國際視野，

在地深耕」（Global Vision, Local Action）的 SDGs 願景下，我們殷盼世界各國在

政府、企業、組織、學校及個人的齊心戮力下，奮力奔向 2030 年 SDGs 永續的

共同目標（賓靜蓀，2021）。 

三、國民小學推動 SDGs 的常見問題與困境 

SDGs 永續發展的議題牽涉到眾多領域，其解決方案需要融入與整合不同知

識體系的理論、實踐和策略。SDGs 的目標能不能達成，主要繫於政府能落實執

行、學校能力行扎根，國民能思考如何改善現況並攜手奮進。尤其，學校應著力

於讓孩子奠下永續思維，具備驅動讓世界更好的能量，這是我們所企盼的，但仔

細審視臺灣國小階段的教育現場還潛藏如下的問題亟待解決： 

(一) 在智育掛帥壓力下，SDGs 的重要性被忽略 

臺灣國小教育雖然經過好幾次的或大或小的變革，翻轉教育、翻轉課堂也喊

了無數次，但智育掛帥、升學壓力的觀念仍深植人心，且永續思維離學生上課考

試的未來似乎還很遙遠，如何帶起親師的關心呢？ 

(二) 學校行政支援不足，缺乏驅動的有效量能 

學校行政事務龐雜，過多的教育政令宣導及專案疲於應付，一般教師缺乏擔

任的意願，且行政人員對 SDGs 議題未必具有堅強的議題意識，所能提供的支持、

資源與支援較少，除非教師具有強烈的 SDGs 意識，才有使命感推動。 

(三) 教師不熟諳 SDGs 議題，未能適切融入課程 

師源於本身對 SDGs 議題的認知缺乏深度與廣度，難以熟練且適當地將相關

議題融入教學中，且囿於領域教學時數的限制，實施的意願不強烈（施喩琁、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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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瑀，2022）。再者，缺乏 SDGs 議題融入課程與教材的相關資源，也讓推動的

後續力道受到拘限。 

(四) 跨領域課程的實施潛存著不少的困難亟待解決 

跨領域學習已成為教育改革的趨勢之一，藉由不同學科的整合，讓學生能夠

跳脫傳統學科的藩籬，進行全方位學習，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 SDGs 的學習更具意義，且跨領域觀點也在永續教育當中越來越普遍，但跨領

域課程的實施也潛存著不少的困難，值得關注與克服（Abbonizio & Ho, 2020）。 

(五) 課程與生活的連結不夠緊密，難以激發行動的力量 

臺灣師大葉欣誠教授曾做過一氣候變遷素養的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民眾的

「知識及格、態度正向、行動冷漠」（許家齊，2021），這也是不少國小教育的寫

照。SDGs 議題融入課程必須充分結合學生的生活，讓學生接觸、理解，進而產

生關懷，才能喚醒行動的意識，表現於日常行為中。 

(六) 欠缺評鑑檢核機制，難以全面推廣蔚為風氣 

目前政府面對 SDGs 的態度只流於宣導，缺乏積極的應對及評鑑機制，徒留

口號與虛應行動，難以發揮應有的成效，唯有建立適切的評鑑機制，並落實課責

才能喚起行動，並漸次彰顯成效。 

四、協助國民小學推動 SDGS 之具體策略 

基於上述實施 SDGs 教學可能面臨的困境，提出相關因應策略，分述如下： 

(一) 形塑支持性的行政環境，厚實教師 SDGs 專業知能 

行政是驅動教師有效教學的引擎。因此，行政應透過教師培力增能，提升對

SDGs 相關議題的認知，適時的釋疑解惑，並輔導如何適切融入課程或訂定校本

課程，並據以循序推展。而學校行政也應添購 SDGs 相關的書籍、視聽媒體提供

教師閱讀與教學運用，更進而建立 SDGs 交流平臺，廣泛蒐集國內外相關資訊、

分享教材與教學心得，或適時提供教師諮詢，協助解決教學的疑難，打造一個支

持性的行政環境，才能有效建立永續發展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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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融入課程、強調跨領域整合，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永續發展從日常生活的全面改造，符應 108 課綱的精神，培養「認知正確、

態度正向、行動積極」的現代國民，冀期形成價值並付諸實踐，爰此，教師應先

瞭解 SDGs 指標的內涵，並思考如何讓這些指標更有在地性，藉以適切銜接學

校課綱，讓 SDGs 融入課程並藉由跨領域整合，引領學生進行更深度的學習，協

助學生獲得核心素養（江俊儀，2021）。而學校可規劃結合任務的教師社群策略，

來促進教師跨領域教學的知能，抑或透過規劃不同層級的跨領域教學彈性課表、

時間安排、空間運用與經費預算，強化跨領域教學，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 「有感」連結，激發學生關心共同打造永續未來 

唯有了解，我們才會關心;唯有關心，我們才會採取行動；唯有行動，生命才

會有希望。」，SDGs 的教學設計應從親近周遭環境與生活中產生「有感」連結，

讓孩子檢視自己的生命經驗，理解哪些事情要珍惜，哪些需要改變，從而建立正

確的價值，產生積極的態度，體認到每個人都能有所作為，每一個人的大小行動，

都可以改變世界。比如透過玩桌遊扮演各自角色，讓孩子體會做決策不容易，要

考量的因素很多，不只要發展經濟，還要兼顧環境生態的維護，做個決定可能攸

關全球的命運不能不慎！ 

(四) 從生活中感受引導，讓小改變成為習慣內化為素養 

改變只是一個轉念，只要觀念正確，生活中的每一個選擇就能讓周遭環境變

好、讓世界更好。學校可以藉由戶外教育，引領孩子親近土地和自然，看看「好

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看到農作物收成，停下腳步讓孩子與當地人

聊聊，親自感受在地，漸次滋生對環境的愛，日後他們做決定，自然會把人文與

環境放入思考。平日引導孩子自帶水壺，減少寶特瓶的消耗量；鼓勵搭乘公共汽

車、減少私家汽車的往返；隨手關掉電源與水龍頭等節省能源，就可以讓小改變

成為習慣再內化為素養。 

(五) 訂定每月主題凝聚師生的關注和重視，為永續未來扎根 

同的主題、不同的活動，只要用心耕耘、日積月累都能漸次匯聚成一股力量，

為美好的未來開闢康莊大道。爰此，學校可以將 SDGs 的 17 項指標加以整合，

透過每月一主題的訂定，舉辦相應的宣導和活動，如舉辦環境保護知識競賽、資

源回收比賽、趣味遊戲、闖關活動，植樹活動、環境維護認養、減塑競賽、步行

上學等活動，引導師生共同關注和重視，認知到自己的行動會產生影響，也有勇

氣面對衝突，為營造更好的教育環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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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督導學校自訂指標、自主管理，並適時檢核輔導 

SDGs 攸關的議題相當廣泛，也因人、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著力處，若期

盼見到成效，需秉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理念，分工合作，才能點滴匯流

成河，朝既定目標前進。因此，縣市政府應輔導各校依據 SWOT 分析：優勢 

（Strengths）、弱點（Weaknesses）、機會（Opportunities），以及威脅（Threats）

來訂定各校努力的指標，委由駐區督學或評鑑小組檢核通過後，循序推動，並由

評鑑委員定期及不定期審視檢核與輔導，給予應有的獎懲，如此分頭並進、協同

戮力才能克盡其功。 

五、結語 

我們要珍惜、感恩從社會上所獲得的資源，也期許自己能為社會作出貢獻。

SDGs 指標不僅是我們與世界溝通的橋樑，也喚起人們心中的理想世界，那是劃

破黑暗、迎向黎明的一聲號角！我們期盼學校能正視 SDGs 永續發展的議題，打

造堅強的行政團隊提供教師充分的資源與支援，提升教師對相關議題的認知與設

計課程的專業知能，能透過跨領域的整合與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適切的融入課

程，並藉由不同的活動觸發學生的關懷與行動，積極的將 SDGs 扎根築底，內化

到全校師生的教育和生活中，讓師生具備永續發展所需的知識與技能，能增進與

鄉土環境、人文、產業的情感連結，為孩子帶來不同視野與胸懷，一起用行動改

變家鄉和世界，讓大家迎向多姿多采的繽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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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學前教育的雙語教學－以一所幼兒學校為例 
張淑玲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因應政治社會發展需要，新加坡長期採用英語和各族母語的雙語教學，以英

語為主的社會風氣，使用母語機會和意願愈低；為避免華語能力降低，新加坡政

府成立華文教研中心，從學前、中小學到成人等階段推動華文教育。對於學前教

育，新加坡教育部幼兒發展署（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gency, 簡稱 ECDA）

分別訂定學前華文教學指南（ECDA, 2015）和新加坡學前教育課程指南（ECDA, 

2020），引導幼教師教學規劃，並以新加坡學前教育認證架構（The Singapore 

Preschool Accreditation Framework, 簡稱 SPARK）（ECDA, 2019），作為評鑑學前

教育機構品質之依據。本研究從新加坡一所學前教育機構實施雙語教學現況，探

討雙語教學對教師表現的影響。 

二、新加坡學前教育的雙語教學 

(一) 學前教育教師的編制 

新加坡學前教育的生師比依幼兒年齡而異（表 1）（ECDA, 2022），教師的職

級則依專業背景、學歷認證、語言能力等分為 L2（可教所有幼兒）、L1（可教

18 個月至 4 歲幼兒）、EY（可教 18 個月至 3 歲幼兒）三種等級，薪資亦因等級

不同而有差異。 

表 1 新加坡學前教育教師編制統整表 

班級 幼兒年齡 生師比 可任教之職級 

PG 18 個月至 30 個月 8：1 L2、L1、EY 

N1 30 個月至 36 個月 12：1 L2、L1、EY 

N2 36 個月至 48 個月 15：1 L2、L1 

K1 48 個月至 60 個月 25：1 L2 

K2 60 個月至 84 個月 25：1 L2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 雙語教學目標的差異 

學前教育課程架構（ECDA, 2022）中，對於英語和母語教學規劃不同目標

（表 2），英語教學重視聽說讀寫能力；由於華語屬於母語教學範圍，以培養興

趣、文化認識和語言溝通表現。 

但是對學前教育品質，新加坡教育部以 SPARK 認證進行檢核，以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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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學習活動，需依幼兒年齡設計教室環境、融入家庭和社區的資源，並規劃

涵蓋全面發展與綜合學習方式、審美與創意表達、探索世界、語言和讀寫能力、

動作技能發展、數概念與計算能力、社交與情緒發展等領域的課程，運用合適教

學法和幼兒學習與發展評估實施教學。 

雖然以學前華文教學指南引導華語教學，但是要求教師遵守綜合性學習、教

師為幼兒學習的引導者、讓幼兒在有意義的遊戲中學習、通過有效互動在真實情

境中學習、幼兒為知識的建構者、全面發展幼兒六領域能力等原則，並以堅持、

反思、賞識、創造、好奇、專注等特質的培養作為檢視教學品質的參考。 

表 2 新加坡學前教育雙語教學目標統整表 

項目 目標 指標 

英語

教學 

傾聽 

1.1 培養聽故事、歌曲和兒歌的興趣 

1.2 理解並遵循至少兩個步驟的口頭指示 

1.3 理解日常對話 

自信地說話，傳

達意思並與他

人溝通 

2.1 培養對話技巧 

2.2 用適當的短語和句子表達個人需求和願望、想法和想法 

2.3 提出問題並適當回答問題 

2.4 在與朋友交談和課堂討論中使用適當的音量和語氣說話 

2.5 用適當的非語言方式說話言語手勢 

享受和理解的

閱讀 

3.1 培養閱讀書籍和其他印刷材料的興趣 

3.2 培養書籍和印刷品意識 

3.3 培養字母知識 

3.4 培養語音意識 

3.5 培養單字辨識與基礎閱讀技能 

3.6 培養理解能力 

使用符號、類似

字母的形狀、帶

有發明和傳統

拼寫的字母和

單字來交流想

法和訊息 

4.1 寫下字母表中的大寫和小寫字母 

4.2 寫下自己的名字 

4.3 抄寫單字、短語或單字具有基本寫作慣例的短句 

4.4 使用基本寫作慣例和發明或傳統拼寫短語或短句交流 

母語

教學 

享受並表現出

學習母語的興

趣 

1.1 培養參與母語活動的興趣（例如聽故事、唱歌、戲劇） 

1.2 培養閱讀母語書籍和其他印刷材料的興趣 

培養母語的基

礎語言和讀寫

能力 

2.1 理解地聆聽 

2.2 透過說話表達意思 

2.3 辨識單字並在協助下閱讀 

2.4 做標記、畫符號以及寫字母、字元和/或單字來表達想法 

培養對當地民

族文化的認識 

3.1 了解當地習俗和文化傳統 

3.2 與家人、朋友和社區互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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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語教學個案實施情形 

本研究個案為新加坡一所民營幼兒學校，該校設有 PG、N1、N2、K1、K2

共計五班，幼兒數約 75 名，英語幼教師 5 位、華語幼教師 4 位。班級教師配置

為 PG、N1、N2 等班皆有英語和華語幼教師，K1 和 K2 兩班亦有英語幼教師、

但是共用 1 位華語幼教師。 

雙語教學由班級教師輪流授課，每位教師負責 1 小時活動帶領，所以上下午

各有 2 小時正式課程。因此，每位教師自行製作課程活動設計，除了配合節慶、

政府要求的特定活動主題外，英語和華語幼教師的教學方向與進度各自發展，但

是須依循學前教育課程指南的指標和作業方式。 

觀察個案的教學活動發現，英語幼教師在引導上，偏愛運用教具實作，讓幼

兒靜態和動態搭配著進行活動；華語幼教師則較多提醒常規和運用繪本故事教

學。由於新加坡以英文為主要語言，幼兒對常使用的語言較能給予反應，相對於

使用較少的華語就顯得被動或坐不住，也使華語教學較多常規叮嚀。 

觀察個案的學習情境發現，整體環境主要以英語說明、再搭配局部華語標示

的布置，年齡較小的 PG、N1、N2 等班級學習角落擺放建構式教具為主，雖然

設有華語教學角，但是內部教具以圖卡配對為主，鮮少操作型教具；反觀年齡較

大的 K1 和 K2 兩班則呈現國慶日和新加坡美食超市的情境，教室學習角落內容

教具較多樣，且以操作型教具為主。 

訪談個案的人員穩定情形發現，英語幼教師的背景包含菲律賓和馬來西亞，

非教育專業但是皆完成新加坡學前英語教師基礎培訓課程（3 位教師完成進階課

程），在該校任職 1 年至 10 年以上。華語幼教師的背景包含中國和馬來西亞，非

教育專業、3 位完成新加坡學前教師基礎培訓課程，在該校任職 1 個月至 8 年。

整體而言，幼教師皆來自其它國家，非教育專業背景，仰賴新加坡學前教師培訓

課程引導人員成為幼教師，其中華語幼教師的異動情形較英語幼教師高。 

四、對臺灣教育的啟示 

從新加坡學前教育的雙語教學經驗可知，設立語文教育中心訂定和推動教育

相關策略，能提供教師們訓練和教學規劃的指導；接著對於機構的評鑑機制宜與

政府的語言政策相搭配，使雙語課程的教學方向與機構檢核同步；最後雙語教學

的教師宜採分工、協作，使專注於特定語言教學，而非同一人負責雙語教學。 

但是外來師資的管理是新加坡學前教育面臨的長期問題，採用教師分級制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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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控教師素質，卻未能解決教師異動問題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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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歧視，從教育著手－ 

以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實施全民原教為例 
沈慧美 

南投縣仁愛鄉仁愛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美國 2020 年美國逮捕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員警壓頸

死亡的影片，點燃美國及世界各地的反種族主義運動，也正視到種族歧視的嚴重

性。長年研究種族歧視的亞裔美籍心理學者 Deral 指出歧視並不會隨著全球人權

價值的進步而消失（Ciwan et al.,2022），籃球巨星喬登為了消弭美國沿襲已久的

種族主義，捐助一億元從教育開始，冀望從小去除種族歧視（黃國峯，2022）。 

政府於 2019 年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全條文，並修正擴大原住民族教育對象，

從原住民學生到所有國民（以下簡稱全民原教）都能主動親近原住民族文化。原

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為落實全民原教核心目標，特別頒布 110 年-114 年原住民

族教育發展計畫，補助各縣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原教中心），規

劃辦理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課程。原教中心便肩負起原住民族文化教學的復振及

社會族群共榮開始的重責大任（陳枝烈，2022）。 

本文先就種族微歧視與全民原教的內涵及影響進行說明，再以南投縣原住民

族教育資源中心實施全民原教的現況進行探究，提出建議以作為各縣市推動全民

原教參考。 

二、種族微岐視 

自 60 年代以來，公然形式的種族歧視在頻率和強度上都有所下降。然而一

種不同的、更微妙的種族歧視形式，稱為種族微歧視仍然存在，並持續在少數族

群中發生（Wong, 2014）。針對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受害者的最嚴重的攻擊機制

是微歧視（Pierce et al., 1995）。以下就種族微歧視的內涵及全民原教對其影響做

說明。 

(一) 種族微岐視的內涵 

Derald（2007）將種族微歧視（Microaggression 定義為：常見的言語或行為

侮辱，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傳達敵意、貶損或負面的種族輕視和侮辱。並將其

分類為：微侮辱（Microinsult）、微攻擊（Microassault）和微失效（Microinvalidation）

等三類，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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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種族微歧視的類別 
資料來源：整理自 Sue, D. W., Capodilupo, C. M., Torino, G. C., Bucceri, J. M., Holder, A., Nadal, K. L., & Esquilin, M. （2007）. 

Racial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4）, 271. 

所有這三種類型的種族微歧視也可以由宏觀因素（例如法律、政策等）造成，

稱為環境微歧視。 

(二) 種族微歧視的影響 

Chester Pierce 是一位致力於美國黑人研究的精神病學家，他於 1970 年首次

創造了「種族微歧視（Racial Microaggressions）」一詞。並指出就微歧視本身而

言似乎是無害的，但一生中微歧視的累積負擔理論上可能會導致死亡率、發病率

和信心下降（Chester Pierce,1985）。而長期研究校園霸凌事件的兒童福利聯盟執

行長白麗芳在一場記者會提到，長時間不自覺的「微歧視」，若不能即時覺察、

導正，就會變為有意識的敵對，並逐步演變成嚴重的校園霸凌事件或是暴力行為。 

綜述種族微歧視的內涵包含了微侮辱（Microinsult）、微攻擊（Microassault）

和微失效（Microinvalidation）等三類。種族歧視若不即時覺察、導正就會演變成

嚴重的霸凌事件或是暴力行為。 

三、全民原教對消除種族微歧視的重要性 

政府有鑑全民原教對消除種族微歧視的重要性於 2019 年修正《原住民族教

育法》（以下簡稱原教法），其第 43 條規定「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推動教育政策，

應促進全體國民認識與尊重原住民族，並得鼓勵、補助非營利之機構、法人或團

體，對社會大眾進行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法條的修正宣告全民原教時

代來臨，原住民族教育不只是占台灣總人口數 2%的原住民族事務，而是 98%的

非原住民能對原住民族文化有深度瞭解與認識（王雅萍，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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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原教不僅提供機會讓原住民學生學習自己的語言、歷史、科學及文化，

也提供一般民眾學習，進而讓全體國民認識、接受、欣賞原住民族文化，才能消

除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偏見、歧視，營造真正公平與正義的多元文化社會（陳

枝烈，2022）。全民原教若是一個總概念，應該還是要區分原住民族的原民教育

與一般民眾的原民教育。王季平（2022）將原住民族的原住民族教育包含民族教

育、實驗教育及族語教育；而一般民眾的原住民族教育包含了課程內容融入、教

學活動認識及多元尊重概念的教導。 

綜合上述，除了法的規定之外，更應從教育環境著手，落實營造友善的多元

族群環境，鼓勵全體民眾在自然的生活中主動親近感受原住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進而欣賞肯定原住民的語言文化之美，以達成全民原教之目標。 

四、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實施全民原教的現況分析 

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於 109 年掛牌營運，依據縣內泰雅族、賽德克

族、布農族、邵族、鄒族（以下簡稱五族）和非原住民老師、學生、家長及民眾

為對象，提供原住民族教育教材與活動，以下就全民化與消除微歧視的原住民族

語教材及原住民族教育活動進行現況分析： 

(一) 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教材 

南投縣原教中心全民化教材的使用對象區分為原住民族及非原住民族的師

生、家長與民眾。109 年至 111 年共設計出 13 組教材如表 1。 

表 1 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設計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教材使用概況表 

年

度 
教材名稱 

對象 

原住民族 非原住民族 

教 

師 

學

生 

家

長 

民

眾 

教

師 

學

生 

家

長 

民

眾 

109 

1.泰雅族語繪本 V V       

2.賽德克族語繪本 V V       

3.布農族語歌謠本 V V       

4.五族族語千詞表 V V V V     

5.邵族傳說故事 V V V V V V V V 

110 

1.泰雅族語教材示例 V V       

2.賽德族藝術領域教材 V V   V V   

3.布農族社會領域教材 V V   V V   

4.五族桌遊 V V V V V V V V 

111 

1.布農族族語教材 V V       

2.賽德克族社會領域教材 V V   V V   

3.布農族藝術領域教材 V V   V V   

4.泰雅族及賽德克族語法結構教材 V V  V    V 

資料來源：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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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料顯示原住民族教師教材 13 組，非原住民族教師教材 6 組；原住民

族學生教材 13 組，非原住民學生教材 6 組；原住民家長教材 3 組，非原住民族

教材 2 組；原住民民眾 4 組，非原住民族民眾 3 組，如圖 2 所示。 

圖 2 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全民化教育活動參與對象統計圖 
資料來源：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二) 全民化的原住民族教育活動 

南投縣原教中心自 109 年至 111 年共計辦理 22 場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活

動，對象區分為原住民族及非原住民族的師生、家長與民眾如表 2。 

表 2 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設計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教材使用概況表 

年

度 
教育活動名稱 

對象 

原住民族 非原住民族 

教 

師 

學

生 

家

長 

民

眾 

教

師 

學

生 

家

長 

民

眾 

109 

1.原住民教育論壇 V        

2.原住民族教育研習 V    V    

3.原住民族歌謠工作坊 V    V    

4.族語素養導向增能研習 V    V    

5.教案繪本徵文活動 V V   V V   

6.原住民文學創作工作坊 V        

7.族語教師教學甘苦談 V        

8.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跨區參訪 V        

110 

1.「全民來開講」原民教育全民化 V V V V V V V V 

2.「原桌論壇」原民教育知識體系化 V  V  V  V  

3.「原創力」族語文學創作營 V   V V   V 

4.「UP！原學力」升學講座 V  V      

5.「原民列車」文化饗宴 V V V V V V V V 

6.「原成長」跨區參訪及成果分享 V    V    

7.「原寶夢」主題課程教材教具推廣 V V V V V V V V 

111 
1.「全民來開講」原民教育全民化 V V V V V V V V 

2.「原桌論壇」原民教育知識體系化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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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創力」族語文學創作營 V  V  V  V  

4.「UP！原學力」升學講座 V V V V V V V V 

5.「原民列車」文化饗宴 V V V V V V V V 

6.「原成長」跨區參訪及成果分享 V    V    

7.「原寶夢」主題課程教材教具推廣 V V V V V V V V 
資料來源：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從上述資料顯示各對象參與情形為：原住民族老師 22 場；非原住民族老師

17 場；原住民族學生及非原住民族學生皆 8 場；原住民族家長 11 場；非原住民

族家長 10 場；原住民族民眾及非原住民民眾皆為 8 場，如圖 3。 

圖 3 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全民化教育活動參與對象統計圖 
資料來源：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三) 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教材消除微歧視概況 

原教中心提供強化非原住民族的師生、家長與民眾之全民原教概念，設計的

6 組教材中，為消除其種族微歧視，編排去除項目及其使用情形如表 3。 

表 3 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設計去除微歧視原住民族教育教材使用概況表 

年

度 
教材名稱 

去除微歧視項目 實施對象 

微侮辱
(Microinsult) 

微攻擊
(Microassault) 

微失效
(Microinvalidation) 

教

師 

學

生 

家

長 

民

眾 

109 1.邵族傳說故事 V V  V V V V 

110 

1.賽德族藝術領域教材 V V  V V   

2.布農族社會領域教材 V V  V V   

3.五族桌遊 V V V V V V V 

111 

1.賽德克族社會領域教 

  材 
V V  V V   

2.布農族藝術領域教材 V V  V V   
資料來源：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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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料顯示，6 組教材皆有去除微侮辱和微攻擊項目，而去除微失效的只

有 1 組為五族桌遊。去除微岐視教材使用率最高的對象是非原住民族教師和非原

住民族學生皆為 6 組，次之為非原住民族家長和非原住民族民眾皆為為 2 組。 

(四) 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活動消除微歧視概況 

原教中心在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活動中，非原住民族教師有 16 場；非原住

民民眾 9場；非原住民族家長 8場；非原住民族學生 7場。去除微侮辱和微攻擊的

全民原教活動有 14場；去除微失效的有 9 場。去除項目及其使用情形如表 4。 

表 4 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設計去除微歧視原住民族教育教材使用概況表 

年

度 
活動名稱 

去除微歧視項目 對象 

微侮辱
(Microinsult) 

微攻擊
(Microassault) 

微失效
(Microinvalidation) 

教

師 

學

生 

家

長 

民

眾 

109 

1.原住民族教育研習 V V  V    

2.原住民族歌謠工作坊 V V  V    

3.族語素養導向增能研 

  習 
V V  V    

4.教案繪本徵文活動   V V V   

110 

1.「全民來開講」原民教 

  育全民化 
V V V V V V V 

2.「原桌論壇」原民教育 

  知識體系化 
V V  V  V  

3.「原創力」族語文學創 

  作營 
V V V V   V 

4.「原民列車」文化饗宴 V V V V V V V 

5.「原成長」跨區參訪及 

  成果分享 
V V  V    

6.「原寶夢」主題課程教 

  材教具推廣 
V V V V V V V 

111 

1.「全民來開講」原民教 

  育全民化 
V V V V V V V 

2.「原桌論壇」原民教育 

  知識體系化 
V V  V  V  

3.「原創力」族語文學創 

  作營 
  V V   V 

4.「原民列車」文化饗宴 V V V V V V V 

5.「原成長」跨區參訪及 

  成果分享 
V V  V   V 

6.「原寶夢」主題課程教 

  材教具推廣 
V V V V V V V 

資料來源：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五、結論 

南投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雖然已經開啟提供縣內原住民族及非原住民

的師生、家長及民眾接觸原住民族教育的機會，然其實施的階段仍在起步中仍有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頁 161-168 

 

自由評論 

 

第 167 頁 

諸多面向待調整，以下為筆者的建議： 

(一) 強化多元族群共學的全民化原住民教材 

全民化原住民族教材除設計出適合縣內原住民族族人使用的民族教育及族

語加深加廣的教材之外，應兼顧五族各族群的教材，並就未能設計的鄒族教材提

出應對措施。除此之外原教中心應思考非原住民族群能主動親近及認識縣內五族

相關歷史和文化教材，已達成縣內多元族群共學的願景。 

(二) 落實多元族群共榮的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活動 

全民化原住民族教育活動除強化原住民族及非原住民族教師的增能活動之

外，應思考如何擴大全民化的對象，並思考都會區原住民族家長、學生及民眾的

教育活動及非原住民族全體對象的親原住民文化的體驗活動，以邁向友善和諧的

共榮社會。 

(三) 促進轉型正義課程與教材設計 

為消除種族微歧視，原教中心應該實踐歷史正義，透過課程與教材的設計，

讓非原住民族全體對象真正的學習原住民族的歷史，並理解原住民族被汙名化的

過程，從理解中促進轉型正義，已達真正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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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臺中市技術型高中在技職雙語政策的推動下，試辦學校如何

透過縣市政府的協助和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運作，推動與執行技職雙語政策，並

探究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對技職雙語教學的參與情形，以瞭解其推動之歷程及策

略。本研究採質性研究，針對臺中市所轄屬之四所公、私立技術型高中學校，深

入了解試辦學校如何具體執行技職雙語政策及教學，分析推動技職雙語之歷程，

歸納其政策成效及所遇困境，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前瞻作為，以作為各級教育行

政主管機關未來持續推動政策之參考。 

關鍵詞：技職雙語、雙語政策、中等技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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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pilot schools in Taichung Technical High 

School promote and implement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Bilingual polic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and explore the particip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i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Bilingual teaching to 

understand its promotion process and strategies.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a design orientation, sampling four public and private technical high school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aichung City,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pilot 

schools specifically implement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Bilingual policy and 

teaching, analyze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Bilingualism, 

summarize their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difficulties, and put forward forward-looking 

ac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s a reference for institution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o promote the policy in the future. 

Keywords：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Bilingual Policy, Bilingual Policy, Secondary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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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行政院於 2018 年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且教育部為推

動高中以下學校運用英語進行多領域學習，乃積極強化學生的英語力與職場競爭

力。因此，近年來有關雙語教學議題廣受討論。換言之，就雙語教學而言，各家

所論不盡相同，然其共同目標乃是在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誠如嚴愛群（2021）

指出，雙語教學並不是全英語教學，而是教師在教授各領域課程時，透過兩種語

言的交錯使用，幫助學生理解學科知識內容並強化英語能力。 

就技職教育發展而言，由於技職教育為國家基礎建設人力及促進經濟發展之

基石，肩負培育優質專業技術人才使命，在因應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布局下，需要

大量具有專業知識、技能及英語溝通能力的人才，也因此技職雙語的推動也不同

忽視（林宗儀、鄧朝元，2012；許祖嘉，2021；張美惠，2015）。誠如張美惠（2015）

所強調英語是目前全球最通用的語言，為有效因應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與創新多

元化的發展，政經、教育、文化、外交、環保、科技等領域的變化，以及資通訊

科技、數位網絡，甚至雲端科技的發展與運用，營造邁向國際化、全球化的生活

環境，我國技職教育的發展必須重視外語能力的養成與強化，以提升我國的整體

競爭優勢。 

就人才培育上，技術型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其雙語教學攸關未來與世界

接軌的成效，張明文與江宗澔（2023）指出新北市透過專業（Professional）、扎根

（Rooting）、國際（International）、跨域（cross-doMain）、創新（Evolution）等五

大關鍵密碼，培養具備實作力、創新力及跨域力之國際專業技術人才，以「專業

英文」、「職場英文」、「跨國連結」三大核心，培養接軌國際的技職人才。此外，

臺中市也提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雙語技職推展試辦計畫」，以英語及國際教

育為學習主軸，藉以營造外語學習的技職教育環境，並與科技大學攜手合作，建

立專業科目雙語學習模式，精進技職英文教學及專業英文學習成效，以促使學生

付諸行動，落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務實致用的精神。由此可見，技術型高

中推動雙語教學受到高度的重視，由於本文作者之一任教於臺中市技術型高中

18 年，其所服務學校亦為推動技職雙語政策的學校，且迄今仍參與辦理這項試

辦計畫。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探討臺中市如何協助學校發展技職雙語教學團隊

及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對技職雙語教學的理解，以成就技職雙語政策的推動歷程

及策略。 

基於此，本文以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政策現況作為研究範疇，主要研究目的

有二，其一探討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政策歷程中之實施成效，其次分析臺中市推

動技職雙語政策歷程中所遇之困境。本文主要分為四大部分，首先為文獻探討，

其次為研究設計與實施，接下來為研究發現，再者則提出本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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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 技職雙語的內涵 

行政院（2002）公布之《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提出

十大投資計畫，其中「E 世代人才培育」的策略之一就是「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

提升全民英語能力」，其中包含營造英語生活環境、平衡城鄉英語教學資源、強

化英語師資、提高公務員英語能力等。後於 2022 年「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

進就業建設」中提出透過 2030 雙語政策（110 年至 113 年）計畫，提升學生英語

溝通及應用能力，用雙語力加值專業力，強化臺灣年輕世代競爭力（行政院，

2022）。 

就雙語教學而言，各家所論不盡相同，但共同目標乃在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例如林子斌與張錦弘（2021）曾提出以學校整體架構為主的臺灣本土雙語教育「沃

土模式」（FERTILE），強調運用雙語進行教學的教師不是英語老師，而是學科教

師，應由具相當教學經驗的學科教師，透過適當增能與專業發展後擔任雙語教學

教師。另外，嚴愛群（2021）則提出雙語就是熟練運用兩種語言的能力；雙語教

育，並不是英語教育，也不是全英語教學，而是教師在教授各領域課程時，兩種

語言不斷地交錯使用，也就是學生在理解學科知識內容（content）、奠定學科學

習認知（cognition）、及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的前提下進行雙

語學習。因此，綜觀目前學校推動雙語教學模式，包含沉浸式雙語教學

（Immersion）、沃土模式（FERTILE）、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教學（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及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EMI）等，用以推展各校在藝術、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科技領域

及技職專業領域的科目進行雙語教學。 

就專業英語而言，對技術型高中的學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為因應未來工作

需求，特別需要加強其專業英文溝通能力，技職雙語教學有別於英語文課程的文

法與單字的學習，而是強化學科內容的基本專業英語用語與概念，透過技職專業

課程內容融入專業英文，並且在課程情境中建立使用英語的習慣，培養在職場中

使用英文與外籍人士溝通力及自信心。因此，技職雙語教育內涵是以透過技職教

育規劃專業課程融入雙語教學，營造職場英文情境，培育學生運用專業英文進行

有效溝通及提升職場英文能力。 

二、 技職教育的重要性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在 2012 年第三屆國際大會中強調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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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以契合快速變遷的勞動市場、經濟與社會所需，訂定有效政策以提高

與改善教學與學習品質，確保多元化教育方式能培育學生掌握勞動市場所需的技

能、讀寫與計算、移動力、價值觀與態度（UNESCO，2012）。 

其次，教育部（2013）在第 2 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指出為切合社會脈絡與

國際潮流趨勢，符應適性揚才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爰針對目前職業學校

及技專校院課程進行檢視，推動依產業需求為導向，建置技職課程及教材銜接產

業需求之彈性機制，並強化高職及技專校院學生基礎英文能力，促進人才國際流

動。又於 2019 年提出「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

語人才」為目標（教育部，2020）。再者，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將技職教

育目的以提供學生對職業之認識、探索及體驗教育，並提供學生進入職場所需之

專業知識、技術及職業倫理涵養教育，及建立技職專業之榮譽感。 

是以技職教育除了培養學生具備專業知能與專精技術之外，在全球產業供應

鏈的布局下，其國際視野、溝通力、多元思考與創新能力都亟需提升，其中國際

語言能力更是進而謀求自身理想職業的重要關鍵。因此，透過技術型高中課程納

入群科專業英文，並將專業課程融入雙語教學，營造職場英文情境，強化技職學

生專業英文詞彙及運用專業英文進行有效溝通，是學生面對未來國際職場所必備

的能力。 

三、 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之脈絡分析 

教育部為強化學生的英語力與職場競爭力，推動高中以下學校運用英語進行

多領域學習，包含全語文授課、部分領域或學科之雙語教學及職場專業英語等課

程，在中等技職教育學校則著重在職場專業英語能力的養成，因此，各縣市政府

皆陸續投入推行技職雙語政策。 

有鑑於此，臺中市政府教育局（2021）為培養技術型高中的學生具有雙語能

力與世界觀，積極統合雙語教學及國際教育之各項資源，從培訓雙語師資、建置

雙語情境、打造雙語資源整合、奠基雙語課程共備及開創雙語學校等面向進行政

策規劃，並且成立臺中市雙語教學核心小組、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及國際教育任務

學校，全面性協助學校推動雙語教學及國際教育。 

就技術型高中推動雙語教學上，臺中市政府（2022）從 110 學年度開始，鼓

勵設有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專門學程或實用技能學程的高中試辦技職雙語推廣計

畫，試辦期間從餐旅群或設計群進行推展，目前已有 8 所學校參與推廣，並與科

技大學合作創立中部技職雙語教師諮輔群，以英語授課的 CLIL 理念建立技術型

高中的學科雙語學習模式，並鼓勵專業科目的任課教師與外籍英語教師共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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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課堂上採雙語協同教學，透過職場英語文體驗課程、專業英語文課程及英

語文檢定輔導課程，培養學生職場所需的專業英語能力，學習運用英文表達專業

知識。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 研究對象 

為探究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之成效與困境，研究者隨機抽取參與技職雙語推

動計畫中的兩所公立學及兩所私立學校，學校位置之行政區分別位於霧峰區、大

里區及大甲區，四所學校班級數落在 39-47 班，參與技職雙語政策計畫的授課對

象為餐旅群及設計群之學生，其學制均為專業群科，四所學校皆以班為單位進行

教學，部分輔以社團方式進行。本研究樣本之基本資料分析如表 1。 

表 1 研究樣本之基本資料分析 

編

號 

學校 

行政區 

學校 

性質 

班級

數 

授課 

群科 

學制

（程） 

授課 

年段 

授課 

班級數 
課程名稱 

教學

節數 

1. 霧峰區 
公立 

學校 
39 班 餐旅群 

專業 

群科 

110 學年 

高二 
1 班 

1, 餐 飲 服

務技術。 

2. 旅 行 業

實務。 

3. 餐 旅 英

文與會話。 

24 節 

2. 霧峰區 
私立 

學校 
47 班 餐旅群 

專業 

群科 

110 學年 

高二 

1 班 

1 社團 

1, 餐 飲 服

務技術。 

2. 餐 旅 英

文與會話。 

24 節 

3. 大里區 
私立 

學校 
41 班 設計群 

專業 

群科 

111 學年 

高二 
1 班 

1. 英 文 全

方位。 
36 節 

4. 大甲區 
公立 

學校 
42 班 設計群 

專業 

群科 

111 學年 

高二 
1 班 

1. 英 文 閱

讀與寫作 

2. 陶 藝 基

礎實習。 

36 節 

二、 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立意及滾雪球方式，訪談教育局主要承辦人及四所參與技職雙語教

學計畫的師生，包括校長一位、主任四位、組長兩位、英文科教師兩位、餐旅群

教師一位、設計群教師一位、外籍英語教師一位及高二學生五位，研究受訪者共

計十八位。另蒐集參與學校所規劃與執行技職雙語之相關文件或成果資料，運用

半結構深度訪談及文件分析，從「行政資源」、「師資規劃」、「課程規劃」、「教學

實施」及「環境營造」等五個面向，深入瞭解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的成效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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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資料的整理與編碼引用方式，採取將每一份資料進行編號整理，以作

為日後分類編碼的參考。例如：A、B、C 為人員，1120107 為日期，代碼 I-A-

1120107，代表意義為訪談 A 人員，於民國 112 年 01 月 07 日所作的訪談；代碼

F-01，代表研究蒐集所得資料文件。研究對象及資料編碼如表 2，文件資料說明

如表 3： 

表 2 訪談對象及資料編碼表 

代

碼 

性

別 

訪談對

象職稱 

服務 

年資 
學歷 參與計畫經驗 訪談日期 

訪談 

時間 
資料編碼 

A 女 主任 17 博士生 

提供行政協助，並

參與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 

111 年 

11月10 日 
30 分鐘 訪-A-1111110 

B 女 科主任 26 碩士 

參與計畫行政作

業、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及授課。 

111 年 

12 月06 日 
60 分鐘 訪-B-1111206 

C 女 
教學 

組長 
22 碩士 

參與計畫行政作

業、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 

111 年 

11月10 日 
30 分鐘 訪-C-1111110 

D 女 
英文科

教師 
22 碩士 

參與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及授課。 

111 年 

11月10 日 
30 分鐘 訪-D-1111110 

E 女 
餐管科

教師 
10 大學 

參與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及授課。 

111 年 

12 月06 日 
80 分鐘 訪-E-1111206 

F 男 
外籍 

教師 
10 博士 

參與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及授課。 

111 年 

11月10 日 
20 分鐘 訪-F-1111110 

G 男 學生  高二 授課對象 
111 年 

11月10 日 
15 分鐘 訪-G-1111110 

H 女 學生  高二 授課對象 
111 年 

11月10 日 
15 分鐘 訪-H-1111110 

I 女 學生  高二 授課對象 
111 年 

11月10 日 
15 分鐘 訪-I-1111110 

J 女 科主任 29 碩士 

參與計畫行政作

業、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及授課。 

111 年 

12 月27 日 
55 分鐘 訪-J-1111227 

K 男 
美工科

教師 
25 碩士 

參與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及授課。 

111 年 

12 月27 日 
70 分鐘 訪-K-1111227 

L 女 學生  高二 授課對象 
111 年 

12 月27 日 
30 分鐘 訪-L-1111227 

M 女 學生  高二 設課對象 
111 年 

12 月27 日 
22 分鐘 訪-M-1111227 

N 女 
教育局

承辦人 
20 博士生 

規劃臺中市技職雙

語政策計畫及協助

參與學校申請與執

行。 

112 年 

01 月13 日 
75 分鐘 訪-N-1120113 

O 女 主任 34 碩士 

提供行政協助，並

參與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 

112 年 

01 月13 日 
65 分鐘 訪-O-1120113 

P 女 校長 26 博士 
提供行政支持及校

務發展方向。 

112 年 

03 月15 日 
50 分鐘 訪-P-1120315 

Q 男 
英文科

教師 
18 碩士 

參與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及授課。 

112 年 

03 月15 日 
70 分鐘 訪-Q-11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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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碼 

性

別 

訪談對

象職稱 

服務 

年資 
學歷 參與計畫經驗 訪談日期 

訪談 

時間 
資料編碼 

R 男 
教學 

組長 
10 碩士 

參與計畫行政作

業、技職雙語社群

運作。 

112 年 

03 月15 日 
20 分鐘 訪-R-1120315 

三、 研究信實度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基於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意願，在與其正式電話或面

對面接觸之前，會以書面或電子通訊軟體，寄發研究邀請訊息給可能參與的研究

對象，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方法及研究的重要性，期待能促發研究參與者提

供寶貴的經驗。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是由研究者親至研究場域蒐集資料，在訪談進行前，研究

者向研究參與者再次說明研究性質、目的、進行方式與保密倫理原則，並提供青

少年參與意願暨家長知情同意書的表格，俟其同意內容並簽名後研究者始進行正

式訪談。 

四、 研究倫理 

為能完整紀錄研究參與者所提供的資訊，在正式訪談前先向研究參與者說明

錄音的目的，並徵求其同意錄音後始進行錄音。訪談完成後，研究者將謄錄好的

逐字稿呈送給研究參與者進行確認，以確保逐字稿紀錄能真實表達其意思及正確

性。另為使研究資料更加周全，研究者會徵求研究參與者同意之後，開始蒐集相

關文件或是請研究參與者提供文件、紀錄、照片及影音等，透過文件資料與訪談

內容進行對照，作為檢視訪談內容之依據，或補充訪談資料不足之處。 

肆、研究發現 

一、 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之成效 

根據訪談內容及資料文件的結果，以下分別從「行政資源、師資規劃、課程

規劃、教學實施、環境營造」五個面向說明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的成效。 

(一) 在行政資源方面 

教育行政與資源是支持教育現場的重要後盾，本研究經探究分析後，其成效

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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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主動申請技職雙語專案試辦計畫，展現積極推動及資源整合的作為 

技職雙語政策為教育局專案試辦計畫，參與學校願意瞭解計畫目的及期待其

成效，由學校行政團隊主動申辦、協助計畫運作及教學執行，展現積極推動作為，

並且規劃以教務處或實習處為主責推動處室。公立學校主責處室以計畫推動之行

政事務為主，協作群科為課程規劃與執行單位；私立學校校長將技職雙語納入校

務發展之一，並由主責處室統領計畫行政事務、師資與課程規劃等要項，再依規

劃內容由合適的協作群科及教師進行教學實施。 

我們很感謝教務處幫忙聯繫大專院校，大概媒合了 2到 3所學校，花很長

時間尋找，最後才選到鄰近的這所科大的師資，因為師資到位，後續的課

程共備和教學實施才能逐步完成（訪-B-1111206）。 

校長很支持各科鼓勵學生參加 PVQC 競賽，這是屬於技職群科的專業英

文單字競賽，我們專業英文多是強調單字的累積量，但單字需要結構範例

讓他們使用，所以我們結合這計畫課程，讓學生的專業英文單字可以藉由

課程串成句子或是口說英文，這樣他們就會應用這些專業英文單字（訪-

A-1111110）。 

因為這計畫屬性跟我們學校要發展的國際教育是一致的，所以是由我們教

務處統籌規劃，所以我會尋找合適的專業科目，抽出六次課讓外師入班上

課，另外我也找專業性社團，是培育餐飲技藝競賽的選手，讓外師指導專

業英文表達（訪-R-1120315）。 

2. 教育局能規劃專案試辦經費推動技職雙語，有效促進學校進行技職雙語教學 

教育局為推動技職雙語而規劃專案試辦經費協助學校執行，讓學校有資源可

以提供學生參與技職雙語課程的機會及展能的平台，有效促進學校進行技職雙語

教學，進而主動調配校內其他相關計畫經費協助技職雙語課程運作。 

由於市長非常重視技職與雙語教育，希望技職學生更有能力走向國際、展

現專業，所以特別籌措專案經費推動雙語化技職教育，試辦期間補助學校

8萬，用來支付外師的鐘點費，不要讓學校花自己的錢，縮減原本應該辦

理的教育項目，也希望藉由這項補助讓低社經地位的學生有機會上外師的

課程（訪-N-1120113）。 

(二) 在師資規劃方面 

技職雙語師資規劃是教學執行成敗的關鍵因素，本研究經探究分析後，其成

效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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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局作為技高學校與技職校院的合作橋樑，促進技職雙語外籍英語師資媒

合 

教育局主動邀集技術型高中及科大院校共同開會，促進技術型高中自行與科

大院校接洽及進行外籍英語教師媒合，並邀請科大院校成立技職雙語教師諮輔

群，辦理講座及跨校交流分享，協助技職學校發展多元模式雙語教學，呈現技職

創新多元課程設計。 

教育局先找校長跟教務主任去開會，後來我被派去參加開會，那場會議有

四所大專院校跟五所技職高中，教育局會說明計畫內容跟方式，之後由技

職學校自己跟大專院校接洽做媒合（訪-B-1111206）。 

要符合我們美工科專業課程的外師很難尋找，找了兩個月還是找不到，最

後是教育局找了一所科大協助我們跟其他大學或科大進行外師的媒合，後

來我們很幸運找到一位是 ICRT的主持人，來支援我們這計畫課程（訪-O-

1120113）。 

2. 教育局提供多元雙語師資培訓管道，部分學校投注更多資源強化教師雙語教

學經驗 

在教育局統籌規劃下，公私立學校均可薦派教師參加雙語教學等增能研習，

以強化教師在雙語教學的素養。私立學校更在校務發展與經費配合下，可長期聘

任 1-2 位外籍語文師資，作為技職雙語師資及協作教師的雙語素養或教學經驗的

提升。 

這幾年局長很重視現職老師的雙語教學專業知能，所以聚焦「全英語教學

專業進修」及「雙語教學」二軌，以外師擔任英語及領域老師「二軌」研

習的講師，以初階、進階、高階三階段完成訓練（訪-N-1120113）。 

學校現在方向就是朝國際學校發展，配合這計畫，所以我們也聘任一位外

籍教師長期駐校協助教學，課程安排上有全英語的獨立授課，也有跟我們

老師協同雙語教學（訪-O-1120113）。 

(三) 在課程規劃方面 

合適的課程規劃是教學品質的首要考量，本研究經探究分析後，其成效有二： 

1. 高二專業課程融入技職雙語教學較容易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學校評估技職雙語政策現階段配套措施、學生接受度、專業課程內的銜接等

因素，考量高三學生面臨統測考試壓力尚不合宜，高一學生入校仍在適應高中學

習模式，貿然調整課程，容易造成學習阻礙。基於此，各校皆以高二專業課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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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試行，教學實施採取全英文授課及協同教學。經教學反思及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及意願，發現技職雙語運用在專業課程對學生有明顯幫助。 

教育局的計畫可以讓技高學校將技職雙語放入正式課程、多元選修、彈性

課程、社團等，學校評估後自己選擇一種去做。所以我們採正式課程去進

行這計畫，並且放在高二的課程中。因為評估這計畫的急迫性、學生的接

受度、課程內容的銜接等，加上高三的課程有大考壓力，高一學生還在適

應高中學習，所以第一年的計劃運作，從高二專業課程開始試行（訪-B-

1111206）。 

餐管科一年級的餐飲英文會話會帶入很簡單句子，所以學生對餐飲的專業

英文，例如:切割、發酵等英文單字，會有一些基礎，因此在二年級時加上

外師入班，進行聽力與口說的學習，學習成效很明顯進步（訪-Q-1120315）。 

2. 重視技職雙語教學以專業課程為主要融入科目，有助學生提升職場英文實務

應用 

教育局鼓勵學校可規劃技職雙語放入正式課程、多元選修、彈性課程、社團

等，公立學校皆以技職專業課程為主要融入科目，且以生活化英文教學較易與外

籍英語教師協作，並達到專業英文運用與表達培訓；私立學校則以技職專業社團

或是課程為主，在技職專業社團以培育選手競賽項目之英文發表為目的；在專業

課程則以外籍英語教師參閱教材後自主選擇教材教法進行授課。 

我跟 Teacher D（專長在行銷）協同教學生刀工的英文行銷（影片剪輯）

介紹，我們是提供可以烹飪的主題或是刀工的主題，然後再跟外師共備討

論課程要怎麼呈現，所以我覺得技職雙語的推動需要每個人的力量，就是

每一位都做一些，集結起來就是很完整的課程（訪-E-1111206）。 

既定的課綱的課本內容，有些不是那麼的實用或是真實，我覺得那沒有很

必要，所以會跟任課老師討論，我取其中一部分，那部分是職場或是實際

上會常遇到的、會使用的，或是還有延伸的狀況可以去討論的，在課堂中

跟學生討論，讓學生練習對話或是思考還會發生什麼?讓他們勇敢用英文

說，說單字也可以，簡單的語句去表達也很好，然後讓他們寫下情境的句

子，再用英文對話去完成影片（訪-F-1111110）。 

我們做完青花瓷茶器皿之後，外師會跟我們介紹中西下午茶點的差異性，

搭配茶道跟點心品嘗，再去表達出自己的感受，學習如何用英文去跟外國

人介紹我們的茶道（訪-R-1120315）。 

(四) 在教學實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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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宜的教學實施是學生學習成效之關鍵，本研究經探究分析後，其成效有二： 

1. 有效提高學生的外語學習動機，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 

學生首次體驗專業課程由外籍教師授課，皆表示外籍教師授課風格較為活

潑，由於是全英語授課，所以上課專注力必須提高，若出現專業英文用語時，協

同教學的任課老師也會及時給予提示或是說明，減少學生在全英語授課下對專業

英文的挫折感。部分學生表示，為了能與外籍教師進行溝通，會額外自學英語單

字、自學網路媒體的英文影片，以增加不同語調的英文聽力感，確實提高自己對

外語的學習動機。 

Teacher D的課程比較活潑，會教我們拍抖音或行銷的方式，Teacher R則

專注教我們怎麼攝影及製作影片的講解，這樣的上課方式在國中沒有過，

跟以前英文課比起來，是比較有趣（訪-G-1111110）。 

這樣的上課方式，會讓我增加課外時間去做英語聽力的練習，會使用

youtube 的英文影片，讓我去適應外國人的英語口音跟速度，而且我覺得

英語的語調很好聽，因為每個人說話的腔調不同，所以我會特別注意不同

的語調跟發音（訪-H-1111110）。 

為了外師上課，預防緊急狀況，我每天會背額外的 40個單字，加上我家

有開店，常會有外國人點餐或詢問，所以我覺得自己有必要加強學習，甚

至有需要學習第二個外語（訪-M-1111227）。 

2. 合作學習讓不同程度學生皆能適性學習專業英文 

在教學實施過程中搭配異質性分組，讓不同程度的學生可以借助學習夥伴的

協助而順利了解外籍教師授課內容，也藉由小組合作共同完成學習活動，多數學

生表示可以接受這樣的學習方式，並且對於自己可以逐漸與外籍教師對話，進而

強化自己的外語能力之自信。 

外師將課程內容情境，例如餐廳點餐或是房務服務等這些會話內容，引導

學生角色扮演，讓學生練習實例或是延伸問題，並且讓學生熟悉外國人的

語調或是生活化的用語，為了不讓學生只是唸過課文對話就結束，所以會

讓 3-4位學生一組，在課後讓學生選擇一段情境或是自創去拍攝英語對話

的影片（訪-D-1111110）。 

我們是 3-4人一組，大家一起分工完成做影片或是表演，有的人負責影片

剪輯跟打英文稿，有的就負責演出，不會念的同學可以看前面的大字報，

會英文的就台詞多一點，在最後一節課要交這份大成果，會有其他老師一

起來評分，同學每個人也要評分，外師會給綜合建議（訪-H-1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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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環境營造方面 

整體技職雙語的學習情境建置是帶動全校師生投入國際教育的主要氛圍，本

研究經探究分析後，其成效有二： 

1. 促進學校重視國際教育，並規劃技職雙語多元化展能及學習情境與設備建置 

試辦學校在技職雙語政策及市場衝擊下，積極鼓勵學生參加相關專業英文競

賽，作為學生展現技職雙語成果平台，部分學校視經費預算，挹注更多資源在國

際教育，逐年建置國際語言校區環境及國際賽模擬情境，主動提供國際競賽訊息，

鼓勵或挑選學生參加。 

我們會鼓勵學生參加 PVQC 專業英文檢定競賽，而且這兩年參賽成果很

亮眼，除了學生獲得學習成就感之外，我們老師也覺得付出有值得。另外

學生參加全民英檢的人數也增加，通過率也有提升（訪-B-1111206）。 

學校在推動國際教育很多元化，除了遴聘外師駐校之外，還有建置外語學

習情境教室，定期與國際姊妹校進行學生學習交流，辦理國際校外參訪行

程等，也提供學生通過英文檢定的獎勵金，不定期提供國外競賽的訊息給

學生，鼓勵及指導學生參賽（訪-R-1120315）。 

2. 激勵部分學校挹注經費，規劃遴聘多元外籍語文師資打造成國際教育學校 

私立學校多數依照校務發展規劃挹注更多資金與資源投入專業群科在國際

競賽與產業合作發展，依不同群科之技職雙語需求遴聘合適的外籍語文師資，包

含英語、法語、日韓文等，逐年規劃打造成為國際教育學校。 

我認為職業類科的學生在面對產業主要顧客群，必須擁有良好的言語與溝

通能力，除了英文之外，各類群科會有主要的職場外語，所以之後會規畫

開設不同的外語課程提供學生選修，目前學校已經有兩位外師，之後會再

聘請韓語跟日語的老師，讓學校可以成為國際村，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

環境（訪-P-1120315）。 

學校規劃朝向國際學校發展，除了提供外師教學之外，也會提供學生投稿

國外參展的平台，並且給予參賽指導，提供學生未來申請國外學校就讀的

機會（訪-O-1120113）。 

二、 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之困境 

以下就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所遭遇的困境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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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缺乏整體規劃納入校務發展項目，學校推動技職雙語教學缺乏穩定性 

由於參與學校尚未將技職雙語教學納入校務發展項目，雖有教育局專案試辦

經費補助，但缺乏整體性規劃與經費作為持續運作之依據，因此容易受到學校不

再申請計畫、運作經費不足、師資難尋、教師參與度低落等因素，而中斷推動技

職雙語教學，因此缺乏發展穩定性。再者，私立學校因符應家長及學生所需，積

極發展學校國際化，以致公私立學校發展技職雙語教學的穩定度有顯著性的落

差。 

教育局補助經費是一校 8萬，主要是支付外籍教師的費用，校內教師沒有

鐘點費，剩下一些就是補材料的錢。語言的學習是要扎根，不要是作秀，

反而要扎實的上課是比較重要的，一校只給 8萬的經費，半年就要做出大

型成果展（又加線上直播），這對師生都很耗能（訪-B-1111206）。 

我擔任科主任接辦這個計畫，整個計畫的行政業務及課程執行全落在我身

上，我必須同時兼顧兩個角色業務，這是很吃重的，會讓我覺得為何要花

額外的時間去做這個計畫（訪-J-1111227）。 

現在教育要融入的議題太多了，數位學習教學、雙語教學、自主學習，連

交通安全都要融入課程，在新課綱運作之後，老師在教學工作上負荷太大，

沒有一位老師可以支援這麼多的教育政策議題（訪-K-1111227）。 

(二) 外籍英語教師協作密切度與模式受限於學校所在位置而產生差異 

公立學校在教學規劃採取教學共備及協同教學模式，但部分學校受到學校地

理位置、專業科目性質等因素，難以尋找有意願到校授課的外籍教師，且因配合

外籍英語教師可入校協作時間有限，造成在共備時間及授課節數不如預期，多數

教材教法仍由校內教師完成；私立學校則採取教師分段獨立授課，配合外籍英語

教師可入校協作時間，劃分主題單元及所需節數交由外籍英語教師獨立教學授課

及評量。 

當時是我任教的學校通知我有這個計畫，並請問我是否可以協助，我覺得

這所高職距離我任教的學校很近，所以我就嘗試支援。後來是你們的主任

直接跟我聯繫，說明是跟你們餐管科合作，然後就約時間一起討論上課的

時間跟方式，跟你們老師一起合作的感覺很好，學生也很認真學習（訪-F-

1111110）。 

Teacher R的專業在語文的部分，Teacher D的專業在行銷的部分，因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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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搭配其他科，例如工業類科，就會有困難度，因為遇到工業類科的專業

英文用語或是機具操作講解，對不是這方面專業的外籍教師而言是很困難

的（訪-D-1111110）。 

我們學校位置在大甲區，旁邊沒有鄰近的大學可以就近支援，加上設計群

的外籍教師很難尋找，最後是透過教育局尋找到一位做烘焙的外籍人士，

但外師到本校的距離很遠，所以入校共備課程時間被壓縮，加上這位外師

沒有師培背景，所以課程規劃都是校內教師完成，外師入班就是拿講義大

綱跟學生作外與對話交流（訪-J-1111227）。 

(三) 協作技職雙語之教師未受到多元實質獎勵，降低其他教師參與的意願 

擔任協作教師因需要籌備技職雙語課程與教學規劃等作業，增加許多原職務

以外或非上班時間的負擔，擔任協作技職雙語之教師未受到多元實質獎勵，導致

繼續參與推動的意願低落，間接也影響其他教師投入技職雙語的意願。 

參與這計畫的確會增加任課老師額外的負擔，因為不是將課程丟給外籍教

師，除了要花時間跟外籍教師討論之外，前段作業也是任課老師要先做好。

這計畫的課程執行上，整體的架構、內容、期待及產出都是任課老師規劃

出的藍圖，然後請外籍教師協助內容的一部分及影片的產出，外籍教師會

拿到我所做的資料或是學習單，並且告訴他，我希望這學生在這門課可以

學習或產出什麼（訪-J-1111227）。 

這也涉及到其他英文老師的意願度，另外這屬於額外的計畫課程，計畫還

要自己寫，經費自己核銷，計畫只有給予外師費用，校內參與教師花很多

時間推行、共備到授課，但沒有任何減授鐘點等措施，所以加入的意願性

不高（訪-D-1111110）。 

(四) 教師的技職雙語素養有待提升，系統化技職雙語課程有待建立 

臺中市技職雙語計畫試辦期間，各校仍處於推動期，多數教師擔憂自身技職

雙語素養不足無法擔任授課教師，對技職雙語教學產生望之卻步情形，形成專業

科目教師參與度不足，仍由英文老師首當其衝作為技職雙語推動的主要角色，造

成與技職雙語理念差異。此外，協作教師缺乏技職雙語教案設計素養，雖然已開

始邁入課程與教學共備穩定階段，惟尚未建立專業課目融入雙語教學的校本課程

地圖，技職雙語整體課程系統化有待建立。 

我們從 109學年度開始進行技職雙語，一開始對這計畫跟執行方式也是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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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方向。依目前高職教育實際運作情形，要中師同時在專業課目上進行

專業英文是很大的挑戰，不僅學生的學習能力上有困難之外，對高職師資

也是很大的問題（訪-A-1111110）。 

如果要鼓勵其他科一起加入技職雙語的課程，我覺得必須先減少老師們的

恐懼，不要一開始就要求他們交教案、辦成果展等這些複雜的事情，可以

鼓勵參與的老師先將課程中融入一部分的專業英文單字，讓任課老師不要

感受到那麼大的壓力，之後再一步步加入外師一起共備、討論如何搭課程

之類的（訪-B-1111206）。 

(五) 過多的技職雙語教學容易影響既有教學進度及學生學習意願 

學生面對外籍英語教師上課是充滿期待又擔憂的狀態，在外籍英語教師鼓勵

其學習表現後，多數學生願意勇敢面對口說英文，然而專業課程採全英文授課，

對學生有較大的學習挑戰，教學進度不宜太快。若規劃過多的全英語課程容易造

成學生學習意願降低。此外，學生表示外籍英語教師授課雖然有趣，但也擔心專

業課程技能學習的進度受到影響，目前一科目搭配六次專業英文學習是可接受

的。 

我覺得這課程很棒，但我還是需要中文加英文一起講解，我才能懂。因為

聽不懂，所以聽力能力很難提升。但我看外師提供的圖片後，大概可以猜

到他在講什麼，之後再看英文課文，再加上中文翻譯，會比較知道課文在

講什麼（訪-G-1111110）。 

在課程中遇到比較大的困難就是要聽得懂外師在講什麼。我大多是靠外師

放圖片去了解，所以用全英語上課，在我的聽力能力上進步不大。希望在

上課之前，外師能先將上課內容先給我們，多一點圖片之類的，這樣上課

時比較容易進入狀況，就是有心理準備的話，在上課時會減少”啥”的狀況，

也可以事先準備回應外師的問題（訪-H-1111110）。 

這樣的上課方式是比較有趣，但因為很多實作成品，是在課外時間去製作，

需要花很多時間跟成員一起構思影片、英文對話、拍攝時間也很長，很多

這類的實作影片成品，就會占用我們其他學習（訪-L-1111227）。 

(六) 以英文為主的技職雙語，無法符應不同群科所需之國際語言 

教育局推動技職雙語試辦計畫，以餐管群及設計群為優先推動群科，並配合

雙語政策，皆以英語為雙語教學的主要語言。然而，經學校試辦運作後，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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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提出，對於不同科系的技職雙語需求應有所不同，雖然英文是國際語言，

但面對不同產業的經濟貿易對象，會有其主要外商語言，因此試辦學校提出技職

雙語課程未來將規劃以不同科系的職場專業外語為主。 

本校餐管科及觀光科在專業外語上，除了英文之外，配合餐旅業所需，會

將日語和韓語納入第二外語，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另外美容、美髮科主要

外語以日語為主，比較符應產業需求；東南亞語言也將成為我國主要服務

業的溝通語言，所以都會納入多元選修的課程規劃項目中（訪 -P-

1120315）。 

(七) 公私立學校推動技職雙語之學習情境規劃及設備建置上有顯著性落差 

囿於公、私立學校在經費預算的差異，公立學校優先將教育經費辦理基礎教

育或建設上，高中優質化補助方案經費必須妥善分配各項教育政策議題，以致無

法充裕建置技職雙語教學，相較於私立學校為發展成為國際教育學校，挹注更多

經費建置技職雙語之師資、學習情境及設備，並且定期辦理與國際合作學校進行

活動、參訪或教學交流，增進學生國際語言及技職學習交流成長，以致公、私立

學校推動技職雙語在軟、硬體建置之成效上有顯著性的落差。 

除了上課有職場英文情境跟對話之外，走出教室就沒有那種感覺，而且我

們要作英文成果影片，要找家裡電腦有影片剪輯軟體的同學幫忙，學校電

腦教室有做海報文宣的軟體，但沒有作影片的，而且學校電腦數量不多，

通常只夠一個班去登記使用而已（訪-G-1111110）。 

臺中市教育局補助經費是一校 8萬，主要是支付外籍教師的費用。學校已

經執行三年的技職雙語課程，但似乎就只有我們餐管科在做這課程，校園

整體技職英文情境上沒有多大的改變，除了給經費聘外籍教師之外，專業

課程英文情境、教學設備、師資培訓、產業實習上都還沒有具體的規劃方

式（訪-B-1120104）。 

學校現在以國際教育為主要發展方向，除了聘請多位駐校外籍教師之外，

也透過國際姊妹學校的合作，讓學生可以在日常學習情境或是學習交流

中，將外語成為自己的內在語言，不畏懼的接受日常外語溝通。另外，學

校正在興建一所國際學校，專收外國學生，兩校區是互通的，學生將可以

在校內就感受如同在國外與國際學生交流的情境（訪-O-11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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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建議 

針對前述臺中市推動技職雙語之困境，以下提出幾點前瞻性作為供參： 

(一) 鼓勵技職雙語政策納入校務發展計畫，積極整合資源促進技職雙語穩定發展 

臺中市推動雙語教學及國際教育不餘遺力，藉由課程模組之整合、專家共同

協作、各項教材之開發及運用等策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並成立臺中市雙語教

學核心小組、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及國際教育任務學校。基於此，從教育局應著手

整合相關資源支持各技術型高中將技職雙語納入校務發展中長程目標，透過計畫

整合挹注足夠經費，整體規劃與營造校園環境，以完善技職雙語所需資源達到穩

定支持與發展。 

(二) 建置外籍語文師資資料庫及媒合機制，提供學校選用合適外籍語文教師，俾

利推動各項技職雙語課程或活動。 

臺中市為建立雙語教學之核心師資，除提升外籍英語教師人數外，亦結合各

師資大學培育全英語教學公費生、招聘雙語教學師資等方式充實師資。惟鑒於技

職教育的專業性，在各群科所需專業英語各有不同，且中等技職教育與產業型態

及高等技專院校皆環節相扣，因此需要選用合適群科屬性之外籍英語教師進行技

職雙語教學。爰此建置完善外籍語文師資資料庫及媒合機制，將有效協助技術性

高中推展技職雙語政策，並且降低學校因地理因素難覓外籍教師的困境。 

(三) 提供多元技職雙語教學增能管道及實質獎勵措施，正向提升教師之技職雙語

教學素養與參與意願 

臺中市積極辦理各項國中小教師的全英語教學專業進修及雙語教學等課程，

鼓勵成立雙語教育社群或跨校社群，共同提升教師的雙語專業力。然而，在技術

型高中尚處於對技職雙語教學概念與定義模糊不清階段，以致教師參與度低落及

素養不足。若能規劃實質獎勵，以支持教師參與技職雙語教學增能研習或雙語學

分班，及將教師技職雙語素養納入考核加分項目，將有效提升學校教師技職雙語

之人力資源品質。 

(四) 依據各群科專業技能養成階段，繪製校本技職雙語課程地圖，完備系統課程

規劃與精緻教學 

中等技職教育之各群科課綱在專業科目分布各有所不同，考量技職雙語課程

的整體性，應彈性給予各群科依據學生專業技能養成階段及外籍教師入校協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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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情形，妥善規劃主題性課程或與外籍教師共同繪製校本技職雙語課程地圖，以

精緻化教學共備及完備系統性課程與教學。 

(五) 分析各群科學生專業英文程度，提供適性鷹架教學及多元評量，以奠基職場

國際溝通力為目標 

技術型高中各群科因屬性不同，其學生在英文程度有明顯的差異性，並考量

學生在專業技能學習的穩定性，除了規劃合適的融入課程節數或比例之外，在技

職雙語教學上應提供適性鷹架教學及多元評量，以充實技職專業英文詞彙為策

略，培訓使用生活化英文表達專業技能為目標，以達到職場英文有效溝通。 

(六) 彈性採用多元外語融入技職雙語課程，符應各群科未來產業所需國際語言 

行政院「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主要使用英語進行多領域學習，以

達到國際競爭力。然而，從技職教育視角評析，雖然英語被最多國家作為國際語

言，但法語、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也是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官方語言。並且就臺灣

地處印太區域經濟樞紐，我國企業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布局下，亞太地區之日語、

韓語也逐漸成為產業界所需具備的語言能力之一。例如，餐旅群或商業與管理群，

第二外語常以日語或韓語為主學習語言。基於此，彈性給予各群科推展技職雙語

採用多元外語融入專業課程，才能符應未來產業所需國際語言及提升職場溝通

力。 

(七) 推展公私立學校協力建置技職雙語學習環境，達到校校優質、區區均質，營

造國際語言共融校園 

由教育局主導推展公立與私立學校互相交流與專業成長，協力共同提供學生

技職雙語展能平台及管道，分享技職雙語學習情境及設備，合力營造國際語言共

融校園，促進公、私立學校技職雙語教學推展及學習成效，以提升師生外語素養

與學習自信。 

陸、結語 

長久以來，技職教育培育的人才都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行政院

（2022）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強調人力資源是經濟

成長與國際競爭力的基礎，並提出連結國內外產學研各界，合作培養產業所需跨

領域及國際人才。教育部（2018）在「職業教育中程發展計畫」亦強調經濟發展

將朝向全球化，與國際潮流接軌是必要的走向。因此，欲與國外學校、企業或機

構互動，學習其優勢與菁華，提升自我競爭力，其基本條件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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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聽講能力、會話溝通能力、閱讀能力及寫作能力。 

誠如前述，本文除提出臺中市未來推動技職雙語政策之前瞻性作之外，未來

可增加對學生學習成效做更深入之分析與討論，此外也建議為培育技職雙語人

才，地方政府應積極促攜產、官、學、研協力合作，透過官方橫向整合，連結產

業研發資源，將職場所需技能與溝通行銷等能力與中等技職教育學校對接，培養

學生專業實作、創新、行銷表達及國際溝通力；並締結科技校院與中等技職教育

學校形成策略聯盟，透過科技大學外語教育資源提供技職雙語教學輔導諮詢、雙

語師資培訓及媒合外籍語文教師平台等，提升技職雙語師資品質，並強化學生職

場英文及專業英文能力，有助提升技術型高中師生與國際產業界對接的視野，奠

基產業國際人才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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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

容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

態報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

者由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

徵稿；後者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

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

實徵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

解與建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

章，提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

採徵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一

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敬請各

位教育先進惠賜鴻文，以光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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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字數：一般為 1,000 到 3,000 字，長文以不超過 4,500

字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第六版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

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

參考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第六版格式撰寫。 

肆、 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

質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自行投稿者需繳交下列費用：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須繳交投稿費，中文稿件 2,500 字以下每篇 1,500

元，2,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英文稿件 1,500

字以下每篇 1,500 元，1,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 

         (二)「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 1,500 元

（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政處理費 1,000 元）

及實質審查費 2,000 元，合計 3,500 元。 

三、 退費說明：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收費後即不予退費。曾投稿本刊但未獲刊登稿件，

重新投稿時須再次繳費。 

          (二)「專論文章」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

實質審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

查費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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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匯款方式： 

(一)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手續費自付）匯

款至本學會，以利辦理各項審稿作業。本會帳戶：中

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 方志華」。 

(二)匯款可採金融機構臨櫃、存提款機，或網路等方式

匯款。 

(三)請於投稿時一併檢附匯款單據或匯款資訊之影像

（註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檔，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送本會信箱 E-mail：ateroffice@gmail.com。

本會將於確認無需退費時開立以匯款人為抬頭之收據，

如需以投稿人服務單位為抬頭及列明統一編號時需一

併註明。 

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

論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

論，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

請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

他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

不予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

涉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

糾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稿本刊經由審查同意刊載者，請由本學會網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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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100234 臺

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 Email 至 ateroffice@gmail.com【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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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二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之現況與問題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二期將於 2024年 2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3年 12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因應少子化現象，擴增幼兒教育的可進性，為近年來我國之重要教育政策。

在此趨勢下，為提供充足的幼兒教保服務，除增加公立幼兒園之招生名額與推動

非營利教保服務機構（同時納入職場互助、部落互助）的設立外，自 107 年起也

推動準公共機制，由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幼兒園服務。準

公共幼兒園運作迄今已五年有餘，其制度規劃、運作機制、發展的現況與成效，

值得加以探究與評析。本期邀請與本政策相關之人士，針對「準公共化幼兒園政

策之現況與問題」進行評論。可針對政策制度設計、運作實務、教保服務內容與

品質、實施成效等層面加以評析與提供建議，同時也邀請幼兒家長就教保服務之

參與者的角度，提供見解，一同提升我國之幼兒教保品質。 

 

 

 

 

第十三卷第二期 輪值主編 

鄭青青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林以凱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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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三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三期將於 2024年 3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年 1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校園是學生安心學習與穩定成長的園地，然而近年來校園越來越不平靜，學

生輔導事務變得越來越繁複，從校長、導師、任課老師，到輔導教師及專任輔導

人員等，各有不同的職責與任務，以共同協助學生能渡過學習生涯中的學業身心

負擔、身心性向探索，以及人際關係衝突到同儕霸凌等複雜的身心傷害問題。因

此，學校輔導人力的配置、任務安排與上下內外合作等生態關係，攸關各級學校

能否滿足從課程教學到三級防治等的輔導任務。 

《學生輔導法》（2014）第 10 條對於高中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

定為國小每 24 班增置一人、國中每 15 班增置一人、高中每 12 班增置一人。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23 年修訂公布「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輔導

教師實施要點」，其附件國中小「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可以看

到，國中小從 2012 年起 43 班以上學校和離島 24 班以上學校可設「專任」輔導

教師一人，「兼任」教師則視學校大小，編制由一人到六人不等；預計到 2025

年，國中小視班級數設置「專任」輔導教師一到九人不等，兼任教師則降至 0 人。

看得出輔導教師需要逐年才能補足專任師資，而這是有關學校輔導人力中輔導教

師員額的政策。 

《學生輔導法》（2014）第 7 條提到「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均

負學生輔導之責任。」可見得學校輔導工作，第一線面對所有學生的導師和任課

老師在輔導上更有其敏覺面對學生的迫切需求，因而輔導人力也關涉到輔導的上

下溝通、合作與協調等生態，是否能符合和承擔當前個別化的學生身心、家庭和

學習狀況等各種需求，輔導教師人力充足和能適切發揮功用則是其重要的基礎之

一。 

本期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的主題為「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學校包括

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院校等各級學校，探討與評論的問題可以包括：各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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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輔導人力設置與分工的現況與問題、各級和城鄉地區校園實務上的輔導人力需

求與缺口、中小學輔導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分工的狀況探究、各級學校對專/兼

輔導人力的專業發展與角色期待、各級學校輔導人力與學校整體生態系統合作之

現況與困境突破，以及對於《學生輔導法》和相關法規在學校輔導人力方面修訂

的務實期待等。 

歡迎教育和輔導界關心「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的專家、學者、現場

實務工作者及利害關係人士來稿評論此一議題，跨域共同來為這個攸關學生身心

成長的學校輔導人力問題，提出多元的建言。 

第十三卷第三期 輪值主編 

    方志華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長 

 

                葉興華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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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各期主題 
 

第十三卷第一期：高等教育招生問題 第十三卷第七期：技職教育群科分類檢討 

出版日期：2024年 01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07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二期：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之現況 

                與問題 

第十三卷第八期：疫情後校園之轉變 

出版日期：2024年 02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08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三期：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第十三卷第九期：幼教到高教雙語教育之推動 

出版日期：2024年 03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09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四期：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 第十三卷第十期：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 

出版日期：2024年 04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10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五期：數位教學之政策與檢討 第十三卷第十一期：AI 對於教育之衝擊與因應 

出版日期：2024年 05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11月 01日 

  

第十三卷第六期：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 第十三卷第十二期：公費師培生制度之檢討 

出版日期：2024年 06月 01日 出版日期：2024年 12月 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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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償

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使

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索

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利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2)2311-6264 (請註明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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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

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

期別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

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交流與回應  □學術動態報導  □專論文章 

＊刊登說明：審查通過之稿件，依期程修改完畢且格式正確者，「主題評論」

依投稿期別刊登；其餘類別由編輯部排定刊登期別。 

字數 （各類文章含參考文獻字數，專論以 20,000 字為限，其餘類別勿超過 4,500 字） 

題目  

作  者  資  料 

第一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二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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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撰寫體例與格式 

壹、 章節層次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

〈 〉用於篇名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

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

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

號與標題在表「上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

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 APA 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

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

見下文說明）。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 字以

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

（艾偉，2005，頁 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 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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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 a、b、c

等符號標明，例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

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2.學者 Apple（1979, 1986, 1996）曾指出…… 

（五）一位以上五位（含）以下作者時，第一次引用請列出所有作者，之後僅列

出第一作者，六位（含）作者以上，僅需列出第一作者： 

1.有的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認為……（譚光鼎等，2001）…… 

2.（Bowe, Ball, & Gold, 1992）…….（Bowe et al., 1992）…… 

二、文末列註格式 

（一）如中英文資料都有，中文在前，英文（或其他外文）在後。 

（二）中文資料之排列以著者姓氏筆劃為序，英文則按姓氏之字母先後為準。 

（三）請在中文書名、中文期刊論文名稱及卷數採用黑體。請參閱(八)實例 1.(1)、

2.(1)和 3.(1)。 

（四）外文書名與論文名稱，其全名之第一字母須大寫外，其餘皆小寫。請參閱

(八)實例 1.(2)和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 1.(2)，和 2.(2)。 

（六）外文期刊須寫全名，重要字母均須大寫，並請將期刊名稱及卷數排印成斜

體字。請參閱(八)實例 3.(2)和 3.(3)。 

（七）關於編輯、翻譯的書籍，及學位論文、網路資料之列註體例，請參考(八)

實例 4、5、6、7、8。 

（八）實例 

1.書籍的作者僅一人時 

蘇薌雨（1960）。心理學新論。臺北：大中國。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書籍的作者為二人(含)以上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

華。  

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蘇建文（1978）。親子間態度一致性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師大教育心理學報，11，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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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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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國內，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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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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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林 清 江 （ 無 日期 ）。 國 民 教 育 九 年 一貫 課 程 規 劃 專 案 報告 。取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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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

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之評

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交會費後，

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元以上者，得永久

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

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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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真：(02) 2311-6264（請註明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 

3. 電郵 ：ateroffice@gmail.com（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方 志 華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聯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2) 2311-3040 轉 8422  傳真：(02) 2311-6264 

會址：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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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方志華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編輯室收 

(2)  傳真：(02) 2311-6264 (請註明王芳婷助理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www.a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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