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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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