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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二十多年來，為因應少子化的嚴重衝擊，高教政策著眼於大學整併和私立大專退場以擴大

競爭力並平衡供需，推動大學國際招生和終身學習以擴充生源，並在學費凍漲政策下推出高教

競爭性計畫以補助辦學經費、穩定辦學品質，本年（2024）二月起，又史無前例補助私立大專

校院學生學雜費每學年 3.5 萬元，照顧私立大專學生。大專校院為求生存，紛紛推動學校定

位、系所重整、課程改革、教學創新、教師優退、產學合作、校區整合、校際結盟等策略。可

見，不論政府機關或大專校院，面臨少子化危機的轉型發展至關緊要。 

本期主題評論希望檢討我國近年來的高教轉型政策和實務，評析及分享國內外高教轉型發

展經驗的價值，提出如何突破少子化困境之轉型發展建言。主題評論文章包含兩大部分，其一

為美日韓及跨國之間高教轉型發展之經驗，其二分別從一般大學、科大、私大的角度，倡導理

念和策略的創新與永續，討論如何回應面臨的挑戰而有所突破，或由高教課程、教學、人力資

源、產學資源、科技運用的角度分析如何轉型發展。 

本期自由評論的文章，包含十二篇文章，其中英文文章一篇，析論人工智慧在教育上的應

用和挑戰。有三篇文章分別討論大學通識課程結合 SDGs的作法、國小本土語言課程實施的省

思及 S2課程設計系統的應用。有兩篇文章分別討論原住民族語教育及原住民重點學校師資。

其餘五篇文章分別討論特色學校教育、公民素養培育、生命教育、正向管教及日本小學學習表

現。 

本期專論文章探討論文撰寫的三項重要條件，分別是概念分析、詮釋想像與慎思批判三大

項，提供研究論文撰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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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之執編由吳錦惠助理教授擔任，用心投入，

特此致謝。期許本期教育評論觀點的提出，有助於帶動國內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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