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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改革（change）與轉型（transformation）一直是高教領域備受關注的議題（金

傳春，2023；吳清山，2010；謝念慈，2023；Pedró, 2023）。「轉型」屬於「第二

層次的改革」（second-order change）（Dee, Leišytė, & van der Meulen, 2023），特別

強調是激進（radical）的改革（Collins Dictionary, 2024）或指外觀或特徵的完全

改變（Cambridge Dictionary, 2024）。相較於第一層次的改革（first-order change），

轉型改革是多面向、多層次的質的轉變，包括結構、文化、態度、規範、價值、

知覺、信念、世界觀及行為等的改變（Dee et al., 2023；Levy, 1986）。 

臺灣的「高教轉型」勢在必行（吳清山，2016；謝念慈，2023）。教育部於

2015 年發布「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屬於具體的「轉型」指引。隨後有學者

討論此轉型政策的成效（李孟珍，2017；湯家偉，2017；張碧如，2017；戴伯芬，

2019）；也有高教機構轉型案例的分享（余安順等，2024；許嘉寶、俞子翔，2024；

黃麗修，2023；蘇弘毅，2024）；更有多位國內外學者探討高教轉型與其他面向

的關係（楊雅晴、丁學勤，2023；蘇日、古嘎、郝振君，2023；Benavides, Tamayo 

Arias, Arango Serna, Branch Bedoya, & Burgos, 2020；George & Wooden, 2023）。 

儘管高教好像經歷了許多改變，但這些改變似乎是比較表面化的，即使高教

的內部結構、程序及技術使用逐漸發生變化，但高教的普遍模式並未經歷變革

（Pedró, 2023）。例如：一個針對 200 多所歐洲大學的工商管理學程的主要教學

策略之回顧發現，最常用的方法仍然是講述（lecture）。另一個針對過去二十年美

國高校經濟學學程的教學策略演變之分析，發現講述仍然是最廣泛使用的方法

（Pedró, 2023），且確保高教的教學品質至今仍是全球性的挑戰（Pedró, 2024）。 

然而，受到社會政治力量（經濟狀況、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公共衛生和環境

狀況、人口遷移、轉變及少子化、政治系統的穩定程度、公共價值觀和信仰的變

化）、科技力量（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新工具的出現）及市場經濟力量（競爭機構

的行為、各種大學排名系統、學生對不同類型學習的需求程度以及學術勞動市場）

的影響，高教必須轉型（吳清山，2010；Dee et al., 2023）。但如何轉型？已採用

哪些轉型策略？最應重視的轉型策略為何？以下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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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教轉型的策略 

雖然「轉型」意指激進、全面或深度而普遍的改革（Dee et al., 2023），但因

高教的本質涉及人才培育，似乎較難採取激烈的改革（吳清山，2016），使得高

教的轉型更傾向於延續而非急遽變化（Pedró, 2023）。Neubauer（2023）觀察高教

的轉型歷程而歸納出八個向度的改變，包括：學習者特徵的變化、教職員的角色

與責任變化、教學方法和學習過程的變化、教學內容和焦點的變化、高等教育政

治與經濟環境的變化、高等教育框架的變化、認證過程和價值的變化及政策和指

標的變化。 

從上述文獻來看，高教確實經歷轉型，且採用不同策略。例如：高科大從教

學出發，透過推升教學增能、協助教學精進、精進專業實務及引導學生跨域學習

以提升教師教學幸福感與學生學習意義感（余安順等，2024）。華梵大學從課程

出發，提供傳統與自主學習課綱（全選修）供學生選擇，也透過「生命設計週之

設計，引導學生反思學習意義」（許嘉寶、俞子翔，2024，頁 12）。弘光科大結合

科技，推動創新智慧教學，在教師備課、設計、教學、評量等階段，均能善用智

慧化科技輔助網上備課、線上輔導、網上組卷、線上評量等（蘇弘毅，2024）。

淡江大學結合 AI 與永續發展目標，進行數位轉型，將校務系統置於雲端，使互

動與合作方式產生改變且增加線上學習的可能性（曾子軒，2024）。 

除了針對課程、教學及評量所採行的轉型策略外，學者也建議利用 AI 促進

高教的轉型（蘇日等，2023；George & Wooden, 2023）或是從大學定位、治理、

評鑑、產業化及人口結構等面向來思考高教轉型（吳清山，2010；李天任、2016；

郭智輝，2022；陳振遠，2016；楊雅晴、丁學勤，2023；謝卓君，2013）。此外，

法規的修訂也是高教轉型的重要層面。例如：黃榮村建議應鬆綁法令（陳祥麟，

2015）；金傳春（2023）建議立法院應及早修訂「大學法」，且在《教育部組織法》

內設置「全國高等教育宏觀規畫委員會」，讓相關人員共同思考高教未來改革的

方向。 

三、從理念出發推動高教轉型 

從上述高教轉型的策略及案例來看，似乎較著重單一面向的轉型：課程、教

學、評鑑、評量、大學治理、產業思維及科技等，且較屬於跟從式的轉型及因變

應變的做法。但此種轉型的策略容易失去核心，迷失在各種相對的選擇之間。如：

現在流行 AI，到底大學要禁用還是採用？線上還是線下或者是混成教學？傳統

教學法還是實作教學？重研究還是重教學？參與大學排名的競爭或不參與？大

學企業化經營或是其它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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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上述的轉型思考傾向於「治標」策略，真正治本的高教轉型應從

理念出發。誠如學者（Dee et al., 2023；Levy, 1986）所主張，轉型改革是多面向、

多層次的質的轉變，包括結構、文化、態度、規範、價值、知覺、信念、世界觀

及行為等的改變。當中的態度、規範、價值、信念、世界觀代表的就是一種「理

念」。理念引導後續的作為，具有指引方向的作用。因此，高教轉型首先應形成

共享的轉型理念，訂定目標，再討論策略。在形塑理念時，必須先回到高教使命

與本質的探討，將人置於教育使命的核心，才是最好的轉型選擇—因為高教不僅

是學習的機制或通往專業勞動市場的通道，更是一次變革性的人生經歷（Pedró, 

2023）。 

高教轉型涉及政府人員、高教機構的治理人員、專業人員、學術人員、學生、

產業及民間團體等（Dee et al., 2023）。由於高教機構通常被視為公共利益

（common good），政府在資助及監管高等教育品質方面扮演核心的角色（Dee et 

al., 2023）。而教育部是主管高教的單位，在制定和實施高等教育政策方面發揮舉

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在形塑高教轉型理念時，筆者認為必須分兩個層次進行。

首先是主管高教的教育部層級，應廣邀相關人員（教育部人員、高教機構的治理

人員、專業人員、學術人員、學生、產業及民間團體），共同思考高教的本質及

轉型的理念與方向，再制定政策並修訂相關法規。其次是高教機構層次，應由治

理人員廣邀教育部成員、機構內的專業人員、學術人員、學生及產業及民間團體

成員，在前述教育部形塑的理念引導下，共同思考機構的轉型理念與方向。 

四、結語 

臺灣的「高教轉型」勢在必行。除了教育部推出高教轉型的相關政策外，高

教機構也採用各種策略進行轉型，包括：針對課程、教學、評量、運用 AI 及從

大學定位、治理、評鑑、產業化及人口結構等面向著手。但是前述的轉型做法皆

只是因應社會變動而採行的變革，偏向單一面向的治標策略且容易失去高教以人

為核心的本質，難以治本。本文主張真正治本的高教轉型應從理念出發，因為經

過長時間多人的討論後所形成的共識，是一種深層普遍的信念、價值、態度及世

界觀，能成為轉型的核心價值而指引方向，不致於迷失在表面的轉型及技術性的

策略選擇困難之中。 

雖然理念的形成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但「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若能

先討論、釐清並確認高教轉型的理念，將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筆者認為，比起花

費時間、人力及經費進行隨波逐流、因變應變式的片面轉型，「從理念出發」才

是高教轉型的治本大法。因此，筆者期望藉由本文提醒參與高教轉型的相關單位

與人員從理念出發，作為轉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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