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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背景 

人力即國力。有人方有人才培育，有人才培育方有國家發展。1980 年左右，

臺灣每年人口出生數達到高峰，一年有近四十萬的新生兒，但 1998 年跌破 30 萬，

稍後雖有回升，但從 2001 年起再也回不到 30 萬，一路下降；2008 年跌破 20 萬；

2012、2014、2015、2016 年又稍有回升；2017 年之後又復下滑，2023 年甚至不

及 14 萬（國發會，2024）。高等教育是培養國家人才的重要人力，而少子化的問

題同樣影響到高等教育的發展。1986 年以前，臺灣的大專校院維持在 96-105 所，

以當時臺灣 18-21 歲的人口數而言，大學就學機會相對較少，1976-1987 年臺灣

高等教育的人口在學率介於 10.0-14.8%（教育部統計處，2016），也因為就學機

會有限，學生面臨了龐大的升學壓力，導致了 1994 年 410 教改大遊行提出廣設

大學的訴求。隨後，高等教育設校鬆綁、大學數量激增，100 學年時大學院校高

達 163 所。大學的激增提供了大量的就學機會，隨之而來的是大學生素質開始受

到關注（張錦弘、喻文玟，2006）。在討論大學素質降低的同時，徐明珠（2008）、

詹盛如與楊家瑜（2014）等也開始呼籲重視少子化對大學發展所帶來的挑戰。 

確實，大學廣設後，不免帶來學生素質降低的問題，但就國家整體人力的培

養而言仍屬於提升，臺灣近來資訊科技產業蓬勃發展，高等教育貢獻良多應不容

置疑。但在人口出生率較低後，早期僧多粥少的情形已經急遽轉為乏人問津，所

以大專校院的招生亂象、退場、併校（李琦瑋，2023）、招生名額寄存（許維寧，

2024）、短報招生缺額等問題（許維寧，2024），從偶而聞之也轉變成文教新聞中

的熱門話題。 

少子化對大學招生產生的現象與影響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種是「大缺」，

學生的註冊率低影響學校維運。第二種「小缺」，註冊率開始降低，衝擊維運。

第三種是註冊率不見得降低，但因少子化，科系無法完全招收到符合特質的學生，

所造成的「質缺」；「質缺」會造成修退學比率增加（范巽綠、蘇麗瓊、賴振昌，

2022；黃奕霖，2022），也會影響校務運作。上述三類中，「質缺」的現象，也會

同時出現在「大缺」和「小缺」的學校。各大學因為不同樣態的缺額現象，導致

校園中教學現場的各種挑戰，少子化為大學造成的衝擊與影響展現在許多面向，

本文將從教師的角度思考，探討現今大學因少子化在教學上所面臨的問題，並提

出建議與呼籲供參考。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2Nzk=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2N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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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子化對大學教學產生的影響 

臺灣高等教育學校數量眾多，各校歷史、發展定位、隸屬單位、地理位置及

交通等特性雖有不同，卻都各自面臨「大缺」、「小缺」，或「質缺」的問題。但

就僅有「質缺」的學校而言，其校務經營相對仍保有較多的優勢，本文在篇幅有

限下，故以下之教學問題探討，及隨之提出的建議與呼籲，將以「大缺」、「小缺」

者為聚焦。 

(一) 教學資源受影響 

依據大專校院資訊公開平台（教育部，2024）可查詢到之最新年度資料，臺

灣具歷史性的私校如淡江、東海、輔大、東吳、中原等，110 學年度（2021）學

雜費占總收入比率約在 53.22-61.27%之間；111 學年度（2022）則為 49.28-60.25%

之間。就許多大學校院而言，學雜費乃學校收入之重要來源，尤其私立學校恐更

是如此。其實，109 學年度（2020）時，教育部公布大專校院 109 學年度財報即

顯示，全國 104 所私校，44 校收支餘絀為負數，累積餘絀負數有 4 校（林志堅、

林曉慧，2022）。當少子化學校收入減少後，學校的教學資源投入便會受到影響，

以表 1 整理部分國立大學與 110 學年度註冊率不及六成的聖約翰科技大學、遠東

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明道大學、首府大學、東方數計學院

等七校每生圖書經費表，從每生平均經費便可窺見。 

表 1 108-110 學年（2019-2021）部分國立大學與 110 學年（2021）六所註冊率低於六成大學之

每生圖書平均經費 

學校與年度 110 學年 109 學年 108 學年 

國立政治大學 6,367 6,772 6,708 

國立清華大學 7,919 8,025 8,531 

國立臺灣大學 7,001 6,841 7,00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375 4,648 3,988 

國立成功大學 7,259 7,473 7,551 

國立中興大學 6,426 6,475 6,35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6,977 9,198 8,120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94 2,391 624 

遠東科技大學 1,055 420 1,093 

中華科大大學 288 250 1,007 

華夏科大大學 1,152 1,092 1,381 

明道大學 174 29 23 

臺灣首府大學 - - - 

東方設計學院 850 1,317 1,330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24/10/18），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近 3 學年度學校購買圖書資料費及其每生平均

經費－以「校」統計。（未查到臺灣首府大學資料）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1），頁 102-110 少子化的高教轉型發展 主題評論 

 

第 104 頁 

(二) 影響課程開設的數量、深度與廣度 

大學課程的開設乃影響學生學習的最直接因素。大學開課，除必修課外，選

修課多有基本人數的限制，當學生人數減少時，可開設的課程自然減少；同時，

開課都需要相當的成本及費用，在人數減少導致的收入減少後，學校自然要減少

成本和費用的支出，減少課程開設便是最直接的方法。然而，當課程減少到一定

的程度後，師資數量的需求便會降低，師資數量一旦降低且未能改善，就無法達

到教育部（2023）所規範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中之

「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基準」，併系、停招變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例如：淡江大學，2025 年（114 學年）起將西班牙語文系、法國語文系、德國語

文系、俄國語文系整併為歐語系（中央社，2023）；世新大學的中文系甚至停招

（許維寧、劉懿萱，2024）。當同一科系教師越來越少時，不僅開課數受到影響，

課程的廣度與深度也會受到影響。 

(三) 教學負擔增加，教學品質會受影響 

大專校院教師因職級不同而開課的學分數也不同，然開設的課程應該與自己

的學術專長相關。科系設立時，課程規劃需經由校內嚴謹的程序，更要通過教育

部的核准，大專校院教師的聘任也多依據課程開設需求遴聘之。一旦學校因為少

子化、收入減少，教師退休或離職，是否再遴聘新教師便會多加考慮。原離退教

師若教授必修課程時，固然學校可以遴聘兼任教師授課，但兼任教師的勞健保費

用會成為學校的另一筆負擔，所以許多學校常會由現職教師接手，導致教師的開

課數和學分數都會增加；甚至有些私立學校少子化後，學校行政人員也減少，教

師還必須承擔行政、招生等工作（吳思恩，2021；馮靖惠，2024）。當開課數和

學分數增加時，備課、批改作業、學生學業輔導的負擔都隨之而來；而大學少子

化招生不足一旦出現，好轉機會甚微，常常只會每況愈下，教師可能需要不斷備

新課。若更不幸遇到學系整併、停招而改聘他系時，所形成之教學負荷更是難以

想像。若再加上大學教師原本就有的研究與升等壓力，教師過勞情形嚴重（陳暐，

2022），要維持教學品質實在不易。 

(四) 合作與跨域之教學更難達成 

隨著產業數位轉型的浪潮，大學生團隊合作及跨域學習的能力更形重要，也

形成了一股不可抵擋的趨勢（何凱維、陳斐娟，2022）。大學教師各有其專精的

研究領域，跨域教學合作時，不僅自身要學習新的跨域內容，與不同領域的教師

進行交流；學習後更要透過自行或者和不同領域的教師一起備課，轉化為教學內

容及活動。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2Nzk=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IwNTY=
https://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1008/3411
https://vip.udn.com/author/articles/8799/4042?from=vipudn_content_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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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大學在少子化的趨勢下，教師的教學可能在不得已的狀態下被迫形成另

一種「跨域」—開設不是自己專長的課程、教授原本不擅長的科目，此種「跨域」

非原本課程內容轉換，而是授課科目的增加。在原授課教師離退後的「跨域」，

教師將欠缺校內可以跨域討論的對象。教師獨自進行的跨域雖然也是一種型態，

但高等教育的學習內容均有一定的專業性，教師單打獨鬥的跨域對於授課教師而

言不僅困難，即使勉力完成恐其效果也受限。 

(五) 課堂教學的互動性受到影響 

在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中，教師須兼顧學生的差異進行適性教學，同時藉由

引導學生互動，促進同儕相互學習等，這些都是高等教育課堂教學應努力的方向。

少子化之後，所有大專校院科系學生程度的差異都變大；未能招收符合科系特質

學生的「質缺」情形，也同樣在「大缺」、「小缺」的學校發生。許多大專校院學

雜費多年未調整，但通膨嚴重，精簡開課的節流作為無法避免，所以許多即使未

有少子化問題的公、私立學校，也會因為精簡開課導致班級學生數暴增。受到少

子化衝擊嚴重的學校，要不是精簡開課數班級學生變多，要不就是招不到學生的

系所班級學生變少。 

人數暴增的班級，教師無法顧及學生差異，教學期間學生的討論可會因為彼

此陌生、每組人數過多或者組數增加，讓固定時間的課堂中，交流、討論或報告

的機會及效果受到影響。過少者，則可能同儕欠缺互動影響學習。至於「質缺」

的課堂，學生的缺乏動機也影響學習氣氛，及教師的教學動力。 

近年來，大學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的工作壓力下，已不再被視為美好工

作（陳暐，2022）；若再加上少子化招生不足所形成的教學困境，其窘境實非圈

外人所能想像。 

三、呼籲與建議 

《大學法》第 21 條規定（教育部，2019）：「1.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

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

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可見教學是大學教師職責的一項，也

影響著教師生計與生涯發展。然而，大學教師的教學必須依附在學校，無法獨立

存在，當學校因少子化面對招生挑戰時，教師教學和學校招生將產生更為密切的

聯結。臺灣少子化問題努力多年仍難解，大學招生的困境只會雪上加霜，「大缺」

學校逐漸退場，「小缺」學校也會逐漸成為「大缺」學校，甚至目前的「質缺」

學校也會有機會成為「小缺」學校。就目前如何解「大缺」、「小缺」學校教學的

燃眉之急，茲提出以下的呼籲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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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重視大學自治權保障，並以公開大學資訊，鬆綁對於大學的管控 

《大學法》第 1 條規定（教育部，2019）：「……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

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故衡諸教育部所設的重重程序與規範，是

否逾越大學自治法律保障？是以鬆綁的主要訴求宜為對大學自治法律基礎的檢

討，始能對大學管控做出制度性改革，而公開大學資訊另可作為輔助性措施。事

實上，基於保障學生的權益，我國大學及科系的設立、變更或停辦；學雜費用的

收取；組織會議、學生修業等，甚至招生等都有許多規範需要遵守。這些行政規

範並非規範教學，但卻大都與教學有關，因為行政就是支援教學。 

這些規範雖然維持了學校的運作，但在大學面臨每年巨大的招生衝擊時，大

學本身需要更靈活的運作，方能促進教學轉型，以維持一定的品質，若以現在重

重的程序與規範，待程序完成，問題恐也更加嚴重。故，不如檢討現行法規，適

度放手大學自主，如此一來，也讓大學自行承擔更多在少子化下教學轉型的責任，

或許有學校能以更為創意的教學做法吸引學子，改善招生不足窘境。此外，鬆綁

之餘則透過「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更快速公布更多校務相關訊息，供家

長和學生作為選擇校系的參考，同時也有機會讓更多的人監督大學教學轉型之作

為。 

(二) 轉型所需經費，教育部應給予經費補助，以確保教學品質 

因應少子化所進行併系、建立特色等教學轉型等作為，不應該僅是大學不得

已的節流作為，這些教學調整也應維持一定的品質。臺灣的大學學費調漲由教育

部嚴格管控，偶有的調漲遠不及通膨與物價上漲（黃琇屏，2023）。因此，當大

學面臨少子化、收入減少，而教學需要轉型時，已處於經費不足的狀態，教育部

若袖手旁觀未能適時伸出援手，讓教學品質受到影響，當初考量學生、家長負擔，

堅持「照顧學生」的美意根本無法存在。 

(三) 學系可考量現有教師專長建立學系特色 

就大專校院校資訊公開平台的資料顯示（教育部，2024）：111 學年一般私立

大學人事費用大都占 50%-60%之間。2024 年軍公教調薪 4%，及 2025 年將調薪

3%，已經對於國立大學造成龐大的財務壓力（陳至中，2024），對於私立學校的

影響更是不言而喻。因此，各校對於離退人員的缺額聘任必當趨向保守；為維持

學系開課與運作的品質，各系應仔細分析現有教師專長，及現有專長配合社會發

展形塑特色的可行性，讓學系具有招生吸引力，也維持一定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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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近學系合作開課，強化博雅與試探的教學 

近年來大學生因「志趣不合」休退學的情況屢增（范巽綠、蘇麗瓊、賴振昌

2022），此種「質缺」造成的休退學直接影響學校財務與課程開設。因此，增加

學生試探機會，並給予更多的學習選擇空間，降低已入學學生的休退學率也是值

得努力的方向。因此，相近科系若能考量彼此特性，合作開設共通性的基礎課程，

由適合系所開設供學生共同修習，可以解決學系人力或專長不足的開課，及課程

選修人數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提供學生更多的試探機會。 

四、結語 

2011 年「臺灣高等教育校院之學校品質、經營效率與最適規模分析」一文指

出，當時高教的最適規模為一萬人（傅祖壇，2011）。113 學年（2024）臺灣的公

私立大學技職校院約在 150 所左右，若以十餘年前的推估基準，須要有近 150 萬

的就學人口方能維持，但從人口出生數自 2008 年跌破 20 萬後，幾乎一路下滑的

現象觀之，大學招生的困境應難以改善。而 20 年前對於大學退場的預言也開始

應驗，已有一些學校陸續退場，教育部雖有輔導機制，但難抵生源不足、低廉學

費、通貨膨脹等，為臺灣所有大學所造成的經營困境（聯合新聞網 2023；許維寧

2024），不僅教學品質深受影響，更影響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 

大學的招生、經營和教學品質相互影響，很難單方面各自解決，而生源不足

的源起問題更無法克服。雖然，有人建議積極招收境外生，拓展生源，但每年高

中生赴國外升學的比率也在疫情後逐漸回升；境外生畢業後若臺灣外籍人士就業

政策未能配合調整，恐也對於境外生的吸引有限。總之，大學少子化後，教學直

接面臨了嚴峻的考驗；雖然學系、教師是最直接受影響者，需要自行正視之、改

善之，但卻更需要從高教政策乃至於國家教育政策，以更高層次且巨觀的角度進

行思考、共謀策略，方能確保高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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