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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國內高等教育紛紛開始重

視能力本位課程地圖規劃，故關於學

生能力取向的課程規劃、成果導向之

課程發展或標準本位課程規劃相關論

述非常豐富（李坤崇，2009a；李坤崇，

2009b；宋明娟、甄曉蘭，2011）。本

文主要參酌國內外相關論述，初步分

析建構以大學生專業能力為取向的課

程規劃應考量之因素，以供各大專校

院規劃專業能力本位課程規劃地圖之

參考。 

二、能力取向課程規劃考量因素 

(一) 課程規劃連結能力內涵，系統化

選擇及組織學習內容 

歐洲高等教育在近年來推行「以

學生核心能力為中心」的課程改革，

發展「動態循環課程規劃模式」（tuning 

process），透過以發展學生能力為中心

的課程規劃、實施、評估的持續循環

回饋機制，促使大學系所、教師培養

學生核心能力，以提升大學課程品

質，培養具有關鍵核心能力的人才（王

秀槐、王玉麟，2009）。「動態循環課

程規劃模式」類似大學「課程地圖」

（curriculum mapping）動態發展的概

念，包括課程規劃、執行、檢視及修

訂的動態歷程（宋明娟、甄曉蘭，

2011；Bath, Smith, Stein & Swann, 

2004）。所謂「課程地圖」是指各大學

系所或通識中心研擬之核心能力，據

以規劃具系統性、層次性的課程學習

路徑，以作為學生學習導引、教師檢

視 課 程 及 學 校 規 劃 課 程 之 參 照

（Harden, 2001），讓學生清楚知道課

程可培養哪些核心能力，及課程與未

來工作及生涯發展的關連性。無論是

「動態循環課程規劃模式」或目前國

內高等教育普遍重視的課程地圖，都

是重視先建構學生核心能力，再據以

規劃相對應發展學生專業能力之課

程，並進而實施課程、檢視課程成效、

再進行修訂。 

有鑑於此，各大學確定欲培養學

生之專業能力內涵後，首先應考量要

提供學生什麼樣的學習內容及經驗

（Taba, 1962; Tyler, 1949）。而因學習

內容與學習經驗是實踐課程目標的重

要媒介，故如何審慎選擇與組織便顯

得十分關鍵（黃光雄、蔡清田，1999）。

學生學習內容與經驗的選擇與組織必

須有系統化的規劃，方能發揮課程的

最大效益，達成課程目標。綜合不同

學者的分析（黃光雄、蔡清田，1999；

Taba, 1962; Tyler, 1949），課程選擇規

準主要包括：內容的有效性與重要

性、可學習性、適合學生的需求及興

趣、廣度與深度的平衡、能達成寬廣

的課程目標、與社會相互一致，符合

社會需求等。課程組織意旨妥善安排

不同的學習內容及學習經驗，使其彼

此之間相互關聯，發揮累進的效果（黃

光雄、蔡清田，1999），根據不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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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科，1989；黃光雄、蔡清田，

1999；黃政傑，1991；歐用生，1986；

Taba, 1962; Tyler, 1949）分析，課程組

織的規準主要包括：繼續性、順序性、

統整性及銜接性。故規劃大學課程地

圖架構及內容時，除了連結學生專業

能力內涵外，在課程的選擇與組織應

顧及相關的基本原則，系統化組織學

生的學習內容及經驗，重視課程彼此

之間的連貫性、統整性及階層性，以

發揮課程的最大效益。 

(二) 透過整體課程結構規劃，促進能

力培育 

培育具職場競爭力的學生，不是

學分化課程即可達成，更需要學校整

體教育環境的建構，以涵養學生的人

格特質與工作服務熱忱，故課程規劃

若以培育學生專業能力為思考出發

點，絕不能僅受限於正式課程的安

排，必須透過整體課程結構的規劃，

方可達成課程目標。根據黃政傑

（1991、2007）的分析，整體課程規

劃主要分為實有課程及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實有課程包括外顯課程與

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其中外

顯課程又分為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

程；空無課程則是提供思考什麼樣課

程應該教導卻未教導的課程。若要有

效落實學生專業能力之培養，必須透

過整體的課程結構共同培育，透過不

同課程結構的安排，提供學生各式各

樣的學習機會，豐富學生的學習之旅。 

目前大學整體課程結構主要分為

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

正式課程為各大學培育學生的主要課

程地圖規劃，意即學生實際修課的課

程，也是預備學生專業能力的主要核

心課程。但因正式課程學分數及學習

時間有限，若要完全預備學生的專業

能力，培育一位具職場競爭力的學

生，在學校及系所的整體課程規劃

上，必須拓展正式課程的學習範疇，

將課程觸角延伸至非正式課程，透過

非正式課程的規劃與實施，提供學生

多元的學習活動，加深加廣其學習經

驗。 

基本上，大學的非正式課程非常

多元及豐富，諸如：教育學術活動（研

習、專題講座、企業界參訪活動、戶

外教學、校外實習體驗等）、學校服務

學習（學校生活服務、學校社團服務、

志工服務等）、輔導活動（生涯輔導、

學涯輔導、職涯輔導等）、學生競賽活

動（創新創業競賽、攝影設計競賽、

餐點設計競賽、旅遊行程設計競賽、

個人創意履歷競賽、簡報技巧競賽

等）、職業訓練（專業證照輔導、技能

檢定等）、慶典活動（校慶、聖誕節、

畢業活動、作品展覽、展演）等。此

外，教育部（2017）自 106 年開始推

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

畫），鼓勵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科系、跨

領域、跨團隊、跨校串聯的結合力量，

或結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

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

展，並增進學生對在地認同，進而激

發在地就業或在地創業的意念。此計

畫對學生來說，就是非常有意義且豐

富的非正式課程，未來若可擴大辦

理，將會對學生各項專業能力的培養

及學習經驗上產生正向加值的實質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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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學整體課程結構規劃中，

另外一個可能比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

程產生更大影響力就是潛在課程，潛

在課程則潛藏於各種學校情境中，包

括：教師的專業能力及身教、課程規

劃、學校的建築環境與設備、師生及

同儕關係、學習風氣與學習組織等，

在在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及成

效。舉例而言，教師的人格特質及課

堂教學表現會最直接影響學生的修課

動機及學習成效，若教師情緒控管不

佳，或者課程內容未充分備課，或者

立場不一致，學生看在眼裡，感受在

心裡，自然也不會全心投入課堂的學

習了。《高等教育中的潛在課程》（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Higher 

Education）（薛曉華譯，2004）一書提

醒我們重新省思一直以來被認為「學

術殿堂」的高等教育中，到底隱藏了

什麼「習焉不察」、「理所當然」的潛

在課程，在大學的整體課程規劃中，

同樣也須不斷反思整體學校環境氛圍

及教師與行政人員的態度與表現，帶

給學生的感受及影響。 

(三) 課程與能力連結呈現多元應對型

態，並兼顧同時學習原則 

近年來，高等教育興起以學生核心

能力為取向的課程規劃，不論是大學各

系所的專業課程或通識中心規劃的通識

課程，都非常強調課程與學生核心能力

的連結，並建立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關

聯圖，檢視各大學以學生能力取向的課

程規劃，課程規劃與學生核心能力之間

對應關係，並未侷限一對一的對應型

態，而是呈現多元的應對關係。宋明娟、

甄曉蘭（2010：82-83）分析大學的課程

規劃與專業能力之間的轉化與應用主要

有三種：（1）一課程對一能力：某獨特

的能力僅由特定的課程養成；（2）一課

程對多能力：某課程強調多項的動態職

能、或整合各種層面的能力、或偏能力

的實際運用；（3）多課程對一能力：發

生於某項能力可對應組織龐大知識體

系，須由多項課程組成培養。三種不同

的形態各有其應用傾向及時機。現在普

遍大學的課程及教學規劃中，大多會涵

括多項能力之培養，課程與能力較少呈

現一對一的關係，主要呈現多元對應型

態，為「一門課程對應多項能力」或「多

門課程對應一項能力」的型態，而此需

要學校或各系所規劃課程地圖時，進行

整體的考量及對應，以避免相同專業能

力於不同課程重複培養（系所重要專業

核心能力除外，其本因在不同學年度加

深加廣重複培養），但卻忽略其他重要專

業能力的養成。 

其次，每項專業能力內涵中，可

能隱涵著認知、情意、技能、態度、

理想、興趣及價值等不同組成要素

（Tariq, Scott, Cochrane, Lee, & Ryles, 

2004）。因此，進行學校及系所課程規

劃時，應仔細分析學生專業能力內涵

中的不同組成要素，兼顧同時學習原

則，在課程中充分培養學生不同的專

業能力內涵面向。Kilpatrick 是美國著

名教育學者，於 1918 年出版的提出「同

時學習原則」，將學生的學習分為主學

習 （ primary Learning ）、 副 學 習

（associate learning）、附（輔）學習

（concomitant learning）三種，主學習

係指學習時所欲直接達成的目的，內

容可以是認知、情意、技能、或態度；

副學習係指與主學習有關的知識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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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附（輔）學習則係指學習時所養

成的興趣、態度、理想、情感等。大

學進行課程規劃或教師研擬課程教學

大綱時，應同時兼顧三方面的學習，

以與學生專業能力內涵連結。 

(四) 課程實施宜強化實際情境的學習

與應用，連結理論與實務，縮小

學用落差 

學生專業能力內涵主要反應未來

就業職場的需求及適應未來世界的能

力，學校課程規劃不僅提供理論及實務

實習課程的學習機會，更應讓學生深切

了解理論與實務緊密連結的重要性，搭

起理論與實務間鴻溝的橋樑，縮小兩者

落差，故在課程的培育過程中，應與學

校未來工作職場的產業界緊密鏈結，方

可真正建立及培育學生的專業能力，若

只有在校園中想像或演練產業界的複

雜情境，想透過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專業

核心能力則恐淪為理想及空談。 

近年來，各界對大學培育之人才學

用落差批評聲浪不絕於耳，紛紛撻伐及

質疑大學教育的功能性及教育性。大學

校園內的學習情境在於系統化的學習

活動，使學習有效率，但是仍與實際情

境有異，因此，課程中勢必應強化實際

情境的學習與應用。然而，因產業界快

速變遷，大學教育確實不易快速跟上腳

步，這中間有許多需要克服的障礙及關

卡，尤其是需要產業界的投入。 

教育部近年來大力推動產業與大

學互動及合作的相關計畫，如：產業學

院、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業師協同教學

等。除了希望大學的課程能更連結產業

界最新發展趨勢外，更希望企業也能善

盡社會責任，共同培育各行各業的人

才。根據林俊彥及陳幼珍（2017）的分

析，若無產業界的參與，僅憑大學的力

量絕不可能培育出畢業即可與產業需

求接軌的人才，故縮小學用落差的責任

應該不能僅依靠學校或教育部的政策

與經費挹注，其實能否成功的關鍵，則

應視產業界對人才培育參與程度以及

對於社會責任的認知。 

三、結語 

本文主要從國內外相關論述，初步

分析建構以大學生專業能力為取向的課

程規劃應主要考量之因素，涵括四個因

素與建議：（1）課程規劃連結能力內涵，

系統化選擇及組織學習內容；（2）透過

整體課程結構規劃，促進能力培育；（3）

課程與能力連結呈現多元應對型態，並

兼顧同時學習原則；（4）課程實施宜強

化實際情境的學習與應用，連結理論與

實務，縮小學用落差。 

專業能力取向課程規劃已是目前各

大學課程改革及重組的重要方向，確實

有大學已真正實際實施及推動，並獲得

良好的教育成效。但仍有不少學校仍僅

於表現的口號及宣稱，或推動時流於皮

毛，並未真正仔細審慎檢視學校欲培養

的專業能力內涵，並據以規劃相關的專

業能力取向課程規劃，實質落實於教師

的教學及學生的課堂學習之中，實屬可

惜！本文拋磚引玉，供各大專校院規劃

專業能力本位課程地圖之參考，冀望未

來能有更多相關實務課程規劃的案例共

同分享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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