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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各大學校院目前遭遇到最大問題與危機，即是少子化造成生員的短缺，嚴重

者甚至面臨學校停辦。事實上招生人數是學校能否穩固的一根台柱，另外高休退

學率則可能是導致學校傾倒的另一根柱子。高休退學率對學校影響甚巨，根據教

育部統計處全國資料，近年國內光是四年制大學每年近百萬在學生，每年都有

5、6 萬人辦理休學，最新統計 104 學年度，全國更有多達 6 萬 1036 名大學生向

校方申請休學手續，比例佔全國大學在學生 99 萬 1472 人中的 6.16%，不但創下

國內近 5 年來的新高紀錄，且來年還有持續攀高的趨勢（黃天如，2018）。近年

來既失學又無業之尼特族群（NEET）的出現與人數增加，在日本及歐美各國，

動輒幾十萬年輕人，漫無目標、無所事事地過日子，臺灣也有為數不少的尼特族

群，而且有愈來愈多的趨勢（于國欽，2013），這些人口跟高休退學率也有密切

的關係。 

另外，中輟生的增加，也是社會一大問題，尤其大專校院近年休退學生人數

均占相當比率，此種正規學習歷程的中斷，不僅可能影響學生個人的生涯發展，

也隱含人力與教育資源的浪費（林政荷，2014）。因此大學校院休退學生，如果

沒有適切的輔導與安排，形成中輟，那也將是社會一大隱憂，因為學業沒完成對

前途又沒有方向與目標的年輕人，容易對自己失去信心，對人生茫然，進入社會

則可能誤入歧途，造成社會問題，日前有許多的社會事件，即是年輕人沒有好好

地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方向走偏而所導致（黃明鎮，2009）。 

二、造成高休退學率的原因 

探究大學校院高休退學率原因眾多，其中以志趣不合為最多（自由時報，

2015），課業問題居次，其他如家庭因素、經濟因素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是

課業問題，那不難理解，因為課業無法跟上，最後只得選擇休退學一途（簡采羚

等，2013），但是志趣不合則顯得模糊，未必真正如字意上 「志趣」兩字的解釋，

應該有更深層的內在因素，讓這些學生選擇休退學，筆者跟多位轉入本校學生及

即將休退學學生有過深入討論，依討論結果，歸結出兩個因素，簡易地說一個是

「不好玩」，另一個因素即「沒有伴」。 

本文就針對這兩個因素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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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好玩 

當臺灣的大學教育普及，幾乎是人人可進大學的同時，學生素質參差不齊，

素質高的學生有自己的目標、理想，主動性高，自我要求能力強，基本上朝自己

的人生藍圖規畫前進。另有一群學生，在高中職時已沒有專心在學業，平日又不

努力積極，沒有人生目標，一旦畢業又輕鬆搭上大學列車，在報考大學的同時，

其實很可能憧憬大學是一個由你玩四年的好地方，從此是所謂的「大學生」了，

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人人稱羨的大學生活了！殊不知事與願違，一進入大學，除

了一開始的幾天迎新活動，之後便是各科系的專業課程，原文書、實驗課和考試

等接踵而來，如果之前的高中職沒有打好基礎，這時候便開始升起打退堂鼓的念

頭。 

(二) 沒有伴（沒有關懷） 

許多大學生進入大學，首先就是想要認識新同學，如果較為主動的同學或許

能夠快速融入群體找到朋友，但是有些較為內向或不擅表達的人，就可能默默一

人，獨來獨往。孟瑛如（2013）指出學習障礙依診斷方法的本質及使用定義的不

同，據估計經診斷為學障的約有 2%到 10%，在美國約有 5%的公立學校學生被

認定有學習障礙，而這些問題大部分源自家庭。在學習障礙裡面，與人互動困難，

即缺乏人際關係互動，正是目前 E 世代學生的一大問題，因為電子化產品的普

及，人手一機，幾乎人人都成了低頭族，因此一旦進了大學殿堂，如果還是緊盯

著小銀幕，無法融入群體，終究會淪為所謂的「邊緣人」，亦即與人互動冷漠，

不受歡迎的一群！ 

美國一家多年以來收集關於學生滿意度調查研究顧問公司（YouthSight），調

查一萬多名大學生的反饋，根據調查數據結果顯示：美國大學對於新生的歡迎

度，以及新生對大學的滿意度與他們後來的休退學率有直接關係（Pascarella & 

Terenzin，1980）。 因此當這一類型的學生進入大學，如果沒有導師、學長姐、

或者同學的主動關懷，他們通常會獨自一人上課、下課、獨來獨往，如果遇到問

題沒人詢問，幫忙解決問題，遇到困難沒人關懷得不到溫暖的情況下，這時也可

能會興起休退學的念頭。 

三、高休退學率的因應之道 

首先就「不好玩」來討論，部分學生認為大學就是來玩樂的，青春不留白，

事實上這就是對人生沒有目標的一群！要去導正這種思維，就必須靠導師、學長

姐來引導，當然引導者必須具備莫大的愛心與耐心，並且要有相關的配套方式才

行。另外對於沒有伴、沒有關懷而萌生休退學念頭的學生，同樣需要的是師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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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在教育界服務 30 幾年龍山國中校長鄭秀琴指出（2009）：如果每個家庭的

家長與學校老師，都有盡到責任，對孩子苦口婆心叮嚀，給他們正確的學習方向，

今日的學子是不會這樣的 （王一芝和高宜凡， 2009）。 

以下為解決休退學的因應方案： 

(一) 溫情網脈 

  為因應學生因為不好玩及沒有伴、沒有溫暖，而興起休退學的念頭，學校應

該要組織由下列三道力量形成的溫情網脈。讓學生感受到溫暖與關懷，不至於輕

易休退學。 

1. 導師（甘道夫） 

導師是站在第一線直接面對學生，也是影響學生最大的力量，就像電影《魔

戒》裡面的甘道夫一樣，帶領眾人經歷艱難的險界，引導學生前進，同時也是學

生尊重與信任的力量。當一個新鮮人進入學校，帶著期待又緊張的心情，通常導

師的態度與熱忱能帶給他們安定的作用，一個用心又投入的導師，一定能在第一

次與同學見面時，讓新生感受到親切與信任，一個優秀的導師應該要從下面幾個

方向去著手： 

(1) 導師時間（班會） 

要善用導師時間，規劃與學生互動的主題，而不只是宣達學校交辦事項即解

散下課。至於規劃的主題內容最好能包含鼓勵學生，提升學生自我責任心，以正

向積極的態度去面對人生、面對挑戰，燃起學生自發性的意識，對自己、對家人

和對班上負責任，並再三反覆地強化他們。利用班會時間亦可講述社會上、歷史

上成功人士的例子，甚至是導師自己的成功經歷，都能收到一定的成效。唯有學

生了解自己要的是什麼、該做什麼，如此才能事半功倍地帶領學生走向成功之路。 

(2) 課餘時間 

每週一次的導師時間事實上不夠導師去經營班級的，因此可利用課餘時間，

帶動班級活動。例如選擇一項班球（如：排球或籃球），可以多人同時上場，將

班上分成幾組打比賽，下課就到球場打球，使其成為常態活動，如此不但學生能

養成運動風氣，鍛鍊體魄，並且能提高班級的活動力與凝聚力，在運動和競賽過

程中，學生也可以從中體會運動帶來的快樂（阮妮、王金國，2016），幾場比賽

下來同學之間的情誼，很快即能加溫，如果導師也下去參賽，熱鬧的氣氛更是不

在話下，對班級經營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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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懷學生課業 

課業問題也是學生休退學的一個因素，因此導師要掌握學生的成績好壞，如

果有程度較弱的同學，一定要加以關懷。比如請班上同學擔任小老師，或者麻煩

任課教授給予適度指導，通常在第一次期中考就可以看出成績好壞，有些學生可

能有幾科不及格，這時一定要去了解原因，給予適時的幫助。 

(4) 特殊學生輔導 

這個層面是比較棘手，但也是攸關整個班級風氣的關鍵，因為大學普及化的

緣故，有許多行為偏差的學生也都進入大學殿堂，如果班上有比較特殊、愛鬧或

行為乖張的學生，導師一定要掌握，並加以輔導，不能讓這些學生影響整個班級！

輔導的最高原則還是出自於愛與關懷，不斷的溝通、了解、陪伴、請吃飯、打場

球賽……都可以派上用場，讓這些特殊學生感受導師的關心。 

2. 系學會 

系學會是學生自治組織代表，主要功能是在各該系學生活動的規劃、統籌與

管理，在凝聚與活絡系的功能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1) 學長姐制 

許多大學在學長姐制的領域，有十分完善的傳統與辦法，學長姐的親切帶領

與照顧，對新生的影響深遠，善於照顧人的學長姊除了一開始迎新活動的關懷，

就連之後在課業上或生活上也會聯繫與幫助學弟妹。如此新生在課業或者其他事

情發生困難，也能夠有人支援、幫忙度過難關，因此系學會應該要健全學長姐制，

讓新生多一道關懷的力量。 

(2) 系學會活動 

A、 迎新活動 

系活動最重要的是迎新，許多新生最期待的就是學校的迎新活動，新生會帶

著期待又新鮮的心情來接受學長姊的安排與歡迎。因此一場美好的、成功的迎新

活動，可能會讓新生一輩子難忘，所以在系學會在安排時，就得要費心的籌劃，

最好能結合一至四年級家族成員共同來參與，可設計遊戲或比賽方式，結合系特

色，比如說應外系可舉辦英文話劇比賽，由四人分別扮演個中角色如：三隻小豬

與大野狼，或者白雪公主與老巫婆……。另外如：比手畫腳遊戲、團康活動，趣

味競賽等等，帶動整個家族活絡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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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校代表隊 

系上可組成球類代表隊，如籃球隊、桌球隊、網球隊、羽球隊……。球隊每

週有集訓時間，除了系上活動外，還可以與其他系聯誼或參加學校比賽，如此能

讓新生感受到學校活力及提升生活樂趣。筆者曾經有位原住民學生成績不佳，五

專讀了九年，讓他沒選擇休退學的動力來自於他是網球校隊的一員，他熱愛網球

每天必定到球場報到，讓他撐到最後終於拿到畢業證書。除了球隊之外，各科系

如能針對科系本身特色，組成相關的團隊，如中臺科技大學組成觀音山健檢隊為

民眾服務深受好評，建國科大組成紙飛機隊參加兩岸四地比賽獲得金牌，遠東科

大則在國內外各項發明大賽中屢獲佳績……，這些活動都能激發學生潛能熱心參

與，從中獲得樂趣並對學校有高度認同感。 

3. 死黨 

人是群居的動物，不能離群索居，但是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與磁場，所謂「趣

味相投」，因此班上性格相近的學生會自然吸引，不出一週就會自動歸位，靠攏

在一起。但是有一種學生在與人互動是有障礙的，如之前所提及的人際關係溝通

不良，因此這群學生必須要有適度的推動或者是拉引的力量，這部分則需要導師

來掌握。導師可以在開學時宣布，在第二週起將要與同學午餐約會，學生們必須

至少兩人一組或兩人以上同行，跟老師一起用餐閒話家常。於是新生們就會想辦

法主動去認識其他同學，閉塞的學生就必須想辦法走出自我封閉的籓離，去和新

同學們結交朋友，即所謂的「死黨」。有了友誼的聯繫，在生活與課業上相互照

應，如此也會形成一道留住學生的力量，老師順便將同行的同學名字記錄起來，

以便必要時進行關懷與聯繫。 

四、結語 

有句諺語說道「戲法人人會變，只是巧妙各有不同」，導師的工作是百年樹

人的行業，需要的是真正投入，以教育學生為志業，不斷地因應不同學生的資質

及時代的變遷，而能有一套完善的方式去教育不同類別的學生。即所謂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 

事實上一個班級會出狀況的學生不超過五人，導師只要能確實掌握這五名學

生，隨時保持聯繫並不厭其煩的給予關懷，相信休退學的人數會大幅降低。 

各大學校院針對休退學人數的提高，應該會有不同的因應措施，「不好玩」跟

「沒有伴」這看似平凡的兩句話，或許正是學生休退學的真正原因。如何讓學生不

排斥到學校上課，甚至是喜歡到學校上課，相信是目前大學校院需要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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