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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實致用是技職教育的核心理念，也是技職教育與普通教

育最大的差異，不論是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技專校院，均希望

透過專業與實習課程與活動，讓學生在擁有專業領域知能之外，

更能夠動手實作，成為各領域具有實際操作能力的專業基礎或中

階人才。故在強化實作能力之際，如何掌握及正確評估學生的實

作能力，就成為關鍵的議題。

      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針對技職實作能力評量的現況進行

分析和檢討，探討目前實作能力在技職教育體系中的評量方式、

問題與原因，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途徑。此評論主題

的論述焦點常在於技術型高級中學及技專校院，但也歡迎普通教

育及其他教育階段有關實作能力評量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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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於民國106年5月10日宣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將於108 學年度，依照不同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逐年實施」。為使此108 課程
實施順利，必須掌握此次課程革新的精神與內涵。「素養導向之
課程與教學」可說是108 課程革新的核心。
      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要如何在學校現場落實？會遭遇哪
些問題？有必要集思廣益，提出相應策略。包括：如何將「素養
」轉化為課程與教學目標？如何設計「素養導向」課程？如何實
施「素養導向」課程？如何評量「素養導向」學習過程與成果？
如何發展學校本位的素養導向課程？如何編、審、選、用相關教
材？如何活化教學裨益素養課程？如何促進教師對108 課綱的理
解、轉化與實踐？對108 課程實施應提供哪些支援或配套？如何
讓課程的各類利害關係人了解新課程理念而提供支持？…這些都
是本期可撰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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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加強國際化、開拓生源等因素，臺灣多數大學校院在過去幾年均

很努力招收國際學生。以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統計資訊

網的資料來看，107學年度在臺灣的國際學生（不包括陸生、港澳生）有

70,450人，其中，包括了正式修讀學位的國際生、短期交換生及在華語中

心修習華語的國際生。相對於102學年度的35,648人，近五年，人數增加

了近一倍。

    國際生來臺就學是值得肯定的，各校也都會把國際學生的人數做為推

動國際化的指標之一。然而，國際生來臺就學，不能只重視前端的招生，

國際生就學後的課程、實習、生活、輔導等也都值得重視。然而，根據媒

體報導，近來接連有大學爆出境外生淪為「學工」、「廉價外勞」的爭議

事件。為此，監察院於今（108）年七月針對教育部未確實掌握及督導大

學招收境外生的情形，以致於造成招生脫序、亂象百出導致嚴重傷害台灣

高教與國際形象而予以糾正。

    「國際生來臺就學」是近年來高等教育的一大主軸，相關的政策、課

程、實習、生活、輔導、成果及衍生的議題，與其他國家招收國際生的經

驗與做法，都是本期評論的重點。

本期主題 師培生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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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素質是近年來世界教育改革重視的議題，因為教師素質決
定教育的品質。全球化的趨勢促成了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成長的
重大變化。近年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的調整對於師資生的生涯與學
習產生重大變革，勢必影響未來教師的素質，進而影響教育現場
的教育品質。教師所應具備的觀念態度與基本素養，教師的核心
價值與核心能力，是一種內隱的指標，不易由外在觀察。12年國
教的推動在考驗著教師課程規劃、統整、設計的能力，教師對於
學生1至12年級應備知知識與技能應熟知，方能給予不同階段的學
生適性教學；對高風險的學生亦能提早預防加以掌握；對於學習
不利的學生能予以補救教學；方能達成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
性揚才的理想。可以說12年國教素養導向的理念對於教育各層面
有全面的影響，尤其是教師的教學。而今日的師資生即是明日的
教師，師資生應具備哪些核心素養?敬邀教育先進撰文暢述。

本期主題 中小學課綱研修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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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其修訂自始係依照研修審

議分立的制度進行研修審議，研修部分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成立課

程研究發展會負責，審議部分由教育部成立課程審議會負責。惟

2014年教育部發布及實施普通高中社會領域微調課綱，被指為黑

箱作業，社會上出現強烈的反黑箱課綱運動，其中高中生參與帶

動倍受矚目。立法院於2016年4月29日通過決議撤回社會微調領綱

，並要求 教育部暫緩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簡稱領綱）的研

修審議。同年5月17日三讀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及《國民教育

法》有關課綱及審議程序的條文內容，中小學課綱審議制度產生

大幅度的改變。本刊第9卷第1期，以「中小學課綱研修審議」為

主題，歡迎各界提出相關評論，評析研修審議新制的理念特點及

實際運作，剖析實施遭遇的問題，檢視其利弊得失，提出改進之

建議。本期也歡迎國際課綱研修審議制度和運作的評論文章。

本期主題 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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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國內外的高等教育愈來愈重視大專校院的師生在進行專業

領域的研究之外，應該主動積極地走入在地的產業或社區，透過知識的

傳遞、資源的整合與共享，促進在地區域的發展、人才的培育，以善盡

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然而，欲

達到學校與在地區域（社會）共生共榮的效果，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之

間的連結是個值得關切的議題。此議題涵蓋諸多層面，包括如何培養大

專校院師生的社會責任意識，以實踐社會責任？大學如何因應在地產業

的特色及需求，培育適合的人才，提升就業，促進地方的創新發展？如

何有效地整合學校、產業及社區的資源，進行跨領域或跨機構的合作，

以提升實踐社會責任的成效？反過來，實踐社會責任對於學校教育的影

響又是什麼？過程中，學校與在地區域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再者，如

何永續經營此二者之間的關係？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針對大學社會責

任的實踐狀況進行探討與分析，瞭解執行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難或影響

成效的因素，進而提出相對應的策略，作為未來改善方向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