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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科大轉型與教學師徒制發展的可行方向 
江俊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近年來，臺灣隨著少子化因素導致於許多私立大學首當其衝地面臨退場危

機，尤其是私立科技大學更是最先發酵，也因此造成許多優秀大學院校教師失去

授課權利也影響學生的受教權。筆者認為大學教育不應只是學校董事會與教育部

雙方之協商即進行退場機制，不顧教師與學生之權益。理應以大學之社會責任為

基礎，發揮大學之深度特色教學，培養企業所需、社會有用之專業人才，實為國

家與社會之福。有鑑於此，本文將針對私立科技大學之退場選擇除了轉型為長照

機構之外，探討政府資源妥善分配與學校現有產業經驗豐富師資為基礎，結合近

幾年教育部鼓勵推行之師徒制特色專長教育模式提出建議與看法，以期改善即將

面臨之大批流浪高等學校教師步上街頭之社會問題。 

二、私立科技大學轉型型態與政府資源分配 

私立大學院校在教育部擔憂圖利私校之情形下，對於私校資源補助與介入管

理爾導致私立大學經營無法步向正常化。私立大學雖為私人單位所規劃經營，但

其教學設備、部分老師薪資與升等又歸教育部以獎補助形式所負擔，因此合理的

資源分配與大專教師之整合管理實為教育部因應之道。 

(一) 少子化危機 

觀察臺灣生育率趨勢，59 至 85 年代間臺灣維持高出生數的人口基礎，每年

平均出生嬰兒數約近 40 萬人，103 年至 105 年出生數維持 20 萬人，然 106 年底

出生嬰兒數又降至 20 萬人以下（行政院，2020）。大學校院面對少子女化對招

生的衝擊本無公私立之別，惟目前臺灣一般大學入學新生在選校時，多因經濟因

素而以學雜費相對低廉的國（公）立學校為優先考量乃普遍習性，招生缺口多以

私校首當其衝（張翊辰、林新發，2019）。顯見經歷廣設大學、結婚率降低等因

素進而衍生少子化現象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 私立科大退場與轉型問題 

在臺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氛圍之下，學生於高中、職之升學分類中

既已先將學生族群進行初篩，就讀普通高中較職業學校為優秀之差異化分類，就

讀普通高中之優越感以及期待度相對而言也較高，因此當僧多粥少的情形下，學

生族群板塊移動之人流即由高職流向普通高中。就學生就讀選擇意願而言，因區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6），頁 100-103 

 

自由評論 

 

第 101 頁 

域發展不平衡的因素導致於城鄉差距過大，也影響高中職學生在畢業後之大學院

校選擇，使得就讀都市型大學意願遠比偏遠大學高。也因如此，偏遠地區私立科

技大學之退場時機就較普通大學首當其衝。 

目前私校科大退場模式大多以長期照護為發展方向，但臺灣之高齡退休制度

尚未完整之情形下，大學之轉型後之空間再規劃與既有教學設備運用對應高齡者

需求以及長照發展不明確等因素之下，許多面臨退場之私立大學即紛紛投出轉型

長照機構為退場後之轉型方向，是否將如泡沫般瞬逝，盲目追逐而不知其害。 

(三) 政府教育資源分配 

教育部公布了 2019 年度部門預算，總收支預算約為 4,562 億元，教育部每

年花在私立大學獎助費用上亦高達數千億元，但許多資源在各單位之利益分配之

下均被瓜分殆盡以及擔憂惠利予私校財團等因素之下而未給予應有之資源分

配，除了造成資源分配不均之外亦造成偏鄉地區型大學，因招生率逐年降低而影

響教育部資源分配比。 

(四) 政府與學校的教育責任 

所有大專院校之專任教師均領有教育部審查認可之教師證書，表示該師之課

程教授能力為教育部所認可。既然教育部管控所有大專教師之認可標準理應具備

照護之責。對於私校教師之薪資理應肩負給予保障責任，得讓私校授課教師能專

心進行課程教學，而非因招生不足等因素必須與校方及董事會對抗，形成小蝦米

對大鯨魚的困境。私立科大為滿足開課成本及營運效益透過提高修課學生數，混

編跨系課程為院共同課程等作法，提升每門課程之收入效益，如此一來將大大影

響私立科大學生之學習成果。透過政府承擔發放教師薪資責任比照國立大學院校

將可降低私立科大之營運成本，亦可安定私立科大教師的生計。 

三、師徒制學習 

師徒制學習模式為小班教學的代表，在傳統社會中早已行之有年，但隨著教

育普及以及教育制度改變之後，這樣的制度已漸漸消失。但因有鑒於臺灣的職業

教育流於形式以及技專大學教師一昧注重博士文憑而漠視職場專業實務經驗之

師資，導致於愈形嚴重的學用落差，與產業嚴重脫鉤。 

(一) 何謂師徒制教學 

師徒制在十三、十四世紀時已躍居為歐洲產業發展的重要型態，並在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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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張源泉，2019）。傳統師徒制教學中，由學徒跟隨師傅身

邊學習，透過師父嚴格的示範教學與觀念導引學徒充分瞭解與認知，進而完全承

襲來自於師傅的技術。 

(二) 專業學習與產業需求對應 

私立科大教師大多具有專業實務背景，結合校園之環境與資源，充分鏈結產

業需求，整合學校空間設備、政府資源、師資專業背景、產業需求三項要素。職

業教育應重視個別專才、職業性向與學習轉換暢通的多元管道，以建構終身職業

教育體系等四大方向（張翊辰、林新發，2019）。 

(三) 私立科大與職業訓練所化 

在少子化的影響之下，大學之教育模式亦應從新定位與省思，國立大學與私

立大學兩者之經營定位也應該有所區隔，國立大學應以菁英研究發展為經營目

標，私立科大因臺灣社會認知因素影響之下，並非莘莘學子升學之首選學府。在

臺灣產業目前面臨升級影響之下，私立科技大學應可以職業訓練專精訓練為導

向，在因應少子化的趨勢之下，讓班級人數自然減少實施小班制教學，授課教師

可充分與學生交流與互動，充分教授畢生為所學，如此即可建立有別於純學術教

育為主的國立大學之特色化教育環境。 

四、結語 

私立科技大學現今退場機制已面臨刻不容緩的狀態，針對轉型機制有以下幾

點看法： 

(一) 重視專業實務經驗師資 

目前技專校院新聘之博士級教師具豐富專業知識,卻缺乏產業實務經驗,教學

方向與技職教育本質不同（吳清山、簡惠閔、吳京玲、蘇文宏、洪雯柔、林永豐、

翁福元、鄭勝耀，2014）。針對職業教育師資應有專業務實之產業經驗，而非只

是培養過剩的博士畢業生投入技職教育之中，擴大技職學生學用落差。 

(二) 鏈結產業發展 

重視產業聲音，引進產業專業經營人士與師資於技專校院發展組織之中。猶

如之前已面臨經營危機之興國管理學院，經由中信集團介入經營之後，回歸產業

需求，在經手經營之後已連續 5 年招生率達到百分之百。由此可見，私立技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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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唯有回歸產業對應需求實為祛病良方。 

(三) 整合教育部資源 

為穩定私立科技大學推場師資之生計情形之下，將私立科大教師薪資納入教

育部之師資薪資給付機制之中，減少過渡供給之計畫、設備補助，進而將輔助轉

向定期提升教師專業技能學習以及產業鏈結運用，達到學校永續發展、師資生計

穩定、學生專精學習三贏局面。 

(四) 技職教育與研究型大學分流教育 

因應少子化發展重整技職教育與研究型大學本質差異進行盤點，讓技職教育

回歸產業發展人力需求、師資需求，務實人才培育，縮短學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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