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編序 

基於終身學習的推動，近十年來臺灣的研究所數量急速增加。然高齡少子化的人口變遷與

經濟景氣之變化，使許多研究所面臨招生不足現象。於是招生策略各出奇招，課程設計市場化，

學生表現之要求客製化。儘管大學評鑑在研究所部份強調學術文章發表量、研究計畫參與量、

理論實務結合情形等，從成果之量上也許數字不錯，但實際品質為何，值得討論。是以，本期

特別以「研究所教育之量與質」為主題，期待關心研究所教育之學者專家，自不同角度省視臺

灣研究所教育之量與質，進而分析問題之所在；並提出可行策略，以利提升臺灣研究所教育之

品質。 

由於各學者專家的關心與用心，本期主題評論共計 18 篇文章，精闢分析且提出建設性之

方針。分別從研究所教育理念與實務，探討當前研究所教育的問題，包括研究所目標定位不清、

大量招生影響學生素質、課程與學生實務取向需求有落差、生師比偏高教師負擔重等。至於提

升研究所教育品質之具體策略，則包括分享帶領學生閱讀與討論，提升研究風氣之策略；調整

課程設計，以符應不同學習者需求取向；或者建構教師學習社群，促使教師透過反思與轉化，

提升教師教學知能等。各篇論述都是相當發人深省。 

此外，本期還有 14 篇自由評論，分別評論大學評鑑、十二年國教中之特殊教育、教師進

修、技職教育之教學、中小學校推廣教育等問題，期待有關單位及早規畫，或調整相關措施。

此外，也有分享國外幼兒教育經驗、個人教學實務經驗等，都相當具有啟發性，值得閱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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