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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櫥窗

「從
教育1.0到4.0，是從大量製造移動到個

人化的過程。每個人都可創造不一樣

的學習社群，打破『學習一定要在學校』的定

律。清華今年推出實驗教育方案，讓學習從固定

菜色的套餐進化到自主搭配菜單。2018有7位學

生通過自由選擇課程組合，就是最好的自主學習

案例。」（賀陳弘，2018，劉光瑩採訪）

清大招生多元化理念與拾穗計畫

清大招生多元化的推手陳榮順老師表示：「多

元入學」的定義並非入學管道的多元，而是學生

組成的多元化，包括：地域、社經地位、族群、

宗教、文化和教育背景等。大學學生來源多元化

可避免學生同質性過高，擴大學生視野，達到共

善，有利大學追求卓越，在互相包容與尊重的學

習環境中，激發學生多面向解決問題能力。清大

2007提出繁星計畫迄今，全國約15%以此管道入

學，促進城鄉平衡；2012提出旭日招生計畫，帶

動全國及頂尖大學招收經濟弱勢生風氣及招生方

式，搭配旭日獎學金的入學方式則只有少數大學

跟進。2015年特殊選才（拾穗計畫），首先在簡

章標示招收自學、接受實驗教育的學生，尤其是

具特殊才能、特殊優良行為或逆境向上且具強烈

學習熱誠的學生。

清大創新學制與拾穗生的需求—從跨領

域學習到自主學習

而清大在學習體制上的創新，既有成果是在跨

領域人才培育的面向。單科到跨領域人才培育的

進程，從「I型人才」，到專精一個領域、並且

也博通其他領域概念的「T型人才」，到同時熟

悉兩項專業又能融會貫通的「π型高級複合人

才」，再到「多專長人才」。以上各種模式，清

大有院學士班、跨領域學習方案、客製化學習方

案等多元搭配建置，現階段清華有超過五分之一

畢業生是雙專長。

上述清大首辦之「拾穗計畫」，具特殊專長學

生不必考學測，通過面試即可入學，為配合這批

偏才學生，106學年度開辦多元彈性的客製化學

習，因仍需受限於科系及學分學程對既有課程模

組架構之堅持程度，有部分學生感覺不足。因

此，清大戴念華教務長在107學年首度開辦實驗

教育方案，打破學習框架，除了修習校訂28-30

個必修學分外，學生可自由選擇和組合校內課

程，開放學生選擇既有或沒有的課程，還有學習

審議和輔導小組協助學生規劃修改，以確保學生

達到學習均衡。

實驗教育方案的定位，除了延續清大跨領域創

新的傳統，第一屆7位實驗教育學生跨數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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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邁向自主學習這個新的里程碑：學生透過畢

業專題的定錨，自發規劃大學學習地圖，打破現

有科系和學分學程既有模組框架。

國內外學習生態的演化脈絡

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和環境挑戰，和網路原住

民的學習需求，國內外無不積極尋思未來高教的

新思維與實踐方向，從Stanford 2025（強調學習

的意義感、有任務的學習、解決真實世界的問

題），到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及深

耕計畫各校提出的百花齊放，都算是清大實驗教

育方案能夠成行的大環境背景。

清大實驗教育方案的設計

一、宗旨：此計畫、將以具備獨立思考精神、

自主學習特質、跨域創新動機的學生為對象，提

供適性、自主、跨域之學習機會，發展「清華3.0」

之「前瞻研究」、「創新創業」、「社會創新」、

「國際化」四類面向領導人才。同時希望這個學

習創新的努力，能進一步促發清華的多元願景：

開展新的跨領域研究版圖、深化產學合作、策動

資源與社會溝通、落實國際合作等。

二、修讀對象：本方案實施對象以各學院大學

部1%新生及特殊選才管道入學新生為原則。

三、課程規劃：修業內容可包括一般課堂課程、

非典型課堂課程（自主專題實作等）、校外實習

與國際學習三大區塊。鼓勵學生採跨領域、跨場

域、跨區域（跨校修課、各機構實習、國際交換

等）之多元學習模式。除校訂必修學分外，其餘

之教育部訂定最低畢業學分數由學習審議小組審

定；完成畢業專題，畢業專題學分數由學習審議

小組審定之，須自行籌辦校內外公開之畢業成果

發表展（會），並需有專業領域人士（教師、業

師等）蒞場講評。

四、學習輔導：因應其學習需求組成學習輔導

小組，成員至多5位：⑴主責教師1位，須為實驗教

育學生學習領域之校內專任教師。⑵與學習領域

密切相關之校內外教師（含業師）2至4位。

五、學習審議：由教務長兼清華學院副院長為

主席，召集各學院代表組成，清華學院學士班主

任為執行秘書。審議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

則，負責審核人選、學生修業規劃、學分採計原

則、學習成果評估及學位授予等相關事宜。

六、學位授予：清華學院理學士（BS）或文

學士（BA）。畢業學分共128個，校訂必修為

28-30學分，其餘100學分半數以上偏理工生醫類

領域為理學士、半數以上偏人社法商教育藝術類

領域為文學士。

表一 清大實驗教育方案設計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學

生

修習大一課

程、準備實

驗教育方案

申請資料。

˙校訂必修28-30學分

˙一般課堂課程

˙�非典型課堂課程（自主實作

／研究專題）

˙校外實習與國際學習

完 成6-9學 分

之 畢 業 專 題

並進行展示。

制

度

原則上入學

後第二學期

提出申請。

˙學習輔導小組

˙學習審議小組

鼓勵學生跨領域、跨場域、
跨區域學習。

學位授予

（B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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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方案學生的畢業專題

實驗教育方案第一屆為7位拾穗21級的同學，

目前他們的畢業專題分別為：實驗教育、人工智

慧／物聯網／機電整合、魔術方塊工作室、華德

福教育、機器人與STEAM、第N大道教育創新，

和金融科技。第二屆共9位申請者，其中7位來自

拾穗20至22級，2位來自一般學院，畢業專題包

括：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社會責任媒合平台、他國

活躍老化實施狀況考察、時尚產業科技應用、老

人全腦提升計畫等。

它山之石

國外類似理念的學校案例包括：康乃爾大學的

藝術與科學學院，有College Scholar的方案，鼓

勵對某個問題、議題和跨領域特定面向有熱情

的學生，如果大一表現傑出，得以提出申請，

目前已有多屆的畢業生，畢業專題相當多元，

例如統計與社會（Statistics 

and Society）、食物選擇政

治 學（The Politics of Food 

Choice）、和認知科學對法

律的啟示（The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on the 

Legal Field） 等。 史 丹 佛

的工學院也有專業獨立設

計（ Individual ly Designed 

Major）的方案，鼓勵和其

他學院領域的連結，例如

永續發展工程（Engineering 

for Sustainability）、 生 醫 資 訊（Biomedical 

Informatics）、和工程學的藝術與建築（Art & 

Architecture in Engineering）等。

創新與挑戰

1.國外案例的修讀對象仍或有榮譽學生（honor 

students）的思維，視第一年的學業成績為重要

篩選指標﹔但清大實驗教育方案更重視學生的學

習特質，不拿同一把尺衡量所有學生。

2.國外案例大多仍在特定學院或學系既有課程組

合下發展，清大實驗教育方案則更具備開放性。

3.清大學習輔導與學習審議相互平衡，而且感

謝獲得校內外傑出老師／業師熱忱支持參與。

4.非典型專題課程之適性化與多元性值得肯

定，但內容設計仍待發展，及與既有課務系統相

容性尚待努力。

5.學生的學籍仍透過分流掛在不同院系，優點

是退場時有因應之道，但部分學生表達若學籍在

清華學院，事務推展會較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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