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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與創新──少子女化趨勢下
的科／系所辦學取向

▌文／周燦德．正修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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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是人類的希望工程，尤其是高等教育的

發展更關係著國家的人力素質與競爭力。

近20年來，臺灣的高等教育已呈現日漸嚴重的變

化，大專校院校數自2005年的162校減至2022年

的136校；相對的大一入學學生人數也從2015年

最高峰的約27萬人，減至2022年的約20萬人，

且推估至2028年更將減至約15萬人。可見少子女

化現象正衝擊著臺灣大專校院的生存與發展。而

因生源不足，學生入學門檻降低，亦影響大專學

生的素質水準及社會和產業的用人需求，而成為

當前臺灣高等教育的重大課題。

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說「教育

是經驗的不斷重組與改造」、「教育即生長」。

其所謂的「重組與改造」或「生長」，即是指「變

革與創新」。為符應此一理念，在高等教育架

構中，直接承擔第一線教育重責的科／系所，

必須面對科技的不斷進步和社會的持續變遷而

採取「變革與創新」的因應措施，在人才培育

目標、法規制度、課程規劃、教學模式、空間

設備等方面，進行與時俱進的前瞻規劃。而不

論是教育部辦理或學校自行辦理的「評鑑」，

即在扮演著把關角色，用以檢視受評單位針對

教與學各項措施的規劃內容及執行情形是否符

應時代趨勢。以台灣評鑑協會為各校辦理科／系

所自我評鑑所規劃的「大專校院教學品保服務計

畫」為例，其本週期（111-115學年）所設計的

評鑑項目，針對高等教育生源減少之趨勢，將構

面三訂為「辦學績效與精進策略」；構面四訂為

「自我改善與永續經營」，其目的即在促使受評

單位藉由「精進策略」及「永續經營」之規劃，

因應可能面臨的停招或與他系合併之危機。而

「精進策略」及「永續經營」之規劃也就是「變

革與創新」的內涵。

以下擬從四個面向，針對「變革與創新」的作

法提出個人意見，以供參考。

一、重新審視人才培育目標

科／系所人才培育目標猶如科／系所發展的導

航系統，與制度運作、課程規劃與設計、師資特

質需求、教研設施的配置等具有密切關連。因

此，隨著科技創新對專業發展趨勢和學生就業職

能改變的影響，科／系所須與時俱進重新審視原

有的人才培育目標是否符合時代需求。例如近20

多年來的AI發展已深深影響並左右了產業結構的

改變與人才職能的需求，若科／系所的人才培育

目標未能適時重新定位與調整，學生所學知能將

會產生學用落差的情形，其影響不僅是「教育性

失業」的社會問題，更是產業發展所需人力素質

供需失衡的肇因，實不容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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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專業發展趨勢和學生就業職能需求，
調整課程結構或模組

從教學場域而言，學生所學知能乃源自課

程之內容，更確切地說，課程才是決

定人才素質的關鍵。惟依《大學法》

第1條第2項之規定：「大學應受學術

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

享有自治權」；而其施行細則第24條

第1項規定：「大學得依其發展特

色規劃課程，經教務相關之校

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應定期

檢討或修正」；另依《教師法》

第16條之規定：「教師之教學

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

規章享有專業自主」。

依上述法規之規定，大學享有「課程規劃

自主權」和「教師教學專業自主權」。因此，

針對影響教學品質至深且鉅的「課程與教學」，

科／系所自應與時俱進地承擔「變革與創新」之

責，例如因應AI時代產業智能化所改變的職場職

能需求，科／系所即應依據其專業特質受影響之

情形，重新檢視並建構課程結構或模組；而因應

我國中小企業用人特性，科／系所須依畢業生可

能就業職場之「跨域能力」需求，開設「產學鏈

結跨域課程」，俾有助於其求職就業。另如配合

政府推動的永續環境之SDGs和ESG政策，科／系

所亦須迎合此一思潮，回應並培育具有此素養之

世界公民。此外，元宇宙、量子電腦是未來科技

的重要發展方向，科／系所在課程與教學上亦須

有所因應與調整。 

三、 依專業發展趨勢和學生就業職能需求，
調整教師授課內容及教學方式

我們經常聽到：「你怎麼可以拿明朝的劍斬清

朝的官？」，此為嘲諷「不合時宜」之意。在今

天知識爆炸、科技快速發展和社會急遽變遷的時

代，專業知識的信度、效度亦可能跟不上時代變

化。知識的快速和多元傳播方式，更可能讓教師

的教學專業倍受挑戰。因此，為確保教學品質和

成效，科／系所應輔導並協助教師精進其與授

課內容及教學方式相關的「專業知能」和「教

學知能」。前者如鼓勵教師終身學習、更新教

學內容、落實技職教育法「專業教師每6年至業

界深耕6個月」之條款規定，以確保其「實務

教學知能」不會與產業脫節；後者如分析教師

「教學評量」各面向表現，並針對其表現欠佳

部分提供「對症下藥」的輔導措施，包括要求

修習「教學的策略與技巧」、「班級經營與管

理」等課程、提供典範教師輔導、成立微型教學

（microteaching）或教師創新教學專業成長社群

等。

此外，確保授課教師專長與課程的專業關聯

性、提升教師輔導學生之知能、增進師生倫理關

係等，亦能有助於提升教學品保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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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運用評鑑機制，落實PDCA品質
保證

教育分析學者皮特思（Richard 

S. Peters）認為「教育的成果

和過程都很重要，應該要同

時兼顧」。科／系所有必要

藉由評鑑的受評報告撰寫過

程檢視「教育成果」，及運

用外部委員提供的評鑑意見

進行包括「教育過程」的自我

改善。

近20餘年來，各週期的校務評鑑或科

／系所評鑑之評鑑項目及指標，均以配合高等教

育的發展並參採1960年代末期開始盛行的品質

管控方法「PDCA（Plan－ Do－ Check－ Act）

循環」為設計原則。例如本週期的「大專校院教

學品保服務計畫」，其評鑑構面即是採用PDCA

之循環機制而規劃。P為「構面一、目標與發

展」；D為「構面二、教學與學習」；C為「構面三、

辦學績效與精進策略」；A為「構面四、自我改

善與永續經營」。且各構面之核心指標，亦兼顧

了教育的「過程」（process）面和產出成果（out 

come）面的設計。如構面一的核心指標「1-1.教

育目標的訂定／修訂過程與達成教育目標的主

要作法」，其檢核重點在了解科／系所教育目標

如何研訂、其考量因素或依據為何、研訂的程序

和作法為何、要達成教育目標的主要策略和方式

為何等要素；此一指標，即兼重研訂目標的背

景原因、研訂的策略和方式、研訂的「過程」、

產出的「成果」（目標內容）以及未來執行後如

何評估達成此「目標」的策略作法等。而如構面

二的核心指標「2-1.提升教師教學與輔導知能之

措施」，其檢核重點包括師資的質與量、科／系

所如何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和提升教學輔導品質、

科／系所如何提升學生的核心專業知能

和基本素養；此一指標偏屬「過

程」面。而構面三的核心指

標「3-1.學生學習之成效表

現與精進策略」，其檢核

重點即屬於「成果」面，

科／系所須提出學生學

習成效符合其人才培育目

標，且成效值之評定方式

亦須具信度、效度。而構面

四的核心指標「4-1.自我改善

機制之建立及其運作情形」，其檢

核重點包括：自我改善機制及其辦法、經常性

及定期性自我改善措施及改善的具體內容和「成

果」，尤其是針對自我評鑑改善建議的執行「過

程」。

除上述品質管控的「PDCA」循環機制外，科

／系所亦宜善用教學研究（IR）工具，針對「精

進策略」及「永續經營」作研究探討，據以規劃

具體可行的作法、訂定績效評量的質量化指標

（KPI）、建立執行情形的追蹤管考機制，以確

保成效之產出。

結語

杜威也說：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地

球的環境、科技的發展、人類生活相關的萬事萬

物都在改變。改變的結果可能是「進步」，但也

可能是「退步」。誠所謂「一切唯心造，萬法由

心生」，唯「有心」或「無心」而定。科／系所

是否「有心」因應當前的高等教育環境的改變，

而積極進行「變革與創新」，讓自己「今天比昨

天更好，明天比今天更好」，攸關科／系所是否

能在少子化趨勢下永續經營，值得科／系所自我

審慎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