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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高等教育近十年的發展，面對最大衝擊的可以說是以培養國小師資

為主的師範學院。師資培育法通過施行，加上少子化的衝擊，使得師資供需狀

況失衡，過去以師資培育為唯一辦學宗旨的師範學院在轉型教育大學後，必須

從事結構性與實質性的改造。本文以文獻分析的方式，提出師範學院轉型的經

營與管理策略必須以新的思考典範重新定位大學的願景與目標，在課程與教學

上，必須要能適應大學發展的變革，教師要有更多專業的承諾與投入，同時積

極輔導學生面對職涯發展與出路的挑戰。同時，並以新竹教育大學轉型發展為

例，檢視竹教大如何應用策略，解決轉型後所面對的機會與困難，掌握原來體

質在轉型中的弱勢與優勢，解決轉型可能帶來的矛盾與衝突，進而建立優勢特

色，成為教學卓越大學，以具體經驗提供，師範院校轉型參考，並為下一波的

轉型做最好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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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College to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NH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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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College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last decad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legislatur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s of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 sharp 

decline of birth rate, transformation is the first and most necessary ste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at menas, administration must be transformed too. 

The new arts of mangement is crucial for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begins 

with the adoption of a new paradigm of thinking, then with a reflection on the 

mission and vision of education, continued with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to 

the need of society and students, and, then with the commitment of the faculty 

members. We take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HCUE) as a 

case for our study. The experience of NHCUE in transforming itself is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That included how it attempt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how it tackled disadvantages, and solved conflict 

as well as alleviated resistance to achieve a smooth transformation to become a 

good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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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十年來，由於全球大學學生人數的激增，國家在高等教育經費預算的

挹注，大學課程的改變，研究成果在國際排比的受到重視，以及大學生畢業工

作市場的需求，帶給高等教育很大的衝擊，也為大學帶來結構性改變的需求

（Bertilsson, 1992）。高等教育在台灣，也面臨同樣的處境，快速的擴張，使

大學不論在規模功能、經費來源、以及組織架構上呈現多元的風貌（戴曉霞，

2000）。近年來，獨立學院與技術學院紛紛轉型為大學，1990年全國公私立

大學校院只有46所，2000年增至127所，目前已經增至149所；大學部學生從

1990年的23萬餘人，增至2000年的56萬餘人，目前已經達101萬人以上；研究

生更是從1990年的1萬7仟9百餘位，快速成長至超過了21萬（教育部統計處，

2009）。這種趨勢在世界各國都一樣，大學已經從菁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

面對高等教育發展的現況，大學教育的品質已面臨考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後，國際市場競爭壓力加大，也影響國

內大學學生人數有限、競爭者眾的招生問題，因此國內高等教育應加強素質的

提升，培育研發創新的人才，並以新的思考模式，採納新的管理機制，提升高

等教育質量兼具的共同願景，形成新的教育文化，發揮高等教育的時代功能，

才能裨益整體社會的進步與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呂木琳，2004）。面對高等教

育結構與環境的急遽變化，本文以高等教育中的師範院校的發展角度，從文獻

分析中探討師範院校在因應時代變化所面對的轉型的處境，必須思考的經營與

管理的方向，並期藉由新竹教育大學轉型並為卓越教學之例子，提供高等教育

轉型發展的參考依據。

貳、師範學院的轉型

台灣高等教育近十年的發展，面對最大的衝擊可以說是以培育國小師資為

主的師範學院，1994年師資培育法通過施行，再加上少子化的衝擊，從1997

年以來，獲得教師證之準教師就業率一路下滑，在職率從1997年的80.8%降

到2008年的41.4%，儲備教師更從1997年的8人攀升到2008年的5,541人（教育

部，2008）。所有師範學院在面臨內外雙重的壓力之下，嘉義師範學院率先於

2000年與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合併為嘉義大學，台東師範學院、台南師範學院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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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2003、2004年改制為大學，其餘六所師範學院亦於2005年改制為教育大

學，其中花蓮教育大學更於2008年與東華大學合併。 

師範學院百年來隨著時代與社會的發展有著很大的變化，從師範學校逐漸

改制成師專、師院，到現今的教育大學或一般大學，自1987年師範專科學校全

面升格為師範學院後的十年內，師範學院同時混合了不同體制來源的成員，但

是由於單一的師培目標仍保有傳統的師範組織文化。改制學院以後，雖然學生

來源不同，而且大量加入高學歷以及擁有國外教育學博士學位的教師，同時有

不同的系所出現，校園風氣與文化逐漸開放，但是由於還保有大量的公費生，

而且師培的目標還是不變，所以即使體制與校園文化有所改變，但都還是以師

培為唯一目標，所以並沒有產生太大的衝擊。直到近十年來，師資培育不再是

師範學院的專利，加上少子化影響師資市場的緊縮，改制成一般大學或教育大

學的師範學院才開始面臨真正的轉型挑戰。

師範學院雖然在學制上屬於高等教育，但是由於肩負國小師資的培育任

務，在改制成教育大學前，行政體制上一直是隸屬中教司，師範學院乃是國家

為執行義務教育政策所設置的教育機構，顧及區域的平衡，在全國各地都有設

校，也因此學校規模都不大。以教育部傳統依據學校建築面積、學生人數與教

師員額編列經費的原則，預算規模都很小。師範學院在改制教育大學一年後，

改隸高教司，雖然教育部高等教育資源經費分配編列公式透明，但是實際核定

經費的比例，教育大學比一般國立大學低，也不及國立的科技大學。轉型前，

學校經費不充裕，但是任務繁雜，除了一般的師資培育、在職教師進修教育，

還要配合政策開設各種師培相關專班或課程，以致於師範學院教師超授鐘點幾

乎是常態，然而儘管授課負擔沈重，學校目標與教師教學都是師資培育，目標

純一。

轉型之後，師培數量急速減半，對於傳統以師培為目標的師範學院，不論

在課程與師資上都造成很大的衝擊，學生一向對師範學院的憧憬，也在國中小

教師員額急遽緊縮下逐漸破滅。教師教學目標必須考量學生日後多元的就業可

能性，對於課程、師資以及學生都造成很大的衝擊。內外環境的艱鉅，使師範

學院轉型的經營與管理，面臨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師範學院如何解決轉型

後所面對的機會與困難，掌握原來體質在轉型中的弱勢與優勢，徹底解決轉型

可能帶來的矛盾與衝突，達成轉型的嶄新目標，必須要在學校目標、課程、師

資與學生的經營與管理面向中，重新檢視幾個重要的關鍵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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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師範學院轉型的經營與管理策略

組織的轉型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包含具體的假設以及預期的行為、過程

與結果的產出，而不是隨機發生（Eckel, Hill, & Green, 1998）。大學要成功

轉型，需要有有利的外在環境與內在條件，即使在外在的壓力之下，還要能自

由的創新發展同時掌握未來；轉型發展的領導者必須能夠提出有效的方法，以

促進新思考的發展，同時留心整個轉變的過程，在改變的歷程中依據機構中成

員的意見，調適行動（Eckel, Hill, Green, & Mallon, 2001），終至在大學基礎

的教學、研究、與服務的使命上顯出大學轉型的成效。

Gayle, Tewarie, 與White（2003）提出之有效的機構轉型策略包括：要正

面宣示轉型計畫所預期的成果，同時爭取機構所有相關人員的支持；維持校園

社群開放的溝通管道；與其他機構合作共同分享經驗；有策略的利用計畫釐清

或再定義機構的使命與目標；鼓勵所有校園社群的成員，共同參與轉型發展計

畫；創造讚美而不是指責的文化，適時的表揚所有參與以及有貢獻的人；使用

課程審查（包含外部諮商）以及主動評鑑以創造一個樂於接受改變的氛圍；鼓

勵教職員參與相關的國際以及區域性的專業會議。

機構轉型除了依照策略步驟實施外，還牽涉到機構文化的轉變，瞭解管理

中組織文化的影響力，對成功的機構轉型非常重要，畢竟文化定義了組織內成

員的行為，同時也是形塑機構成員內在的關念與價值的重要關鍵（Gayle et al., 

2003）。師範學院的轉型包含極深的機構文化改變的需求。機構文化的轉變是

一個無法有立即成效的緩慢歷程，所以必須從以下層面循序漸進的切入，才能

達到轉型再造的目標：    

一、以新的思考典範重新定位大學的願景與目標

考量機構轉型的重要性以及有效性，必須要聚焦在使命上（Gayle et al., 

2003）。師範學院改制大學後，首先面臨的衝擊就是大學在學術上的要求。

九十年代以來，各國大學都有重研究輕教學的走向，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與市場

化的今天，高度引起各界的批評和討論。

大學的教學使命與研究使命的適度平衡，一直是高等教育發展中爭議已久

的問題。大學教學重要性的價值觀，不僅符合世界各國逐漸接受學術標準及成

果的多樣性及多元原則的走向（楊思偉，2000）。林紀慧與曾憲政（2007：

35）的調查研究中發現，無論何種類型的大學，師生都認為：「教師專業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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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材」以及「教師態度與教學」，此等與教學相關的特質，才是「好的大學

教師」最重要的特質。顯見在大學相關群族中，教學被認定為最重要的共同價

值，這樣的理念逐漸被彰顯出來。研究型大學在師資結構、資源規模、以及招

生方面與其他類型學校有所不同（陳伯璋、宋玫玫，2005），師範學院的轉

型，必須要跳脫研究型大學的迷思，自己做好定位才能實現教育大學的理想。

二、變更課程與相關制度以適應大學發展的變革

師範學院轉型後，系所結構有極大的轉變，但是教育學院的系所數量，

到目前約占整體教育大學的四成，教育學院的教師佔全校教師1/3強。二十年

來，師範學院課程從全部師培，轉變為師培與非師培雙軌進行，到今天師培只

是全校課程中的一個學程，學生畢業學分要求也從148降到128學分，與一般

大學相近。師範學院的轉型，在課程上應配合系所轉型為師培系與非師培系的

發展，以傳統教學強項為基礎，堅持大學教學之優勢並致力發揚，才能在眾多

大學中發展出特色；在課程架構的調整上，師培系所課程，應該強調教育理念

的優勢與價值，非師培系所課程要符合學術專業標準與社會需求，建立不同的

目標，才能符應大學多元發展的理想。

（一）師培系所課程強調教育理念的優勢與價值

師範學院轉型，對師培課程的最大衝擊，就是各科教材教法的師資與研究

人才有逐漸凋零的趨勢。長此以往，對國家的師資培育，會有嚴重的影響；教

育大學應該對傳統師培各科教學與教學法的知識保存與發揚，有迫切的危機感

及使命感，以各教育學程的教學為關注的重點，強化未來教師學科教學知識、

學科知識、課程知識與教學法知識，並透過教學實習，養成具有卓越教學能力

之教師，使卓越師培成為教育大學之特色。

對於師培系所中逐漸增加的不以國小師資為目標的學生，系所課程的規劃

需比照一般大學相關系所，就課程目標而言，在朝專門領域學術應用與研究發

展的同時，要保留原有師資培育教學與課程的強項特色，積極致力於培養具教

育理念之相關領域人才，培育兼具教育與領域專業能力之人才，使學生在學習

目標與生涯發展方面有更多元的選擇。在與其他專門領域相比較之下，因具有

教育的理念而更有競爭力。

（二）非師培系所課程符合學術專業標準與社會需求

師範院校轉型發展學門，係指近年來新設或改大後由原學系轉型改設之學

系，因與師培傳統差異較大，一向投資不足，在課程發展規劃後，必須積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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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設備，增聘師資，提供與其他國立大學類似學系相同水準之課程與教學。師

範學院轉型的課程規劃更需注重並建立與其他大學之合作與分工，一方面獲取

經驗，另一方面區隔市場。學校需要協助轉型發展系所，優先爭取校外資源，

加速其發展，同時鼓勵教師專業進修或發展第二學術專長。

經營管理是領導者針對機構成員參與的所有重要議題所進行的決策的過

程。對大學而言，沒有任何一個議題的決策比教學與學習更為重要(Gayle, et 

al., 2003)。而課程是教學的核心，也是教學與學習成效的關鍵，所以課程設計

的資訊必須要充分的揭露，以利課程的審議。因此無論是師培或非師培課程，

都必須要建立嚴謹的課程審核評鑑機制，敦聘校外委員提供外部的諮詢與審

議，以確保轉型後之課程與教學符合學術專業標準與社會需求。

三、尋求教師專業的承諾與配合

系所轉型面臨的第一件事是課程的改變，其次便是教師專業的配合。課程

的改變牽涉到的比較是理想面，而師資的配合就牽涉到現實面，原本的師培教

師，在師培生減半，師培課程大量緊縮的現實下，授課鐘點就成為一個必須解

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兩個層面：（一）新的課程必須要有人授課；（二）

問題就是原有的教師可能出現授課不足。

新的課程必須要有人授課，最快捷的解決方法就是新聘所需要的專長教

師，另外一個就是發展原有教師的第二專長。然而新聘教師受限於總量管制的

政策以及國家財政的分配，如果轉型發展以擴增員額為策略，勢必會陷入資源

的互相排擠的困境，使得原有的規模無法支撐，轉型的專長與原有的架構都不

能健全發展。第二個方法即發展原有教師的第二專長，相對於新聘教師，教師

專業的發展是一個較長久且艱辛的歷程，需要教師的承諾與投入，唯有循序漸

進的師資更新，同時配合教師專業之發展，激發學術工作投入的內在動機與承

諾，才能兼顧理想與現實，達到組織、課程、師資的平衡，給學生最佳化的學

習環境。

四、積極輔導學生面對職涯發展與出路的挑戰

過去師範學院有公費制度，學生完全就業，以至於學校在學生一般就業

輔導方面較缺乏經驗，轉型後學生職涯的發展不僅是學生最關切而且焦慮的議

題，對學校而言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傳統上，文理學院教授都比較不認為

就業準備是大學教育裡特別重要的目標，所以往往不會在課程裡考量職業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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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是絕大部分的大學生卻以找到好工作是上大學最主要的理由。由於學生

可以選校，大學的市場化機制迫使學校必須要能提供學生想要的實務訓練，才

能與人競爭（張善楠譯，2008）。

職業終究會影響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以及服務自身和

人群的機會，所以文理科的教授不能持續對學生職業的追求反應冷淡，師範學

院的轉型更不能漠視學生對職業取向的學習需求，除了要培育學生具備文理教

育所重視的各種心志能力和特質外，也要精進實用技術的教學，讓學生具有職

場的競爭力。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如何運用知識做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以促進產業創

新與競爭力，是各國政府教育推動的要務之一，大學做為國家社會的知識創造

地，「產學合作」方式成為整體經濟與社會創新研發的最主要方法（吳清基，

2009）。受到市場化與全球化的影響，各大學在追求效率上更為投入，如增加

產學界人力的參與，加強產學合作，甚至增設或調整系所以因應市場導向，但

這又和大學追求大學自治的理想是有所衝突的，所以如何保留大學理念不受市

場化負面的影響，考驗大學治理機制能否更健全地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調節（陳

伯璋、宋玫玫，2005）。

師範學院的轉型，在產學合作的經營上，除了要面對教導更專精、實用

技術的壓力，還要更努力培育學生，使他們具備傳統人文教育所追求的博雅特

質。藉由資源的提供，協助系所建立產學合作研發團隊，透過產業需求導向課

程與相關資源之整合與分享，創新專業知識價值並深化學生就業競爭力，營造

與產業發展趨勢緊密接軌之優質教學與實習環境。鼓勵系所與產業交流，擴增

共創研究與合作之機會，才能達成專業技術與博雅教育的目標。

肆、新竹教育大學之轉型發展

組織再造成功的關鍵在於組織再造者能否使機構的所有人願意投入環境的

創新。高等教育政策推動的最大困難，就是讓機構所有成員認同對學術工作的

定義，重新思考並接受什麼是學術核心工作的內涵（包括參與活動、相關策略

計畫與書面作業的投入、大學目標與願景的論述等），這在在都需要一些內在

的改變，也因此會產生教師原本的文化與行政管理紀律上的矛盾與衝突，在興

奮的期望著創新的同時，潛藏著多種形式抗拒的壓力（McWilliam, Hea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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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eman, 2008）。

大學的使命與任務與其他組織不同，大學中所有成員對於自己在組織中

所扮演的治理角色是有相當期待的，領導者必須要能體認到這樣的大學文化特

色，在重要的議題上諮詢成員的意見，以文化上的改變來支持結構性的改變，

才能達到真正的成功（Ruben, 2004）。新竹教育大學幅員狹小、資源侷限，

面對轉型發展，經營管理上首先擬定下列原則，作為行動指導的依據：

（1）積極倡導：利用各種會議、媒體及活動場合，由校長或主要行

政人員向全校師生員工說明轉型理念，以及教學改進已獲致之成果，爭取全校

同仁的認同與支持。

（2）重視溝通：有關教學或學生事務之構想，皆經行政主管座談或

教學主管座談充分溝通後，始提相關會議通過。

（3）擴大投資：動用校務基金，更新儀器設備及增加約聘人力，支

援教師教學並改善校園環境，興建教學研究大樓，解決教學空間不足的問題。

（4）鼓勵創新：鼓勵教師利用新科技創新教學，成立專責單位，提

供教師數位化教學平台與技術的服務與支持。

（5）爭取資源：為了挹注校務基金的不足，積極投入爭取教育部競

爭型專案計畫的經費補助，且藉由計畫撰寫，凝聚校務發展方向之共識，形成

極具效率與默契的工作團隊。

至於轉型發展經營管理具體的執行策略與內涵如下：

一、確定教育大學之定位以及大學願景與目標

新竹教育大學長期以來肩負國家師資培育之重的使命，雖然從師範學校、

師專、師院到教育大學，經歷多次改制，但是仍然以師培為最主要的教育目

標，改大後由於時代環境的變遷，教育政策的開放，面對創校以來最大規模的

轉型變革，在2005年轉型發展計畫，正式以「優質的師資培育大學」與「文教

特色的教育大學」為努力的願景（國立新竹教育大學，2005a）。2005年獲得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後，更明確的以「教學型博雅大學」定位，以「知識的

獲得」、「成功的學習」、「長處與美德的培養」、與「美好生活的開展」為

努力的方向，以達到學生博雅弘達的教育目標（國立新竹教育大學，2006）。

新竹教育大學在確定為教學型大學的基調後，有了明確的方向目標，在相

關制度上也配合新增或修訂，以適應大學發展的變革，沒有因為轉型而讓校務

發展停滯，不但連續四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獎勵，在轉型的同時，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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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兼顧傳統師培的優良基礎，於最近兩年連續獲得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勵的

肯定，發展更精緻的師培課程，以培育卓越之師資。

新竹教育大學轉型後的卓越表現，最大的關鍵就是在這一波的轉型過程中

清楚的將自己定位為「小而美、小而精緻之博雅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2005b），務實的檢視傳統的特質與現狀，考量師範學院本來就只有與國小/幼

稚園師培相關的學系，如果以擴充做為轉型的主要發展目標，有限的資源勢必

嚴重遭到稀釋，使得新興與原來系所都無法健全發展，而師範學院的傳統最大

特質即是強調全人教育，奠基於原來教育專業基礎之上，新竹教育大學積極發

展強調「博雅」的通識與全人教育，延聘校外5位通識教育專家，與校內4位教

授組成通識教育委員會，訂定了通識教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

「人與藝術」三個主軸，審議通識課程之規劃與開設，徹底改造了通識課程，

於2005年獲通識教育評鑑特優，成為轉型發展的最大利基，並以此建立優勢發

展特色，亦即傳統師培系所之多元化發展，以及新興轉型系所之專業化發展，

為轉型與永續發展儲備最佳動能。

二、以統整課程與考評制度進行課程改革

在課程與相關制度之調整以適應大學發展的變革上，對傳統師範學院是一

個很艱鉅的挑戰，師範學院的開課總學分數以往比一般大學多了將近40％，以

至於教師無法投諸更多心力與時間在教學準備與研究上，新竹教育大學轉型的

課程改革，遂以統整課程與考評制度進行課程改革的切入點。

首先進行的就是課程全面的檢討與統整，大幅增加3學分的課，把總學分

數減少30％，因此得以減少教師授課鐘點數，降低教師的負擔，有效的提升教

師教學的效能。在課程的品質上，實施校外考評制度，自95學年度起邀請校外

專家學者擔任系級或校級的課程委員會委員，同時將大學部必修課程的課程綱

要，請校外同領域學者專家審查。每一科目寄送2位審查者，除審查科目之課

程綱要外，亦附上全系的課程架構（含科目之名稱、學分數、必選修與開課時

段，以及全系畢業學分數等），以利審查者對全系課程有整體性的瞭解，俾能

提供科目課程更宏觀、具體的專業意見，給予授課教師，做為課程規劃與教學

實施時之參考（蘇錦麗、詹惠雪、謝杏佳，2010）。

除了有效降低教師授課時數，提升教師教學品質，通過各級課程發展委

員會設置要點，納入校外專家學者為委員，提供諮詢之外，新竹教育大學還訂

定專業學科基本能力指標，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及系所務會議等機制，持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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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同時通過增能學程實施辦法，開設多種跨領域增能學程，藉由制度支撐運

作的架構，奠定課程永續發展的基礎。

三、鼓勵教師以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學研究促進專業發展

高等教育機構除了看重學術知識的培育之外，要維持競爭的優勢，專業社

群的提倡便是一個重要的策略，可以用來鼓勵社會互動和增強機構的知識分享

與合作（Ngulube & Mngadi, 2009）。美國許多傑出大學都明確地強調相互尊

重、協同、合作和學術社群的原則（Ruben, 2004）。這樣的概念在高等教育

機構上的應用，凸顯大學經營中「人」的動能之重要性，以社群的概念進行，

讓專業的教育者一起進行有目的性的合作，可以創造與維持一個具學習特質的

校園文化（Hipp, Huffman, & Pankake, 2008）。

因此，在尋求教師專業的承諾與配合方面，新竹教育大學積極鼓勵教師以

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學研究促進專業發展。除了以「教師專業社群實施要點」，

鼓勵教師成立專業社群進行合作與對話。其他具體的推動策略還包括，舉辦教

師日（週）進行教師教學檔案觀摩、專業與情感之交流、教學傑出教師表揚，

並由資深教師介紹新進教師與教師專業發展專題演講。開設「老師說故事——

我和我的學生們」專欄，鼓勵教師分享學習經驗，經由故事敘說進行教學反

思。訂定教師教學改進及提升學生學習計畫申請要點，鼓勵教師進行教學行

動研究，期望教師在行動研究歷程中，確認並分析解決課程以及學生的學習問

題，不但增強教師對教學的瞭解，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得到專業成就的滿足。

除了以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激發教師投入學校各項教學活動的內在動機

之外，新竹教育大學更以教育研究專長，進行嚴謹的實證研究，持續的瞭解教

與學相關問題。在瞭解教師教學知能進修的需求方面，作者於2007年一月間進

行一項研究，調查新竹地區2所研究型大學、2所教學型大學、2所技職院校的

師生，在收集教師問卷419份中發現，在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現況及需求中，教

師認為最重要的三項需求為「全球高等教育教學發展及趨勢」、教學資源與科

技在教學上之整合運用、以及教學實務經驗交流（林紀慧、曾憲政，2007）。

學校相關單位遂依據調查研究結果排列優先次序，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的各種課

程與資源。

除了大規模的調查之外，新竹教育大學亦調查全校教師進行教學知能上

的需求與困難，結果發現教師在學生方面感受到的問題包括：學生缺乏學習熱

忱、學習動機不高，學生對於能否找到工作感到害怕，且覺得大環境造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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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無力感（王文秀，2007）。學校依據調查結果，系統的規劃解決問題的方

法，除了藉由校內媒體平台提供相關資訊，積極與學生談論出路的預備使學生

有效規劃學習，以減少教師教學因為學生對前途不確定性所導致的學習動機與

態度的問題，激勵學生求知學習的意願，減少教師面臨學生動機或素質因素所

衍生之教學困擾。校長及相關處室主管利用各系週會的時間到各系進行「許自

己一個豐碩的大學四年」專題演講，主要跟學生介紹學校可以使用的資源，以

及大學生必須要具備的能力（曾憲政、林紀慧，2007）。

全校學生中計有838人填寫回饋問卷（一年級320人；二年級256人；三年

級213人；其他：49人），基本上，學生對演講活動有非常正面而且熱烈的反

應，對於「演講內容符合自己的期待」，22%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52%

的學生表示「同意」；「演講對我很有幫助」，17%表示「非常同意」，52%

表示「同意」；「聽完演講後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未來」，21%表示「非常同

意」，53%表示「同意」。

質性意見中更見到學生的積極反應如：「這次的演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開

始認真自我思考，規劃未來」、「聽完這次的演講之後，開始考慮為了拓展自

己的視野，規劃出國留學，更積極尋找能夠充實自己的方式與管道」等（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教與學中心，2007）。

在解決教師本身的問題方面，除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鼓勵教師專業

自省，並實施教學評量，對評量結果欠佳的教師，給予協助，安排夥伴教師，

進行協同教學。針對教學需要改進之教師，則徵詢其意願，由教與學中心安

排專人進行訪問，記錄其心路歷程，提供經驗分享，教師A分享其由「教學不

佳」到「教學優良」之路，表示「收到教學意見回饋，心情很差，萌生辭職念

頭」；並針對意見調查表，一條一條去調整教學方式，如「改善情緒管理」、

「提早規劃教材準備」、「改變單向灌輸方式」、「改變與學生對話方法，

多鼓勵，少苛責」，終至受到學生肯定。教師B則因為與教學優良教師合作開

課，教學得到極大的改善，獲得學生「課程內容極為豐富，不會使我感到枯燥

乏味」、「教師教學讓我在各方面都有十足的收穫與成長，不僅看見自己的個

人議題，也反省自己」的正面回饋（王文秀，2007）。

新竹教育大學不但以實證研究的方式解決問題，更積極鼓勵教師對自身的

教學過程作反思，進行與教學主題相關的實證研究，期望教師從課堂的角度，

探討學生如何學習以及如何導引學生學習，而後不但將研究所得的技巧和觀念

運用在課堂上，更將體驗過的教學理論與知識化為大學教學的學術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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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學與研究在教師生涯發展中的排擠效應得到調和，藉由內在價值的提升，

讓教師更願意投入教學，進而達成教學型大學有效教學與研究的目標。

四、全方位關照學生基本能力以及就業能力

在積極輔導學生面對職涯發展與出路的挑戰方面，新竹教育大學在轉型後

所凝聚的共同意象，就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與學習，將「以學生為中心的教

學」做為校園裡的行動主軸，輔導學生職涯發展的具體作為，基本上分為兩個

層次，首先是透過制度的建立，推動促進學生學習的各種方案，全方位關照學

生基本能力，接續則推動產業融入學習，經由課程教學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在基本能力的養成上，積極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英文能力與資訊能力。

中文能力方面，採用「閱讀-創作-發表」策略，培養學生閱讀能力與中文應用

素養，開設文藝講座及實施經典閱讀，邀請文創作家開設夜間及假日之文藝課

程，提供學生創作學習機會，更藉由竹大風聲刊物的開創及客雅文學獎的實

施，為校內注入創作風氣；英文能力方面，則進行精緻課程與分級教學制度，

針對教材、英文經典閱讀及評量建立一致標準，同時訂定英文能力畢業門檻，

建置多元的英語自學資源，營造有效英語學習氣氛；在資訊能力方面，從課

程、制度與環境面逐步提升學生資訊素養，除每週開設一個主題的資訊工作坊

外，也辦理主題資訊能力認證，並針對大學生資訊素養進行基本指標之研究，

以及基本能力的認證（張純純，2009），而依據本校學生參與資訊活動的程度

顯示，大部份的學生也意識到，資訊科技不僅能提升工作學習的效能，也是終

身學習的重要工具，在進入職場之前的學習階段，更體認到因應未來職場及生

活需要，提升資訊能力之必要性（嚴媚玲、鄭淵全，2009）。

在學生的就業能力方面，有鑑於前哈佛校長Bok所指出的，人文科系教授

對學生職業需求冷淡，乃因為擔心學生太過在意職業的追求，忽視大學教育的

其他目的（引自張善楠譯，2008）。因此，在思考產學合作的議題時，新竹教

育大學有一個對於高等教育的深切反思，確認透過課程進行「就業能力」的培

養，此與課程之其他能力的培養不相違背。

因為通識素養、基本能力以及專業的知識都是屬於「就業能力」的必要能

力。理念價值確定之後，再進一步思考「就業能力」的目標怎樣在新竹教育大

學被實踐出來。新竹教育大學在面臨各界對大學與產業接軌的期望，權衡本身

的條件，跳脫了國科會與教育部以研究與發展為主的產學合作模式，體認到產

學合作必須要有一些轉化，因而擬定了竹教大產業融入學習（work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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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WIL）的概念與推動策略（林紀慧，2009）。

新竹教育大學產業融入學習主要的目標在於連結教育與職場，提供學生在

學期間能有機會獲得真實的業界及專業經驗，俾以銜接畢業後的就業及發展。

新竹教育大學的「產業融入學習」，有正式的學分與評量，「產業融入學習」

可以是實習、產學研究、業界講座等以職場為導向的活動組合。

WIL的課程教學模式有四種：

第一種「課程內融入模式」（intra-curricular），是將產業相關學習內涵

融入某一個學術領域課程的學習目標、學習活動、與評鑑，通常由授課教師主

導並進行教學。

第二種是「課程間融入模式」（inter-curricular），將產業實習經驗融入

為學術課程的一部份，即在學期課程中，安排產業相關之單元或專題，由授

課教師或業界講師提供協助教學，學生在課程中接受產業相關單元或專題的教

學。

第三種是「課程外融入模式」（extra-curricular），將產業經驗外加為課

程外的一部份，相關課程教師鼓勵學生參加，通常由授課教師提供資訊與連

結，產業提供實習機會，學生被要求或志願參與，教師鼓勵學生參加並給予參

加之學生適度的獎賞。

第四種是「獨立課程模式」（stand-alone），產業實習是獨立的一門選修

課程，由業界提供學習場域及進行教學與指導，授課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授

（林紀慧，2009）。

產業融入學習的推動，期望提供資源，協助系所提升產學合作績效，建立

產學合作研發團隊，並透過產業需求導向之課程與相關資源之整合與分享，創

新專業知識價值並深化學生就業競爭能力，營造與產業發展趨勢緊密接軌之優

質教學與實習環境，鼓勵系所與產業交流，擴增共創研究與合作機會。

除了提升學生基本能力，引導學生進行實務實習，廣拓學生實務領域之

外，新竹教育大學為促進學習型校園文化的成型，設置多處開放式學習角落，

並推動同儕學習社群與班級團體學習。此外，並建置學習預警平台，強化各單

位間橫向聯絡方式，適時解決學生學習相關的各種問題，同時鼓勵學生赴國外

短期進修，擴大學生國際視野與培養學生國際觀。然而，國際化是新竹教育大

學轉型推動，相較於其他的目標，最難推動也是最不具成效的，在在需要更多

資源的投入以及師生更大的視野與眼光，也是新竹教育大學追求卓越需要更積

極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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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師範學院長期以來肩負國家師資培育之重大使命，對於台灣現代發展人才

的培育有很大的貢獻，歷年來雖曾經歷過多次改制，但是仍然以師培為最主要

教育目標，近十年來，面對時代環境的變遷，經歷創校以來最大規模的轉型變

革。面對這一波轉型的挑戰，師範學院如果能掌握以新的思考典範重新定位大

學的願景與目標，同時在課程與教學上，適應大學發展的變革，獲得教師專業

的承諾與積極的投入，積極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輔導學生面對職涯發展與出

路的挑戰等原則，就能成功轉型。新竹教育大學就是以這樣的原則，在轉型的

契機中穩定發展，並提供分享卓越教學與卓越師培的經驗。師範學院唯有以傳

統師資培育機構之穩固根基，以學生為主體，透過環境涵化、教學專精、教師

增能、課程改革及資源擴充等策略，兼顧傳統師培系之多元發展，以及轉型學

門之專業發展資源整合、產業接軌、增進學門專業、拓展國際視野，強化學生

之競爭力，檢視原有的教育優勢與教學強項的傳統特質，凝聚重要發展方向，

才能在有限的資源下，戮力於轉型發展，並以此建立優勢發展特色，為下一波

的轉型做最好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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