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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有用之才
張慶勳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一、前言

我國自古即非常重視為國舉才，其

目的在使受舉之人能為國家做事，造福

人群。因此莫不透過各種管道與機制選

擇優秀之人才。例如，有知識才德者自

成一學說者，如孔子以師徒之制傳授弟

子知能；有以書院方式聚集學子讀書寫

字學習做人處事之道。其後逐漸由民間

辦學、或以政府設立學校，以達傳道授

業之責。同時，我國自隋朝至清末所實

施之科舉選才治國制度，影響政治社會

文化深遠。而除了以考試取才外，有地

方察舉賢良方正而能直言極諫者亦為選

才的標準之一。可以說如何培育人才與

選才，以及使人才為國家社會所用，自

古即已受到重視。

時至今日，培育人才仍為家庭、社

會、及政府所關切的重點。例如，前教

育部長蔣偉寧曾在部務會報時，認為台

灣面臨人才流失的危機，指示各教育部

官員要動起來，以「人才培育」做為教

育部施政重點（鄭語謙，2012.08.17，聯
合報，AA4版）。新任教育部部長吳思
華表示，現在高教與國教都面臨挑戰，

各界需要更大耐心來解決問題。台灣社

會正在面臨轉型。他認為人才培育是最

重要的一點（2014.07.29記者會）。事實
上，如教育部（2013a）的「人才培育白
皮書」，旨在強調如何轉型與突破，培

育多元優質人才，共創幸福繁榮社會，

而針對「國民基本教育（K-12）」、
「大學教育」、「技職教育」、「國際

交流及全球人才布局」四大主軸提出行

動方案。繼之，教育部（2013b）提出
12項重點政策以落實人才培育白皮書的
規劃，以及未來成效評估。此外，教育

部（2014）所推動的「人文與科技共融
政策之相關人才培育及文創產業加值計

畫」，以及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的
「育才、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等，都

是培育國家社會有用人才之規劃與行動

方案。

二、有用之才的力道

要培育國家社會用的人才，須了解

有用人才需具有那些要件。茲提出個人

的看法供參考。

（一）術業有專攻

任何一位欲服務社會者都要具有

他所要服務的內容與對項的基本知能。

以學校教師為例，教學科目內容知識

（content knowledge）、教育專業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與學科教學知
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是
教師所必備的基本功。也就是，有用之

才須具有特定領域的專業能力與素養，

這是服務社會的基本要求。

（二）帶著走的能力

帶者走的能力包含特定領域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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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與素養，具有彈性與適應力，隨

時接受挑戰，能適應環境，也能調適自

己。並能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具有能轉

化運用的國際移動力。

（三）大視野

在全球化與國際化的時代中，一位

有用之才須能具有大視野的宏觀思維，

能以統整性的脈絡思維，統觀全局，並

據以引導出實際的策略性規劃，以及執

行的行動方案與檢核回饋等，而構成一

完整的思維與行動體系。

（四）與時並進的競爭力

競爭力就是即戰力，競爭力具有與

時並進的時間性，它稍縱即逝。除了要

有獨特領域的專業能力與素養外，同時

也要具有跨領域的第二專長或多元的能

力與素養，以及整合團隊，發揮協同合

作的力量。

（五）德能兼備

品格力、道德力，處事態度與修為

是企業單位或是政府單位取才的重要參

考指標之一。雖然專職分工各有所司，

但品格力與道德力較之於專業能力與素

養更為重要。若能德能兼備則所展現的

力道將更為久遠穩固。

（六）以核心理念引導出行動力

做人處事應有中心思想，也就是能

以具有哲斯基礎的脈絡思維體系，引導

出具體的策略規劃與執行方案。如此才

能將知與行合一，理念與實踐結合。

（七）反思與學習同時並進

反思與學習是一不斷循環回饋的

歷程，在我個人的教學、研究與領導的

實務過程中，「知思行得」是一反思與

學習的循環回饋體系。此一體系以「哲

思」為根基，以「人性」為基本假定，

以「策略」為方向，以「藝術」為操作

技術，並以「誠於中」的專業、態度、

修為，將「形而上」的哲思與「形而

下」的操作技術予以融合，構成一反思

與學習的架構。

三、培育有用之才的反思

茲提出幾個反思的觀點供參考：

（一）專業主義的迷思牽動有用人才的詮

釋與界定

誠如前述，不論是民間團體、企

業界與政府單位，都一致強調如何培育

人才的重要性，且皆以各種調查研究或

其他可行的方法，探究諸如人才為何流

失、學校教育如何使學生學習能學用

能合一，企業產業結構的改變與人力投

資，及其與留才、攬才等的相關議題。

雖然如此，上述問題仍然存在著，深究

其因，就是多元社會需求的快速變動，

新興職場一直不斷流變，進而牽動專業

主義的迷思，亦即有用人才的詮釋與界

定也隨著社會變遷一直在改變之中。

（二）以統整性的架構與執行網絡制定人

才培育政策

任何政策的規劃與執行，都是循

著脈絡一直走下去的。誠如我在校務發

展規劃的思維上有以下的看法，在此提

出供參酌，即是：「脈絡統整，策略架

構，單點切入，全面出擊，計畫執行，

精進卓越」。據此，人才培育整測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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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計畫方案，以及整體的配套措施，

即在這樣的架構體系之下予以規劃執

行。

（三）以核心理念引導人才培育的實踐

任何一項政策的提出與規劃執行都

要有其所根據的核心理念，如同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以及人才培育白皮

書，都是循著這樣的軌跡制定出來的。

而對於人才培育政策的制定規劃與執行

亦是如此。而理念引導實踐，態度決定

一切就是引領政策擬定的思維與行動、

理念與實踐之結合，更是前述「形而

上」、「誠於中」與「形而下」概念架

構與操作技術的融合。

（四）學用合一與供需平衡相互結合

學校教育強調如何培育學用合一的

未來人才，但在專業能力與素養的基本

訴求下，學生畢業是否能符應社會產業

結構的變動，以及全球化、科技化所帶

來的人力結構改變，都影響學用合一的

符合性。此外，人力需求的評估與人才

培育數量的管控，涉及人力供需的平衡

性。因此，學用合一與人力供需的平衡

是融合為一的。

據此，教育部在高等教育所推動的

課程分流計畫，強調以實務取向學術取

向分流培育人才；在師資培育部分則強

調精緻師培政策；企業界試圖調整產業

結構，相關學術單位也對適性分流學制

有所研究等。這些都是產官學各界試圖

將學用合一與人力供需的平衡融合為一

的作法。

四、結語

人才之有用不僅是其所具有的專業

的能力與素養，更需具有跨領域，以及

能將知識轉化運用，以及帶著走的國際

移動力。有用之才是有其材質、素質，

或是才氣的，最終目的在於服務社會、

造福人群，各有所司，而不浪費人力。

因此，不論從教育過程、社會產業需

求，以及政策取向，在人力投資、政策

制定與學用合一、供需平衡上，是一完

整的架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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