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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大學林立，學生錄取率逐年攀升，

上大學不再是夢想，而成為人人可追求之目

標，此一發展雖然符合人人有受教機會的理

想，但是社會大眾卻對大學教育品質諸多批

評。顯然，近年高等教育的發展，雖然滿足

學生學習的需求，但是普及的高等教育，並

未能完全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教育品質應

是各級教育追求的目標，雖然入學分數高

低，確實反映學生學習結果，但是如何積極

提升教育品質以及國民素質，才是大家更應

該關注的目標。

由於國際競爭加劇，國內出生人口逐年

降低，我國高等教育面臨內外壓力，公私立

大學莫不競相提升辦學的績效，以期在未來

的競爭不致被淘汰。教育部也早已注意到大

學競爭力提升的重要，因此提出卓越計畫，

期以五年五百億的經費，保證大學的競爭

力。各大學也洋洋灑灑研擬各種提升教師與

學生素質的計畫，各校均強調改善教學環

境，提升教師研究與教學的品質，以提高學

生學習成效為其目標，然而課程之改革與教

師教學改進，絕非短時間內可見成效。因

此，如何整體持續的發展高等教育，提高學

生品質，培養社會有用的人才，實為高等教

育的長期努力目標，茲提出幾點淺見：

㆒、培育㊝質㆟才是高等教育

主要目標

我國教育體系所培養的人才，多以具備

專門知識與能力之專業技術人才為主，他們

擁有優異之專業知識與能力，但是創意、合

作、統整、溝通與國際化能力明顯不足；而

未來的社會必須面對變動快速的世界與跨國

的工作團隊，一位具有良好整合溝通能力的

領導者，可以利用資訊科技的技術，以創新

概念經營產業或研發產品，帶動科技產業的

發展。因此，如何培養全球化優質人才，迎

接國際競爭的挑戰，是未來高等教育的重要

任務。

㆓、提升研究、教㈻與服務的

功能

高等教育是引領社會進步的清流，在觀

念啟迪、知識研發與技術創新上，需不斷研

究創新，以領導社會進步與發展。在教學方

面，也要因應未來社會及科技發展，充實教

學內涵，改進教學方法，以培育兼具獨立思

考判斷、終身學習能力與國際觀的專業人

員。基於回饋社會的理念，在服務功能上，

可協助社區發展，與社區共存共榮，進一步

可進行產學合作，將研究成果推廣，甚至與

產業界密切結合，促進產業升級，扮演推進

社會進步與企業發展的重要推手。

㆔、建立靈活彈性的教育體制，

發展㈻生多元能力

高等教育是國家人才培育的重心，學生

人格涵養與能力發展，主要在本階段完成，一

旦離開有系統的學習環境，便可在短時間內

覓得合適的工作，立即適應職場生活。換言

之，學校學習的知識與能力，也要與社會同

步，學習的專業與就業市場的需求必須契合。

顯然，基於國際化的趨勢，產業變動與調整

極為迅速，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更應及早準備，

以回應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之需求，為應產業

環境變動，建立具有靈活彈性教育體制，培

教育品質是高等教育競爭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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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多元能力的學生，有助其適應未來多變的

就業市場。

㆕、改革課程教㈻，改善教㈻

品質

高等教育強調學術自主，然而自主蘊含

責任，在教學自主的前提下，確保學生學習

品質則是責任。所以，教師應隨時吸收新

知，不斷改進教學，發展學生能力，涵詠

專業倫理，培養專業精神。學生素質固然不

一，然在其學習過程，應善盡學習與生活輔

導之責，將其視為人才來培育，運用各種資

源，協助學生成長，提高其專業能力，培養

成為符合社會需求之專業人才。

㈤、建立公正客觀評鑑制度

高等教育的品質，雖可藉由師資課程及

教學設施等因素來提升，然而確保教育品質

的機制，不應單純仰賴內部流程與自我評

估，而必須加入外在評鑑，以社會大眾認可

之公正客觀方式，評估學校教育與學生品

質，以昭大信，因而建立公平客觀評鑑制

度，是提升高教品質的不二法門。目前我國

高教評鑑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負責，已朝評鑑專業化與提升高教品質的

方向發展，未來宜培訓評鑑人員，致力追求

公正客觀有效的評鑑歷程與結果，以有效的

提升高教品質。

總之，高等教育品質是國家競爭力所

繫，在教育部經費與政策引導下，各大學莫

不致力於提升教育品質，我們期待在各界共

同努力之下，我國高等教育的品質，能逐步

向上提升，不僅彰顯教育的績效，更基於培

育人才之目標，為國家永續發展，奠定良好

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