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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年教改的回顧與展望–高等教育類

㆒、前言

我國大學法第一條：「大學以研究學

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

國家發展為宗旨」。因而我們瞭解高等教育

主要工作在於進行學術研究與專業人才之培

育，其發展有助於社會的物質建設與精神建

設，同時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提升國家競

爭力似乎成為各國發展之主軸，然大學競爭

力亦為國家發展之重要指標。有關學校的競

爭力應包含組織運作、師資結構、設施設

備、課程規劃以及學生素質等相關因素；誠

如上述，學生素質的高低實為大學，甚至於

國家整體競爭力之重要關鍵。

早年台灣高等教育採行菁英化政策，大

學如同一道窄門，莘莘學子無不在聯考之

中，奮力一擊就是為了考上大學。自1994年
「四一○教改遊行」訴求「廣設高中大學」、

「暢通升學管道」，讓教育政策急轉直下；

有別以往，大學校院蓬勃發展，設校數急速

增加，讓原本的大學窄門變的寬闊。95年大

學考試錄取率為90.93％，另外加上推薦甄試

等其他入學方式，大學錄取率早已超過100
％，現在考大學可說是：「考不上比考上還

難」。

有鑑於大學錄取率愈來愈高，《天下雜

誌》日前發表「大學教育大調查」（許癸

瑩，2006）指出，八成左右的大學生、家長

和教授認為現今大學生素質有問題；調查中

發現台灣整體「學歷」雖提高，但「學力」

卻沒有相對提升。目前大學總數增至163所，

學生的量增加了，可是質的增長卻是有限；

讓許多大學教授無奈感嘆，現在大學生的素

質不如十年之前。

台灣教育改革是持續漸進的歷程，高等

教育從當年少數人能念大學的菁英教育，轉

型成人人都能念的普及教育，這種教育改革

變化極大。相關研究或調查結果顯示（李采

洪、費國禎，2002；許癸瑩，2006；盧羿

廷、彭森明，2006）大學生平均素質相較於

過去的確是降低。但學生素質降低的成因為

何？廣設高等教育機構對於學生素質是否產

生影響？而現今的大學畢業生是否能符合社

會期待？這都有待本研究作進一步的探討。

㆓、文獻探討

（一）我國高等教育之發展脈絡

過去，高等教育往往是為了配合各方面

的需求而規劃設計的，能夠受高等教育的只

是少數的菁英份子。如果社會上有很多的人

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與需求，政府就應該

有所謂的社會責任，去提供足夠的高等教育

機構進行服務。

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

的估計， 1 9 6 0年代全世界高等教育學生

人數是一千三百萬，到了 1 9 9 1年增加到

六千五百萬，預計到了2020年屆時全球將會

有一億五千萬的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另一

方面，以同年齡就學比例觀之，全球由1969
年的15％提升到1991年的40.2％（UNESCO, 
1995）。根據美國社會學家Trow Martin（
1974）提出一項有關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模

式區分，主張一個國家升入高等教育的適齡

人口組合（relevant age group），其就學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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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未達15％，則是菁英化的高等教育時期，

如達15％到50％之間，則是高等教育的大眾

化（massification）時期，再其次，如果超

過50％，則是踏入普及化（universal）的階

段。再對照上述統計數字不難發現，全球高

等教育的大眾化，甚至是普及化已經是必然

之趨勢。

為何有如此轉變呢？戴曉霞（2000）指

出傳統的精英式大學已無法符合社會多元的

要求；筆者根據楊國賜（1999）的研究，歸

結高等教育的環境變遷主要有四個成因：

1.知識經濟時代下的學習需求

為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強化人力

素質，提升國家競爭力，乃是現在政府責無

旁貸的職責。面對這樣的時代，每一個人都

需有終身學習的概念，透過高等教育期能擷

取新知，充實能力，配合社會脈動，才不至

於被時代所淘汰。

2.資訊爆發時代下的學習革命

繼工業革命之後，人類又再進行另一

步的歷史革命－「資訊傳播革命」。透過電

子通訊以及電腦計算，人類可以將資訊大量

的傳播或是儲存，這不但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環境，同時也產生出一波學習革命（Vos ＆ 
Dryden,1994）。而革命所產生新的學習方

法、觀念、型態、內容與評量種種特性，皆

架構於高等教育機構之中。

3.全球化時代下的學習競爭

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經是時代的

趨勢，透過交通運輸與傳播媒體，將世界的

經濟、貿易、金融、文化超越國界與地域的

限制聯結在一起，全球將區域一體化，這樣

對於高等教育產生直接與間接的衝擊。高等

教育面對國際化的競爭，如何型塑機構優

勢，培育具有多元創新的人才，規劃具有國

際視野與全球意識的課程，方為高等教育機

構所要面臨的新興課題。

4.公共管理時代下的學習挑戰

政府預算赤字大幅增加，同時也對高等

教育產生影響；大學高度依賴政府預算補

助，當預算減少時必須引進新的管理主義，

採用私人企業管理法則賦予執行部門更多自

主與責任。一旦管理不善，直接受傷害的便

是教學品質與學生素質，這對於提升國家競

爭力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

為了因應時代背景的轉變，台灣地區

的大學校院也在時代的洪流之中，迅速挺

進，從原先1950年代的四所大學到今天的

163所，學生人數由原先的五千餘人增加到

一百三十一萬三千餘人（詳如表1），期間

雖然於1973年行政院有鑑於私立學校設置過

於浮濫，品質良莠不齊，進而下令禁止私立

學校之設立，直到1985年又重新開放，使大

專校院如雨後春筍般之申請設立。

表1  我國95㈻年度大專校院設校數與㈻生㆟數統計㈾料表

學校類型 校數 公立 私立 學生人數 公立學生數 私立學生數

大　　學 94 41 53 938,649 349,415 589,234

學　　院 53 11 42 221,323 35,464 185,859

專科學校 16 3 13 153,978 15,150 138,828

總　　計 163 55 108 1,313,950 400,029 913,921

教育部統計處（2006）。95學年度大專院校概況統計。檢索日期：2007.01.31。取自教育部統計處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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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知識經濟的世紀，也

是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大學教育正是推動

國家賡續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源頭活

水。近年來，面對社會的急遽變遷，政治的

開放民主、經濟的迅速成長、產業結構的改

變、以及價值觀念多元化的衝擊，高等教育

開始面臨嚴重的挑戰。

大學教育的傳承功能與主導地位面臨新

的挑戰，不過這些因素都必須回歸到一個最

基本的問題：「學生的素質」。高等教育機

構所培養的學生是否能符合社會需求與國家

發展，並增進人民福祉，適應多元文化，這

些都是一個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化國家所

應進行的思維。

（二）學生素質相關研究之探討

相關研究指出，國內大學生程度大不

如前，這種現象令學界頗為憂心。許癸瑩（

2006）針對目前高等教育的核心問題所做的

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無論是大學生、家長或

教授，一方面憂心在新全球化浪潮下，學生

會喪失競爭力；另一方面又覺得現行大學教

育尚有不足，覺得距離世界很遠。調查中也

反應了大學教育的施教者、受教者與出資

者，普遍認為大學生素質有問題。有高

達80％以上的大學生及家長，同意大學生

素質不好，也有78％的大學教授認為現在大

學生的素質比不過十年前的大學生。教授在

調查中更反應，現在大學生的用功程度、上

課禮儀、方向感，也比十年前的大學生差。

大學生能力降低、素質不如往昔，其實

事出有因；長期以來，國內的教育一直難以

跳脫功利取向，是主要因素。中小學教學由

嚴格而趨於寬鬆；尤其是44年前實施初中改

為國中以來，學習課程增廣，但深度不足。

最為憂心的是，學生學習興趣及認真程度普

遍降低，近年來形成所謂「雙峰現象」，這種

現象與風氣更直接影響高中高職及大學教

育。目前大學生的專業認知普遍不足，人格

不夠成熟，基礎普遍不夠紮實，畢業後就業

也往往不夠敬業。

根據盧羿廷、彭森明（2006）針對全國

大專專任教師進行學生素質的調查研究指出，

國內大學教育是「量」多「質」差，並歸納

出六個研究結果：

1.學生的英語能力與國際觀亟待加強 
教授們普遍認為自己學生的英語閱讀、

聽說能力和國際觀表現差，這也印證台灣

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2003年進行的「大專院

校學生英語能力現況調查統計報告」，高達

32.2%的受測大學生TOEFL成績相當於國三

程度，等於英語初學者程度。

另一方面，國內大學普設研究所，研究

生人數直線上升，願意到國外留學者相對減

少，不利國際學術交流。不過大專校院教師

期待學生要有更多的地球村視野和意識，如

何培育大學生有國際視野，是高等教育值得

重視的問題。

2.批判思考、創造力和邏輯推理能力不佳 
約有四成五的教授認為自己學校學生的

批判思考力不佳，創造力和邏輯推理不足。

尤其以「家政學類」和「觀光服務學類」，

超過五成教授認為自己學生的批判思考力

差，可能與課程偏重實務操作有關，較少批

判思考訓練。

長期的升學主義掛帥，導致學生已經習

慣像海綿一樣不停吸收課堂上和書本裡的知

識，對於利用擴張性思考來表現創意的形式

是陌生的，且少有機會去挖掘。大學課程不

同於國高中，無論是在上課或社團，應該有

更多機會表現自己的創造力。偏重技術實務

的科技大學和技職學院，可能課程安排讓學

生表現創意的空間有限，以致於教師認為自

己學生創造力低者較多。

3.私校生抗壓力、自我了解內省和自我

節制能力較差 
近乎一半的「私立技職學院」、「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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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自我瞭解及內省、公民意識與社會關

懷、人文素養、自我節制、創造力、責任

感、邏輯推理、上課與學習態度、中文寫作

和行動力，有30~45%給予不及格評價，足

見老師們對於校內大學生原本應具備的基礎

能力呈現不滿意狀態。

張雪梅（2006）以學生的觀點探討學生

的能力與素質，研究結果發現學生認為自己

的英文聽說、英文閱讀以及數理邏輯是屬於

能力比較弱的部分。該研究發現學生認為能

力較弱多為英文聽說、英文閱讀、和數理邏

輯；這情況又與張雪梅（1999）調查台灣大

學生認為自己上大學後進步最少的前三項，

依序為英語能力、量化或數學的應用能力與

文字運用（寫作能力），十分相近。可能學

生因為自覺進入大學之後比未進大學之前，

沒有太多進步，或者是學生在這些能力上因

為自覺弱，因而覺得自己進步不夠，所以在

這三項能力上顯示出一致的結果。 
由以上的研究不難發現，大學生的普遍

素質與能力，出現較多的負面評價。主要原

因是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甚至是「普及

化」後，讓原本因聯考制度被拒絕於大學窄

門之外的學生，人人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

育，人人都有大學念，這樣子的教育環境讓

大學生的素質參差不齊，導致社會大眾對於

「念大學」這件事已有不值得驕傲之感，對

於大學生的評價自然呈現下滑的現象。

如何改變現況呢？筆者認為應從教師的

教學方法與學校的品質管制著手。鄭崇趁（

2006）表示大學有三個核心重點：「計畫」、

「管理」、「評鑑」；評鑑要納入教師教學

的績效責任，大學各科系應該有教學績效監

督之責，這樣才有助於整體校務發展。除了

教師的教學績效責任，學校應該運用企業經

營的一些理念，如本位管理、績效責任、全面

品質管理、ISO認證等，帶進大學，大學就

會提供一定的教學、研究品質，這樣就不用

專科學校」和「私立大學」教授認為自己學

校學生抗壓力差，學生承受壓力能力較低。

「私立技職學院教授」認為校內學生的自我

節制不夠。大學生的心理發展正值追求自我

認同時期，容易被同儕或社會流行趨勢影

響，一旦沉迷網路或打工追求金錢，就容易

忘我，不知節制，有三成以上教師認為自己

校內學生不知自我節制。

4.公民意識與社會關懷、人文素養和責

任感不夠 
有超過一半的「法律學類教師」認為自

己學生公民意識與社會關懷、人文素養和責

任感表現差，「人文學類教師」也不認同自

己學生有足夠的公民意識與社會關懷，這樣

的結果令人憂心。專業學習固然重要，但若

對己身權利義務不瞭解、對公眾事務漠不關

心，只會造成人人自掃門前雪的疏離社會。

其實責任感的有無與學歷或專業無關，而是

為人處世的一種態度。私立學校的教師可能

對自己學生的學習態度較為失望，衍生出責

任感不足之觀感。

5.上課學習態度、中文寫作和行動力略

偏不足 
上課學習態度與中文寫作能力方面，以

教師給自己學生屬於負向評價大約四成左

右；即使有優秀的創意或計畫，但是學生的

行動力未能彰顯創意價值。私立學校教授認

為自己學生行動力表現不佳，是否跟經過考

試的淘汰機制進入私校就讀，因過去學習成

就不若公立學校學生高，而影響實際行動的

信心；又或者是學生行動力不積極，影響學

習成效，此等現象，值得後續探討。

6.口語表達、運動體能、人際溝通合作

及一般生活知能表現尚可 
口語表達、運動體能、人際溝通及一般

生活知能的表現則較受認同，但仍有少部分

教師給予自己學生負面評比。在大專校院教

師眼中，自己學校學生的批判思考、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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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學生的多寡；因為學校進入SOP標準作

業流程，學校提供良好的就讀環境，教師增

加優良的教學方法，這樣學校就可以為國家

培育更多人才，提高學生素質。

（三）大專校院學生應有的素養與能力

光是覺得學生素質低，對教育並沒有助

益。其實我們應該針對目前學生的特質，配

合外在的環境，改進老師的教學方法等問題

進行探討。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已進入全球

化競爭的時代，大學生到底需要具備什麼樣

的能力？讓學生更具競爭力。

陳德華（2006）表示現在討論的高等教

育問題，絕大部分的人還是用傳統菁英化教

育的角度來看待。談論學生素質，不能用現

在所有學生的平均素質跟以往的平均素質比

較，應該拿以往的前10％~15％的學生，跟

目前的10％~15％來比較。當高等教育大眾

化、普及化之後，對高等教育的思維，不能

再執著於以往傳統的單一、一元化的價值思

維。

OECD國家從1977年開始進行大規模「

關鍵素養的定義與選擇」（DeSeCo）的跨

國研究計畫，嘗試定義並選出二十一世紀公

民的關鍵素養。DeSeCo定義素養為：「能

成功地回應個人或社會要求的能力」。 
素養不是知識，不是技能，而是包含個

人獲取和應用知識、認知與技能的能力，以

及態度、情緒、價值與動機等。素養是可以

在合適的學習環境中學習而來，而且是終身

學習。DeSeCo把關鍵素養分成三個範疇（

林玉珮，2006）：

1.互動地使用工具：包括使用語言、符

號和文本能力，運用知識和資訊的能

力，運用科技的能力等。

2.在異質性的社群中互動：包括發展和

經營良好人際關係的能力，團隊合作

的能力，處理和解決衝突的能力。

3.自主地行動：包括在較大的世界觀與

脈絡下行動的能力，形成並執行生涯

規劃與個人計畫的能力，主張與辯護

自己的權利、利益、限制與需求的能

力。

許癸瑩（2006）的調查研究指出教師、

學生、家長三方都同意，獨立思考的能力與

良好的品格是大學生最需要的基本素養。大

學教師普遍注意到，為因應全球化的競爭，

大學生應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良好

的品格與態度」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大

學生也同樣期待，在大學畢業後，能夠具備

「獨立思考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及「豐富的專業知識」。家長則希望小孩

在大學，能夠學會「豐富的專業知識」、「

順利就業的能力」、「良好的品格與態度」

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

大學生的能力與素質的培養，需配合國

家建設發展需要。誠如前言所述，國家現代

化必須提升國家生產力與國際競爭力，應積

極有效培養專業人才，而大學教育就是有這

樣的責任，否則，大學畢業生無法將高深的

專業知識技能加以應用，只同於高一級的高

中高職學生，導致在就業市場把大學生當高

中生用之現象產生。

㆔、結論、建議與結語

（一）結論

1.高等教育大眾化後，頂尖大學與後段

大學學生素質落差甚大

相關研究皆指出，後段大學的學生素質

普遍下滑。私校大學教師認為自己學生的抗

壓力、自我了解內省和自我節制能力較差。

對於學生追求流行的趨勢與金錢，私校的學

生較公立學校高。而且私校的教授也認為自

己校內學生不知自我節制，價值觀念也有所

偏差，加上大眾傳播媒體發達，大學生只要

做出犯法之情事便會大肆渲染，以上種種皆

是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大學生素質低落觀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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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

但也不乏頂尖的大學生在各項國際競賽

中獲得許多殊榮，為國家爭取榮譽。所以對

學生素質多為負面評價之說法，筆者認為實

在不甚公平。既然高等教育大眾化造成學生

素質落差甚大已是不爭的事實，有關部門更

應認真檢討教育現況，從如何提升學生素質

為核心，規劃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施政項目，

藉此提升我國學生國際競爭力。

2.高等教育普及能刺激頂尖學生素質

以往的觀點都是拿著一把尺來衡量，這

種觀點在菁英化教育時沒有問題，但是當高

等教育變成大眾化、普及化的年代，就不能

用同一把尺來衡量，因為學生在入學的時候

資質不同，而當他畢業，進入社會時所扮演

的角色也是不一樣。為滿足多元社會的需

求，大家不能再用以往的觀點來衡量，而是

用多元價值的思維，每所大學本身所扮演的

功能跟發展的重點基本上都不一樣，所以不

能用一套標準來看所有的高等教育。

國內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原本約有10
％~15％，而目前大約有30％~40％的普及

程度，普及的程度不是看大學聯考的錄取

率，而是要以同年齡層的就學程度來計算。

而就素質來看，目前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

平均素質當然不如以前大學教育普及率在的

年代；但是現在的前10％~15％的學生素

質，他的程度不因大學教育普及率變高之後

而下降，素質反而提升；主要原因是後面的

85％~90％的學生對前10％~15％的學生有

刺激的作用，為了展現其優越感與差異性，

前10％~15％的學生須更加倍努力。

3.高等教育提升整體國民素質與社會發展

現在因為高等教育的普及，有才華、潛

力的人不因為學業成績不佳，而喪失了接受

高等教育的機會。以國民教育來看，國民教

育的普及化造成國民素質的提升，因為所有

的人都接受教育，素質自然升高。再看我國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普及之後，社會大眾普

遍認為大學生素質降低。雖然整體素質滑

落，可是國民素質卻向上攀升，這對於整個

國家環境來說，是屬於正面積極的影響。

根據經濟部統計2002年至2006年（經濟

部，2007），我國登記公司數由588,493家
增長至619,930家，資本額也由15,538,342百
萬元成長至17,692,358百萬元。這樣的發展

狀況，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功不可沒，因為

高等教育機構培育許多優秀的人才，投入就

業市場，使得社會有更多創業機會，成就台

灣的經濟發展與國家競爭力。

（二）建議

全球高等教育越來越普及，有越來越多

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就會有越來越多菁英進

入高等的研究領域，菁英人才會因高等教育

的普及化，而學習的更好、表現更傑出。高

等教育機構如何讓學生的素養與能力提升，

本研究提出幾項建議：

1.有關於大學學生素質探討應發展縱向

的研究

本文中提到很多有關於學生素質探討之

相關文獻，多半屬於主觀的橫向調查研究，

缺乏了縱向的學生素質評量。如果今日真的

要論斷學生素質，就應該進行縱向調查研

究。如同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所規劃建置

的「台灣學生學習成就資料庫」，目的在於

追蹤、分析學生在學習上變遷之趨勢，進而

檢視目前國家教育體制與政策實施之成效；

分析學生在學習成就上之表現差異，藉此評

估學生未來在學術方面能力之發展與社會期

許。以及提供完整、標準化的量化資料，以

供國內外相關研究人員深入探討學生學習成

就方面的相關政策議題。

不過現階段該資料庫的建置只針對國民

中小學及高中職學生進行學習成就評量，未

將大學生納入評量對象。因此本研究建議未

來可以持續規劃，將大學生列為評量測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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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這樣才有比較客觀的依據去論斷大學生

素質的變化與高低，也可藉此瞭解高等教育

的現況與作為教育部規劃高等教育政策之施

政參據。

2.大學教師的教學方法應與時俱進

大學的老師跟中小學老師不同，他是不

需要接受教育的專業訓練，大專院校是以專

業的領域來取得這樣的資格，而不是用教育

的專業來做衡量的依據，所以他的專業知識

很好，但是他會不會教、能不能教，知不知

道怎麼將知識透過最好的方式傳授給學生，

對學生有最大的幫助，這其實在過去高等教

育體系裡並不受關切。

因為現今學生來源不同以往，然教學方

法與模式若無改變，將無法提高學生素質。

如何改變大學教師的教學方法以符合學生需

求？應有作為，例如，台大的教學中心創新

帶動大學初任教師的教學原則、教學原理、

教學技巧。像發問技巧、激勵學生的方式，

過去很多初任教授都不會，透過教學中心的

啟發，讓教授瞭解教學方法已有別以往自身

求學過程中之教學模式；為了符合現今的學

生素質與社會需求，教學方法應與時俱進，

進行創新與改變。

3.高等教育應培養學生的國際觀與專業

知識能力

高等教育需邁入國際化，因為整個知識

經濟的架構及體系在快速的改變當中，在這

個體系當中，過去以「國」為範圍的經濟體

已慢慢的被打破，區域性及全球化的經濟體

系已慢慢的形成，人與人相處常常透過網路

訊息化，知識是無國界的，因此大學生必須

具備國際視野，多元吸收知識與學習專業，

加強語言訓練，具備國際人的能力。

所以培養學生未來在就業市場的競爭

力，不能只侷限於國內這樣的平台來看待，

而是要擺在全球化的平台上來看，他將來要

面對的競爭，不只是國家內部的競爭，而是

要跟世界做競爭。在高等教育裡，必須要強

化學生未來更好的能力，來面對全球化、國

際化的市場與經濟體系。

4.高等教育機構應與產業聯結 
有關大學跟產業之間的聯結，這部分涉

及兩個意義：第一，人才培育方面，當高等

教育變成大眾化、普及化的教育時，你必須

要關注畢業生未來在就業市場的適應能力及

競爭力，所以大學在整個課程的規劃、學習

的過程當中，如何跟就業市場有直接的連

結，讓他未來畢業時能擁有更佳的競爭優勢

及條件。所以在課程設計上，應讓學生參與

企業實習工作，不但可以增進知識與實務之

運用，同時廣結社會知識，避免與產業脫節。

第二，大學資源方面，高等教育的資源

必須利用它本身具備的研發能量，去轉換成

對產業界的實質幫助。同樣的，也因為這樣

而獲得一些資源來回饋到學校的體系裡，不

能過度的去依賴管制學費或者是政府的補助

經費，而因有多元的，來自民間的資源去協

助高等教育的永續發展。

5.課程安排需要有更大空間

目前整個課程體制或者課程架構，學生

沒有太多的自主選擇權，學生一入學，系上

就把整套的課程強加在這些孩子身上，雖然

有些選修課程，但是選擇的空間並不大，想

要跨系修課是困難重重。現今的高等教育，

就應改變，盡量去減少必修課程，讓學生有

較大的選擇空間。如同教育部現行推動以學

程為學習核心，透過學程頒授學位，不一定

要「系」、「所」才能頒授學位，課程必須

要重新做組合，讓學生在這種課程規劃裡，

能夠做自主的選擇，他知道他自己想要學的

東西是什麼，他要追求的東西是什麼，這才

有可能學習者的主體慢慢的轉換到學生身上。

（三）如何形塑新時代的專業人才？－代結語

大學生真的變差嗎？學生素質高低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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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該用誰的價值觀來衡量？是用學生的、

父母的、教師的、還是業主的那個年紀的價

值觀來衡量？因為環境的變遷產生每個世代

的次文化不同，過去的年代，整個社會是充

滿Hard Working，大家都非常努力、拚命，

因為那是比較貧窮的時代，所以大家都在拚

經濟，不管是看父母也好，個人也好，整個

社會都非常努力工作。可是以現在年輕人來

講，他可能不想要這麼做，所謂後現代文化，

他是比較個別化的、消費趨向，我們看現在

的年輕人不能用過去的標準衡量他；或許在

Hard Working這點，現在的年輕人不如以往，

但是他們對生活品質、科技新知或是環境適

應的能力或許較前一個世代來的更為突出。

雖然許多調查研究顯示，對於現今大學

生的能力評價較為負面，但是某些能力也一

定超越過去的某些地方；例如在多元思考、

自我表達與想像力方面，這是在比較集權的

時代所不具備的。但現在的學生相較過去缺

乏「對自己有較高的期望」與「對社會的貢

獻」。因為時空背景的轉換，外在的環境已

不同以往，所以型塑時代下的專業人才乃當

務之急。但如何創造新時代的專業人才？高

等教育責無旁貸。透過教師的專業教學，學

校的品質管制，系所的課程安排，以及企業

的產學合作，這些都應該是高等教育機構所

必須規劃的。而學生的自我認知應為如何去

創造讓自己能夠發光發熱、更有價值的機

會，這方面學生有沒有自己去問過？另外現

在的學生比較關心個人的，而不關心社會其

他議題，所以關心社會、多閱讀，讓人生視

野更開闊，方為未來提升學生素質與教育規

劃等相關研究之重點項目。

本研究由許弘宜助理協助：資料收集、

會議記錄、經費核銷…等行政工作，使研究

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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