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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題重要性

       近年來每到了⼤專院校畢業潮的前夕，總是能看到許多與畢業⽣就業意願相關的調查及報導。從幾年前喧騰⼀

時的新聞「博⼠⽣棄教授夢改賣雞排」，到⼤學指考英文作文曾以「碩⼠清潔隊員滿街跑」為題，可以看出學⽤落

差儼然已是臺灣⾼等教育的⼀⼤隱憂。所謂的「學⽤落差」是指學⽣在離開學校之後，無法在就業市場中上應⽤⾃

⼰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張峰彬，2016）。在這個⼤學⽣甚⾄碩、博⼠⽣滿街跑的時代裡，「學校所教的」和「學

⽣所學的」是否對未來職場⼯作的機會取得與實際應⽤⽅⾯有所幫助，無疑是我們應該關注的焦點。研究者利⽤個

體層次的調查資料，試圖從個⼈的⾓度來看學⽤落差的情形，表1為利⽤「臺灣教育⻑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

（TEPS-B）」計畫，在2010年所蒐集的問卷資料所整理⽽成。由表1可看出，針對已經進入職場⼯作的年輕⼈，僅

有近55％認為⾃⼰在⼯作上可以學以致⽤；另外有接近⼀半的⼈則是對⾃⼰的所學與⼯作之間的關聯性抱持著較保

留的態度。

表1

各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學⽤落差的主觀看法

美國大學開辦能力本位教育之學程對我美國大學開辦能力本位教育之學程對我
國之啟示國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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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不符合

技術學院、科技⼤學 656（50.8%） 636（49.2%）

⼀般⼤學 694（53.5%） 603（46.5%）

碩⼠ 439（65.7%） 229（34.3%）

博⼠ 15（57.7%） 11（45.1%）

總計 1,804（54.9%） 1,479（45.1%）

資料來源：整理⾃臺灣教育⻑期追蹤資料庫

       在這個知識經濟體系充滿變數及⾼度不可預測性的現代，為了能夠讓學⽣在畢業之後的未來能夠學以致⽤，並

具備⼯作崗位上所需的能⼒，以就業市場之需求為出發點，確定核⼼能⼒後進⾏訓練的能⼒本位教育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簡稱CBE），所培育出的學⽣能具有較強的應變和適應能⼒，或許可以做為未

來⾼等教育改⾰的參考。

貳、主要國家具體作法與改⾰趨勢

       能⼒本位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是以提⾼學⽣整體競爭⼒為⽬標⽽設計的專業課程，⼀般來

說皆由特定企業定期⽀持，並結合證照考試與⼤量的任務型學習，讓學⽣能藉此得到實質的⼯作技能，並在畢業後

獲得較多聘⽤與升遷的機會。然⽽，在過去這些課程提供的對象是成年⼈⽽非⼀般學⽣，因為要針對年輕學⽣設計

和就業如此相關的課程並不容易。能⼒本位教育並非為⼀個全新的概念，它最初起源於20世紀初的美國教育改⾰。

⼀直到60年代，有關能⼒本位教育的思潮和實踐才真正在美國職業教育領域得到重視，其核⼼精神是從職業崗位的

需要出發，確定能⼒培養⽬標，然後再由學校組織相關教學⼈員，以能⼒為⽬標設置課程、組織教學，最後考核學

⽣是否達到這些能⼒要求。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能⼒本位教育逐漸成為美國⾼等教育領域關注的焦點之⼀。進入

21世紀後，能⼒本位教育的思潮和實踐逐步蔓延⾄美國基礎教育領域（时晨晨，2016年4⽉20⽇）。

       在美國，南新罕布夏⼤學是第⼀所獲得聯邦教育部認證通過，可依據能⼒本位學習⽽非學分制的⼤學；同年，

威斯康辛⼤學開設⾃⼰的能⼒本位課程（稱為The Flexible Option）象徵主流⾼等教育已接受能⼒本位學習概念

（教育部駐洛杉磯辦事處，2015，11⽉）。2014年，「能⼒本位學習教育網絡」 （The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Network）成立，17所⾼等教育機構及⼆個州系統結合能⼒本位學習資訊、指引如何發展、建立⾼等教

育⾼質品課程原則。截⾄2015年底，已經有近600所⾼等教育機構採⽤能⼒本位教育，超過6萬名以上的學⽣受惠

於此。這些都必須歸功於能⼒本位的教育⽅式及線上教學⼯具的應⽤（教育部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2015，6

⽉）。

       2015年在德州州⻑派瑞（Rick Perry）的號召下，德州農⼯⼤學科默斯分校（Texas A&M University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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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針對當地進⾏勞⼒預測並與當地雇主⾯談後進⾏分析，發現了在地企業主與勞⼯的需求，因⽽開設了

⼀系列普通課程與能⼒本位教育的課程，提供給有學位及能⼒需求的在職⽣。在這個課程中，學⽣必須盡可能完成

不同的的任務以證明⾃⼰擁有某項「能⼒」（competencies），例如透過作業或影片，展現解決問題和應⽤研究

的技能。⽽教師的任務，就是思考如何幫助學⽣發展技能（教育部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2015，6⽉）。⾄2016

年，美國普渡⼤學多元科技研究所⾸度嘗試提供能⼒本位教育給剛入學的⼤⼀新鮮⼈，專⾨規劃能⼒本位教育的相

關學程，結合了數種科學和⼈文學科。校⽅設立這個學程的⽬的是希望學⽣能在理⼯科以外的領域培養出獨特的能

⼒，這些能⼒可以和他們的專業相輔相成，以增加競爭⼒。普渡⼤學認為此⼀新嘗試旨在表達⼤學教育不該淪為職

業訓練，這樣才能讓年輕學⽣曉得如何在現今快速改變的世界裡持續學習、適應新科技、增強競爭⼒、並有能⼒接

受各種挑戰。⽬前普渡⼤學的能⼒本位教育學程還在草創階段，第⼀屆⽬前已招收36位學⽣。異於其它提供類似學

程學校的是，普渡⼤學的學程仍然部份沿⽤傳統的「學分制」，⽽不完全採⽤直接「評估制」來決定學⽣是否合

格。評估制的好處在於學⽣證明了他具有該學科要求的能⼒後，可以立刻往下⼀個⽬標前進，但缺點是沒有統⼀和

普遍適⽤的標準。普渡⼤學要求學⽣撥出1/3的時間參與⼩班制課程和⼤班制的演講，並取得規定的學分數，以保

證學⽣在學習過程中，學到最基本的知識。學⽣在被授予學位前，除了要有⾜夠的學分數之外，還必須在⾃⼰主修

的領域中表現出合格的設計思考能⼒、有效的溝通能⼒、與團隊成員的社交能⼒、道德分析能⼒、和創造⾰新能⼒

等（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6⽉）。

參、我國現況概述

       早在⺠國70年代能⼒本位的概念即被引進臺灣教育界，原因⼤致有⼆。⾸先，為了使⼈才的補充可以跟上當時

快速發展、建設的社會，在教育上投入⼤量的資源及⼈員，⽬標以培養科學專才及職業技能為重點。其次是對於傳

統教育的省思：所謂傳統教學，即是由老師爲⽰範或演講的上課⽅式，爲了顧及教學的進⾏及⼤多數⼈的教學進

度，老師鮮少對學⽣進⾏個別的指導，更遑論顧及學⽣在課程中的獲益多少。⽽能⼒本位的教育⽬的就是要求每位

學習者經訓練後可以達到預定的基本需求及能⼒標準，以符合未來或是當下的職場的要求。到了⺠國80年代後期，

臺灣產業結構再次⾯臨⼤幅度的調整與變⾰，許多新興產業所需之⼯作職能與傳統產業已⼤不相同，但是⻑期以

來，國內⼤專以上科系與教學內容，隨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改變⽽調整幅度有限，加上⼤學科系調整不易，未能適

切回應外在環境的快速變化，導致產學落差加劇。

       為了彌補⽇漸擴⼤的學⽤落差與就業⼈才缺⼝，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稱國家發展委員會）在2010年提出

《⼈才培育⽅案－⺠國99年⾄102年》（國家發展委員會，2010），針對國家⼈才培育問題做⼀全⾯性的審視。其

中，特別提出「強化教育與產業之聯結」計畫，內容包括建立產官學⼈才培育整合平臺、強化產業界與學術界合

作、建置教考訓⽤⼈才培育制度等，規劃在⺠國99⾄102年間投入近13億元資⾦，建立產業和學校雙⽅的聯結，並

依產業據實務需要發展⼈才認證等措施。2012年起，更進⼀步由經建會主政執行的「縮短學訓考⽤落差⽅案」，借

助跨部會的⼒量共同提出了多項政策措施。

       其中在教育部⽅⾯，主張「調整⾼等教育體質，建構產學⼈才培訓機制」。⾸先，教育部針對⼤學畢業⽣普遍

⾯臨⾼學歷⾼失業率問題，與經濟部、勞委會成立跨部會平臺，藉由協調相關部會進行產業⼈⼒推估，納入改進系

所增設調整審查機制的基礎，提供充分資訊與政策導引，協助⼤專院校彈性調整系所結構與教學⽅向，並強化⼤學

教學與課程安排，落實⼤學校務評鑑以及系所教學評鑑、師資質量考核，以提升⼤學辦學品質。再者，加強重視學

⽣學習成效及就業⼒，並培養學⽣適應社會之軟實⼒，使各院校培育之⼈才符合產業發展趨勢與產業需求。此外，

為強化⾼等教育⼈才培育與產業的聯結，教育部分別提供教師與學⽣與產業界互動學習的機會。

       在教師⽅⾯，乃⿎勵院校師資積極與產業界合作，補助學校辦理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及選送教師⾄公⺠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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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研習服務計畫，⿎勵學校新聘進業界經驗之專業科⽬教師，以及激勵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升等，期使教師能充分

掌握產業⼈脈與產業發展趨勢，藉以引導學⽣學習⽅向並提供輔導諮詢意⾒。在學⽣與課程⽅⾯，提供補助資源，

⿎勵學校辦理學⽣校外實習課程及學⽣專題製作，並透過產學攜⼿計畫、最後⼀哩就業學程、產業碩⼠專班、學⼠

後第⼆專⻑學位課程、推動契合式⼈才培育等專班之推動，促使學校與業界接軌。⼀⽅⾯⿎勵各⼤專院校與產企業

界建立⻑期合作⼈才培育關係，建構產業創新研發的環境，充分發揮⾼等技職教育專業技術⼈才培育功能；另⼀⽅

⾯也積極媒合業界提供業師協同教學，專班學⽣由學校與合作企業共同甄選，經實習、專題製作等實務課程訓練，

畢業後即可透過合作企業優先直接聘⽤（于國華，2013年6⽉）。

肆、對我國的啟⽰與建議

        綜觀美國推⾏能⼒本位教育的過程可以發現，能⼒本位教育的產⽣很⼤⼀部分是為了因應不同學習者有著不同

的時間投入，這種教育在企業界流⾏得早，畢竟企業員⼯無法定期投入⼤量時間去學習。⽽這樣的教育⽅式進入學

校環境後產⽣了⽔⼟不服的情況，主要是因為學校的結構、教學與管理活動多以嚴格的時間概念為基礎。每節課、

每個學期和獲得學位的時間都有限定。學⽣在重重限制下，可能壓抑了本⾝的學習性向，因此學習往往事倍功半。

所謂能⼒本位教育不⼀定非要以學校為單位⼤規模推⾏，教師亦可以在課程層⾯著⼿這種新式的教育。畢竟能⼒本

位教育需要對課程或者學習項⽬重新設計才有其意義。透過美國的例⼦，⼤致可以從幾個層⾯給予建議，⾸先，對

學習者所需的能⼒提供規劃；學⽣希望獲得的能⼒，應該要仔細思考其本質及可能遭遇的問題後給予幫助或解答，

並訂定清晰⽽個性化的學習⽬標。其次是，淡化分數意識；多數對於能⼒本位教育的質疑是其非傳統的評分⽅式。

能⼒本位教育通常採⽤簡單的及格或不及格、通過或未通過，來評估學⽣是否具備相應能⼒。和分數制相比，此做

法往往給⼈不夠嚴謹的印象。解決⽅法是教育者應說明這樣評分的依據，並清晰表達出對學⽣的⾼度期望。同時盡

可能確保評估⽅式的穩定性及可信度。最後，以學⽣對於課程的掌握程度代替化約的考試；按照常態分配，將⼈進

⾏劃分，違反了能⼒本位教育的初衷。我們必須按照個⼈能⼒的掌握程度進⾏測評。教育的⽬的更應該是讓⼈通過

學習得到改進，⽽不是將讓區分出三六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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