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公共關係室剪報表格 

資 料 來 源： 天下雜誌 760期(3) 日 期： 111年 10月 31日 

種種倡議催化下，知名高等教育調查中心如 QS，也悄悄改變衡量大學排名的指標。 
 
早於 2018 年起，QS已在一年一度的總排名外，額外發布「世界大學就業競爭力排名」，進一步在 2023 年，將
學生就業表現納入總排名，從校友表現、產學合作狀況等四個項目，評估大學能否培育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 
 
但要培育企業愛用，能面對多變未來的新世代人才並不容易，各界都在摸索新做法。 
 
曾協助台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撰寫人才培育調查報告，台大資訊工程系系主任洪士灝分析，在心態上，社
會與大學應轉變思維，從過去把人當生財工具的勞力密集策略，轉而為每個人才加值。 
 
「台灣以前人多，企業習慣用勞力密集的方式換取財富。如今我們不能再打人海戰術，需要更多新工具與創意，」
他強調。 
 
多位學者專家與大學校長，均強調應打破傳統學制，讓產學更深度且有彈性地合作。 
 
打破傳統、推自主學習，一人即一系 
首先，要培養能在真實世界應萬變的人才，關鍵是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 
 
大學應鼓勵學生由下而上，自行探索與組合課程，而非只是遵從院系辦公室所規劃制式且齊一的訓練。 
 
「像以前一樣排班排，學生拿第一名有什麼意義？」侯永琪比較，過去院系習慣設置書卷獎表揚學業成績優異的
同學，做法雖出於美意，但過度著重成績，反而變相鼓勵學生落入埋首追求成績的陷阱。 
 
她強調，大學生學習不該只是湊學分，而是要積極思考自身所學能否面對變動社會。她建議大學應有更多彈性做
法，如設計模組化課程，刺激學生的跨域想像與實作應用能力。 
 
台大教務長丁詩同也指出，大學其中一項職責是幫助學生找到興趣，擁有「炯炯有神的目光」。做法上，要提供
足夠豐富多元的資源和空間，讓學生能自由探索，降低跨域的成本與門檻。 
 
台大為此推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未來大學計劃，推廣「積木式修課」，鼓勵學生在校內 2 萬多門課程中，修
習由 4到 5門課所組成的「領域專長」，幫助學生有方向地探索。 
 
在領域專長的基礎上，台大也開創「校學士」計劃，學生能選擇 4項橫跨不同學院的領域專長，組成專屬自己的
獨特學位，今年 8月已有 6位同學通過申請。 
 
未來 6位同學若順利畢業，畢業證書上印的將是他們自訂的學位名稱，包含「藥物合成設計與藥物科學」、「空間
政策與規劃」、「人機互動領域」等，一人即是一系。 
 
如今，打破傳統學制、模糊科系邊界的風潮，已吹向各大學。 
 
成功大學自 2017 年開設大一到大四不分系以來，各大學陸續跟進，今年一口氣有 3 校設立，包含中正、東華與
台東大學，鼓勵學生尋找感興趣的題目當作畢業專題，從做中學，培養面對多變未來的實戰力。 
 
為鼓勵跨域，科技大學也跟上熱潮，如雲林科技大學與虎尾科技大學，在校方支持下，各院系逐漸拿掉既有的 9
學分外系選修上限，讓學生有更多空間可以修習本科以外的課程。 
 
「難免會有學生興趣不合，要開放空間讓學生轉換跑道，」虎尾科大校長張信良表示，拿掉跨系選修上限，讓學
生可以跨領域修課，不只能幫助他們跳脫既有科系限制，也能自行整合不同領域的專業，開創更多機會。 
 
業界主動進入校園培育，創造三贏 
大學只是打破學制、提供彈性空間還不夠，要與時俱進，提供學生所需資源，緊貼現實世界和業界。 
 
「大學應該變成某種樞紐或轉運站，」國際技能發展協會（Skills for U）執行長黃偉翔表示，理想大學的定位不
再只是知識傳授與學位授予，而是可以充分與在地產業聚落或新創連結，創造學生、大學與產業的三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