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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象與問題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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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優生退學率非常高

系所方向與個人興趣不合
選課不自由，難以跨域學習
學不到自己真正想學習的課程
覺得自己的專業技能正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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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找不到工作，許多工作找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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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結構正在改變  教育內容需要改變
 社會價值、運作需要改變  教育結構需要改變

過去的經濟奇蹟

現在的經濟困境

未來的經濟再發展



大學無意識的工業式分工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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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美國
汽車量產模式

勞動分工、生產流程
成本↓、效率↑

穩定地生產制式產品

系所分工、教育規程
教學成本↓、績效↑
穩定地生產學生與論文

招生（進料）、
排課（工序）、
授課（加工製
造）、60分及
格及二一退學
（品管）、畢
業（出貨）



沒有意識到世代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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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自造的
創客精神

國家主義
（邊界）

個體自由
（無邊界）

園丁式
規劃主義

適性適才的
生命發展

VS.



當前大學面臨的挑戰

適性揚才？

學生來源
多元變異

興趣不合學
習動能低落

社會變遷快速 產業日新月異

專業分工
體制僵化

技優保甄
學生受挫

少子化是
虛假議題



二、回歸大學教育的本意

VS.

學術作為一種論文生產體系



國家為主體
師生是誰不重要
成就國家發展需要為重

典範為主體
社群致力於學術研究
教師成就於學術典範貢獻

專案為主體
企業需求的能力建構
成就企業人力補充為要教師為主體

教師在系所中教學研究
教師以職涯發展為重 校系為主體

師生是誰不重要
成就校系名聲發展為重學生為主體

自主學習、發展、探索
成就學生生命發展為要

教育主體的辯證



政治
社會
外交
環境
經濟

大學
學術研究

議題抽象化

解決脈絡化

企業需求

USR
學
生
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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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大
學
教
育

教師職涯

校系名聲

國家需求 學術典範



三、雲科大的實驗教育

許多適應不良的學生

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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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優
甄審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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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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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入學的單一教育

學生興趣
與關懷

科技科技

美學

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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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從適應不良到適性適才



成立前瞻學士學位學程（緣於教育部未來大學計畫）

場域跨域

學術、公部門、社區、
產業、世界各國

知識跨域

科技＋管理＋設計＋

人文＋創客

虛實跨域

社會設計＋線上學習＋

真實的鍛鍊

權力跨域

師生夥伴關係、教練



七門多元素養課程
 跨域學術概論、產業概論
 專案研究
 文化社會與產業發展
 美學術養與產業提昇
• 全球視野與產業趨勢
• 向大師學習

九門實習實作課程
 高階技術實作專題

 創客創新實務專題

 跨域實務實習

• 產業經營實務實習

彈性化校定必修課程
 廢除通識課程分類

 綜合融滲式通識課程

48學分自由選修的專業化與自由探索
 輔導學生專業發展

 輔導學生學科能力養成

以學生適性適才（IEP）為核心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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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課程興趣選項化

 6學分的實作專題

 微學分的自主學習

 輔導學生基礎能力奠基

 自由探索與發展



適
性
適
才
的
選
修
課
程

＋

彈性化校定必修：英文、國文、體育、哲學、文明變遷、
生命教育、憲政法治、通識選修課程

＋



校定必修
課興趣選

項化

廢除分
類選修

募課

平台

一門課
0.1~6
學分

106學年度將開設8門問題導向專
題課程，可抵修原校定必修課程

通識教育革新作為支持



課程彈性調整

自主選課

學生參與微型通識課程：
例如：「中古車的憧憬與
幻滅」、「產業潛規則」

自主規劃

申請通識：「自主學
習」課程，學生自主
修課與實習

資源連結

帶領學生參觀展覽，
協助學生廠商資源
連結與修課規劃



多元場域學習



開創性的機會與資源

• 實作、創客、產業實習、微型創業、參訪、參展、
策展、授課、師徒制、競賽、實驗室、職訓中心

• 實習→專案→預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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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裝選手→店
舖經營

師徒制修車
實務

高階CNC產業實作 工廠整廠配線實作



企業資源媒合
宇榮（高爾夫）、英棒（機電整合）、誌懋（綠色建材）、原力（生技）



國際企業資源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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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越南泰國

Emerald

93ARMY(93師咖啡) 南星志責任有限公司

聯盈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創新顧問團

產業界產業界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 學術界學術界



企業資源媒合-人脈存摺建立



學生自主規劃

學程迎新 微型創業 自主參訪

尋找實習單位 導生聚餐



環島職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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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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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交換生 哈拉英文



讓學生在多元場域擔任老師



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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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的帳篷安全卡榫損壞，聯繫生產廠商買零件，廠商回應必須整組換新，
學生知道有這個問題之後，幾位學生馬上組成一個小組，專長包括電腦繪圖、鑄造、
CNC加工，後來學生運用逆向工程將帳篷修復，他們非常高興自己的專長能幫學校
修復設備，因此學生的學習情境可以是任何的一個場域



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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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的會議桌，因為空間與用途需要能夠彈性運用，所以老師與學生討論
之後，馬上動手改裝，包括買材料、量尺寸、安裝輪子等，因此前瞻學程會把握任
何一個可以讓學生有機會可以手作的場域。



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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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因為要新增同仁的辦公桌，必須要更動與新增電源線、電話線、網路
線等，以及整個辦公室的配線重整，配線配管的國手馬上就說老師這個我們可以自
行施工，所以學生自動自發利用辦公室下班時間，整個線路重配與新增，施工完成
之後，只要他們來到辦公室就會覺得『嗯…這是我做的』，實做的過程中學生也提
高了本身的技術自信。



多元跨域的專案學習

複雜且實
際的問題

熟悉的專長→陌生領域

跨越校園藩籬
及專業藩籬的
無邊界學習

真實的鍛鍊：
以創客實作及募
資平台來創業

在專案

中鍛鍊

團隊力、

想像力、

設計力、

未來力



真實的鍛鍊

創客與創新
實務專題

•學生自主設
計&製造商品

募資平台

•商品在平台
上募資製作&
販售

真實鍛鍊

•以販售商品
為課程目標，
實際經歷設計、
工程、行銷、
管理。



真實的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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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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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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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車鋼筆我寫字



輔導機制

• 對選修發展專業（學理），避免隨意發散
• 輔導式探索的教育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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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素養：以產業為主軸的人文、社會、美學、科技、
產業探討

校定必修：英文、國文、體育、哲學、文明變遷、生
命教育、憲政法治、通識選修課程

願景館、笠源科技、台灣田野學校、工學院、A & J 美語

高階技術實作專題

自動化
設計

金工設
計

切削工
具學
電腦輔
助設計
設計美

學

創意造型
網頁視覺

設計
玻璃設計
進階模型

製作

製程
檢測
焊接
與熱
處理

荷蘭交換
中級寫作
中英翻譯
中級日文
進階職場
英文寫作



學習規劃討論

IEP—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學生經營與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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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學院

前瞻
學程

技優
領航

產業
專案

大器
學程

精武
學程

菁英
學程

璞玉
學程



四、非典型學位學程的知識論挑戰

• 學生的專業是什麼？

• 學生有能力自主學習嗎？

• 如何檢覈學生畢業時的能力？

• 128學分代表什麼？

• 我對清華動力機械系同學卅四年的觀察

VS.

VS.



4.1 群落交錯的氛圍→創新創意、自主設計

工程師生

管理師生

設計師生

人文師生

學術
產業
社區
實務
實作
實習
創業
社會實踐



理論

抽象概念1 抽象概念2

問題意識3

問題意識1 問題意識2

身
體
感

現
象
解
謎

社
會
實
踐

爭
議
衝
突

產
業
競
爭

社
會
問
題

對
話

驗
證
、
挑
戰

問
題
架
構

指
引
、
預
測

4.2 知識生產與認知



？？？

知識供給模式

理論
基礎知識、基礎專業知
識、分科專業知識

抽
象

具
象



知識需求模式

理論
基礎知識、基礎專業
知識、分科專業知識

抽
象

＋
實
作

具
象

實務經驗
技能、默會知識

多元案例



趨勢能力模式

理論
基礎知識、基礎專業
知識、分科專業知識

抽
象

＋
實
作

具
象

實務經驗
技能、默會知識

多元案例

多元跨域問題意識

概
念

模
式



4.3 知識的運用





4.4 知識的領域化
領域的意義與效用
o 邊界、分類、溝通
o 社會關係、階層
o 權力、控制、監視
o 知識與責任分配
o 淨空、移置
o 創造不平等或更多

領域性
o 非個人化
o 事件或功能的空間

容器
o 獲得（抽象）神奇

特質

前瞻學程的去領域化
 打破原有專業系所

的知識邊界
 去除知識權力控制

的最少必修課
 學習空間的無限拓

展
 個人化學習成為可

能
 改變教務章則的既

有規範

前瞻學程的再領域化
 技優生（資格）為

邊界條件
 轉系招生為物化權

力
 IEP及導師制為軟性

監控（陪伴、協力）
 學生在多元新場域

獲得適性發展，被
他校視為神奇

 實驗教育的空間
 非常個人化
 教師的知識／責任

重構
 校內外社會關係重

構



4.5 智慧製造 vs. 智慧學程









4.6 IEP教育所需的大學教師

一. 學程教師都是獨一無二，無可取代。

 學生輔導所需的知識、經驗、判斷、抉擇等都
統合性地體現於教師身上。

 故而學程重視「人」（教師），而不是「物」
（知識）。

 相對的，一般系所重視知識（for量產制式學
生），而不是教師，因而某教師離職時，只要
補進相同專長教師來開相同課程即可。



二. 學程教師的知識、技能、經驗、智慧等是
綜效式（synergism）呈現，因而能給學生
全觀式（holistic）輔導。

 相對的，一般系所的課程缺乏系統性關聯，而
只是機械式堆疊（即依照課程流程圖修課）；

 雖然這般教師不會影響知識正確性，但經常不
知道如何教學生有效使用知識，也缺乏實務經
驗來辯證、判斷、與抉擇。



三. IEP學程必須是一個資源平台，讓校內外資
源皆能為師生近用，卻不必自己擁有

 此就如Uber、Airbnb
 學程教師掌握的重點不再是專業課程知識，而

是體察社會文化與產業變遷的眼光、相應的社
會關係網絡連結、及經營有助於學生生命品質
發展及能量提昇的多元資源（包括人、地、事、
時、物）。

 一般系所運作如同麥當勞「一條龍」垂直整合
的組織架構，此適用於標準化產品生產，卻不
適用於高度彈性、變異的快速產業，更不適用
於IEP。



四. 學程教師要能將教學、研究、服務、輔導
等四大任務融為一體。

 一般系所教師將此四者切割，因而認為除了研
究之外，其餘皆為雞肋式負擔。

 學程教師既然是synergism式人才，就有能力
將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相互引發；當此四
者能環環相扣，就會有身為學程教師的趣味了。



4.7 技藝精進之道



由匠到師



結語：改變學生的未來，改變技職教育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