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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大學教育願景  

～創意的培養應該是現代大學很重要的教學目標 

※轉載自成大新聞電子報 

    今年二月上任的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賴明詔院士，14 日
上午九時應邀赴成大台北校友會館（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85
號 13 樓之 4）發表「現代大學教育的未來趨勢」，以賴明詔
校長過去三十多年在美國學術機構從事研究的豐富經驗，對
於現代大學教育的意涵及發展趨勢，必然能跳脫臺灣舊社會
的思維，用全新的觀點及宏觀的視野勾勒大學教育願景，值
得期待。成大校長賴明詔院士認為考試方式(是非選擇題)
是壓抑創意最大殺傷力的武器，而創意的培養應該是現代大
學很重要的教學目標，才能提昇下一代國民的競爭力。 

    針對高等教育的看法，成大校長賴明詔院士也有獨到的
見解，他在「高等教育規劃之我見」文章中指出，現代大學
的教育不應只放在專業的培養及知識的累積。他認為在未來
「扁平」的地球村裏(依 Thomas Friedman 的話)，資訊爆炸，
新領域不斷出現，學生需要的是廣闊的視野、終生學習的能
力、國際溝通的能力及對人類地球及社會的關懷。因此大學
教育(指大學部)應該注重人文教育和專業訓練並重、跨領域
的通識教育、創意的培養、國際觀的培養及國際溝通能力、
創業及領導能力、社會責任及對人類的關懷。要達到這樣的
目標，大學部的教學必須受到重視，以提高教學的品質。 

    賴明詔校長指出，提高教學的品質有一個可以即刻改革
的方式，就是把所開的課程數目減少，把各系所類似及重疊
的科目合併。當授課時數精簡，必修科目減少時，教學品質
才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也會提升，如此才能讓學生有時間
及精力去涉獵本行之外的領域。如此跨領域的學習才是培養
創意的途逕。此外，大學生應該及早充實社會經驗。住在父
母家，每天通勤上課的方式，對年青人的人格發展幫助有
限。我們的教育政策應該鼓勵年青人跨越自己的居住地到外
地去上大學，嘗試不同的生活方式，接觸不同的環境，才不
會成為井底之蛙。 

    賴明詔校長認為，台灣的大學科系分得過細而太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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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系所的氾濫，阻礙彼此合作的機會，以致
於研究資源分散，教學負擔加重，以及行政體
系的重疊。更嚴重的是，高中學生被迫在年紀
很小的時候就必須選系所，以致過早被定型及
侷限於狹窄的領域，更嚴重的是這些「選擇」
往往是聯考分數所致的，非依自己興趣的分
派。學校應鼓勵系所的合併，避免新系所的過
分膨脹。當新的領域出現時，不應只想設立新
的系所，而應思考如何利用原有的資源，從已
有的系所做擴充或改型。結合新舊的領域，才
能發揮最大的功能。 

  他也說，今天台灣的大學教育架構是人人可

以上大學，人人可以畢業，幾乎沒有競爭淘汰
的機制，但是另一方面，大學入學考試的壓力
卻有增無減。從幼稚園開始到高中、大學，甚
至研究所，都有補習班專門為學習演練考試技
巧而奮鬥，如此訓練出來的大學畢業生，不是
社會所期許或需要的，也不是能適應未來的世
界公民。到底在哪裏出錯了？問題在於大學教
育本質及目標的混淆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大學教育的初衷，如十七世紀的哈佛大

學，在於為社會培育有文藝復興氣息的紳士。
十九世紀後，歐美大學逐漸效法德國大學的傳
統，開始強調學術研究，發掘對自然及人類的
新知識，大學教授及大學生被鼓勵從事學術研
究，這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研究型大學。大學
畢業生成為各行業成功的從業人員，有些大學
也開始設立研究所，提供更進一步進修研究的
機會，讓畢業生成為更高階的學者、科學家、
工程師或企業主管等。 

    此外，隨著資訊和知識的爆炸性成長，大

學所能提供的專業訓練就不得不更專精而狹
窄，而且這些知識及技術很快就落伍了，因此
能在一個領域裏成功的人，不是靠著他在大學
的所學知識，而是靠著他自我學習的能力，以
及好的人文素養、能夠融會貫通，不斷地吸收
新知而擴充知識的視野。近幾十年來，大學教
育的目標又轉回到通識教育及人文訓練，以便
大學畢業生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 

    專業訓練大部份則是研究所及專門科系

(醫學、法律)的責任。一所好的研究型大學都
有好的研究所，這樣的大學要訓練頂尖的人
材，但不是每間大學都必須訓練同樣的學生。
以美國加州大學為例，大學分為(依程度由高而
低)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加
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  Community College 及 Junior 
College (2 年制)四級。所有加州學生都可進入

大學，依高中的學業成績，學生可選其中一類
大學進讀，通常在大學的第三年可依成績表現
轉到不同級的大學。各級大學程度不同，所教
育出來的學生性質也不一樣。如此的分類結
果，升學的壓力減低，因為不同程度的學生各
得其所，學生也能得到適合其程度的教育，大
眾也可接受這個觀念，不必一窩蜂擠到加州大
學。 

    賴明詔校長指出，美國的制度能否在台灣

行得通呢？關鍵在於學生家長能否拋棄明星大
學的迷思，以為一定要念最好的大學才算光宗
耀祖，這種迷思逼得每所大學都要成為菁英大
學，對學生的教育也就變成四不像了，以致於
即使整個台灣大學供過於求，升學的壓力也無
法減低。升學的壓力導致於補習班的盛行，補
習班教學強調反覆練習是非選擇題解答的方
法，以養成反射性的解答能力，這樣的教學方
式，導致學生不用思考，只重記憶和反芻資訊，
不重視概念整合的能力，欠缺創意。我認為我
們的考試方式(是非選擇題)是壓抑創意最大殺
傷力的武器，而創意的培養應該是現代大學最
重要的教學目標，才能提昇下一代國民的競爭
力。要達到此一目標必須從改變大學整體的構
造（大學分類），大學入選方式（例如增加甄試
入學比例，多元化入學方式），從而影響中小學
教學理念與方式，讓學生的頭腦有飛馳的空
間，也就是說改革大學之道起於中小學。 

    賴明詔校長認為，現在留學風潮不再肇因
於社會的繁榮及就業環境的改善，而且「世界
變平」的結果，留在台灣就可跟世界平起平坐，
與世界競爭，年輕人出國的主要動機消失掉
了，大學過度擴充也間接造成夜郎自大的現
象。因為大學教職需求增加，以致大學研究所
畢業生無需經過國外學習的磨練進修，即可輕
易尋到教職。固然這表示國內的教育環境進
步，能訓練出可以勝任教職的人才，但有劃地
自限的危機，如此下去，下一代學界的菁英將
很少有國際的經驗，與國外溝通的管道也會逐
漸斷絕，易造成下一代的社會菁英對國外文
化、社會習性的陌生，這對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會有很大的殺傷力。現代年輕人不願出國念書
的風氣，教育部很正確地在鼓勵年輕人去國外
留學或遊學，及廣收外籍學生，或邀請國外學
者長期或短期來訪，以促進台灣的國際化。最
後，賴明詔校長再次強調大學最重要的功能是
培育人才，在二十一世紀裏，我們所培育出來
的人才，必須有人文素養、有創意、國際觀及
領袖特質，並關懷人類及地球的世界村公民，
臺灣的教育體制必須做修正，配合新的教育宗
旨，這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