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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上，大家都覺得學校要的是

認真、努力的學生。 

 由5所頂尖大學校長的回答，大家

應該不難看出時代的變化： 

素養教育、勇於嘗試、對自己未

來有想法的學生才是首選。 

(本文摘自《培育你的素養力》一書，

作者為曾文哲，以下為摘文。) 

 



我們臺大希望能夠收到非常野的學生，『非常野』是指那些能夠

不受常規拘束，思想上可以天馬行空的學生。 

清華大學尋找的是心中有一個夢想、腦海中有一張藍圖的

學生。 

交大在尋找能定義自己未來的學生。 

成功大學喜歡能勇於探索、願意承擔的孩子。 

期待我們所招收的學生，是活潑、多元、充滿好奇心，及具備創

業家精神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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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年前的教改、9年一貫、12年國教，到最近的108新課綱，
108新課綱的核心精神—素養教育。 

 「素養教育」：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在生活中的能力。 

 唸書時學到的這些東西，除了拿來考試、升學，還能做什麼？ 

 

 



 學知識是一種態度、涵養，將所學運用在生活上的能力，或整合不
同知識的能力，而非只是把老師教的東西背熟或考試考100分。 

 國、高中所學的內容往後在職場或生活中大部分都不會用到。有誰
平常會用到一元二次方程式、波以爾定律呢？ 

 重點並非過去學習了多少知識，而是「學習新事物」及「應用知識」
的能力，這就是素養教育的核心概念。 

 十幾年前，學校電腦課教的可能是window 97、小畫家，現在早已
過時，各種軟硬體日新月異，每隔一小段時間就會推陳出新。 

 不能只靠以前學的東西，要隨時做好學新東西的準備，學得快的人
才會是贏家。 

 



 素養教育希望能培養學生的「現代公民意識」。
除了現代社會制度，還包括政治制度、環保意識、
氣候變遷、人口老化、道德教育等，都是未來相

當重要的議題。 

 素養教育的目的不是想培養「書念得好」
的學生，而是「全人教育」，讓大家具備
學習新事物的能力與公民意識，能參與各
種社會與政治議題，成為自己以及國家的主
人翁。 

 現今社會常見的亂象，如垃圾亂丟、交通意
外頻傳、車子不禮讓行人、公共安全低落、
市容凌亂、政治偏執等，都是缺乏現代公民
素養的表現，也是素養教育想要從根本改善

的目標。 

 



。 

 以前強調「專才」，現在則強調「通才」。 

 以「電動車」為例，以前「汽車工業」是一個很明確的領
域，高職都設有「汽修科」。然而，電動車牽涉的領域廣，
除了機械與材料領域，還有電池（電動車的核心）、自動
駕駛、人工智慧等，需要對各領域都有了解進行整合。 

 



 大學採「不分系」的策略，多所國立大學紛紛搶辦不分系學程，

如：成大不分系最低錄取分數僅次該校的電機、資工系；甫合校

的陽明交通大學將大一、大二不分系獨立成學院，讓學生先練基

礎研究功力，大三後再選系。 

 不分系除讓學生多探討未來職涯發展方向，了解自己真正興趣所

在，累積各領域的經驗，提升「跨領域整合」能力。 

 若孩子有意選擇大學「不分系」學程，家長應抱持鼓勵態度，對

未來職涯發展會有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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