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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篩選兩位私立大學、三位私立技職院校之講師、副教授為研究對象。

探討私立高校教師在面對，「私校退場」時之主觀經驗與歷程，藉其主觀敘述，

了解私立大學教師當面臨要關系或關校時，個人的情緒、理念、價值觀及個人對

於置身處境的想法、看法、感受與自我的身心調適因應歷程。 

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發現： 

    老師面對高校退場時的因應方式：依大自然法則而論；不能改變環境，就只

能適應環境，不然，一定會被淘汰，雖然殘酷，卻也是必然的結果；所以，高教

私校老師為了生存，除了必須發展一套，自我適應環境的本能，甚至未雨綢繆，

準備好自我技能與資格，為未來鋪路，準備面對下一個人生階段的全新考驗！ 

    其實，不單單是校園，社會上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困難與壓力，只是老師

的工作有其特殊性，當私校老師面對是否會失業的恐懼與壓力時，如何面對自己

內心的衝擊，甚至超越這個歷程？經過本文深入訪談、研究發現：私校老師面對

內憂（教師評鑑、同事競爭）、外患（少子化、校際競爭、社會輿論）時，必須

保持樂觀正向，做好份內的工作；調整心態，把目前狀況當成挑戰，延續自己的

教職生涯，安住於教學上，為國家、為社會、作育英才盡一己之力。 

    總之，對老師所言，這是一種全新的挑戰，雖然校園的氛圍、老師的角色，

正在無聲無息的改變中，至於如何詮釋老師的「新身分」，除了老師個人的努力

之外，為了百年樹人的教育大計，端賴國家、社會、家長全體的重視與努力！ 

    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針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並期許本研究能

幫助後續的研究者、教育部、及各界能更加重視，因少子化引起各項重大議題與

大學教師之權益。 

 

 

關鍵字：高教退場機制、私校大學教師、少子化、敘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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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私校退場歷程中，私立大專院校的教師在面對高校退場之因

應與心路歷程。本章分有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

問題；第三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當 2014 年教育部長吳思華提出，少子化造成了大學的招生人數大幅減少，

計畫在 5 年內將 162 所大學減至到 100 所，故將研擬「高教創新轉型方案」。預

計 2015 年後公布，做為輔導大學轉型或退場之依據。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大學

新生，將從 105 學年度起會不斷銳減，預估將比 101 學年度減少約 2 萬 7 千多人

左右。台灣將在「少子化」的衝擊影響下，未來大專院校將會面臨嚴重的招生不

足，以致部分的私校將會被迫退場(評鑑雙月刊，2014)。 

 

壹、研究背景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4)指出：台灣真要在 5 年內，將現有 164 所大學減

少到 100 所以內，就等於是要減少 3 分之 1 的高校數量。其影響是除了要安排學

生轉學外，最嚴重的是將造成 1500 名大學教師失業。倘若沒有適當的讓教職員

轉型就業，將會突顯高學歷低就業的現象，勢必導致家庭與社會問題。再依照私

立學校法之規定，私校法人解散後資產將歸地方政府，有關校地、賦稅、資遣、

退休等問題是複雜且困難的 (郭添財，2014)。之前私立學校創校，因當時政府

在 50 年代時，財政拮据，於是號召民間捐資興學，並提出多種鼓勵措施。 

    如今因為社會變遷，也因政府未能提出因應策略，使得約有 3 分之 1 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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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所大學校院必須面臨減併或退場，對於創辦者之權益也受其影響。而大學教師

的工作權益惡化，必將衝擊著學生學習的品質。是故，維護大學教師基本權益，

其實就是在確保我們學生的受教權。 

    又當全台私立學校開始面對這個「高教退場」議題時，校方是如何應變與措

施？老師們又會有什麼樣的因應、想法及經歷呢？我國高等教育在面對少子化之

衝擊，已是燃眉之急！在追究教育部官員的失職責任，以有效保障師生權益等等

事件傳開後，社會大眾才真正驚覺到我們台灣的「高等教育」大崩盤正在啟動著。 

    現今許多的學校，明明已招生不足而經營困難，在消失的危機中擺盪，仍做

最後的垂死掙扎。若依循著「市場化」的法則，經營不善本該退場。但，讓人憂

心的是，這些事件將引發的骨牌效應，也許導致台灣的私立大學面臨停招、停辦

或解散的命運，這對「私立大學」之教師與學生會產生甚麼樣的衝擊，卻少見研

究。(蘇峰山， 2014)。 

    在「高教退場」機制下，許多私立大學教師，基本工作權益也開始惡化，在

爆出屏東「永達技術學院」的退場事件後，才引起各界開始關注此議題。基於教

育的特殊性，學校經營者開始緊縮教師勞動條件。例如：1.縮減教師名額的編制、

2.任意逼退、3.資遣教師、4.減薪停薪，不僅做為教師的直接受害，也連帶著學

校的生師比率和教師的基本條件因此而惡化；學校甚至面臨排不出課的窘境，嚴

重影響學生的受教權。 

 

貳、研究動機 

    誠如上述；再經相關文獻指出「私校退場」攸關高等教育存亡之事實，又在

缺乏高教改革的實際經驗中，大學教師無不人心惶惶、憂心忡忡。雖然以大學教

師、教師評鑑、高等教育之相關研究不少，但針對「高教退場」下的直接、專屬、

深入訪談大學教師的心聲，與心路歷程之相關研究幾乎是零。有鑑於此，在這個

(高教)私校退場的歷程中，老師們經歷了些甚麼？將更為珍貴！因此，「高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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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聲中-私校大學教師心路歷程之敘事研究」是為本研究之學術動機。同時希望

透過本研究，探討大學教師個人因應策略與調適歷程，以提供高校教育與教師們

之參考。 

    年過半百來到南華生死所，多數人都在探尋著生命存在意義，找出不平凡的

生命價值所在，我也不例外。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緣巧合下碰上「高教退場」的國家重要議題，興起

研究此議題之想法。  

    決定以此議題做為論文的研究題目時，便不斷努力的做功課，並搜尋一些相

關資料，才更進一步了解教育部釋放出5年要關30所，10年要關60所高校。未來

這麼多的老師何去何從？這問題太大了！為了讓老師們趕快看到危機意識、提供

參考意見，作為他們更好的人生規劃，更為了下一代的教育，「高教退場聲中-

私校大學教師心路歷程之敘事研究」是為個人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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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篇研究，選擇大學教師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私立大學教師在面對「私

校退場」時之主觀經驗與歷程，藉其主觀敘述，了解私立大學教師當面臨要關系

或關校時，個人的情緒、理念、價值觀及個人對於置身其中的想法、看法、感受

與自我的身心調適因應歷程。 

 

壹、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希望達到以下目的： 

一、探討私立大學教師在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個人經驗內容。 

二、探討私立大學教師在評鑑制度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個人因應調適歷程。 

三、探討私立大學教師在高教啟動退場機制時，學校的因應與做法。 

四、探討私立大學教師在面臨私校退場時，老師個人的心路歷程。 

貳、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目的所發展出來的問題為： 

一、探討私立大學教師在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個人經驗內容為何？ 

二、探討私立大學教師在評鑑制度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個人因應調適歷程為 

何？ 

三、探討私立大學教師在高教啟動退場機制時，學校的因應與做法為何？ 

四、探討私立大學教師在面臨私校退場時，老師個人的心路歷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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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研究者將針對本研究中之重要名詞加以詮釋，以界定該名詞在本研究中代表

的意涵： 

一、大學教師 

    根據《大學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內容：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從事授課教學。任教又分專任與兼任，本研究以專任者為主。 

 

二、退場機制 

    高教退場機制＝私校退場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徐明珠(2006)指出少子化學生

減少，學校必須整併，高教制度面臨大考驗；招生不足，私立學校將面臨關閉的

命運； 

1.師資需求量減少，形成人力資源過剩等； 

2.學校縮編人力，整併或關閉； 

3.過剩教師都要面臨失業(國政研究報告)。 

 

三、心路歷程 

    指研究參與者心中思慮所經歷的過程， 從自己在面對學校縮編人力的開始資

遣、不續聘、解聘、提早退休的經歷中，體驗了自己所遭遇到改系名、併系再到

關閉整個系所時的自身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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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敘事研究 

   採用「整體-內容」、「類別-內容」之分析法與「關鍵事件」的方法。以研究

參與者的經驗歷程為主軸，試圖透過敘說重現研究參與者在此歷程中，面對「私

校退場機制」下的詮釋與意義(吳芝儀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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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文之文獻探討共分為四節，依序分別為第一節先從台灣高等教育之路開始

說起；第二節是來了解少子化對高教影響；第三節闡述退場機制相關研究；第四

節探討教師專業評鑑制度。 

 

第一節 台灣高等教育之路 

    楊朝祥(2009)指出台灣高等教育的現代大學，是經過長時間的自然演變而

來，其發展過程總無法脫離社會的脈絡影響(教育資料集刊)。 

 

壹、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業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彰顯教育實為國家百年大業，不但肩負培育國家

優秀人才的任務，更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在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推

展 6 年國民義務教育，並順此增設師範學校，培育中小學師資，以落實學校教育。

另一方面，針對日據時期之臺北帝國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進行接收改制與管

理，繼續推展高等教育事業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 。 

 

一、光復初期，高等教育之變革 

   在光復初期，高等教育機構是以接收日據時期原有的大專院校為主，1945 年

全台僅有 4 所大學。 

    到了 1960 年代，在大量擴增中等職業教育之後，政府鼓勵私人設置專科學

校，一時之間，私立專科學校的籌設蔚為風潮。1985 年公布「開放新設私立學

校處理要點」（楊朝祥，2009），再度允許民間籌設工學院、醫學院、技術學院、

二專及五專。讓私校的創設又進入了另一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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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 

    自 1990 年代起，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除了增設許多的公私立大學外，專

科學校逐步的改制為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所有大專院校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設

立或升格。由下表（參見表 2-1-1）可看出自 1999-2008 年台灣大學之變化成長，

專科則因改制為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之關係，而僅剩 15 所。大學從 44 所增加到

102 所，大學數量乃由學院改制而來 (楊朝祥，2007)。 

表 2-1-1   1999-2008(民國 88-97)學年度大學校院數(不包含空大.軍警校院) 

年度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大學 44 53 57 61 67 75 89 94 100 102 

學院 61 74 78 78 75 70 56 53 49 45 

專科 36 23 19 15 16 14 17 16 15 15 

總計 141 150 154 154 158 159 162 163 164 162 

資料來源：教育部 

    由上表可見，現今的大學學院中幾乎都是由專科改名、改制而成。因此當前

台灣高等教育面臨挑戰，就是台灣近年來蓬勃的高等教育發展結果。 

表 2-1-2   100-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校數  (資料統計時間：103 年 10 月 15 日) 

年度 

公立 私立 

總計 大學

校院 

技職

校院 

空中

大學 

軍警

校院 
小計 

大學

校院 

技職

校院 

宗教

研修

學院 

小計 

103 34 15 2 7 58 37 59 2 98 160 

102 34 16 2 7 59 36 61 3 99 159 

101 35 16 2 7 60 36 61 3 99 160 

100 35 16 2 7 60 36 61 2 100 159 

資料來源:教育部 http://ulist.moe.gov.tw/Home/Universit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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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設大學乃是 1980 年代後期及 1990 年代初期，在經濟急速發展及社會快速

進步的雙重因素支撐之下，社會對大學教育的需求更為殷切，而教育資源也在民

意代表及社會大眾的支持，政治考量選票因素下，大量的增加，當「一縣市、一

大學」政策公布之後，便開始大量增設公立大學(楊朝祥，2009)。 

 

三、高等教育過度擴張下的負擔 

    在台灣不僅學校數目快速增加，就讀大學人數亦突飛猛進，讓高等教育所處

的社會環境與過去資源短缺、入學機會不足、升學壓力沉重的狀況有了相當大的

差異(楊瑩，2004, 2005, 2008)。是故，高等教育在台灣蓬勃發展與過度擴張下，

政府對各校的補助並未提升(尤其是私校)，導致私立大學經營困難，品質不好、

績效不佳，直到 103 年度為止共有 160 所公私立的大專院校（參見表 2-1-2）。 

    總結以上，近年來的臺灣出生率日益低落，不足以填補高等教育招生名額，

在粥多僧少、人人都能進大學的情況下，大學已不再是菁英教育，而變成是全民

的普及教育，進而稀釋了整個教育資源。 

    當高等教育在量變無法帶來質變的同時，高教文憑也失去了應有的價值，為

了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必須將現行的高等教育政策做一番思考與調整，以期提

昇台灣在面對全球化時代學術的競爭。 

 

貳、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隱憂 

    根據教育部教育統計，臺灣大專校院在 39 學年度只有 7 所，59 學年度增加

到 92 所，89 學年度增加到 150 所，99 學年度則達 163 所，大專校院之密度相當

高，這種快速發展的高等教育，已經從傳統的菁英教育轉型為大眾化的教育，雖

然提供學生更多的就學機會；相對地，卻衍生大學教育品質低落及競爭力不足等

問題，加上大學存在「重研究、輕教學」之風氣，導致高等教育發展衍生一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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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隱憂(吳清山，2011)。 

 

一、高等教育的研究與教學 

    大學是人才培育的搖籃，也是文化傳承發揚與創造的舞台，對國家社會的進

步與變遷，是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因此大學之教育成效，決定了國家的競爭能力

（教育部，2003）。為追求大學的卓越與進步，中華民國大學法第一條：「大學

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林海清，

2007)。 

    國內大專院校訂的 6 到 8 年「限年升等條款」，在許多被停聘或不續聘老師

打贏官司或申訴成功後，受到挑戰。教育部長吳思華昨（2015）表示，老師研究

表現未達標準，學校可不讓他們升等，但不能以此單一理由就要老師走路。吳思

華繼續表示，要停聘或不續聘一個教師，不能只看研究單一指標是否達標，而是

要評量他們在教學、研究、服務等方面的總體表現。教育部將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不獨鍾學術研究，教學或技術表現傑出者，也可升等(中國時報)。 

    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何萬順(2015)提出在台灣的學術學界，普遍存在一個

迷思：研究與教學是此消彼長的零合關係。這種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思維是基於

時間的邏輯：時間是民主的，一天 24 小時，無論貴賤聰愚，誰都一樣。學者投

注了較多的時間在研究，自然只有較少的時間在教學，反之亦然。所以結論是：

研究績優的教師，教學必然不優；教學績優的教師，研究必然不優。 

    當然研究與教學亦是如此，因優質的研究與優質的教學有許多的要件是重疊

的。一個教學優良的大學老師，一定具備好的研究精神；一個研究優良的大學老

師，也必然有分享知識的動力。兩者在追求真理的價值觀上是一致的，所付出的

心力與獲得的成果也大可以是互補的(郭位，2009)。 

    並不是每一所大學都需要成為研究型大學，當然也不是每一位研究型大學的

教師都需要教研並重。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家必然要有教研兼優的大學，而教研兼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5%AD%B8%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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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的大學必須建立在「教研並重、教研相長」的價值觀上。當大家永遠要追求雙

贏時，魚與熊掌兼得不見得比較難，很可能反而比較簡單(何萬順，2015)。 

 

二、大學老師對高教現況的看法 

    天下雜誌(2012)首度針對大學教育工作者，進行意見調查，為台灣高等教

育，進行體質檢定，剖析盤根錯節的高教現狀。 

    調查發現過去十年，台灣 SCI 論文發表篇數，成長 189%， (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至 9 月 14 日進行調查，以封閉式網路調查方法針對《天下》雜誌群，於大

學任教之會員進行調查，有效問卷回收數為 2,211 份。在校際區分上，公、私立

大學各佔 42%、58%，一般大學與技職大學為 64%、36%；若以職銜區分，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所佔比重，分別是 23%、29%、33%，餘為講師與專案助理教

授（14%）。(2012-10-02 ) 

調查發現： 

(一)33.5%花最多時間在研究  

    將主力放在教學的不到 5 成，調查發現，約三分之一的大學教育工作者表

示，花最多時間在「研究」工作(33.5%)；僅 46.8%的大學教師，認為「教學」

是他們現在工作的主要內容。 

(二)現今教育制度無助於提升學生素質 

近四成教授表示，今日的教育制度並無於提升學生素質。在傳統認知中，高

等教育被賦予人才培育與促進社會流動的正面功能。問到現今教育制度，是

否能夠「提升人才水平」時，表示同意的大學教師，不到六成 (58.2%)。 

(三)「課程改革」及「師資改革」 

受訪教師認為，最有效的兩種方法，是「課程改革」與「師資改革」。76.5%

的受訪者表示「增加能力與就業技能銜接的課程」最為重要；68.6%的教授

則指出，「引進企業資源，協助學生提升就業能力」才是首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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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合上述，教學內容變得更有實用性、更接近工作現場，是高教工作者，普

遍的共識(《天下》「高等教育診斷白皮書」，2012)。 

 

叁、大學教育的改革與轉變 

    高等教育的改革，使得高等教育已經由「菁英型」走向「大眾型」，甚至邁

向「普及型」的階段。因此，當大學目的從菁英的培育，轉變為普及的平民教育

時，臺灣的公立大學似乎漸漸失去了競爭力，這是目前我們面對的最大危機(劉

兆漢，2005)。 

 

一、為滿足民眾終身學習的需求，廣設大學院校 

    高等教育擴張的目的，無非希望培養國家高級人才，以及實現教育機會均等

的理念，為滿足民眾終身學習的需求，廣設大學院校高教擴充後，所產生的問題，

其實與原先所期待的上述目的有所出入。其中牽涉到大學擴張後各校所獲得的資

源分配不一、公私立學校學費不均、招生人數下滑而惡性競爭等問題，因而高等

教育素質有整體下降之虞。 

    高等教育擴張後，朝向入學機會大眾化階段等議題，教育資源分配與維持受

教品質，才是各國政府所應重視並積極解決的問題。只是從高教擴張後哪些人獲

益的角度來看，在台灣，原本屬於菁英的族群仍然繼續享有豐富的資源，而菁英

之外的大眾雖然享有進入高等教育的機會，其所擁有的教學品質與學習環境，仍

然無法與菁英族群相比(周祝瑛，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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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少子化對高教影響 

    吳清基(2009)指出國內每年新生兒人數已不到 20 萬人，今年小一新生首次

不足 23 萬，新生兒人口數並以每年 20％的速度逐年下降；教育部推估，少子化

將自 100 年起，就逐步衝擊大專校院了。18 歲可唸大專的學生人數，將由目前

30 萬降至 27 萬，到 110 年大專生的來源，將正式跌破到 20 萬、僅剩 19 萬多人

而已（參見表 2-2-1）。 

 

壹、少子化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趨勢 

    根據內政部統計，民國85年以前，每年出生人口都有30萬人的水準，86年後

出生人口越來越少（89年除外），93年出生人口更是只有21萬人6千人，少子化

呈現的並不是只有短期問題，而是一波波對未來的衝擊，對教育而言，從小學、

國中、高中職到大學，都會受影響（翁翠萍、劉嘉韻，2005）。 

 

一、台灣生育率 

    少子女化最客觀的衡量指標，應為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內政部，2008)，通常

是指低的生育率。根據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在2009年只有

表 2-2-1                   教育部預估 

大專校院招生缺額相關資訊表 

年度 18 歲進大學人口數 註冊人數 招生名額(每年減 2%) 缺額 

100 27.6 萬人 22.7 萬人 28.4 萬 5.7 萬 

105 22.9 萬人 18.8 萬人 25.7 萬 6.9 萬 

110 19.5 萬人 16.1 萬人 23.2 萬 7.1 萬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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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人，創歷年來新低。而根據內政部戶籍人口統計資料顯示，臺閩地區1997年

度到2010年度一歲人口有逐年遞減現象，詳細情形如（參見表2-2-2）所示。 

 

表 2-2-2      我國一歲人口出生及入各級學校情形 

出生年 人口數 入國小年 入國中年 入高中職/ 五專 入二技 入大學/ 四技年 

1997 326,002 2003 2009 2012 2017 2015 

1998 271,450 2004 2010 2013 2018 2016 

1999 283,661 2005 2011 2014 2019 2017 

2000 305,312 2006 2012 2015 2020 2018 

2001 260,350 2007 2013 2016 2021 2019 

2002 247,530 2008 2014 2017 2022 2020 

2003 227,070 2009 2015 2018 2023 2021 

2004 216,419 2010 2016 2019 2024 2022 

2005 205,854 2011 2017 2020 2025 2023 

2006 204,459 2012 2018 2021 2026 2024 

2007 204,414 2013 2019 2022 2027 2025 

2008 198,733 2014 2020 2023 2028 2026 

2009 191,310 2015 2021 2024 2029 2027 

2010 166,886 2016 2022 2025 2030 2028 

資料來源：1.內政統計月報(無日期)。1.2─現住人口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登記。2011年3月1

日，取自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m1-02.xls。 2.入各級學校情形係研究者整理。 

 

二、總人口成長趨勢  

過去50年來，我國婦女生育率呈長期下降趨勢，未來總人口成長由正轉負，

將為不可避免之趨勢。（參見表2-2-3）及(參見圖2-2-1)所示，當生育水準越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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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成長幅度將越大，人口減少速度則越快。 

表 2-2-3   總人口概況－高、中及低推估 

項目 105年年底 人口最高峰 150年年底 

高推估－人口數 2,355萬人 114年2,381萬人 1,949萬人 

（與105年比較） - 增加26萬人 減少406萬人 

人口成長率 2.5‰ 0.2‰ -9.8‰ 

中推估－人口數 2,355萬人 113年2,374萬人 1,837萬人 

（與105年比較） - 增加19萬人 減少517萬人 

人口成長率 2.3‰ 0.0‰ -12.3‰ 

低推估－人口數 2,354萬人 110年2,366萬人 1,707萬人 

（與105年比較） - 增加12萬人 減少647萬人 

人口成長率 2.1‰ 0.2‰ -15.2‰ 
說明：人口成長率為該年較上年年底人口數之變動率，與表4、表13-2、14-2及15-2之總增加率（分母為年中人口數）

稍有差異。資料來源：本報告。 

 

三、出生趨勢  

    過去我國生育率長期持續下降，使育齡婦女人數隨之減少，連帶影響未來嬰

兒出生數；而總生育率回升，雖可減緩出生數下降幅度，然仍難敵下降之勢。（參

見表2-2-4） 

表 2-2-4     出生概況－高、中及低推估 

項目 105年 120年 130年 150年 

高推估－出生數 21.6萬人 18.2萬人 15.6萬人 13.7萬人 

（與105年比較） - 減少3.4萬人 減少6.0萬人 減少7.9萬人 

粗出生率 9.2‰ 7.7‰ 6.8‰ 7.0‰ 

總生育率 1.23人 1.40人 1.50人 1.50人 

中推估－出生數 21.1萬人 15.9萬人 12.4萬人 10.0萬人 

（與105年比較） - 減少5.2萬人 減少8.6萬人 減少11.1萬人 

粗出生率 9.0‰ 6.8‰ 5.5‰ 5.4‰ 

總生育率 1.20人 1.20人 1.20人 1.20人 

低推估－出生數 20.6萬人 12.8萬人 9.2萬人 6.3萬人 

（與105年比較） - 減少7.8萬人 減少11.3萬人 減少14.2萬人 

粗出生率 8.7‰ 5.5‰ 4.2‰ 3.7‰ 

總生育率 1.17人 0.95人 0.90人 0.90人   

資料來源：本報告。國家發展委員會  105年 8月  http://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84223C65B6F94D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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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少子化是一波波對未來教育的衝擊 

    彭杏珠(2009)：學校倒閉，從幼稚園到大學，少子化如同教育界的土石流一

波波而來，勢頭愈來愈強。首當其衝中的就是教育機構，從安親班、幼稚園、小

學、中學，乃至於大學，骨牌效應般地從最基層逐漸往上推壓。 

      以前考大學雖不像中科舉般困難，但也得過關斬將才能擠入窄門，但今天，

已有大學搖搖欲墬，面臨倒閉邊緣(遠見雜誌)。 

 

一、高等教育面臨破產的邊緣 

    從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潘襎系主任於人間福報之論壇（2016）說，

高等教育今年起進入寒冬，起因於少子化。少子化直接衝擊高等教育之外，也間

接使得台灣加快進入老年社會的步伐，國家生產力低落，扶養老年人的負擔提

升，長久以往，社會必然會陷入嚴重危機。少子化直接衝擊的是，高等教育面臨

破產的局面。 

 

二、學校必須因應少子化在未來，可能造成的教育衝擊 

    台灣社會少子化的趨勢，加劇入學新生減少、教師過剩等問題，這些問題就

像是海浪一波波接連而來，但治標不治本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因此學校必

須因應少子化在未來可能造成的教育衝擊(黃怡雯，2006)。 

     

叁、少子化將掀起高等教育倒閉潮 

    在生源不足下，私校經營困難，已開始發生廢系或併校情形。大學院校二次

招生的情況將會更嚴重，同時學費總收入將減少，必面臨經費不足情況，有可能

學費上漲或有學校需要關系與整併，總之都難逃關門的命運(徐明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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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子化造成高等教育供需失衡 

    學生數是可以支撐學校的生存，當嬰兒出生數越來越少，學校招生就會越來

越困難，當然排名於後端的學校必會關門，此乃屬大家的普遍認知。而高教群體

的大學招生將必然造成嚴重的衝擊。國內的高等教育供需失衡，排名後端大學院

校的退場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陳德華，2010)。 

    依據教育部提出的「私立大專校院轉型發展方案」，教育部對招生困難有轉

型必要的學校，有「事前預警」、「訪視評估」，並積極介入、輔導的責任(高教工

會，2013)。 

    高鳳和永達絕對不會是僅有的兩家倒閉大學，大學倒閉潮，恐怕是現在才

要開啟序幕。 

    台灣長期出生率不斷下降，這種情況到了生肖虎年的時候會特別明顯，民國

87 年正逢虎年，出生率從前一年的 15.07％降到 12.43％，出生人口一下少了 5.4

萬人。大專院校方面，會遞延到 105 年才開始爆發。根據教育部 102 年制訂的《人

才培育白皮書》，105 年大學生源將驟減 5.5 萬人，占目前大一新生總招生名額

29 萬的 19%；又因 99 年出生人口降至 16.7 萬人，造成 117 年之後，大學的總生

源只剩 102 年的一半！ 

    從數據上可預見，引自吳碧娥(2015)學校面臨的最嚴苛的衝擊時間點還沒

到來，99 年所創下的超低出生率，要到 117 年才會反映在大學招生（參見 2-2-5）

所示，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大膽預估大學恐將倒四成(北美智權報，2015)！ 

 

表 2-2-5       102 學年～117 學年大專院校一年級新生人數推估 

學年度 大專院校學生人數 比 102 年減少學生人數 減幅 

102 年 271,108 - - 

105 年 252,058 (推估) 19,050 7.03% 

117 年 156,408 (推估) 114,700 42.31%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http://t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ditorial/publish-1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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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將面臨嚴峻的競爭壓力 

    所以當 1990 年開始新生兒人數下滑，至 1998 年更是創新低點，大專院校卻

從 1999 年開始一縣一大學的迅速增加校數，導致學生數減少，學校數卻增加，

使得 2016 年(民國 105 年)成為各大專院校，是否能得以繼續生存的關鍵點(張婷，

2013)。 

    直接衝擊著我國的高等教育，是少子化現象的趨勢。學校面對越來越競爭的

壓力，也促使原本不必擔心招生問題的一些學校老師，要開始參與學校招生而感

受到生存的壓力與競爭(陳星貝，2012)。  

    在生源不足下，私校經營困難，已開始發生廢系或併校情形。大學院校二次

招生的情況將會更嚴重，同時學費總收入將減少，必定面臨經費不足情況，有可

能學費上漲或有學校需要關係與整併，總之都難逃關門的命運(徐明珠，200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6B5x/search?q=auc=%22%E5%BC%B5%E5%A9%B7%22.&searchmode=basic
http://www.npf.org.tw/author?query=%E9%99%B3%E6%98%9F%E8%B2%9D


 
 
 
 
 
 
 
 
 
 
 
 

 

 

19 
 

第三節  退場機制相關研究 

    在廣設大學的一陣風下，很多教育機構本不具升格條件，就倉促從大專變成

學院，從學院變成大學。這一切將在民國 105 年之後，大量學校因為招不到學生

被迫必須同時退場，屆時造成的社會問題將更難解決。問題是：如何退場？ 

 

壹、高校退場機制的啟動 

    上場容易下場難。台灣政府要整併高校數量，提升教育品質，是件不容易的

事。應對高等教育危機，教育部長上任就提出高校「退場機制」，有的確實是需

要向下改制的。但升格容易降格難，現在變得騎虎難下四不像了(華夏經緯網，

2014)。 

 

一、啟動退場機制 

    李建興( 2013)指出，只問大學學生多不多？夠不夠？絕非是大學教育的正

務；相反的，我們應該問大學辦得好不好？大學生的素質高或低？大學的目標、

師資、課程、教材、學生出路或評鑑等績效，才是大學教育的正辦(國家政策研

究基金會， 2013) 。 

    吳思華部長說，少子化衝擊大學招生，教育部公布的高教創新轉型方案，就

是希望協助學校重新思考辦學模式，找到永續經營、創新發展的方向，目前學校

的計畫已經陸續啟動執行，也希望「高教創新轉型條例」的修法能盡快通過，透

過行政鬆綁，讓學校推動創新轉型有更好的發展。(國立廣播電台，2016)。 

 

二、高教退場計畫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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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許多大專院校除了遭遇招生不足的窘境，更面臨不得不轉型，甚至是退

場的危機，新任教育部長潘文忠(2016)還表示，將成立 50 億元基金，輔導私校

轉型退場，但私校經營者，為了自身資產苦撐不放手，仍是目前高教退場計畫，

最難克服的挑戰。 

    教育部政務次長陳良基(2016)：「那我們現在公立大學，收的學生大概是 6

萬人，私立就 15 萬，所以你推估到，剩 11 萬人口的時候，6 萬學生假定沒有變，

你私立學校，就一定是少了 10 萬學生，所以以這樣來抓的話，10 萬學生大概就

是差不多，5、60 家以上(陳沿佐 徐榮駿 ，2016)。」 

    依上述所言：高校一旦 5、60 家的學校退場後，學生、教職員及所有相關的

受教權和就業權，又該如何解決，又有多少家庭在這一波浪潮下受到衝擊，這又

是另一種艱鉅的挑戰，政府單位應該要更加慎重、面對、處理高教退場計畫。 

 

貳、大學院校退場之影響因素 

政府每年有新台幣 860 億左右的高等教育經費，如何分配？是齊頭式的平

等？讓各公私立大學雨露均霑的經費？還是追求國際競爭力，以培養世界級的頂

尖大學，而將經費挹注給重點學校？ 

過去 20 年高教擴張和少子化，是促成未來 10 年內臺灣大學退場的兩大關鍵

因素。若依「市場自由競爭」機制，辦學績效好的大學是沒影響的(大學問想想

論壇，2016)。 

 

一、資源分配不均 

    近年來我國大學教育擴充過度，導致資源產生稀釋的情況，不少大專院校經

營困難，也面臨辦學品質低落、大學性質丕變、經費排擠效應、資源爭奪風暴、

學校貧富不均等，甚至到了要退場危機了(劉欣宜，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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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楊玉惠昨天（2017）指出，師資不足及資金缺口影響教學

品質，為大學退場主因，楊玉惠表示，改善計畫仍未通過，106學年度就不能招

生，舊有學生仍需照顧學習權益，如果要轉學，教育部也會協助安排(聯合報)。 

早期臺灣大學發展，實質上並非完全依循市場機制來經營，而是由國家統一

制定教育政策，並且挹注經費辦學。「學雜費」和「政府補助」是大學經費的兩 

大來源，兩者總和超過五成，私立技職科大占比甚至高於八成（參見表 2-3-1）。 

 

表 2-3-1  台灣公私立大專院校學雜費比較表 

 

    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2015)認為，私立大專校院預定將解散後的校產

排除回歸公共用途，解散後校產回捐地方政府規範，另行訂定財產歸屬。事關重

大有任何的風吹草動，則牽一髮而動全身。龐大的校產，難免引起有心人士的覬

覦！但是因為少子化與社會變遷下，大學退場是無可避免的。(高教工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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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教的創新轉型 

    高教創新轉型條例草案第十一條：「試辦創新學校為鼓勵師生創業並協助產

業創新，得以人員借調、資金投資、技術入股等方式，透過創新計畫推動衍生企

業，參與經營。」此點開放高等教育能更大幅地興辦「衍伸企業」，必將混淆本

為非營利事業的大學定位。 

    高教工會副理事長管中祥(2015)指出，高教創新轉型條例草案，其中包含諸

多問題。未來，對社會有益，但未必賺錢的知識、發明，將在利潤掛帥的邏輯下，

更難有生存空間(高教工會，2015)。 

    綜上所述，我國大學校院退場機制之影響因素包含：大學校院數量過剩、少

子女化衝擊、教育品質良窳雜陳、經費短少、資源不足等等影響因素。而大學校

院退場機制之現況以整併和退場二模式為主，已整併者例如：嘉義大學、東華大

學、臺中科技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屏東大學等 5 例；已退場者例如：高鳳內容

數位學院、永達技術學院等 2 例(蕭詠勵，2014)。而推動高等教育質的改革，落

實大學退場與強化大學生品質管理機制，是社會之期待，亦為政府之責任。 

 

叁、大學院校退場之反思 

    在公民行動影音中，永達技術學院曾經是南部學子報考五專工科的前三志

願，2014 年宣佈停辦，這所為台灣造就無數工業人才的學校走入歷史，成為台

灣高教政策下的犧牲品。 

  

一、已消失的學校 

    消失的學校，只有永達嗎？四散的師生，誰該負責？永達停辦後，問題爭議

並沒有隨之消失。另一所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創立於 2004 年，當時教育部在明知

少子化危機（台灣出生人口數從 1998 年起下降）的狀況下，還允許學校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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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完全無視於既定事實的錯誤政策，而這也導致座落於屏東、資源缺乏的

高鳳在成立幾年之內就狀況連連。 

    近百教師被迫失業、學生四散，撐下來的能畢業，經濟條件較差學生僅能自

認倒楣。然而，私校資產不論儀器設備還是建築、校地，經費來源皆受教育部獎

補助款分配以及學生學雜費、校務基金構成，一旦私校董事會握有的校產能夠轉

型，非營利變營利、捐資變投資、校產變私產，從中獲取利潤，那麼其他私校看

到永達轉型此例一開，還會認真辦學嗎(高教工會，2014)？  

 

二、私校競爭力衰退的原因 

    真正造成高教競爭力倒退的原因是什麼呢？戴伯芬(2015a)指出： 

(一)教育部在 2001 年教育檢討與改進會議中允許各校訂定「大學教師獎勵及誘

因措施」，造成當前大學教授薪資差異。 

(二)私校之所以數量過剩，源於師範體系學校面對教改要求師資開放的轉型壓

力，1987 年師專升格為師院，帶動 1996 年之後的技專學校升格，讓原來專

科學校過剩轉為大學過剩的問題。 

(三)舊政權政治酬庸的私立學校經營管理問題。 

(四)董事會糾紛、校長改選爭議、校務營建、採購弊端、教職員欠薪等不法情事。 

(五)在林本炫(2006)分析私校違失的類型包含九類：董事會席次買賣、董事會干

預校務、董事不當支薪、土地購置、營繕工程、設備採購、財務缺口、獎補

助款挪用、違規收費。 

    綜合上述，皆是造成高教競爭力倒退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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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專業評鑑制度 

    我國高等教育評鑑機制，從早期由教育部辦理，演變為教育部委託專業學會

及民間專業評鑑機構辦理（蘇錦麗，1997），直到 2005 年，參酌世界主要國家之

評鑑皆由公正、客觀的第三機構辦理，遂由教育部及全國 153 所大學校院共同捐

資成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負責我國高等教育評鑑規劃、研

究、執行及考核之一貫化作業（教育部，2010 年 8 月）。 

 

壹、評鑑制度的精神與目的 

   科技校院的評鑑，始自民國 64 年教育部開始辦理「專科學校評鑑」，每三年

實施一期外部評鑑。教育部於民國 90 年首度進行科技大學訪視，將「學校整體」

為受評單位，一次性辦理行政類綜合校務，以及專業類科、系、所評鑑（訪視）。 

教育部自民國 2005 年起，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辦理第一次「科

技大學綜合評鑑」(參見下圖 2-4-1 資料來源：傅勝利)。 

 

圖 2-4-1  評鑑制度沿革      資料來源：傅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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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校院評鑑轉型：從等第制到認可制 

    教育部於民國 103 年開始啟動「認可制評鑑」。 

    認可制評鑑規劃每五年為一週期，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同年辦理，評鑑結果

改採「認可制」：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評鑑重點除「教學

品保」外，「學校自我改善機制」以及「學生學習成效」同列為重點。「評鑑項目」

亦因評鑑重點改變而有調整。 

 

二、認可制評鑑的精神與目的 

    認可制評鑑最重要的精神是檢驗下列事項如下： 

1.學校所訂辦學「目標」是否明確？ 

2.各項辦學配套措施是否聚焦自訂辦學「目標」？ 

3.學校辦學與學生學習成效可否與「目標」相符？ 

4.若辦學或學習成效與「目標」相違，如何持續改善？(傅勝利，2014)。 

   評鑑旨在促進學校發現缺失並進而確實改善，以及受評單位能以更正向及健

康的心態面對評鑑事務 (李政翰，2015)。 

 

三、自律精神是評鑑成敗的關鍵 

1.評鑑指標涵蓋學校辦學特色。 

2.以學生學習成效為導向。 

3.充分考量不同學制教育目標之差異性。 

4.落實自我改善，推動持續成長。 

    綜上所述，整體評鑑過程強調自律精神，因此如何落實評量結果之資訊回

饋，以作為持續品質改善之參據，可說是整體機制運作成敗的關鍵(陳姿曲，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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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鑑機制下的亂象 

    教育部啟動大學的教師評鑑機制，要求各校制訂辦法開始執行，令教師們無

不膽戰心驚，擔心有朝一日飯碗不保，戰戰兢兢的令校園氣氛變得緊張詭譎。評

鑑制度是不是要教師們「走路」呢(評鑑雙月刊，2007)？ 

  

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方式 

    劉月華、鄺海音(2007) 指出私立大學為了節省人事成本，除了逼辭無法限

期升等的教師，還大幅解聘德高望重的講座教授，罔顧學生受教權益與教師表現

已是家常便飯。因此私校退場，攸關著老師的去留。這當中有著資遣、不續聘、

解聘、提早退休，還有關係著同儕間誰該先走的順序問題。 

    依教育部推動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方式，在實施要點中明確指出，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的方式主要有二：一種是教師自我評鑑，也就是所謂的自評。是以

瞭解自我教學工作的表現；另外一種是校內評鑑（他評），評鑑實施應兼顧過程

及結果(吳俊憲、林文忠，2009)。 

 

二、評鑑結合退場機制 

    高教司長何卓飛(2008)說：我個人並不贊成評鑑結合退場機制。教育部當初

推動評鑑，本來不是拿來當退場用，而是單純做認可，希望促成大學改善教學品

質，讓學生能真正獲益，所以改進的目的是最重要的；但因近年大學數量增加，

大學生畢業後未必能獲得社會認可或順利就業，民眾便開始質疑政府，為什麼要

讓品質不好的學校繼續存在？教育部在兩難下才產生所謂的退場機制，將評鑑結

果外加上退場機制的目的。但我個人還是認為，評鑑最好還是不要外加目的，否

則就失去讓學校改進的意義，扭曲了評鑑原來的目標，造成學校的不信任與質疑

(評鑑雙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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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從 105 年的私校學校人數(檢附表二~一)，就可以推算出那些學校已

經是在面對熄燈號了。一個私立學校學生至少要 4-5 千人，學校才能生存。更從

前述之(參見表-4)就可看出這些 3,000 人以下；或 2,000 人幾乎已經活不成！所以

學生就讀人數決定了一個學校的生存，也決定私校教師之去留問題。 

 

叁、評鑑制度下老師的悲歌 

    陳哲儒(2016)指出：薪水減少、工作量大、不穩定、缺乏成就感、沒有未來，

面對生存的龐大壓力，面對少子化，台灣的教學環境是每況愈下，多數的大學老

師在台上上課，根本沒有所謂世俗所誤解的權威，更不要說尊嚴，而僅是求溫飽。

因為台灣的大學有嚴格評鑑機制，從期中到期末，學生都會給老師打上分數，評

鑑一旦未達標，明年就不再續聘。在這種光景下，老師根本是身心俱疲，更不要

說熱忱。 

 

一、形式化的教師評鑑，傷害教師專業自主 

    全教總副秘書長羅德水(2013)說：「現在的高等教育評鑑不是一面鏡子，而

是一把刀子。」制式化評鑑方式傷害大學自主，形式化評鑑內容傷害教師專業自

主，等於傷害學生受教權。 

(一)大學教師評鑑現象： 

1.教師教學能力形式化，佐證記錄自己來。 

2.論文、研討會衝點數，國際發表比國內有價值？ 

3.膨脹教師業外工作，「招生責任書」須承擔？ 

4.教師任保母可加分，大學生像中小學一樣對待？ 

5.學生考證照，考上研究所，教師可加分。 

6.教師業務化，自行捐款或拉廠商捐款，背校方財務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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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師若在研究教學沒高分，只有爭取行政工作求分數，甚至免評鑑。 

8.主管評分權力大，有權決定教師去留，恐淪為「行政專制」。 

9.評鑑差，懲罰機制是減薪或解聘，學生受教權何在？ 

10.年年修改評鑑辦法，越改越嚴苛 (高教工會，2013)。 

(二)如何才能有教學品質？ 

    面對少子化困境與高等教育崩壞所帶來的大學倒閉，要正視現況，直接訂定

大學的退場機制，長痛不如短痛，將大學的數量正常化，卻又沒有一任政府敢承

擔責任，做出這種會危及選票的決策。(陳哲儒，2016)。 

    那些「很關心學生、輔導學生、專心教育學生」的老師，他們卻很難在給學

生進行輔導之後，拿出一張「學生輔導證明」來請學生簽名。因為這樣的舉動會

讓整個關心與教育完全變質，讓關懷的心變得很虛假。他們也很難整天去開會研

習湊點數，或者整天不斷的寫論文去投稿，甚至是動用分身開很多帳戶，只為讓

自己的論文可以被刊登，因為那些很可能不是他們認為對教育有意義的事情。最

後，因為評鑑表格不好看而被開除的，常常就是這些「付出而不求回報的老師」

(陳鍾誠，2014)。 

 

二、高等教育崩壞的危機 

    高等教育崩壞是臺灣社會當前無可迴避的危機，在官僚化、商品化以及少子

女化的衝擊下，高等教育即將面臨全面崩解的命運。隨官僚化治理機制的擴張，

放任大學展業經營、擴張校地；國家、財團、派系政治以及高等教育機構聯手開

發教育地產經濟，危害生態環境、斲傷土地正義、擴大社會不平等；在擴張的高

等教育碰上少子女化的人口斷崖，生源逐年下滑、財政赤字難以彌補、年金制度

無法改革。一切偏離教育精神的作為，終將造成大學倒閉、教授失業、學生失學、

生產力斷層的全面衝擊(戴伯芬，2015b)。 

    台灣高教教職員薪資與年資被法規綁死，造成「外快比本業賺得多」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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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受限諸多法令、升等規定等限制，許多國內大學教授不但得同時滿足每學

期開課最低時數要求、還有發表研究論文的篇數壓力，更得肩負招生與募款的工

作(黃嘉偉，2017)。 

    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2016)認為，「一直說缺愈來愈少，原因不是少

子化！」她指出，早在 105 大限來臨前，大學教師的職缺就愈來愈少，減少的速

度甚至比學生減少的還快。生師比惡化，即愈少的老師負責教更多的學生，陳書

涵直指，職缺愈來愈少，是用教育品質換來的！  

    現在業界都在說非典型就業，何謂非典型？臨時性的、兼職性的、短工性質

的，這個現象就在高教現場發生啊！」、劉梅君痛心地說道：「我們是非典型高

教」(蔡百蕙，2016)。」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Individual.action?id=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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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針對質性研究的內容進行探討，第二節為研究對象，

第三節為研究實施程序，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的說明，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六節為研究嚴謹度。 

    本研究採用質性的研究，透過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探討研究參與者正在經

歷「高教退場中的私校大學教師」之生命經驗，試圖解構研究參與者其親身經驗

之心路歷程，在面對高教退場之理解反應與因應自身經驗所賦予的意義，並對其

做進一步深入理解與分折。 

    本研究以私立大專院校之教職人員，作為研究參與者。採取質性研究，將研

究參與者的敘述性資料轉錄為文字資料，再對其訪談資料進行反覆地分析、比較

與歸納，以期深入了解私立大專院校之教職人員對於高教退場的心理調適之相關

歷程研究。 

 

第一節 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源於諸多不同的學科理論架構所形成，如：人類學、社會學，

發展過程也受到許多不同思潮、理論和方法所影響，所以質性研究具有多重面相

和多種焦點的特色 (胡幼慧，1996；陳向明，2002)。齊力（2005）認為質性研究

過程是一個可理解、意義詮釋“人”的歷程，透過深描，將生活世界中的經驗脈絡、

組織經驗的意象和意義加以把握，呈現出來。 

    在Maykut和Morebouse (1994)認為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是在自

然的情境中，對研究對象的行為或經驗蒐集與研究問題有關的資料。 

    質性研究有以下七個特徵，分別為： 

1.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收集資料，研究者是主要的工具。 

2.質的研究是描述的，收集的資料是文字或圖片，而非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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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質的研究者是以歸納的方式分析資料。 

4.質的研究關心的是過程，而非結果。 

5.強調是「意義」是關注的主軸。 

    質性研究是在研究現象的自然情境中，提供完整的描述，並在自然發生的情

境中探索現象，讓研究者詳細探索所選擇的議題，深入了解現象或經驗中的意

義，在脈絡中透視並且了解人類複雜的生命 (鈕文英，2007)。 

    質性研究也是人性化的，由研究參與者的立場出發，探究其心理歷程，理解

其情緒感受、因應及調適，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敘事：大學教師面臨私校退場

的心理調適與意義建構，此經驗的內容乃為當事人生活及工作情境相互連結之意

象表徵，藉由訪談具有相關經驗之教師，將融合中西方文獻之詮釋，以探討教師

面臨退場經驗之調適。 

     因此，透過蒐集研究參與者的敘述或提供的文本資料，研究者即可以理解

行動者的主觀意義。也就是說，研究者對於事件的瞭解，將不只是依循研究參與

者的主觀看法，同時將帶人研究者自己本身的認知(齊力，2003)。 

     

壹、敘事研究 

    敘事即是故事，從個人的生命經驗來說明事件、行動和所遭受的困苦。儘管

故事無所不在、形式多樣的、普遍存在的，然而以講故事(storytelling)或敘事

(nanation)的方式呈現，卻是人類最古早和最重要的活動之一(Rubemstein, 1995)。

說故事和聽故事是人們呈現、排列及使自身和他人經驗產生共識的方式

(Churchill & Church,1982; Gee, 1985)。故事(即個案)仍是瞭解一般科學知識是如

何應用於獨特個體的重要機制(Brody, 1987 ; Hunter, 1991)。 

    故事可以自我認定，可以找尋認同。故事反應了個體的經驗，讓其他人注意

到此個體(Becker,1997)。故事的建構反映出個人嘗試於改變、選擇和整理傳記性

的細節，使個人的生命經驗產生意義(White,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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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敘事分析歷程 

    敘事分析是一種聚焦於敘事或故事的研究取向，將敘事和故事視為呈現和詮

釋人類行動和個人生活經驗的媒介。在這敘事研究出現在人類學、心理學、社會

學、教育、文學研究和歷史裡，視敘事為文本和方法。將敘事與故事交替使用，

意指說故事的過程，也指涉成果(product) (即故事本身)。再視敘事為一種探究的

方法，一種質性研究取向，用來引出和分析個人的述說，並允許參與者使用其語

言與範疇來描述他們的生命經驗。(Gordon & Pad, 1995)敘事取向假設人們喜歡說

故事，則人們會組織其重要的經驗成為故事，而說故事是使其生命中的種種事件

變得有意義的基本方法。 

敘事分析的立場是以故事本身做為研究的對象，主要的目的在了解受訪者在

訪談時，在經驗流裏如何賦予條理及次序，使得他們生命裡的事件和行動變的有

意義。敘說研究的分析，開啟了訴說經驗的形式，而不僅僅是語言所指涉的內容

而已(Riessman，2003)。敘說也構成了知覺經驗、組織了記憶、「生命的片段及目

的～個體生命的真正事。」(Bruner,1987,p.15)而敘說分析可分為五種層級：1.關

注經驗、2.訴說經驗、3.轉錄經驗、4.分析經驗、5.閱讀經驗。 

    敘事研究本身是一種貼近人性的寫法，可以真正貼近研究參與者的事件歷

程，而真正走進生命經驗主軸。因此研究者認為，經驗是人人世界互動裏最重要

的真實部份，如能以「敘事研究方法」來將這些大學教師身心靈受苦經驗的歷程

詳細記錄出，不僅只是為研究者自己的生命找到位置，也能因撰寫出正於迷茫中

受苦大學教師的經驗歷程，找出未來免於受苦的意義價值。 

 

叁、深度訪談 

    人們總是在日常生活中，透過觀察、聆聽和接觸，成為我們探詢世界的主要

方式。而訪談是一種有目的的交談行動，研究參與者使用自己所認為，研究者可



 
 
 
 
 
 
 
 
 
 
 
 

 

 

33 
 

以理解之述說故事的方式，重新建構其經驗與生命歷史。研究者也透過與研究參

與者之交談，讓雙方共同建構事件的意義；並且進一步瞭解研究參與者對於事件

的認知、看法與感受(江文瑜等人，1996)。 

    深度訪談也是有效的質性研究工具，不具有固定的訪談規則，訪談的進行常

因訪談者與受訪者的互動情形，而有所差異(王仕圖、吳惠敏，2003)；深度訪談

也可稱為「非結構性的」或「開放的」、「非指導性的」或「彈性結構的」訪談，

研究者在細節上傾向去理解人們究竟是如何思考，又如何發展出現在所持有的觀

點(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而高淑清(2008) 表示：在深度訪談的過程中，當

資料訊息開始出現重複、多餘的情形時，即可視為資料飽和。 

    另一方面 Bainbridge (1989) 則是認為：當深度訪談的內容，不再提供任何有

助於瞭解研究主題的新觀念，代表所搜集的資料已趨於完備，此時便能夠停止繼

續進行訪談(范麗娟，1994)。 

    深度訪談的歷程，並非研究者執著地去挖掘，受訪者過去記憶的過程，而是

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再次建構(to reconstmct)過去經驗的過程

(Seidman, 1998)。所以透過深度訪談，不但能夠掌握研究參與者的主觀意識，且

經由長時間的對談，有充分時間能夠將研究參與者的心理歷程，以及相關經驗進

行完善的資訊蒐集。並輔以相關的文獻資料，將可使我們對研究參與者有更加深

入的掌握。 

 

肆、半結構式訪談 

    訪談有著許多不同形式，W.L. Miller 與 Crabtree (1992)和 Williams (1997) 以

研究過程區分訪談類型，可區分為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式

(focused or semi-stmctured interviews)，或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

以及群體訪談(groupinterviews)，而本研究所採用的是，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

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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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結構式訪談主要是研究者，利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作為訪談的依據。其

優點是它可以提供受訪者認知、感受較真實的面貌，並呈現訪談大綱在訪談進行

時，作為訪談之架構設計，因為用字與問題順序不會過於侷限，主要的內容須與

研究問題相符，問題的形式、探究的方式或提示，則採取較具有彈性的方式進行

(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 

    根據釋蓮恩(2010)云：半結構式訪談的彈性能夠幫助研究者，發掘受訪者語

言中的情感與價值；以幫助展露其個人意義。不僅是允許受訪者對訪談情境加以

定義而得到更詳細的描述，也能夠誘導受訪者透露自身理念與感受的脈絡。 

因此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以「訪談大綱」進行個案訪談。先由文獻與自我

省思開始規畫研究主題，之後進行研究設計，設定以抽樣方式、擬定訪談大綱與

訪談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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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主要採取敘事分析與詮釋。對於研究參與者，將進行完

整深入且豐富的資料蒐集工作。因此，本研究對此五位私校大學教師進行研究，

希望瞭解「高教退場聲中-私校大學教師心歷路程之敘事研究」。 

 

壹、篩選條件 

    本研究是敘說取向的質性研究方式來進行研究，質性研究主要採取立意取

樣，對少數的研究參與者進行完整、深入且豐富的資料蒐集工作(羅玉如，2007)。

依據研究目的，選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豐富資訊的人、時間、地點、事、物等，

蒐集深入而多元的資料，以詳盡地回答研究問題(Lincoln & Guba, 1985)。 

    因此，研究目的希望瞭解，在「高教退場聲中」的深入探討「大學教師心歷

路程」本研究將以滾雪球的方式，對 5 位私立大學教師進行研究，研究參與者條

件如下說明： 

1.私立大專院校之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 

2.退場中被辭退之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 

3.任教於大學已面臨私校退場之危險者。 

4.對私校退場有感觸而願意開放訴說者。 

 

貳、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依照上述條件，由指導教授協助研究者尋找研究受訪者，以滾雪球方

式尋求到 5 位符合前述條件的受訪者，茲將研究研訪者的基本資料表詳列 (參見

表 3-2-1)，研究者根據訪談大綱(檢附表三~一)，進行半結構訪談，訪談時間大約

120 分鐘左右，分別由 1-2 次不等直到資料飽和為止。而訪談時間、地點皆依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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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指定，達到安靜及隱密的環境要求。 

 

    表 3-2-1 受訪者資料 

文本編號(化名) 性別 年齡 婚姻 學歷 職稱 工作資歷 

A 安晏老師 女 55 未 碩士 科大講師 23 年 

B 燿葶老師 女 50 已 博士 科大副教授 17 年 

C 智敏老師 女 43 未 碩士 科大講師 12 年 

D 國慶老師 男 60 已 博士 大學副教授 20 年以上 

E佳恩老師 女 58 未 博士 大學副教授 20 年以上 

    表 3-2-2 受訪者時間、次數 

以下為研究參與者編碼說明： 

    編  碼：根據訪談文本(將錄音檔轉為逐字稿)進行編碼。 

    第一碼：A 代表第一位研究參與者，B 代表第二位研究參與者…依此類推。 

    第二碼：訪談次第，1 是第一次訪談，2 是第二次訪談。 

    第三碼：-1 是研究參與者談話段落之主題號，第一主題-1，第二主題-2..依

此類推。 

    第四碼：.1 是研究參與者談話段落號，第一段.1，第二段.2…依此類推。 

代碼 化名 次數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備註欄 

A 安晏老師 一 103/12/17 02:30 (周三) 

  二 104/01/07 02:00 (周三) 

B 燿葶老師 一 104/01/07 02:00 (周三) 

C 智敏老師 一 104/01/09 01:30 (周五) 

D 國慶老師 一 103/12/30 02:00 (周二) 

E 佳恩老師 一 103/12/14 00:30 (周日) 

  二 103/12/28 00:30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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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以粗體字示出重要概念，以利後續意義單元及主題之摘錄，接著進行意

義的歸納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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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實施程序 

    以半結構式深入訪談為方式，在訪談過程中針對主題重點，讓訪談者回到過

去情境中自由描述。研究者在過程中傾聽、觀察受訪者的經驗世界，再補充訪談

問題，將研究參與者的敘述資料，轉為文字資料，再對資料進行反覆的分析、比

較與歸納。 

     

壹、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參見圖3-3-1)所示： 

 

 

 

 

 

 

 

 

 

 

 

 

 

 

 

 

圖3-3-1 研究流程圖 

確定研究問題 

獻蒐集探討 

研究方法的選定 

擬定訪談大綱 

正式訪談、謄寫逐字稿 

資料編碼、分析處理 

歸納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撰寫研究結果並完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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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步驟流程說明 

    根據研究設計的內容，將研究步驟條例如下： 

一、確定研究問題 

    研究者對自己有興趣的主題進行資料收集，後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確定問

題。因此，多閱讀質性與敘事研究書籍以了解研究方法，在搜尋學術界論文期刊，

對於私校退場等研究分析，最後決定出研究的主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二、文獻蒐集探討 

    研究者依據研究主題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的蒐集、閱讀與整理，從研究初期

到研究後期，研究者不斷蒐集、整理與補充相關文獻資料。 

 

三、研究方法的選定 

    研究者在閱讀相關文獻中，對於研究主題有清楚的概念瞭解後，再依研究目

的與研究問題與指導教授，進行研究方法的討論。乃選用質性之敘述研究，以半

結構訪談法之資料蒐集與內容分析資料而來進行本研究。 

 

四、擬定訪談大綱 

    詳見本章第四節研究工具之「貳」說明。 

 

五、正式訪談、謄寫逐字稿 

    (一)將訪談大綱提供給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及定義。 

    (二)訪談過程，讓受訪者自主陳述訪談大綱之主題，研究者扮演傾聽並澄清

受訪者陳述意涵之角色，並適時引導受訪者深究其經驗的細節與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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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轉錄訪談逐字稿，盡可能包括重要的非口語訊息及其言下之意的溝通內

容，皆具體呈述。 

 

六、資料編碼、分析處理 

    (一)以整體感轉錄訪談內容，整理出概略性意義單元並且編碼。反覆檢視逐

字稿，以受訪者的立場，設身處地摘要出受訪者所表達的基本意義，成

為研究主題分析與討論的文本。 

    (二)將文本與國內外相關文獻作分析比較與討論。受訪者的自述內容，包含

感覺訊息與解釋訊息，研究者應進一步釐清其中差異。 

 

七、歸納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在資料分析整理過程中，研究者亦同時著手進行論文報告之撰寫，同時參考

文獻做討論，不斷地架構出本研究的內容。亦從訪談相互問答中，蒐集受訪者的

主觀性思想感情，而從這些思想、信念、價值觀或思維方式當中，尋找有意義之

訊息以做結論或建議。 

 

八、完成論文 

    撰寫論文並修改論文初稿內容最後完成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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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可分為：（一）研究者本身、（二）訪談大綱、（三）訪談

同意書、（四）錄音。就以下分述之。 

 

壹、研究者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主要的研究工具(林生傳，2003；范麗娟，2004；

陳介英，2005)。研究歷程的真確性與研究結果的可信性，大都取決於研究者是

否具有豐富的想像力、敏銳的觀察力和高度的親和力(陳介英，2005)。研究者就

讀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生死教育與心理諮商組，修習過質性研究與敘事研究

課程。在閱讀相關敘事研究與敘事分析等等著作，讓研究者以敘事「人」的角度

出發，對本論文議題做深入的理解與分析。所以研究者本身在本研究中身兼四種

角色，即研究者、訪談者、資料分析者及逐字稿謄寫者，為了提高本研究的嚴謹

性、且避免不同角色間所造成的干擾，以約 2 年之時間完成此研究。 

 

貳、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乃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所製作，針對研究參與者參與錄音訪談後，

製作文字稿，並進行分析，為蒐集資料之工具。 

    所以在訪談前，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依據研究目的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擬

定訪談大綱，之後再進行前導性訪談，期許訪談大綱能夠蒐集到符合研究目的的

資料，並以開放式的問題，進入受訪者的生命故事與高教退場中的經驗歷程。 

    最後，經由研究者不斷的進行反思，配合文獻的理解與詮釋，檢核需要改進

及補充的部分，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再做為引導個案自我陳述之途徑依據(檢附

表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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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訪談同意書 

    詳見附錄，簡介研究者資料、研究方向目的、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用途等。

更為保障受訪者權益及研究倫理，訪談前透過同意書說明受試者的權益(檢附表

三~二)。 

 

肆、訪談錄音同意 

    對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的內容錄音，以謄寫逐字稿作逐字稿分析。先將訪談

大綱提供給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及定義，徵求個案同意後，約定時間訪談並

錄音(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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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之方式蒐集資料，選用質性之敘述研究，以半

結構訪談法之資料蒐集與「整體-內容」、「類別-內容」之分析法與「關鍵事件」

方法的內容分析資料而來進行本研究。 

 

壹、文本資料處理步驟 

一、訪談逐字抄謄 

    研究者先將所有訪談錄音檔案轉謄為逐字稿，在資料轉謄為文字的過程中，

除了與研究參與者的對話內容之外，也會將研究參與者的非口語之行為加以標

示，例如：笑聲、沈默等反應，同時也針對所有的資料進行編號(參見表 3-5-1)： 

表 3-5-1 訪談紀錄表《編碼紀錄表》~以智敏老師為例  

1. 訪談日期和時間：104年01月09日14:00~15:40 

2. 訪談地點：P大學-招生辦公室 

3. 訪談情況概述：訪談過程順暢，受訪者情緒平穩起伏不大；但在言談中，透 

                 露出對不確定性的未來充滿無力感。 

4. 訪談內容概述：依然堅守岡位為學校、學生盡心盡力付出，雖然是百般無奈， 

                還是得接受，船到橋頭自然直。 

5. 謄寫者和謄寫日期：104年01月10日~01月31日 

編碼 

訪談紀錄的內容 

逐字稿（編號說明：研究者簡稱研；個案智敏老師，簡稱C；三位 

阿拉伯數字是逐字稿編碼） 

意義單

元 

 

  C 

 

 

研 001-您對目前的「教師評鑑」制度或少子化「招生策略」有何因應作為? 

C1-1.1 教師評鑑喔 ....(有思考一下)其實這幾年反而學校的老師，會希望能有機會

兼行政工作。是因為我們學校有一些變革，我們是開始從事一些教師評鑑，我

忘了真正實施是從那一年開始的，多久了，認真算算應該有 6-7 年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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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002-您們學校教師評鑑已經有6-7年了嗎？有這麼久了嗎？ 

C1-1.2就我的印象啦，那當然這些教師評鑑的內容，或條文總會做一些的修改

嘛；一定是越來越嚴格的啊。 

研003-那教師評鑑是98、99年就開始了喔？ 

C1-1.3嗯...可能還更早喔！一位兼任行政的老師，是讓妳的行政主管考核。所以

是不用參與教師評鑑的考核，主要就都是在行政考核的方面進行。 

研004-怎麼說呢？  

C1-1.4妳看喔，以前沒有教師評鑑的話，其實老師是比較不願意兼行政的，因為

兼行政的時間會綁得比較緊；但是從以前到現在這樣一路看下來呢，教師評鑑

一方面要求老師需要達到的一些目標或標準是非常多的，是非常雜的。 

研005-少子化了，那學校有何「策略」？ 

C1-2.1我們為了學校要有學生，學校也才能繼續經營下去。招生是一個很大重

點，所以一些老師在招生上他們的壓力就會很大。我們行政工作的人，也是會

協助招生。但是我們是不會受到教師評鑑的約束。一樣的為學校，我們一樣可

以去努力，但是那種心情或心理的壓力是不一樣的。那是一種感受啦，是絕對

不一樣的。 

研006-照老師您這麼說來，那為了不要自己是名單內或名單外，那老師們不就會

變得很焦慮？人心惶惶嗎？同儕之間會不會惡性競爭呢？  

C1-3.1會啊！一定的啊！我舉個例子來說：以招生來說吧，同一個學校不同一個

系，大家會為了系上的生存嘛，同校喔！是不同系喔！卻互相搶學生。 

研007-啊？會這樣喔？(很吃驚) 

C1-3.2 我們剛才講的教師評鑑裡面，也有包括招生這一項喔，那現在就是把招

生看得很重喔！ 

研008-這樣看來那招生，在教師評鑑上比重是很重的喔？算得上是一個吃重的招

生業務了嗎？ 

C1-3.3 非常非常重的。我們不要以辦學校來說，就當它是一個企業，妳的業績，

妳的商品賣出越多，那當然妳的收入，就會越增加啊，那當然是越好。 

 

 

 

 

 

 

 

二、文本的整體閱讀 

    所有的訪談資料，轉化成為文本之後，即可進行整體文本的初次閱讀，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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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實了循環架構中「整體一部分一整體」的第一個「整體」概念。研究者在閱

讀後，寫下初步理解與反思，這有助於下一步驟意義單元的劃記與組織。如此一

來，才能完全進入受訪者的生活世界中。若真能由心隨文走.....，那麼受訪者顯

明重要的經驗描述，便從文本自身中呈現了(高淑清，2001)。 

 

三、發現事件與脈絡視框 

    研究者對於文本的意義，有了初步整體性的理解後，將文本中可能的意義段

落先作編碼、標記及註解。當編碼完成後，將文中的資料分類作出初步的整理，

成為某種程度的個別主題，再決定個別的意義單元(高淑清，2008a)。 

    而在第三步驟又可以分為三個小步驟，依序是「劃記、編碼、摘要、省思」、

「分類.....發現事件與脈絡視框」以及「初步意義單元命名並加編意義單元譯

碼」。(整理如下，參見表 3-5-2) 

表 3-5-2  劃記、編碼、摘要、省思部分舉例(以燿葶老師逐字稿為例) 

逐字稿內

容摘要 

研究者

省思 
關鍵字 逐字稿劃線內容 逐字稿譯碼 

需要花很

多時間去

招生 

老師成

了業務

員 

招生 
所以為了要去認識這些高中職的老師，我們平

常就是要去拜訪；他們如果有什麼需求，我們

就會盡量去協助，才能招生。 

B010-2 

入學學生

需要寫妳

是介紹

人，才算是

你的業績 

 

無奈的

教職生

態 

報名表 反正學校沒有這麼說，但是系上會要求啊..呵呵

(無可奈何的笑笑)！就是這樣打電話，要打得很

勤勞喔！如果能聯絡上的，也有意願來念的，

我們就要趕快約見面啊。一見面，就是要趕快

拿我們的報名表給他填啊，這時候就可以簽名

蓋章說是我介紹的，就是用這個為一個依據。

之前就是發生過，我都講好安排好了，我就很

客氣的跟他們說：麻煩妳們要寫我的名字。結

果那個學生都常常忘記寫，那都不算。之後就

學乖了，我自己先寫好，名字先簽好才拿去給

他們，再教他們怎麼填報名表的。 

B016-1 

B017 

B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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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次閱讀文本 

    再次閱讀本文內容，是再一次沈浸受訪者的經驗世界，幫助研究者回到意義

的整體(高淑清，2001)。依據「整體一部分一整體」的概念，再次閱讀本文是會

對整體產生新的理解所得。研究參與者逐字稿文本分析過程 (參見表 3-5-3)說明： 

表 3-5-3 研究參與者之文本分析過程部分舉例(以佳恩老師逐字稿為例) 

主題 
逐字稿內容

摘要 

研究者

省思 
關鍵字 逐字稿劃線內容 

逐字稿

譯碼 

不合理又荒

謬的評量

表，耗費老

師太多心力 

每 一 道 的 公

文，都是對老

師的一種評鑑 

評 鑑 是 主

管 機 關 的

工具 

評鑑 就是覺得..."祝煩"(台語) 一道一

道公文，然後一道道的催繳！那

時候我的感覺就是 .... 每一次

看到那個催繳的訊息，就很生

氣！(無奈的一笑)這個評鑑可能

目前不是有什麼作用，可是隨著

這高校的退場，它會變成是一個

機關，我是這麼的感覺啦！ 

D001 

為評鑑耗費老

師太多心力 

老 師 無 法

專 注 於 教

學 與 研 究

上 

老師成為雜

役 

我們本來就是教學研究。可是現

在是一大堆拉拉雜雜的...真不知

道當大學教授是在做甚麼？就

好像是在搞雜役一樣，去做什麼

就有什麼積點！去聽一些很無

聊的演講，就會有什麼積點！你

去聽那些演講，根本是在浪費我

的時間嘛...(有點動怒) 

D029-1 

嚴格執行複雜

的評量表，目

的 是 為 了 教

卓、評鑑會用

到 

不 知 道 學

校 的 因 應

措施，只知

道要填表 

學校的因應

措施 
從上學期開始慢慢的到這一學

期，就是嚴格執行我們在網路上

有一個很"複雜"(語氣很加重)的

評量表；然後這個評量表呢，老

師要把所有的資料都納進去；然

後這個上面寫的並不是說，要給

老師的評量機制而是...基本上就

是這個教卓會用到、然後什麼評

鑑會用到、然後裡面列了很複雜

的東西。然後每一位老師在教務

處的催促之下，這件工作是讓大

家怨聲載道。 

E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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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意義的結構與經驗重建 

    經過新的整體閱讀後，再進入第二次「部分」的分析，經過再次的閱讀，研

究者對於文本又有不同於之前的理解後，於是再將文本的逐字稿劃記、編碼再做

修正，以期對文本有更新的瞭解。因此，再經由重新建構意義單元的過程中，藉

著群聚相關的意義單元形構出次主題，且經由解構重建的歷程，而加深對文本另

一層次的理解。(參見表 3-5-4)  

表 3-5-4 研究參與者文本歸納階段過程範例 

主題  單元譯碼 次主題  摘要  

老師面對高

校退場時的

因應方式 

4-3-1 為生存，必須發

展一套 自我 適

應環境的本能 

老師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選擇消極面對 A005-2 

換個角度思考，比其他行業好多了 C103-1 

不能改變環境就只能適應環境，不然一定被淘汰 (退

休，請辭) D084 

為了生存你只能乖乖的照評鑑規定走就對了 E2-003-11 

4-3-2 面對高 教退 場

下，教師的類型  

老師們沒有選擇權，只是任由校方決定 A068-1 

態度積極態度面對退場，盡力配合型的做法 B009-1 

因為需要這份工作，調適心情面對與適應 C034-2 

教師大多傾向於保守的思考 D025 

學者情緒管理，大都理性重於感性 E007-4 

4-3-3 希望團 結老 師

們的力量，一起

為權益奮鬥 

老師無法團結，沒有力量對抗學校，更是無法自保 A067 

有很多人，還是沒有看到危機，如何團結 B134-4 

評鑑跟退場加在一起，變成誰要先走的依據，要如何才

能團結 E2-001-5 

4-3-4 準備好 自我 技

能與資格，為未

來鋪路 

準備好自我技能與資格，考慮到別的職場 B048-1 

進修充實自己，先拿到博士學位 C082-2 

退休或請辭或是另謀發展發揮 D078-4 

目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個人的生涯規劃，還是一動不

如一靜 E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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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確認共同問題與反思 

    這是文本分析的最後一步驟，按照前述的五個步驟，來回在文本的意義，詮

釋循環的來回交錯、相互作用、在「整體」與「部分」不斷的往返檢視，在「建

構」和「解構」中不斷穿梭，萃取、歸納，達到最終之目的---呈現本質。 

   「反思」在此步驟中，擁有重要的關鍵，反思是將分析過程中抽離的重點，

放回研究問題與整個過程的脈絡中，檢視問題的關鍵性是否回答了研究問題，試

著形塑出研究結果之方向。 

 

七、合作團隊的檢驗與解釋 

    此步驟並不是最後才檢證，而是貫穿整個研究的過程，以及文本分析的六個

步驟中，並一直持續分析到最後。合作團隊的驗證與解釋過程，涉及到研究嚴謹

度的考驗與研究的品質。 

    本研究的「合作團隊」包括研究者本身外、指導教授、研究口試委員及受訪

者，在反覆閱讀文本後予以修改，最後才進行跨個案的綜合分析與討論。 



 
 
 
 
 
 
 
 
 
 
 
 

 

 

49 
 

第六節  研究的嚴謹度 

    質性研究所關注的是人的生活脈絡，以及內在主觀經驗與感受，因此在信度

與效度上常遭受質疑。Lincoln 與 Guba (1985) 提出用 Trust-worthiness 以檢視質

性研究的品質，包括：確實性(credibility)，即內在效度(intemal validity)；可轉換

性(transferability)，即外在效度(extemal valid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即信度

(reliabili ty)；可確認性(confimability)，即客觀性(objectivity)以表示研究的客觀性

(高敬文，1999)。 

 

壹、研究信度與效度 

一、確實性 

    確實性即所謂的內在效度。質化資料真實的程度，與研究者是否真正觀察到

所希望觀察的現象。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必須站在受訪者的立場去體會受訪者

的感受，並以開放式的問話，使受訪者能敞開心胸，暢談自己的內心看法，也要

盡可能的收集任何相關資訊，以期資料能夠更加完整的達到飽和，同時要符合研

究目的並真正呈現受訪者的感受。 

 

二、可轉換性 

    質性研究的可轉換性與量化研究的外在效度，及可類推性是相當的，最主要

是評估研究結果的應用性。將受訪者的經驗和感受，轉換成文字敘述，並加以詳

實描述，可使讀者判斷研究結果，是否可以應用在其他情境中。在所有過程中，

是需要達到詳實過程及透明化的程序(高淑清，2008a)。 

 

三、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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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性就是信度。資料收集者的信度可由慎選訪談者、事前訪談技巧訓練、

訪談情境的模擬等加以控制，以保持訪談情境的一致性(高敬文，1999)。 

    因此，研究者需將研究過程、如何獲得可靠資料、可靠分析結果做說明，以

作為研究團隊的稽核，讓讀者明白是如何詮釋結果的。 

 

四、可確認性 

    可確認性是指研究的一致、客觀及中立之要求，與可靠性的指標是有相關的

(高淑清，2008 a)。高淑清(2002) 提及可確認性是在研究過程中，需要建立在參

與者的脈絡上，而非憑著研究者自己的想像。因此，為克服偏見，研究者應審視

研究過程，在閱讀文稿、考慮研究參與者的想法、看法的過程中力持平衡，透過

不斷省思，以保持自我公正與謹慎的態度進行研究。 

 

貳、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的受訪者，是現實生活的受訪者，當他們的言行、舉止、想法都受

到檢視時，就需要特別小心注意倫理議題，以維護雙方當事人的權益。因此在研

究倫理有兩種規範：「知情同意」和「保護對象免於受到傷害」(高淑清，2008a )。 

 

一、知情同意 

    尋求受訪者同意參與本研究時，研究者必須清楚解釋本研究，並當面正式邀

請及說明訪談同意書的內容(檢附表三~二)，詳述整個研究的目的與進行方式，

以及受訪者的權益，以符合研究倫理。 

 

二、免受傷害 

    研究在撰寫過程中或是訪談過程中，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意願，研究參與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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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決定參與研究或是隨時退出研究，以保護研究參與者不受傷害為最高原則。 

 

三、保密 

    本研究在正式邀請及訪談同意書(檢附表三~二)，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進行

方式，在正式邀請中應說明保密倫理與受訪者的權利。保密與匿名是必要的工

作。在本研究中，參與者的身分資料，研究者嚴格保密，資料呈現必先經過化名，

以維護研究者的隱私權。 

 

四、忠於研究受訪者資料 

    在撰寫報告與成果時，要告知受訪者並忠於受訪者，不可因研究者有某些意

識形態的理由或壓力，而曲解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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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介紹研究參與者：A 安晏老師；B 燿葶老師；C 智敏老師；D 國慶

老師；E 佳恩老師等五位老師。就訪談文本來探討面臨高教退場時的關鍵問題。

並從整體—內容觀點，來呈現老師個別的心路歷程。第一節為安晏老師的心路歷

程；第二節為燿葶老師的心路歷程；第三節為智敏老師的心路歷程；第四節為國

慶老師的心路歷程；第五節為佳恩老師的心路歷程。 

    本研究針對研究參與者五位老師，在面臨高教退場時的心路歷程之探究，分

別以描寫、分析他們所經歷的內在衝擊與生活影響。第一節：面對資遣後生活調

適的安晏老師；第二節：經歷學校興衰的燿葶老師；第三節：面對退場：解決事

情比抱怨重要的智敏老師；第四節：退場機制下：有志不得伸的國慶老師；第五

節：專注於當下：做好教學工作的佳恩老師。 

 

第一節 面對資遣後生活調適的安晏老師 

壹、教師評鑑下的受害者 

一、評鑑制度如何訂定，完全掌握在校方手上 

    一般而言，評鑑制度只有少數老師參與，並沒有讓多數老師參與其中。當然

會失之偏頗，何況評鑑制度的設計，完全掌握在校方手上.... 

老師只能選擇 A 評鑑方法，或是 B 評鑑方法。A 評鑑是學校版本，B 是自己版。

你選自己的版本沒有用，學校還是會用他自己的版本，要老師走。A016-1 

 

二、學校提高資格門檻，讓離職的老師無法轉科系教學 

    學校針對有可能再應徵的老師，要求博士學歷；而且要副教授，他知道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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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資格，就算妳拿到博士學位，要升任到副教授，還是會有一段時間的。 

他就個別化，針對有可能再應徵，那幾個名單裡面的老師，設計高門檻。或是整

個科系都封掉，表面上是要徵才，但是你所有的人都來不了。A027-3、A027-1 

    學校其實每個科系主任想用的人不一樣，他需要用不同科系的人來支援，可

是他只用自己想用的人，如果你不是主管口袋內的名單，或是主管有個人的喜惡

參雜其中，就會影響你的工作去留，這是一種人治的校園！ 

 

三、資深教師也是沒保障，校方從最資深的開始裁撤 

所以也有評鑑最高分 96 分被踢出去的耶。評鑑 96 分還是被踢啊！反正你滿 20

年了，你算是最資深的了。他們從最資深的開始踢。A049-1、A052-1  

    不管年資、職等對校方是沒有影響的。學校只有一個目的：精簡人事。這種

做法，除了令老師們心寒、不滿之外，更讓許許多多老師面臨中年轉業的危機。 

 

貳、老師的矛盾與利害關係 

一、老師因為面子問題，不願對外透露自己處境 

我發現一件事：就是老師愛面子，當你發現是被裁的對象，雖然學校要保障妳沒

有公佈，只有給妳們的通知單會顯現名字，有些老師就是獨來獨往的，他還不知

道妳是退休的狀態。因為他們覺得說這是丟臉的事，你為人師表，居然被裁員，

其實這一關就過不去。在學校每個人資歷都還不錯。就在同儕間，你被公佈是倒

數第三名，你還有什麼話講！你會覺得很丟臉，平常我跟你嘻嘻哈哈...結果發

現，我在名單內而你不是。A045-1、A042-4 、A048-1 

    私人企業在裁員瘦身的時候，一般的員工會去抗爭。可是因為老師愛面子，

不願對外透露自己待遇，也不敢討論。也因為面子問題，造成彼此的資訊不明，

失去了大家串連，爭取自身權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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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師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矛盾 

就是希望妳走！因為那就可以保障我兩年！好像彼此就是一個利害關係。就是這

樣沒辦法當成好同事嘛，因為大家的資歷都一樣。大家就是在爭權奪利！我們退

下來，她們還是在擔心啊！其實每個人暗地裡都在找別的學校！A059-1、A060、

A060-1、A064-1 

   其實在這個歷程，某種程度上，老師為了自己的生存，彼此之間的關係是無

法凝結的。當然學校也明白這點，如果說老師們很團結，就會對抗學校了！甚至

學校運用這種矛盾，讓老師感受到自身難保，更不敢去串聯、團結。在某個程度

上，就等於是任人宰割，因為沒有團結的力量。 

 

三、為了招生業績，老師們需要各自想辦法 

像有另外兩科老師就自己掏腰包，去我們下游的地方當義工。還有一個老師嘛...

就拼命成立研究所；因為那個老師會招攬人，讓高職老師來讀研究所，那就會帶

他的學生來讀大學，就是用這種方法。A2-004-2 

    招生人數，影響學校的存亡，而學校能否生存，又影響老師的工作。畢竟，

學校若退場了，老師當然就沒了工作；環環相扣下，積極的老師，自然會想辦法

去招生。何況招生分數，佔了評鑑分數很大的比重！ 

 

叁、補習班化的辦學經營模式 

一、昔日全校都在努力拼升格為科技大學 

    當初大家為了學校升格而努力，如今卻為了工作去留而煩惱，拼升格成為科

大，所為何來？真正的目的何在？或許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地方，大家都陷入升格

成為科大的迷思中、集體昏迷了！ 

我們記得我滿 20 年的那個時候，我們剛好升科大，那時候大家拼得好辛苦，我 



 
 
 
 
 
 
 
 
 
 
 
 

 

 

55 
 

們好多主管都倒了咧！真的是住院中風的。A036-1 

 

二、學校變成補習班一樣的經營模式 

他們現在就像是補習班一樣的各自籌款啦，你要招生多少？你要有多少業績？你

做不到，你那個系就有人要走，A2-004-1 

    因為要評鑑，老師人數不足，學校不敢裁撤太多人員，但是要各系負責招生

人數、業績，學生人數不足，就依師生比率，裁撤評鑑分數比較低，或排名在後

面的老師，難怪很多老師，都為了招生而傷透了腦筋！ 

 

三、招生業績，左右評鑑分數的高低 

學校辦學就像外界的補習班學校辦學用妳的招生人數，決定你的工作去留。評鑑

排名尾數的就要走。除非看妳的招生，你招生的好，那就不用，就像是補習班一

樣。A029-1     

    如果學校辦學，像補習班一樣的思考邏輯，那當然會以利益為導向，對教育

界將是一大傷害！ 

 

四、大環境影響工作，不敢有動作，久而久之，就對教學疲倦 

變成只要學生願意來聽，願意來上課就好，那種學習意願是很低，他們乖乖坐著，

他忙他的，就想要拿到學分。久而久之，你的教學熱忱也會沒了！自然就會比較

倦怠，但是你也不敢離職。A2-004-4 

    一般人常說：教學相長。可是，面對普遍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在惡性循環

下，要保持教學熱忱，還真是一件困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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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陷入兩派鬥爭的校務紛爭中 

一、接任者沒有教育體系背景，造成兩派鬥爭的校務紛爭 

很明顯就是有兩派在鬥，那時學校氣氛很差嘛，鬥贏的，鬥輸的就走人！我們主

任被冷凍就走人！就說沒課，故意不給妳課上，故意整你。第一波第二波，很多

人都想走了！只是不知道要去哪裡？妳永遠準備要走！但是，你永遠走不了！因

為你永遠沒有準備好。很多人都在罵學校，完全不做，只是在那邊罵，罵有什麼

用，要不要告？其實家人都反對！最主要是後面家人的力量啦，女老師大部分都

是被老公勸退的。男老師呢，都是希望能再找到工作，他怕學校斷他後路。就是

這樣！A068-2、A070-1、A073-1 

    其實，在校務紛爭的教學環境中，老師要不要留下來，都是兩難，何況決定

權並不在自己手上！所以也只能私底下抱怨，除了還沒做好離職後的準備，更何

況還有家庭的因素須要考量。 

 

二、在退場的歷程上，校方只有鬥爭、角力運作 

在退場的歷程上，學校高層朝令夕改，而人事轉移的過程，團隊其實也是非常混

亂的，只有角力運作，下面的人幾乎沒有說話的餘地，然後當他這樣安排的時候，

其實下面的人是很混亂。對這些訊息跟因應政策，老師們是一盤散沙。所以，某

一個程度老師就是任人宰割！A058、A059 

    在面對退場的歷程上，簡單分為下列情形：1.訊息是朝令夕改，妳不知道要

依據哪一個。2.決策單位與執行單位沒有統籌好，團隊其實是非常混亂的。3.老

師們之間，對於這種退場機制的問題，其實是大家平常都很少在談，缺乏資訊與

聯繫，就某一個程度而言，老師就是一盤散沙的任人宰割！ 

 

三、董事會想要轉賣學校，只是無人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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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是要賣學校啦，只是賣不出去；其實很早就有找人評估過了，只是賣不出

去。認真想一想，我若是老董事長的兒子我也不會想接啊，每天都在賠錢賠錢出

去啊！A2-001-2 

    其實想要轉賣學校，涉及的問題很複雜，包括法規、師生權益、師生安置，

並不是有錢就可以處理的。而當今部分私校辦學績效欠佳，始終不願退場之主要

原因，就是因為私立學校法第 74 條有規定：「學校法學校法人之賸餘財產，以辦

理教育文化、社會福利事項為限。」換言之，就是不能自由買賣、無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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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歷學校興衰的燿葶老師 

壹、學校錯誤的決策，大興土木，造成財務惡化 

一、學校的興衰，由老師、學生人數即可得知 

最興盛的時候，學生是 10,000 多。現在學生只剩 6,000 人左右，老師的部分，由

原先的 200-300 人，到現在只剩 100 多人。像我們以前還需要上夜間部，那時候

來夜間部上課，是沒位子可以停車，可是現在呢？是空空蕩蕩的，晚上感覺都好

恐怖。妳就看得出來興衰了，這就是趨勢，就真的由不得妳、沒辦法啊。B112-1、

B111-1 

    依目前的推估，學生人數 6000 人，就是學校要退場的警訊！今非昔比，確

實能感受到燿葶老師的憂心與無力感了。 

 

二、錯誤的決策，造成財務惡化，更沒有競爭力 

    私校經費的來源，主要來自學生交的學雜費，當初蓋大樓，是為了招收更多

的學生入學。沒想到碰到少子化的浪潮，學生斷崖式的減少，收入銳減下，造成

學校財務惡化，學校也就更沒有競爭力了 

因為那個新校長來，蓋一些什麼大樓，蓋什麼、什麼的，他就去舉債來蓋啊，所

以我們的財務本來是好的，現在就變成很不好了。又碰上現在少子化，又不是依

原來的方式就可以招到學生，繼續生存下去。變成你必須還要有一些經費來支

撐，所以現在就變得比較沒有辦法了！B105、B105-2 

 

三、只看到校方努力節流，沒有看到開源的效果 

    不管是學校或是一般企業，當面臨經營困境時，第一個動作就是開源節流，

只是節流容易、開源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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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者，給我們的感覺，是一直在整頓內部。比較沒有看到是，對外部的積極拓

展。真正看到的是節流，沒有看到往外的開源啦。校長說他有啊，他們也是經常

去拜訪那些高中職的啊。B125-2 

 

四、學校在縮編時，教授或講師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依照燿葶老師的學校狀況，自願或被點名的老師，各占一半的比率。一

年有 50 位老師離開，大量老師離校，就是教育人才的流失，對高等教育就是一

種傷害。所以簡單來說，學校若要你離職，是不管你的職等或年資。 

若依去年來看是沒有差別的。因為是分數最差的，那自願的是他覺得誘因夠嘛。

而自願退的教授，其實都已經待有 20 幾年了。B076-2、B077-1、B087-1 

 

五、董事會對退場，抱持可有可無的態度 

我個人感受是有點看趨勢的變化，怎樣就是怎樣。好像並沒有非存在的必要耶，

所以沒要積極找出路，也沒有說消極到就讓它關。B099-1 

    面臨學校存亡之際，校方以拖待變，並無積極面對！或許，龐大的校產與利

益如何分配或處置，才是問題所在！ 

 

貳、已感受到教師評鑑的壓力 

一、退場機制發揮作用，已感受到評鑑的壓力 

    學校基本上就是用一個教師評鑑的方式，來讓老師做一大堆的事，然而這些

只是為了因應退場機制所做的一些前置作業罷了。 

我們已經開始在面對，這種種退場機制的壓迫！基本上就是用一個教師評鑑的方

式出來，要我們做一大堆的事情。B001 

 



 
 
 
 
 
 
 
 
 
 
 
 

 

 

60 
 

二、簡單的評鑑只實施一年，就變得繁瑣 

當初一開始設定的時候，就是要讓老師們要不同工不同酬，剛開始的辦法是比較

緩和的；而且是比較 achievable (實現)可以達到的。可是才實施一年而已；其實

在之前也有，只是之前那個是更簡單的評鑑方式。現在的評鑑制度，董事會是不

干涉的。由學校擬出來的辦法實施。B003-1、B063-3 

    不同工，不同酬，聽起來是合理的。卻沒想到只是校方實施評鑑的藉口。簡

單的評鑑只實施一年，就變得煩瑣，現在的評鑑制度，全由學校負責訂定、實施，

董事會不干涉的。 

 

三、評鑑制度改變規則，開始出現加分、扣分的規定 

    現在的評鑑制度，對本來就是要帶團體、帶實習、帶專題的老師，是比較沒

什麼影響的。但是相較於其他老師就是件吃虧事，因為沒有專題可帶，也沒實習

可以帶！而這些老師又能如何呢？因此，評鑑制度改變了規則，所謂不公平的遊

戲規則，就出現了！  

應該是 98 年吧！說開始要是用這些新的評鑑辦法。那一年就開始，就有用比較

詳細一點的體驗辦法，也是那四張。後來是到了 99 吧！突然間就變得比較繁瑣

了，這時候就會有一些扣分的東西出來，就變成說，妳可能在很多地方都要去顧

到，可是現在它的基本分配分很少。B004-2、B004-3 

    據了解，這種分數也很少，妳帶一組也可能只是不扣分而已。重點就是放在

你要考證照或是提計劃！而且要找分數高的項目做。一些老師的專業發揮，反而

被忽視了。 

 

四、招生好的系所，評鑑沒什麼影響，反之，評鑑就是殺手 

    燿葶老師的學校，從 101 年前就開始做淘汰教師的機制預備，直到 103 年就

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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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好的，根本沒影響啊，評鑑不好，又沒怎樣。學校它是有說：評鑑就是連續

兩年啦，如果妳連續兩年都是這麼差，妳還是要走。可是很少會連續兩年，都會

那麼差的啊。因為會有所警覺了啊，所以第二年就不會那麼差了啊，所以真正的

關鍵是在招生沒錯。B140-3、B141-1 

    其實，老師評鑑對他們來說，不是主要的關鍵，真正的關鍵是在招生，所以

招生確實會影響評鑑的功能。 

  

叁、為了評鑑分數，老師情誼產生變化 

一、為了評鑑分數，老師互搶學生 

比較積極的人，就是積極的另找出路。比較消極的，就是能活多久算多久。妳看

嘛，連互相拉學生的都出現了，像去年就是了。所以問題會一直出現的。B126-3 

    老師為了提高評鑑分數，而互搶學生，除非能再拓展新的生源，可是面對少

子化，又談何容易，所以老師都陷入惡性競爭的循環中。 

 

二、老師像一盤散沙，對學校沒有向心力 

以前，我們的校務會議都好擠喔，擠到不行！雖然是擠成跟什麼一樣，但是好處

就是，學校有什麼事，我們都會知道啊。那現在呢，校務會議只要派代表去，不

用每個老師都去了。還有學校的建築空間多很多了，一些老師就回歸各系，自己

的系當然就會比較清楚了，但就會比較少遇到別的系所的老師了。B108-2 、

B110-1、B110-7 

    學校新的領導方式，失去了本來具有凝聚力的校務氛圍，雖然老師比較不用

去開校務會議，但是老師之間，缺少碰面的機會，更沒有連結，就像一盤散沙，

也失去對學校的向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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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師面對高校退場，不同的因應做法與態度 

    面臨工作危機到來時，老師們都有各自的想法與做法，除了個性使然，當然

還有主、客觀的因素，不能依我們的主觀，而去評判他們的是非與對錯。 

老師的類型：1.積極型：找外面的路 2.消極型：鴕鳥式的因應 3.明爭暗鬥型：與

同儕之間競爭，基本上是這三類。B126-3 

    不管積極、消極、明爭暗鬥，就是為了能留在校園，試問教育主管機關：老

師們的處境，你們真正瞭解了嗎？ 

 

肆、交由市場自由淘汰的退場機制 

一、教育政策的錯誤 

    教育是百年大計，結果隨著政局，政策一再改變，選票左右教育政策。 

其實現在大家都一樣啦，一樣都不好啦，因為教育部說要退場嘛。就像報紙寫的，

當初的始作俑者都沒事，說要廣設大學的人早就都退了！主張的人都退了！都沒

事了！結果我們呢？B088-2 

    主事者都不用收拾爛攤子，也是教育政策出的問題。很多學者都在討論，教

育是要看 100 年，結果我們都只是看這幾年；真是短視！更為了選票，我們全都

是為了選票啊，結果呢？受害的不就是國家、社會，甚至是我們的下一代嗎？ 

 

二、官方沒有策略，退場配套，交由市場自由淘汰 

    或許，教育主管機關應該負起責任，不該放任情況日漸惡化！ 

到最後發現，根本就沒有退場機制的措施嘛？最後的退場配套就是自由的市場淘

汰！B121  

    學校肩負著教育重責，更影響著未來國力，如果交由市場機制去做市場的自

由競爭、市場的自由淘汰，那台灣的教育品質，將是令人擔憂的，會不會又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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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會的一大災難呢？ 

 

三、積極招收外國學生，也是一條可行之路 

像興國還有另一條路可以做，就去收陸生。其實這不也是一個辦法嗎？在大陸學

校少學生多，這也是一條路啊！B094-1 

    政局不穩，教育部長三天兩頭換人做看看，教育政策當然就隨著變來變去。

今日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設立種種限制招收陸生的情況，高教之途令人憂心

啊！當然最重要的是：學校本身條件的誘因夠嗎？夠吸引陸生前來就讀嗎？ 

 

四、現實面的導向、畢業後的出路，影響學生就讀意願 

我想比較早的那些科大應該還能活得下來吧。像文藻、南台、嘉南藥專 因為他

有藥，這些應該都 ok 吧。那比較沒有產業配合的，大概就會比較難了吧。還有

學生畢業以後的工作出路而定，像醫護的部分也應該是 ok 的。B156-3、B157-1 

    其實，大學要擔負培養，創造人類價值的人才、訓練人才，而不能只向實用

性與商品化靠攏，而忘了大學的基本精神與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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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面對退場：解決事情比抱怨重要的智敏老師 

壹、對未來沒有辦法有長遠的打算 

一、「教學」是從小到大的夢想 

我應該是從學生時代，就很想從事「教學」的工作。上大學以後，有想要打工，

我就會去安親班。到台北的一些語言機構去教成人英語，碩士班也是念跟語言研

究有關係的。在念研究所的時候，經濟就比較能獨立，同時就有更多的機會，去

做教學，就有家教啊，還有升大學補習班；C012-2、C012-3 

    智敏老師從學生時代，就把老師當成未來的志向，很想從事「教學」的工作，      

大學時代開始，就一直在「教學」的工作中，從家教、輔導老師，逐步完成夢想， 

到最後真正成為「老師」。 

 

二、兼任行政工作，不用接受教師評鑑，時間一樣壓力不同 

一位兼任行政的老師，是讓妳的行政主管考核。所以是不用參與教師評鑑的考

核，主要就都是在行政考核的方面進行。以前沒有教師評鑑的話，其實老師是比

較不願意兼行政的，因為兼行政的時間會綁得比較緊。C018-1、C018-2 

    現在學校的制度，一般專任老師，跟兼行政工作的比較，時間並不會比較少，

心理壓力卻不同，不管有沒有待在學校內，要做的事情都一樣多。 

 

三、面對招生危機，只能接受變相的減薪 

我們每年減很多學生耶，學校一定有看到這個危機的！學校當然不希望一直再減

下去啊。但是萬一到 5,000 人呢？怎麼辦？聽說 5,000 人是一個門檻。所以有人

說：妳不要想說要有多少的收入，不管怎樣，妳就是先存活下來，學校要先留著，

不要讓他真的倒掉或被接收，像我們學校，老師提高上課的基本時數，這就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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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減薪。像有的學校是直接薪水打 8 折，C091-2 

    也許老師會覺得，學校薪水不但沒有調薪，還比原來的少或變相減薪。但還

是會有老師覺得只要工作還在，辛苦些沒關係。因為如果被資遣，那老師就沒工

作了。也還有不調薪、沒有年終獎金、或是減少年終的。雖然一直不希望這樣，

但是，至少工作還在！面對失業的壓力與恐懼，雖然無奈，還是願意接受減薪或

沒有年終獎金。 

 

四、樂觀正向做好份內工作，事情一件接一件，永遠不會停止的 

該負責任的，我就會去做。也許啦，也會有一些心裡不舒服或是抱怨，但是事情

還是要做啊。所以就是把它做好。所以要說我的心態調適是，嗯....既然要繼續下

去，就用比較開心愉快或者是平靜的心情去面對吧！遇到事情就會想開一點，因

為事情永遠是不會停的。一定會一件接一件的來，我就一件一件的把它給做好！

變好！呵呵...(很開心的笑) C034-3、C034-4 

    用樂觀正向的態度，面對目前的處境，因為抱怨沒有用，事情是永遠不會停

止的，解決事情比抱怨重要！ 

 

五、沒有辦法對未來有長遠的打算，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老實說我沒有辦法預期耶！我的心態就是能留一年，就一年吧！嗯...(停了一下說)

我也不知道我還能多久！所以我才說，我該做的，我盡力去做。C052-1 

    雖然智敏老師用樂觀正向的態度，面對目前的處境，但還是感覺得出惆悵與

無奈，沒有辦法做長遠的打算，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貳、學校裡每個人都有被資遣的壓力 

一、教評分數，決定名單內或名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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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若跟別的老師平均起來只差那 0.1 分，妳就是在名單內。那個名單內或名單外

的差別，是很大的。像有其他科系的老師，就曾經是這樣子為了差那 0.1 分，就

是在名單內了。C026-2 

    教評分數只有 0.1 分的高低，這麼微細的差別，就是一個老師，甚至是一個

家庭的重大影響！ 

 

二、微細的教評分數差異，決定教評排名的先後次序 

學校每一位老師，要用教師評鑑近 3 年的教評分數來平均，就是要排名嘛。那比

如說這個系是要走 2 位，只要妳是在倒數 2 名內，那妳就是名單內了啊，有一個

系就是有兩位老師差 0.1 分，一個不用走一個要走。C061-2 

    微細的教評分數差異，只要相差 0.1 分，就決定排名的先後次序，它變成是

老師工作去留的依據，難怪會引起很多老師的反彈。量化的教評分數，根本無法

代表教學品質的良窳，更無法表現出老師教學的用心！ 

 

三、老師必須想辦法提高分數與排名 

所以分數跟排名就很重要啊！比如：妳近 3 年的教師評鑑分數太低或者是平均起

來，妳是這個單位的倒數第幾名，到時要有需要資遣或就要請妳提早退休的，妳

就是在名單中啊。所以現在變成每一年妳的教師評鑑的成績，其實是非常的重

要。C026-1 

    當學校在縮編時，如果你不想在資遣或退休名單內，就必須想辦法提高分數

與排名。這對老師會產生很大的心理壓力，對教學品質，也是一大傷害！ 

 

四、依業務量而定職員跟工人數量，職工還是會被資遣的 

我是專任老師兼任行政。只是能說以我目前狀態，我是不用接受教師評鑑的考

核，但是我是要接受我的行政主管的考核。C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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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兼任行政，可以不用接受教師評鑑。但是有行政考核的壓力，職員還是

會被資遣的。依業務量而定職員跟工人數量，人人都有被資遣的壓力，只是不像

當老師的壓力那麼大。 

 

五、招生人數不足，系所就要停招 

有一個系啊，招生情況一直不好，也就準備要停招。那如果停招的話，一年資遣

1-2 位離開或是轉到別的系。那別的系，也要有開出缺額；或者妳有符合他們申

請的條件，妳也才能有機會過去。如果沒有，就是留不下來的。C048-1 

    如果系所停招的話，一年級不招生了，就沒有學生再進來，那就等這一批到

大四的學生畢業。按照師生的比率，一年資遣 1-2 位離開或是轉到別的系。4 年

後，所有老師就都離職了，這也是校方資遣老師的另一種方式。 

 

叁、為了節流，學校開始縮編 

一、為了解決沉重的人事支出，開始縮編 

像我們校長也講過啊，說是教育部發布的消息啦，說學校的人事支出，是佔學雜

費收入百分之 60 幾。但是我們學校之前，我們每年的人事支出是佔收入的百分

之 70 幾，所以比率是特別高的喔。人事支出是學校一個很大的負擔，因為 3 分

之 2 的收入都是用在付薪水了。所以學校才要做種調整啊，何況現在也是招生每

年下降啊！C044-2 

    人事支出，占學校很大的支出成本，尤其是智敏老師任教的學校，高達百分

之 70 幾，所以為了節流，只能進行縮編、裁員的動作。 

二、為了減少人事費用的支出，鼓勵老師提早退休 

學校也就是靠學生來源嘛，學生來一個繳一份學雜費，妳也才有收入，也才能付

給老師薪水；學校的軟硬體也才能維持下去，當然就會希望學生多越來越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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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剛才會講說，為什麼會鼓勵一些老師提早退休，因為可以減少每個月人事費的

支出啊。C032-2 

    校方鼓勵一些老師提早退休，以減少人事費用，如果學生人數持續減少，裁

員也是學校不得不的一種作法。 

 

三、以學生學雜費計算教評分數，招生利益化 

    招生，在教師評鑑上占很重的比率，算得上是一個重要的業務，招生制度傾

向利益化。 

我們不要以辦學校來說，就當它是一個企業，妳的業績，妳的商品賣出越多，那

當然妳的收入，就會越增加啊，那當然是越好。C032-1 

    招生人數，是私校存亡的命脈，重視招生業務，原本就無可厚非，只是將招

生與教師評鑑掛在一起，相互影響，就有點走火入魔了！ 

 

四、為了系上的生存，互相搶學生 

，我舉個例子來說：以招生來說吧，同一個學校不同一個系，大家會為了系上的

生存嘛，同校喔！是不同系喔！卻互相搶學生。C027-1 

    照智敏老師所言，為了自己不要成為名單內的人員，老師們就會變得很焦

慮，人心惶惶，同儕之間難免會有惡性競爭的情形發生了。 

 

肆、學校要因應與調整科系和招生的方向 

一、排名後段班的私校會先退場，尤其是中南部的私校 

如果以私立學校在台灣的排名來講，我們算是後面 3 分之一的學校，那我們是最

危險的嘛。很多老師都先跳到別的學校去了，像排名比較前面的私立科大，台中

的朝陽科大，逢甲大學等等，算是比較不用擔心的；或是北部的學校。中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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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其實危機都很大。C088-1 

    越來越多的老師已經有退場的危機意識，尤其是中南部，而且排名是後段班

的私校。 

 

二、私立學校，老師是招生組的當然組員 

私立的老師都要招生的啊！也許啦，妳們南華還不用啦！但是我們要啊，因為高

教體系的老師，是到大學都還不需要去招生；可是技職體系，尤其是私立學校，

都是要靠老師去招生的喔。就算是高中職、是私立的學校老師也是一樣的喔。

C059-1 

    其實我們學校（南華大學），也是把招生看得很重，為了招生的業務，幾乎

是全校總動員！這大概會變成是高等教育，尤其是私立學校的常態了。 

 

三、最好的措施對應就是看大環境社會的走向 

最好的措施對應就是看大環境社會的走向啊！盡可能招生或是科系設立等等方

向，再一些的做調整。就是看現在學生的需要，還有社會的趨勢，是比較屬於哪

方面的。比如服務業的啊，像我們的有些系會改名。總之，就是因應社會的趨勢

做改變，這樣才會招得到學生啊，或是再進一步考慮新設什麼系啊。C095-1 

    其實，技職學校可以看大環境的走向、社會的需求、掌握社會動脈，去因應

與調整科系和招生的方向，是可以做這方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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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退場機制下：有志不得伸的國慶老師 

壹、充滿無形壓力與威脅的校園氛圍 

一、影響學校退場的因素 

當政府經費有限的時候，第一個犧牲的就是這些所謂後段的私立大學。他為什麼

會變成後段呢，是長期以來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是因為公立與私立差距太大

了！這不只是政府資源的投入，包括現在深植民心的，大家選填志願的時候，或

是教師的福利，我們的月退跟公立大學的月退就是不一樣！這些諸多不合理的、

不平等的規則，就使得私校就是比較差，當然就影響退場。D055-2 

    依國慶老師所言，影響學校退場的因素大致上有下列這三點：政府資源的投

入，學生填選志願，老師的福利。當公、私立大學的種種都不相等、不合理時，

那麼這些不平等的規則，當然在在影響私立高校的退場與否了。 

 

二、私立高校終於開始退場了 

像那個永達與興國，老師在轉業上面；學生的轉學上都產生了銜接上的問題了！

所以第一個停招的學校，其實帶來了很大衝擊！D005-2 

    這兩個學校，是教育部第一次核准停招的。陸陸續續可能還都會有私立高校

退場。 

 

三、60所高校要退場，為數眾多的教職員，面臨失業壓力  

高教公會有一個立場，認為目前所謂的退場，少子化，所以有多少學校退場，特

別像那個吳思華所說的：大專院校有 60 所要退場。這種說法呢，其實可能是一

種迷失！D006-1 

    高校要退場，有可能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只是一種心理層面的；我們心理 



 
 
 
 
 
 
 
 
 
 
 
 

 

 

71 
 

上都是這樣認為，60 所高校要退場，於是開始恐懼，以為事情真的會這樣發展

下去！ 

 

四、不提計劃，就會有升等的問題 

我們現在大學呢，大家互相抄襲、學習。好像每個學校的老師都要提國科會計劃。

你即使是一個以教學為主的老師，也必須要提一個計劃。事實上不見得每一個人

非得提計劃不可。可是我們現在就把它變成是一個適不適用的標準。D027-1 

    目前高教產生一個問題，就是教師的定位，到底是一個教學型的教師；還是

一個研究型的教師。其實不見得每一個人非得提計劃不可，但是不提計劃，就會

有升等的問題。教師角色的混淆不清，是一個極為荒繆之處，也是目前高教亂象

之一！ 

 

五、老師的升等獎懲，增加老師離職、資遣的威脅 

國科會計劃，提或不提 SCI、SSCI、EI 的論文有多少篇，這些東西它原來都有

它原來基本的預設，我們把它用在評鑑老師的升等或是獎助、懲罰、獎懲的方式

時，就扭曲了。D028-1 

    退場的威脅，不但評鑑制度會變本加厲，也使得大學內部的管理主義，會非

常的無限上綱，扭曲了 SCI、SSCI、EI 論文原本的意義。 

 

六、老師失去了動員能力、行動力 

老師對於所謂的學術自由，他勢必是要放棄的。所以在學校裡面，他會噤若寒蟬，

非常順從，這個是有利於學校的行政凌駕於教學。所以教師的部分權力，會被限

縮或是去政治化，它失去了動員能力、行動力。D038-5、D039-1 

    如果說：老師若放棄了學術自由，那麼在學校就會不敢發聲，不敢表達意見；

因此老師的自主性會被限縮，也會失去了動員能力或行動力，行政權力就會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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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於教學上。所以長期下來，所謂的學術自由，勢必成為空談！ 

 

七、老師內心充滿無形壓力與威脅 

我個人其實也想過，我如果沒那麼積極配合學校的話，我可能會成為不適任教

師，所謂不適任？我也不是那麼在乎！因為我的生活方式很節儉，如果提早被不

續聘，如果提行政訴訟也失敗的話，我覺得也沒什麼影響，我的積蓄應該足夠我...

活很久了。小孩也都長大了！所以我沒有受到什麼限制或懼怕的！(滿感傷的) 

D095、D095-1 

    受到無形壓力與威脅，老師要積極配合學校，不然會成為不適任教師。這不

但是老師們的無奈，更是台灣教育界的悲哀！ 

 

貳、荒繆的高教評鑑制度 

一、因為主觀意識的認定，而開始自我實現退場 

所以本來不是客觀事實的，因為是心裡認為的事實，是主觀的；最後就會自我實

現，成為事實。因為學校會開始做一些....包括評鑑嘛，用這種教師評鑑的方式，

一方面讓老師順從。所以大學的校園民主，學術自由，一定會受到非常嚴重的傷

害。我們現在就看到這種後果。D008-1 

    教育主管機關認為：學術也要跟其他產業一樣，就是要市場化；甚至可以說

是學術資本主義，可是校園民主、學術自由，會受到嚴重的傷害，其實，學術如

果市場化或資本主義化，基本上大學的精神就不見了。 

 

二、不合理的師生比問題，並不符合教育部的規定 

現在的大學裡面，「師生比」根本就是不合規定，包括國立大學，可能還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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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是不合教育部所訂出的規定。當然各校的招生狀況，是不一樣的，不可能

「師生比」是平均分配的。確實是有排名後段的私大，面臨這種絕續存亡的問題。

D006-2、D007-1 

    大學過多，招不到學生，其實是一種迷失。應該要讓師生比恢復正常，甚至

降低師生比。如果國家可以再挹注經費，那麼除了不用大量裁撤老師，也可以提

高教學品質。就目前的高教，雖是一個危機，卻也是一個改變的契機！ 

 

三、教育部干預學術自由是違憲的 

在大法官釋憲裡面，其中有一些包括學分必修的部分，還有...像軍訓課啊，都被

大法官判定這都是違反學術自由。D011-1 

    教育部是不應該干預學術自由，這是違憲的。在大學法第 1 條就已經規定：

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學

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可是今日的教育部卻

是動作頻頻的要私校退場，這確實是違背憲法所規定的啊。 

 

四、規避民意機關監督的高教評鑑中心 

教育部就投鼠忌器，所以就發明了一個東西，叫民間的高教評鑑中心。他不是官

方的，所以就可以避掉那民意機關的監督。其實裡面都是教育部的退休官員；或

是一些大學的退休校長。所以這些人都是領雙薪的，這也是我一直批評的雙薪教

授。他們呢，就開始負責大學的教師評鑑，是民間機構的，可是經費大部分是來

自教育部。D011-2 

    高教評鑑中心，是教育部為了規避民意機關的監督，而成立的；名義上屬於

民間機構，可是經費大部分是來自教育部。弔詭的是，它居然可以影響全國大學

的走向！外界不明就理的以為，大學評鑑隸屬於教育部，這是件值得大家思考、

關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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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內部評鑑受到外部評鑑的牽制 

外部評鑑，就是高教評鑑中心；或是其他評鑑單位，來進行系所評鑑；或是校務

評鑑，這是外部評鑑。大學內部對老師進行的教師評鑑，叫做內部評鑑。照理說

這兩個東西應該是各自運作的，但是內部評鑑常常是受到外部評鑑的牽制。就是

系所評鑑，所要的那些指標、效標。學校也會要求老師做出這些東西來。那是完

全不懂大學精神的人，所做出來的東西。現在變成一種規訓管控老師們的一個工

具。妳不順從的人，就是會有一些罰則嘛，像教師評鑑就是用積點數的方式，那

個積點數本身就是個荒繆的事，他就會變成賞罰的... D014-1、 D016-1 

    學校利用教師評鑑控制老師，讓老師順從。在這種情況下，老師必須服從學

校所訂出來的績效，因此評鑑制度變成一種控制的工具。那對倡導學術自由高等

教育而言，真是一件荒繆的事。 

 

六、產生仰賴政府補助的心態 

政府又發明了一種方式，就是獎補助款；還有 5 年 500 億；教學卓越計畫；頂尖

大學計畫。因為拿獎補助款，官方就要求要有績效。使得教育部行政單位，就凌

駕於學術！所以就把以前學校所有的制度、規則，全部改成評鑑了。D009-2、

D009-3 

    在台灣，評鑑制度走過頭了，變成所有的制度，都要評鑑化，都要有績效。

在齊頭式、公式化的評鑑制度中，卻使得大學的自主性變低。想當然爾，教育部、

學校的行政單位，就會凌駕於學術之上了！ 

 

七、政隨人轉的教育政策 

教育部的政策常常會政隨人轉。教育長的任期都非常短的，所以這個政策一直都

是在搖擺變動。在教育改革的那段期間，經過了幾任的教育部長。包括那個黃榮

村，那時候就是造成高教擴張嘛，高教擴張後就使得台灣的大學過多 D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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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計劃，政策卻始終搖擺不定，無法貫徹，在政隨人轉的情

形下，台灣未來的教育實在堪慮。 

 

叁、抹煞創意的高教評鑑制度 

一、創意是大學的基本精神之一 

在這種評鑑制度之下，一個分數很高的人，他一定不會有創意。它必須要花大量

的時間，去做這些事。我們是希望很專注的投入，在一件事情上面，去產生成就，

現有的評鑑分數一定會讓你很低，這是很本末倒置的。D029-2 

    扭曲而本末倒置的評鑑制度評鑑，分數高的老師真會有創意嗎？而創意正是

大學的基本精神之一。 

 

二、課綱最原始的精神 

像這個課綱最原始的精神是，老師在教學與學生在學習的一個對話的方式。我要

教什麼東西讓學生知道，讓學生決定要不要選這門課。我們現在的這種課綱，完

全沒有這種效果我以前很喜歡收集課綱，在美國的時候，因為那時候 silabus(授

課大綱)，常常會代表這個老師對於一些研究(專業)的領域在哪裡？或是有些新的

著作。所以會在他的 silabus 裡面列出來，我們現在的這種課綱，完全沒有這種

效果。D034-1、D034-2 

    就目前課綱的形式上，是無法表現出老師的授課精神及專業，若以切碎肉的

方式，去要求老師列出課綱，只要求 100%數據化的核心能力，便是曲解了課綱

的原本精神。 

 

三、被切割成指標、效標數字化的知識 

很遺憾的！我們學校可能是更嚴重的，一大堆的指標、數字化的；或者是知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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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性，都給切割開來。比如像核心能力我們的課綱... D015-2 

    教學本來就有其主體性與連貫性，如今都被切割成一大堆的指標、數字，難

怪有些老師會無所適從，甚至不知如何教起！ 

 

四、抹煞創意的評鑑制度 

照道理講大學就是要鼓勵大家不符合標準，你才能找到新的出路。現在的評鑑制

度就是，看你有沒有符合標準，沒有符合標準的，就被認為是要被淘汰的人。

D023 

    因為要符合評鑑制度的標準，老師、學生失去了創新的能力。妳要創新，就

沒時間去做一些與教學有關的事情。 

    創新跟現有的體制是不合的。現有的評鑑是要大部分的人符合標準，一貫作

業的標準化中，當然會是一種抹煞了創意的啊。 

 

五、在現有的評鑑制度下，教師的思想傾向保守 

還有另一個問題是，現有的評鑑制度，系所專業評鑑使得那些思考方式，是跨越

不同領域的人。當他的想法不是主流的時候，他可能就被評鑑不過了！這些都扼

殺了創意或創新。D025 

    現在的評鑑制度，就是要看你有沒有符合標準，是不是主流的思想，若沒有

符合標準、不是主流的，就會被認為是要被淘汰的人，因為評鑑制度自然會淘汰

你。相對的，教師的思想方面，當然會傾向保守；而學生的創意或創新當然也就

會受到限制了。 

 

六、短期速成的論文，是不利於學術發展的 

對個別老師來講：要順從現有的評鑑標準，要多生產論文，要限級升等，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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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下來。照理說這些東西都不是必然的，短期速成的論文，是不利於學術發展

的。升等本來是自己，決定要不要升等，升等之後你的薪資或是妳的很多條件會

改變，不是別人可以規定的。現在卻是變成用評鑑，或是退不退場的一個標準，

這些都會使得個別老師要追求這些標準。D038-1、D038-2 

    為了順從評鑑標準，老師要多生產論文，才能存活下來；而短期速成的論文，

是不利學術發展的。在「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評鑑制度下，使得個別老師追

求評鑑標準。當老師們朝向知識工具化的方向前進時，也限制了老師的性質、風

格與專長發揮。 

 

七、評鑑制度設計，要思考一個問題：意義何在? 

我們學校的評鑑制度設計，在形式上，他會做到了程序民主化，實質上一點都不

民主，因為他不管是否違背了大學民主精神，他並不想這些問題。他只要程序上，

我都是 ok 的。這是我們學校非常墮落的一點！看起來學校好像是很努力，訂出

那麼多的評鑑標準，那麼多的績效，都是有制度、法規，可是都沒有去想一個問

題是：意義何在？D033-1 

    學校訂定那麼多的制度、法規、績效，最少要思考一個問題：評鑑制度設計

的意義何在？而且，雖然在程序上，符合了民主化，實質上，卻違背了大學的民

主精神。 

 

肆、大學需要思考更深刻的問題，不能只重視實用性 

一、需要被改變的大學階級制度 

台灣是有錢的人去讀，很便宜的公立大學。所以我們的大學是階級制度，上一代

是有力的階級，下一代是讀那個很便宜，而學歷是很有價值的大學。這是非常不

正義的；而且他們不會被退場。台灣現在所謂的制度評鑑化。本來很多事情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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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制度了，完全改成是用評鑑為指標，這是很嚴重的事情。整個國力就被耗損

了。D060-1、D060-2 

    在台灣，有錢人的下一代，是讀很便宜而學歷有價值的公立大學，而美國是

恰好相反的。這種不正義的大學階級制度，是需要被改變的。 

 

二、沒有產值的系所，面臨關閉、合併 

很多系所會整併，也很多系所會被犧牲掉。比如哲學系，很多的學校的哲學系，

都縮編了。我們學校曾經一度決定要關掉，因為它沒有產值嘛，他對產學合作是

不利的。所以這也是一個奇怪現象，雖然它還存在，但已改名。D036-4 

    大學存在價值，本就是要思考更深、更廣之層面上的問題；現在卻變成是，

只要實用即可。像某些系所，雖然存在，卻已經改名了！只要不利於產學合作的

系所，都要面臨關閉、合併的階段。依目前台灣的高教，正普遍存在著這種奇怪

的現象。 

 

三、大學體系技職化，造成高等教育一團混亂 

現在很多學校為了生存下來，因少子化的威脅，做很多的調整。其中的調整有強

調產學合作、強調實習、強調大學就是技術訓練中心、技術訓練所。世界上有很

多大學的模式，大部分的國家，都把普通大學跟技職做得非常清楚的區分。美國

呢，把它給混淆在一起！美國是特例，台灣就一直想把美國當作是典範。所以台

灣也想這麼作，最早是技職體系大學化。然後很多的大學開始認為大學要技職

化，才能夠招的到學生，才能夠生存，所以現在一團混亂。D036-1、D036-2 

    學校為了生存，調整作法：如產學合作、實習、技職中心等等。台灣雖把美

國當作是典範，但是沒有考慮民情、體制、區域的不同，只是逕自的進行模仿，

而造成今日大學、技職的混淆現象，讓高等教育更是一團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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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會提早讓自己向市場低頭 

大學就是讓我們的學生，可以到產業界去實習；或是所謂的業界教師，可以共同

來開課。這些都會造成很大的混亂，所以我們的正常教學會被干預，而我們今天

卻天真的相信說這些調整，才能使我們的學校不會被退場。所以會提早讓自己就

是向市場低頭，這是大學部分。為了讓自己能夠度過少子化的海嘯撲襲，一定是

走向技職化或是產學合作；或是學用合一的。這種論述會凌駕於為學術而學術，

在這種情況下，為學術而學術會變成是一個笑話。很多老師會變得很苦悶。D046-1 

    因為學用合一，讓老師有志不得伸而苦悶。學校向市場低頭，造成教學混亂，

如果說這些調整是為了學術，不正是一場笑話嗎？ 

 

五、大學自我調整，讓企業進入或是自己投入企業界的懷抱 

比如工學院、醫學院有市場價值的；沒有市場價值的，比如文學院、社會科學院，

這種人文的、社會學科的，可能會萎縮，老師會越來越少或是全部改成兼任的就

好，這是大學市場化會帶來的後果影響。私立大學當然比這個更嚴重啊，所以就

會自我調整，讓企業進入或是自己投入企業界的懷抱。我們做的又不實在... 

D044-2、D044-3 

    大學以實用性價值的知識為主，以功利主義為導向，有市場產值的學系會擴

充，沒有市場價值的系所會萎縮、合併、甚至關閉，大學會讓產業進入，或自行

投入產業界的懷抱，這都是令人憂心的發展。 

 

六、高教擴張：質與量的失衡 

另一個高教擴張是表面上看不到的，現有的國立大學的系所規模都擴大了！增胖

了！所以台大也增加招生人數。碩士班、博士班也增加非常多的人。這些頂尖大

學呢，他們大量招收碩博班的學生，其實就是為了要搶學生、或助理，生產論文。

D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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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搶學生或助理生產論文，不管國立或私立，大量招收碩、博班的學生。

高教擴張的影響，除了高教學歷價值變低，更是高教質與量的失衡。 

 

七、重新思考高教公共化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大學是階層化的，這種不平等的階層化，造成很多私校都會被淘汰

的，那也不是公平競爭的結果。D055-1 

    如何消弭大學階層化，讓各校公平化，調整心態，讓社會民主化而不是資本

主義化，讓城鄉、國私立大學差距變小，也是大家需要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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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專注於當下：做好教學工作的佳恩老師 

壹、私立高校生存有三大因素：1.評鑑 2.教卓 3.招生 

一、大家不太願意去談論退場的話題 

很奇怪的是：在學校裡面，我們都是當事人，反而很少談退場的問題。E001-3 

    在校園中，大家不太談論退場的話題。不知道是不敢談、太敏感，還是認為

談了也沒用。總之，退場的話題，是老師們不願意觸碰的問題。 

 

二、老師應該勇於表達自我的立場與觀感 

高校退場 5 年內要關掉 30 所，10 年內要關掉 60 所；老師們無論現在自己的學

校，處於什麼樣的狀況，我自己不想再當沉默的羔羊！我至少可以做的就是，在

這個歷程中老師的一些感受，從老師的這個歷程去做記錄。D001-1 

    老師應該勇於表達自我的立場與觀感，不要再當沉默的羔羊！至少留下一些

記錄為高教、為學生、甚至是為自己而發聲，不讓那時代的潮流所淹沒了呀！ 

 

三、對自己學校存在年限不樂觀 

以我們現在的狀況來看，10 年要關掉 60 所大學，5 年要關掉 30 所的話，以我們

現在的一個排名，很可能我們的學校就會在上面了。也許很有可能我們撐不到 5

年。E001-2 

    從網路、媒體上看排名，學校可能撐不到 5 年，對自己學校的未來是悲觀的。 

 

四、學校未來可能會轉型 

要我預測的話，我覺得應該說：我們學校，也許 5 年內可以生存，5 年後，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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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一點轉型，搞不好變成樂齡大學；或者是董事會別的產業。E008-3 

    學校為了生存，5 至 10 年內，可能會轉型。也就是說，對學校的未來，並

沒有這麼的樂觀，至於個人的生涯規劃，抱持一動不如一靜，專注於當下，完成

自己想做的事情。 

 

五、生源不足，老師要負責招生 

招生現在為什麼會被列入這個評鑑制度，就是學校要老師去招生，老師不去招生

學生就不會來啊。那學校怎麼生存，所以，以前只要妳升等過，妳就沒事了。五

年內妳只要招生不足的話，學校一定無法生存，那就退場。退場第一個衝擊到的

就是老師啊，因為學生不會有這個問題啊！學生他是招進來之後，才會有安置的

問題啊。老師這學校的員工，所以老師的評鑑跟退場機制才會息息相關的啊。

E2-003-6、E2-003-9 

    學生不足學校便會退場，私校的老師現今要負責招生，只因生源不足。當學

校退場時，第一個衝擊到的就是教職員，因此招生人數與學校生存是息息相關

的。評鑑會與招生緊扣在一起，只因校方想繼續生存，那麼老師變成招生業務員，

就是必然會發生的結果與現象了！ 

 

六、招生人數，決定學校的生存 

我們在講退場，就會講到這個評鑑，講退場其實是分兩個層次：涉及學校的生存

或退場，學校要生存要有三大因素：招生的問題，評鑑過！教卓有！萬一你招生

不好，那你還是一樣會被退場。E2-003-2、E2-003-5 

    學校的生存有三大因素，缺一不可，尤其是私校：1.評鑑 2.教卓 3.招生。但

是關鍵還是在於招生人數，因為學生繳交的學雜費，是私校的主要經濟來源，少

了學費的經濟命脈，私校一定會面臨退場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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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量、評鑑、教卓、退場機制，都是控制工具 

一、每一道的公文，都是對老師的一種評鑑 

就是覺得..."祝煩"(台語) 一道一道公文，然後一道道的催繳！那時候我的感覺就

是 .... 每一次看到那個催繳的訊息，就很生氣！剛開始，我也不想理它。後來慢

慢得知，這其實是對老師的一個評鑑。這個評鑑可能目前不是有什麼作用，可是

隨著高校的退場，它會變成是一個機關，我是這麼的感覺！D001 

    每一次公文的到來，都是對老師的一種評鑑。過程中所留下的評鑑資料，目

前而言是沒有作用的，但是當高校退場機制啟動時，自然就會變成學校裁撤、資

遣老師的一種依據。簡單說，就是主管機關的一種控制工具。 

 

二、評鑑制度由簡單，轉變成為複雜化 

這個評鑑制度的轉變，是讓我看到，以前是填寫一張很簡單的表格，你只要填一

填、寫一寫就可以了！現在變成用電腦，我都形容它是新東廠！D019-1 

    評鑑制度是控制的工具！當一大堆的表格、數據，由簡單變複雜後，它取代

了實質的教學內涵，甚至變成新東廠與錦衣衛。 

 

三、評量表的細目繁多，只是為了要連接到退場機制 

學校的因應措施嗎？老實說：沒有人曉得！我們以前有一些教師的評量機制，這

個評量機制我們每一學期只要寫一張自我評量表送出去就結束了。可是從上學期

開始慢慢的到這一學期，就是嚴格執行，我們在網路上有一個很"複雜"的評量

表；老師要把所有的資料都納進去；然後這個上面寫的並不是說，要給老師的評

量機制，而是基本上，這個教卓會用到、評鑑會用到、裡面列了很複雜的東西。

每一位老師在教務處的催促之下，這件工作讓大家怨聲載道。E002-1、E002-2 

    老師們不知道學校對退場的因應措施為何？只知道要填表。當學校嚴格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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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評量表時，感覺目的就只是為了教卓、評鑑之用。讓簡單的東西變得極為

複雜化，每一位老師在教務處的催促之下，不得不寫那些複雜的報表，這些都讓

老師們是怨聲載道的。 

 

四、評量+評鑑+教卓+退場機制＝控制工具 

我不覺得學校在替我們做些什麼，我覺得學校好像是用退場機制加上評鑑、加上

那個教學卓越計畫，整個的東西呢，是一個控制的工具，控制的機器。然後這控

制機器呢，我不會想到退場，我只是想到在這控制機器下，我怎麼活得像人呢？

說真的！我的感覺是這樣子。E002-7 

    在評量+評鑑+教卓+退場機制的控制下，老師失去了尊嚴與自主性，這些奇

怪的機關與遊戲規則，除了耗掉老師很多心力，當然更無法提升教學品質！ 

 

五、沒有進入教學感覺的人，設計出來的評量方法 

學校自己設計出來一套很荒繆的評量方法！你要打幾分，根本沒有任何的客觀

性，一直在寫那些東西的人，本身根本就是沒有進入教學感覺的人。寫的都是很

荒謬的東西，看到那些我只能用"痛恨"(語氣很重)兩個字來形容。E003-4 

    教學認真，照顧學生，是老師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在現行評量的方法下，這

些都是不計分的(無數據可評量，所以通通不算分數)。試問：老師最重要的工作，

不正是認真照顧教導學生嗎？ 

 

六、把評鑑當成老師退場的依據 

當學校訂出這樣一個規則後，我們老師就要遵守；所以評鑑有很多，我們現在所

面對的評鑑跟退場加在一起，弄到最後，就會變成誰要先走！E2-001-5 

    評鑑跟退場，本來就應該分開的。如今加在一起，就是變成誰要先走的依據。

這是不應該，也是不合規定的。 



 
 
 
 
 
 
 
 
 
 
 
 

 

 

85 
 

叁、評鑑會讓學校的權力無限上綱 

一、量表的設計，流於形式與不切實際。 

如果要對學校設的這個法，我對這個評鑑做一個"反評量"的話，至少 80%是廢

話。然後這個東西呢，是高層的一些人，因人而異討論出來的 。有一些老師加

入進去，但是大部分的老師是沒有參與這個歷程。E005-3 

    對評鑑的反評量：老師各有各的專長領域中，是無法以一張表格涵蓋所有

的，何況大部分的專業老師，都沒有參與這量表的設計。那麼評鑑量表，當然會

失真而流於形式與不切實際。 

 

二、評鑑為什麼現在對老師會有那麼大的威脅 

如果學校開始面對縮編的時候呢，評鑑就變得很重要了！一般而言，如果你是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照理來說，都是講師會先被 k 掉的。可是評鑑多了

一個工具，就是當他在縮編的時候，它可以先看看哪些不符合規定的，他就會把

他給 k 掉。你並不知道這種日子什麼時候會到。因為少子化的因素，讓退場不知

道什麼時候會到！那教育部的退場政策呢？他所採取的態度是不管妳，妳就自生

自滅吧！E2-002-9、E2-002-10、E2-002-11 

    教師評鑑是學校裁員的藉口與工具，尤其教育部所採取任由學校自主裁員，

以及讓學校自生自滅的態度，造成每個老師人人自危，更加深了校園氛圍的不安

定感。 

 

三、教師評鑑變成校方，控制誰要先走的理由與依據 

每一個學校到了最後幾年的時候，資遣老師的問題，就會越來越浮現及嚴重。這

份教師評鑑，就會開始產生作用了！因為學校要讓一些老師走，他不能沒又一個

名目的說你是講師所以妳要先走；或者是副教授你先走；或是誰先走，因為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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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有一個名目，那這個評鑑就變成來控制你要先走的理由、依據。E2-002-12 

    教師評鑑，是學校裁員的理由與依據，一切用數據化來呈現。其實跟專業、

教學是無關的。最後學校的權力會無限上綱，那麼教師評鑑所產生的作用力，會

使得行政權力凌駕於教學上！ 

 

四、教學計畫如同胡蘿蔔，評鑑如同鞭子 

另一個有影響力的是「教學卓越計畫」，是教育部補助各學校。每個學校都會申

請，會有過也會有沒過的。過的錢比較多，也有比較少的。E2-002-5 

教學計畫如同胡蘿蔔，評鑑極似那鞭子。妳沒過的人，我就拍你一下，你也許就

會中箭下馬了。「教學卓越計畫」沒有拿到的學校，基本上就像是母親不要的小

孩，教育部不管妳了！所以你能拿到"教卓"是表示這個學校是有希望的，他的象

徵意義大過於實質的好處。E2-002-6 

    教育部用獎、補助款控制學校，尤其是私校。當學校若通過了「教學卓越計

畫」，那就表示。是教育部認可的學校；也是一種品質保證的象徵。至於金額多

寡，經費如何使用，反而是次要的問題了。 

 

五、校務評鑑是教育部控制學校的一種工具 

評鑑很大的影響是，如果教育部對這個系所做的評鑑，這個系所是待觀察；甚至

不通過，他會公佈。他若公佈了，那對私立學校的招生就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

它是待觀察或不通過，那就表示這個系所的：師資不夠 2.什麼不夠....那麼學生來

登記的時候，它就會參考。喔！這是評鑑沒過的！那大家就不進去填，所以他是

會嚴重影響招生的。這是教育部對學校的評鑑。E2-002-21、E2-002-3 

    校務評鑑，是教育部控制學校的一種工具，會嚴重影響招生，以及學生填寫

志願的意願。如果學生不來就讀，除了教育部的罰則外，學校的收入相對減少。

如果收支不能平衡，學校當然會面臨退場的危機。所以校務評鑑，一定會影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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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存亡。 

 

肆、公器私用而沒有任何產值的評鑑制度 

一、評鑑的產值到底是什麼？如何定義產值? 

我們去做一大堆事情，是沒有任何的產值的。你就只是在做一個服從的動作，做

這些到底是給誰看呢？你就是要擺給教育部看?!教育部來多久呢？他們那些人

來多久？他們又會真的看嗎？會看那麼多嗎？一個老師花 5 個小時，全校 100

多個老師，已經花了多少小時？我們這些作為的產值，到底在哪裡？老師去做一

些沒有產值的工作，只是在做一個服從的動作，為了給教育部看， 以前要你做

那些評鑑，你不甩他，他也拿妳沒轍。現在加上少子化、退場機制啦，現在要出

去的人，第一批就是不乖的。D034、D094-2 

    校方會要求老師，去做一些沒有任何產值的事情。優先退場的教師，往往是

那不聽話、不順從的老師，根本不是不適任的老師。這樣的公器私用之評鑑制度，

早已變成學校要縮編時，裁撤不聽話、不順從老師的工具。 

 

二、讓人精疲力竭的卓越教學計畫 

我覺得教學生的這部分，老實說我一直覺得過去我一直都是很卓越的。是卓越計

畫來了之後，剝削了我們大量的精力，讓我們呢？"精疲力竭"。E003-1 

    老師們被卓越計畫剝削了大量精力，當精疲力竭時，要提升教學品質，無疑

變成一種奢談。就算是要全心全意專注於教學上，也將會變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三、對評鑑，總是有很大的不滿情緒 

對我而言，比較多的是"憤怒"跟"抗拒"！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瘋狂世界，學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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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定下來的東西，真的是凹命事件。E004-3 

    面對評鑑，每個老師處理的方式及時間，會因人而異。但是，內心總會有著

不舒服與不滿的情緒！在這瘋狂的環境中，老師們要如何正常教學？ 

 

伍、不安定的校園氛圍，影響教學品質與研究 

一、令老師反感的評鑑制度 

我覺得今年讓我那麼反感是：它變成是一個網路上的東西，一條一條的，妳光看

那些東西，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寫些什麼東西；我們本來就是在做教學研究

的。可是現在是一大堆拉拉雜雜的...真不知道當大學教授是在做甚麼？就好像是

在搞雜役一樣，去做什麼就有什麼積點！去聽一些很無聊的演講，就會有什麼積

點！去聽那些演講，根本是在浪費我的時間嘛...(有點動怒) D029-1 

    評鑑制度，老師們耗費太多的心力，做一大堆毫無意義的事，目的只是為了

分數、為了積點！老師變成了雜役，根本無法專注於教學與研究上，這些都讓老

師們非常反感。 

 

二、評鑑影響教學品質與研究 

面對評鑑，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抗拒！憤怒！我所看重的是教學品質、我的研究。

現在呢，一大堆有的沒的，變成比這些更重要。我自己已經在那個評鑑的威脅下，

經歷還沒退場時的退場歷程了！而且，每個學校或老師們，各自有不同的不確定

感，那種威脅性，也會隨各校境遇而有所不同。E2-004-6 

    老師看重的是教學品質、學術研究的結果。一堆無意義的數字，卻比這些更

重要，甚至是決定了老師們的去留！不安定的校園氛圍，當然影響老師教學品質

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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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師的工作權，沒有保障 

其實很多人的憤怒跟我是一樣的程度，但是為什麼助理教授都不敢講話，很簡單

啊！你在退場的時候，第一個被砍掉一定是不乖的助理教授。為什麼大家要在那

邊積點，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可以威脅程度的東西，誰要去寫那些東西，寫那

些浪費時間，寫那些浪費生命的東西。E006-3、E006-5 

    在學校面臨退場的威脅時，不乖、不順從的助理教授會優先被砍、被辭退。

現今老師的工作權，是沒有保障的。老師的工作是以累積點數來計算的，內心雖

然充滿憤怒與不平的情緒，還是得要去寫那些評鑑量表，因為這份量表跟工作的

去留，有著密切關係。 

 

四、老師們不發聲不代表沒意見 

基本上，一大群表相上至少有 6-70% 不會發聲的、不敢發聲的、照著做的、不

得不做的，你全部可以歸為一類。有時候我也覺得，我是歸為這一類的，因為你

要去發聲的時候，要考量後果是什麼？然後還要花多少精力，在這個事情上面。

E007-2 

    老師們私下罵歸罵，還是會照做，畢竟有威脅感在啊！但是，不發聲不代表

沒意見！只是，學者的理性，會思考值不值得把精力花費在發聲、抗爭的這種事

情上。 

 

五、情緒的課題需要處理 

哪一個時代沒有暴政！在暴政下存留的那些人，不就是要面對這些問題嗎？這不

是我個人的問題，在台灣，要面對這樣子一個困難處境的人。如果我們算人口至

少也有 5 萬人，我的憤怒，我不需要去掩飾，因為沒有這種感覺，你才叫做麻木

不仁。但是，我不需要讓這個憤怒的情緒，影響我的生活，E007-5、E007-6 

    老師也是人，還是有情緒的課題需要處理，如果完全沒有感覺，才是麻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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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但是，不去掩飾憤怒，不受這種情緒的控制，是佳恩老師的方式！  

 

六、把這個過程，當作是一個有義意的挑戰 

至於我自己的選擇，怎麼去調適的話，我覺得我的情緒一直都在；但是，我會去

面對我的情緒，然後去衡量，問題我要怎麼去面對，然後我會把這個過程，當作

是一個有義意的挑戰，這個有意義的挑戰，我再繼續擴展開來。E007-4 

    學者的思考邏輯，大都理性重於感性。在現實的考量下，只能把它當成是一

項挑戰。再繼續自我的教職生涯上，實現自我的理想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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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分析與討論 

    本章分成四節來進行研究分析的陳述與討論，就訪談老師的逐字稿，以具體

的內容呈現這五位私校高教老師，在面臨高教退場時的關鍵議題。 

    本章共分為四節： 

一、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 

二、評鑑制度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 

三、高教啟動退場機制時，學校的因應與做法 

四、面臨私校退場時，老師個人的心路歷程 

 

第一節  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 

   台灣少子化之影響因素 ，根據遠見雜誌(2009)評論指出，每位婦女生育 2.1

個子女數，是維持替代人口的水準，但台灣婦女總生育率從 1950 年開始一路下

滑，2008 年來到歷史新低 1.05 人，勇得「生育率最低」的寶座(彭杏珠，2009)。

如果政府提不出因應措施來創造更適合生育的環境，少子化的情形，恐怕只會越

來越惡化。 

 

壹、未來學生與教師人數推估 

    黃琇屏、游宗輝(2016)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中指出，少子化現象並不是短暫

的問題，而是一波波對未來的衝擊，對教育而言，從小學、國中、高中職到大學

都會受影響；招生不足和學校運作困難的問題，也將接踵而至。少子化既已成為

全球化的趨勢，國內教育必須面對供給過剩的事實 (評論月刊)。 

 

一、大專校院未來學生人數與未來教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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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來學生人數推估 

   未來 10 年間大一學生人數預估減少 8.7 萬人，至 112 學年大專校院學士及專

科學生總數為 82.2 萬人，較 102 學年減少 31.5 萬人。以公立大學學生每一

學年學費 5 萬元、私立大學學生每一學年學費 10 萬元概估，高等教育產業

112 學年將較 102 學年度減少 300 億元的學費收入(資料來源：教育部-高等教育創

新轉型方案)。 

(二)未來教師人數推估 

    依據推估結果，大專校院專任教師人數將自 102 學年 50,024 人減至 112 學

年 39,579 人，累計 102 至 112 學年教師需求面共減 1 萬 0,445 人(資料來源：

教育部-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 

    綜上，既然少子化是必然之趨勢，那麼未來也將越來越嚴重，而少子化之影

響層面是深又廣，若以高等教育而言，少子化確實將影響並改變了教職生態。 

 

二、學生是學校重要的財務來源 

我們不要以辦學校來說，就當它是一個企業，妳的業績，妳的商品賣出越多，那

當然妳的收入，就會越增加啊，那當然是越好。C032、C032-1 

    在台灣，國立大學的經費，都有國家編列預算，所以，薪資、經費都有保障，

學校也沒有退場的問題。可是私校就不同了，私校沒有來自於公務的預算編列，

私校的經費主要來自於學生所交之學雜費用。當面臨少子化的問題，也就是生源

不足時，那麼直接衝擊的就是學生減少，造成收入之銳減；軟硬體缺乏經費，無

法加以更新，自然無法吸引學生就讀；學生減少下的惡性循環中，當然就更沒了

競爭力。我們不能期待私立學校，無止境的收留老師，可是，如果生源問題無法

得以改善，若再加上沒有特別的教育經費挹注，招生不佳的高校，除了資遣教職

員之外，退場也只是時間上的快慢問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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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人數不足，就要關掉整個系，老師要離開或轉系 

它就是看老師的評鑑！但是，如果妳這個系招得好，妳分數再差也都沒事。像有

的系老師才 60 幾分啊，也沒事。就人家的系招得好咩，像我們的系每位老師都

99 以上啊，結果還不是...問題就是我們招生就招不好啊，所以我們就需要被

close(關閉)。B030、B030-1 

    招生情形不好，是大環境下的現實樣貌，今日已有很多學校的做法，是換湯

不換藥（更改系名）以吸引學生入學，萬一成效不彰，甚至就直接關掉整個系所。

招生是一個學校辦學的重點，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形勢，學校要改變、順應潮流，

是每個人的共識，如果系所關掉了，老師個人的去留，除了轉系、就是轉校。不

過，在普遍招生不佳的大環境中，自己的學校或其他的私立學校，會有老師的缺

額嗎？ 

像那個永達，高教工會就出了很多力幫他們，最近還辦了記者會，因為他們的薪

資欠繳。還有那個....現在這些老師在轉業上面；學生的轉學上都產生了銜接上的

問題了！所以第一個停招的學校，其實帶來了很大衝擊！D005-2 

    教育當局也沒辦法提出徹底解決的方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牽涉

太多的問題，學校要想辦法生存，只能自求多福了。 

 

四、招生成為老師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雖然，教學才是老師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學校面臨存亡之際，招生人數

無疑是決定學校生存的關鍵因素。而最快、最節省經費的方式，當然就是：讓老

師成為免費的「招生業務員」，而且還是責任制的： 

私立大學尤其是後段班的學校，他的招生處權力是非常高的，它可以決定帶老師

出去做什麼。那就是現在所面對的一個時機嘛，就是現實的考量，那評鑑就是一

個環環相扣的工具，學校招生不足，就一定要提前退場。五年內妳只要招生不足

的話，學校一定無法生存，那就退場。退場第一個衝擊到的就是老師啊，因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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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會有這個問題啊！學生他是招進來之後，才會有安置的問題啊。老師這學校

的員工，所以老師的評鑑跟退場機制才會息息相關的啊。E2-003-8、E2-003-9 

    一般學校的招生處，可以決定帶老師出去做什麼事、辦什麼活動，除此之外，

自己要想辦法招生，學校不提供協助或支援，老師變成免費的義工，長久下來，

難怪已經有老師，不僅長期飽受精神的壓力，身體也搞垮了，這些，除了影響老

師的教學品質外，長久下來，更影響學生的受教權，實非全民之福！  

 

五、學校將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 

其實我也常常在想：應該也不只是我們私立耶，我那天去發表論文的時候，就遇

到一位台東大學的，他就在說他們公立的也是這樣了啊，他們是公立的耶。他們

還是唯一的耶，也是招不到啊。還是一樣照裁退老師啊，我聽一聽，那好像大家

都一樣了嘛，公立的也是照裁啊。B113-1、B114、B114-1、B115、B115-1 

    少子化是全面性的影響，公立大學一樣有生源不足的困擾，一樣裁退老師。

受少子化衝擊，許多大學招收不到學生。如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所預測：2016

年開始，陸續會有大學倒閉，順序會先從東部大學開始「東倒西歪」，接著「南

傾北斜」。賴鼎銘分析，北部大學占地利之便，招生比較順利；東、南部大學將

最先受到衝擊，尤其是「後段班」的私校，減薪、縮編情況會愈來愈嚴重，「流

浪教授」也會愈來愈多(賴鼎銘，2013)。 

    所以，大致上公立大學比較不會受到波及，只有學生數較少的公立大學，將

會與其他學校「合併」，但招生名額仍將維持原狀。簡單來說，私立學校在市場

機制下，只能憑招生實力，決定自己能否在高校退場的浪潮中存活。 

    引自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指出：若光憑市場機制判定誰能生存，

大學退場即可能呈現「先私立後公立、先科大後一般、先偏鄉後都會」的情況。

如此一來，國內相對脆弱的技職教育可能加速崩壞，進一步惡化學用落差；偏鄉

學校退場潮，也將使教育機會集中於都會中，不利區域平衡(鄭閔聲‧洪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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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在少子化的衝擊下，不管公、私立大學，校際之間的競爭勢必越來越激烈，

而招生人數更是其中的關鍵因素，所以，生源不足的問題，將使私立高校面臨嚴

重的生存危機。 

 

貳、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我國的高等教育，除了大學數量過度膨脹外，教育資源的分配也是極度不

均。這個問題從偏鄉、中小學學校，就一直延伸到高等教育的預算分配，台灣教

育一直有排名的迷思，重公立、輕私立，重普通教育，輕技職教育，加上教育部

的經費分配，依照上述的原則分配，加深原本的不平等。所以，如何消弭大學階

層化，讓各校公平化，讓教育資源分配更加的合理，是我們必須重視議題之一。 

  

一、不正義的大學階級制度 

   如果從社會階級變化的角度來看，學校教育同時有兩種功能，一是促進社會

階級的流動，二是維護既有的社會階級再生，也就是古人所說的「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世族」。但是，這些年的教改，不論採取任何方式，對窮人和低教育程度

出身的學生總是不利的(時季常，2012)。 

台灣就是一直想學美國。但是在美國呢，是有錢人去讀很貴、很貴的私立大學。

在台灣是有錢的人去讀，很便宜的公立大學。所以我們的大學是階級制度，上一

代是有力的階級，下一代是讀那個很便宜，而學歷是很有價值的大學。 

這是非常不正義的，而且他們不會被退場。D060-1 

要讓大學的差距變小、變少，我們現在的大學是階層化的，這種不平等的階層化，

造成很多私校都會被淘汰的，那也不是公平競爭的結果。D055-1 

    綜上所述，教育主管機關應該戮力，消弭大學階層化，讓各校公平化，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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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甚至拉近城市與鄉村的大學差距，讓高教普及的良好立意，真正的落實。 

 

二、不合理，不平等的規則，影響學校的退場 

    在台灣，選票決定一切，不論哪個黨派，都是偏向資本家的，在制定教育方

針時，很多都是選舉考量，反而真正的公平而正義的分配，並不是那麼重要了。 

所以少子化的這些現象，當政府經費有限的時候，第一個犧牲的就是這些所謂後

段的私立大學。他為什麼會變成後段呢，是長期以來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是因

為公立與私立差距太大了！這不只是政府資源的投入，包括現在深植民心的，大

家選填志願的時候，或是教師的福利，我們的月退跟公立大學的月退就是不一

樣！這些諸多不合理的、不平等的規則，就使得私校就是比較差，當然就影響退

場。D055-2 

    長久下來，公、私立大學的差距當然越來越大，加上當局只看學生人數、註

冊率，而去核定補助款的金額，少了經費補助，私立大學當然更沒有競爭力，在

少子化的浪潮下，尤其是排名後段班的學校，當然紛紛應聲倒地，成了優先退場

的學校！ 

 

三、後段的學校經營不善，應該退場？ 

後段的學校經營不善，應該退場？這是與虛假相關的嘛，私校不是經營不善，是

長期被疏忽的。所以高教公會有一個論述是，我們應該走公共化、高教公共化。

當然這是有困難的，因為政府的國債。甚至於連公立大學現在都想要法人化了，

確實是很困難的。D055-3 

    現在國立大學得到的政府經費比私立大學多，學費便宜、師資好、資源好、

什麼都比私立大學好，公、私立大學無疑是在一種，不公平的基礎上競爭，這個

制度本來就不公平了！相信國立大學，很少為了招生人數而緊張，或是為了招生

大費周章，因為考生自然而然會優先選擇他們的學校。所以，如果國立大學不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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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招生名額，那私校招生人數會越來越少，更加難以生存了。 

  其實，不是每一所公立學校都辦的比私立好，但他們卻有優勢，除了學費只

是私校的一半，事實上，私校因為地理環境、台灣人迷信的校際排名、教育部不

願挹注更多資源，而招生不足更是關鍵的因素之一。 

   依據臺灣教育評論月刊之論述：「後段」私立大學，或說「招生不足」的私

立大學。一般而言具有三種特性：首先，它缺乏投入「學術競爭」或躋身頂大的

規模和條件。第二，缺少公部門的立即監管。第三，無法獲得足夠的國家教育經

費補助(董泓志，2013)。 

  私校的經濟來源，高度仰賴學生交的學雜費，所以，私校的辦學品質和校務

運作，與學生人數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在學生數減少時，就容易出現財務困

難，如果，教 育部再 刪減獎補助 款，私校就更沒有競爭力、更無法生存了。 

簡宗德(2016)於我國高等教育學費與助學貸款制度之探討中提出，大專校的

學雜費，私立遠遠高於公立 。 

 

四、高等教育，質與量的失衡 

    過去十多年來，台灣的大學，數量急遽的增加，大學數量是夠多了，可是「質」

卻沒有跟著提升，很多雖然已升格成為大學，但卻無法招收更優秀的學生入學，

造成大學「質」與「量」明顯的失衡！ 

第一個當然是，南華、玄奘、佛光是宗教興學的；而且是佛教團體修學的，這是

一小塊。再來是師範學院，他本來是師專變成師範學院又變成教育大學，這些全

部變大學了。台灣當然又增加好多大學，還有很多的五專，變成技術學院了，甚

至是科技大學了。在另一個高教擴張是表面上看不到的，現有的國立大學的系所

規模都擴大了！增胖了！所以台大也增加招生人數。碩士班、博士班也增加非常

多的人。這些頂尖大學呢，他們大量招收碩、博班的學生，其實就是為了要搶學

生、或助理，生產論文。D050-2、D050-3、D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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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臺灣的大學院校數量約為 160 所左右，廣設大學的結果，造成教育經費

相對的分散。在（把錢準備好、就能進大學）的情況下，大學已經不再是菁英教

育，當大學成為買方（學生）市場時，校方、老師在管理、打分數上，更加傾向

寬鬆，大學畢業文憑也變得越來越廉價了。 

    高等教育在質與量上的嚴重失衡，其關鍵在於教育當局忽略高等教育機構的

數量管制，當量變無法帶來質變的同時，如何輔導體質尚可的大學轉型、適

時讓該退場的學校退場，是教育部不可逃避的責任。  

 

参、招生業務耗費老師太多精神體力 

   中華科技大學生活輔導組組長吳建隆(2013)指出，在輔導與服務的部分，教

師除必須肩負招生工作，拉攏高中職，到處招生宣傳，也使得教師從過去「傳道、

授業、解惑」的角色，轉變為「招生業務員」，教師在教學場域，與招生業務中

疲於奔命，學生的受教權與教學品質何在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教育是國家的根本大計，它影響國力、甚至會動搖國本，是誰逼迫讓我們的

老師為了生計而不務正業？國家？社會？學校？老師？當招生業務耗費老師太

多的時間、精神、體力時，又怎能奢求我們的學生能受到良好的指導，這不但是

老師的問題，更是時代的重大問題！ 

 

一、招生的業績，影響工作去留 

    當學生來源不足時，第一個受到影響的，一定是私立學校，而私立學校的教

職員，將是首當其衝~學生數銳減，部分校系被迫退場。 

    引述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詹盛如(2014)，少子化問題對於大學經

營最大的衝擊，無疑是學校倒閉或是科系的裁併與縮減規模。隨著大學就學人數

逐年遞減，許多學校面臨招生不足的窘境(評鑑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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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所及，每間學校（尤其是私校）無不使盡全力在招生項目上，招生人數

不夠，學校就會面臨財務危機。 

像之前某個系，他就把招生分數放得比較大的比率，那些招的比較多的學生進來 

的老師，縱然他不是博士，他只是講師，他卻可以留下來。可是就是有那個副教

授，他都沒有什麼招生的業績喔，他分數當然就低了啊。C066、C066-1、C066-2 

    所以，老師招生的業績不好，評鑑分數自然就不高，進而影響到老師工作的

去留。因為，教師評鑑分數，是老師工作去留的先、後依據。 

 

二、老師轉行當業務員 

  時代的轉變，許多第一代辦學者，大都懷有某些使命與理想，傳到第二代或

第三代時，因為大環境、經濟、甚至個人志向不同，已無心、無力辦學，某些老

師也是如此，老師已經從一種「身份」，變成一種「職業」。而這個職業的名稱，

就叫「招生業務員」。當辦學像企業經營時， 

像我們學校的「招生中心」，就會指派我們去哪個學校或哪裡宣傳。在宣傳的時

候，我們就會趕快收集資料。宣傳好，我們就會趕快設計一個活動，然後利用這

個機會，趕快把名字寫下來，回來之後我們就要趕快打電話。B014-1、B015、

B015-1、B016 

     學校將招生的績效列入服務的項目中，如果老師未達到招生配額，則在教

師評鑑中扣減分數，有的學校還將系上的招生績效與薪資或是年終獎金掛勾，依

招生的績效核給薪資及年終獎金！如招生只有八成，薪資就只發八成或是年終獎

金只發八成。系若連續兩年招生不理想就直接關系，老師直接資遣或轉專長（談

何容易）！在校方的眼中，好系的定義是招生好的系；評鑑好沒用，研究出色、

教學優良、師資優良等都沒用，只要招生不好，就是爛系！就是死亡之系(台灣

高等教育產業工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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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為裁員的威脅，老師們開始競爭 

    很多老師，除了教學，也許並無所謂的第二專長，當面臨裁員威脅時，即將

面臨的是對未知的恐懼與茫然，這是無奈的教職生態，以前大家都還可以一起合

作，共同去解決彼此的問題，現在沒辦法了，因為大家資歷差不多，幫助別人，

就是培養競爭對手，進而影響工作的去留！ 

其實如果是有一個 group(組群或團體)的話，大家比較能照顧到啦。可是現在越

來越變得妳可能想要幫別人，也比較沒辦法了，因為現在是真的在裁員了！之前

那個都只是分數而已，像現在是面臨少子化，招不到學生嘛，喔！對了 !它最主

要的改變就是在招生！招生要加分這是第一點，變成每個人要花很多時間去招

生！B009-2、B009-3 

    所以，如果你想要繼續留下來教書，除了要與同事彼此競爭之外，更要努力

於招生這個區塊。不然，下一波離職的名單中，你的名字可能就在上面了！ 

 

四、招生造成同事之間的衝突 

「同儕之間會不會惡性競爭呢？會啊！一定的啊！」C027 

    事不關己、關己則亂，誠然，當你的工作受到威脅時，你要如何面對？父母

要奉養、子女要教養、家庭要照顧，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老師們都人心惶惶而

焦慮不安，甚至為了生存，居然需要為了飯碗而互相搶學生。 

教師評鑑裡面，也有包括招生這一項喔，那現在呢...就是把招生看得很重喔！妳

如果招了一個日間部的學生，妳可以拿 10 分。那假日班或夜間部，它是以學雜

費的收入來計算的。我們學生的報名表上面，會有推薦師長的名稱喔，這樣就可

以計算妳招了多少學生？可以拿到幾分？C028-1、C028-2 

    因為招生，造成衝突、撕破同事間的情誼，這些事已不可避免的發生了……

一個團體，如果成員彼此都互不信任，在爾虞我詐的環境中，相信誰都是不愉快

的，長久下來，不單是老師，連學生的受教權，同時也是會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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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了評鑑分數，老師互搶學生 

    評鑑，掌握了學校的未來（校務評鑑），老師的去留（教師評鑑），而其中

的關鍵，還是學生的數量，所以，不單是校際之間互搶學生，為了評鑑分數，老

師互搶學生的情形也出現了。 

就是同一個學校，有兩個老師在爭學生就對了！就是會有這種互搶學生的情況出

來了，現在就是搶學生搶到這樣子了啊，所以問題會一直出現的。因為學生少了

嘛，那大家找的都是這一些啊，除非能再拓展新的什麼出來。B127   

妳看嘛，連互相拉學生的都出現了，像去年就是了，比如說：我去這個學校宣導，

那就有我的資料嘛，但是另一位老師就跟他們的導師比較好比較熟，那就會由導

師幫他介紹學生。那另一位老師就說，你(妳)怎麼可以搶我的學生呢？ B126-2、

B126-3  

    傳統的校園氛圍，正在慢慢的改變中，像一場寧靜的革命，相信這些在數據

上是看不出來的，他當然影響老師的身、心、靈。 

 

肆、師生比率的問題 

    高教工會指出：國際高教生師比數據，美國 15.8、英國 19.9、法國 15.6、日

本 10.4，甚至中國都僅 17.3，台灣仍有努力空間。調整生師比，其實是一件很複

雜的事，除了教學品質外，學校成本勢必增加。如果獎補助款不增加，面

對目前生源嚴重不足，學校收入銳減，私校更難維持正常經營 (高等教育，

2016)。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些光陸離奇的人事聘用方式，也

就不足為奇了！  

 

一、嚴重的師生比問題 

如果你湊到 80 個，是不是就可以少掉一班的錢。對不對？還有個名目，去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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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用這個去跟教育部報備，說我們超額的師資太多！其實我們還缺老師，但是

他用這種方法，60 幾人將 3 個班變成 2 個班；然後 5 個班變成 3 個班，那妳老

師是不是就變了！其實是在合理範圍，但是他卻去跟教育部說我們一些老師可以

走人。A005-1 

    像有些學校，把學生的數據，剔除境外、交換學生，把教官、兼任、

不上課的系辦助理及專案教師，都納入老師的數據，藉此減少老師數量，

減少人事支出，更不用說，增加老師鐘點，卻沒有增加鐘點費，大部分

老師為了生存，只能選擇含淚默默吞下來，而不敢聲張。 

問題是老師的人數太多啊！我們舉例來說好了，他(她)老師的人數，是以前學生

9,000 多的比率，所以在這 10 年當中，學生少了 3,000 人。但是老師還是那麼多，

所以學校的負擔是很大的喔。C046-1 

    所以，有人認為，根本問題還是因為少子化，學生來源嚴重不足。不過，這

是無法避免的大環境挑戰，如果趁此機會，改善教育體質，調整師生比率，或許，

危機就是轉機。 

 

二、迷失的師生比：教師是不夠的？ 

    依照目前普遍的看法，都認為因為學生減少，造成學校收入銳減，所以應該

降低人事開銷、減少老師的數量。在永達與高鳳關閉之後，更加深這種認知：高

校退場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當然少子化是一個趨勢。它確實是存在的。一方面他是客觀的事實；但另一方呢，

在還沒有發生的情況下，現在就宣稱呢，會在我們心中產生心理事實。大學又不

願意讓「師生比」正常化，所以是等於再加快腳步，進行所謂的退場。D021 

    當每個人（包括老師在內）都有這種預期心理時，當然會產生焦慮，所以學

校提出的要求，不管合不合理，無不全力配合，不管內心多麼不願意！ 

它有可能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是一種心理上面的事實。意思就是說：我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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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這樣認為，開始恐懼，以為真的會這樣！高教工會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師

生比」。現在的大學裡面，包括國立大學，可能還更嚴重。「師生比」根本就是不

合規定，根本就是不合教育部所訂出的規定。D006-2 

    高教工會(2016)指出：大專院校生師比自 1990 年代以來，逐年有惡化現象。

從 80 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院校生師比平均為 18.5，至 100 學年度已惡化為

26.4，至 104 學年度仍為 26.1 之高。數字越高，代表學生越多、教師越少，教育

品質堪慮。換言之，我國自 1990 年代以來高教大幅擴張容量的浪潮，卻沒有相

應比例地聘僱教師，使得大專校院日趨出現教學大班化、教師授課時數過多、整

體教育品質不易提升的問題 (各報新聞稿，2016) 。 

    高教工會也提出：在面臨當前少子女化的趨勢，若教育主管機關逐年改善生

師比基準，目標設定回歸到 80 學年度的生師比狀況（自 26.1 回歸到 18.5）；則

非但可維持我國大學專任教師編制人數不變（約 5 萬名），減少少子女化衝擊，

且隨著學生容量減少的趨勢，自然能改善高等教育品質。 

    然而，我國大專院校面臨少子女化，竟一反常態，生師比未改善，甚至有惡

化的狀況。如何讓生師比達到合理的比例，除了可以紓解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

解決老師人數的困境外，另外，還可以提高教學品質，教育主管單位，應該正視

師生比的問題，挹注更多的經費在教育上（尤其是私校），應該是目前的當務之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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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評鑑制度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 

   評鑑項目由各校自訂，許多私立學校將招生業務與學生的流失率，也列為教

師評鑑的項目，讓教師在教學領域之外，又背上沉重的負擔，教學品質受到影響

不在話下；甚至還有學校規定期限內無法升等，不管其教學貢獻如何，都被當成

不適任教師，頓時之間教師評鑑成為校方的「尚方寶劍」(吳建隆，2013)。 

    而教學卓越計畫、校務評鑑、退場機制，又何嘗不是教育主管機關，用以控

制學校、決定學校存亡的工具呢？ 

 

壹、評鑑的制度與標準 

我曾經在立法院的公聽會，那一次李俊義民進黨的立法委員主持一場公聽會，在

檢討大學法第 5 條(註 1)、第 21 條(註 2)，第 5 條主要就是讓教育部可以以評鑑

方式干預大學，我們認為這違背了第 1 條(註 3)，第 1 條就是強調校園民主、學

術自由。D012-2 

   大學教師評鑑目的大致可區分為「績效控制／人事決定」和「專業發展／

改進表現」兩種 (孫志麟，2007)。 

  簡單來說，就是決定老師的任免與改善教學。其實，兩者是要分開的，可是，

目前就是把他們混淆在一起的。在少子化、高校退場的浪潮下，教師評鑑變成學

校的主要控制工具！ 而且，主管還可以自行決定分數的比重..... 

比如是開放加分的權限給這個系主任，也就是這個單位的主管嘛。那同一個系，

同一個單位那標準是不是應該一樣、一致的。對嗎？可是...唉...怎麼說好呢？ 

C063-2 

好啦！假設妳是希望某些人或是某個人走的話，那是不是就會哪個部份的分數比

較欠缺，那就把那個部份的比重放重一點，那是不是就......嗯...拿不到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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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3-3 

他有一個項目是主管加分。那就剛才所講過的，那些不屬於專業領域的證照，主

管就有權限要不要加妳的分，加不加分他都有話說啊，所以要定的很明確或很仔

細是有困難。其實也定得夠細了，但是還是會有很多是因人而異的....C066-3 

    現今台灣高教的氛圍、長期以來「重研究、輕教學」，因為數據可以呈現，

教學熱忱，教學精神是無法數據化的，依照大學法第 21 條(註 2)的規定，衍伸一

些問題：教師適不適任的標準如何認定？評分標準？每間學校、每個科系，甚至

每個學生，狀況皆有其差異性；這些根本沒有辦法有一個標準。 

我們上次在討論的時候，就在說我們是教學型大學？還是研究型大學？我就說我

們現在是評鑑基點型大學。呵呵...(好無奈的笑)我們現在就成了積點的...（評鑑

績點型大學）D011 

 

一、教評分數決定一切，只要差 0.1分，就決定去留 

分數跟排名很重要，比如：妳近 3 年的教師評鑑分數太低或者是平均起來，妳是

這個單位的倒數第幾名，到時要有需要資遣或就要請妳提早退休的，妳就是在名

單中啊。所以現在變成每一年妳的教師評鑑的成績，其實是非常的重要。C026-1 

    若依照智敏老師所說：分數與排名影響學校在縮編時，資遣或退休。那麼老

師本來就應該專心於教學上認真，而不是讓太多雜事干擾他們。 

    王嘉陵(2016)提出，學生的素質與核心能力的提升，與老師的教學專業能否

發揮，息息相關。但是，當老師處在有威脅性的教學環境中，又怎能安心教學呢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甚至呢，妳若跟別的老師平均起來只差那0.1分，妳就是在名單內。那個名單內

或名單外的差別，是很大的。像有其他科系的老師，就曾經是這樣子為了差那0.1

分，就是在名單內了。B026-2、B026-3、B026-4 

    所以，很多老師會想方設法，讓自己的教評分數提高，長久下來，影響的不 

javascript:;


 
 
 
 
 
 
 
 
 
 
 
 

 

 

106 
 

只是學生的受教權，更影響整個國家的競爭力，如果教評分數，真的決定一切，

那對國家的教育，無疑是一場大災難的開始！ 

 

二、評鑑是主管機關的控制工具 

    老師不但是一個職業，更是一個神聖的身分與使命，我們都受過教育，接受

過老師的指導，平心而論，每個人會緬懷的老師類型不同，不過，相信沒有人會

懷念，甚至感激無心於教學上的老師。可是，當老師受到教評的控制時，老師的

尊嚴與自主性呢？老師又要如何維持教學品質呢？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他未來要做為評鑑，也許是退場的評量也好，解聘也好，一

個依據。所以我都覺得看到那個東西，好像在看到那個東廠機關一樣，說難聽點

就是那個樣子。E002-6 

國科會計劃，提或不提 TSSCI、SCI 的論文，這些東西它原來都有它原來基本的

預設，我們把它用在評鑑老師的升等或是獎懲時，就扭曲了。在大環境裡面，又

增加一個新的因素就是，「退場的威脅」，使得這些評鑑制度變得變本加厲，也

使得大學內部的管理主義會非常的無限上綱。D028-1 

    簡單來說，就是：評量+評鑑+教卓+退場機制＝控制工具，如果大學內部的

人事管理，權力無限的膨脹，相對的，一定會影響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會變成

「以人治校」，就完全違背了大學的基本精神了！而評鑑是學校裁員的藉口與工

具，教育部採取任由學校自生自滅的態度，由校方自主裁員..... 

 

三、不合理又荒謬的評量表 

    在目前的大學教師評鑑，一般都是採用「量化評鑑」，也就是所有的項目都

把它數據化，「質性評鑑」在目前的制度設計中未受重視。所以造成有些老師只

追求有分數的項目，而真正有內涵的項目，應有的教學精神與態度，卻無暇顧及

了。這對認真教學、照顧的老師們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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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怎麼說咧！應該都有，學校有立意良好；可是有很多的行動執行面，讓老師

很受不了！從我有印象的是一個表裡面有四張，現在也是四張。但是之前的是，

一項一項大概有 10 項而已，裡面有教學、研究、輔導、服務。B003、B004-1 

到現在為止，在學生這一個區塊的負責，跟我付出的精力，我真的覺得你學校要

打幾分，那是妳們自己設計出來一套很荒繆的評量方法！你要打幾分，根本沒有

任何的客觀性。我覺得；我們很認真的要去照顧好學生，要去教學生這件事，在

那個評量裡面呢，這個是不計分數的。計分數的是妳給我看你有沒有做教學補

救，教學補救工作妳還要拍下來，那些人到底是在想什麼啊？我跟這個學生在談

你的狀況怎麼改進，ㄟ！學生你等一下，讓我拍一下！唉！有這樣的一種輔導機

制嗎？E003-4、E003-5 

 

貳、招生成為評鑑最重要的項目 

    其實，實施教師評鑑的目的，簡而言之；應該只有兩個：淘汰不適任的老師

與增進教學的品質。 

最早的是外部評鑑，就是有這種企圖，但他從來沒有成功過。不適任教師從來沒

有因為這樣被淘汰掉的。D022-1 

    至於增進教學，就更不容易達成，學校面臨招生日益困難，最優先的項目，

當然是增加學生人數，學校都生存不下去了，剩下的一切，全部都是奢談，公立

大學沒有退場的問題，只有如何合併的問題，教職員都有保障，私立呢？只好自

求多福，想辦法求生存，在開源（招生）節流（人事）的前提下，腦筋當然動到

教職員的頭上。 

 

一、招生影響評鑑的功能 

    隨著時代的變遷，「老師」這個名詞，從身分漸漸轉變成為職業，學校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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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那學生當然就是商品了，一個企業賴以維生的，當然就是行銷與商品了！

如果是從這個角度來切入，那麼評鑑最重要的項目，可想而知，當然就是商品的

業績了。 

    教師評鑑的確是當今各大學，剝削控制教師的利器。其中有部分如「招生績

效」已由教育部明令禁止納入教師評鑑，如「教育部」於 102 年 11 月 20 日函發

「教師聘約明顯不合理內容與合理聘約（範例）」予各級私立學校參考，其中載

明：「不宜將招生人數、擔任計畫數及計畫金列入教師考績，及作為續不續聘之

標準。」若私校違反此規範，教育部稱將刪減其獎補助款(高教工會，2016)。 

    雖然「招生績效」，教育部已明令不得納入教師評鑑，不過這種情形，還是

普遍存在高教中...... 

因為招生好的，根本沒影響啊，評鑑不好，又沒怎樣。B140-3 如果招生的好，

妳評鑑只是 60 分也沒關係啊。因為不會把他(她)踢出去啊，可是一旦這個系所

招生不好，那評鑑就是一個殺手了！(燿葶老師) B141 

智敏老師也說：學校就用分數來鼓勵妳啊，妳招一個就得幾分，得幾分之後，那

妳的教師評鑑分數就會高啊；一樣的啊，那相對的，對妳的工作就越會有保障啊。

C060-2 

    其實，評鑑設計的目的，當然是要改善教學品質，可是，當學校生存受到威

脅，把「招生」當成評鑑最重要的項目時，評鑑早已失去了他本身應有的功能；

老師如果不配合校方的要求，當然是優先被資遣的對象，在這種心不能安的環境

下，要求老師專注於教學上，就是一種苛求了。 

 

二、評鑑會影響學校的存亡 

    目前談到高教，一定會聯想到少子化、評鑑、高校退場，這三者關係息息相

關，而且錯綜複雜，成為教育主管機關、學校，棘手又難解的問題，評鑑除了直

接關係到學校的獎補助款之外，對學生、家長更具有填志願、入學的指標意義，

http://lis.ly.gov.tw/lgcgi/lymeetimage?cfc7cfcacecfc8c8c5cecbccccd2cecbc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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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私校，直接影響到入學新生人數，對以依賴學雜費，為最主要經濟來源的

私校而言，更是學校存忙的關鍵，所以，每當要接受教育主管機關評鑑時，每個

學校無不戰戰兢兢，卯足全力，期望能通過校務評鑑！ 

另一個有一樣的影響力的是「教學卓越計畫」是教育部補助各學校。每個學校都

會申請，會有過也會有沒過的。過的錢比較多，也有比較少的。E2-002-5 

至於拿了這筆錢去做什麼事，誰也不知道！這個象徵意義是，我們是在教育部裡

面的喔 ，這兩個層面的東西，都會是影響招生的。 E2-002-7 

    所以，為了因應少子化的衝擊，學校不僅要改變經營方針，評鑑方式也要

做一些改革。高教工會則批評：評鑑制度對於學術發展與提昇教學品質毫無幫

助，只是讓高等教育陷入形式主義的作假風氣之中；評鑑結果也不可信，甚至嚴

重干擾正常的教學與研究。多數教師也都認為，評鑑委員太過主觀，缺乏專業，

既看不到系所的現況，也提供不了適切的意見(高教評鑑，2012)。 

 

三、學校要生存有三大因素 

我們在講退場，就會講到這個評鑑，講退場其實是分兩個層次：涉及學校的生存

或退場，學校要生存要有三大因素： 

1.校際評鑑：通過就沒什麼影響，如同公立學校，誰理評鑑，他不會有影響，他

過不過一樣招生啊。 

2.教卓：雖然他只是個象徵意義，但是教育部如果肯給這個學校補助很多錢，那

這個學校就會比較有生存的能力。 

3.招生的問題：評鑑過！教卓有！萬一你招生不好，那你還是一樣會被退場。

E2-003-2、3、4、5 

    若依佳恩老師所言：評鑑、教卓，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根本上又回到招

生的問題，學費才是私校主要的經費來源，每一個學生代表每一筆收入，而少子

化又是不可逆轉的現象，所以，招生缺額的問題，會因生源減少而日益嚴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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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不佳、財務不健全的學校，大概都很難挺過這波少子化的浪潮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依目前的教育部規定，私校是非營利機構不能變賣土地

或財產。所以，當私校到了無法生存時，校產的處分，是外界一直在關注的重點： 

這種退場對官方來講，教育部而言：他勢必是要做出一些誘因，讓私校願意退場。

因為現在的私校被認為是非營利機構，所以他不能輕易的變賣他的財產。而教育

部為了讓這個目標達成，比如說要 60 所大專院校退場。他可能就鼓勵，這個鼓

勵也有問題，比如說××大學有多少筆的土地是可以變賣之後，是自己的財產；

有多少是要充為公有的。照以前的講法是不可以的，為私利而變賣土地或財產。

D046-2 

如果鬆綁法令，私校可變賣校產，因為是有利可圖，有些私校會想辦法趕快退場

最後教育部會鬆綁這件事情的。這一鬆綁呢，會產生一個倒果為因的結果，就是

會有多私校，還算正常的，但是因為有利可圖，他就會想辦法趕快退場。D046-3 

    依國慶老師所言，校產-是一道棘手的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好，那可能不是

私立高校生存的問題而已，學生安置、教師輔導，在在需要解決，而目前最困擾

的校產處理的問題，恐怕更要大費周章了！ 

 

参、抹煞創意的評鑑制度 

台灣這種評鑑制度，是不會產生諾貝爾獎的人。不會有新的發明！新的創意！

D023-1 

    短短一句話，道出僵化的台灣評鑑制度，老師是由學生演化而來，在保守、

教條式的環境中成長的學子，就算他是天才，大概也會被主流思想所淹沒吧！ 

他反而變成讓所有的教師，因為要符合這些標準，而失去了創新的能力，妳一要

創新就沒時間。要創新、跟現有的體制不合嘛，那現有的評鑑，是要大部分的人

符合標準的。照道理講，大學就是要鼓勵大家不符合標準，你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很棒!才有新希望-我的認同)。D022-1 現在的評鑑制度就是，看你有沒有符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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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沒有符合標準的，就被認為是要被淘汰的人。D023 

 

一、不被評鑑認可的非主流思考 

    目前大多數的學校，都會要求學生填寫，對老師的評量表，藉此做為判斷老

師教學品質的依據之一，這只是從學生的角度去看老師的教學，並無法真正呈現

老師的專業，這種評鑑方式，對嚴格要求學生的老師，就比較吃虧了，有些學生

當然會比較不爽，給的評鑑分數就會比較低，有的老師為了分數，當然不敢多要

求學生，在課堂上就會有諸多的顧忌，長久下來，對以教學相長的課堂上，師、

生彼此都會產生某種惰性。 

    一般而言，活潑、創新的教學方式，是必須花費很多的精神與時間去創造的，

但是這些卻無法被評鑑所認可，所以，只要你會招生、懂得與學生相處（何況會

討好學生？）、會寫評鑑，在這種情形下，劣幣驅逐良幣的情形，當然免不了會

發生！  

在這種評鑑制度之下，一個評鑑分數很高的人，他一定不會有創意。它必須要花

大量的時間，去做這些事。如果我們呢，是希望很專注的，投入在一件事情上面，

去產生成就。但是，現有的評鑑分數，一定會讓你很低，這是很本末倒置的。

D029-2 

 

二、為符合規定制度，產生惰性而重複的研究計畫 

     一切為了符合現今的評鑑制度要求，不但為了分數、為了升等、甚至為了

飯碗；老師們不容易產生創新，或是不典型的計畫！ 

所以這個影響是讓大家的學術生產，而要大家產生的是：SSCI、EI、TSCI 的論

文。因為這個很快，就會有一篇論文出來了！那這種論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抄

襲國外理論模式來套用，馬上就會有一篇；再換不同的 case；再套用一次，就再

一篇。點數也越來越高，而且一年就有好多篇。你就不會去想要花幾年的時間思



 
 
 
 
 
 
 
 
 
 
 
 

 

 

112 
 

考一個問題，完成一個有原創性的著作出來，因為有原創性的東西，花太多時間

了。評鑑不能等妳的！D024-1 

    慢慢的，一些教學型的老師，迫於無奈，縱然研究並非自己的興趣或專長，

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不然就只有兩條路：不適任或離職（其實只有一條路，只

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包括國科會計劃，提計劃也是教師一個薪資下的一個財源來源嘛，正因為台灣的

大學覺得經費不夠，所以要仰賴政府的獎補助款；或是 5 年 500 億的教學卓越計

劃的補助。所以他就會變成一個控制的工具。同樣的教師呢，薪資有限，他要增

加收入聘助理，那他就要申請國科會計劃。那現在申請國科會的計劃的方式，也

會傾向於就是，妳要提出一個計劃，是現有的學科典範能接受的。如果你提出一

個很創新；或是非常不典型的計劃，通常是不會過的。這種制度產生了一種惰性，

就是提計劃的人不敢提一個，前無古人的計劃；使得我們提計劃仰賴國科會資源

的人，都是很保守的。都不會找到新的出路，都是在做一些重複的研究。D025-1、

D025-2 

    所以，老師迫於現實，而去做一些浪費時間、精力的事情，不但是老師個人

的損失，對學生也不公平，進而浪費國家資源，損耗國力！ 

 

三、知識化的整體性，被切割成指標、效標數字化 

    我們的學術研究，除了量化之外，還有質性的研究，設計評鑑制度的「專家

學者」，難道會不知道嗎？也難怪很多老師會如此火大了！ 

因為這個評鑑有法源依據。所以學校就利用這個法源依據來控制老師，讓老師順

從。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老師就得服從學校所訂出來的績效，這些績效呢，其實

各校都是抄來抄去。 很遺憾的！我們學校可能是更嚴重的，一大堆的指標、數

字化的；或者是知識化的整體性，都給切割開來。比如像核心能力我們的課綱... 

D015-1、D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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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我們拋開煩人又無趣的專業名詞，試想：當我們的人生，只剩下分數、

百分比時；事業，佔你人生的幾成，你的達成率多少？道德，佔你人生的幾成，

你的達成率是多少？婚姻、子女、朋友、對父母的奉養……等等皆是，那我們的

一生，不是很無趣嗎？我們生命的意義，是由自己定義，由自己創造，跟任何人

無關，人之所以可貴，在於他擁有無限的可能性，老師亦復如此，在課堂上，是

他生命的意義，他要去創造，如果用指標、數字化去評斷，甚至控制老師的教學，

這麼無趣的教書生涯，老師當然充滿無力感，甚至產生倦怠，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事。 

 

四、學術資本主義 

    當世界進入工業時代，就注定功利主義、資本主義將取代人文主義；黃德祥

（2014）：當大學與公司或工廠無異，一切「商品化」，連大學校長、教授都可以

「議價」。校內外的人、事、物「無價格就無價值」，一切都可以論斤稱兩。就大

學而言，像歷史、哲學、天文、數學等無太多「營收」，又會耗費資源的系所就

「奄奄一息」，這些中古世紀大學設立時，學者們所關心的人類發展課題，在「學

術資本主義」的發展下，成為邊緣。(教育評論) 

其實再往前追朔，更早教育部就一直想要朝著學術市場化，這是受到 1980 年代，

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這種觀念就是：學術也要跟其他產業一樣，就是要市場

化；甚至可以說是學術資本主義，那這種潮流在台灣呢，有一陣子就在談大學應

該"法人"化；國立大學法人化等等。D009-1 

    承上所言，校園民主學術自由，大學的靈魂與精神，會受到嚴重的傷害，當

那些「人文學系」越來越少時，我們不禁要問：人類的未來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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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鑑制度嚴重影響教學品質 

    平心而論，單一而量化的教師評鑑，除了無法顯現質化的教學內涵外，評鑑

制度更耗費老師太多心力，讓老師無法專注於教學與研究上，個別老師一昧追求

「積點分數」，對學校的教學品質，並沒有顯著的提升，反而讓一些老師無心、

更無力於教學上。 

所以妳問我，我可以說：我在教學的這一部分，從過去到現在，自己都可以打

90 分；現在不會變，以後也不會變，因為這不是誰要叫我怎麼教的。做為一個

老師，我很清楚知道，就是要這樣教的，這是我工作的意義。我知道；投入在學

生身上，對學生會有幫助，但是，當你在那邊消耗我的精力，我不知道寫那些東

西到底是要給誰看的！我的感覺就是，我沒有分裂，面對學生我很清楚，我是在

做一個老師。面對那個...（教師評鑑）我只能說是一個暴政。呵呵(無奈的笑) 

E003-6、E003-7 

    雖然對學校、對老師的生存與去留，要有一個公平而關鍵的依據；但是，老

師最重要的是教學品質、學術研究。如果；評鑑成了不定時炸彈，造成了不安定

的校園氛圍，當然會影響教學品質與研究。 

 

一、多產論文，才能存活；速成論文，是不利學術發展 

對個別老師來講：要順從現有的評鑑標準，要多生產論文，你也才能存活下來。

要限級升等，照理說這些東西都不是必然的。短期速成的論文，是不利於學術發

展的。D038-1 

    如果，我們的高教老師，因為處在被資遣的威脅環境中，而戮力於生產短期

而多篇的論文，那勢必對高教的學術研究，是一種衝擊，畢竟，教學需要注入大

量的精神體力，為了評鑑分數，生產一些重複而不具意義的論文，並無助於提升

教學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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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麗華(2011)指出：有些人文、藝術與設計學門長期以來是以專書或展演的

形式發表成果，若硬要這些學門教師轉移能量追求各種「I」的績效，這樣的評

鑑只是亡羊歧路的誤導而已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 

 

二、老師們朝向知識工具化的方向前進 

    我們的大學體制，大致分為教學型與研究型，有別於技職體系，大學是要思

考更深刻的問題，甚至是形而上的東西，例如生命的意義，生死的問題；但是，

如果因為少子化的衝擊，而用市場自由淘汰的方式，去解決大學膨脹的問題，高

校為了要生存、為了因應退場機制，知識變成只要實用即可，或許，我們應該思

考：為什麼要辦大學？大學的精神是什麼？ 

另外當然就是要證明自己是有用的嘛。所以我們寫論文、做研究、教學開課都開

始朝著知識的工具化走。D038-3 

技職體系的老師也失去了職場的經驗，他也是要發表論文。我們大學呢，歷史學

系、哲學系、什麼系都要想我們的學生，能不能在系裡面學到一些實用東西。本

來大學的精神不是這樣子的，大學是要思考更深刻的問題；或是更大的問題。現

在呢，變成層次低到就是實用就好。這種方式呢，也會影響到很多系必須要調整。

D036-3 

    所以，科技越發達，普世價值卻越來越低落，人們內心越空虛，光陸離奇

的事件屢見不鮮，這些都是普遍重理工、輕人文的結果，傳統文化自有其可貴之

處，卻常被說成迂腐。實用化的知識，並不是最重要的。 

 

三、老師工作的意義 

    老師工作的意義，每個人定義、要求皆有不同，不單是外界，個別老師也是

如此，不過，大家一致認為，教學是最重要的本分。但是，面對越來越繁瑣的評

鑑制度，老師雖然怨聲四起，卻也無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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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制度）這是件很扭曲的事。我們本來就認為，我們整個教學是很卓越的，

可是你用這工具之後，剝削了老師大量的時間！就變成是「教學拙劣計劃」了！ 

D030、D031-1 

我覺得教學生的這部分，老實說我一直覺得過去我一直都是很卓越的。是卓越計

畫來了之後，剝削了我們大量的精力，讓我們呢？"精疲力竭"。E003-1 

就我自己的教學品質的話，我都是把它擺在第一位。我不用去寫一些亂七八糟的

paper，噢！是報告妳有沒有一些補救措施？你這個學生談幾次？然後她的那個

曠課幾次？你要去追幾次？那些東西根本跟你的教學無關，但是我的私人使用時

間，會被學校大量的剝削。 E003-2、E003-3 

    其實，談到老師的工作意義，不管傳道也好、授業也好、解惑也好，這是價

值核心，不能以功用為導向。有時候，「一句話影響一生」，不管好話、壞話；

胡適曾說：「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老師是播種者，至於什麼時候會開花結

果，誰在收割，並不是老師們所能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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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教啟動退場機制時，學校的因應與做法 

    吳清山(2016)提出，高校轉型與退場勢在必行：目前對於因應高教危機和生

源減少的看法，大致可以歸納為下列三大主張：1.共體時艱派 2.自由市場派 3.

開拓生源派。這三大主張，各有其價值，但亦有其問題。就以第一種主張而論，

齊頭式作法不一定會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而且亦有礙高教公共化的發展；而第

二種主張則涉及退場後的善後處理，包括師生權益維護、校產處置等，必須慎重

為之。至於第三種則面臨到國內大學國際化不足，加上陸生來臺就學，設限關卡

重重，皆不利於招生 (師友月刊) 。 

 

壹、決策單位如何面對學校的存亡 

    每間高校在面對學校存亡之際，因應的方式都有所不同，端看每個經營者的

思考邏輯。 

我真的不知道耶，我個人感受是有點看趨勢的變化，怎樣就是怎樣。好像並沒有

非存在的必要耶，所以沒有要積極找出路，也沒有說消極到就讓它關。B099-1

他們認為一直在還債啊，還完就沒他們的事了，這是上次我們院長講的啊，我才

知道原來還有這種事，董事長說他就是不要讓自己負債。B101-1 

他們當然希望招生能夠更好！學校能夠繼續下去啊！每年招生人數不要再減，當

然能增加是最好。如果減的話，也不要減得太多啊。C094-1 

    在高校退場的議題上，有太多可以討論的事項，每個人都提出不同的見解，

許多都值得參考，包括何改變校體質，如何增加競爭力，甚至如何招生等等；不

過，在現實環境中，個人淺見，除了經營者的理念外，最重要的只有一個：經費！ 

 

一、失去凝聚力的校務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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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的校務會議都好擠喔，擠到不行！雖然是擠成跟什麼一樣，但是好處

就是，學校有什麼事，我們都會知道啊。那現在呢，是什麼也不知道啊。 

那種凝聚力很強！現在換新校長之後，現在就比較自由啦，不用一定都要去。

B108-2、B109-1 

    在人類的社會結構中，小自家庭、大至國家；成員失去凝聚力，其實是一件

很嚴重的事。當面臨問題時，不管如何，總是需要大家集思廣益，共同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何況是人才萃聚的校園，像燿葶老師的學校，自從老一代的經營者去

世後，新一代未必會有上一代的責任與使命感，也沒有永續經營的打算，所以，

當學校面臨退場的衝擊時，校方與老師當然沒辦法團結，只能各自為政了。 

    

二、沒有龐大的經費做後盾，開源(生源)效果不佳 

    當一個企業體或學校，面臨生存的危機時，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開源節流，

可是沒有龐大的經費做後盾，學校要開源(生源)是難以實行的，不管是提供高額

獎學金，減免學雜費，甚至學費依照國立收費的標準，都變的窒礙難行。 

老董非常節省，所以也才能累積這麼多的資產。我聽他講，我們學校其實是很有

錢的。但是就是因為那個新的校長來，蓋一些什麼大樓，蓋什麼、什麼的，他就

去舉債來蓋啊，所以我們的財務本來是好的，現在就變成很不好了。又碰上現在

少子化，又不是依原來的方式就可以招到學生，繼續生存下去。變成你必須還要

有一些經費來支撐，所以現在就變得比較沒有辦法了！ B104-2、B105-2 

    除了要有經費做後盾外，主事者的策略與行動力也是重要的因素， 

應該是要說主事者，給我們的感覺，是一直在整頓內部。比較沒有看 

到是，對外部的積極拓展。真正看到的是節流，沒有看到往外的開源啦。校長當

然說他有啊，他們也是經常去拜訪那些高中職。B125-2 

    經費，就像是武器，沒有經費，當然遑論開源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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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自然淘汰 

    如果，台灣的高校，真的走到自然淘汰的市場機制時，對一些有心辦學的私

校，真的是一場大災難，更讓人覺得情何以堪，像佛光大學，當初提出「百萬興

學」的號召時，多少人篳路藍縷，歷經千辛萬苦，才有這所以「人文社會」為主

的學院產生，而人文、社會學系卻是這波以「學術資本主義」為主流，少子化；

兩大浪潮下的最大受害者！ 

我真的不知道還能留多久，因為先決條件是學校在，我就有機會在，那個高職校

長演講說的：先求生存下來，就是妳跟鄰近或同性質，比較會競爭的這些學校，

看誰先倒？誰先退場啊？因為他們那些學校倒了！退場了！他們的學生沒地方

去就會來啊，那妳就還能繼續維持下去啊。所以每年全校都很拼啊，就是一定要

想辦法招到學生啊。C098-2 

這是一個需求的市場啊，妳不夠 qualify(有資格)，妳就會被淘汰，是整個體制吧！ 

教育部之前的要求跟後來的撒手不管，教育部長也一直在換人啊，就是一團亂！

學生也一團亂！ A065-1 

    如果高校辦學是以企業化、商品化來做為重點，雖說是為了生存，為了順應

時代潮流，向市場做某些程度的妥協，不過，可能有人忘了；人文社會教育，才

是大學教育的核心。 

 

貳、老師以兼任為主，減少人事支出 

    面臨少子化的危機，很多私校招生名額不足，除了生師比的問題，收入銳減

也是關鍵的因素，為了減輕人事費用，延長學校生存的時間，校方開始設法裁減

專任教師，大量聘用兼任教師，也就是現在媒體所說的鐘點教師，認為給他們鐘

點費就解決了，除了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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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政傑教授(2015)評論，期滿校方還可自主決定續聘與否，用人彈性大。想

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聘專任，把教師當臨時工來聘，會嚴重危及教育品質，學

生該得到的指導和服務沒有了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學校也就是靠學生來源嘛，學生來一個繳一份學雜費，妳也才有收入，也才能付

給老師薪水；學校的軟硬體也才能維持下去，當然就會希望學生多越來越好；所

以剛才會講說，為什麼會鼓勵一些老師提早退休，因為可以減少每個月人事費的

支出啊。C032-2 

    校方的做法，當然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不過，在現實的逼迫下，或許是

不得不的做法，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一昧的為了省錢，並不能兼顧教學品

質、找到優秀的老師！ 

 

一、人事支出，是學校很大的負擔 

  其實，很多的企業，人事費用支出都了占了很大的營收比率，尤其是在「以

人為本」的教育體系，龐大的人事支出，更是各校頭痛的問題！ 

    高教工會(2015)指出，2001 學年各大專校 院鐘點教師有 27,111 人次，2011 

學年大增到 44,215 人次，十年之間增加六成三，又以私立大專從 17,510 人增到 

29,139 人次，最為嚴重，方法是把一名專任教師員額，拆解成數名鐘點教師(台

灣教育評論月刊）。 

像我們校長也講過啊，說是教育部發布的消息啦，說學校的人事支出，是佔學雜

費收入百分之 60 幾。但是我們學校之前，我們每年的人事支出是佔收入的百分

之 70 幾，所以比率是特別高的喔。人事支出是學校一個很大的負擔，因為 3 分

之 2 的收入都是用在付薪水了。所以學校才要做種調整啊，何況現在也是招生每

年下降啊！C044-2 

妳知道嗎？現在都用兼任的；因為可以省掉底薪嘛，就是這樣濫竽充數，請問學

生的權利在哪裡？我們學校有1-2科系，是從頭到尾那個主任把持住不聘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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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3-1 

 

二、加量不加價的老師鐘點費 

好不容易升科大了，恢復到基本鐘點是 12，現在卻變成是 15 基本鐘點。聽說：

下學期還要再提高，看能不能到 18，妳知道嗎？連助理教授、副教授都一樣，

就鐘點提高就對了。 A002-4、A004-1 

我是聽我們院長講的，我們學校現有的現金盈餘，通通都拿去還債了。所以我們

並沒有現金，可以去做那些獎學金的補助學生，也會變成老師一直加鐘點，把這

個錢省下來去還債。這個樣子！ B035-1 

    依照安晏老師與燿葶老師所言，校方的作法其實很簡單：老師的鐘點費「加

量不加價」，這是一種變相的減薪。當然，有的老師選擇共體時艱的作法，默默

接受，有的則認為，這是把老師當成血汗工廠的員工剝削，而去抗爭，不過，在

教師評鑑的箝制下，大多數的抗爭都是無疾而終！ 

以前是沒人要的。因為行政的工作，時間真的太多了！因為大學教師，是有課就

來上！上完了，就可以走了，沒課也不用到校。那現在當然不是啊，現在除了上

課以外妳還要...剛剛才講過的要服務要輔導要招生，妳都要利用額外的時間，不

管是在學校；或是在妳家；或在外面，妳都會去做跟妳工作有關的事情。C109-1 

 

三、先求存活下來，再談其他 

    自古云：唇亡齒寒，相信很多人能夠認同，當學校受到少子化的衝擊，面臨

生存的危機時，端看學校提出什麼策略來面對如何，不過，如果校方沒有新的資

金注入，財務一直處於虧損中，減薪好像也是許多學校的必要手段之一了。 

前一陣子，我們找了一個高職的校長來演講，那他們也是私立的高職。他演講中，

讓我最深刻的一句話，他還特別強調，只要記得那句話就好。他說，不管妳怎樣！

妳就是先存活下來，妳這個學校先留著，不要讓他真的倒掉或被接收。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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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先活著就對了！ C091-2 

    雖然我們不能要求校方，不要裁撤任何一個老師，不過，在現實的高校環境

中，一場殘酷的生存遊戲，正在無聲無息地，悄然上演中。 

 

叁、學生銳減，關閉系所成為必要手段 

    一般而言，學校的退場：它有一個過程，先是縮編→併系→廢系，在縮編時

評鑑就產生作用力了！ 

學校退場不是一下子就關了，他是逐步逐步的。逐步中會有一個歷程，是從縮編

開始。比如以併系來說，像我們學校已經有很多系被併掉了，他是怎麼併的？招

生不良。妳招不進學生，1-2 年停掉，那妳這些老師要到哪裡？就併到其他的系

嘛。E2-004-2 

    當學生銳減，教育單位不敢或不願意，趁此機會調整合理的生師比，而資遣

老師，又有種種的限制，關閉系所，變成校方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也是校方為

了求生存，必要手段的殺手鐗了。 

     

一、銳減的學生人數，造成學校經營困難 

    私校的主要經費來源，大都靠學生交的一筆一筆學雜費來支撐，學生人數減

少，代表學校收入的減少，造成學校經營困難，長久下來，當然很多學校都難以

支撐下去！ 

因為今年(2015)其實也有很多系，也是招的不好的。不只是我們的系要關閉，只

是我們的系太過明顯了。還有 A 系關掉，B 系也關，C 系是改名；但是它改成兩

個喔，改成 D 系跟 E 系。要關 3-4 所，再預估那個 F 系明年也會關。也差不多

了！因為今年是我們招的最低，明年就換他們。(註：F 系/2017 停招) B059-3、

B060-1、B062-1、B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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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燿葶老師的學校而言，這幾年就關掉了 4 個系所，幾十個老師已經失業

了，學校未來還要面對，更嚴峻的少子化挑戰，那些留下的老師，又該何去何從

呢？ 

 

二、縮編是為了關閉系所的前置作業 

他有兩個條件，一個是：一個系，老師一定要有 7 位。我們從去年開始就只剩下

6 位，是不足的。B036-1 

再來就是學生人數，我們全系才 100 多個學生，包括周末的班喔。以前我們有 4

個班耶，日間部就有 4 個班。人數最多的時候將近 1,000 人，那是最好的時候！

再來就逐年縮、縮、縮，縮到現在就是這樣了。老實說，當學校拿出這個數字出

來的時候，我們也真的沒話說，那時候我一聽，喔！好吧！那就自己再試試看別

的出路。B037-1、B039-1、B040-1 

    學生來源銳減，是大環境不可逆轉的趨勢，原因當然很多，在此不再贅言，

或許，危機就是轉機，教育主管單位可以趁此契機，調整生師比，和經費來源的

方向去再作調整。 

 

三、關系後，老師可申請到別系或別校，但誰都沒把握 

系關掉是可以申請轉到別的系，不然就是去外面別的學校嘛。是有提供一些系所

有缺師資讓我們去申請啦，不過依目前招生的情況，其實大家都沒把握啦。別人

也不見得願意讓妳進去，再不行的話，就等著資遣跟退休嘛，當然就是妳沒辦法

找到學校的話，只能這樣。就是自然淘汰 3 年，3 年之後就都沒了。B031-1、B032-1 

    事不關己、關己則亂，雖然我們常說，生命總會自己找到出口，不過，設身

處地想一想，除了一些家境還不錯的老師外，其餘的老師，面對開門 7 件事，這

些都會干擾老師的教學心情，除了談到金錢之外，國家、社會難道不該對老師的

尊嚴，給予最基本的尊重與維護嗎？怎麼會讓老師們處於如此無助而難堪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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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呢？ 

 

肆、大學系所朝著市場化、技職化，讓產業提早介入 

引述戴伯芬(2016)教授：這些年來，對於高教的政策，都著重在「公共化」

與「市場化」的爭論上，「市場派」認為高等教育目的在促成經濟發展，「公共

派」則是以公共化來推廣博雅教育的理想，不一而論，各有其立論的根據與思考。

不過，或許有些人忘了，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巷仔口社會學)？ 

最好的措施對應就是看大環境社會的走向啊！盡可能招生或是科系設立等等方

向，再一些的做調整。妳看英語系停招了，像近兩年的餐旅管理系設立招生也不

錯啊，就是看現在學生的需要，還有社會的趨勢，是比較屬於哪方面的。比如服

務業的啊，像我們的有些系會改名。總之，就是因應社會的趨勢做改變，這樣才

會招得到學生啊，或是再進一步考慮新設什麼系啊。C095-1 

  其實，當理想與現實發生衝突時，個人都有不同的處境與考量，如何取捨？

當然是因人而異，我們不便置評。不過，如果個人的去留，交由教評的數據來做

決定，相信大多數的老師是心有不平的。畢竟教學品質的內涵，是無法從數據上

顯現的！ 

 

一、虛假的 100%數據，不重視實質內涵 

    如果說學術都要用數據，才可以呈現他的功用與效能；主管當局又以此來當

評鑑分數的依據，以杜絕外界不公平的質疑；各校為了爭取獎補助款及生存，當

然要各憑手段來配合當局。只要數據好看，其他都是次要的了！ 

像實習，要求全校所有的系都要實習；學生全部要實習；這是不切實際的。不是

所有的學科都需要的！也不是所有的學生都有這個需要；或適合的！ 像逢甲大

學他就很務實。他就訂出一個標準，它的目標是有 20%的學生在最後一年，就是

https://twstreetcorn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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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的時候，最後一個學期是不上課的，就是有 9 個學分的實習。他很清楚，他

不會用假的！ 我們學校呢，就是喜歡做這種假事，就是 100%.....什麼事情是

100%？課綱上網 100%？繳交什麼東西，也是 100%？但是裡面呢？都不是真

的！都是虛的！所以我們學校這種管理主義，到後來會變成形式主義了！反正教

育部喜歡看形式，實質內容是什麼？沒有人在乎了！D031-3、D031-4、D031-5 

    大學為了生存，只能向市場低頭，或者向產業界招手，大學會讓產業進入，

或是自己投入產業界的懷抱，大學一定會逐漸的技職化！ 

我們的產學嘛...我很清楚，每年都會辦校慶，產學簽約大會，我一看...有一些人

是我認識的。他們也變成是產業界的代表，我覺得我們都是做假的，就是帳面上

好看。每年都有幾十家，跟我們簽產學合作，但是我們做不到... D045-1  

 

二、不利於產學合作的系所要關閉 

很多系所會整併，也很多系所會被犧牲掉。比如哲學系，很多的學校的哲學系，

都縮編了。我們學校曾經一度決定要關掉，因為它沒有產值嘛，他對產學合作是

不利的。所以這也是一個奇怪現象，雖然它還存在，但已改名。D036-4 比如工

學院、醫學院有市場價值的；沒有市場價值的，比如文學院、社會科學院，這種

人文的、社會學科的，可能會萎縮，老師會越來越少或是全部改成兼任的就好，

這是大學市場化會帶來的後果影響。D044-2 

私立大學當然比這個更嚴重啊，所以就會自我調整，讓企業進入或是自己投入企

業界的懷抱。我們做的又不實在... D044-3 

  本來技職體系，就以實用與功能為導向。他們不管如何調整，主要以市場為導

向，是理所當然的事，也無可厚非。不過一般的大學，為了生存，向市場低頭，

忽視大學最根本的辦學精神，也難怪很多學者、專家，對台灣高教的未來憂心忡

忡了。 

    邱天助(2013)教授說，這一些年來，臺灣的高等教育政策、大學的知識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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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的本質功能，正在經歷了一場劇烈的變革，不但嚴重衝擊大學教育的理念

與價值，也將形成未來大學教育的重大隱憂。其中，由於新自由主義、與國家機

器兩股勢力的矛盾交揉、彼此掩護下，造成教育市場化、商品化、產業化與技術

化，成為當前高教界普遍憂心的問題所在(通識在線)。 

 

三、教授治校的精神蕩然無存  

再來一個就是老師對於所謂的學術自由，他勢必是要放棄的。所以在學校裡面，

他會噤若寒蟬，非常順從。所以教師的部分權力，會被限縮或是去政治化。它失

去了動員能力、行動力、失去了這些東西，那就使得行政單位.... 凌駕於教學上。

非常非常的凌駕 D038-5、D039-1 

校長的權力會膨脹，會凌駕於校務會議。教授治校的精神，也會蕩然無存，這是

教師層面的。那學校的部分，當然會越來越內縮。系所的停整，會朝著市場化或

是技職化的方向做調整。他會干預大學的知識，它會讓產業提早介入大學。 

D040-1、D040-2 

    教授治校，是目前台灣高教的主流思想，立意當然良善，當然，也有批評者

認為，如果「功利主義」思想不變，會產生很大的弊端，如只任用自己人、內鬥、

分派系、不過，個人認為，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相信大部分的教授，還是具

有基本的人文與學術涵養，也有知識份子應該有的承擔，教授治校，還是利大於

弊的。 

 

四、向市場低頭，造成教學混亂，學術成為笑話  

   大學，是國家培養人才的搖籃。如今，核心價值正在逐漸瓦解中，本來大學

是要思考更深層的問題，不該只侷限知識工具化、技術化，而是要以知識和技術

上的優勢，來帶動產業的發展，可是，家長、學生往往以畢業後的出路，做為填

寫志願的優先考慮，難怪學用落差的現象，普遍在社會上發生，而大學向市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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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大學的教育方針會跟隨企業的發展，對人才的培育，窄化成了就業技能的訓

練所。 

所以台灣很可惜！世界上有很多大學的模式，大部分的國家，都把普通大學跟技

職做得非常清楚的區分。美國呢，把它給混淆在一起！美國是特例，台灣就一直

想把美國當作是典範。D036-2 

為了讓自己能夠度過少子化的海嘯撲襲，一定是走向技職化或是產學合作；或是

學用合一的。這種論述會凌駕於「為學術而學術」，在這種情況下，「為學術而

學術」會變成是一個笑話。那當然老師的個人調整，也會變成我也沒有辦法為學

術而學術了！很多老師會變得很苦悶啊。D046-1 

    老師都有個人的性質與風格，如果要求每個老師，要做出有產值的教學成

果，強迫他們把自己學術涵養，變成實用工具化，那不但限制老師的專長發揮，

對學術界是一大傷害，對學生的創新與發展，更是一種無形的損傷。 

有些學科，有些老師他的性質，就像我自己吧！我就不喜歡思考那種實用的知

識。我覺得我這樣的風格是有價值的，但是我可能會被淘汰掉了，因為退場的關

係；所以我就要想辦法做一些很實用的東西，可是我又不在行，所以就會出現這

個問題，很多老師就是要強迫自己，變成非常實用工具化了。D038-4 

    因此，少數老師由「身分」轉變成為「教書匠」的職業，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四節 面臨私校退場時，老師個人的心路歷程 

壹、面對是否會失業的恐懼與壓力 

    其實少子化的衝擊，是由小而大，由下而上的影響；也就是從小學生，漸漸

到國中、高中、大學，公立教育機構還好，有國家經費可以編列，用減少每班的

學生人數來支撐（就是降低生師比），私立的學校就慘了！所以，大部份的私校

老師，每年為了招生人數，無不繃緊神經，努力去配合學校招生，深怕下一個失

業的就是自己，也就是說，大部分的私立高校老師，都籠罩在失業的恐懼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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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圍中，每年不斷的循環，高等教育照理說不應該有公、私立之分，他們其實

都一樣重要，尤其我國私立高校佔大多數，對全民教育更形重要了。 

所以我一開始不是說嗎，當還沒有教師評鑑，大家都很輕鬆的時候，很多老師是

不願意接行政的，會認為一個月就多那麼幾千塊，然後時間被綁得死死的。但是

現在就不一樣了喔，現在大家等同一個心態，就是先保住工作。 C092-2 

 

一、雖然無奈，還是願接受減薪或無年終獎金的待遇 

    或許有人說，老師不應該為五斗米折腰，但是，老師的身分，除了為人師

表外，難道不用盡子女、父母的本分嗎？如果，他是家庭的重要經濟來源，失去

這份工作，誰幫他們盡這份責任？ 

回到前面那個高職校長他的演講，他真正的意思，是說也許老師會覺得，學校薪

水不但沒有調高，還比原來的少或變相減薪。但還是會有老師跟我們校長說，只

要有工作就好辛苦沒關係的。(聽到這....感覺好無奈心酸)因為叫我走人，那我就

沒工作了。那我怎麼辦？也還有不調薪，沒有年終獎金或是減少年終的。大家都

還是能接受的啊！雖然一直不希望這樣....但是....至少工作還在啊！(感受得出大

家的期待與焦慮）C092-3 

    如果沒有貼近老師的心聲，站在當事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對那些掌權者的

談話，聽在某些老師耳中，大概格外不是滋味吧？  

 

二、每個老師都有現實生活的壓力 

有的男老師的，他太太沒有在工作的，怎麼辦？全家就靠他這一份薪水。就像我

還好，單身，若沒工作，自己再想辦法，起碼不會拖累家人。那還有其他家人要

養的，那種壓力、恐慌、憂慮會更明顯。C119-1 

可是，對一些比較年輕輩的，中生輩的老師會有很大的影響。E008-4 

說真的！事件發生每個人的感受體會不同，有的人也許會想，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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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可無。但是也許就會有人覺得它很重要啊，沒這份工作不行。那我們不能

說，很在意的這位是錯的。C080 

        很多老師，一輩子都待在校園中教學，除了教學也沒有第二專長，也不

能說他們與社會脫節，只能說，在現實社會中，誰會聘請歷史老師、哲學老師、

國文老師……去工作？生活壓力是現實的，老師承受的壓力比一般人更大，能夠

坦然去當守衛、工廠作業員的，畢竟不多吧？ 

 

三、退場機制啟動 

  在社會各界強大輿論壓力下，現有公私立大學面臨生員不足，105 年又將遭

逢少子化谷底之現實，教育部不得不於 2013 年 9 月 4 日宣布，啟動大學退場機

制。 

教育部已擬定公布的大學退場四個指標是： 

（１）全校學生不滿三千人，新生註冊率低於六成， 

（２）大學評鑑成績太差， 

（３）長期積欠教職員薪水，及 

（４）有違法之事實如：掏空校產及買賣董事席位等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2013) 。 

我想，在這種趨勢下，是不是會成真啊？還是我太悲觀了！我上次去發表論文的

時候，有遇到一個台南醫大的，就跟我們說我們學校如果只剩 3,000 人的時候，

就應該是一個警訊了。他是以我們的來算嘛，6,000 剩一半 3,000 人是很有可能

的。他們是 14,000 如果他們剩一半 7,000 人的時候，也是一個警訊。所以我想在

剩下 3-4 千人的時候吧！B058-1、B059-1 

在我們學校，我們也開始在面對...就我自己的感覺啦，應該是說這一年多來，就

已經開始在面對，這種種退場機制的壓迫！基本上就是用一個教師評鑑的方式出

來，要我們做一大堆的事情。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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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評鑑有很多，我們現在所面對的評鑑跟退場加在一起，弄到最後，就會變成

誰要先走！ E2-001-5 

我覺得從網路上、從媒體上看的，都似乎很悲觀！就是說以我們現在的狀況來

看，10 年要關掉 60 所大學，5 年要關掉 30 所的話，以我們學校現在的一個排名，

很可能我們的學校就會在上面了。也許很有可能我們撐不到 5 年，這是從一個客

觀的面向去看。E001-2 

大家就是在爭權奪利！我們退下來，她們還是在擔心啊！其實每個人暗地裡都在

找別的學校！ A064-1 

    退場機制的啟動，學校當然不會馬上就關閉，他一定是從減招、關閉系所開

始，學校規模縮小，這當中就一定有人員裁減的問題，而人員去留的依據，就是

教師評鑑，當教評與退場機制綁在一起，一大堆亂象自然就浮現了。 

    

四、無形壓力與威脅感籠罩的校園氛圍 

    如果，能預知結局，大眾心裡反而踏實。因為，每個人都內心，都深藏著對

未知的恐懼，那種不安定感，才是最可怕的，高校退場機制的啟動，那種無形壓

力與威脅，更是令人難以忍受，不知道失業的名單裡面，什麼時候會有自己的名

字，失業後何去何從？家庭、子女、雙親該如何照顧……。 

我自己就突然感覺說，高校退場 5 年內要關掉 30 所；10 年內要關掉 60 所；這

樣一個的影響下，老師們無論現在自己的學校，處於什麼樣的狀況，私校的老師

其實威脅感都是很大的！ D001-1 

我不知到保障在哪裡咧!!我不知道在學校裡有什麼保障!!我在這個學校已經很久

了！10 年了！我現在覺得說，前面我就不管了！現在的話，我就覺得...嗯...在這

個學校沒有一個人有安全感，沒有一個人真的，噢...也許在機構本來就是這樣，

他所設的那些法，如果是真的完全是我可以認可的我會去做。可是有很多東西是

很因人而異的。E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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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某些專注於教學上的老師而言，對外界變化的敏感度，往往是比較遲

鈍的，所以，當危機發生時 ，往往為時已晚，束手無策了。 

坦白講，就是到這一兩年，我才比較積極想要考博士班。說實在的，都有一點晚

了啦！以前學校的同事是高中的學長，他是在我們學校當國文老師。他們很早就

去念博士班了，那時候他們就一直鼓勵我去啊，可是就近的真的很少！我又沒考

上或是沒去考這樣。(聽得出有些後悔)。那時候沒有危機感啦，像現在任何職場

上的人，也應該都是這樣吧！如果公司規定妳要考上什麼證照，才能加薪或是升

級或是保住工作，妳不去也不行啊！C089-1、C090-1 

    其實，現在社會上，有很多的流浪博士，如果學校要應聘教師，還真的不怕

沒人來應徵，畢竟，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難怪很多老師（尤其只有碩士學歷）

心中，會充滿很大的不安定感！ 

 

貳、評鑑制度改變了職涯生活 

    在此，我並無意批判任何一位老師，我個人也碰過整節課聊天、放影片(與

課程毫無相關)的老師，雖然只是極少部分的個人行為，不過不可否認，評鑑制

度正在悄悄地改變了教師職涯生活，陳鍾誠(2014)：他們很難整天去開會研習湊

點數，或整天不斷的寫論文去投稿，甚至是動用分身開很多帳戶，只為讓自己的

論文可以被刊登，因為那些很可能不是他們認為對教育有意義的事情。 

    最後因為評鑑表格不好看而被開除的，常常就是這些「付出而不求回報的老

師」，結果基層教育人員的士氣當然遭受很大的打擊，我們的教育又怎麼會因為

這些評鑑表格或政策而有甚麼改進呢  ？ 

 

一、老師彼此的聯繫變少 

    一般而言，老師的個性比較保守，除了被比較封閉的校園環境影響外，加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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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身上的老師光環，讓他們更加謹言慎行，如今，在退場機制的啟動下，老

師各自為政，也不敢討論，因為面子問題，一場殘酷的生存遊戲，不斷的在高教

私校，一幕幕上演中！ 

其實在那個歷程某一個程度也是為了自己生存，彼此之間的關係是無法凝結的。

那當然學校更會利用這樣的矛盾，如果說老師們很團結，就會對抗學校了！甚至

學校運用很多方式，但是老師本身已經不能自保了！所以就不知道要怎麼去團結

嘛，所以某一個程度就是任人宰割嘛，因為沒有任何的團結力量。A067 

我覺得丟臉是很大部分。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個我們要串連嘛，我們聯合都不成

功！就是她不要跟你接觸！他不是被勸退，那是最早。名單一公佈，我就想把這

50 個都合在一起。比如說妳們那邊還有誰？因為都是各自接。公文 10 月才出來，

9 月是各自接，其實都不知道，所以可見他們那個科系根本沒有人在討論。

A074-1、A075-1   

但是在之前，很多老師覺得說：我們這一科三個聯在一起就好，別讓別科也知道，

那我們會好丟臉。所以中國人的那個面子情節，尤其是老師的面子。不是對這學

校好，也不是怕去鬧，很多是因為面子問題，所以情願不講；你不講跟本就串連

不起來，這還是有很大的問題啦，我覺得很多人還是會依家人啦。A2-004-7 我

記得以前全校老師幾乎都認識，那現在是真的別的系都會不知道。 

嗯...可能也是大家有更大的私人空間了。因為學校的建築空間多很多了，那一些

老師就歸回各系，自己的系當然就會比較清楚，就會比較少遇到別的系所的老師

了。B110-7 

可是很奇怪的是：在一個環境的工作環境的氛圍大家似乎不大去談這個問題，我

不知道是...不敢談還是說...大家覺得談了也沒用，所以其實在學校裡面，我們都

是當事人的反而很少談。E001-3 

    在大環境的氛圍下，為了怕影響工作飯碗，當然不敢有太多的動作，也怕被

校方列入黑名單，久而久之，老師彼此的聯繫變少了，當然就會影響老師之間的

情誼，老師們更沒有凝聚力，而第一個受到損害的，當然是老師的權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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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做一些沒有產值、服從的動作，只為了給教育部看數據 

產值到底是什麼？那時候我非常憤怒的就是說，你做了一大堆東西，如果花 5

小時我去上課，我去帶學生，我去備課，我知道我在做甚麼。它也許對一些人是

有利益，雖然這力量很微小；也許你花了 5 小時的時間去寫論文，你也會知道妳

產出些甚麼東西。你要怎麼去評量呢？ D034 

簡直是胡搞！好笑之至！我就想說：這是哲學的課，妳要去定那個東西。然後××

學的課，你也定這個東西。你有一套來說明這是怎麼做的嗎？然後你做了！又是

要這個是 100%的多少？那個是 100%的多少？天啊!!怎會有這種切碎肉的方式

啊!!根本就是在切碎肉嘛!!(有些生氣) D035 

這是曲解了知識！這是一個形成性的過程。甚至蘇格拉底以前就說過：「他真正

了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他都不知道。」這是一種對知識的謙卑。我以前很喜歡

收集課綱，在美國的時候，因為那時候叫 silabus(授課大綱)，常常會代表這個老

師對於一些研究(專業)的領域在哪裡？或是有些新的著作。所以會在他的 silabus

裡面列出來，我們現在的這種課綱，完全沒有這種效果。我問了非常多的學生，

他們也沒有習慣看我們種形式的課綱。這種課綱也寫不出你開課的一些理想，要

求我們把核心能力 100%給訂出來。D035-1、D034-2、D034-3 

我雖然不是老師，卻也知道實質的教學內涵，比追求這些數據，是更有意義、更

重要的事。 

三、寫一些浪費時間，浪費生命的東西 

    在教師評鑑的項目中、除了百分比、分數、加、減外，還有職務、論文、專

利、證照等等，琳瑯滿目，不勝枚舉....... 

根本就是在切碎肉，意義何在？我不知道每一位老師會怎麼處裡教評，因為那個

是一道一道的公文，我都覺得好像一道一道金牌，在 call 你。我比較幸運的是，

我這一學期有助理，還好我有助理，不然我想面對這個部分，我可能就放棄了！

因為我不會做那些事。E004、E004-1、E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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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佔多少時間每一位老師不同，有的老師處理起來很輕巧，因為他做這些事已

經很熟悉了。有的老師才剛開始。對我消耗掉的精力，比較多的是"憤怒"跟"抗

拒"！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瘋狂世界，學校他們定下來的東西，真的是凹命事件。

E004-3 

所以它如果不是有一個可以威嚇你的東西的話，那套東西根本沒有人會理他，這

個可能就是學校真的要面臨退場。一個是學校的退場，然後在這過程是誰先被請

出去，越下面的人越不敢說話啊，因為你的點數越不夠啊，所以要去填這麼一堆

東西。E006-4 

為什麼大家要在那邊積點，就是說：如果沒有威脅到某種程度，誰要去寫那些東

西，寫那些浪費時間，浪費生命的東西。E006-5 

    不管如何討論，撇開公平性不談，老師的工作權，沒有保障，工作是以累

積點數計算，本來老師花費精力寫出來的東西，就應該是要有意義、對社會大眾

是有用的。如今，給人的感覺就只是為了評鑑。 

四、大學是要思考更深刻的問題，現在變成只要實用即可 

    除了大家一直在討論的評鑑制度外，應該還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學生上

大學是為了甚麼？我們要給他們甚麼東西？我們希望他們畢業後，成為怎樣的一

個人？ 

技職體系的老師也失去了職場的經驗，他也是要發表論文。我們大學呢，中文系、

哲學系、什麼系都要想我們的學生，能不能在系裡面學到一些實用東西。本來大

學的精神不是這樣子的，大學是要思考更深刻的問題；或是更大的問題。現在呢，

變成層次低到就是實用就好。這種方式呢，也會影響到很多系必須要調整。D036-3

像這個課綱最原始的精神是，老師在教學與學生在學習的一個對話的方式。我要

教什麼東西讓學生知道，讓學生決定要不要選這門課。D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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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老師面對高校退場時的因應方式 

    如果以大自然法則而論：不能改變環境，就只能適應環境，不然一定被淘汰

(退休，請辭，資遣)，雖然殘酷，卻也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在台灣的大學系所，

像歷史系、中文系、哲學系屈指可數，因為學生畢業後，能從事的行業，寥寥可

數，所以可以預期，人文、社會學系，未來應該會更加萎縮了！ 

 

一、為生存，必須發展一套自我適應環境的本能 

    在現今的教學環境中，老師有很多的無奈！不過，日子總是要去過，所以，

老師們各自發展出一套適應環境的本能，有的用取巧或最快的方式，完成課綱或

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的調適心情，以比較平靜緩和的心情來看待，有的用投資

報酬率的做法，自掏腰包發放招生獎學金，有的做好份內工作，不要成為最先被

裁員的對象，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與做法，不一而論！  

有另外兩科老師就自己掏腰包，去我們下游的地方當義工。還有那個老師嘛.....

就拼命成立研究所；因為那個老師會攬人讓高職老師來讀研究所，那他的學生就

會帶來，就是用這種方法。A2-004-2 

我個人就是在反抗跟陽奉陰違，那當然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撇步"(台語)。寫課

綱要怎麼寫，用取巧的。或是學校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如何用最短的時間交差

了事，我就不用大腦完全用直覺反應，把它給填過去就算了。D083-1 

我覺得陽奉陰違型，表面上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內在是我個人其實是經過考量

的。妳沒有時間去抗爭！那是需要費很大的力氣！所做的東西根本是在浪甚費生

命，所以用最少的精力去應付過去。D084 

妳根本沒有辦法去扭轉這個局勢嘛，那妳能做的，就是把妳份內該做的做好。讓

學校要裁員呢，不會是第一批或是第二批，起碼妳不會那麼早被裁掉。C098-1

說真的，畢竟我也還需要這一份工作。但也還好的是，我不會因為我需要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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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嗯...(有思索一下，繼續說)把這壓力大與時間長的工作，放在不開心的狀

態下，這樣的付出下去，我知道這是對我不好的 C034-1、C034-2 

我的個性是：我如果去做那些對我沒有幫助的事，那我何不去做一些能把我自己

提升的事情，讓人家沒辦法把我給 fire(開除)。B050-1 

    雖然目前大部分的老師，都還在堅守崗位，只是，這種教學環境，對老師也

是一種身、心、靈的全面考驗。 

 

二、面對高教退場下，教師的類型 

    如果再談到高教退場，面對校方的種種做法，雖然老師的想法與做法不盡相

同，不過依照國慶老師的看法，大概可分為幾種類型： 

1.有一種是「順從型」的。他為了要生存，他認為我就是要百依百順，學校要什

麼我就做什麼，這樣我就可以存活下來。D078-2 

2.有一種是「反抗型」的。因為受不了這高教退場的威脅，在學校是加強管束下，

就會起來反抗，一反抗他就會付出代價。這是可以觀察的。D078-3 

3.還有一種呢，就是「出走型」的。就是他放棄了！他覺得再玩下去沒有意思，

沒有意義。他提早做自我的人生規劃去了，退休或請辭了；或是去做別的工

作了。很多老師其實都有很多的才藝嘛，他有別的天空可以去發揮的。D078-4 

4.還有一種是更微妙的，這就很難形容，「陽奉陰違型」的。呵呵...(會心一笑) 陽

奉陰違是表面做到了，實際上根本就是不配合的。這是我們文化最典型的一

種，其實這種類型才是最多的，因為大家都喜歡做假，不想公開反抗又不想

放棄。D078-5 

如果以這些類型來定位我的話，那我是反抗型加陽奉陰違型。是這兩種型當中跳

躍。D081-1 

我也是的（反抗型加陽奉陰違型）D082 

另外，燿葶老師也提出有三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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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積極找外面的路  

2.比較消極鴕鳥的因應 

3.明爭暗鬥型的 

基本上是這三類。B135-2 

當一大群表相上至少有 60-70% 不會發聲的、不敢發聲的、照著做的、不得不做

的，你全部可以歸為一類。有時候我也覺得我是歸為這一類的，因為你要去發聲

的時候，你要考量後果是什麼？然後你還要花多少精力在這個事情上面。 

E007-2 

    綜合以上老師們所言，不管老師們是哪一種類型，都是在大環境逼迫下的無

奈，雖然有些老師不發聲，不過，並不代表他們沒意見，但是，私底下罵歸罵，

校方的要求還是會照做，因為有威脅感在那裏。這就是無奈、這就是現況，是數

據無法呈現的！  

 

三、準備好自我技能與資格，為未來鋪路 

因為他公佈了 2-30 個名單，就等於每科都要走人嘛！就有些老師會覺得說：趁

現在有錢拿，當然要走人。我們有個老師是新進的，他才幾個月，他是唯一不要

優退金的，因為他來幾年了，就發現不對！他自己已經要籌資開工廠了，本來學

校挽留他，不讓他辭，他說他不拿錢，他就是要走。就像老董講的，你剛來 4、

5 年，你要走比較容易。很多人都在罵學校，完全不做，但是只在那邊罵，罵有

什麼用，至於要不要告學校？其實家人都反對！ A070-1 

當我知道這個工作，不太有保險的時候，我就趕快加強我個人的能力。我的個性

是：我如果去做那些對我沒有幫助的事，那我何不去做一些能把我自己提升的事

情，讓人家沒辦法把我給 fire(開除)，那時候其實就有一點壓力了，不拼不行啊。

我算是還有些敏感的人，那時候就知道我們系的招生，一直招的不太好。我一定

要趕快拿到學位，才會有辦法。B056-2、B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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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要轉系時，我就趕快去考證照，英語導遊，英語領隊都拿到了！我就先預備另

一條路了。B047-1 

最近我自己也有開始在準備了（考博班），雖然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怎樣，這也

是另一種的生涯規劃，畢竟拿到博士學位，不管妳以後能不能還留在學校。不管

是拿到前或拿到後，這都還有變數。當然，如果是還要再當教職的話，拿到後的

機率是會比較大的。雖然說，現在的流浪博士很多。C082-2 

我有了這張證照（華語教學）我至少比別人有優勢，我比較有這個機會。因為如

果沒有這張證照，縱使您會教，人家也比較不會聘用妳吧。C083-1 

我個人其實也想過這個問題，我如果沒那麼積極配合學校的話，我可能會成為不

適任教師，所謂不適任？我也不是那麼在乎！D095 

佳恩老師：其實我兩年前，一直在考慮要離開，第一個是沒什麼機會；第二個是

我要做的事情我很清楚嘛。我要做的東西，在這裡可以做，到別的地方我也可以

做，但是我很需要的是時間，不如現在就投入進去我要做的事情。那學校這方面，

反正你在這裡久了，皮一點！妳都知道這個遊戲規則怎麼玩了。E008-2 

   國家培養一個大學老師，從小學算起，最少也要將近 20 年，這些教育人才的

流失，對國家、社會、絕對是一大損失。 

   

肆、如何面對內心衝擊，超越這個歷程 

   在社會上，各行各業都有其不同的壓力，各有不同的困難與問題，工作碰到

瓶頸、甚至面臨新的挑戰，每個人不可避免的都會碰到，只是，老師有其特殊性，

面對內憂（教師評鑑、同事競爭）、外患（少子化、校際競爭、社會輿論）時，

如何保持平常心，甚至用樂觀、正向的心態，去面對境界的到來，相信是每個老

師的必修功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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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樂觀正向，做好份內的工作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是：就我個人而言，我是比較積極的，所以我都覺得也還好

啦。因為就是這樣嘛，學校要求什麼，我可以做得到的，我就來試試看。B009-1

妳看喔，我現在還不到 15 年耶，所以我希望我至少還能有 10 年。當然如果可以

的話，我是希望我還能再教個 15 年。當然每個人的每個心態不一樣嘛。也許不

到 15 年，我就自動退休也說不一定。說真的，我自己算是滿樂在工作的啦，哈

哈哈......(笑的超開心的) C108-3 

所以，我還是會認為，我既然答應要繼續在這裡教書，該作什麼，該負責任的，

我就會去做。或許啦，也會有一些心裡不舒服或是抱怨，但是事情還是要做啊，

所以就是把它做好。C034-3 

所以要說我的心態調適是，嗯....既然要繼續下去，就用比較開心愉快或者是平靜

的心情去面對吧！遇到事情就會想開一點，因為事情永遠是不會停的。一定會一

件接一件的來，我就一件一件的把它給做好！變好！呵呵...(很開心的笑) C034-4

我的憤怒，不需要去掩飾，因為沒有這種感覺，你才叫做麻木不仁。但是，我不

需要讓這個憤怒、情緒影響我的生活，我覺得我沒那麼笨。所以忿怒是在的，但

是它基本上不太會影響我的。妳沒那個情緒，才怪咧！但是你有這個情緒，你受

它控制，那是你笨！呵呵....(釋懷的淡淡一笑) E007-6 

    基本上，一般的老師都比較傾向理性，也有個人的理想與堅持，可是，開門

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每天擺在你眼前的事，總不能視而不

見吧！處在這種無奈的環境中，卻還要保持樂觀正向，去做好份內的工作！  

 

二、現實考量下，也只能把他當成挑戰 

    其實，學者的情緒管理，大都理性重於感性，自然比較能夠衡量利弊得失，

在理想與現實中，取得一個平衡點，除非你離開這個工作，否則，理性與感性的

拉扯，總是會不斷的在你生活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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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這樣乖乖的做一下，3 分鐘解決、半小時解決，你要去發聲！你要去憤怒！

你要去抗爭！你要 3 天 3 夜！你知道嗎？你會做一個時間自我管理的評量，我相

信每一個作為大學教授，大家都有相當的理性啦，就是憤怒情緒大家都會有，問

題是我怎麼去面對，大家會有一個選擇。E007-3 

至於我自己的選擇，怎麼去調適的話，我覺得我的情緒一直都在；但是，我會去

面對我的情緒，然後去衡量，問題我要怎麼去面對，然後我會把這個過程，當作

是一個有意義的挑戰，在這個挑戰下，我再繼續擴展開來。E007-4 

    誠然，如佳恩老師所言，這是一種挑戰，雖然老師的角色，正在無聲無息的

改變中，至於如何詮釋老師的「新身份」，除了老師個人的努力之外，為了百年

樹人的教育大計，端賴國家、社會、家長全體的重視與努力！ 

 

三、揮揮衣袖，瀟灑的走？ 

我應該是從學生時代，就很想從事「教學」的工作。C012-2 

    當然了，每個老師的家庭、經濟狀況不同、想法不同、作法也不同，不能一

概而論，有人選擇留下來（雖然有時候不是自己能決定的），有人選擇離開，我

們不能憑一己之見，就去論斷誰是誰非，不過，老師個人的自由意志，受到環境

這麼大的干擾，相信並非全民之福！ 

所以啊，剛才說可有可無；或者是他覺得不要這麼累的，那老師就會很瀟灑的說，

我就不做了！之前講的那一批人，不管是年資到了退休，還是提早的；還是被資

遣的老師，有的是真的家裡經濟狀況是 ok 的；有的是他平常用的也很省，他不

希望接受不是很被重視的那種感覺，那他也就會很瀟灑的離開。C093-1 

就我身邊一位教英文的老師，他自己都還在念博士，論文是快寫好了。他留職停

薪也好幾年了，他也都沒有收入喔。但是就因為他的生活很簡單，他就很瀟灑的

走啊。他的年資前後加一加還不到 10 年耶，不到 10 年是不能算退休的耶，那他

也只能用資遣的。他卻是不在名單裡面喔，他個人是覺得學校，因為現在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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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場危機，就對老師一些…讓他不舒服。他就說：「好吧！那我就不要待嘛。」

C093-2 

    在功利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中，老師們進退失據，在進（爭取自身權益）、

退（忍氣吞聲或離職）之間，分寸難以拿捏，想要安住於教學上，卻有太多的世

俗干擾，到頭來，受害的不只是老師、學生，也削弱國家未來的競爭力，有識之

士對此無不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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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前面的研究分析，對照現有文獻研究與逐字稿的內容，歸結出本研

究之結論，並透過研究過程中的反省，提出實務面向之建議，以期作為未來相關

研究之參考，因此本章共分為三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結論、第二節研究建議，

第三節研究者的省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高教退場聲中-私校大學教師心路歷程之敘事研

究」，以敘事研究方法進行訪談，歸納分析五位研究參與者，在面臨高教退場時

的關鍵議題：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評鑑制度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高教

啟動退場機制時，學校的因應與做法、面臨私校退場時，老師個人的心路歷程。

本節將研究結果的發現，綜合歸納成研究結論如下： 

 

壹、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 

一、少子化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依教育部推估，112 學年大一新生人數將較 102 學年減幅超過 30％，表示

近 10 年內，超過 30％的高校，將要面臨轉型或退場，超過 30％的高教老師將面

臨失業。112 學年將較 102 學年度的學費收入，將減少 300 億元，這深遠的影響

著約 1 萬多名的大專校院教師生計。 

 除了有具體的數據呈現外，對大專校院教師的心理影響，更是難以估計。

同時，也影響了學生的受教權。老師是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每天須要面對學生，

而教育是國家之本，如何讓老師身、心安住於教學上，應該是當前最值得我們關

注的事！ 

 



 
 
 
 
 
 
 
 
 
 
 
 

 

 

143 
 

 二、高校退場未必提升教育品質 

 現在大家一談到少子化，大部份討論的焦點，都集中在高等教育的退場、轉

型、整併的問題上。為了因應少子化，即使我們減少了 30％的高教數量，（約從

150 多所大學降到 100 所左右），也只是解決了招生不足的問題。因為生師比、

菁英教育、學用落差、人力供需失衡的問題，還是一樣存在！還是一樣維持同樣

的比率。 

 所以，只聚焦於退場、轉型、整併上，問題只是回到原點，並沒有解決少子

化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對教育品質的提升並沒有明顯的幫助。 

 

貳、評鑑制度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 

一、教師評鑑對老師的衝擊與影響 

    我國在民國 96 年 01 月 03 日修正大學法第 21 條規定，其中影響最鉅的是：

「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評鑑制度交由校方自行設計，這等於是賜給校方一把尚方寶劍，掌握了教師

工作的生殺大權，也扼殺了老師的發言權及自主權；因為存在著就是一份威脅

感。因此，引起諸多老師的反彈，也無怪乎國慶老師會說它是一個「惡法」。 

    台灣高教的氛圍，長期以來是「重研究、輕教學」，量化可以呈現數據；而

教學熱忱、教學精神，是無法數據化的。 

    若依照大學法第 21 條的規定，衍伸了一些問題：「教師適不適任的標準如何

認定？又評分標準呢？」每間學校、每個科系，甚至每個學生，狀況皆有其差異

性；這些根本沒有辦法有一個齊頭式的標準。如果校方又把那教師評鑑制度，變

成一種控制工具，這無疑是整個高等教育崩壞的開始！ 

 

二、校務評鑑對學校的衝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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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評鑑的結果，除了直接關係到學校的獎補助款之外，對學生、家長更具

有填志願、入學的參考意義。尤其是私校，直接影響到新生選校的意願，對以依

賴學雜費為最主要經濟來源的私校而言，更是學校存亡的關鍵。所以，校方為了

生存，大多陷入於作假的形式主義中，每當要接受教育主管機關評鑑時，每個學

校無不戰戰兢兢卯足全力，期望能通過校務評鑑！ 

    台灣的評鑑制度，已經成為教育主管機關控制學校、學校控制老師的主要工

具，環環相扣下，台灣高教的未來，是令人憂心的！ 

 

叄、高教在啟動退場機制時，學校的因應與做法 

一、積極開源 

    學校為了生存、大致有下列 3 種做法： 

(一)積極開拓生源：提供高額獎學金，減免學雜費，甚至依照國立的標準收取學

費。 

(二)更改系名：像「國貿系」改成「行銷流通系」、「哲學系」改為「哲學與生命

教育系」等等；以貼近市場需求，吸引更多學生就讀。 

(三)與別校競爭：積極向高中職提供免費服務、舉辦各式活動，拉攏高中職教師

或主任，以掌握更充足的學生動向。 

    為了順應時代潮流，私校只能向市場做某些程度的妥協。大學系所朝著市場

化、技職化，讓產業提早介入。如果高校辦學是以企業化、商品化來做為重點，

雖說不為過，只是別忘了；人文社會教育，才是大學教育的核心。 

 

二、縮編、節流減少人事支出 

(一)老師以兼任為主：裁減專任教師，大量聘用兼任教師，也就是現在一般說的

鐘點教師。可省去勞健保、退休金的預算支出；甚至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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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遣費，除了省錢，還保有人事任用的自主權。 

(二)變相減薪、薪水打折：提高基本鐘點時數，鐘點費卻不增加，有的薪水直接

打 8 折，以減少人事支出。  

(三)關閉系所：對招生不佳的系所，因為不敷成本，乾脆直接關閉，減少學校財

務虧損，也不用處理老師的後續支出。 

    簡而言之，校方就是先求存活下來，延長學校的生存年限，再以拖待變，看

私校法對校產的處分規定是否能予解禁。當然這是未來值得大家，繼續追蹤並要

關注的事。 

 

肆、面臨私校退場時，老師個人的心路歷程 

一、面對是否會失業的恐懼與壓力 

 大部份的私校老師，每年為了招生人數（因為要提高教師評鑑分數），無不

繃緊神經，努力去配合學校招生，深怕下一個失業的就是自己！也就是說，大部

分的私立高校老師，每年不斷的籠罩在失業的恐懼與壓力氛圍之中。 

 

二、每個老師都有現實生活的壓力 

    很多老師，一輩子都待在校園中教學，除了教學也沒有第二專長，在現實社

會中，誰會聘請歷史老師、哲學老師、國文老師……去工作？現實的生活中，老

師承受的壓力比一般人更大，能夠坦然去當守衛、工廠作業員的，畢竟不多吧？ 

 

三、調整心態，把目前狀況當成挑戰 

    其實，學者的情緒管理，大都理性重於感性，自然比較能夠衡量利弊得失。

在理想與現實中，取得一個平衡點，除非你離開這個工作，否則，理性與感性的

拉扯，總是會不斷的在你生活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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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全新的挑戰，老師的角色，正在無聲無息的改變中。 

 

四、必須訓練自己要適應環境 

    雖然無奈，日子總是要過，所以，老師們各自發展出一套，適應環境的本能： 

(一)取巧或最快的方式，完成教評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二)調適心情，以平靜緩和的心情來看待。 

(三)用投資報酬率的做法，自掏腰包發放招生獎學金。 

(四)做好份內工作，不要成為最先被裁員的對象...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與做法，不

一而論！  

    其實對老師們而言，留與不留，都是兩難！有人選擇留下來（雖然有時候不

是自己能決定的），有人選擇離開！都有其主、客觀的因素。如果沒有受到環境

這麼大的干擾，都是老師個人的決定！ 

    不過，現今的校園，老師還能擁有多大的自主權？何況決定權並不在老師的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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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將針對未來相關研究，以及給關心台灣高等教育者的建議，分別說明

之，以提供對高教退場議題有興趣的同好，一同為台灣高等教育有更多的投入。 

 

壹、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建議一 

    本研究對象為高教學校的老師，建議未來研究對象，可廣納各級學校、不分

地域、不分師生、不同的教育程度、甚至社會各階層的人士。關注台灣的教育，

各別取樣並增加樣本數，可延長追蹤少子化、評鑑制度，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

將能更有力的呈現，高教退場所引發之各項議題。 

 

二、建議二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與影響、評鑑制度對高教

的衝擊與影響、高教在啟動退場機制時，學校的因應與做法、面臨私校退場時，

老師個人的心路歷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驚訝於少子化對整個教育環境，有

如此巨大的影響。評鑑制度對老師竟是一種戕害，更憂心於老師現在、未來的處

境；以及對未來高教崩壞的擔憂，但礙於篇幅與研究方向未能加以深入探討。 

    未來有志研究高等教育主題者，建議可以探討少子化、評鑑制度，對老師、

教學、校園氛圍、學生的影響原因為何？它們之間的關聯又是什麼？ 

 

貳、給學校、教育主管部門的建議 

一、當評鑑結合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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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制度原本的設計，應該是要敦促大學改善教學品質，讓學生能得到真正

利益，本來就不應該與退場掛在一起。可是，當評鑑結合退場，不但扭曲評鑑真

正的精神與目的；而且它已經變成教育部控制學校，學校控制老師的一項利器。 

    如此一來，學術自由、校園環境、老師的發言權、自主權，將受到限制與影

響，不但老師的身心受到壓迫，無法安住於教學上，更損害學生的受教權！  

 

二、高校的轉型與退場勢在必行？ 

    在面對少子化的海嘯時代來臨，我們不管從高教數量，或招生率來看，高教

發展出現危機，已經是相當的明顯。在這波的浪潮下，有人疾呼：高校的轉型與

退場勢在必行。 

    我們是否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也許「降低生師比」、讓「生師比合

理化」，才是解決目前高教亂象、改善教學品質的一大良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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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的省思 

    本節將針對研究參與者訪談，以及對於自我研究歷程進行省思，以下分別呈

現之。  

 

壹、對於研究參與者訪談之省思 

一、驚訝高教老師目前的處境 

    研究者在與五位研究參與者訪談的過程中，不禁驚訝高校退場、教師評鑑對

他們的影響如此之鉅！在訪談整體內容的整理歸納時，研究參與者，真誠披露內

心的無奈與不滿，老師負責教育我們的下一代！試問：我們又提供什麼教學環

境，對老師提供什麼保障，讓老師們安住於教學呢？ 

 

二、老師成為免費的「招生業務員」 

    目前高教的老師，尤其是私立的學校，不但要備課、教學，忙這些本份的事

情外，還有一大堆雜事（評鑑要用到）；更要負責招生事宜。不僅長期飽受精神

的壓力，身體也搞垮了，其中的辛酸，不足與外人道，這些，除了影響老師的教

學品質外；長久下來，更影響學生的受教權，實非全民之福！ 

 

三、評鑑、教卓、退場機制下的受害者 

    為了應付評鑑、教卓等等，老師連私人的時間都被剝削了。雖然想顧及學生

與教學品質，但時間、精神、體力有限，老師也沒辦法支撐太久；何況老師還有

要顧及個人的現實生活與責任！就像佳恩老師，他很清楚知道，要如何教學、如

何做、才是對學生最有幫助，也了解他自己工作的意義。 

    可是，評鑑卻一直在消耗老師的精力，讓老師盡做些無意義的事，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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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真的就像一個暴政！ 

 

貳、對於自我研究歷程之省思 

    傳統的校園氛圍，正在慢慢的改變中，像一場寧靜的革命，無聲無息，靜到

令一般人無感，卻讓研究者在與老師的訪談過程中，越來越擔憂台灣的高教。當

老師的身、心、靈，受到影響時，我們的下一代、國家的未來，到底在哪裡？這

些是在教卓、評鑑的數據上，是看不出來的....... 

    最後，不禁讓人想問：誰來挽救台灣的高教？難道真要讓老師迫於無奈「為

五斗米折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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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檢附表二~一) 

私立大專校院校別學生數 

104 學年度 SY2015-2016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計處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5A930C32CC6C3818&sms  

=91B3AAE8C6388B96&s=159044407A762F30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總計  縣市名稱 體系別  

1001 東海大學 16,933 19 臺中市 1 一般 

1002 輔仁大學 27,427 01 新北市 1 一般 

1003 東吳大學 15,796 30 臺北市 1 一般 

1004 中原大學 16,317 03 桃園市 1 一般 

1005 淡江大學 27,041 01 新北市 1 一般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26,694 30 臺北市 1 一般 

1007 逢甲大學 21,201 19 臺中市 1 一般 

1008 靜宜大學 12,435 06 臺中市 1 一般 

1009 長庚大學 7,386 03 桃園市 1 一般 

1010 元智大學 9,420 03 桃園市 1 一般 

1011 中華大學 8,473 18 新竹市 1 一般 

1012 大葉大學 11,891 07 彰化縣 1 一般 

1013 華梵大學 3,242 01 新北市 1 一般 

1014 義守大學 16,666 12 高雄市 1 一般 

1015 世新大學 11,850 30 臺北市 1 一般 

1016 銘傳大學 19,413 30 臺北市 1 一般 

1017 實踐大學 15,616 30 臺北市 1 一般 

1018 朝陽科技大學 16,349 06 臺中市 2 技職 

1019 高雄醫學大學 6,894 50 高雄市 1 一般 

1020 南華大學 5,555 10 嘉義縣 1 一般 

1021 真理大學 8,519 01 新北市 1 一般 

1022 大同大學 4,692 30 臺北市 1 一般 

1023 南臺科技大學 19,320 11 臺南市 2 技職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12,636 11 臺南市 2 技職 

1025 嘉南藥理大學 16,971 11 臺南市 2 技職 

1026 樹德科技大學 11,347 12 高雄市 2 技職 

1027 慈濟大學 3,420 15 花蓮縣 1 一般 

1028 臺北醫學大學 5,895 30 臺北市 1 一般 

1029 中山醫學大學 7,504 19 臺中市 1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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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龍華科技大學 11,168 03 桃園市 2 技職 

1031 輔英科技大學 9,579 12 高雄市 2 技職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13,375 04 新竹縣 2 技職 

1033 長榮大學 10,594 11 臺南市 1 一般 

1034 弘光科技大學 13,006 06 臺中市 2 技職 

1035 中國醫藥大學 7,366 19 臺中市 1 一般 

1036 健行科技大學 12,101 03 桃園市 2 技職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17,261 12 高雄市 2 技職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11,047 03 桃園市 2 技職 

1039 玄奘大學 5,859 18 新竹市 1 一般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9,009 07 彰化縣 2 技職 

1041 明志科技大學 4,532 01 新北市 2 技職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7,542 12 高雄市 2 技職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7,468 13 屏東縣 2 技職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5,258 01 新北市 2 技職 

1045 嶺東科技大學 10,399 19 臺中市 2 技職 

1046 中國科技大學 12,245 30 臺北市 2 技職 

1047 中臺科技大學 9,531 19 臺中市 2 技職 

1048 亞洲大學 12,433 06 臺中市 1 一般 

1049 開南大學 9,514 03 桃園市 1 一般 

1050 佛光大學 3,941 02 宜蘭縣 1 一般 

105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2,947 11 臺南市 2 技職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8,123 11 臺南市 2 技職 

105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7,012 18 新竹市 2 技職 

1054 景文科技大學 8,112 01 新北市 2 技職 

105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9,429 11 臺南市 2 技職 

1056 東南科技大學 7,484 01 新北市 2 技職 

10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9,226 30 臺北市 2 技職 

1058 明道大學 5,571 07 彰化縣 1 一般 

1060 南開科技大學 6,319 08 南投縣 2 技職 

1061 中華科技大學 8,086 30 臺北市 2 技職 

1062 僑光科技大學 10,486 19 臺中市 2 技職 

1063 育達科技大學 5,465 05 苗栗縣 2 技職 

1064 美和科技大學 8,069 13 屏東縣 2 技職 

1065 吳鳳科技大學 5,456 10 嘉義縣 2 技職 

1066 環球科技大學 6,416 09 雲林縣 2 技職 

1067 台灣首府大學 4,094 11 臺南市 1 一般 

1068 中州科技大學 4,395 07 彰化縣 2 技職 

1069 修平科技大學 6,396 06 臺中市 2 技職 

1070 長庚科技大學 7,371 03 桃園市 2 技職 

107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0,018 30 臺北市 2 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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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大華科技大學 4,150 04 新竹縣 2 技職 

1073 醒吾科技大學 8,685 01 新北市 2 技職 

1074 南榮科技大學 3,889 11 臺南市 2 技職 

1075 文藻外語大學 9,371 50 高雄市 2 技職 

1076 華夏科技大學 5,183 01 新北市 2 技職 

1077 慈濟科技大學 2,743 15 花蓮縣 2 技職 

1078 致理科技大學 11,736 01 新北市 2 技職 

1079 康寧大學 5,412 30 臺北市 1 一般 

1125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206 21 臺南市 1 一般 

1148 大漢技術學院 1,720 15 花蓮縣 2 技職 

1159 和春技術學院 3,312 12 高雄市 2 技職 

1166 亞東技術學院 4,917 01 新北市 2 技職 

1168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5,186 03 桃園市 2 技職 

1176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2,381 10 嘉義縣 1 一般 

1179 德霖技術學院 7,436 01 新北市 2 技職 

1182 蘭陽技術學院 2,836 02 宜蘭縣 2 技職 

1183 黎明技術學院 4,671 01 新北市 2 技職 

1184 東方設計學院 3,857 12 高雄市 2 技職 

1185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4,210 17 基隆市 2 技職 

1187 崇右技術學院 3,258 17 基隆市 2 技職 

1188 大同技術學院 2,648 20 嘉義市 2 技職 

1189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1,490 05 苗栗縣 2 技職 

1192 臺灣觀光學院 1,553 15 花蓮縣 2 技職 

1195 馬偕醫學院 640 01 新北市 1 一般 

1196 法鼓文理學院 179 01 新北市 1 一般 

1197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6,490 01 新北市 2 技職 

128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316 30 臺北市 2 技職 

128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6,503 05 苗栗縣 2 技職 

128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7,031 12 高雄市 2 技職 

128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6,345 13 屏東縣 2 技職 

128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5,052 01 新北市 2 技職 

1287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819 11 臺南市 2 技職 

1288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852 12 高雄市 2 技職 

128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09 50 高雄市 2 技職 

129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387 20 嘉義市 2 技職 

129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579 02 宜蘭縣 2 技職 

129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6,036 03 桃園市 2 技職 

3002 臺北市立大學 7,573 30 臺北市 1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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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檢附表三~一                

                        訪談大綱 

研究問題  訪談問題 (大綱 ) 備註(細項內容之問題 ) 

(一)面對這大學

教師退場機制的

想法與感受為

何？目前自身處

境為何？ 

1.請敘述您來到貴

校教學時，就教學方

面跟當初進來教學

的情況概述。 

(1)您所任教的學校規模及系所？ 

(2)您任教多少年了？任教的科目？ 

(3)您任教的過程中有沒有甚麼狀況？ 

(4)您的教學期待？在教學上壓力來源？ 

(5)您主要教育專長與特色？ 

(6)您在學校裡的人際關係屬性為何？ 

(二)對於學校的

評量與退場措施

之理解程度為

何？將因應之態

度為何？ 

2.請說明您學校的

行政政策：如對廢

校、國家政策、教育

政策、就依您的理解

來說明。 

(1)您對於廢私校您有何看法和影響呢？ 

(2)您對學校評鑑制度的看法為何？ 

(3)對行政命令有沒有不同的想法或看法？ 

(4)行政政策有何轉變？這轉變從何而來？ 

(5)面對少子化，您是否必需從事招生？ 

(6)學校行政人事氣氛為何？會議氣氛如何？ 

(三)當大學即將

退場卻沒有退場

機制，對自己與家

庭衝擊與影響為

何？ 

3.請您就您個人具

體經驗來舉例說

明，就教學方面：個

人教學理念及面對

衝擊家庭生活影響

的心情一番敘述。 

(1)當您面對大學生的程度越來越差時，您如

何因應或有何做法？ 

(2)當教學理念與行政政策有所抵觸時，您有何

想法、看法或做法？ 

(3)您對高教管理有何理想與期待？ 

(4)您對學校的存亡態度為何？家人的看法態

度為何？(家庭) 

(四)在這個過程

中的自我調適為

何？對未來的轉

型轉業預備動作

為何？ 

4.面對高教必須退

場的這份失落您是

如何反應看待與調

適？又將如何規劃

安排您的未來呢？ 

(1)您如何面對私校退場機制的這個現實？ 

(2)當您知道後，有沒有未來的預備動作？ 

(3)您是如何反應看待與調適這個職業？ 

(4)除了教學以外有沒有其他額外的工作？

(第二專長) 

(5)學校如何給予您未來的出路跟安排？ 

(6)您有何未來的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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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檢附表三~二          

              訪談同意書（編號：     ）  

    在研究者為我說明本研究的目的、性質、方法和過程後，我同意此探究「高

教退場聲中-私校大學教師心路歷程之敘事研究」。 

    我知道我也接受研究訪談錄音及至少 1 次~2 次 60 分至 120 分的訪談，以提

供研究者進行碩士論文之研究。在參與研究過程中，我知道我可以根據個人的意

願，提供分享我個人在此高校退場的經驗歷程。我知道我有權利依照我個人的自

由意志揭露我個人隱私程度。同時，我也有權利在任何階段要求中斷參與研究或

退出此一研究。 

    我瞭解在本研究中我應受到的保護與尊重，其中包括：我個人的身分和研究

資料都必須加以保密。而且，所有的資料都必須經過我的檢核後，才能列入研究

報告中。在研究過程中，我個人的感受和意見應被尊重，並給予妥善照顧。在研

究結束後，相關資料的處理方式也必須徵得我的同意。 

    為了研究的需要，我同意將整個防談進行過程予以錄音或錄影，所有關於個

人的研究資料，由研究者以電腦打字的方式謄出。並且保護個人隱私的條件下，

允許研究者引用錄音或錄影及訪談內容於研究報告中。 

    確實遵守保密倫理，我已確實瞭解也同意本同意書上所做的說明、保證與承

諾。在研究過程中，如有任何問題或疑惑，我知道可以向研究者林妤珊同學聯繫。 

 

研究參與者簽名：（請簽名） 

聯絡電話： 

研 究 者： 

聯絡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