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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學校自身歷史與累積成就的利基，強調
獨特性與差別化，以培養具熱情、專業深度、國
際一流的專才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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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 肩負國家特殊領域專業人才培育任務與政

策智庫角色

• 樹立該領域之國家專業教育標準與專業倫

理標竿

• 發展各類型專業領域教育典範

• 建立緊密的連結系統並驅動該領域創新發

展

• 以領域專業帶動全民專業素養與文化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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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高等教育

• 特徵與功能：
1.學校發展具有特定專業目標與需求，了解專業

領域發展脈絡，並以專業需求界定學生學習
成果。

2.具有學術研究與專業發展雙重特性，可在高等
教育與工作世界間扮演媒介的角色。

3.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型態，並強調與現實工作
世界的連結，以強化實務及應用的學習表現。
且在重視專業與創新的訴求下，協助學生獲
得較佳的就業與生涯發展。

(Camileri, Delplace & Hudak,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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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知識與基礎研究 學術與專業知識

實務與應用知識

課程與雇主的合作

終身與就業
能力專業導向教育

與訓練

理論知識的發展

突破性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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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向度 核心內涵

政策與策略 學校的政策與策略能與真實工作世界連結。

目標與成果 1.學校需聚焦如何提升學生未來工作時的相
關技能。
2.強調學生學習產出與激發應用研究。

課程發展方法 課程必須與互動關係人共同發展，特別是與
工作世界的連結以考量未來就業需求。

學習產出 學生學習產出的重點在：
1.實質的知能、技術與態度。
2.適應工作環境改變的創新與自我重組能力。

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必須整合最新的理論與實務趨勢，
作為真實工作情境中問題解決的基礎，例如
三明治課程。內容通常包括：
課程大綱與教材、實踐的範例、實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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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向度 核心內涵

學習方法 1.學習方法包括活動、合作、自我規劃組織，
以及一些經驗本位的學習，例如激勵本位、
敘事本位、問題本位等。
2.不論形成性或總結性評量的方式，皆要能
符合專業學習的情境。

學習情境 學校內、外學生學習情境必須符合實務工作
經驗。

教學團隊 教師及行政團隊能將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做
有效的整合。

研發創新的
重點

1.研發創新的規劃需符合真實工作世界及社
會需求，並解決工作世界與社會關切重點，
以協助學生獲得出版、證照或專利。
2.學術研究過程與結果能滿足工作世界及社
會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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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聚焦型案例

綜合大學 專業大學 專業學院

教育類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
美國哈佛大學(教
育研究與政策)
芬蘭約瓦斯其拉大
學(師資培育)

臺灣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臺灣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教師學院

藝術類 美國耶魯大學戲劇
學院(完整全面的戲
劇專業分科訓練)

德國柏林藝術大學
(構成城市文化)
日本東京藝術大學
(RAM藝術管理學程)

美國加州藝術學院
(業界連結強，尤其
是動畫與電影[迪士
尼])
美國茱莉亞學院
(頂尖藝術大師師資)

語文類 臺灣文藻外語大學
(重視外語實務技能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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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聚焦型案例

綜合大學 專業大學 專業學院

體育類 日本早稻田大學運
動與科學學院(學校
資源整體規劃、招
生多元)
日本筑波大學體育
科學系(透過體育活
動發展人力資源)

德國科隆體育大學
(科學研究結合體育實
踐)
匈牙利體育大學(培
養專業體育教練與教
師)

海洋類 日本東京大學(大
氣海洋研究所)
挪威科技大學(海
洋工程研究)

臺灣國立海洋大學
日本東京海洋科學大
學
中國海洋大學

餐旅類 瑞士國際酒店管理大
學
臺灣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

法國藍帶廚藝學校
澳洲國際餐飲管理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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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

座談題綱：
• 國內、外各專業類型著名的學校有哪些？其校務

概況、發展特色及評價為何？
• 國內、外各專業類型學校目前及未來發展所面臨

問題有哪些？對此有何看法與建議？
• 針對各專業類型學校發展方案，您有哪些願景？

您對未來大學與大學未來發展的想像？有哪些解
決策略可以達到所期望的願景？

• 對各專業類型學校的大學評鑑、教師升等，有何
改革配套，以達成學校發揮專業聚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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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重要結論:

1.專業聚焦大學必需發展明確的願景與定位，未來發展

上法規與制度的框架要勇於突破。

2.人才培育需有長遠而創新的規劃，應重視未來10年學

校發展方向、特色與人才培育的主軸。

3.配合國家教育政策，針對具「國家任務型」的專業大

學，應列為審查重點，以利更長遠穩定的資源挹注。

4.專業聚焦型大學必需重視與社會及產業的連結，學校

研發創新應以實務應用為導向。

焦點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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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重要結論:

5.國外標竿學校的發展優勢可作為計畫審查參考，審查標

準必需具有國際視野。

6.專業聚焦型大學非常多元，國外典範大學的型態不一定

滿足國內各專業訴求與環境，計畫應提供大學更多理念

與政策闡述機會。

7.計畫審查指標不需也無法太精細，KPI可供參考，但應

多使用提問式或開放式標準，讓學校發揮想像與特色。

8.國內部分專業大學也已有聲望與國際競爭力，也可視為

典範學校。

焦點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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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內、外對專業高等教育的發展資訊，

歸納出以下核心面向供參考：

1.定位與核心價值

• 提供多元學習型態

• 專業的創新與特色

• 重視工作世界的銜接

• 發展實務及應用的學習

• 連結社會與產業資源

專業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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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與教學內容

• 建立課程發展機制

• 確保專業課程符合教學趨勢

• 發展教師激勵與支持系統

• 強調課程與工作世界的關係

• 兼重理論與實作的教學型態

專業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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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高等教育

3.學生學習產出與成效

• 培育務實的專業知能、技術與態度

• 發展實作本位、經驗本位、情境本位、問題

本位…的學習方法

• 能適應改變的創新與重組能力

• 未來就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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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高等教育

4.研發與創新

• 發展符合各專業需求的創新特色

• 投入產官學合作與夥伴關係

• 進行工作世界需求分析

• 研發創新的成果與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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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高等教育

5.政策推動與行政支持

• 建立自我檢核與品管機制

• 重視永續發展政策與策略

• 學校支援與資源的投入

• 發揮團隊的效率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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