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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公共事務教育如
何在108課綱的變⾰下
「承先啟後」？
黃婉玲 國立臺北⼤學公共⾏政
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 ⼤學教育在⾼中教育與就業勞動⼒供給間，扮演關鍵性的轉換⾓

⾊，特別是⼤學階段的公共事務教育，與未來文官的養成息息相關，可

視為是文官培育的前哨站。 ”

⺠國108年，臺灣正式邁入⼗⼆年國⺠基本教育時代。為了改善過去九年⼀貫教

育與⾼中課程銜接上的落差，新的課程綱要也同步上路，此即是⼤家⽿熟能詳的

「108課綱」。

108課綱強調跨領域、素養導向的學習，並給予學⽣多元探索的機會，期能達到適
性揚才的⽬標。在這個變⾰下，受影響最⼤的是⾼中學校的課程規劃與設計，但

由於⼤學教育承接於⾼中教育之後，因此也無法在這⼀波教育改⾰的浪潮中置⾝

事外。⼤學除了在入學考招上，要能配合素養導向教育調整選才邏輯之外，對於

⼤學教育的定位以及教學⽅式，也必須做⼀定程度的翻轉。此外，⼤學教育在⾼

中教育與就業勞動⼒供給間，扮演關鍵性的轉換⾓⾊，特別是⼤學階段的公共事

務教育，與未來文官的養成息息相關，可視為是文官培育的前哨站。

因此，在這⼀波教育改⾰之下，⼤學公共事務教育如何能「承先啟後」，承接108
課綱的精神，讓學⽣適才適所的學習，並延續素養導向的教育理念，為國家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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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事的文官，便成為⼤學公共事務教育者，亟需思考的課題。

⼤學選才的新思維：考試那套還⾏得通嗎？

108課綱素養導向的教育理念，不再強調學⽣對於學科知識的精熟，⽽是希望能引
發學⽣對社會的關懷、對⽣活的好奇⼼，進⽽將所學知識與技能融會貫通，應⽤

到⽣活中以解決所關切的問題。在這個脈絡下，對於⼤學選才的直接衝擊是：⽤

考試成績決定⼤學入學資格的⽅式，有辦法挑選到具備關鍵素養的學⽣嗎？

現⾏⼤學入學⽅式，雖然除了指定考試分發之外，還有繁星推薦以及個⼈申請等

多元管道，但繁星推薦看重的是學⽣的在校成績，⽽個⼈申請也須經過第⼀階段

學科能⼒測驗成績的篩選，才有資格進入第⼆階段的書⾯審查，且許多學校個⼈

申請的結果，很⾼比例仍是取決於學⽣的學測表現。問題是，學⽣⾼中階段所培

養的⾃我學習能⼒、溝通能⼒、對社會問題的洞察⼒、甚⾄是社會與⼈文關懷，

有辦法在現⾏以考試成績為主的選才制度下，被看⾒並賦予價值嗎？

為了因應前述疑慮，在實施108課綱的同時，教育部也開始推動⼤學招⽣專業化發
展，⿎勵⼤學降低個⼈申請對學測成績的參採比重，引導⼤學就個⼈申請書審資

料的審查，發展能⼒取向的尺規，並透過更多質性資料的檢視，了解學⽣的學習

歷程，以及無法透過考試展現的能⼒與特質。未來⼤學入學，也會逐漸⾛向以個

⼈申請為主要管道的模式，讓⾼中素養導向的教育成果，能在⼤學選才時被充分

考量。

如何延續素養導向的教育，為國家培育更好的文官？

對⼤學公共事務教育者⽽⾔，除了在考招模式上調整選才的邏輯之外，也需要重

新檢視⼤學公共事務教育的定位。雖然公共事務教育所培養的能⼒，並非僅能與

特定的職業做連結，但公共事務的教育，的確能為國家未來的文官，提供⼀個較

為完整的預備訓練。⽽⼀位優秀的文官，除了須具備⾏政管理、政策規劃與執⾏

等知識外，更需要對社會問題具有⼀定程度的關懷，肯認公共價值的重要性，並

有能⼒將所學應⽤於實務問題的解決上。

在前述觀點的驅動下，近年來學界也開始熱烈討論各種講授以外的教學模式（像

是問題導向學習法、個案教學、遊戲教學等情境模擬⽅式），可以如何應⽤⾄公

共事務的教學上。此外，跨領域的研究與教學也開始展開，像是AI 與公共服務的
結合、資料視覺化於政策溝通的應⽤等。



最為挑戰的，則是如何在⾼中階段啟蒙了學⽣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後，於⼤學階

段進⼀步透過體驗式教學的⽅式（像是經良好設計的服務學習課程、公部⾨實習

計畫的推動等），強化學⽣的公共服務動機。⼤學公共事務教育所做的這些努

⼒，是希望能跳脫過去單向式的知識傳授模式，轉⽽培養學⽣「帶得⾛且與實務

連結的能⼒」以及「為⼤我服務的價值理念」。

文官考選制度如何與新育才理念對接？

然⽽，⽬前我國文官體系的選才⽅式，仍是以筆試為主，且⼤部分未有科系背景

的⾨檻要求。因此，即使⼤學公共事務教育培育出具備文官所需素養的⼈才，這

些⼈才也未必有機會能實踐所⻑。其次，以筆試為主的文官考選制度，導致問題

解決能⼒、公共服務動機等特質，在攬才過程中難以被納入考量；此種制度雖然

滿⾜了公平、客觀的要求，卻也同時必須承擔「選進來的⼈會考試卻不⼀定會做

事」的後果。

以筆試為主的考選制度之所以難以撼動，與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以及整個社

會的價值觀有關。然⽽，值得反思的是，對於公平、客觀的追求，是否⼀定得透

過「考試」才能實現？

以新加坡為例，其於就學階段便依據有志者的學業表現、課外活動參與、性向測

驗結果等資料，挑選具有潛⼒的⼈選並給予獎學⾦，其後再透過各類課程培養所

需能⼒，⽽這些潛在文官畢業後，便能直接進入公部⾨服務（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2020） 。於此過程中，仍需要歷經嚴格的「甄選」，以確保結果

的公正與客觀，但卻可以透過筆試以外的⽅式，看⾒申請⼈的其他特質。

對照他國的攬才模式，傳統科舉選才的思維，在我國也許⼀時間難以改變，但關

於文官考選制度該如何與新育才理念對接的思考，已經是刻不容緩的議題，亦可

做為下⼀波考選制度⾰新的思考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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