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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教育各學門實施前段不分系課程

的知識理念探討－全球化知識生產模式轉

變之分析 

 

薛雅慈（曉華） 

近年來，「大一不分系」或「大學分院不分系」的議題不斷在臺灣高等教育

的法制與政策上引起廣泛的討論與關注。2007 年以來，臺灣已有第一波大規模

的大學前段不分系實踐，2008 年的大學招生中有更多院校科系加入不分系招生

的實踐，再再顯示此趨勢成為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課程理念與實踐的重要論述，

亟需加以探討。從全球化知識論述的觀點來看，Gibbons、Limoges 與 Nowotny

（1994）提出了在全球化脈絡下知識產生了從「知識生產符碼一」（mode 1）到

「知識生產符碼二」（mode 2）的變遷。當前臺灣的大學部課程有一股走向學科

領域界限模糊的趨勢－大學前段不分系的制度改革，正可由全球化知識生產模

式轉變為「跨學科」的典範來分析。 

本文研究的目的有四。一、從全球化知識生產模式轉變的理念來論述大學

跨學科制度的課程實踐。二、探討臺灣高等教育實施大學前段不分系政策的課

程理念與全球化知識生產的關聯。三、從 2007 年各學門實施前段不分系的設立

宗旨來分析其中全球化知識生產模式轉變的意義。四、從教授訪談來分析各學

門實施前段不分系的知識信念，並探討其與模式二知識之關係。本文希望藉由

此大學部課程實踐與知識信念脈絡性的分析與探究，提供未來各大專院校課程

實施之借鏡。 

本文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取訪談法，來探究不同學門實施前段不分系的知識

信念。並輔以對其設立宗旨之文件分析來探討其中的全球化知識生產之意義。

在研究對象上，作者選取 2007 年電機資工學門、理學院學門、法律學門、管理

學門、語文學門、傳播學門、人文社會學門、景觀遊憩、生物科技、藝術設計

學門等已實施前段不分系的機構中，並從關鍵教授訪談來探究各學門共同面臨

全球化知識生產模式轉變的知識信念，並進一步分析各學門實施前段不分系的

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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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從設立宗旨看各學門實施前段不分系的理念與全球化知識生
產的關係  

在實施理念與知識信念方面，臺灣第一波大學前段不分系各學門實施前段

不分系的理念主軸為強化實作性並培育跨領域的整合人才，此注重實務的創新

與整合，基本上正是一種 Mode 二的全球化知識生產模式。 

二、各學門教授對於前段不分系的知識信念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五
種 

臺灣第一波大學前段不分系的實踐以來，教授的知識信念大致可歸納為下

列五種：一、學門本身透過知識的串接，預期在實務界會更有競爭力，有其市

場需求；二、學門知識本身較純理論性，需要與其他專長領域連結，增加其實

作性；三、學門本身知識有很多共通的基礎知識，領域界限在模糊中；四、希

望學門的大學生在大學前段先有通識素養；五、有意識到學門領域畢業後學生

需要面對複雜的人事物，因此需要在大學階段了解其它領域的知識；整體而言

正是跨學科與實作性兩大知識信念，與全球化模式二的知識生產是相呼應的。 

 

 

 

關鍵字：全球化知識生產模式、大學前段不分系、課程的知識信念 

 

 

 

作者現職：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薛雅慈（曉華），e-mail: selenahsueh@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