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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則數：8 日期：108年3月24日~3月30日 剪報製作：教學卓越辦公室 

今日新聞剪報摘要 

1. 引領產業革命 林百里：年輕人快去學AI-A8.A5-(聯合新聞網)-108-03-24 

2. 赴港求學能讓職涯鍍金？ 學費、英語、選系是關鍵-A4-(聯合新聞網)-108-03-24 

3. 學測二階段書審 北市教育局：不要像軍備競賽-A2-(聯合新聞網)-108-03-25 

4. 看你打字就能分辨實話謊話，美國網路測謊 AI 準度高達 85%！-A8-(科技橘報)-108-03-25 

5. 未來明星產業…生物科學到底在念什麼 出路有哪些？-A4-(聯合新聞網)-108-03-26 

6. 「人出得去才有未來？」 大學搶明星 不如教出菁英-A4-(聯合新聞網)-108-03-26 

7. 青年勞工就業調查 平均1.6年換一個工作-A4-(聯合新聞網)-108-03-26 

8. STEAM風潮吹拂 全球瘋全人培育！-A3-(遠見雜誌)-10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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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引領產業革命 林百里：年輕人快去學AI 

2019.03.24．文 /沈婉玉 

「勇敢面對AI新世界」講座，昨天邀廣達董事長林百里演講。 記者曾吉松／攝影 

 

 

 

 

 

 

 

 

 

 

 

 

 

 

帶領廣達電腦成為全方位人工智慧（ＡＩ）供應商的董事長林百里昨天表示，ＡＩ正引領全球第四次產業

革命，「是面不是線」，各國都把ＡＩ放在最優先的戰略位置、由最高的總統層級由上到下來推動產業Ａ

Ｉ化，這是在台灣看不到的，也是他對未來的最大憂慮。 

「ＡＩ是解決問題的應用方案，」林百里以下棋舉例，用什麼工具不是重點，重點是能贏棋。現在教育有

很大改變，有多麼豐富的知識不重要，因上網搜尋一下就可取得，重點是會透過邏輯及跨學科整合能力來

「解題」；他建議年輕人「趕快去學ＡＩ」。 

龍應台基金會主辦，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協辦「春季思沙龍」講座，昨邀林百里以「勇敢面對ＡＩ新世界－

一個工程師的人文觀察」為題進行演講。林百里從ＡＩ科技競賽，談到ＡＩ對社會衝擊及ＡＩ的人文觀察，

以「科技為我用，人文在我心」總結觀點，並與主持人龍應台及現場爆滿聽眾互動。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邏輯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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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百里表示，二○一六年Google的AlphaGo擊敗了韓國的九段棋士李世乭，轟動世界，各國都看到ＡＩ引

領的產業革命，開始積極布局ＡＩ戰略。 

研究機構預期，ＡＩ帶來的變革會比工業革命快十倍、規模大三百倍。以台灣為例，預估到二○三五年，

有ＡＩ和無ＡＩ經濟成長率（ＧＤＰ）會差一點七個百分點，很多工作會被ＡＩ所取代。但ＡＩ也面臨隱

私權等倫理的挑戰，除了ＡＩ要以人為本，還須懂得數據之外的情感，了解人生有比利益更重要的意義。 

針對ＡＩ會取代工作機會的問題，林百里樂觀認為，年輕人彈性很大，會找到新因應方式、新工作模式。

他舉例，過去電腦的普及讓打字小姐都沒了工作，但會有新的工作機會出現，讓女性有更好工作。 

林百里強調，不只ＡＩ要產業化，而是產業要ＡＩ化，台灣可將現有優勢的產業ＡＩ化，包括ＡＩ雲端、

ＡＩ製造、ＡＩ運輸及ＡＩ醫療等。台灣有最好的醫生和醫療紀錄，他十分看好台灣ＡＩ醫療的發展。 

林百里勉勵年輕人「時勢造英雄，英雄也可以創造時勢」，不一定要出國、念名校才能有好發展，現在出

國只是去學習創新與創業精神，重點是培養邏輯與跨領域的整合能力來解決問題。他找ＡＩ人才，有沒有

ＩＴ背景不重要，知識與技能都可以依需求來訓練，重點是聰明和對ＡＩ的熱忱度。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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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赴港求學能讓職涯鍍金？ 學費、英語、選系是關鍵 

2019.03.24．文 /遠見雜誌 

四年前學測榜首之一的江旻諺，獲得香港大學全額獎學金前往香港念大學，他也順利於去年畢業。現在不

少高中生嚮往的「留港風」，江旻諺認為，除了考量學費、英語、選系三大關鍵因素，也要注意文化與生

活品質的差異性。 

高三最後一個學期正要開始，學測成績已放榜。高中校園外牆仍掛著當年 75級滿分「學霸」們的開心合

照，媒體爭相來採訪台中三位準新鮮人，但卻不是因為他們拿到滿分，而是榜首們宣告：我們不一定要念

台大。 

當年的榜首之一的江旻諺，去年底（2018）自香港大學經濟系畢業，目前在國內一個 NGO 擔任研究助理，

也準備申請赴德國念研究所的獎學金。搭上在頂尖高中生之間吹起的「留港風」，江旻諺如今看當初的決

定，語氣中卻多了一些保留。 

江爸爸是修車技師，江旻諺念台中私立明道中學時，有高額獎學金，對經濟條件不寬裕的江家來說，出國

留學，從來不在他的升大學選項中。 

時間回到 2014年 2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才剛放學，穿著高中制服的江旻諺，接到一通操著流利英語的陌

生來電，這通難忘的電話，打亂了他原本的升學計畫。 

英文筆試沒問題，聽力總是拿 B 的江旻諺透過話筒，和對方經歷一番雞同鴨講。反覆溝通之後，港大招生

委員放慢語速，他這才聽懂，對方問的是「你自認能不能適應海外的求學生活？」他沒有多想，給出篤定

的答案，也順利地在第一輪招生就獲得四年將近 300萬元的全額獎學金。 

幾個月後，他飛向離家 700多公里外的香港，展開留學生活。 

高中畢業後直接出國留學，已不是個案。以傳統明星高中如師大附中、北一女為例，近年出國念大學的畢

業生人數緩緩成長，約占 5％。 

根據教育部統計，應屆高中生赴海外（含中國大陸）念大學的人數，從 2012年的 858人，2017年增至 1584

人，人數幾乎翻倍。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出國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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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的地選擇上，仍以歐美為主，中國大陸或香港次之。香港逐漸崛起的原因在於，學費沒有歐美貴，教

學環境國際化、與中國市場緊密連結、金融業發達、大學排名名列前茅等。根據香港教育資助委員會統計，

香港八間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中，來自台灣的全日制（不含交換、短期交流）學生人數從 2010 年的 76 人，

一路暴增，2017年有 643人，成長八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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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1〉語言障礙、學制緊湊 求學壓力接踵而來 

港台雖同處華語圈，但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差異和文化衝擊，仍然讓江旻諺感受到不小壓力，首先就是語言。 

港大的國際學生占近半數，雖然他出發前已補習英文會話半年，但全英文上課，仍需要適應。 

課堂上，每次看到不懂詞彙，就得低頭猛查。剛到香港時，他感覺自己像是在上語言班，上課學英文、德

文課學德文，放了學要練廣東話，只有見到台灣同學，才有機會講中文。 

港大的教學國際化執行徹底，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師要求也是如此。江旻諺回憶，學期末由學生回饋

的教學評鑑上，有一道題目問老師的英文是否能聽懂。因為萬一老師的腔調太重、英文不流利，都會成為

下學期學生選課的依據。 

除了英文，粵語仍是香港人溝通的生活語言，江旻諺回想，在香港前兩年，與本地同學聚會，總是只能看

著他們有說有笑，自己完全跟不上。直到大三有次在學校附近的小吃店吃飯，終於開竅似地懂了笑梗，那

刻起他才有融入的感覺。 

在學制上，港大每一學期只有 12 週，比起台灣的 15週，多出不少放假時間。考試前還有溫書假，聖誕節

也放假，上課時間少，但課程分量並沒有減低，靠的是密集上課和學生的自學力。經濟系大一有 10門必

修，加上語言課，江旻諺一學期修 12門課，與台灣大學生的修課重量差不多。 

江旻諺說，港大讀書風氣不算旺盛，以他曾去交換的德國大學相比，港大學生只想早點畢業，早點工作。

遇到較長的假期，同學會積極尋覓實習機會；日後求職時，才有最大的競爭優勢。 

挑戰 2〉地狹人稠、物價高貴 香港居住大不易 

香港是國際城市，生活花費也屬國際級；地狹人稠，房價更是高不可攀。江旻諺的全額獎學金囊括學費、

住宿費與生活費，沒有全額獎學金的人，可強烈感受到香港居大不易。 

港大獎學金有全額、半額、1/4 等不同等級，江旻諺的高中同學李鈺仁，沒有滿級分加持，雖獲港大入學

許可，但需自付每年學費 60萬元，好在家境許可，又嚮往金融業，決定脫離台灣舒適圈，赴港念大學。 

香港吃、住都昂貴，到市場採買食材，放在鍋裡煮開的「火鍋聚」成了江旻諺與其他國際生交朋友的方式，

大家坐在地板上圍著鍋子覓食、取暖。來自泰國、緬甸、印尼、中國大陸，或西方面孔的白人同學，都是

他們的座上賓，互吐苦水，成為生活一大慰藉。 

活得開心和住屋空間有高度相關，港大傳統宿舍就是一個書院，有自己的球隊、社交活動，看似熱鬧。但

江旻諺說，書院重視集體行動，很像軍旅生活，又有學長制度，未必每個人都適合。 

江旻諺當時以每月 4000港幣（約 2萬元台幣）租了一戶舊式堂樓（公寓大樓），廚衛是共用，房間僅兩

坪多，放了床櫃後，就只有「手不張開、轉身一圈這麼大。」沒有窗戶，夏天濕熱難耐，而這樣的租屋品

質和其他人相比，已經不差。除了房租，生活成本還要加上往來台港間的交通費用。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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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3〉台灣經濟沉悶，香港工作所得高會是曙光？ 

生活漸漸適應，課堂學習才是留學的目標。明白香港位居亞洲金融中心的江旻諺，主修經濟。 

他說，香港的經濟優勢建立在歷史脈絡上，例如獨立關稅是冷戰紅利的產物，在中美兩大強國之間的香港，

80、90年代何其風光，不但是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的代表，也讓台灣開始對香港金融繁華的世界有了想像。 

也許因近年台灣太過沉悶，不少年輕人的眼光看向遠方，似乎在香港看見希望曙光。江旻諺說，香港年輕

人沒有比較樂觀，因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受到中國一線城市的挑戰，有些動搖。香港與中國大陸的互動關

係也產生微妙變化，增添市場不確定性。 

江旻諺直言，從現實考量，沒有獎學金或富爸爸的人，香港四年大學念完，可能會欠下一筆學貸。而有心

到香港念大學，或日後想留下來找工作的人，就要慎選就讀的科系。 

香港金融業、服務業發達，但缺乏科技製造的產業鏈，科技業始終發展不起來，也影響就業選擇。香港金

融業外商雲集，待遇比台灣高，但壓力大、工時長。加上住房、物價高漲，耗費半數薪水卻住在狹小空間

裡，生活品質不高。 

四年前，江旻諺的高中同學晏雲、宋一廷都拿到港大全額獎學金。志向在物理的晏雲，沒去香港，選台灣

大學物理系，畢業後繼續讀研究所。 

自港大資訊工程學系畢業的宋一廷，則留港工作，是外商摩根史坦利公司的金融科技工程師；李鈺仁則選

擇在香港的投資新創公司工作，來往港台之間。江旻諺身邊，有超過一半的台生選擇留在香港找工作。香

港就業市場對外國人開放，不像英美等移民政策嚴格的國家，需要排隊、抽籤或花高額的移民費用，爭取

工作簽證。 

「若沒有堅定的金融夢，在香港找工作會比較辛苦！」江旻諺說，留學要考慮 CP值，對中國大陸和台灣

學生來說，到香港讀大學的最大誘因在於，香港與國際接軌，有異文化薰陶，有海外經驗加持，學歷也受

國際認可，有助於未來發展。 

在香港待了四年，江旻諺的最大體會是，經濟、政治、傳播等社會科學都是實踐理念的學科，他將善用所

學，讓整個社會制度能緩和人們的被剝奪感，因為快樂生活已是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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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二階段書審 北市教育局：不要像軍備競賽 

2019.03.25文 /楊正海 

學測成績已公布，北市教育局昨舉辦座談，邀請大學教務長、學者參加，提醒目前準備參加第二階段甄試

的學生和家長，書面資料審查和口試，不要像軍備競賽，衝參加科展、服務學習的「數量」，應重視學習

反思和心得。 

台北市教育局、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台北市教師會高中職委員會，昨舉辦大學申請入學書面審查評量

尺規與學系歷程檔案說明會，邀請台師大、銘傳教務長陳昭珍、遲麗文、國科院副研究員李文富，與學生

家長座談，協助瞭解如何才能在申請入學中彰顯自己的特色，得以適性入學。 

大學考招新制 111學年上路，未來高中學生學習歷程審查將有評量尺規，例如列出傑出、優等、佳，作為

各校招生篩選參考依據，昨也是學生家長關注的焦點。 

李文富指出，未來若高中 108年新課綱，沒有大學選才做聯結和搭配，也難落實教育理念。大學端將關注

學生真正的能力和潛能，就像企業徵才，挑選有興趣的學生，將來才會有傑出的表現，若學生在高中階段

搞不清自己興趣，大學選才又沒有設定想挑到的學生，雙方就會陷入美麗誤會中，影響國家人才的培育。 

考生近日準備送審資料，陳昭珍提醒，不要找別人寫自傳，否則口試時被發現有出入，失分更大。另外，

也不要只說當過幹部，重要的是心得體驗，不是數量，像有的高中，一班有 3個班長，被教授發現，以後

看到這個學校的學生，資料就會被丟一邊。她強調，未來評量尺規，在大數據之下會無所遁形，資料一定

要誠實。 

為協助考生準備個人申請的備審資料，不少大學在各系網頁上公布備審資料審查重點。遲麗文指出，除了

指引準備方向，大學學系再透過評量尺規做更適切的評分，協助學系找到更適性的學生，目的也是不要讓

學生入學後，感到是誤入叢林小白兔。 

她強調，像國文考得好，不一定適合唸國文系，未來學校會像企業，選擇想要的人才，「是不是我們要的

菜」 ，才不會發生學生入學後覺得興趣不合想轉系、轉校，這對學生不好。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學測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北市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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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科技報橘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看你打字就能分辨實話謊話，美國網路測謊 AI 準度高達 85%！ 

2019-03-25．  

我們很常透過 LINE、Messenger、FB、IG 等平台與人聊天，但我們可以確定，跟我們聊天的對象沒有騙

我們嗎？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副教授訓練了一個 測謊 AI，可以判斷網路文字訊息的真偽，準確度高達 

85% 到 100%。 

藉由罪人與聖人的遊戲，讓 AI 學習辨別話語真偽 

我們與人互動，總不免會遇到說謊的人；有些小謊無傷大雅，但有些則攸關我們的感情、財產，甚至是生

命安全。在面對面的交談中，我們可以從對方的眼神、語氣、肢體動作判斷真偽；但在網路，我們判斷的

依據只剩下文字的訊息，而相較於眼神與肢體動作，文字訊息是說謊者較容易隱藏破綻的媒介，也就是說，

一個撒謊的人，透過網路平台更容易欺騙別人。但他欺騙不了 AI。 

美國罰羅里達大學的副教授 Shuyuan Ho 研發出了在線測謊的技術。這個 AI 可以只追蹤電子文本消息，

就能識別話語的真偽。 

Shuyuan Ho 的團隊是這樣訓練 AI 的：他們設計了一個遊戲，給 40 個玩家設置了「聖人」和「罪人」

的角色，讓他們參加 80 個特定的遊戲會議，「聖人」講真話，「罪人」則說謊，AI 藉由他們的互動來

尋找「聖人」和「罪人」之間的差異，透過用字遣詞、造句模式等等，區分說真話和說謊話的人。 

除了語句，AI 還能夠從對話節奏分辨真話和謊言 

實驗發現，說謊的人總是更快回覆，他們偏好用「永遠」之類的詞，表達他們的肯定感；而說實話的人會

花更多的時間回應，而且會用「或許」「可能」「因為」等字，表達推測的感覺，提供話語更多合理性的

支持。除了語句之外，AI 還能夠藉由對話之間的節奏變化判斷話語真偽。 AI 發現，說實話跟說謊話的

人，在輸入文字、句子的時候，速度跟頻率有所差異。研究顯示， AI 識別謊言的準確度達到 85% 到 

100% ，而人類識別準度只有 50%。 

測謊 AI 保障網路對話安全，但是否傷害一般朋友的友誼？ 

雖然這只是初期的小樣本研究，但這個結果也展現透過文本檢測謊言的可行性。研究人員正在打造在線測

謊儀系統，因為在網路上可以快速認識很多人，而測謊系統可以保護用戶的安全，減少受到詐騙的機率，

保障財產與人身安全。只不過，如果連一般朋友間的聊天也啟用測謊儀的話，這樣的互動對友誼有幫助嗎？

或許，這會傷害朋友間的信任。 

https://phys.org/news/2019-03-fsu-world-online-polygrap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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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未來明星產業…生物科學到底在念什麼 出路有哪些？ 

2019-03-26．文 /遠見雜誌 

生技、生醫被視為未來的明星產業，政府推動的「5+2產業創新計畫」中就有「生物醫學」，生命科學學

群的前景值得期待。 

但若問，生物科學到底在念什麼，未來出路有哪些？很多人可能並不清楚。 

有人認為，台灣生科產業尚不成熟，又沒有對應的證照制度，就業前景被過度吹捧。也有人批評部分學校

為趕流行而搶學生，倉促之間把沾得上邊的幾個系所合併改名，但老師的教學、研究和課程內容規劃不夠

扎實。 

難道目前大學的「生命科學」學群就是把過去的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甚至食品學、營養學換個現代

流行的名字嗎？生科未來究竟在哪？ 

從細胞到森林 包羅萬象的龐大學門 

「生命科學本身是個跨領域科學，」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院長簡伯武說，生命是多元的動態現象，

科學則是探究真實與邏輯歸納的過程，生命科學就是鑽研地球生命的科學現象，隨著科學創新與連結，生

命科學領域也不斷拓展。 

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院長鄭劍廷表示，若從生科系學生畢業後可以選讀的研究所來看，可能更

容易理解，生科系畢業生若想繼續求學，可朝四大領域進修：包括生態演化、細胞分生、生理、科學教育。 

「生態演化」包含「生態學與生物演化所」「環境資源／生態工程管理所」「昆蟲學系碩士班」「園藝學

系碩士班」「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碩士班」。 

「細胞分生」包含「生物資訊及訊息傳遞所」「生物科技所」「生物醫學所」「生化／分子與細胞生物所」

「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所」。 

「生理」領域包括「神經科學所」「植物科學所」「熱帶植物科學所」「漁業科學／水產養殖學系碩士班」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微生物／免疫學研究所」「生理學研究所」。 

「科學教育」包含「科學教育研究所」「環境教育研究所」。 

綜觀上述研究所名稱，可知生物科技領域包山包海，從大環境的生態、森林，到人體小環境的細胞運作等，

都蘊含生命密碼，皆可深耕。 

至於不少人高度期待的生技產業，會不會是明日之星？鄭劍廷指出，過去 20年是台灣發展生技產業的準

備期，在產官學努力下，已逐漸奠定基礎，這幾年已走到轉捩點，即將開花結果。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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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潮流 食品安全成為近年顯學 

以生醫產業為例，台灣的醫療技術優良，有完整的精密器材供應鏈，生技製藥產業能量也蓄勢待發，未來

在新藥研發、幹細胞療法、基因療法，高階診斷和醫療醫材的開發上，都可望能夠占有一席之地。 

在生科領域中，近年有一個特別領域興起，那就是「食品安全學系」。 

食品安全是近年顯學，包括台大在內有六所大學都專門成立食安研究所，也讓很多學生對此一領域未來發

展有所想像。但攤開 104人力銀行上直接對應「食品安全」的工作，卻不如預期多，令人擔心，這會不會

又是個「雷聲大雨點小」？ 

「『食品安全』並非一個工作職稱，大眾比較難看到以此為主要訴求的工作，但不表示需求不高！」臺北

醫學大學食品安全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陳玉華表示，每一樣食品從農場到餐桌，牽涉到食物產地、原料管理、

加工製程、儲存運輸等過程，「最關鍵的，不是食品，而是在人，所以食安，其實對『管理』的理解。」 

這也是為什麼北醫食品安全系，課程內容會涵蓋農牧漁業、食品加工、餐飲環境、公共衛生、化學檢驗、

法規政策、媒體溝通、毒物學與管理學，將食品科學結合醫學實證，融入數據化與系統化風險管理，「未

來的食安人才，不只是檢驗人員，更會是企業品牌守門人，職涯可能，也就無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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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人出得去才有未來？」 大學搶明星 不如教出菁英 

2019-03-26．文 /翟敬宜 

明星高中生不想留在台灣升學，台大校長管中閔表示這是可怕的警訊。不料被教育部打臉，反駁根本算錯

了百分比，哪有這麼多人出走！教育部向來亂入不必理會，值得玩味的是管校長說的「警訊」。但這警訊

若是指台大可能搶不到建北生，也有畫錯重點之虞。 

對想出國念大學的高中生來說，不是「不想念台大」，而是「不想在台灣念大學」。這是大環境氛圍使然。

學生或家長認為「人出得去」才有未來，愈早愈好。 

情勢比人強，會走的留不住，但管校長或教育部更該關注的是，願意留的，進得了台大嗎？ 

去年有媒體引用學者研究指出，一九九三到九五年出生的大學生入學與家戶所得分析顯示，台大學生的家

庭所得中位數約一五○萬，全台公立大學的中位數跌到一一○萬，私立大學更滑到一百萬。而台灣家庭所

得最高的前五％，小孩進台大的機率，是台灣所得最後五％家庭小孩的六倍。這才是全台高教體系可怕的

警訊！ 

數十年來，台灣升學體制擺脫不了考試領導教學，任憑教改一改再改，對應到的依舊是補習業大發利市。

看似多元指標的大學申請入學，系主任們必須坦承，備審資料或面試都只是輔具，最在意的還是學科分數。

而為拚分數，從小三補到高三、高中放榜馬上去名師坐鎮的補習班繳錢選位，已是都會孩子的日常。 

學測滿級分因此大把大把落在明星高中，而頂大再把頂標生快手挑走。就算有繁星，「好大學」對資源匱

乏又非考試好手的孩子總是咫尺天涯。學科不夠力，他們的選擇被迫變少，學費變貴，學貸變重… 

我相信管校長的焦慮是，明星高中生若出走成潮，未來學生的素質會變差。但什麼叫「素質」，什麼是「菁

英」？台大到底想找什麼樣的學生？能不能真的從多元指標找到適合念台大、也珍惜進台大的學子？台大

有沒有能力延攬更多對教學有熱情有方法的老師，重塑素質與菁英的定義？ 

曾被酸評「不是台大人，為何能當台大校長」的管中閔，應當最了解教育的終極目標不是這年輕人考上了

哪所大學，而是念完大學甚或碩博士後，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少子化與政經現況帶來的倒退嚕，全台遭

殃中，台大及其他頂大都必須面對市場，當愈來愈多考試菁英把「台灣的大學」排除在順位之外，必須快

速調整指標，找到適合的學生，有本領「教」出菁英為各國所用。 

這將是大學校長們最重要也最具可行性的 KPI。希望管校長能衝一發，高速達標。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台大
https://udn.com/news/story/6925/3715332
https://udn.com/news/story/6925/3716821
https://udn.com/news/story/6925/371682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學測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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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青年勞工就業調查 平均1.6年換一個工作 
勞動部今天(26日)公布 15到 29 歲青年就業狀況，調查指出，受到高等教育普及的影響，青年勞工中，

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占 58.6%，比 97年增加 21.7個百分點；而青年勞工每一份工作平均做 1.6年，平均做

過兩個工作。至於第一次求職找工作的時間平均是 1.8個月，但是有 4 成 8 第一次找工作時曾遇到困難，

多數是「經歷不足」及「不知道自己適合做哪方面工作」。 

至於薪資部分，目前青年勞工每月薪資平均是 3萬 607元，比初次就業平均起薪增加 4千 555元。但是也

有 3成 1青年勞打算換工作，主要是因為目前工作「待遇太低」及「工作無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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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遠見雜誌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STEAM風潮吹拂 全球瘋全人培育！ 

2019.03.27．文 /樊語婕 

在美國，STEM與STEAM等全人教育理念，早已落實在教育現場，融會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rt以及Math等五項領域，結合科學、科技、工程、藝術以及數學能力，帶動全球育才趨勢。 

面對自動化、人工智能當道的年代，未來人才不僅只要聰明，更要縱貫理工與藝術多元層面，既能夠創新

發明，也具備溫暖的心靈，具備人文與關懷等素養。未來職場的需求、未來職業的樣貌，都將因為科技的

快速演進而產生翻天覆地的轉變，在教育第一線的現場，唯有擁抱全人教育、 打造機器人搶不走的競爭

力。 

未來就業趨勢 人機協作互惠 

世界經濟論壇載2018年公布《2018未來就業報告》（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18），預測到了2022

年，勞動力結構因為機器人的應用而發生轉型，有7500萬個工作職務可能被取代，同時，也打造了1.33

億個全新型態的工作機會。企業會對數據分析師、計算機科學家、互動設計師、機器人工程師、區塊鏈專

家、電商和社交媒體專家等人才需求擴增，此外，客戶服務、文化專家等掌握特殊「人類」技能的領域將

會更為吃香。 

未來人類與機器人將要協作，各自發揮最大的優勢，而創意、體貼、人性、同理心…等正是人類的強項。

為了培育未來人才，教育現場已經先行出發，STEAM 風潮下的全人教育引導學生「關注學習與生活情境的

結合」，透過「實踐力行」展現發揮天分與特質，其中的五大精神包含跨領域、動手實作、生活應用、解

決問題與五感學習。 

跨域五感體驗 專業人文並重 

中原大學早在30年前，就已經率先啟動全人教育。為了帶領學生跨領域學習、拓展五感體驗，中原大學在

理、工、商學院後成立設計學院，為學校加入美學元素，接著創設人文與教育學院、電資及法學院，幫助

學生跨領域汲取知識與素養。校內「風雅頌藝文廳」每年舉辦超過60場免費音樂會，當學生沉浸在高品質

的表演中，藝術素養與鑑賞能力都同步成長。 

在科系的設立規劃上，中原大學強調專業與人文關懷並重，至今仍然是全國唯一設有特殊教育學系的私立

學校。此外，各個學院都開設倫理必修課程，透過專業個案分析，引導學生瞭解品格與知識兼具的重要性；

34個學分的通識教育佔比為全國最高，廣泛涵蓋天人物我四大面向，培養「謙卑而不自卑，自信卻不自大」

的未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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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服務學習 專業回饋社會 

動手實作、生活應用、解決問題的能力，從來就不是在教室中可以學習，於是，中原大學從2005年開始推

動服務學習，帶領學生運用專業回饋社會。在桃園八德竹霄社區落實樂齡福祉、食養社造及設計創業三大

關懷主題、創立「雙連梨」社會企業，協助苗栗卓蘭雙連社區打造水果品牌，活絡偏鄉經濟更挽救瀕臨廢

校的雙連國小。 

國際志工隊遍佈世界各地：馬拉威、泰國、越南、菲律賓、北印度、薩爾瓦多、柬埔寨及緬甸等10多個國

家，累計已有超過3百位志工在異鄉貢獻英文、資訊等專業所學。甚至遠赴薩爾瓦多，協助裝設太陽能板，

緩解當地電力不足的問題。 

經過了30載的實踐，中原大學將全人教育的核心信仰轉換為學生未來的核心競爭力，為社會培育兼具品格

與專業的知識份子，真正印證了學校的教育理念：「以智慧慎用科技與人文的專業知識，造福人群」，也

為學生鋪妥了迎戰未來世界的萬全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