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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傳統教育多為老師在台上傳授知識給台下的學生們吸收，這種單方面傳輸知識的

教育方式雖然在台灣社會中極為普及，卻成為台灣年輕學子在學習方面最大的阻力。因沒

有思考解決問題的習慣以及缺乏實作的經驗，導致面臨問題時無法準確、快速地做出反應，

這是台灣教育體系衍生出來的通病，同時也是「教育創新」改革難以突破的阻礙點。 

1988年開始，國內各大學為因應教育多元化的轉化與提昇，陸續成立藝文中心，期望

朝全人教育推廣的目標前進；樹科大的藝文中心成立於 2005 年 10 月，在通識教育學院的

曾宗德院長以及丁亦真主任的推動下，成為該校跨領域的人文藝術平台。 

 關鍵字：教育創新、藝文中心、跨領域教學 

一、緒論 

1-1研究動機與背景 

本文研究者為樹德科技大學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一年級學生，做為步入台灣傳統教學與

教育創新銜接期的學生，經歷過台灣傳統式教育的刻版教學，也接觸過「教育創新」這類新穎

的實踐教育，因此想加以了解甚麼是「教育創新」？為什麼台灣會在近年來打破以往的傳統教

育，實施「教育創新」的理念？大學當中的藝文中心，其營運與推廣是否也是教育創新的做

法？也想藉由本研究探討以跨領域教學方式教導學生，是否真的能激發學生潛質，為台灣教育

做出對社會的貢獻及改變。 

1-2研究目的與目標 

本論文以樹德科技大學「藝文中心」為研究單位，研究的目的分為以下幾點： 

1. 提出建議：整理出學生對於教育創新提供的意見，並針對藝文中心提出幾項可用教育

創新為基礎去做改良的課程教學。 

2. 統整資訊：彙整藝文中心歷年各項節目展演資料，整理出一系列屬於藝文中心的完整

資訊。 

3. 活用資訊：讓學生更加了解教育創新與藝術文化的相連性，並且可以實際用於課堂實

作上。 

4. 文獻提供：本研究可提供教育部及各大專院校，探討教育創新相關文獻之參考。 

而在研究目標上，本論文以樹德科技大學藝文中心為研究個案，進行歷年資料彙整與分

析，探討所謂「教育創新」之意義，及如何與藝術文化相結合，翻轉台灣傳統教學體制，並整

合藝文中心案例為主要目標。 

二、文獻探討 

2-1教育與創新的定義 

教育可分為學校內教授的制度化教育，及以生活中各種經驗所換取的知識，做為培養自身

品性的文明社會教育。創新指的不僅是讓人民感到新奇的想法，而是能真正使用於大眾社會，

並且有效地帶來幫助；創新除了用於生活科技上讓人更加方便的有形發明外，也可以是創造人

類心思想的無形理念，「教育創新」正是制度化教育與文明社會教育結合成的無形創新理念。 



2-2台灣傳統教育面臨挑戰 

教育部於 104 年公布「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其「趨勢與挑戰」篇中指出，在持續全

球化和國際化的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中，少子女化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最大的挑戰，其帶來的衝

擊是增加大專校院的財務風險、引發教職員工失業等。（成群豪，2007 年） 

「三創」
1
是知識經濟中最重要的三項競爭力元素，也是近 10 年來臺灣教育界相當火紅的

名詞，教育部部長吳思華更將 2015 年訂為「教育創新行動年」，由政府帶頭宣示於各級教育全

面啟動教育創新，成為教育創新行動的領頭羊。（陳曼玲，2015 年）面對網路環境如火如荼的

時代，因應數位發展需要有教育改革與創新的機制，更需要有轉化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才能

開創教育的新境界。（林海清，2016 年） 

該方案也將之視為國家競爭力的轉機，指出人口結構轉變促使重新思考整體人力素質之提

升，對大學校院而言，讓學校 有多餘的閒置人力和校園空間，可以有更多創新發展的機會，

故少子女化也有可能是教育再生的機會。（成群豪，2007 年） 

未來我國大學校院宜推動創新創意教育，注重培養學生創業意識與態度，健全強化各校育

成中心，發揮與區域產業結合、技術研發之功能，並鼓勵產業投入資源，整合相關法令及税

制，落實大學教師多元化職涯發展，提供學界投入誘因。（許文瑞，2018 年） 

2-3樹德科大藝文中心
2
創立與目的 

為因應教育多元化的時帶，國內各大學院校除了志立教學及研究外，自民國 77 年起，陸

續成立藝文中心，以便在全人教育推廣上更趨完備，也因此成為學校推動藝文活動及藝術教育

的搖籃。樹德科技大學藝文中心成立於民國 94 年 10 月，成為本校跨越領域的人文藝術平台。 

藝文中心成立主要以提升校園藝文風氣、推廣文化藝術教育及深耕學生每學素養為目的，

同時以更積極擴張多元文化發展與藝術文化之推廣，其結合本校多元、整合、開放、自立、自

律性學府的經營理念，並落實學術、知性、快樂、希望的教育目標。 

三、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樹德科技大學藝文中心為研究個案，研究者將透過以下方法進行本文研究： 

文獻分析及資料蒐集法：主要資料來源係以樹德科技大學藝文中心、樹德科技大學圖書館

及教育部全球資訊網等期刊論文索引網站。整理出藝文中心歷年重大展演節目與近幾年各類文

獻對於教育創新之定義。 

田野調查法：訪談參與過藝文中心各類活動的師生，進一步了解教育創新的實施對於學生

學習的狀態是否達到良好的效益，也可透過訪談得知學生對於教育創新結合藝術文化的認知程

度。 

                                                      
1 「三創」分別為創意、創新、創業。 

2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學院藝文中心官網：http://mac.zzd.stu.edu.tw/（瀏覽日期：2019年 3月 5

日） 

http://mac.zzd.stu.edu.tw/


實際參與：本文研究的重點在於如何將藝術文化結合教育創新，因此參與藝文中心舉辦之

節目，實際體驗與觀察活動有助於理解更多有關教育創新與藝術文化的連結。 

圖 1：研究流程步驟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製 

 

四、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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