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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設科不易變更，私立學校則可隨時代變遷，調整科系。從早期資訊科、資料處

理科、幼保科、美容美髮科，到餐旅科、觀光科等，都是服務業為主，「設科成本低，招生又

好招」，問題是學生是否真的有興趣投入？那麼多的學生畢業到社會去，有那麼多的職缺等著

他們嗎？學生都往服務業走，傳統產業類科機械科、電機科、建築科、土本科等這些設備成

本高，比較辛苦的行業，不會引起學生興趣，傳統產業類科後繼無人，企業界當然找不到人

可用。 

 

這三、四年級開始有新聞報導：家裡水電壞了找水電工維修，竟然要排隊。 

蓋房子找不到模版、綁鋼筋的工人，建築工地的工人都是中高年齡層，找不到年輕人，

企業界大老闆要求政府想辦法解決技術人員缺工的問題……等。臺灣的勞動市場人力供需出

了問題，政府想到用技職教育來堵住這個缺口，趁著十二年國教的推動，推出的相關政策，

是否能產生效果亦需時間來檢驗。 

 

過去技職訓念凸顯今日教育問題 

 

個人是念高職工業科畢業，讀了彰師大後再回工科學校教書，當時職業學校五天半課程

中，有二天實習實作課，另有部分比例的專業學科及實習，共同科目節數較少，專業科目節

數多，三年下來紮紮實實的學到精良技術，畢業後進入職場馬上就能上手，無縫接軌。70 年

代正式臺灣製造業起飛時刻，高職畢業生在企業界眼中是能力高又吃苦耐勞的好員工。高工

畢業在工廠工作了一年，學然後知不足，想要繼續讀書，參加了四技二專聯考，無緣錄取就

讀。再考當時的教育學院(現彰化師大)工教系機械製造組、機械設計組獨招，記得當年是考筆

試及術科實作，兩項分數加總各錄取 20 人，很慶幸自己在高工時實作技能基礎很好，能獲得

錄取。 

彰師工教系為培育高工機械科、機械製圖科、電機科、電子科教師，工教系的課程除了

一般師資課程外，專業科目及實習課都有注重。來自全國各高工的精英同聚ㄧ堂，互相切磋，

專業技能水準是相當高。當時系上有一些特色，大略說日如下： 

 

一、大一基礎技能：大一的實習課，鼓勵學生取得乙級證照至少二張；將來到供廠或學校教

書，基礎的專業技能必備的。 

 

二、大二技能會考：大二學生須通過大四學長所設的技能會考，學長所設計的題目是經過指

導教授認可，有一定的困難度及水準，一切試務工作皆由學長負責，學生從中學習辦理

一場活動在專業性質考量外，尚須了解團體合作，互相支援的重要性。 

 

三、大三企業實習：大三暑假安排至企業實習四個月，雖然實習工廠及工作內容不同，但每

月定時回校的心得分享，讓同學能認識更多企業型態，不管以後是到工廠就業，或是到



學校任教，都有現場實務經驗可供參考。 

 

四、大四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是學生畢業前的總驗收，從大四開始準備這項重頭戲。組隊、

構思成品、功能性實用性探討、與教授的討論、繪圖、修改、備料、分配加工、裝配組

立，功能測試等，再到場地佈置、海報宣傳、邀請企業界、教授、鄰近高工學生的參觀，

都是畢業生要完成的，這是最累的，也是最充實的收穫。 

 

這一段約 30 年前的自身求學歲月，則凸顯現今的技職教育問題所在。當然以前職業類別

比較少且單純，現今的職業類別複雜許多，所需的專業技能更多樣。只是技職教育的中心思

想是不變的：「動手做」。不管高職或科技大學，學生該學到的除了學科知識外，專業技能及

附加的學習內容更是重點。 

 

產學落差困境 非一日之寒 

 

因著時代大環境的改變，現今產業面臨的困境，是有許多的因素造成的，單就教育的觀

點整理一些看法： 

 

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早期的家長學生的想法是，高中考不上了才去讀高職，家長都

希望孩子能走動腦不用動手的相關研究階層的工作，只是這種職務名額有限，當孩子發

現事實時，為時已晚。現今稍有改變了，政府十二年國教在技職教育這區塊，是讓國中

老師、家長、學生認識職業教育，再加以「適性輔導」，期望學生能正確選擇適合自己的

道路。這個社會士農工商都需要，依照個人的能力及興趣，在各行業總會找到適合自己

發揮的舞臺。 

 

二、廣設大學科大的惡果已現：少子化發酵，大學科大招生不足，不適合念大學的學生，只

要他願意都有學校可以讀，大家一窩蜂往大學端擠，讓大學、科大學歷變成基本學歷，

大學畢業後要叫這些人回到勞動市場，從事基層的工作，大都數的人會想：堂堂大學畢

業做高中的工作，他是不願意的，寧願無所事事也不願意就業，所以造成企業缺工，但

是失業人數又一直上升的現象。 

 

三、學校培養的學生企業不適用：臺灣開了很多學校，知識理論都有上到，實務技能則受限

於設備及技術人才，無法達到企業的需求，是檢討教育制度。高職技職教育本來就是該

著重在技能的學習，而且設備也該隨著企業需求逐步改善，讓畢業的學生能為企業所用。

事實是，我們的課程涵蓋了較多的學者專家認為重要的相關學科課程，壓縮了實作的時

數。技職再造政策提出了學校到業界參訪，邀請業師到校授課，立意是良好，只是學生

也只是蜻蜓點水粗淺認識，是否符合企業的需求，見仁見智。 

 

四、技職教育投資忽略傳統產業：公立學校設科不易變更，私立學校則可隨時代變遷，調整

科系。從早期資訊科、資料處理科、幼保科、美容美髮科，到餐旅科、觀光科等，都是

服務業為主，「設科成本低，招生又好招」，問題是學生是否真的投入有興趣投入？那麼



多的學生畢業到社會去，有那麼多的職缺等著他們？學生都往服務業走，傳統產業類科

機械科、電機科、建築科、土木科等這些設備成本高，比較辛苦的行業，不會引起學生

興趣，傳統產業類科後繼無人，企業界當然找不到人可用。 

 

產業要雙贏 調整技職教育 

政府亦明瞭這些問題所在，早在 97、98 年就提出技職再造方案，接著又於 101 年提出第

二期技職再造，研議許多具體可行的方案，第二期技職再造的方案及投資比較偏向在科大端，

當大學學歷是基本學歷時，讓大學生畢業生多一些專業技能的訓練及對職場是重要的，然站

在高職端亦依希望有些實質的改變，僅提供幾點淺見： 

 

一、重新定位職校，加強實習能力：近年來，職校的教育目標提著升學主義起舞，課程設計

以考試學科為主，實習課程已無實質效果，應該重新建立職校核心理念，讓實習科目成

為教學重心。 

 

二、訂定能力標準，有助課程設計：結合產、官、學界，訂定公正的標準，作為證照檢定及

學校課程設計的依據，讓職場需求、證照檢定及學校課程具有一致性。 

 

三、推動企業認養，產學合作升級：企業提供學生實習設備與場所，優秀學生畢業後即進入

企業服務，縮短在職訓練時間。另一方面，教師亦可在業界進修或交流，增進教師實務

經驗，共創產學雙贏。 

 

四、延長實習時間，完整接觸職場：企業提供較長的實習時間，讓學生可以完整接觸職場，

學習相關技能及職場倫理，相關安全規範及保險事宜，一併到位。 

 

技職教育是希望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人員，能為產業所用，儘量做到無縫接軌，如何讓

目前的技職課程內容作轉變，因為牽涉的層面太廣，確是艱難課題。 

 

鼓勵多元發展 培養敬業特質 

 

企業界的需求很簡單，有基本的技能，肯吃苦耐勞，主動學習的態度等，這些特質是要

靠學生在學校接受薰陶，只要他能不怕辛苦，就能儘早學習得一技之長，靠著實務技能，追

求穩定的生活或進一步自我創業，是很平常的；若在工作過程中或有不足之學識需求，再來

做進一步的進修，是比較實際的做法，而不必迷失在「學歷至上」的模式裡，在這多元社會

中，鼓勵學生多元發展，強化學校適性輔導、均衡政府教育資源，相信行行都能出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