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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技職教育第二春

2016-01-03  記者 何佳頴 報導

教育部自二〇〇九年起開始推動技職教育再造工程，目前已進入「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以制度調整、課程活化及就業促進為主要發展面向，預計在二〇一七年完成再造工程，且將於五

年內投入超過兩百億元的教育經費，便是為了縮短學用落差以增加技職教育競爭力。

 

技職的豐收與凋零技職的豐收與凋零

臺灣在一九七〇年代創造了經濟奇蹟，除了知名大企業以外，佔業界多數的中小企業主，更是功

不可沒。他們大多接受技職教育，擁有一身紮實的技術，以優異的實作能力創造臺灣經濟奇蹟，

「黑手變頭家」的傳奇到現在仍為人津津樂道。技職教育的理念在於提供不同於普通高中的專業

技術教育，使學生擁有一技之長，畢業後立刻與業界接軌，培養專業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而在

臺灣經濟起飛的七、八〇年代，便是仰賴著技職教育所培育出的人才，為臺灣經濟發展交出了亮

眼的成績單。回首過往，技職教育對於促進臺灣經濟、社會發展可謂厥功甚偉。但在這一波輝煌

之後，臺灣的產業升級導致產業結構與人力需求改變，教育政策亦產生了變化。

高中高職學生比重變遷，可以看出截至一百學年時，

高中生比例已較前十年大幅上升。（圖片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自一九九四年以來，「廣設高中、大學」成了教育主軸，高中、大學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擴張，技

職教育逐漸被邊緣化。而臺灣長期以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氛圍，使多數年輕人

不願意進入技職教育體系，技職院校淪為普通學校後的第二志願。國立交通大學學生黃伯凱，過

去就讀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他表示：「現在周遭的同學知道我以前讀高職，其實多少都

會有點歧視，但也只能靠自己努力證明給大家看了。」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長郭

秋時也表示：「社會普遍重學術輕技術，很多家長就認為讀技職只能選擇『黑手』那樣的職業，

考不上高中才會來讀高職。」職校畢業生也受制於「文憑主義」的傳統觀念，多半選擇升學，而

不是進入職場。因應社會趨勢，政府自一九九七年起實行技職學校的改制升格政策，以「促進技

職教育的多元與精緻化」為立意，開始核准技術學院升格科技大學。技職教育走向升學為主的學

術體系，但此舉並未使技職教育提升地位，反而淡化技職教育就業導向的功能，造成技職學校與

業界連結性不足，師資也缺乏實務經驗，教學內容與社會發展有所落差，技職生不敷使用，必須

在職場重新學習專業技術，引發技職教育定位模糊、學用落差的質疑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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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周書賢周書賢

本期為喀報兩百三十

三期，共有十五篇稿

件，本期的類目以社

會議題為主，輔上兩

篇人物和一篇文化現象。雖然本期

嚴肅的話題偏多，但也不乏輕鬆的

文章，種類多元。側欄廣告以寒假

出國為構想，為大家提醒搭機須

知。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吳維倫吳維倫

Hi!大家好，我是吳
維倫，我是個超隨性

的人，喜歡無憂無慮

的生活也是藍白拖的

擁護者，最近學到西語中的諺語覺

得很有道理:對於自己的人生不用
太認真，因為那是你唯一無法活著

逃離的事情~~期待一整學年的喀
報發現...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佳珊蔡佳珊

我是蔡佳珊，非常平

凡的台中人一枚。

不知道為什麼一到宿

舍就會很懶，能不出

門就不出門，但是一回到家就會天

天坐不住拼命往外跑。 忙起來會
忘了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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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的人民　等待重返光明遊走的人民　等待重返光明

臺灣的遊民社會問題日趨改善，以三階段整合
計畫為最終目標，幫助遊民重回社會的溫暖。

原住民狩獵　是英雄是罪犯原住民狩獵　是英雄是罪犯

布農族人王光祿事件，不僅凸顯法律與傳統文
化間的牴觸，更顯現原住民與漢人價值觀的衝
突。

歷年高中、高職、大學以及技職學院的數量變遷。（圖表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技職教育　技職教育　回鍋再造回鍋再造

面對這些批評與質疑，政府做出政策的轉變，郭秋時說道：「近幾年來，從教育部的經費分配，

便可以看出政府的教育政策已經導向技職體系。」第一期技職教育再造工程從二〇〇九年開始至

二〇一二年結束，歷時三年，以「強化務實致用特色發展」及「落實培育技術人力角色」為方

向，望能重振技職教育，重新建立過去人才資產的優勢。如今，教育部推動技職再造第二工程，

分為三個階段，以「讓技職生具有立即就業能力」、「改變社會觀點」，以及「充分提供產業發

展所需人才」為主要目標，設定「制度調整」、「課程活化」、「就業促進」三大面向與九個策

略執行。

政策統整緊扣「產學合作」及「教考訓用合一」的核心概念，建立跨部會平臺與相關法規，且依

據現今臺灣產業的發展，進行系科盤點與專科設置，解決人才過剩或不足的問題，並重新檢視並

調整現今招生、考試制度，進行實務選才。創新創業競賽等活動得以培養學生創意發想的能力，

並透過鼓勵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培育基本技術能力。然而，再造工程最重要的一環之一便是提供大

筆經費更新學校設備，強化學生實作能力，讓技職教育能向下扎根，並鼓勵產學合作。除了輔助

老師回業界工作，掌握產業最新動態以調整教學內容，也訂定學生實習課程，並聘任業師協同教

學，達成實務增能的目的，彰顯技職教育的就業導向功能。課程彈性對焦產業需求調整課程，特

色課程是策略的一環，可以強化系科的定位，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觀光科學生曾茹晴說：

「學校安排每一個科班有不同領域的業師教學特色課程。」例如，她的班級的特色課程是咖啡文

化，會由業師導覽教學，並在學校的咖啡廳實習，除了學習調製咖啡的技巧外，服務生的標準作

業流程，從點餐到上菜、收拾等禮儀，都會一同接受訓練，增加相關實務經驗，更貼近業界需求

以利就業接軌。

協志工商觀光科學生在咖啡廳實習。（圖片來源／何佳頴攝）

 

技職再造　技職再造　人才的搖籃人才的搖籃

旺宏電子招募任用部門副部經理余國謀說：「技職學生較刻苦耐勞，也具備英文、數學等基本能

力，但是工作技能還是要重新訓練。」顯示當前技職教育的問題以及再造工程的必要性。第二期

技職教育再造工程的成果將在二〇一七年採收，目標是讓高職、技術院校畢業生能具備「畢業及

就業」、「產學零落差」的能力，提供業界豐沛的人才。更重要的是，所謂「行行出狀元」，望

能透過此波技職教育再造工程，改變國人「輕視百工之人」的觀念，不再盲目追求文憑，讓技職

教育得到應有的肯定與尊嚴，成為培育下一個吳寶春、施堉霖等世界級技術人才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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