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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校長研討會結論彙報

壹、高職校長研討會背景說明

貳、高職校長研討會討論議題及結論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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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二十年前推動教改以來，在廣設大學的教育政策推
動後，就讀大學的學生人數比例已達七成。

台灣社會上已見到「畢業生找不到事，企業主卻找不到人」
的供需不均衡現象。

為規劃適合台灣國情與民情的適性分流學制，台大政法中
心委託吳武典、黃光國、周祝瑛、王立昇等教授組成「適
性分流學制研究」團隊，進行各項規劃方案之研究，找出
問題，並嘗試提出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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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高職校長研討會背景說明

 102年11月到103年1月研究團隊造訪十家機械相關產業，
以確實掌握產業界對當前技職教育的看法。

研究團隊根據教育部近年高級中等學校科別資料、各大專
院校資料，建置完成「教育資料庫系統」。

 3月22日在台北市松山工農召開高職校長高峰會議-「從適
性分流談高職定位」研討會，總計有全國各地20多位現職
高職校長參與此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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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高職校長研討會背景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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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職校長研討會討論議題及結論彙報

高職定位

教育目標

課程發展

學訓考用

適性分流

課程規劃

教學方法

師資培育

證照、檢定
與建教合作

證照制度

技能檢定制度

建教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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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職定位

(1)
教
育
目
標

1. 應從職業生涯發展去建立技職教育，故技專校院定位
應明確化，再談高職定位。

2. 技專校院招生考試會影響高職教學，因此只有技專校
院課程落實務實致用，並依實務選才，高職部分才能全
力落實目前課程綱要之精神。

3. 高職應與高中有所區隔，強調技能學習及職業道德。

4. 高職是實群實科或是實群虛科，應定位清楚，若以培
訓基礎技術人力，則應以實群實科規劃，若以升學準備
培育專業人才，則可以實群虛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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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職定位

(2)
課
程
發
展

1. 技職教育課程規劃應上下整合。向下與國中小接合，除
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應明訂外，可多辦理與技職教育有關的
夏令營，讓國中生更瞭解技職教育的特性。

2. 高職與技專校院課程的縱向整合，技專校院先定位好，
是學術型、科技型或技術型，還是產學型，先定位，沒有
定位好，高職要突破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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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職定位

(2)
課
程
發
展

3. 課程向上的部份應該不是高職的問題，是科大的問題，
因為高職生畢業去科大後反應，重複的太多，浪費太多時
間、沒辦法學到更多東西，故科大應該跟普通大學有所區
隔，更應該是高職教育的延伸跟深化，而不是重複。

4. 高職自95及99課綱修訂以來，普遍反應課綱是可行的，
就目前的架構，15群91科，各群科中心學校隨時都在反思
回饋。但因為強調升學，尤其高三課程都以升學為主，走
偏了，所以主管機關應該監督課程的落實。反觀技專校院
沒有這樣的機構，大學有科系，科系又分很多，絕不只91
科，技專校院太亂，高職如何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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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職定位

(3)
學
訓
考
用

1. 產學訓的合作應該更緊密，對於人力市場探勘與學習
應建立這樣的機制或機構。

2. 因為有職訓局(勞動力發展署)，企業界的培養訓練並非
高職能取代，學校要培養的不只是企業所需的人力，應
兼顧道德、品格與環境適應力。

3. 希望建立NQF(National Qualificatios Framework)或
新版的QCF(Qualifications and Credit Framework)國家
教育資歷架構，使得取得資歷的學生學有專精，產業才
能據以任用， 縮短學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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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學校如何落實適性分流

(1)
課
程
規
劃

1. 過往課綱規劃與修訂都由大學教授主導，台灣一直以來
都是迷信教授，教授為了顯示我是教授，課綱都訂的太深；
如果訂的太普通，好像教授學問不夠。所以課綱的規劃和
分配，建議應該加重產業界和高職現場老師比例。

2.高職適性分流應兼顧實用技能與建教合作學制等學制，
尤其是實用技能，要實科還是實群？可用學校本位課程的
選修空間做規劃。一般高職跟實用技能學程之間，要有更
大的區別，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可以走實科的概念，較符合
技能專業的學習。實群是則是往技專校院升學的方向發展，
四技二專統測就是實群的概念，如就業導向就應該用科來
規劃，善用學校本位課程進行規劃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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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學校如何落實適性分流

(1)
課
程
規
劃

3. 目前課綱科目分得太細，實習學分數不足(以農業群森
林科的「樹木學」為例，一年有四堂課、四學分，但分
成上下兩學期來上，兩小時實習是不夠的，光準備材料、
事前講授，大概只剩下80分鐘)，所以未來課程的規劃，
應做統整，不要分得那麼細。過去農機科農業機械實習，
大概就要實習九堂課，如此可以很專精、很用心地把引
擎分解後再組合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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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學校如何落實適性分流

(1)
課
程
規
劃

4. 增加實習課程時數：過往單位行業課程實習課共兩天
半，現在實習加專業科目課程佔不到總時數的一半，訪
視的所有工廠都說：高職的技術能力不足！實習課減少
又要求技術能力，幾乎是緣木求魚。

5. 課綱變動太快也未立即解決問題：課綱問題到現在還
很亂，為何？其中群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將很多不相
干的科綁在一個群，造成一個群內的性質差很大，如動
力機械，有空中飛的、水中游的、路上跑的，全部都把
它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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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學校如何落實適性分流

(2)
教
學
方
法

1. 善用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增加學生就業導向的實習，
並鼓勵高職老師實務進修。多辦產學合作，高職跟大專
端，有就業導向的課程，可以直接保送科大，白天在業
界實習，晚上或假日到大學念書，以3+4或1+4的方式培
育人才，會比較有效果。高職一般科目老師也應該要瞭
解職業教育的目標。

2. 引進業師進行就業導向實習、實務實習、職場體驗，
鼓勵教師透過進修和專業發展增能。老師必須要知道技
術的精髓所在，內化後才有辦法教給學生，學生在學習
時，才會有學習的成就感和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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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學校如何落實適性分流

(2)
教
學
方
法

3. 強化技能及技藝競賽選手的進路，技能及技藝競賽應
該開放給產業參觀及觀摩，讓他們去選才，讓技藝優良
的選手，優先進入業界工作，幾年後再來升學，且升學
優惠年限，可適度延長。目前技專校院對技能及技藝競
賽選手輔導措施不足，造成技藝競賽選手不容易順利畢
業，應落實技能及技藝競賽選手的學習輔導措施。

4. 改變因升學犧牲實務課程的現象，落實實務教學。

5. 針對課程教學設計標準作業程序(SOP)，這類SOP包括
國內外課程內涵的比較，而這些比較仍要強調校本課程
的務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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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學校如何落實適性分流

(3)
師
資
培
育

1. 應重啓公費生制度，尤其是稀有類科。

2. 加強國中職業試探，一般科目教師與輔導教師應了解行職
業的內涵與職業教育的目標，師資培育課程應將「職業試探
與職涯瞭解」納入，以解決適性輔導問題。

3.師資培育法解構專業師資，技職教育師資培育宜加入企業
實習課程，強調實務操作。

4. 鼓勵技職教育教師每七年有半年至一年留職留薪至業界參
訪、研習與服務實習，以了解產業現況，並與產業結合。

5. 若以升學準備培育專業人才，則可以實群虛科規劃。部分
類科專業師資的資格認定應更彈性，或重啟師資培育班(美
容、餐飲…)，以補足師資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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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照、檢定與建教合作

(1)
證
照
制
度

1. 儘速訂定「職業證照法」，並推動證照法制化，規定
需有證照才能開業，推動「證」「照」合一，未來就業
才有保障。

2. 找業界參與設立證照考試題目或術科測驗。

3. 證照考試應由相關產業「工會」或「公會」主導(以冷
凍工會為例)。

4. 證照應有時間性，在一定時間內必須換證。

5.證與照應有效整合，目前證照太多太雜，造成無用。

6.規範企業用人應有證照之比例及獎勵措施(如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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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照、檢定與建教合作

(2)
技
術
檢
定
制
度

1. 檢定制度是學生技術能力的檢核，也是對學生階段學
習的肯定。

2. 檢定應是技能學習的檢核，理論上丙級是高職，乙級
是專科，甲級是技術學院，目前乙級以上的證照較能符
合業界需求。

3. 檢定應整合，做適度篩選淘汰，不要讓學生花很多力
氣做沒有意義的事。

4. 技能檢定制度要回歸業界，讓業界參與命題與評鑑，
因為業界才知道要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樣的技術能力。

5. 檢定應即檢即用，不宜過度強調升學加分，高職教學
應與檢定做適當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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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照、檢定與建教合作

(3)
建
教
新
法

1. 建教新法主要爭議在工時。勞基法規定兩週工時84小
時，建教新法規定兩週80小時，且每日訓練時間不得超
過8小時，宜做整合。

2. 保證金制度建議可以更彈性，以利業界辦理。

3. 建教班現況是低門檻，小公司就可辦理，為找廉價勞
工替代人力，而不是真正培養自己的員工，所以建教新
法要調高門檻。

4. 建教制度宜因應產業不同做適度區隔，部分不適合之
產業不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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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照、檢定與建教合作

(3)
建
教
新
法

5. 建教合作應有一定技術層次，與高職配合，不應是作業
員層次。

6. 近來建教合作成功案例(中正高工+中鋼、台中高工+臺
灣科大+上銀科技、木柵高工等+台北科大+瑞健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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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