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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門高校職業教育改革

的現況與特色

林明煌*

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文件分析法，考察日本職業教育體制以及專門高校的課程改

革，整理出日本職業教育的體制特色，並解析出專門高校職業教育的現況與課

題。之後，透過新、舊版《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的比較分析，從中整理出

專門高效職業教育課程改革的特色，並對我國職業教育改革提出一些建言。研

究結果發現，採多軌制的日本職業教育體制裡，存在著許多招生、課程經營、

升學與就業的問題；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日本政府企圖透過初中等教育課程的

連貫，長期培養社會所需的職業觀和勤勞觀；強化職場體驗活動，加強實踐力、

溝通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設置職業諮商師，指導學生自我抉擇，培養其

自立能力。本文建議我國職業教育應從小扎根，從學校日常生活和輔導諮商中

養成勤勞的習慣和正確的職業觀。

職業教育、專門高校、課程改革

* 林明煌，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電子郵件：Lin5053@mail.ncyu.edu.tw

來稿日期：2009 年 8 月 10 日；修訂日期：2009 年 8 月 18 日；採用日期：2009 年 9 月 11 日



日本專門高校職業教育改革的現況與特色108

The Present Stat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n Japanese Technical High School

Ming-Huang Lin*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s and docu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curriculum reform for technical high school in Japan. It consists of (a) a thor-

ough presen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of the

present state as well as its problems; (b)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tents of the guid-

elines of the old curriculum and the new curriculum; (c) a suggestion for vocational edu-

cation reform in Taiwan.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some problems of the Japa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like the system of students enrollment, college entrance, job

market and curriculum management. The final part of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learn form Japa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take the principle of surviving to

reform ou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cluding curriculum linking, guidance, and vocation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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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結束，社會產生巨大的變動。1990 年代泡沫

經濟崩解後，社會產業引起結構性的改變，人員聘僱漸趨多樣化與流動化，加

上科技產業的進步，衛生觀念的強化與醫藥的發達，日本社會已邁入資訊化與

高齡化的時代。2008 年，日本受到美國次級房貸的影響，全球經濟景氣衰退，

失業率每季以 0.2%節節攀升；有高達 63 萬名的「宅男宅女」（ ）選擇

不就業也不升學；不想工作或以打零工維生的「無業遊民」（ ）高

達 181 萬人；15 歲至 24 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是全國失業率的 2 倍；就職後 3 年內

離職者普遍認為工作沒有前途和未來性（厚生 省職業能力開 局，2003；

職業教育 ，2009）。另外，日本新生兒的出生率，從 1973 年的 2.14%逐

年下降至 2006 年的 1.32%，2007 年和 2008 年雖有些微的上升，但總是低於

1.40%；日本政府預估 2030 年的勞動人口比 2004 年的勞動人口減少 1,050 萬人

（ 立社 保障 人口問題研究所，2006；厚生 省，2008）。在出生率降

低與勞動人力不足之下，如何讓數量龐大的自由業者與宅男宅女進入就職市場，

變成日本經濟政策的重要主軸。其中職業教育是日本經濟成長的基本支柱，而

學校教育扮演著職業教育成功與失敗的重要角色。於是，如何培養學生正確的

職業觀與職業道德？如讓學生主動建構對職業工作的積極性與未來性？便成了

現今日本職業教育的目標。

在日本教育體制裡，職業教育的實施並不是高中職或大學的專利。為了要

求職業教育的一貫性和有效性，日本政府進行長期的職業教育規劃與實施；將

職業教育融入中小學的課程中，透過專門高校、專修學校或大學等階層的分流

教育，企圖培養出日本經濟成長所需的各式專業人才。其中，高校是職業教育

和普通教育的分流點，而專門高校是職業技能教育的起始站，其課程內容的修

訂反應出日本職業教育政策的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專門高校的《學習指導要領》（即課程標準）已

進行 7 次的修訂。最近的一次修訂在 2009 年三月公告完成，並明訂 2013 年度

開始全面實施普及。我們要掌握日本職業教育的動向，必須先充分瞭解專門高

校課程改革的內涵。本文旨在透過文件分析法考察並分析日本職業教育體制、

職業教育課程的官方文件以及相關的書籍與文獻，整理出日本職業教育的體制

特色，並解析出專門高校職業教育的現況與課題。之後，再透過新、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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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要領》的比較分析，整理出專門高校職業教育改革的特色，並對我國職業

教育提出建言。

貳、日本職業教育的體制

職業是一種個人的自由選擇，近年來受到產業急速的變化、職業結構的變

動以及僱用系統的改變等因素影響，社會漸漸失去職業的定型模式。如何選擇

職業？要塑造怎樣的職業生活？要度過怎樣的職業生涯？這種選擇的範疇漸漸

擴展開來，並且變的更加地不透明。另外，在現今就業環境惡化下，打零工的

失業者越來越多，不升學也不就業的宅男宅女急劇的增加；日本社會太強調對

企業的忠誠度，要求長期的參與，希望年輕人要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

精神，這些老一輩人的職業觀漸漸地受到檢視與挑戰（吉本圭一，2002）。為

了讓年輕人能形成自己的職業生活並有效管理它，日本政府意圖透過有計畫、

有組織、有系統的課程發展來培養其職業觀，於是在 2002 年設置「職業教育推

進綜合調查研究合作者會議」（ 教育 推進 合的調 研究

協力者 議），在 2004 年一月所提出的報告書中提到，「必須透過學校的整體

教育活動，因應學童的身心發展，有組織有系統地推展職業教育」（文部科

省，2004：8）。

近年來，為了充實職業教育，日本政府機關設置許多會議來推展職業教

育，例如：2003 年的「年輕人自立暨挑戰戰略會議」（若者自立 挑 略

議）、2004 年的「再挑戰支援會議」（再 支援 議）、2006 年的

「職業教育等推進會議」（ 教育等推進 議）以及 2008 年的「學童和

年輕人綜合支援讀書會」（子 若者 合支援勉強 ）等。2006 年 12 月

22 日，《學校教育法》（ 校教育法）修訂公布，在第 2 條的教育目的中，明

訂：

尊重個人價值，發展其潛能，培養其創造性和自主自律的精神，重視職

業與生活的關連性，養成勤勞的態度。（文部科学省，2009c：1）

雖然，「職業教育」一詞並未被提及，但在 2007 年三月曾在《今後不願上

學的對應方式》（今後 不登校 方 ）的報告書中提到

職業教育的目標，這也是現今日本職業教育基本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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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童能在未來具有經濟和精神的自立能力，並營造出其豐富的人生，

且支援他們朝向社會自立便是解決不上學的目標之一。（文部科学省，

2007a：1）

另外，在 2007 年 11 月 7 日中央教育審議會初等中等教育分科會之教育課

程部會的《教育課程部會至今審議的總結》（教育課程部

審議 ）報告中提到，飲食教育、資訊教育和職業教育是初中等教育

階段七大統整課題之一（ 崎政男，2009）。

特殊專業人才

生涯職業教育

職業能力開發設施
企業內訓練與研修

企業外的研修

企業內訓練與研修
社
會
、
社
區

大

學

高

中

國

中

國
小

●大學

●短期大學

●高等專門學校
高校專攻科 專門學校

普通科 綜合學科 專門學科

普 通 教 育

職 業 教 育

培養確實的勤勞觀和職業觀

理解高中職業教育的意義和目的

（確切地明瞭各種職業）

圖 1 日本職業教育體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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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為日本職業教育的體制架構。日本的職業教育基於終身學習的觀點，

希望透過生涯職業教育來培育社會所需之特殊專業人才，故職業教育可區分成

學校教育體制內的職業教育和社會、社區的職業教育。學校教育體制內的職業

教育範疇涵蓋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而社會、社區的職業教育泛指企業內外

的研修與訓練。因社會、社區的職業教育並非本文所設定的範圍，故不列入探

索，本節依初、中等和高等教育整理出各階層職業教育課程的特色。

一、初中等教育階段的職業教育

為了迎接社會與經濟的變化，日本的學校教育必須以社會自立為導向，培

養每一位學童的勤勞觀和職業觀，成為現今職業教育的重點工作（ 立教育政

策研究所生徒指導研究 ，2002）。所謂的職業教育是指，「支援每位

學童的職業發展，培養其職業形成所需之興趣、態度和能力的教育。」（文部

科 省，2004：7）也就是說，因應學童身心發展和未來職業的形成，透過課程

與教學的設計，循序漸進施予職業教育，輔以職業諮商，培養社會自立所需之

「生存能力」（生 力）。日本學校職業教育中的生存能力包括「形成能力」

（即自他理解能力和溝通能力）、「資訊活用能力」（即資訊收集暨探索能力

和職業理解能力）、「未來設計能力」（即角色掌握與認識能力及計劃執行能

力）以及「意志決定能力」（即選擇能力和課題解決能力）等四領域八大能力。

上述能力的培養奠定今後日本職業教育的主軸目標（日本 教育 ，

2008； 立教育研究所生徒指導研究 ，2009）。為了達成目標，國中

小學和高中除了要教導職業專門知識與技能之外，也要支援學生職業生涯發展，

並透過學校教育讓學生瞭解勞動的意義，並在修課與科系的選擇上能自我決定

並自我負責，進而主動積極地參與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學習。其具體的策略有二：

第一，透過課外活動來培養學生的勤勞觀和職業觀；第二，在「總和學習時

間」、「社會科」或「課外活動」中，有體系地安排國小的職場參觀、國中的

職場體驗以及高中的就業體驗等活動（中央教育審議 ，2008：69）。至於，

今後職業教育的方針，在 2007 年十一月中央教育審議會初等中等教育分科會的

《教育課程部會至今審議的總結》報告中，揭示如下：

（一）國小

必須提高學童身為社會集團份子的自覺與責任感，有計畫地設計與安排重

視勤勞的教學活動，從日常生活中的打掃開始做起，指導學生確實擔負起值日

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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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

教師必須教導學生身為社會或集團一份子所必須遵守的規則與態度，培養

其所期望的勤勞觀和職業觀，對未來抱持著希望，並能自我覺醒，自立於多變

的社會中。

（三）高中

透過有體系的課程安排，教導學生做為社會或集團一份子所必須遵守的規

則與態度，培養社會生活所需的技能、勤勞觀和職業觀，對於未來的人格形成

或人生設計能時時自我覺醒，自立於多變的社會中。

總而言之，國小課程中並未設置任何有關職業教育的學科，期待從日常生

活教學中讓學童養成勤勞的習慣，利用「總和學習時間」、「社會科」和「課

外活動」的時間，系統地安排職場參觀的活動來認識各種行業。相對於此，國

中課程中設有「技術 家庭」一學科，因教科書篇幅有限，有關職業教育的內

容主要集中在農業和工業方面的介紹；另外，期待透過職場體驗活動的安排與

參與，讓學生理解高中職業教育的意義和目的。而真正有系統、有組織地提供

職業教育的是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特別是專門高校 1（相當於我國的高職）。

根據 2009年三月公布的《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高等 校 習指導要領），

日本高校的課程內容分成普通教育類科、專門教育類科和綜合教育類科等三大

類科。普通教育類科以升大學為目的，課程結構以國語、地理歷史、公民、數

學、理科、保健體育、藝術、外國語、家庭和資訊等教科為主，以普通教育類

科為主的高中俗稱普通高校。而專門教育類科又稱職業教育類科，以就業為導

向，課程內容除了普通教育之外，主要以農業、工業、商業、水 、家庭、資

訊、福祉、看護、數理、體育、音樂、美術和英語等 13 學科為中心。根據《高

校學習指導要領》總則第 3 款第 2 項第 3 點規定，設置農業、工業、商業、水

、家庭、資訊、福祉、看護等學科之高中可稱「專門高校」或「職業高校」，

畢業條件必須修滿 74 學分以上，其中必須修滿 25 學分以上的專門或專業學分。

至於綜合教育類科，它是普通教育類科和職業教育類科的結合體，課程內容包

含普通教育（高一）和專門教育（高二以後），此類科課程相當於我國綜合高

中課程（林明煌，2009）。

1 日本的中等教育課程和我國有些微的差異。我國將高中和高職區分開來，各自訂定其課程綱要或課程標準，而日本將

高中與高職合而為一，稱之為高校，並在《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中，明訂其課程內容與實施方法（楊思偉，199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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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7 年度日本高中職學生數、學科數和學校數一欄表

類別 學生數（人） 比率（%） 學科數（門） 學校數（師）

合計 3,397,735 100.0 7,279 5,313

普通教育類科 2,455,150 72.3 4,072 4,072

職業教育類科

小計 789,002 23.2 2,695

2,303

農業 90,139 2.7 343

工業 278,859 8.2 613

商業 234,859 6.9 761

水產 9,821 0.3 45

家庭 47,908 1.4 334

看護 13,020 0.4 95

資訊 2,374 0.07 23

福祉 10,697 0.3 98

其他 101,357 3.0 583

綜合教育類科 153,583 4.5 312 312

說明：1.上述統計資料只包含全日制和定時制，不包含通信制。

2.因一所學校常含有兩個學科以上，故學校數和各欄的總和會不一致。

資料來源：文部科 省（2007）。

表 1 為 2007 年度日本高中職學生數、學科數和學校數一欄表。在 2007 年

5 月 1 日前，全日本有 5,313 所高校，其中設有普通教育類科的學校有 4,072 所，

職業教育類科的有 2,303 所，綜合教育類科的只有 312 所；學生人數共計 339 萬

7,735 人，其中普通教育類科占有 72.3%，專門教育類科占有 23.2%，綜合教育

類科則是4.5%；在專門高校中，選擇攻讀「工學」（35.3%）和「商學」（29.8%）

的學生最多，占職業教育類科總人數的 65.1%，其次是「農學」（11.4%）和

「家庭」（6.1%）。

至於日本高校的升學率，從 1948 年的 42%上升到現在 97%以上（文部科

省，2008a：104）。也就是說，目前日本國中畢業生幾乎都進入高等學校就讀。

雖然如此，因教育主流派的反對，加上中輟生的增加以及拒絕上學或翹課等問

題的嚴重化，日本政府仍不打算將義務教育的年限延長至高中階段（楊思偉，

1999：109）。又，受到全球少子化的影響，日本高校生十年來減少了約 80 萬

人。在高校畢業生的升學與就業方面，如圖 2 所示，2007 學年度普通高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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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選擇升大學或短期大學高達 60%，其次是綜合高校，占 34.5%，最後是專門

高校的 26.2%；而選擇就業者以專門高校（45.3%）最多，其次是綜合高校

（27.3%），最後是普通高校（9.4%）。

職業高校（266,418 人）

綜合高校（42,163 人）

普通高校（838,578 人）

合計（1,147,159 人）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升大學或短期大學

升專門學校

就業者（不含在職
專班）

其他

26.2 22.5 45.3 6

34.5 30.8 27.3 7.4

6060 23.7 9.4 6.9

51.2 23.7 18.4 6.7

圖 2 2007 學年度日本高中職畢業生升學與就業統計圖

資料來源：文部科 省（2007b）。

由上述可知，因升大學比過去容易，加上少子化的影響，日本高中生人數

逐年下降，有半數以上的高中生選擇升大學或短期大學，因此選擇普通高校就

讀者為數眾多。雖然只有 20%左右高中生選擇專門高校就讀者，其中有 60%以

上選擇讀工科和商科，以便因應畢業後市場的需求。但是有一件事值得注意，

不管是專門高校也好或是綜合高校也罷，就連普通高校的畢業生有 20%以上選

擇二年制專門學校就讀，以便畢業後能迎戰未來的就業。

二、高等教育階段的職業教育

（一）各種學校和專修學校

「各種學校」乃基於 1947 年所制訂的《學校教育法》（ 校教育法）設置

而成。根據《學校教育法》第 1 條的規定，除了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職、

完全中學、特殊學校（啟聰學校、啟明學校等）、短期大學、一般大學、高等

專門學校（即五年制專科學校）等以外的教育設施或單位，例如：語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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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校、民族學校、各種才藝學校、駕訓班、升學補習班等皆屬各種學校的

範疇。因各種學校並不是學校教育法所規定的學校，其設置的基準或條件比較

寬鬆，修業年限以 1 年為原則，但簡單技術或技能的課程修業年限只要 3 個月

到 1 年即可。入學資格學校自訂，專任教師必須 3 位以上，且學生人數在 40 人

以下。

「專修學校」是根據 1975 年七月修訂的《學校教育法》設置而成，即「各

種學校」只要達到文部科 省（1976）所頒訂的《專修學校設置基準》（ 修

校設置基準），即可改稱為專修學校。根據此《專修學校設置基準》，專修

學校的修業年限必須在 1 年以上；日間部每年上課基本總時數必須超過 800 單

位時間（每單位時間以 50 分鐘為原則），夜間部則要超過 450 個單位時間；每

所學校同時在籍受教育的學生人數需維持在 40 人以上，而同時上課的學生人數

以 40 人為原則。1975 年七月《學校教育法》修訂後，大部分的各種學校皆申

請升格為專修學校。專修學校的課程內分為高等課程、專門課程和一般課程。

1.高等課程──高等專門學校

設有「高等課程」的專修學校，被稱為「高等專門學校」，簡稱「高專」。

許多專修學校大都設有高等課程、專門課程或一般課程，但是只有單設高等課

程之專修學校才能稱為「高等專門學校」。2008 年 5 月 1 日止，高等專門學校

總數和 2007 年度一樣，全國有 64 所，其中國立 55 所、公立 6 所、私立 3 所，

原則上每個都道府縣設置 1 所或 1 所以上的高專，例如：熊本縣有國立熊本電

波高專、東京都有都立航空高專、大阪府有私立大阪高專。高專招生對象為國

中生或同等學力的學生，修業年限為 5 年（商船學科為 5 年半）；前 3 年相當

於高中（上課總節數必須在 2,590 個單位時間以上，每單位時間為 50 分鐘，每

30 單位時間折算 1 學分），後 2 年相當於短期大學；學生必須依規定修滿 167

學分（普通科目 75 學分、專門科目 82 學分）以上即可畢業，但是商船學科只

要 147 學分；畢業時授予「準學士」學位，相當於我國的五專制度（楊思偉，

1999）。

根據厚生 省（2009）之就職狀況調查（2008 年度）結果顯示，高專畢

業生的專業素質受企業主的認同，一個高專畢業生人平均約有 10 個以上的工作

機會可以選擇；因求人倍率（the ratio of openings to job applications）遠超過一般

大學或短期大學的畢業生，所以半數以上的高專畢業生（53.0%）選擇就業；就

業率從過去至今，一直維持 100%。至於選擇升學者，可進入獨立行政法人「大

學評鑑暨學位授予機構」（大 評 位授与機構）核准通過，且設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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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科」2 之短期大學或高專，或參加大學三年級插班考試，繼續攻讀學士學位。

之後，欲完成碩士學位者可進入設有專攻科的大學就讀。近年來，因少子化和

四年制大學升學率的提升，國中畢業生就讀高專的意願越來越低。在 2005 學年

度，只有 1.7%的國中畢業生選擇就讀高專，以致於高專也面臨著整 與經營的

危機。

2.專門課程──專門學校

「專門學校」是指設置有「專門課程」之專修學校，其教育目的乃是，在

高中教育的基礎上，施以就業或實際生活所需的能力教育，並提升其教養素質

（楊思偉，1999；文部科 省，1976）。招生對象為高中、中等教育學校（即

完全中學）的畢業生或具有高中同等學力者；修業年限需 2 年以上，每年上課

總時數必須超過 800 個單位時間（每單位時間為 50 分鐘或 90 分鐘，因學科不

同而不同），且 2 年上課時數合計需要 1,700 個單位時間以上；且上課學生人數

以 40 人以下為原則。依照文部科學省 1994 年所頒布的《專修學校專門課程修

畢者賦予專門士稱號之規程》（ 修 校 門課程 修了者 門士

付与 規程），二年制專門學校課程修畢者可取得「專門士」

的學位證書，並可參加大學插班考試，3 或至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的專攻科

就讀。

為了加強學生的專業素養，延長就學年限，文部科學省於 2005 年 9 月 9 日

頒布《專修學校專門課程修畢者賦予專門士及高級專門士學位之規程》（ 修

校 門課程 修了者 門士及 高度 門士 付与

規程），明訂專門學校可開設四年制專門課程，其修業年限為 4 年，4 年上

課總時數需達 3,400 個單位時間以上；四年制專門課程修畢並考試及格者可取

得「高級專門士」的學位證書；因此學位等同大學的學士學位，故可參加各大

學研究所碩士班的入學考試。其實，許多專門學校除了設有專門課程之外，同

時也提供高等課程或一般課程，但只要設有專門課程之專修學校皆可稱為專門

學校。至 2008 年 5 月 1 日止，就讀於專門學校的學生共有 167,000 人，其中男

生有 66,000 人，女生有 101,000 人，比起 2007 年度學生數足足減少 26,000 人

（文部科 省，2008c）。

2 在日本，不只是短期大學或高專，連高校和大學皆可設置「專攻科」，而專攻科的設置皆必須經過獨立行政法人「大

學評鑑暨學位授予機構」的審核通過才行。高校的專攻科以社會人士為對象，提供各項專業知識與技能進修；大學的

專攻科以攻讀碩士學位的在職者為對象，目前以教育專攻科為主流，提供學校教師第二專長的訓練。
3 各大學有自主權決定，專門學校畢業生可否參加該大學插班考試，故並非所有的大學都接受專門學校畢業生來參加插

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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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專門學校畢業生就業率都有 90%以上，不輸給一般大學或短期

大學，但低於高專。根據厚生 省（2009）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

在 2008 年度專門學校畢業生中，有 91.3%的人選擇就業，其就業成功率高達

91.8%（大學 95.7%、短期大學 94.5%、高專 100%），但比 2007 年度的 93.7%，

略降了 1.9%。

3.一般課程──專修學校

所謂的一般課程是指提供高等課程或專門課程以外的職業教育課程，其目

的在培養就業或實際生活所需的能力，並提升其教養素質。根據此《專修學校

設置基準》，開設一般課程的專修學校其入學資格並無任何的規定；專任教師

的設置基準也相當地寬鬆，只要高中畢業具有相關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者即可；

修畢一般課程者並無任何學位證書的頒發。簡而言之，一般課程的專修學校的

設置只要符合《專修學校設置基準》即可，修業年限需 1 年以上；日間部每年

上課基本總時數必須超過 800 個單位時間（每單位時間以 50 分鐘為原則），夜

間部則要超過 450 個單位時間；每所學校同時在籍受教育的學生人數需維持在

40 人以上，而同時上課的學生人數以 40 人為原則。一般而言，專修學校不會

單獨設置一般課程，必定同時設置高級課程或專門課程。

根據文部科 省（2008c）在 2008 年五月的統計資料顯示，專修學校共有

3,402 所，學生 657,406 人。其中提供高等課程的專修學校有 503 所，學生數合

計 38,045 人（男生 15,930 人，女生 22,115 人），占學生總人數 5.8%；提供專

門課程的專修學校有 2,968 所，約占全體專修學校 90%，計 582,769 名學生（男

生 253,269 人，女生 302,097 人），占學生總人數 88.8%；提供一般課程的學校

有 198 所，學生合計有 35,782 人（男生 25,125 人，女生 10,657 人），占學生總

人數 5.4%。

（二）短期大學

短期大學（簡稱短大）於 1950 年開始設立，當時以英美文學、日本文學、

保育學或教養相關的學科為主，夜間部則以經濟學或工學相關的學科為中心。

1990 年代以後，看護學和福祉學等相關的短期大學陸續成立。短大的全盛期在

1985 年以後，《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男女雇用機 均等法），明訂工作型

態：從事一般行政事務的「一般職」和擔任行政管理與經營的「綜合職」兩類。

因社會普遍認為女子大學和短期大學的畢業生適合擔任一般職的工作，又加上

第二次嬰兒潮的雙重影響，短大成了日本女性主要的升學管道，在 1994 年達到

學習人數的高峰期。然而，在泡沫經濟崩潰後，許多公司行號重整、人事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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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大幅刪減、一般職的工作改由派遣公司的人員負責，加上少子化、大學增設

以及結婚後不用離職等社會因素的影響，近年來日本女性以升大學為志向，短

期大學的人氣因而漸漸地走下坡（ 百科事典，2009）。1998 年

到 2008 年之間，高達 171 所短大因招不到學生而關門倒閉。

至 2008 年 5 月 1 日止，在全國 417 所短大中，學生人數總計 172,726 人（比

2007 年度少了 13,941 人），男生有 19,208 人（11.1%），女生有 153,518 人

（88.9%）；其中，本科生有 166,448 人（96.4%），專攻科和別科的學生人數共

6,278 人（3.6%）；本科生中人氣最高的學科是「教育」（29.8%），其次是「家

政」（20.8%）、「人文」（12.4%）、「社會」（12.0%）、「保健」（7.6%）、

「工業」（3.5%）、「教養」（1.4%）、「農業」（0.8%）和「其他」（11.7%）

等；專任教師有 10,521位，比 2007年度少了 500位，而兼任教師約有 24,000位，

比 2007 年度少了約 1,000 位（文部科 省，2008d）。從短大學生數與教師數的

減少反映出日本少子化的現象，又因短大學生以女性為主，故選讀學科大多集

中在「教育」、「家政」、「人文」、「社會」與「保健」等人文社會學科上。

根據日本《學校教育法》第 108 條第 1 項規定，短期大學的教育目的在於

「深入教授研究專門的學藝，培養職業或實際生活所必要的能力」，故短期大

學肩負著一般教養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功能。短大的修業年限一般是 2 年，但是

像看護短期大學、衛生技術短期大學等的修業年限則為三年。短大不像一般大

學設有「學部」（即學院），它只設置「學科」（即科系），例如保育學科、

福祉學科或食品學科等。二年制短大畢業條件如下：在學 2 年，必須修得一般

教育科目（人文、社會、自然 3 領域）8 學分以上、保健體育科目 2 學分以上、

專門科目 28 學分以上等，共計 62 學分以上者始得畢業。三年制短大畢業的條

件則為，在學 3 年內必須修得一般教育科目（人文、社會、自然 3 領域）8 學

分以上、保健體育科目 2 學分以上、專門科目 50 學分以上等，共計 93 學分以

上者得以畢業（楊思偉，1999：157-158）。修畢短大課程可獲得「準學士」的

學位，並擁有參加大學插班考試的資格。2005 年 10 月 1 日以後，隨著《學校教

育法》的修訂，短大畢業證書中的「準學士」稱號正式改成「短期大學士」。

又，課程內容若得到各省廳專業的認定與許可，其畢業生可免除該類科專業證

照考試，或免除一部分課程科目的修習等，藉此增加短大的市場競爭力。根據

厚生 省（2009）的統計資料顯示，短大有 77.5%的畢業生選擇就業，其中

有 94.5%的人就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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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大學

根據日本《學校教育法》第 83 條的規定：

大學以學術為中心，廣泛傳授知識並深入教授研究專門的學藝，培養知

識性、道德性與應用性的能力為目的。（法庫，2007：第九章）

換言之，大學教育的目的在於教導廣泛性的知識，研究各領域專業及專門

的知識與技能，藉此培養博大精深並具有彈性思維的知識人。為了因應上述教

育目的，各大學會依專業領域，將內部組織區分為學群或學部（即學院）、學

類或學科（即學系）、系列或課程、分野或專攻等階層組織。以國立筑波大學

為例，全校分成「人文．文化學群」、「社會．國際學群」、「人間學群」、

「生命環境學群」、「理工學群」、「資訊學群」、「醫學群」、「體育專門

學群」和「藝術專門學群」等九大學群，各學群再依領域專業下設 3 個以上的

學類，每個學類再細分成數個系列，每個系列下含數個分野或專攻。例如：人

間學群下設「教育學類」、「心理學類」和「障害科學類」等三個學類。其中

的教育學類下設「人間形成系列」、「學校教育開發系列」、「教育計畫與設

計系列」以及「地域與國際教育系列」等四大系列。其中，學校教育開發系列

內含有「教育方法」、「教育課程」、「國語教育」、「數學教育」、「社會

教育」、「科學教育」等六大專攻。

日本《大學設置基準》（大 設置基準）第 32 條規定，大學的修業年限一

般設定為 4 年，最多可延長至 8 年，必須修畢 124 學分以上始得畢業；而醫學

系、牙醫系、獸醫系和藥學系的修業年限原訂是 6 年，最多可延長至 12 年，必

須修畢 186 學分以上始得畢業。原則上，大學每學年有 2 學期共 35 週的上課時

間，各學科每上滿 10 週到 15 週便可算學分。學科學分的計算方式是以 45 分鐘

為單位，1 學期上滿 15—30 小時，便能取得 1 學分。若為實驗課或實習課，1

學期則須上滿 30—45 小時。例如：「教育課程學」一科，每週上 1 節 90 分鐘，

便可獲得 2 學分。

《學校教育法》第 89 條中明文規定，大學部課程採「學分制」，只要在籍

3 年以上並修完所規定的學科學分方可畢業。但有許多大學在課程上做了些許

的規範，例如：文學院畢學生需寫畢業論文；理學院則要提課題研究報告；醫、

藥學院和法學院需取得國家專業證照考試方可畢業；藝術學院和建築學系要提

出畢業創作；音樂學院則要開個人音樂發表會，經審查合格後才能順利取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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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

2008 年 5 月 1 日止，日本全國有 765 所大學，其中國立 86 所（11.2%）、

公立 90 所（11.8%）、私立 598 所（77.0%）；十年來，國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

的比率都維持在 1：2.3，但十年內大學總數卻增加了 161 所。在學生人數方面，

男生有 1,695,372 人（59.8%），女生有 114,755 人（40.2%），共計 2,836,127

人。其中，大學部學生有 252,593 人（88.9%），研究生有 262,686 人（9.3%），

社會人士有 53,667 人（1.8%）。在大學部方面，就讀「社會科學」的學生占全

體人數的 35.8%，其次為「工學」（16.3%）、「人文科學」（15.6%）、「教

育」（6.1%）、「理學」（3.3%）、「農學」（3.0%）、「家政」（2.6%）、

「醫學」（3.0%）、「藥學」（2.2%）和其他（12.7%）等。在研究所方面，就

讀「工學」碩士的人數最高，占碩士生總數的 39.5%，其次是「社會科學」

11.3%、「理學」8.3%、「人文科學」7.8%、「教育」6.9%、「農學」5.5%、

「藥學」3.2%、「醫學」1.1%以及「其他」16.4%。然而，博士生就讀「醫科」

的人數最多，占博士生總數的 26.7%，其次是「工學」18.5%、「人文科學」

10.1%、「社會科學」9.9%、「理學」7.2%、「農學」5.5%、「教育」2.7%、

「藥學」1.8%以及「其他」17.6%。根據厚生 省 2008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

大學畢業生有 70.4%（男生 64.8%、女生 78.1%）選擇就業，其中有 95.7%的人

（男生 95.9%、女生 95.4%）就業成功（文部科 省，2008d；厚生 省，

2009）。

參、專門高校中的職業教育現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大力的扶持下，日本社會與經濟漸漸復甦，教

育也逐漸地步入軌道。1948 年 4 月 1 日，日本《學校教育法》公布。為了與舊

制作區隔，《學校教育法》中賦予「新制高校」一詞，而沿用至今。其實，日

本和我國一樣，教育學制採六三三制，即國小 6 年、國中 3 年和高中 3 年。但

日本沿襲戰前的教育傳統，將 3 年制的高中稱為「高等學校」，其課程內分普

通教育和專門教育（職業教育）。就課程而言，以普通教育為核心的高等學校，

俗稱「普通高校」；以專門教育為課程核心的高等學校，則稱之為「專門高校」

或「職業高校」；為了使高校課程更有彈性，1994 年新設了「綜合高校」，同

時提供普通教育和專門教育的課程內容讓學生修讀。有關專門高校職業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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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作者就「課程結構」、「學校數和學生人數」、「升學率與就業率」以

及「課程改革必須面對的課題」等四點做說明。

一、課程架構與實施狀況

就學制而言，日本高校的學制有三：全日制、定時制和通信制等三種。依

日本《學校教育法》的規定，全日制 1 天上課 5 至 8 小時，修業年限為 3 年，

1994 年開始導入學分制後，只要在 3 年內修滿規定的畢業學分便可提前畢業。

定時制是為了半工半讀的學生所設的制度，學校依學生工作的需求與時段來訂

定上課時間，一般區分成上午、下午和晚上三個時段，修業年限 3 年以上。通

信制招收無法每天到校上課的學生，上課的時間和方式比定時制更加地自由。

通信制的學生雖不必每天到校，但 1 個月必須幾次到指定的場所接受指導或是

繳交報告，期末必須接受學科考試，一旦考試通過即可取得該學科的學分，當

學分累積到規定的畢業學分數即可畢業（林明煌，2009：110）。不管是普通高

校或是專門高校，只要經許可通過皆可設置全日制、定時制或通信制；不管是

何種學制，只要修滿所屬類科所規定的必選修學分共 74 學分以上就能畢業。目

前日本高中 1 節課有 50 分鐘，上完 35 節課可則算 1 學分。若 1 門學科有 2 學

分，學生必須每週上 2 節課，1 學年 3 學期內上滿 70 節以上方能獲得 2 學分。

高校的職業教育與國中小學不同，主要集中在就業與升學的選擇上，因此

有必要透過教育來加深學生自我的理解，體驗現實的職業世界，使之與未來的

升學就業相結合（日本 教育 ，2008：96）。根據國立教育政策研

究所學童指導中心的「培養職業觀和勤勞觀的學習計畫架構」（職業 勤

育 習 組），因高校正處於「現實的探索與試辦以及社

會轉移的時期」，所以臚列以下四個重要的職業教育目標：（一）自我理解的

深化與自我接納；（二）確立選擇升學與就業所需的職業觀和勤勞觀；（三）

計劃自己未來並準備轉移至社會；（四）實際推敲與研究升學和就業的優缺點

並參與其活動（ 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生徒指導 ，2002）。

專門高校是設有專門教育類科的高校，該教育類科包含農業、工業、商

業、水產、家庭、看護、資訊、福祉、理數、體育、音樂、美術、英語等 13

科。一般而言，設有農業、工業、商業、水產、家庭、看護、資訊、福祉等 8

學科的高校才會被稱為專門高校。在學校的稱謂上，單設「農業」科的專門高

校簡稱「農業高校」、「商業」科的專門高校則稱為「商業高校」。若設有「綜

合教育類科」的高校稱之為「綜合高校」，其課程兼顧普通教育類科和專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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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類科，故能同時兼顧升學與就業。因應此社會的變遷，有些專門高校改制成

綜合高校，致使綜合高校的學校數從 2007 年 312 所增加至 2008 年的 334 所學

校，間接壓縮了專門高校的生存空間。

二、學校數和學生人數

因大學升學管道的暢通以及產業結構與社會需求的改變，日本國中畢業生

選擇就讀綜合高校和普通高校的人數逐年增加，反倒是專門高校漸失人氣。1953

年到 1978 年為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專門高校不管是學校數或學生數都有成長

快速的現象，當時普通高校與專門高校的學生數比為 3：2。當泡沫經濟逐漸衰

退後，在 1980 年代的學校數並無重大的改變，但普通高校與專門高校的學生數

比卻變成了 4：1。1990 年代以後，經濟不景氣持續，社會與產業結構產生變

化，因就業不易而選擇升學的高中生維持在 70%上下，因此就讀普通高校和綜

合高校的學生大幅度增加，專門高校的學生銳減，二者之間形成 5：1 的比例。

在文部科 省（2008b）《學校基本調查》報告指出，高校生人數從 1989

年度 5,644,000 多人的高峰期，逐年遞減至 2008 年度的 3,359,000 人，20 年內共

減少了 228 萬人左右，而 2008 年度比 2007 年度學生數減少了約 40,000 人。2008

年學校數有 5,243 所，比起 2007 年度的 5,313 所減少了 70 所，具體而言，2009

年 5 月 1 日前，在學生人數的比率上，普通高校占 72.3%，專門高校占 23.0%，

而綜合高校占 4.7%。在職業類科中，以就讀「工業科」的學生最多，占全體高

中生的 8.1%，其次為「商業科」6.8%→「農業科」2.6%→「家庭科」1.4%→

「看護科」0.4%→「福祉科」0.3%→「水產科」0.3%→「資訊科」0.1%和「其

他學科」3.0%：比起 2007 年度（如表 1），學生人數除了「資訊科」增加 385

人、「其他學科」增加 253 人，其外，其餘學科學生數皆減少，其中「工業科」

最多減少 7,000 人，其次是「商業科」6,000 人→「家庭科」2,000 人→「農業

科」2,000 人。反之，選擇「綜合高校」就讀的學生人數增加 5,000 多人。

三、升學率與就業率

因電子產業、高科技和奈米科技的發展，科學技術漸趨高度化與精密化，

日本公司行號考慮成本效益的問題，紛紛產業外移，因而形成日本國內產業的

空洞化、僱用的流動化以及年輕人離職率的增加。以大型企業為例，一般職的

聘僱人員從過去的高中職畢業生轉向大學畢業生，又加上景氣尚未回溫且失業

率長期居高不下，越來越多的中小型企業憂心前景，近年來嚴格管控人事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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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因素導致專門高校的大學升學率攀升而就業率下降的現象。

2009 年三月日本高校畢業生共有 1,088,000 人（文部科 省，2009a）。其

中，普通高校占有 79 萬人、專門高校則是 252,000 多人、綜合高校為 45,000 多

人。在專門高校的畢業學生數方面，「工業科」（85,281 人）、「商業科」

（73,487 人）、「農業科」（27,739 人）和「家庭科」（14,386 人）等主流學

科的畢業人數為最多，但其升學與就業的情形卻不盡相同。畢業後選擇升專門

學校、短大或大學的比率上，以「家庭科」48.4%最高，其次是「商業科」

48.0%→「農業科」35.6%→「工業科」30.8%，比 2008 年度略升 2%。在就業人

數比率上，「工業科」62.6%最高，其次是「農業科」54.4%→「商業科」43.9%→

「家庭科」41.0%，比起 2008 年度略降 1.5%。由上述資料得知，以男生為主的

「工業科」和「農業科」因有其特殊的職業技能且能擔任綜合職，故畢業生選

擇就業者居多；反之，以女生為核心的「家庭科」和「商業科」因從事行政與

會計事務等一般求職者眾多且就業不易，故畢業生選擇升學者較多。

四、課程改革必須面對的課題

（一）職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分離

近年來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日本企業內的教育機能日漸不彰，無法充

分培養出企業所需的適當專業人才，因此企業徵才以有立即戰鬥力者為優先，

但是現今的日本年輕人大多無此方面的能力。為了解決此問題，日本輿論界要

求中小學教育階段必須教導學生就職所需的職業能力。因應此需求，各高中及

大學開始接受企業界的協助，致力於職業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與職業分離的問

題便浮出檯面。田中萬年（2006）認為，戰後日本《憲法》將學問與職業分離，

《教育基本法》中也未對「勤勞」和「職業」作出明確的規定，導致教育這個

區塊並未真正處理職業的問題，加上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之研究與探討的不足、

社會各界對職業訓練評價的低落以及對師徒制的認識不清等因素，造成教育與

職業的分離。近年來為了解決此問題，文部科學省雖將職業教育下放至中小學，

意圖透過產學雙元系統，來加強學生的職業觀、勤勞觀以及職業專業能力，殊

不知日本式產學雙元系統的教育本質就是德國的師徒制，非美式的職業教育本

質（寺田盛紀，2008）。因此，學術界要求從法源依據和學理來重新檢視職業

教育，讓學校教育與職業教育結合在一起，謀求職業教育課程的一貫化，意圖

挽回低評價的職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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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普遍存在對專門高校的刻板印象

日本社會對專門高校的學生有著潛在的刻板印象，普遍認為專門高校的學

生族群以低成就的學生為主，因他們來自中下階層的社會，受到家庭經濟所迫

而選擇就讀專門高校，以便提早進入就業市場（齊藤貴義，2009）。從許多調

查研究資料中得知，在升學考試成績上，專門高校比起普通高校差；在學生的

家庭經濟背景上，普通高校勝過於專門高校；而專門高校學生的家長普遍存在

「技術功能理論學歷觀」（技術機能理論 ），認為就讀專門高校比普通

高校在畢業後比較有出路，但是產業界對職校學生的專業能力抱持著不信任的

態度（竹 洋，1988）。在九○年代以後，泡沫經濟結束，產業組織和人口結

構產生變化、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專門高校的職業教育確實無法滿足社會

和市場的需求，因此半數左右的職校畢業生選擇繼續升學，而選擇就業人數的

逐漸下滑。所以，如何增加職校畢業生的升學管道？如何加強高中職與大學職

業教育的連貫性？如何提升專門高校的吸引力等成為今後職業高校課程經營的

課題之一。

（三）學生缺乏基本的勤勞觀和職業觀

在 2008 年度，不就業也不升學的「宅男宅女」高達 63 萬人；15 歲至 34 歲

的就業人口中，10 個人就有 1 個人是「無業遊民」；而 15 歲至 24 歲年輕人的

失業率是全國失業率的 2 倍（厚生 省職業能力開 局，2003）。就業後 3

年內離職者的比率，國中畢業者約 70%、高中畢業者約 50%、大學畢業者約

30%；其離職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認為社會無未來性」與「對自己的前途感到

茫然」（職業教育 ，2009）。又，有 80%以上的高校課輔教師認為，「學

生不太瞭解勞動的意義和目的」，「也不知道自己想從事何種職業」，而有 65%

以上的課輔教師認為，高中生想努力工作成為有用的社會人之意識薄弱，只想

當無業遊民者越來越多；產業界僱用高校畢業生的不滿以「缺乏職業觀和勤勞

觀」為最高，其次是「缺乏溝通能力」及「基本生活態度、遣詞用字和禮貌太

差」（ 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生徒指導研究 ，2002）。上述研究顯示，

現代的日本年輕人因長期生活安逸，欠缺基本的勤勞觀和職業觀，對自己的未

來與就業表現出不安定感與不確定感，加上經濟不景氣，不想工作也不想進修

的宅男宅女人數年年增加，這種「脫序近代的職業觀」（ 近代的職業 ）漸

漸地變成社會的隱憂（寺田盛紀，2008）。因此，如何透過課程活動的安排，

讓學生體驗或學習到該有的勤勞觀和職業觀？如何強化學校輔導與諮商的功能，

指導學生對自己的未來進行抉擇等，皆是職業教育改革必須面對的核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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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架構趕不上產業與就業結構的變化

近年來，受到美國次級房貸的波及，日本經濟長期不振，造成失業率居高

不下，加上越來越多的中小型企業憂心前景，對人事與各項費用管控嚴謹，影

響到專門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出路。又，高科技所需的知識與技能需求與日俱增，

豐富的職場經驗以及基本的職業道德與態度日益受到重視，加上傳統工藝的傳

承後繼無力，在招生不足的影響下，專門高校的職業教育正面臨嚴酷的考驗。

於是，如何使職業教育課程更加地有彈性？如何讓課程內容迎合社會的需求與

學生的興趣，並加強職場所需的專業能力？又，如何透過有特色的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來強化職校的競爭力等，是目前專門高校課程改革不能迴避的課題（寺

田盛紀，2008）。

肆、日本專門高校職業教育改革特色

近年來，為了解決日本社會的問題，如：年輕人的職業觀和勞動觀越來越

薄弱、身為就業的社會人之基礎與基本知能不足、時常換工作以及無業遊民越

來越多等問題，以文部科學省大臣為首的相關部會首長共 7 人，提出「年輕人

自立與挑戰的行動計畫」（若者 自立 挑 ）來

強化職業教育的架構。2007年五月，內閣府推出「職業教育等推進計畫」（

教育等推進 ），將職業教育往前推進一步，也在「經濟財政改革的

基本方針 2007」（ 財政改革 基本方針 2007）中，提到職業教育實施的重

要性以及財政上的援助措施等，讓職業教育的推展更上一層樓。加上，從 2004

年度開始，文部科學省在國小、國中和高中，實施十二年一貫的職業教育，展

開所謂的「職業教育推進地區指定事業」（ 教育推進地域指定事業），

形成一股職業教育的流行風潮，其中專門高校的課程改革最受矚目。

2009 年三月，日本《高中學習指導要領》修訂公告，新課程預定 2013 年

度正式全面展開。因《高中學習指導要領》一體適用所有高校，故專門高校課

程修訂的過程如同一般高校（林明煌，2009）。首先，文部科學省接到來自首

相官邸的教育改革建言之後，立即責付中央教育審議會進行審議，該審議會中

的教育課程部會便於 2005 年四月開始進行小學和高中的《學習指導要領》的修

訂，2006 年 2 月 13 日向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審議經過報告》，2007 年 11 月

7 日再提出《教育課程部會至今審議的總結報告書》（教育課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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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針對報告書中有關課程改革的內容，教育課程部

會除了諮詢或傾聽相關教育團體的建言之外，會再利用 1 個月的時間蒐集來自

民間的意見。若有確切的需要，文部科學省會再針對有疑義的部分進行修改。

一旦《學習指導要領》正式公布後，預計在半年內正式發行販售。例如：2008

年 12 月 22 日公布《高校學習指導要領修訂案》；今（2009）年 1 月 21 日止，

廣徵民意且修訂部分內容後，於同（2009）年三月公布《高校學習指導要領》；

預定 2009 年九月發行，為因應高中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作者從以下四點來說

明專門高校職業教育改革的特色。

一、利用多元入學方案或擴大升學管道來厚植專門高校的競爭力

近年來，因高科技所需的專門及專業能力的提升和產業結構的改變等因

素，公司行號的人員招聘對象從過去的高中職生漸漸轉向大學生。因此，專門

高校畢業生求職越來越困難，想繼續升學的高校生越來越多。為了因應此廣大

的升學需求，專門高校畢業生比同普通高校，其畢業生除了可以升大學之外，

也可進入短大或專門學校就讀，或插班進入高專四年級，也可以社會人士的名

義，到各高校附設的「專攻科」進修。

以升國公立大學為例，傳統入學方式是參加大學聯考和推甄考試（楊思

偉，1999；文部科 省，2009b）。在大學聯考入學方面，首先，職校畢業生必

須參加「大學入學中心考試」（大 入試 試 ），考試科目有 5 學科

7 科目（國語、外語、數學 1 和數學、地理歷史與公民、理科），成績達到申

請大學所設定的最低分數者，再參加該大學所舉辦的「個別學力檢查」（個別

力 ），俗稱第二階段考試，及格者才能入學。然而，因許多大學招生不

足，從 1989 年度開始，採「分割分離的方式」進行校內選拔活動，即將第二階

段的「個別學力檢查」分前期和後期舉行，其考試的方式、招生的名額和日期

由各大學自行訂定之。

近年來，為了提供考生更多入學機會，有一部分的公立大學將「個別學力

檢查」區分成前期、中期和後期等三階段進行。具體而言，參加前期選拔活動

合格者經入學報到後，不能再參加中期和後期的選拔活動，即使參加了中期或

後期選拔，倘若及格也不錄取，以免影響其他人的權益；前期選拔放榜後，中

期和後期選拔活動才會正式開始；招生員額雖有前期、中期或後期的分配，但

原則上以前期的配額最多；經過上述的選拔活動，仍招生不足之大學或科系，

可以進行獨立招生，而獨立招生的日期與方式由大學自行訂定。總之，專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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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教育課程以專業技能的學習與證照的取得為設計核心，故其畢業生不善於

大學入學中心的考試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推甄入學成為專門高校生升大學的另

一個途徑。

在推甄入學方面，主要以某領域學有專精的高中職畢業生為對象，經由學

校推甄，提交該領域的成績單和調查書（高中生在學相關資料），經審查通過

者可以提早獲得大學入學資格。其中，「指定校推甄」廣為專門高校畢業生所

利用，即專門高校與大學締結合作關係，專門高校畢業生在學校的推薦之下，

參加合作大學所舉辦的甄選考試（沒有筆試只有小論文、面試或實作），合格

者便可進入合作的大學。例如：農業高校畢業生可以推甄至農業技術學院、商

業高校畢業生可以推甄至商業技術學院等。以私立北陸大學為例，該校與 5,238

所高校建立推甄合作關係。此推甄制度因可確保專門高校學生升學的管道，且

大幅度減少升學的壓力，深獲高中職學生的歡迎；又，可以幫助大學選拔出優

秀的人才，確保招生來源，也受許多私立大學的肯定。但是，推甄入學者的基

本與基礎的學力不足且入學後又趕不上進度，無形中變成大學教師的負擔，間

接影響教學的品質。為此，一部分大學在推甄的條件上，加入專業學科考試，

通過測驗者才能獲得該大學入學的許可。在 2009 年度，有 90%以上的國、公立

大學 4（145 所大學 408 個學院）實施推甄入學（文部科 省，2009b）。

近年來，各私立大學為了開發新生的來源，確保新生的質與量，從美國引

進「招生事務處（admission office，AO）入學方案」，以高中職在校 3 年的學

業成績或大學入學中心的考試成績、所參與的體育活動、社團活動或公益活動

等實務的經驗和績效作為評鑑對象，透過書面審查與面試，綜合性地選拔特殊

優秀人才進入大學就讀。例如：體育選手、演員、藝人或社會人士皆利用 AO

入學方案而順利進入大學就讀。至 2009 年止，超過 70%以上的私立大學實施

AO 入學方案，而以推甄入學為主的國、公立大學也有 40%（約 60 所以上）的

學校實施 AO 入學方案（文部科 省，2009b）。但是，藉由 AO 入學方案入學

者的基礎與基本學力低下、入學後課業趕不上進度，因此如筑波大學、一橋大

學等一流大學從 2009 年度起，停止實施 AO 入學方案，九州大學則從 2010 年

度開始實施。

4 所謂國公立大學乃指文部科 省管轄的「國立大學」和隸屬於都道府縣政府的「公立大學」。國立大學的經費來自文

部科學省，而公立大學的經費來自於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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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初中等教育課程的連貫以長期培養職業觀與勤勞觀

所謂的職業觀與勤勞觀指「對職業或勤勞的認知與理解及其在人生所擔負

的意義和角色之個人認知，包含對職業和勤勞的看法、想法與態度等的價值觀」

（ 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生徒指導研究 ，2002：21）。要培養學生的職

業觀與勤勞觀並非以教導或灌輸的方式進行，必須讓學生自我探索勞動的意義

與目的，在其過程中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職業觀和勤勞觀（文部科 省，2008a：

109-110）。

國小利用各學科的學習、綜合活動、社團活動或道德時間，有計劃地安排

職場參觀，讓學童認識各種職業與其工作的情形，並透過日常生活的打掃、值

日與勞動服務，讓學童瞭解勤勞的意義與目的，並養成良好的勤勞習慣。在國

中的職業教育方面，它沿襲國小的實施方式，將職場參觀提升至職場體驗或就

業體驗，並從 2005 學年度開始，每所國中必須安排連續 5 天的職場體驗活動，

稱之為「職業開始週」（ ）。文部科 省

（2008a）希望透過「職業開始週」的實施，讓國中生能藉由與職場從業者的互

動，來加強隔代的溝通；給予學生機會思慮自己未來的職業，提高職業選擇的

能力，促進良好職業觀的養成；讓學生瞭解學校學習與職場就業的關係，喚起

對學習的興趣，增加實際接觸職場知識與技能的機會。因效果良好，在 2006 年

度，有 94.1%的公立國中和 56.5%公立高校實施「職業開始週」，而高校中以專

門高校（81.5%）實施率最高。

另外，文部科學省為了開辦有特色的職業教育，以專門高校為對象，推動

「朝向特殊專業人才『超級專門高校』」（目指 《

門高校》）的事業計畫，同時與經濟產業省合作創設了「創作人才養成專門

學校與地方產業合作事業」（ 人材育成 門高校 地域

業連 事業），來強化專門高校的教育功能與地位。又，為了加強專門高校學

生的實踐技術能力，融合學校教育與產業的實地訓練，推動「專門高校『日本

版產學雙元系統』5 推進事業」（ 門高校等 「日本語版

」推進事業）。同時，每年固定舉辦一次「全國產業教育博覽會」（全

5 根據專門高校「日本版產學雙元系統」推進事業調 研究者會議，產學雙元系統（dual system）為德國所開發出來職

業教育系統，結合學校教育與職場實地訓練的一套教育體制，學生白天在工廠實習，晚上到學校上課。日本版的產學

雙元系統因學校與產業合作的不同，每學年採 1 週到 2 個月不等的工廠實習，其餘時間在學校上課。工廠實習的方式

類是現今的實習醫生制度（internship）（ 門高校等 「日本版 」 調 研究者

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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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教育 ），讓專門高校學生發表學習的成果，開放國中生和產業界參

觀，舉辦各種競技大賽如機器人比賽、相撲比賽或科展等，藉此擴展職校生的

人際關係，加深對產業教育的瞭解。

表 2 日本初、中等教育階段職業教育課程的實施狀況表

小學 中學 高校

目標 升學與就業的知識和理解。 升學與就業的探索和設計。
升學與就業的選擇和轉
移的準備。

養
成
能
力

文部科
學省

人際關係形成、資訊的活用、未來的設計、意志決定。

各地方
省廳

基礎的資質、社會能力、就業能力、職業發展能力。

實施場合
教科、道德、特別活動、
生活科、綜合學習。

教科、道德、特別活動、
綜合學習。

教 科、科 目、特 別 活
動、綜合學習。

方
法

校內

遊戲性、知識性。 工作性、探索性。 情意性、探求性。

職業遊戲、資料卡分類、
機器使用、興趣檢查、與
客人交談等。

小集團學習、體驗、發表、
職業圖製作、與客人交談。

討論、角色扮演、案例
學習、職場實習等。

校外
（家庭）職場參觀、職場
工作觀察（job-shadow）、
家庭與地方活動等。

（地區）職場工作觀察、
義工、勤勞體驗活動、訪
談客人等

（社會）生存方式、升
學體驗活動、就業體驗
活動、訪問社會人士等。

評量

診斷性評量。 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

預備狀態、單元或期末、
生活 學習 升學行動等。

同左、升學和就業學習、
職業體驗、升學和就業的
意識與態度等。

同左、職場實習、升學
和就業的成熟度。

資料來源：仙崎武（2006）。

表 2 是日本初中等教育階段職業教育課程的實施狀況。具體而言，小學以

「升學與就業的知識和理解」、中學以「升學與就業的探索和設計」、高校以

「升學與就業的選擇和轉移的準備」作為職業教育的目標。職業教育所要培養

的能力有依文部科學省規定的四領域八大能力，也有各地方省廳發揮創意所實

施四大能力。職業教育實施場合大都集中在各學科的學習、特別活動（課外活

動）或綜合學習活動等。實施方式依場域區分成校內和校外，其中校內是以遊

戲性和知識性（小學）、工作性和探索性（中學）以及情意性和探求性（高校）

為原則，安排各式的職業遊戲、集團學習、討論與發表、角色扮演、與客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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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或職場實習等；校外則區分成家庭【職場參觀、職場工作觀察（job-shadow）、6

家庭與地方活動等】、地區（如影隨形的觀察、義工、勤勞體驗活動、訪談客

人等）和社會（生存方式、升學體驗活動、就業體驗活動、訪問社會人事等）。

至於評量方式，採用多元評量和動態評量等方式，進行診斷性、形成性和總結

性評量。

三、改設類科、活用學分制和增加職場見習活動來彈性化課程的

架構與內容

專門高校受到少子化、大學升學率的提升以及課程內容不包含大學聯考的

科目等因素的影響，招生越趨困難。為了突破困境，許多專門高校特別是私立

職校企圖廣設學科、活用學分制或增加職場見習活動來彈性化課程內容，藉此

增加學校的競爭力。過去專門高校只單獨設立 1 學科，因單一學科課程無法因

應社會變遷和升學的需求，更無法迎合學生的學習興趣，為了使課程架構多元

化、學校更具競爭力，許多職校改成綜合高校。根據文部科 省（2008c）的學

校基本調查報告，綜合高校由 2004 年度的 149 所增加到 2008 年度的 226 所。

除了上述類科的更改外，許多專門高校為了提升課程的彈性，增加學生修

讀其他類科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將過去只要修完高中 3 年課程即可畢業的「學

年制」，改成只要修滿畢業的學分即可畢業之「學分制」。在過去的學年制裡，

學生每學年必須修得規定的科目與學分才能順利畢業，萬一某學年有一科被當

就得留年延畢 1 年。高校學分制模仿大學學分制而來，只要修滿規定的學分即

可畢業，沒有擋修、留年和年限的問題。高校學分制在 1986 年開辦，1993 年正

式邁入制度化，2008 年度時有高達 543 所高校實施學分制。其實，大部分的高

校實施的是「學年學分制」，它綜合「學年制」和「學分制」，即在高一或高

二實施學年制，而高二或高三則實施學分制。

所謂專門高校指設有農業、工業、商業、水產、家庭、看護、資訊和福祉

等 8 科目的高校，根據文部科學省《職業教育推進相關綜合調查研究合作者會

議報告書》（ 教育 推進 合的調 研究協力者 議報告書）

的指示，未來的職業教育有四個基本方針（文部科 省，2004）：（一）確實

掌握每位學生的狀態與狀況，支援學生的生長與發展。（二）提升學生對「勞

動」的關心以及學習興趣。（三）充實作為「職業人」所需的資質與能力之教

導。（四）培養學生自立的意識與豐富的人性。依循此四大基本方針，每所學

6 所謂的職場工作觀察是指學生利用一天的時間，到學有專精人士的工作場所，進行一天的體驗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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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必須以「專業的能力和態度」之培養作為主軸，開發出各自的學習計畫，並

改善職業教育課程與教學的內容與方法，活用各種職場體驗活動，促進學生對

社會與經濟的理解，認識到勞動者的權利與義務，建構良好的人際關係。因此，

在推展職業教育時，必須先提升教師的專業素質與能力，活用校外的各種學習

資源，加強與家長間的聯繫，強化與大學和產業的合作，達到社會理解與產學

合作的目的。就專門高校職業教育而言，目前的課程與教學特色如表 2 所示，

利用教科、特別活動及綜合學習時間，設計並實施討論、角色扮演、案例學習、

職場實習、升學或就業體驗活動、訪問社會人士等情意性、探索性的教學活動，

藉此培養職校學生的職業觀、勤勞觀以及專門與專業的知識技能。

四、增加課程科目或修改課程內容來因應社會變化與產業需求

表 3 為日本新舊版專門高校課程科目一覽表。表中所示的科目，除了「農

業」和「工業」兩科之外，其餘的六科課程科目新舊版有相當大的差異。不管

是科目數量或內容皆做了相當程度的調整，其目的在因應中央教育審議 （2008）

所提之建議：在「生存能力」培養的總目標下，為了讓學生自立於將來多變的

社會中，必須先培育其正確的勤勞觀和職業觀，重視並瞭解生活與社會以及職

業與工作的關係，透過職場體驗活動、升學或就業體驗活動，全面化且有系統

地推展職業教育；藉由職場體驗活動，讓學生實際地瞭解並體會出學習、工作

與勞動及生存的意義；另外，課程內容必須因應產業結構的變化與科技的進步，

精選各個專門學科的教育內容，開發出嶄新的教學方法；與國中小學的職業教

育和升學就業輔導相接續，加強產業界或大學教育所需之能力與素質，積極營

造出專門高校的好聲譽，強化產學合作的關係。依循上述課程改革的方針，新

《學習指導要領》主要從三個觀點來進行課程的修訂（中央教育審議 ，2008：

115-116）：

（一）從基礎基本學力養成的觀點：利用證照考試、資格考試或各種競

賽，培養各職業科目所需的基礎與基本知識與技能，透過實際的職場體驗學習

來加強學生的實踐能力、課題解決能力、溝通能力、自決能力、冒險的精神、

積極的學習興趣與態度。

（二）從地方產業人才培養的觀點：在地方社會與產業的合作與交流下，

充分利用校外專業人才來充實教學活動與內容，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溝通能

力與社會適應能力，並瞭解地方社會與產業結構。

（三）從具有豐富人性的職業人養成觀點：透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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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接觸，培養職業人所需的人性與人品以及愛護生命、自然與事物的心，

培育應有的社會意識規範和倫理觀。

作者分析新、舊版的課程內容發現，各學科的課程分化越來越專業，課程

內容越來越精細，充分反映出現行產業與社會的需求；刪除或整合舊課程中重

複之處，增加最新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相當重視場地實習與學校教育的連結；

教學內容與活動視證照或資格取得為要務。例如：農業科的「農業與環境」是

統合舊課程中的「農業科學基礎」和「環境科學基礎」，而舊課程的「微生物

基礎」和「動物 微生物有機科技」因有許多內容重複，故重新整合成「微生

物利用」。為了加強工業基礎與基本知識技能，工業科方面新設了「環境工程

基礎」，將「多媒體應用」改為「電腦系統技術」。商業科將「商業技術」改

名為「商業實務」，並新增了「商品開發」、「商業經濟Ⅰ」、「管理會計」

和「商業資訊管理」，以反映社會與市場的需求。另外，將「英文實務」與「商

業技術」統合成「商業溝通」；改編「商品與流通」為「廣告與販賣促進」，

「國際商務」改為「商業經濟Ⅱ」；「會計」改為「財務會計Ⅰ」，「會計實

務」改為「財務會計Ⅱ」；結合電腦技術與資訊通信網路，改寫「文書設計」

成「電子商務買賣」等。為了培育有證照的看護人才，將看護科舊課程中的六

科改編成十二科，再增加「看護統合與實踐」一科，以因應看護士證照考試。

表 3 日本新、舊版專門高校課程科目表

課程
內容

學科 2009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1999 年版《學習者導要領》

農業

農業與環境、課題研究、綜合實習、
農業情報處理、作物、蔬菜、果樹、
花草、畜產、農業經營、農業機械、
食品製造、食品化學、微生物利用、
植物有機科技、動物有機科技、農業
經濟、食品流通、森林科學、森林經
營、林產物利用、農業土木設計、農
業土木施工、水循環、造園設計、環
境綠化材料、測量、生物活用、綠生
活（共 30 科）。

農業科學基礎、環境科學基礎、課題
研究、綜合實習、農業情報處理、作
物、蔬菜、果樹、花草、畜產、農業
經營、農業機械、食品製造、食品化
學、微生物基礎、植物有機科技、動
物．微生物有機科技、農業經濟、食
品流通、森林科學、森林經營、林產
物加工、農業土木設計、農業土木施
工、造園設計、造園技術、測量、生
物活用、綠生活（共 29 科）。

工業

工業技術基礎、課題研究、實習、製
圖、工業數理基礎、資訊技術基礎、
材料技術基礎、生產系統技術、工業
技術英語、工業管理技術、環境工學
基礎、機械設計、原動機、電子機械、
汽車工學、汽車修理、電氣基礎、電

工業技術基礎、課題研究、實習、製
圖、工業數理基礎、資訊技術基礎、
材料技術基礎、生產系統技術、工業
技術英語、工業管理技術、機械設計、
原動機、電子機械、電子機械應用、
汽車工學、汽車修理、電氣基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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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本新、舊版專門高校課程科目表（續）

課程
內容

學科 2009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1999 年版《學習者導要領》

工業

氣機器、電力技術、電子技術、電子
迴路、電子計測控制、通訊技術、電
子資訊技術、企劃技術、硬體技術、
軟體技術、電腦系統技術、建築結構、
建築計畫、建築結構設計、建築施工、
建築法規、設備計畫、空調設備、衛
生防災設備、測量、土木基礎力學、
土木結構設計、土木施工、社會基礎
工學、工業化學、化學工業、地球環
境化學、材料製造技術、工業材料、
材料加工、陶瓷化學、陶瓷技術、陶
瓷工業、纖維製品、纖維、染色技術、
染織設計、室內設計、室內裝潢、室
內元素生產、設計技術、設計材料、
設計史（共 61 科）。

氣機器、電力技術、電子技術、電子
迴路、電子計測控制、通訊技術、電
子資訊技術、企畫技術、硬體技術、
軟體技術、多媒體應用、建築結構、
建築施工、建築結構設計、建築計畫、
建築法規、設備計畫、空調設備、衛
生防災設備、測量、土木施工、土木
基礎力學、土木結構設計、社會基礎
工學、工業化學、化學工業、地球環
境化學、材料製造技術、工業材料、
材料加工、陶瓷化學、陶瓷技術、陶
瓷工業、纖維製品、纖維、染色技術、
染織設計、室內設計、室內裝潢、室
內元素生產、設計技術、設計材料、
設計史（共 60 科）。

商業

商業基礎、課題研究、綜合實踐、商
業溝通、市場學、商品開發、廣告與
販售促進、商業經濟Ⅰ、商業經濟Ⅱ、
經濟活動與法律、簿記、財務會計Ⅰ、
財務會計Ⅱ、原價計算、管理會計、
資訊處理、商業資訊、電子商買賣、
企劃、商務資訊管理（共 20 科）。

商業基礎、課題研究、綜合實踐、商
品與流通、商業技術、市場學、英語
實務、經濟活動與法律、國際商務、
簿記、會計、原價計算、會計實務、
資訊處理、商務資訊、文書設計、企
劃（共 17 科）。

水產

水產海洋基礎、課題研究、綜合實習、
海洋資訊技術、水產海洋科學、漁業、
航海與計器、船舶運用、船用機關、
機械設計工作、電力理論、移動體通
信工學、海洋通信技術、資源增值、
海洋生物、海洋環境、小型船舶、食
品製造、食品管理、水產流通、潛水、
海上運動（共 22 科）。

水產基礎、課題研究、綜合實習、水
產資訊技術、漁業、航海與計器、漁
船運用、船用機關、機械設計工作、
電力工學、通信工學、電力通信理論、
養殖漁業、水產生物、海洋環境、船
隻操控、水產食品製造、水產食品管
理、水產流通、潛水（共 20 科）。

家庭

生活產業基礎、課題研究、生活產業
資訊、消費生活、兒童發展與保育、
兒童文化、生活與福祉、客廳設計、
服飾文化、流行造型基礎、流行造型、
流行設計、服飾手工藝、食物設計、
飲食文化、調理、營養、食品、食品
衛生、公共衛生（共 20 科）。

生活產業基礎、課題研究、家庭資訊
處理、消費生活、發展與保育、兒童
文化、生活看護與福祉、客廳設計、
服飾文化、被服製作、流行設計、服
飾手工藝、食物設計、飲食文化、調
理、營養、食品、食品衛生、公共衛
生（共 19 科）。

看護

基礎看護、人體與看護、疾病與看護、
生活與看護、成人看護、老人看護、
精神看護、在家看護、母性看護、幼
兒看護、看護統合與實踐、看護現場
實習、看護資訊活用（共 13 科）。

基礎看護、看護基礎醫學、成人與老
人看護、母子看護、看護臨床實習、
看護資訊處理（共 6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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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本新、舊版專門高校課程科目表（續）

內容
課程

學科 2009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 1999 年版《學習者導要領》

資訊

資訊產業與社會、課題研究、資訊表
現與管理、資訊與問題解決、資訊科
技、流程圖與計畫、網路系統、資料
庫、資訊系統演習、資訊媒體、資訊
設計、表現媒體的編輯與表現、資訊
服務演習（共 13 科）。

資訊產業與社會、課題研究、資訊演
習、資訊與表現、流程圖、資訊系統
開發、網路系統、模型化與模擬、電
腦設計、圖形與圖畫的處理、多媒體
表現（共 11 科）。

福祉

社會福祉基礎、介護福祉基礎、溝通
技術、生活支援技術、介護過程、介
護綜合演習、介護實習、身心理解、
福祉資訊活用（共 9 科）。

社會福祉基礎、社會福祉制度、社會
福祉援助技術、基礎介護、社會福祉
實習、社會福祉演習、福祉資訊處理
（共 7 科）。

說明：底線 代表新增；底線 代表刪除或合併。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文部科 省（2009c）。

伍、對我國職業教育的啟示

我國的教育體制與日本一樣，採六三三制，即小學 6 年、中學 3 年、高中

3 年。在職業教育制度上，兩國高中職的升學管道暢通且多元，但升學方式與

條件各異。近年來，產業結構的改變、大學升學率的提升和少子化現象年年的

加溫，台日兩國皆面臨職校招生困難的窘境、畢業生就業率下降以及新世代年

輕人價值觀的改變等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以下三點日本的職業教育的

課程政策可提供我國參考。

一、利用長期的課程連貫與規劃來提升學生的職業價值觀

日本政府認為現存的社會問題諸如年輕人不就業、常換工作或工作態度不

佳等，皆導因於職業教育的不足。內閣府責付文部科學省負責，召集七個相關

部會首長，共同研議日本職業教育的對應方針與策略。在結論中一致認為，認

真、勤勞和負責是日本傳統的美德，為了喚起這些基本的職業觀和勤勞觀，必

須從國中小學和高中的課程改革著手做起（中央教育審議 ，2008：68-69）。

因為一個人的觀念、信念、態度或思維的改變並非一朝一夕可成，需要透過長

期的規劃與實施才能有所見效，故將職業教育的實施往下扎根是有其必要的。

如表 2 所示，國小、國中和高中三階段所實施職業教育課程中，不管是教育目



日本專門高校職業教育改革的現況與特色136

標也好，或是評鑑方式也罷，所有課程的組織與架構呈現出連貫性和層次性。

由於課程改革的權責單位為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分科會中的教育課程部

會，所以職業教育不會出現斷層或重複的現象。

反觀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的權責單位為教育部技職司，其管轄範圍不包含

國小、國中和大學，職業教育課程改革只鎖定在高職部分，企圖透過 3 年的教

育來培育學生未來就業所需的勤勞觀與職業道德。然而，勤勞觀或職業道德是

人的一種思想、信念或態度，這種信念或態度必須長年累月、有計畫、有系統

的教導才能有些微的收穫。因此，職業教育必須往下扎根、從小學做起，透過

中小學、高中和大學課程的連結，有效地培育我國社會所需的特殊專業人才，

才是當務之急。日本職業教育課程改革的單一化和長期培養職業價值觀的策略

與方法，或許可以作為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的參考。

二、強化職場體驗活動來培養學生實踐力、溝通能力與問題解決

能力

厚生 省職業能力開 局（2003）研究指出，日本產業界認為現今專門

高校畢業生的基礎基本專業能力不足、人際關係不佳、溝通方式與態度不良，

故將雇用的學歷提升至大學的程度，因而影響到專門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加

上，社會各界對職校學生有著定型化的印象，認為職校學生學力差、學習意願

低落、出身於低社經地位的家庭等，造成國中畢業生紛紛選擇普通高中就讀（齊

藤貴義，2009）。近年來，為了確保招生來源，提振職校學生的形象，各式各

樣的推甄制度與產學合作方案紛紛出爐，導致課程內容更加地活潑化、實用化。

例如：除了一般該有的職場實習之外，各學科課程必設專題研究來培養學生問

題解決的能力；在國中小學導入「職場工作觀察」，在高中引入「實習醫生制

度」，7 加強學生的觀察力、實踐力與專業能力，促進國中小學學生對職業工作

的瞭解。最近，「實習醫生制度」深受好評，許多日本國中課程導入 1 星期左

右的職場實習，意圖深化學生的職業觀和勤勞觀（文部科 省，2008a：109-111）。

由此可知，職場體驗活動在日本職業教育課程中扮演重要地位，意圖透過

經驗活動來精緻化學生的專業知識、技能、態度與信念。為了讓學童暸解地方

產業與職場工作情形，有助於其未來職業的選擇和規劃，職場體驗活動也逐漸

7 所謂實習醫生制度，顧名思義，它來自醫學院的實習制度，在職場專家的實地帶領下，進行臨床的訓練，以磨練學校

所教、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專門高校的學生一般利用寒暑假期間，到合作的地方產業進行臨床的實習與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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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融入國小和國中課程，這種職場體驗活動不侷限於職校課程，更深耕於國中

小學教育中。反觀我國中小學教育，並未將職業教育納入課程的範疇，在《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中也未述及任何有關職業教育的事項，小學、中學和高中三

者之間，找不出相互連貫、有組織有體系的職業教育課程特色。另外，我國就

業狀況和日本差異不大，也面臨著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工作態度不積極、專業

能力不足等問題。

三、因應社會變化與就業市場需求來調整專門高效職業教育課程

2009 年三月，日本文部科學省修訂並頒布新版《高中學習指導要領》。其

中有關專門高校職業教育課程的部分進行許多的修正，而此次課程的修訂主要

圍繞在基礎與基本專業能力、溝通與實踐能力的獲得以及職業態度的養成（中

央教育審議 ，2008：114-115）。為了達到此教育目標，文部科學省統合厚生

勞動省、經濟 業省等部會的研究報告與調查結果，重新檢討專門高校職業教

育課程，進行專業化、證照化、精緻化的課程改革。其課程改革的策略有：刪

除或整合舊課程中重複之處，增加最新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視證照或資格取得

為教學的要務，以利學生升學或就業；拉長職場實習的時間，安排各式各樣就

業的體驗活動，促進學生的實踐力、協調力、社會適應力與溝通能力的培養，

並增加其學習興趣。上述課程改革策略乃因應社會變化與產業需求而生，反映

出日本政府解決職業教育問題的決心，企圖透過實際且長期的職場體驗活動與

實習，讓養尊處優慣了的日本學生學會什麼是工作態度、勞動意義與專業能力，

俾奠定日本產業的基礎。

反觀我國高中職的職業教育，各職校雖有工廠實習課程，但上課地點皆在

學校內設的實習工廠，學生無法充分瞭解社會職場的需求與氛圍，畢業後常常

無法適應職場工作的需求與壓力，導致人際關係的崩解；許多學校雖然與產業

界進行建教合作，但校內課程結構與職場工作內容不相連貫或相互脫節，職場

工作淪為賺錢養家活口的依據，上課只是獲得文憑的工具。這些問題過去也曾

出現在日本專門高校的職業教育課程裡，而現今的日本則講求實事求是，透過

各部會長期的研究與調查，充分掌握產業社會需求與職業教育的問題，利用上

述策略來解決此問題，此可能成為我國未來職業教育改革的參考。

四、設置職業諮商師來指導學生自我抉擇與自立

根據厚生勞動省僱用政策研究會 2002 年的報告指出，「無業遊民」或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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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上學的「宅男宅女」等人數逐年增加，在未提出有效因應策略之前，預計

2030 年的勞動力比 2040 年減少約 1,050 萬人（ 問題 ，

2004）。因勞動力的減少會影響到就業率的下降和失業人口的增加，2004 年日

本經濟產業省下令，各都道府縣必須設置「工作咖啡站」（ ），

輔導年輕人就業並提升其專業能力（ 業省，2004）。另外，厚生勞動省

也要求各都道府縣必須設立「年輕人就業服務站」（ ），聘

請有專業執照的職業諮商師，專門針對未滿 30 歲的年輕人提供就業資訊與服

務。基於就業諮商必須及早做起，文部科學省要求各高中職領有心理諮商士證

照的學校諮商師，必要時提供學生升學與就業的諮商，指導學生自我抉擇並能

自立於多變的社會中（厚生 省職業能力開 局，2003）。由於學校諮商師

只是一位心理諮商士，非職業諮商士，如何提升學校諮商師的諮商能力乃是日

本學校職業教育的新課題。

反觀我國各高中職都設有輔導室來提供生涯輔導，但是輔導人員皆由校內

教師擔任，該教師雖要修過輔導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但咸少領有國家心理諮商

師的證照。學校總是希望學生取得各種證照才有利於就業，但是聘用未領有輔

導諮商專業證照的人士來擔任輔導教師，因此，有違職業教育倫理。若只學過

輔導相關理論的人就能擔任學校輔導工作，那諮商師或心理師的國家證照考試

就無存在的。如何貫徹職業證照考試與人員任用將是我國職業教育必須重新面

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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