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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職汽車科工作導向

專題製作教學取向探討

廖年淼
*
　劉玲慧

**

摘要

本文以高職學校汽車科「專題製作」為例，採用專家座談與教學實驗法，

試圖探究工作導向專題教學概念架構作為發展相關教學取向與主題選擇之指導

方向。本文首先釐清工作導向專題製作課程的目標、意義與價值，並提出工作

導向專題製作課程應具備之內涵；再者，為了讓教師自我檢視教學方法是否符

合工作導向的意涵，本文進一步研擬三個要件、七項指標作為檢驗是否符合工

作導向專題主題的標準；最後，發展出三種可供高職汽車科教師選擇的教學取

向，分別為：主題探究取向、創新改良取向、與綜合性故障排除取向，供高職

汽車或動力機械群領域教師進行「專題製作」教學之參考。

關鍵詞：汽車科、工作導向、專題製作、教學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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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for the Work-
based Capstone Course of the Automotive Mechanics 

Department at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wan

Nyan Myau Lyau*   Ling Hui Liu**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develop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of work-based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for the Automotive Mechanics Department at vocational 
schools. Expert panel discussion and instructional experiment design were employed. 
The researchers began first with a clarification of the objectiv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practical project at vocational schools, and continued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its scope 
and its content. We then developed three components and six measures as the criteria 
of work-based project with which teachers of vocational schools could build their own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Finally, three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we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namely, subject inquisition, creative refinement, and trouble-shooting approaches. 
Hopefully, these three instructional approached could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instructors of the Auto Mechanics Department at vocational schools.

Keywords:  automotive mechanics department, work-based, practical project, 
instruction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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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6年起，臺灣後期中等教育實施「高中職學校課程暫行綱要」（以下簡
稱「暫綱」）課程，主要銜接中小學的九年一貫課程，並增訂「職群」概念，同

一「職群」的類科中，明訂部定必修核心課程，以涵養學生具備該學群的基礎

知能，增加學生畢業後繼續進修或就業的彈性，為高職學校職群課程劃下新頁。

教育部為發展該暫綱曾召開多次全國性課程發展會議，與會成員包括學校

教師、教師會代表、家長協會、各群科課程發展委員、業界等代表；其中業界

代表指出為因應快速變遷的產業環境，高職學生應該修習一門具備整合性功能

（專業知識、技術、能力整合）之課程，以建立學生團隊精神、發揮創意、與

具備問題解決能力等能力，因而有專題課程之芻議。加上 2006年暫綱要擬定，
亟待發展一門具備實務特色之課程，以落實高職學校實務取向的辦學目標，經

過數次課程會議，始確立課程名稱為「專題製作」，並於該暫綱的「校訂必修科

目」中明定各高職校定科目中均必須開設「專題製作」科目至少 2學分（引自
田振榮等，2006；教育部，2006）。其後在 2010年公告的正式綱要，仍賡續此
課程名稱與校訂必修課程規範。

一般而言，不管是技專校院的實務專題或是高職的專題製作，都是一門整

合性的課程，旨在培育學生結合理論與實務的能力，透過教學者的引導，協助

學生應用其過去所學之專業課程知能，最後完成作品或成果，藉以培養學生之

組織、應用、統整、創新與研發能力（教育部，2010；湯誌龍，2010）。學校
應開設符合職場情境之專題製作科目，培養學生創作及統整能力，使學生了

解職場現況，應用所學適應產業變遷，以節省產業界人才訓練的成本（吳啟

明，2006）。另外，在暫綱實施通則之課程設計中第 6點明確指出（教育部，
2010），專題製作課程應以實務為核心，輔以必要的理論知識，以配合就業與繼
續進修之需求，並兼顧培養學生創造思考、問題解決、適應變遷及自我發展之

能力，使學生具有就業或繼續進修所需基本知能。顯然地，隨著時代的變遷，

高職學校不再是以操作型技能的學習、僅為培養單一行職業的熟練工為目標。

在知識半衰期不斷縮短，產業科技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下，職業教育已修

正其教育目標，揭示高職教育係為「培育學生應用所學的知識與技能，適應多

變的社會」（教育部，2010：5）；且就教育部的新課程綱要中揭示，應培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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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高層次的能力，如創作能力、統整能力、獨立思考、邏輯思考、問題解決

（教育部，2010）等。為達成此目標，學校課程發展與設計、教學活動、教師
教學方法、甚至與社會資源系統的互動必定有所改變，並轉向以人為本的建構

主義、合作學習務實致用及科技應用等觀念，並已成為職業教育核心價值。

情境認知學者 Lave與 Wenger（1991）指出，在職場中從事技能工作謀生
的資深工作者如維修工人、木匠、廚師等，往往具有絕佳的實務工作問題解決

能力，但未必接受完整性學理訓練，思考模式也非倚賴理論，但卻能有效地解

決工作職場上的問題。探究原因，乃因上述工作者透過長時間觀察、學習與累

積情境經驗，故具備解決職場實務問的能力。上述現象反應知識與技能習得的

最佳場所，就是在實際職場「情境」中觀察學習與建構最為有效（陳慧娟，

1998）。情境學習強調「情境行動」（situated action）的觀點，認為知識係學
習者與環境互動的產物，本質上受活動與文化脈絡的影響，知識若脫離使用

情境，學習就變成抽象符號的學習（Brown, Collins, & Dugid, 1989; Suchman, 
1987）。因此，情境學習提供學生生活經驗或相似社會學習環境內（如職場見
習），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增加對工作文化、工作世界的認識，進一步了解真

實工作的網絡，有助於學生產生文化浸潤（enculturation）的效果（陳嘉彌、汪
履維，2000；蔡秉宸、靳知勤，2004）。此學派給我們如下啟示：若專題製作
課程要培養學生的實務能力，則最好的教學策略就是提供一個實務情境作為學

習平台，讓學生有機會統整過去所學之理論知能，發展其問題解決能力及實務

知能。然而，究竟要如何設計實務情境才能接近「真實的工作世界」？有哪些

型態可供選擇？其要件、目標與價值為何？等則為未來探討的重要議題。

證諸過去技職教育體系各級學校，除了專校與科技校院有比較豐富的專題

教學經驗外（湯誌龍、黃銘福，2007），高職學校除了工業類科與設計相關類科
外，多數類科均缺乏專題教學教學經驗，許多教師至今都還在摸索（蔡吉郎，

2010）。雖然教育部賦予各群科中心包含專題製作在內的課程與教學發展任務，
惟因實施經驗僅有 3年（高三才有此課程），因此過去沒有實施專題課程經驗的
類科究竟應該如何進行教學始符合本課程之初衷，仍有極大發展空間。特別是

過去高職教學及學生學習方式多屬單向式講述法，若專題製作的教學經驗及典

範不足，則難以進行教學。有鑑於此，本文擬以汽車科專題製作為範圍，探討

符合工作導向汽車科專題製作之教學取向，以供高職學校教師參考。本文所提

及的工作導向學習，其學習場域並非侷限在業界，主要精神在於透過該課程，

讓學生有機會接觸真實工作職場，或者能解決生活中或職場中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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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專題成果能被業界所認同。

選擇「汽車科的專題製作」作為本文探討範圍，除了因為作者熟悉此領域

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汽車科以維修服務為主的特殊性。傳統上，不管是過去的

高職汽車修護科或現在的汽車科，都被歸類於工業類科，惟實質的專業訓練內

涵並非工業產品的製造或研發能力，而是以傳授汽車學理、保養、維修或檢驗

等知能為主（大安高工汽車科，2011；彰師附工汽車科，2011），因此要檢驗汽
車科學生的實務能力，並非檢驗學生是否具研發或組裝一部汽車能力、而是汽

車維修的成效。然而一部經過維修過的車輛引擎，不管是故障判斷或故障排除

的施作，從引擎外觀上極難辨別與維修前有何差別，這種特性正是汽車科與其

他工科最大的不同，也是該科實施專題製作課程最大的困擾。是以，在高職階

段，汽車科很難像其他工業類科的專題可以完成一個明確、看得見的成果或作

品，學生囿於其基礎能力較為不足、高三下升學統測考試壓力、教學資源與設

備的特性及限制，再加上多數教師缺乏專題教學經驗等因素（蔡吉郎，2010），
在在都使得高職汽車科（動力機械群其他科別亦然）的專題教學至為困難，因

為教學目標既須符合教育部增訂本課程為高職校訂必修課程的初衷，又須具備

職場實務、統整與應用過去所學之專業知能、培養創作及團隊合作能力等教學

目標，又要能夠在每週 2到 3個小時的有限時間與資源下完成教學，確實是一
個挑戰性極高的議題。

基於前述理由，本文首先發展一個工作導向（Work-based）的專題教學概
念架構，並以專家座談及實驗教學法，探究適用於汽車科的若干教學取向，提

供高職相關教師參酌使用。具體言之，本文之目的如下：（一）探討工作導向專

題製作課程的目標與價值；（二）探討汽車科工作導向專題製作之內涵、主題選

擇要件與檢核指標；（三）發展工作導向專題教學概念架構；及（四）研擬適合

高職汽車科的工作導向專題製作課程之教學取向。

貳、工作導向學習暨相關理論

一、工作導向學習之意涵

蕭錫錡等人指出（蕭錫錡，1994；Bailey & Hughes, 1999; Wehman, 2001），
以工作為導向的學習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自尊，進而達到基本學術能力及技術技

能，促進學生了解工作的文化與期望，使其能探尋並發展未來工作的網絡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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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工作導向學習的哲學乃認為最好的學習是可以將學習的主題或內涵直接

應用在真實生活情境的學習方式。另外，Colley與 Jamison（1998）、Richard
與 Meredith（2003）均認為，後期中等學校之學生學習是否具工作經驗，與學
生後來就業是否成功存在高相關。

因此，將學生學習場域由教室延伸到校外產業職場的工作導向學習，其學

習的主題或內涵直接應用在真實生活或職場，學習方式融入真實工作情境，能

促進學生對工作文化與期望的認識，進一步了解真實工作的網絡，加強其基本

學術和技術技能。

二、工作導向學習的優點

在美國、英國等先進國家之大學課程中，工作導向學習常以「工作實習」

的方式進行，是學生學習很重要的一個部分，特別在高等職業大學，更是學生

認為最有價值的學習方式（Stewart & Malcolm, 2003）。另外，以雇主及畢業
學生為調查對象的研究指出，受訪者認為，以工作導向為基礎的學習是幫助

學生學習、發展必要的手段；受訪者也具體提出，以「工作實習 」的學習方
式，將有助於學生在未來工作的表現更為成功，且畢業生和雇主均認為「工作

實習」（安置）是學校多數方案中最重要一項（Harvey, Moon, Geall & Bower, 
1997）。主要是因為學生認為透過工作實習（安排）能產生下列益處（Stewart 
& Malcolm, 2003, p. 4）：

（一）「工作實習 」是聯結和增進「技能差距」（skills gap）的橋樑。
（二）工作導向學習較能適應工作生活。如，了解工作性質和工作文化等。

（三）能有助於認識組織文化，適應於真實工作世界中。

（四）有助學生可移轉性技能發展。

（五）能結合學校教育中理論與實務，聯結至未來職場工作。

Richard與 Meredith（2003, p. 2）也指出，工作導向學習對學生的益處：
（一）確認生涯興趣、技能和能力。

（二）探索生涯目標。

（三）確認在職支持需求。

（四）發展良好工作習慣、職業能力及技能。

（五）增加對雇主的了解。

（六）發展學校與工作間聯結。

（七）增加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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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學生了解職場成本與效益間的聯結關係，增加對工作職場運作的

了解程度。

三、工作導向學習活動的型態

工作導向的學習活動有許多不同型態，其差異點在於學習活動介入職場的

程度，與是否具獨立工作能力，而學生停留在職場的時間長短而所有不同；獨

立工作能力亦有所不同。

（一）Richard 與 Meredith（2003, p. 1）提出八種工作導向學習活動：
1. 資訊晤談（informational interviews）：是一種職業探索，即透過晤

談，協助學生了解自己可能勝任的工作，並找到個人的專業優勢及弱勢。例

如，生涯指導測試可列出相關職業的適配，進一步幫助學生探索自己的職業性

向。

2.企業參訪（workplace tours）：即參訪企業、工作場所，例如是公司參
訪、工廠參訪，主要藉了解工作流程及不同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與技能，幫助

學生認識整體工作（holistic work）世界。
3. 如影隨形的工作體驗（job shadowing）：此學習型態即學生有一

段時間，進入與學校合作的企業進行見習，並跟隨在一位職場的工作導師

（mentor）或師傅，如影隨行進行職場工作體驗。除可以深入地觀察、模仿工
作導師的經驗與行為外，學習者有機會經驗完整情境脈絡，從中被誘發感興趣

事物，建構學習經驗，發展新知識與技能之架構。

4.工作場所師傅指導（workplace mentoring）：常見於歐美如德國、瑞士
等國家的師徒制，指結合學校教育及業界工作學習的培訓制度。根據學習的領

域不同，大多數課程持續 3到 4年，學生（徒）大多數時間在公司工作，每星
期到職業學校進行 1到 2天的學習。學徒在業界工作時，有一位工作場所指導
員，協助學生在工作過程中技能的學習。

5. 服務學習：美國南區教育委員會於 1967 年首先提出「服務學習」
（Minnesota Department of Children, Families & Learning, 2000a）一詞，隨後
在美國各地普遍推展，將服務學習方案整合、融入學校課程中，由學校與社區

一起協調，使服務學習課程，能將學習擴展至社區，能讓學生藉一種有組織的

服務經驗及服務活動的參與，學習與發展對他人關心的情感，並固定時間針對

服務活動中所見所為，進行思考、討論、寫作。

6.校辦企業（實習商店）（school-based enterprises）：係與學校簽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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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的商店，商店內所需工作人員由學生擔任，並將專業課程融入實體的商店

經營中，藉一種有組織的學習經驗、工作職務、工作內容，讓學生能有真實工

作世界的學習歷程，如實習商店、實習銀行、實習旅館。

7.在職訓練（on-the-job training，OJT）：意指廠內訓練。員工任職一段
時間後，組織所提供的訓練，易言之，訓練係在受訓者的工作崗位上進行，並

以工作職場內實際工作為媒介，稱為工作崗位訓練。如工作教導。

8.支薪的工作：通常指具有獨立工作能力的工作者，因擔任企業某一職
位，具有一定的工作職責及任務，具有工作實薪酬，通常大部分時間已在工作

崗位，對工作具有較大的貢獻度。

（二）明尼蘇達州九種產業導向學習活動

廖年淼、蔡吉郎（2008）指出，美國聯邦政府自 1994年起，訂定《學校到
職場機會法案》（national school-to-work opportunities act），鼓勵學校與產業界
結合，把學生的學習活動從學校教室延伸到校園外的工作世界，使學生對於真

實工作世界有具象的了解及體驗，以增進學生未來工作職場認識及試探。而明

尼蘇達州（Minnesota）九種產業導向學習活動，適用各種階段的學生，對其深
入職場的程度也不同，分述如下（Minnesota Department of Children, Families 
& Learning, 2000a, 2000b）：

1.職場實地參訪（work-site field trips）：屬於職業探索，藉以了解工作
流程、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能，讓學生能思考生涯發展。

2.如影隨形的工作體驗：典型職業探索活動，由學習者在 2至 3天緊隨
資深員工，體驗行職業執行工作內涵；或同一學習者在不同部門，跟隨不同員

工進行如影隨行體驗活動。

3.職涯學長（顧問）指導制（career mentorships）：職涯學長前輩協助學
習者以一對一的互動方式，發展學習者進入該職場所需的知識、技能和生涯計

畫。職涯學長前輩為經驗豐富，年紀稍長，能引導學習者提供應有的支持、激

勵及具體的協助。

4.服務學習：通常是指學校開設的課程與社區服務結合的一種方式。學
習者在參與社區的服務，能與教室所學課程緊密連結，並獲取學分的一種學習

型態。如此一來，對學生的態度、動機及成就有很大助益，進一步也能協助學

習者獲得公民或職場員工所需知能。。

5.青年創業（youth entrepreneurship）：鼓勵青年學生適當運用技能、創
意及進取心開創當地社區所欠缺的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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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綜上所述，與此相近的詞彙尚有「工作職場學習」（廖年淼、羅鴻仁，

2011；Matthews, 1999; Rylatt, 1994），工作職場學習包含幾個重要的概念，例
如組織內員工實際參與、針對特定任務為學習目標、得以個人或團隊進行學習

活動、學習活動多以工作需求為範疇、及其學習目標須對準或契合組織的商業

成果（in line with organizational business outcomes）（Rylatt, 1994），相較於
「工作導向學習」的意涵，後兩項是最主要的區隔；換言之，「工作導向學習」

是一個範圍更大的一種學習活動，泛指任何有助於了解工作內容或是對職場的

探索活動。

為了兼顧高職學校人力、資源與學習時間的有限性，以及技職學校實務人

才培育的政策目標，本文認為「工作導向學習」概念比較適合作為發展專題教

學取向的基礎，「工作導向學習」與「工作職場學習」彼此之間的關係如（圖

2）所示。目前國內相關文獻出現有「產業導向學習」的名詞（廖年淼、蔡吉
郎，2008），究其出現背景與本文的「工作導向學習」內涵較為接近。
工作導向學習不只涵蓋工作職場相關知能的學習，其學習範圍包含就業環

境脈絡、產品資訊或相關服務知能；學習場域可延伸到工作職場、但不侷限於

此；學習者可實際操作或進行觀察學習。工作導向學習最重要的是教學活動要

能結合或運用產業資源與人力、強化實務連結以彌補學校所習得之專業知能與

產業界的落差，其學習活動可以比較多元、具彈性。

近年來教育部頗重視技職教育實務人才培育，因此自 2008年十月開始籌劃
「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林聰明，2011）並於 2010─ 2012年分階段執行。該
方案供涵蓋 5大面向及 10大策略，其中第 1及第 2項策略分別為「強化教師
實務教學能力」與「引進產業資源協同教學」，正好符合前述的工作導向學習概

念，應用此一概念所設計的專題課程教學取向可以克服高職學校資源、時間、

人力比較不足等困境，此外，亦可適度的提供學生產業技術、產品市場、就業

市場或職場環境脈絡實務體驗機會，授課教師亦可在教學過程中獲取產業第一

手資訊，收教學相長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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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工作職場學習」與「工作導向學習」之關係圖

工作導向學習

工作職場學習

參、工作導向「專題製作」之內涵與主題的選擇

一、工作導向「專題製作」內涵

工作導向「專題製作」進行方向須透過下列三方面體現（見圖 3）：
（一）「專題主題」能反映真實工作世界相關的實務問題

一般而言，專題製作的主題的選擇係由教師或學生，依據校內現有的資源

及學生的能力而決定。而工作導向專題製作在選擇主題時，必須能反應真實工

作世界相關的實務問題，如此才能真正符合產業界的需求。

（二）「專題內容」必須與工作實務或環境脈絡有關的導向

產業界的技術日新月異、知識瞬息萬變，惟高中職學校的專業課程學習，

實際上很少有機會帶領學生走入企業界參觀或實際演練，了解新技術運用的情

況（蕭錫錡，1994）。因此，在進行工作導向的專題製作課程時，若能將內容聚
焦在產業界相關，透過學生實際參與產業的運作，模擬真實的工作情境，將所

學的理論基礎及專業技能，運用觀察、實際操作等方式，了解自己進入職場需

具備的知識、技能、態度，未來投入職場後，也能減少摸索的機會，增強自己

的競爭力。

（三）「專題學習方式」必須能夠融入真實工作情境

Brown等人提出（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學習者在真實情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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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其理論基礎即是問題

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而問題導向學習主要的內涵在問題應是
一種結構化程度較低（開放性）的問題，即專題製作開始於需要相當時間，多

元方式才能解決，且「問題」通常為一種低度結構化問題型態（ill-structured 
problem）（Jonassen, 1997; Weinert, 1999）。易言之，「待解決的問題」並沒有
標準答案；而問題的解決方式及答案不是唯一方式或答案，可能有許多不同的

方式或解答，或必須以結合多種資料為依據，方能歸納出問題的解答（鄒慧

英，2000，2001；Gallagher, Stepien, Monrtimer, & Workman, 1995）。
專題內容是否符合開放性或低度結構化問題之特性，應確認以下兩項準

則：首先，學生完成此專題是否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如果是，那就符合低度

結構的問題特性；其次，完成此專題的過程是否有不同的方式（亦即，沒有

「唯一」的完成方式），不同組的學生即便選擇同一主題，其執行方式都可能

南轅北轍；當然，最終的專題內容、書面資料組織與呈現也可能差異極大。反

之，若學生僅花數小時即可從網路上擷取若干資訊（單一方式），如此之專題設

計即不符合低度結構化問題的要件。

（三）應能統整先前所學之專業知能

專題製作的另一個目的是培養學生統整能力。因此，工作導向專題製作，

並非使學生獲得新專業知識；而是藉由專題製作的過程，使學生統整、運用過

去所學的專業知識（廖年淼、蔡吉郎，2008）。若專題與所學的課程內涵無關
聯，則專題製作失去原訂的目標，例如：若汽車科學生進行「迴力鏢的材質與

形狀之關係」的專題製作時，則與學生過去所學課程內涵，無充分結合，亦無

法達到工作導向的目的。擬定專題主題，若能統整過去所學專業知能，且反映

真實工作世界的實務內容，表示學生運用所學的專業知識也越多。因此，較佳

的專題主題是能引導學生運用較多所學的專業知識，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三、工作導向專題製作主題檢核指標

工作導向專題三要素可衍生更多具體、可供檢核的準則或指標（詳表 1），
以確保專題的進行能聚焦在工作導向：

（一）專題製作成果是否為產業所認同？ 
（二）專題製作待解決問題是否為業界發生的問題？ 
（三）專題製作待解決問題是否為產品使用者實際可能發生的問題？

（四）專題是否花費相當的時間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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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題是否可已有多元的執行方式或解決方案，且無標準答案？

（六）專題內涵是否確實涵蓋已學過的或正在學習之專業科目？

（七）專題內涵是否涵蓋過去所學之專業知能 ?
表 1中第 1至 3項係檢核工作導向專題的主題是否符合工作實務或環境脈

絡，第 4、5項係檢核工作導向專題的主題是否為低度結構化問題或是開放性問
題，最後二項則為檢核工作導向專題的主題是否有助於統整先前所學之知能。

此七項檢核指標，有助於符應工作導向的目標。

表 1  
工作導向專題製作主題檢核指標與主題訂定原則的對應表

主題訂定原則 工作導向專題製作主題檢核指標

應符合工作實務或環境脈絡

1. 是專題製作成果是否為產業所認同？ 
2. 是否為業界發生的問題？ 
3. 是否為使用者所實際可能發生的問題？

主題應為開放性問題或低度

結構化問題

4. 專題是否花費相當的時間才能完成？
5.  是否有不只一種執行方式（解決方案）或結論？

有助於統整先前所學之專業

知能

6.  是否涵蓋已學過的或正在學習之相關專業科目？
7.是否涵蓋過去所學之專業知能 ?

肆、專題教學概念架構與教學取向

本文提出之工作導向專題教學概念架構（如圖 5）係由三個向度所構成，
橫向面為教學的實施程序，分別包括計劃階段、實施階段、發表階段、評鑑階

段；而縱向面包括主題探究、創新改良、綜合性故障排除等三種教學取向。另

外，第三個向度為主題選擇要素可利用「低度結構（開放性）問題」、「統整學

生先前所學知能」、「工作或環境脈絡」三個概念，進行工作導向主題的訂定。

三種教學取向中，創新改良雖然比較逾越高職汽車科的教學目標，但因仍

有部分學校汽車科進行此類型之專題教學，因此本概念架構仍涵蓋此教學取

向，惟汽車科教師應用時宜依據本主題檢核指標，慎選專題主題。





臺灣高職汽車科工作導向專題製作教學取向探討 37

工作導向專題

主題要素

工作導向專題製作主題

檢核指標
主題探究 創新改良

綜合性 
故障排除

主題應為開放性問題

（須同時符合右欄兩

個指標）

4.  專題是否花費相當的時
間才能完成？ 

5.  是否可以有不只一種執
行方式（解決方案）或

結論？

能有助於統整先前所

學之知能（符合右欄

指標之一即可）

6.  是否涵蓋已學過的或正
在學習之專業科目？

7.  是否涵蓋過去所學之專
業知能？

以下闡述適合高職汽車科專題製作課程的三種教學取向：

一、主題探究取向

主題探究取向能提供學生較基礎性、探索式的學習歷程，此歷程本身即是

學習目的，故教學者可特別著重探究歷程的引導與書面化相關程序，訓練學生

思考、組織與文筆表達能力。針對此一取向，本文進一步提出四種教學型態觀

察學習、實驗實證、參觀訪問及問卷調查，供教師參考。

（一）觀察學習

「觀察學習」是針對某行業工作情形或某一群人的行為進行了解。此項型

態係學生進行專題製作時多次進入職場，針對某一工作、任務進行如影隨的觀

察記錄，將所觀察記錄的內容，製作成專題作品的一種型態，這樣的學習型

態：具備下列三大特色：

第一，視覺感官學習，彌補無法動手操作的學習缺角：高職工業類科的專

業課程與實習課程有時受限於時間、設備，無法完全實作演練，其學習認知僅

限於課本內的知識，對於實務現況無法完整了解，故涉及無法進行實際操作的

主題可運用「觀察記錄」進行專題的製作。例如，汽車維修接待服務員如何進

行接待服務？且學校的實習課程無法提供實境學習的機會，亦可利用如影隨形

的觀察體驗，進行工作導向的專題製作。

第二，建立整體性工作觀念，避免僅聚焦於技術層次的反覆訓練：「汽車」

為工業發展之母，汽車零組件上百種，涉及的行業非常廣泛。就汽車修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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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涵蓋的不單是「維修技術」，亦包括顧客接待與故障初步判定、故障確認

與估價、汽車材料的下單採購、實際的維修程序、交車前的試車確認等（張光

旭，2001），而過去高職學校教學目標與定位，偏向在維修層面，缺乏前述整體
性的、宏觀的汽車修護流程工作概念。

第三，驗證所學，發現職場工作的核心價值：透過進入產業界的實地觀

察，學生了解學校所學知識與技能，並能實際應用在職場上，且透過如影隨形

的工作體驗記錄，發現職場工作項目的要求與學校實習教學間的落差，反思自

己所學的不足，有助於學生對職場的工作世界有更一步的了解。例如，在學校

實習課可以依照步驟慢慢地完成簡易汽車保養；但職場上汽車保養除了熟悉保

養工作及流程外，更強調「顧客互動」、「快速服務」等。

觀察學習流程實施包括如規劃專題、職場觀察、劃分工作單元、進行多次

觀察、資料整理、撰寫報告等活動（見圖 6）。
1. 規劃專題實施：包括教師說明如何進行專題、分組、安全說明、家長

了解等內涵。

2. 尋找欲實習觀察的工廠：學生欲進入工廠實習觀察時，必須有工廠願
意配合，因此尋找願意配合的工廠商家，是重要的一環，可以學校鄰近的商家

或小組成員交通可達到的地點，或教師提供與學校互動熟悉的業界工廠，尋找

欲實習的工廠。

3. 進行職場觀察：職場觀察前置作業包括召開觀行前會議、蒐集被觀察
商家工廠的背景資料、了解相關資料、小組工作分配、觀察工具如錄音筆、數

位相機等。第一次進行職場觀察，若教師能與學生一同拜訪商家或工廠，將拉

近彼此距離，使業界更願意提供更多協助。

4. 劃分工作單元，進行多次觀察：進行本型態教學時可劃分不同工作單
元進行多次觀察，如觀察基本保養或故障維修時，可分次觀察顧客主訴的車況

問題、故障可能性、師傅如何確認故障點、如何估價與報價（工資與零組件費

用）、修畢試車、交車及與學校教學比較異同與差別、省思。

5. 進行多次觀察與整理資料：進行觀察記錄後即可進行資料整理，以小
單元的方式撰寫所觀察的事項，如單週進行業界觀察，雙週整理資料的方式，

最後彙整，將更容易進行報告的撰寫。

6. 撰寫報告：將多次觀察記錄及各篇小報告，彙整成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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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觀察教學之流程圖

圖 6  觀察教學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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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驗證）

實驗（驗證）教學取向，其主題的選擇在工作或環境脈絡層面，應符合業

界所發生的問題，或學生生活的實際問題。此型態符合低度結構化問題，若專

題主題適切，亦可統整學生 3年所學的汽車專業知能，此教學取向之二項特點
分述如下：

1.透過實驗驗證，驗證課本教授之學理
在動力機械群汽車科以實驗教學型態，所進行專題製作範圍相關廣泛。與

汽機車有相關、或可行性高的實驗，均可訂為專題製作的題目，例如：生質柴

油製造、白金燒蝕實驗等。以白金燒蝕實驗為例，旨在驗證汽機車產生故障的

原理，可讓學生深刻了解汽車運作的原理與故障現象。易言之，過去使用白金

點火系統（現在車輛已經不使用這種點火系統）電容器電容量太大或太小，可

能導致白金接觸面燒蝕或金屬堆積。透過馬達帶動模擬引擎運轉與不同電容量

的點火系統進行運轉對照，最後檢驗白金接點是否有教科書所描述產生燒蝕或

堆積的現象。故教師可運用實驗或驗證教學取向，驗證學理，尋求答案。

2. 應額外補充相關的知識，引導學生數據分析能力
此一型態應兼顧學生的專業知能與學習能力，補充與實證相關的知識，引

導學生利用不同實驗對照，建立解讀數據能力。以不同配方的生質柴油引擎性

能實驗主題為例，其操作程序雖難不倒高職學生，但相關數據的解讀與分析則

可能超越高職階段的專業知能，需要教師額外強化學生的知識背景。因此必須

慎選主題，即以汽車（輛）實際可能產生的問題與範圍（不過度超越汽車科專

業）來進行驗證，方為工作導向專題教學取向。

（三）參觀訪問

「參觀訪問」係指學生集體赴產業界或是職場參觀訪問。專題製作若採用

此教學型態，主題訂定的指標，應符合業界所發生的問題，同時考量是否符合

低度結構問題特性及涵蓋高職所學的課程目標。採用此型態進行教學時，參訪

前應指引學生統整問題，參訪過程中利用相機、錄音機、筆記等方式蒐集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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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利針對專題中低度結構（開放性）問題進行釐清，另外，欲運用此型態

應注意以下二個事項：

1. 運用時機，使學生了解某一個企業之運作：產業「參訪觀察」是針對
某一個行業的工作情形或某一群人的實際操作情形進行了解，參訪過程若能針

對學生疑問於座談會中釐清更為理想；當學生對於某一行職業或操作程序感興

趣時，教師可以考慮運用參觀訪問的方式進行專題製作。此一型態較常應用於

商業類科專題製作，工業類科多以搭配的方式進行。

2. 參訪前須深入了解與主題有關的低度結構（開放性）問題：事前針對
參訪企業、主題、問題均能清楚掌握；參觀前小組成員必須了解該企業的組

織、單位運作情形，針對專題弱結問題進行分組參觀，並與業界主管請益諮

詢，釐清低度結構（開放性）問題。因參觀過程，無法持續停留於某一個定

點，且由導覽的人員帶領介紹，故小組成員需要清楚欲記錄的重點，方能在短

暫的時間內完成專題製作。

（四）問卷調查

此即針對問卷所得到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進而從預設選項的問卷裡了解

答案。採用此教學型態進行產業實務專題時，主題的考量係以產業所認同、業

界及學生生活上可能發生的問題為焦點，應用學生高職所學知能輔以低度結構

問題，進行問卷的設計，以了解某一群體的想法或態度。例如，校內教師開車

習慣調查、新車選擇考慮因素調查、顧客維修廠選擇考慮因素調查。

問卷調查因非動手操作、非實驗性，無法產生成品，故傳統上工業類科較

少採用，但在商業類職群或其他職群的專題製作較為常用。另外問卷信度與效

度亦十分重要。設計問卷時應詳加注意，方能正確解答專題欲研究的主題。

二、創新改良取向

所謂創新改良取向係指學生以創意發想的方式，運用創意思考，以創新設

計或改良生活中的用品作為專題的主題，以教學角度而言，專題之主題應該與

汽車修護有關較佳，不宜僅為一般的生活物品創新或改良。如「機車點火系統

研發套件之設計及製作」、「扭力扳手之改裝研究」（臺南高工汽車科，2005，
2008），即創意發想設計或改良職場所用修護手工具，符合低度結構化問題與專
題內容涵蓋過去所學之專業科目兩要件，至於是否「符合工作導向」則端視成

果是否為產業所認同而定。

此教學取向在高職汽車科專題製作課程或科展實施過程有一定的難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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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地方在於創新或改良汽機車相關零組件或修護工具過程中，所涉及的專

業知能往往超過高職階段汽車科學生的學習範圍。以第 48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作品──「機車點火系統研發套件之設計及製作」的專題為例，此專題主題係

因學生有感於臺灣機車量繁多，產生廢氣量可觀，故設計機車點火系統研發套

件，即屬於「創新改良」型態，但完成此專題過程，學生需具備數位邏輯實

習、引擎原理及實習、電工大意、電子學、程式語言等專業知能。這些專業知

能對於高職汽車科學生而言，一部分屬艱難任務，尤其涉及 8051單晶片電路設
計、Visual Basic、G語言、圖控式程式語言 Lab view電腦程式，非一般汽車科
學生能力所及，除非教師願意投入額外心力與時間指導、學生又有強烈學習動

機與電子電機專業學習能力始可能達成。因此，選擇創新改良汽機車零組件或

修護工具是極佳的題材，惟須考量是否超越學生的汽車修護專業知能與教學目

標、學生的學習能力與可能投入的時間等因素，當然，最終的成果或作品也必

須具有實務的應用價值（為業界所認同），否則就僅符合低度結構（開放性）問

題與汽車專業課程目標兩個要件。

三、綜合性故障排除教學取向

綜合性故障排除與學校高三階段實習課程安排的故障排除有所區別。學校

實習課程的綜合實習中的故障排除實習單元，由於學生經驗不足與實習時間限

制，因此多為限制性、比較簡單的人為故障項目，供學生進行基礎的故障排除

訓練；綜合性故障排除取向是針對實際使用車輛（例如校內教職員工的車輛）

的自然故障，或是無法發動或順暢運轉的車輛引擎（例如購自廢車場的車輛或

引擎）進行故障排除或維修練習，因此，故障原因或內容即便是教師也不見得

能夠馬上覺察。此一教學取向可讓高職學校汽車科學生有實際應用的有臨場

感，一旦完成維修工作也能小有成就感。

如果是針對校內教職員工車輛進行實際維修或故障排除，除了須具備實務

經驗的教學團隊外，亦需讓進場接受維修的車主了解，這是一個維修訓練單

位，而不是專業的維修營利工廠，因此除了必須給予多一點的維修時間外，維

修過程萬一有其他意外損壞的話，車主亦須能夠包容，某種程度範圍內負擔零

組件費用、學生則持續維修工作至完成為止。欲進行這樣的教學活動最好是準

備一份簡要、明確的聲明書，由車主簽字後始進行維修或故障排除工作；換言

之，這樣的教學取向可讓學生有實際維修的臨場感，若能順利完成預定工作，

學生的成就感自是難以言喻，因此，聲明書上一開始還可謝謝車主志願提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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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這樣的實習機會，藉以明確定位這種工作導向實習、非營利的教學取向。

綜合性故障排除教學取向另一個具體的作法是將購自廢車場的車輛或引擎

予以維修。不管是來自業界的捐贈車輛，或是學校購買的中古車輛或引擎多少

總有自然故障，有的引擎甚至還有發動的困難，為了整理這些引擎，可運用高

三的專題製作課程，讓學生分組進行故障診斷與維修工作。各組可針對其可能

的故障，規劃診斷流程、確認故障點、進行實際維修等，並將整個歷程、相關

專業知能等書面化，最後完成一本個人或小組的書面作品。

以上兩種具體作法容或工作流程、部分維修順序、書面紀錄內容、組織方

式等可以有所不同，但各引擎完成維修後的檢驗標準都應符合原廠的規範，此

乃達成故障排除或維修工作的唯一標準，此作法也是訓練學生掌握維修的重要

觀念。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旨在發展工作導向專題教學概念架構，並據以研發適合高職階段汽車

（修護）科專題製作課程的教學取向。教學取向包括主題探究、創新改良、綜

合性故障排除等三種；此三種教學取向可兼顧教學現場時間、資源並考量職場

環境的限制，提供汽車科實施專題製作課程時多元的教學選擇，減少授課教師

的困擾與提升教學成效。

一、結論

（一）工作導向專題教學概念架構涵蓋四個實施程序、三個主題選擇要素

與教學取向，可作為高職發展工作導向專題課程之參考。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工作導向之專題製作的第一階段有主題探究、創新改

良、綜合性故障排除三種教學取向，並以下列要素決定專題主題：1.符合產業
實務、2.統整學生先前所學專業知能、3.低度結構（或開放性）問題。對於高
職汽車科教師從事專題製作教學時，能釐清教學歷程中如何決定主題，並應用

在不同的教學取向；其他各群科教師之專題製作教學亦能針對不同類科，選擇

適合的教學取向與主題。

（二）三種工作導向之教學取向的適用性

本文所提三種工作導向教學取向皆與產業實務現場結合，不同教學取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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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其檢核指標稍許不同。茲說明如下：

1. 主題探究教學取向：觀察學習藉由視覺感官學習彌補無法動手操作的
學習缺角，並能建立整體性工作觀念，避免聚焦於「維修技術」的反覆訓練更

能驗證所學，發現職場工作的核心價值。利用實驗（驗證）進行專題製作時，

主題界定除須與業界實務有關外，亦應該考慮與汽機車之相關性；參觀訪問方

式為目前多數高職學校都會安排的校外學習活動之一，參訪地點宜以汽車產業

參訪其實際運作，並配合本文所建議之低度結構（或開放性）問題與統整過去

學所學專業知能，讓學生以此一方式進行專題；問卷調查之主題應與產業所認

同、業界及學生生活上可能發生的問題扣連一起，學生若欲了解某一特殊議題

時，可運用問卷調查為之，惟主題內容宜與汽車產業或就業環境脈絡有關。

2. 「創新改良教學取向」：對多數高職學校而言，資源與人力較難配合，
惟學生若有高度興趣，指導老師也能克服時間與資源方面的困難的話，亦可鼓

勵學生以汽機車零組件或使用的維修工具之改良為主題，進行創意發想，惟最

終的作品仍須具有相當程度的實用性，且須針對創意發想與產品改良過程予以

書面化，翔實紀錄其歷程，訓練學生的組織與表達能力，期能深化學習內涵；

惟授課教師宜留意擬議改良之產品，其涵蓋之相關知能宜以和高職汽車科所學

專業內涵高度相關者為宜。

3. 綜合性故障排除教學取向：此乃對高職三年級學生過去所學專業知能
之整體成果的檢驗。此教學取向有別於學校實習課所進行的「故障排除」實習

項目：實習課所進行的故障排除練習項目，限於教學資源、學生程度與實習時

間的不足，因此多為限制性與人為性的故障項目，供學生進行基礎的故障排除

練習，此一階段也不宜給予太複雜的故障項目。本文所擬議的「綜合性故障排

除」教學取向不同於此，係針對自然故障的引擎或車輛進行實際的故障診斷與

排除，其故障內容與數量非實習工場之師生所能預知；最典型的做法是針對

校內教職員工的車輛或是購自廢車場的引擎 /車輛，進行實際的維修或故障排
除，學生可有比較真實的維修經驗，其歷程或許比較花費時間，但卻是學生非

常寶貴的實務經驗。在授課教師的指導下，維修歷程或有討論空間，惟維修完

成後的各項功能均須符合原廠的規範。

二、建議

配合高職課程的改革與職場需求，本文首先提出工作導向專題教學概念架

構，作為發展與引導高職專題課程教學取向之參考。以下分別針對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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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當局、授課教師與學術研究者提出若干建議。

高職教育主管機關可訂定教育單位與業界合作法令，提供業界參與工作導

向教學活動之誘因。學校與學生運用業界資源，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與經驗，

最難的是業界的支持；加上學生安全的顧慮問題，在在都讓高職學校與教師為

之卻步，但仍不乏具備高度教學熱誠之教師願意投入，因此主管機關若能訂定

合宜法令予以適當獎勵或補助，提供業界誘因並保障學生安全，提升其參與類

似教學活動的意願。

對於學校而言，行政應儘量給予教師支持與協助。本教學取向將學生的學

習場域延伸至職場，教學迥異於傳統教學型態：教師本身辛苦、壓力可想而

知，因此學校除了給予授課教師適切之差假，帶領學生進行校外教學活動外，

行政程序的協助與精神上的支持更不可或缺，如此才能避免打擊教師的教學士

氣，且可進一步激發教師源源不絕的教學熱忱。

對授課教師而言，汽車科教師宜認知每位學生都有其獨特性、個別能力也

可能差異甚大，教師應充分考量學生背景的差異性，選擇合宜的專題主題、設

定可達成的目標來引發學生學習動機，避免產生無力感。另外學生至業界進行

相關教學活動時，應特別留意學生交通安全、工廠安全及與業主之間的進退應

對禮節，最好能透過學校行政程序與業界簽訂合作備忘錄，將學生安全與學習

要項明列其上。

對於此議題有興趣之學者專家，亦可把握本文之「工作導向」精神，發展

更精緻之教學活動或教學模式或教材，順利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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