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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推展能力木位訓練之政策作法65

 "片言前二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朝向全球化與專業化，在資訊科技的社會環境中，技職教育

 與職業訓練面臨轉型的衝擊，有鑑於此，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在1993年即依

 據行政院核頒「第三期加強推動職業訓練工作方案」，成立了「能力本位職業訓練發

 展委員會」進行職業訓練職類之能力分析、教材研發等工作，以完成公共職業訓練機

 構全面實施能力本位的目標。職訓局有關能力本位訓練教材研發，總共已完成100職

 類的教材，其中五+A職類是製造業，四十二職類是服務業。包括五十職類十六類群

 2470單元的紙本教材，一百職類二十類群5227單元的電子教材，二十職類1叨0單元的

 網路教材，以及九職類60單元的互動式教學媒體光碟及九職類74單元的電腦視聽教學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蒐集研析國外推展能力本位訓練著有績效國家之政策、

 作法及推廣運用情形，以供我國實施能力本位訓練的反思與啟示。本文茲以澳洲、英

 國、新加坡等先進國家在實施能力本位訓練時之環境與背景、策略與作法等研析如後。

 貳、澳#、H之能力本吋立言^^練

 一、環境與背景

 (一)世界經濟的衝擊

 澳洲是個貿易國，兩百多年來，一直是食物與燃料的淨出口國，以及科技的淨進

 口國，就連雪梨港大橋也是進口的。其仰賴國際貿易來創造財富並採取貿易保護政

 策。以往澳洲向來將出口品銷往歐洲，但卻對進口品課徵重稅。金融系統包括國際匯

 率在內，都在聯邦政府和中央儲備銀行的嚴密控制之下。但這一切都在1980年代時開

 始改變，在主要出口市場歐盟的政策衝擊下，澳洲終於醒悟發現未來的貿易夥伴是亞

 洲和北美，所以必須提升自身的表現。澳洲政府迅速採取行動，削減和取消對進口品

 的課稅，放寬對金融體系的管制，以及採取浮動匯率。其後，就跟其他察覺未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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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的國家一樣，開始把注意力轉向教育制度。在快速變遷的全球市場中，勞動力要

 具有競爭力取決於教育的品質，能力本位訓練提供技術性、操作性和行業技巧上特別

 有效。

 八十年代中期，澳洲的製造業不敵國際競爭，職業教育與訓練之見習制度式微，

 職業教育與訓練系統遭產業界及政府單位所詬病，認為缺乏彈性變通，無法滿足企業

 界所需。科技與社會變遷使得後工業化時代更需要加強職場適應性。在歷經衰退與成

 長的循環後，唯有擁有專精技能與知識的勞工才是勞動市場的實質成長部分。由於對

 於年輕全職勞工的需求逐年降低，太早離開學校者反而求職不易，因為他們缺乏一般

 職業技能，無法在職場上與他人一較長短。提昇澳洲勞工教育與訓練的需求，攸關以

 出國為導向的澳洲工業與社會能否更具國際競爭力。

 (二)社會背景的因素

 要把能力放至適切的背景，不僅要從經濟與教育成效的角度，對能力本位教育與

 訓練進行適當的分析，同事也要從必要社會措施的角度來分析;再從社會角度進行分

 析時，得仔細探究工作角色與社會地位和報酬之間有何關聯。這些可能都跟根深蒂固

 的社會傳統有關，而非起源於經濟因素。在大多數的社會中，教育、訓練與雇用三者

 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其中的各項因素都會受到技能的社會結構的影響。

 從古至今，人們已瞭解種族、性別或出身的差異，以及職業工會組織活動等結構

 性團體，都會形成社會偏見，從而影響報酬。大多數人都把技能以及所獲得的社會地

 位和報酬，視為理所當然之事，所以從未曾提出過基本的質疑。然而，它們是人類自

 行創造的社會現實，所以人類應該有改變的能力。而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教育、訓練

 與雇用時，正可有效地去除其中的神話觀念。使人們認為社會分工、社會賦予不同類

 型程度的技能的價值，以及在工作上應用技能的報酬等都是合理的。

 然而，技能的社會結構也深受基本社會期許的影響，這些社會期許都已深植在傳

 統文化中。職業專家、技術人員、行業和技術勞工之間的差別，是社會所造成的，而

 不是根據事物的自然分類、依照邏輯的推論而形成。例如，要擔任律師、經理或社會

 工作人員的職務，需要大學文憑，但是電腦及電子技術人員、或園藝學專家，則需要

 技術及更高等的教育文憑。對這些職業進行比較後發現，這些差異是歷史社會傳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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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因素共同造成的。不同技能與知識的價值高低，深受社會觀念的限制。雖然教育

 訓練課程和職場需求之間的關係，通常都很模糊，但教育與訓練在社會中扮演的篩選

 角色，仍能控制社會及職場申、特定角色的選取過程。能力本位教育與訓練能使教育

 準備，更能符合工作職場的需求，受雇機會也確實逐漸增加。

 (三)澳洲政府的影響

 許多澳洲政府的報告都已指出未來十年間可能的變化。《重建澳洲》(Austra血

 Reconstructed) (1987)首先提出，應把學校課程的首要焦點從進入大學就讀，轉移到相

 關勞工市場技能的發展。接著F^nn (1991)及Mayer (1992)提出的報告中，又確認了一

 些能融入中等及中學後課程的關鍵能力。Ca^^^chael (1992)的報告提議建立全國性的

 能力本位訓練制度，採取多元彈性的傳授方式。澳洲政府的回應是於同年建立一個新

 的法定機構，即澳洲訓練管理局(Australian Na(^onal Tra^n^ng Authority ' ANTA)，透過

 重新調整技術學院、大學、學校與在職教育與訓練計畫的經費，來實施新的訓練計畫。

 過去十年，澳洲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雇主和工會攜手合作，已經著手進行

 各項改革，整個運動統稱為「訓練改革方案」(National Training RefOrm Agenda)。它的

 宗旨在於建立高水準的全國性技職教育訓練制度，以及培育技能卓越的勞動人口。「訓

 練改革方案」於一九九二年七月提出，它的理念在於提供一個架構，給產業申各種技

 能取得全國性的證照。推行能力本位訓練，正是達成「訓練改革方案」這些宗旨的關

 鍵。員工受訓後取得全國性的認證執照，或是在學校和訓練中心間的學分可以互抵，

 就是能力本位訓練的特色。

 在此教育與訓練發生轉變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自1983至1996年的十三年間，澳

 洲都由相同的中央政府掌權。國家能力本位訓練制度也是在同一個政府主政的期間誕

 生的，而訓練改革方案則是由國家訓練管理局發展的，這個機構也一直運作至今。若

 不是在同一個政府的授權下，由固定的法定機構持續執行一段期間，能力本位訓練是

 絕對無法達到目前的規模及影響;其影響遍及全國各產業，以及各級教育。

 (四)訓練改革的需求

 澳洲的能力本位教育與訓練，最早期的發展包括獲得聯邦經費的霍伯特(Hobart)

 和哈裏斯(Harr^s)於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進行的研究，麥加利大學(Macqur^e)李維



 68南港高工學報

 斯(Lev^s)等人的研究(1979)，以及裏奇蒙科技與繼續教育大學(Ric^lmond College Of

 Techn^cal and Fu「nher Eduation)和維多利亞州(V^ctor切許多類似學院發展職業教育計

 畫。然而，大體而言，當時的人對能力本位教育與訓練不是很感興趣，並視其不必要

 的美國流行時尚。一九AO年代中期左右，這項運動在聯邦政府階層的倡議下，開始

 獲得動力。不同的委員會和專門調查委員會開始進行討論，並建議更加重視學徒訓練

 中的能力。在一九八四年一份名為《以標準為基礎的行業訓練:討論報告》

 ‥．．．．．

 (Standards-BasedTradeTra^n^ng．AD^scuss^onPapeF)(N^c卜o^a5C^arkandAssoc^ates

 1986)的報告，也肯定能力本位系統能帶來極大的利益。

 於一九八七年，澳洲三方代表團(Australlan Tr^partIte M^ss^on)研究數個歐洲國家

 金屬與電氣行業的行業技能程度與範圍，並提出報告。這些國家的訓練都以能力為基

 礎，並且由聯邦職業訓練法律來界定。無論是法令或是條例，這些法律陳述了應達到

 的能力程度，並建立能力的期末測試標準。一九AA年九月和一九八九年三月，勞工

 諮詢委員會部門提出能力本位行業訓練討論論文和報告，其目的是要鼓勵及加速進行

 能力本位訓練系統。後來就業、教育與訓練(Emp^oyment, Educat^on and Tra^n^ng)部長

 發表一份正式聲明「改進澳洲的訓練系統」(Improv^ng Austra^^a's Tra^n^ng System) ^

 內容陳述政府會鼓勵包括以下數項在內的改革:

 1．高品質的能力本位訓練。

 2．更有彈性、基礎廣泛和單元化的訓練計畫。

 工全國一致的訓練標準和檢定。

 4．明確陳述在職訓練以及課程之間的學分轉移。

 於一九八九年負責職業教育與訓練的聯邦、州和准州的部長，出席一次特別部長

 會議，在會中同意推廣能力本位訓練系統，以及成立國家訓練局和國家海外技能認可

 處(Nat^ona^ O伍ce Of Overseas Sk^^^s Recogn^t^on)，為能力本位系統提供重大的助力。

 一九九0年聯邦人州訓練諮詢委員會成立海外代表團，研究歐洲、北美和東南亞六個

 國家的職業教育與訓練。在一九九0年時，澳洲當局再次諮詢產業界，討論能力本位

 系統的原則與實施。聯邦/州訓練諮詢委員會專門調查委員會在一九九0年十一月，

 公佈實施這種系統的策略性架構，希望這個架構能成為發展詳細計畫的基礎，使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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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前實施的能力木位教育與訓練，獲得「實質進展」。澳洲正式把能力本位教育

 與訓練，引入職業訓練系統。

 二、策略與作法

 澳洲實行能力本位教育與訓練的策略有三大要素:由國家訓練局負責職業能力的

 認可;依照「國家海外技能認可處」訂定的能力基準，進行海外資格的檢定;芬恩委

 員會及梅爾委員會(F^nn and Mayer Comm^t(ees)建議在所有義務後教育(post-co^p^^so切

 的教育訓練管道中，發展普通的關鍵能力。而澳洲能力本位訓練的發展及作法可分為

 下列三個階段:

 (一)以課程為主的傳統教學

 在實施能力本位訓練之前，澳洲的職業教育是建立在以理論為基礎的課程架構

 上，此架構規定了開始及完成訓練的學習期間，以及強制上課等必備條件。課程內容

 由教育機構來發展，一直到課程認可階段才有產業界的參與。當時的訓練過程細分為

 一系列理論及實習科目，教師則依照事先決定的順序來傳授。

 澳洲有許多省都建立了以中央為準的評量系統，以學生必須完成年度考試做為評

 量重點。學生紀錄是以年度出席狀況為主，並利用書面紀錄來確認出席情況，成績則

 在此傳統的教學環境中，教師的角色是要在以教師為中心的環境中，傳授知識與

 技能。學程必須設定在校曆內完成，並嚴格規定從一階段進行至下一階段的必備條

 件。班級依照理論及實習課來排課表，而且一般鼓勵教師專攻特定的領域，因此教師

 時常在學年間，同時教許多班級相同的授課內容。由於課程是由教育機構發展的，因

 此至少會實施五年，讓教師有機會建立資源和評量工具。

 典型的上課時間分為理論和實習課，理論課是一天兩次，每次兩小時，實習課則

 只有一次，每次四小時。學生分為十四人一組。學生每天要上兩堂各為兩小時的理論

 課(28名學生在理論教室內上課，由一位教師指導)，以及一堂四小時的實習課(14名學

 生在實習地點上課，由一位教師指導)。理論課以內涵為主，要求學生瞭解與行業相

 關的各種基礎知識。筆試則依照事先定好的成績百分比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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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課則遵循「講解、示範與練習的形式」，教師先解釋該堂課的活動，在全班

 學生面前示範，再監督學生操作。所以學生同時進行相同的活動。在此結構下，可消

 耗材料可以統一採購，但是由於所有學生必須同時使用相同工具和設備，因此經常造

 成所需設備資源極多的現象。學生必須達到一定的訓練時數，完成事先規劃的理論與

 學習; 才能完成課程及獲得認可

 (二)以國家認可的能力標準做為課程發展的基礎

 隨著澳洲政府決定實施能力本位訓練，其後的課程發展也必須以國家認可的能力

 標準為基礎，從而使澳洲職業訓練的學習環境就此改變。

 能力本位訓練注重最終成果，即學生在接受訓練後能執行的任務。在澳洲，這並

 不算新概念，真正的新概念在於職業教育與訓練採取全國一致的制度，並以產業發展

 的能力標準為基礎。

 國家能力標準訂出於從事特定產業必需具備的職業技能，而發展這些標準對訓練

 資格造成雙重影響。有些產業原本就具有悠久的訓練歷史與文化，所以實施能力標準

 後，能夠確認及擴大現行資格的基本架構，美髮、工程與汽車等傳統行業就屬於這類

 但對一些產業而言，採行能力標準為目前已進入這些行業或希望從事這些行業的

 人，建立了全新的資格標準，例如澳洲在決定發展國家能力標準和建立能力本位課程

 之前，餐飲、旅行、事務管理等行業只有極少數的資格存在。第一步是建立能力本位

 的訓練制度，但採取經過認可的課程做為授課依據。能力本位訓練課程的設計主要是

 由各省的認可機構來發展，這代表產業諮詢團體必須參與發展國家認可的能力標準，

 並核准單元課程的內涵與評量。

 傳統的「科目」被細分為單元式的「構成要素」，而訓練則以達成職業所需能力

 為主。在課程設計方面，學習成果和評量標準是依照國家能力標準來訂定的，並建議

 達成單元成就所需的時數。在為學生辦理註冊時，訓練提供者必須承認學生先前的學

 習成果(「ecognltlon Of Pr^or lean^ng ' RPL)，並協助申請者完成RPL的認可流程。在許多

 案例中，當相關產業尚未發展出國家能力標準時，可先採用現行非能力本位訓練的課

 程做為發展新課程(即臨時性課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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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採行能力本位訓練時，教師與學生的思考方式都必須改變。在傳統的學習環境

 中，教師的角色是傳授理論概念，但在能力本位訓練的環境下，學習是以個別學生為

 中心，並以能運用到1作場所上的能力為主。因此在實施能力本位訓練時，澳洲教師

 必須面對下列重要的問題:改變師生間的關係、承認學習者的經驗、過程透明化、學

 習與評量的課程設計、一體化評量的需求。然而，隨著能力本位訓練的實施，長期課

 程被細分成較短的學程，再加上對學習成果的重視和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訓練等等，都

 有助於招收各類不同的學生，因而需要更有彈性的傳授和評量策略，其後並造成澳洲^V

 職業教育的教學革命。

 (三)直接根據國家認可的能力標準來進行訓練與評量

 澳洲職業教育與訓練制度的基本特色，是以獲得資格為目標的訓練課程都必須經

 過認可。在採用能力本位訓練後，課程是根據國家認可的能力標準來發展的，並經由

 各省的訓練局認可，最後再由國家註冊單位登記。實施一段時間後，卻發生課程發展

 重覆的問題，相同或類似的能力有各種不同的資格，而雇主在提供某一工作機會時，

 發現來自全國各地的申請者，會提出不同的資格，因而造成混淆。一九九八年一月一

 日，澳洲認可架構帖ustralfan Recogn^t^on Framework)開始實施。它將訓練的認可從各省

 往上移到國家層級。此架構要求所有資格都必須向國家登記，而想要授課、評量、及

 核發資格的訓練機構也都必須向國家登記。

 澳洲推行國家能力與國家資格，並要求訓練機構必須向國家登記以獲得認可之

 後，學生和雇主都能受惠，學生獲得的資格適用於澳洲各地。而由於訓練和傳授方式

 貝有彈性，訓練機構可以自行發展課程，為特定地區的個別企業或不同的公司團俄豐言燙

 計他們需要的訓練課程。

 事務行政領域是最先根據國家認可的標準來進行評量產業之一。它提供了不同的

 資格可供學生選擇，但有愈來愈多的學生要求提供特定能力(或能力組合)的訓練，以

 符合工作需求或更新技能。但這些要求通常是針對某地區特定雇主的需求而提出的，

 訓練提供者必須與當地產業密切合作，以確保學習課程符合區域性的需求。許多訓練

 提供者成立產業諮詢委員會或意見團體提供協助，使訓練能符合產業界的真正需求。



 72南港高工學報

 參、英國之能力本位訓練

 (^)職業教育的挑戰

 能力本位訓練在美國發展迅速，但英國並未強調這種系統，它比較保守。英國最

 早對能力本位教育與訓練產生興趣的機構，是倫敦城市和行會學院(City and Guilds Of

 London Institut^)。直到一九AO年代，新柴契爾政府開始進行教育改革。年輕人的就

 業準備及失業問題，開始對傳統的職業教育提出挑戰。英國才開始正視能立本位訓

 練。這項挑戰持續整TOAL^年代，並延續至今。能力本位訓練被視為改革職業資格系

 統的方法。一九八八年公佈的白皮書「一九九0年代的就業」(Employment fOr the

 1990s )中建議，負責職業能力相關認定標準的機構，應由涵蓋各部門與職業團體的

 產業界領導。這些並在全國生效實施。國家職業證照委員會(National Counc^l fOr

 Vocational Qual^f^cations，簡稱NCVQ)因而成立，以設計及實施新能力本位國家職業資

 格檢定，在工作活動中具有操作能力者可以獲得資格證明。

 (二)勞動品質的改善

 在1985年英國面臨技術短缺的困境，各界對產業競爭力憂心忡忡。另一方面，由

 於產業與工作型態的變化，如何使勞工的技術得以移轉成為當務之急。在急需提升勞

 力技術層次的情況下，政府及相關單位面臨:很多成人所具備的技能並不受認可，也

 欠缺保障;對勞工的資格需求往往是以供給面為取向，而非與工作本身有關;產業界

 需更彈性及更透明，以因應日益普遍的勞力機動'性。

 當年英國政府決心整頓這些凌亂局面，於是成立一個勞工小組(Working Group) '

 由^sar De V^^^e領軍，檢討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的就業證照系統，並且提出改革建言，

 主張應該成立一個國家職業證照委員會叫CVQ)，為國家職業證照制度催生，而所謂

 的國家職業證照必須要能清楚地陳述勞工在某項工作應具備的能力，以有利於勞工接

 受進一步的教育訓練。確保品質及一致性，提升勞工的表現，俾利於國家的經濟競爭

 力。

 (三)學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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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於1944年教育法中，規定在中等教育階段加入技術教育的推行，亦即設立技

 術高中(Techn^ca^ Schoo^) ;此外多科技術學院(Po^ytechn^cs)以理工課程為主，並配合地

 方需要，提供以職業技術類科為主的各類高等教育課程，其特質是規模較大，屬綜合

 性學校，部分時間制的學生佔有相當大的比例，課程以實用性為主，注重職業導向的

 課程，教學是以技術和職業等實用類科為核心，並採用單元模組(modu^e)，學生必須

 完成幾個單元，並通過平常性的測驗和正式考試。此兩項改革對於英國技職教育的發

 (四)國家證照的實施

 英國於1986年成立國家職業證照委員會(NCVQ)，並於1991年針對部分時間制課程

 的在職青年，創設國家職業證照(National Vocat^onaI Qualificat^ons，簡稱NVQs)，以整

 合英國原本由600多家授證機構所考試、頒發的6000多種複雜且令人困惑的職業證

 書，以期可以跟其他歐洲國家的各種職業資格類比^ 1993年9月起再設一種「國家普

 通職業證照」(Genera^ Nat^onal Vocat^ona^ Qua^^fica[^ons ^簡稱GNVQs) ^先在全國約100

 所學校實驗，這是英國技職教育改革的另一新措施。證照的頒發則由各相關的專業或

 行業的授予機構負責，現今約90%的職業證照係由皇家藝術學會(RSA)、倫敦同業公

 會(C&G)，以及商業與技術教育學會(BTEC)頒發。這是鑑於職業教育專業繁多，涉及

 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內容又隨著經濟生產的發展而不斷更新，所以並非國家單一

 行政機關可以有效執行的。

 「國家職業證照」分為五等級，包括十一種能力領域;其證照課程必須符合「國

 家職業證照委員會」設定的能力規準;「國家普通職業證照」則是分為三級，最初十

 年係由國家職業證照委員會著手執行與推動職業證照制度。自1997年後才由證照課程

 局(Qual^fications and Curr^cu^um Author^ly '簡稱QCA)延續其該項任務。

 二、策略與作法

 (一)釐定各個執行機構的任務角色

 在實施能力本位訓練的過程中，需要許多相關機構的配合與努力，主要的執行機

 構有證照課程局(QCA)、國家訓練協議會(NTO)、頒證機構(award^ng bod^es)、評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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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ssment Cen(ers)等。一直以來，試著釐清各個單位的角色和責任，以避免不必要的

 重覆或資源的浪費。各個執行機構其主要任務如下:

 1．證照課程局的任務

 山國家職業標準規劃的整體管理。

 (2)許可由國家訓練組織擬定的標準。

 (3)核可欲成立頒證機構的申請案。

 (4)規劃國家資格架構。

 2．國家訓練協議會的任務

 山藉由職業言叫-畫和各種功能分析，發展國家職業標準。

 (2)發展國家職業證照的組織架構。

 (3)和頒證機構合作，制定評估的方式。

 (4)將擬定的標準呈送至證照課程局以獲得許可。

 (5)宣傳各項標準。

 (6)目前英國約有七十六個國家訓練協議會。

 3．頒證機構的任務

 山經由證照與課程局的許可，發予學員資格認可的證書。

 (2)監督、允許或駁回評量中心的評定結果。

 (3)從旁加以蒐證以確知評量是否公平、品質是否良好。

 (4)發給資格證明及修習單元之證書。

 (5)保存學員紀錄。

 (6)衡量評量的有效性並提出報告。

 (7)目前英國大約有五^二個頒證機構。

 4．評量申心的任務

 山由頒證機構許可。

 (^)學員的報名與評量。

 (4)選擇及訓練培養評審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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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藉由內部查證的方式，確保評量品質與評量操作的一致性。

 (6)保存評量的紀錄以備稽查。

 (7)評審人員通常是由雇主、學校單位或訓練的教師來擔任。

 (二)能力本位的資格與國家職業證照制度相契合

 英國在執行職業證照制度過程申，係以能力本位訓練方式來進行，其能力本位的

 資格即為國家職業證照。其在實施上:學習和評量是依據國家所定的職業標準;勞動

 市場組織負責發展各項標準(由雇主領導，工會代表參與);根據各種特定的職業，規

 劃執業資格的標準;重視勞工能力的可移轉性或可移動性，包括關鍵技術(key Sk^lls) ;

 資格及標準的認定不應受制於學習型式或學習時間的長短;具多樣性以配合學習者的

 需要，並且使每個人都有足夠的機會從事學習活動，並且能夠將擁有的職場知識實際

 呈現在工作上;制定可以轉換、累積資格的模組(modular) ;傳遞或評估都直接依據國

 家標準而定;開放評估的管道;評量單位必須要將檢定者之前的成就和經驗納入考

 慮。可知其能力本位的資格與國家職業證照制度相契合。

 (三)由能力證照和考試制度來評量技職教育的成效

 英國政府為加強技職教育與工商業發展之密切配合，乃採取培養就業市場技術能

 力之政策。職業教育的成效由證照和考試制度來評量其品質、效率與績效，「國家職

 業證照」和「國家普通職業證照」為全國中等與高等技職教育提供一與學術性證書並

 行的架構，使技職人力教育更有系統、更普遍化。

 (四)採用機能性分析法來發展能力標準

 能力標準一般會包含五到二十個能力單位，所以每個都能獨立接受資格檢定，並

 獲得證書。這些單位最好跟數種職業或工作有關，因為它們是以就業功能為基礎，而

 不是為了某一種職業或某一個工作特別定出的必備條件。一個單位可能是不同資格或

 學程的共同條件，所以不同資格和職業之間可以互相承認學分，這樣可以減少重複學

 習，獲得從事數項不同職業資格的時間也可以縮短。這不僅對工作流動性具有正面的

 效果，同時也可以使學習與資源運用變得較為經濟。

 英國的教育家認為美國的能力本位範圍太過狹隘，而且以任務為導向，結果產生

 一疊以演示為基礎的能力清單，太過繁雜、不易處理。因為這種方法太過精確、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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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通。於是，他們設法改革這種概念，建議採用較適合用來發展能力標準的機能性分

 析(funct^ona^ ana^ys^s) q

 肆、新力口坡之能力本刁立言^^練

 一、環境與背景

 (一)人力資源素質的改善

 新加坡獨立初期，國民的教育水準並未如其他開發申國家經濟發展初期遭遇的大

 量文盲現象，阻礙了其經濟之發展。因此，從1966年至1973年間新加坡的經濟奇蹟式

 快速發展，不但解決了國內的失業問題，同時也吸納了來自鄰近國家的大量勞工，及

 至1976年世界經濟復甦，新加坡開始面對勞動力的短缺、勞動力低度運用和低生產力

 問題，外籍勞工的技能需求亦同時浮現，人力教育訓練問題與經濟的消長密切相關。

 至1980年代發展新加坡成為總體的經濟中心，已成為舉國共同努力的目標，企業

 職工的生產力以及個人潛能的發揮問題，成為職業訓練和成人繼續進修教育的核心目

 標，產業對勞工的需求遂由『量的需求田轉而為勞工『質的提高"。在人力政策方面，

 新加坡面對五十萬的四十歲以上低技能，且受教育低於中學教育程度的勞工。於是特

 別重視勞工職能的提昇，採行一連串的人力訓練計畫，期提升職工的知能與技術水準

 達成以提昇生產力之目標。

 (二)職業訓練發展的沿革

 新加坡的職業教育與訓練發展沿革，深受新加坡各階段經濟發展的需求與支援所

 支配。當1960年代新加坡仍處於英國殖民管轄的自治時期，即成立有一正式的教育組

 織即成人教育局(Adult Educatlon Board)對成人實施繼續教育。至1964年第一個職業機

 構即新加坡職業機構(S^ngapore Vocatlonal Inst^tute)正式在教育部下設立。

 在1966年到1973年是新加坡經濟最快速的成長時期。職業訓練為了因應新加坡經

 濟發展史上第一次的對半技術工人的大量需求，於是在1968年在教育部下成立了技術

 教育局(Techn^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Q

 至1973年4月新加坡為因應國內經濟發展情勢之改變，乃成立了工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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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r^a^ Train^ng Boar，d)，並由教育部長兼任理事主席，教育學制內之各工業職業學

 校改隸該局，而非工業性的其他職業學校則劃歸成人教育局掌理。1979年4月，新加

 坡正式公佈職業訓練法。依據本法將原有的工業訓練局和成人教育局合併，成立職業

 與工業訓練局(Vocat^onal and Industr^al Training Board) o

 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乃進行所謂「第二次工業革命」。此一革命之意義是由勞

 力密集的產業型態，轉型為高科技與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型態。隨著新加坡社會、經濟

 環境的快速發展，需要培育中學教育水準以上之勞動者投入就業市場，而於1992年4

 月成立了「工藝教育學院」(Inst^tute Of Technical Educat^on。，簡稱ITE)的法定機構，以

 接替前「職業與工業訓練局」之功能，藉以提昇、發展、提供和管理新加坡之技術教

 育和職業訓練，更有系統的推動以中學後期為主的各項教育與訓練。於是「職業與工

 業訓練局」不再存在，「工藝教育學院」自此之後被定位為中學後期的專責職業教育

 訓練機構，俾因應和配合全體學生接受至少十年的一般性教育之政策改變的需求。

 (三)職業訓練組織的任務與架構

 新加坡職業教育與訓練的主管機關為教育部，部之下設立工藝教育學院的法定機

 構，專責規劃執行各項職業教育與訓練方案。工藝教育學院的主要任務在:「透過優

 良的技術教育和訓練，以激發新加坡人的最大潛力;期發展新加坡的勞動力品質，以

 提高新加坡的全球競爭力」。

 目前由該院執行之主要教育與訓練方案包括:

 1．提供離校者公共訓練機構全日制養成訓練之課程方案。

 2．執行技能檢定與證書方案。

 3．提供在職勞工部分時間制繼續教育與訓練之課程方案。

 4．推動學徒基礎訓練方案。

 丘經由許可訓練方案，結合企業所屬的訓練中心實施工作崗位上訓練(^JT) q

 工藝教育學院的組織架構在院長兼總執行長下，分別設公共服務、訓練、專業發

 展等三大部門，分別由三位副院長掌理襄助。業務並細分為行政組、計畫發展組、電

 腦服務組、公共事務組、人力資源發展組、延續教育訓練組、正規養成訓練組、研究

 及測驗組、教學發展組、課程發展組等十組。



 78南港高工學報

 (四)技能檢定證書系統的建立

 新加坡技能檢定的萌芽時期始於1973年4月成立的法人機構「工業訓練局」，該

 局著手建立國家技能檢定系統，開始設立職業技能標準、實施檢定及合格之發證等事

 宜。

 製造業與服務業是新加坡整體經濟發展的兩大主軸。為確保各服務業別的服務品

 質，乃於1989年建立服務業國家技能證照制度。至1992年成立了「工藝教育學院」，

 此時技能檢定之業務則由該院下的「研究及檢定組」負賈各項檢定業務，有系統的配

 合各項職業訓練推動技能檢定。

 目前工藝教育學院頒發的技能證書種類達到十一種之多。包括:

 1，訓練機構管理人員^^^^(Ce「nicate in Train^ng Institute Management ' CT^M)

 2．技術教育證書(Ce^t^f^cate tn Techn^ca^ Education ' CTE)

 工工業訓練員證書(Industr^al Trainer Cert^ficate)

 4．工業技術員證^(Indust^ia^ Techn^cian Certificate ' ITC)

 工商業研究gi^^(Ce「nificate in Bus^ness Stud^es ' CBS)

 6．辦公室技能證書(Cert^ficate in Off^ce Ski^^s ^ COS)

 7．服務技能證書(Cert^f^cate in Serv^ce Skil^s)

 汶能力檢定證書(Cernif^cate Of Competency ^ COC)

 9．培智課程證書(Cernificale in BEST ^ CBEST)

 10.匯智課程證書(Cert^ficate in WISE ^ CW^SE)

 11.一級至三級技術士證^(Nat^onal Techn^cal Ce「ntf^cate ^ NTC-^ ^ NTC-2 ? NTC-3)

 新加坡實施之職業訓練以技術性訓練為主，上述十一種證書中工業技術員證書

 (ITC)、商業研究證書(CBS)和辦公室技能證書(COS)等三者，僅授予經正式技術訓練機

 構全日制養成訓練課程或部分時間制訓練合格的學員。另依技能檢定之規定，凡未經

 學徒訓練或許可訓練中心之訓練，或全日制的訓練機構之訓練的應檢人，要參加第三

 級技術士證書(NTC-3)檢定者，需先通過「資格考」(Screening test^ng)。未通過者，需

 再經一年時間始得申請重檢，此項作法具有鼓勵應檢人接受職業技能訓練，與節省檢

 定行政作業手續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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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與作j

 土
4

 (一)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的充分結 么口

教育與訓練機構隸屬教育部相輔相成專賣執行職業教育與訓練方案之法定機

 構，教育與訓練充分結合，能有效統合、協調教育與訓練事宜。

 對非學術傾向之學生，強制轉入職業訓練行列，使各職業訓練機構有穩定的學生

 來源，也減少升學不順而遊蕩社會所產生的社會問題。

 對各職種之技能、技術士證書與教育文憑同等效力。此可避免學生一味升學而輕

 忽技能，同時使各職業訓練機構招生來源充足。此外，優秀之畢業生可升入理工學院

 (二)以企業訓練為主公共訓練為輔的訓練體制

 高經濟成長率的背後，必須有受過良好訓練的人才，新加坡在行政運作上，由政

 府發動民間配合參與為主，職業訓練以企業訓練為主體，十二個公共職業訓練機構為

 輔。在許可訓練方案下之企業，無論在訓練地點或訓練容量上均佔有極大之比率，此

 對穩定勞動力之供應、提升在職員工之技能與生產力等均有立即性的訓練效益。而在

 經費方面，政府提供經費艾持並作適當介入，提高了全日制養成訓練方案的執行度。

 此外，新加坡國家生產力局主動在新加坡建立訓練的基礎建設，設立+-^個以各種行

 業為主的訓練機構，提供了三百多個訓練課程，每年可訓練二萬多個員工。

 (三)建立生涯教育訓練的完整體系

 為強化勞工繼續教育暨訓練，建立生涯教育訓練體制，新加坡階梯式繼續教育訓

 練與生涯訓練銜接體系完整。繼續教育中學以下之不同教育程度勞工，開辦教育課

 程，如「培智課程」(BEST)、「匯智課程」(WISE)、「繼續教育課程」(CE)^生涯訓

 練為不同年齡層勞工，設計提供在職訓練課程，例如，以二十至四十歲勞工為對象之

 課程者，為「成人合作訓練課程」(ACTS);以四十歲以上勞工對象之課程者，為「與

 時俱進課程」(TIME) ;依個別需要之為勞工開辦的「單元技能訓練課程」(MOST) ?

 以及「工業技術員」(ITC)^U^練課程。因此，繼續教育與生涯訓練彼此相銜接，體系

 完整。同時，階梯式繼續教育訓練提供正式學術性證書，有助於勞工生涯發展理想之

 達成。為了全面提高企業界的人力素質，階梯式繼續教育訓練對象涵蓋非公民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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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工作準證之外籍勞工，期全面提升勞動力素質，提高生產力。

 (四)採即訓即證即訓即檢的檢定方式

 新加坡實施技能檢定採用「即訓即證」與「即訓即檢」並行的技能檢定方式，凡

 參加工藝學院所屬各技術機構全日制訓練課程之學生，採用「即訓即證」作法;凡經

 核准之企業或私立學校之受訓者，則採行「即訓即檢」之作法。

 1．即訓即證:開課之課程名稱即為檢定職類之名稱，學生在訓練課程結束後，其

 學科及術科的知識、技能和態度達到技能標準之要求者，即可取得技能檢定證書。換

 言之，學生不需再參加該檢定職類任何形式之學、術科檢定。可減少另行成立或委託

 辦理技能檢定之組織、人員或資源之浪費。

 2．即訓即檢:學生可參加經工藝教育學院許可之企業訓練申心工作崗位上訓練

 (OJT)，或私立學校設立的訓練中心之訓練課程，完成訓練後參加政府舉辦之「公共

 職業技能檢定」，合格者取得證書。

 4五、結言吾

 規劃引進能力本位教育與訓練，在實施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在不為人知的

 幕後，有許多事實的探討與思考需要進行。有效的能力本位教育與訓練課程不僅僅是

 發展一套能力標準與設計課程計畫而已，還必須配合完善的傳授制度，指導學習者方

 向以便達到能力標準。而能力本位教育與訓練計畫可採用各種教學資源，但重點在於

 學習結果每位學習者應得到的能力。

 澳洲在一九A^年代晚期及一九九0初期的發展，反應出其他許多國家的趨勢。

 澳洲以明文規定採用能力本位教育與訓練，其原因跟其他國家一樣，重視訓練成果的

 品質，以及堅信必須改進職業教育與訓練的標準，都是這項改革的重心。在澳洲這樣

 具有聯邦憲法與多元化社會下，進行任何大規模複雜的重大改革總是一件吃力不討好

 的事。訓練改革方案是全國教育訓練革命性的改革良法，因此才會有劃時代的改革步

 調，這將對有效政策的落實造成重大挑戰。

 英國政府之所以願意斥資發展適用於各行各業、各種職業階層的國家職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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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希望能以國家職業證照認證的發展，進而走向更健全的階段。國家職業標準闡明在

 各種工作崗位上必備的1作能力，這是配合各種工作領域的需要，使每種職業都能找

 到足以勝任的勞工，以便適應現代經濟雇用勞工所需要的彈性。

 訓練、評定與檢定職業技能是新加坡工藝教育學院的職掌。今日，工藝教育學院

 提供能力本位訓練計畫，不僅能協助畢業生為就業做準備，也有助於提昇和檢定職工

 的技能。此系統符合今日的產業需求。國家技能標準是採取能力本位方法、在產業界

 的參與下訂定的，而工藝教育學院技能資格則是以國家技能標準為基礎，因此廣受雇

 主的認可，也有助於提昇勞動力的整體技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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