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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在資訊科技的時代潮流，整體的教育環境面臨了巨大的衝擊。昔日以「教師」和

 「教科書」為申心的教學環境，逐漸轉換為「學生」和「教學資源」為主的學習環境。

 因此，如何確保並提昇學生的學習品質，將成為學校校務發展中刻不容緩之課題。

 本文從高職學校轉型的問題、效率提升、課程整合、支援及策略等面向切入，旨

 主動支援教學計畫，配合教學活動，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充分運用教學資

 源強化學生的學習成效，建構出優質的教育環境。形成豐沛的學習網脈，以提供教師

 「教中學、學中教」的最佳教學環境。

 關鍵詞:高職學校、教學資源、整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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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言

 二十一世紀是專業的時代，更是相互合作的時代，整個教育大環境在教育改革聲

 浪中，對學校的教學績效要求標準越來越高。傳統封閉的教學文化，已被無遠弗屆的

 網際網路所突破，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開放的、創意思考及資訊化的學習環境，因

 此學校教學的方式與成效，也將面臨重大的變革與挑戰。

 目前高職學校的教學型態，幾乎都是以學科為單位，自行實施各項教學活動，缺

 乏學科與學科之間的聯繫或支援，因而常常造成資源上的浪費。若能從教學資源的整

 合著手，這不但能降低教學成本及彌補資源可能分配不均及重疊的問題，更可以創造

 教學資源在學校校務推動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要求教學品質的

 過程中，教學資源的充分運用與否，直接關係著教學成效等目標之能否達成。由於教

 育經費日趨拮据，無法不斷地增置設施，學校的教學資源勢必面臨不足問題，直接影

 響到學校的教學品質，進而影響教師教學成效。但為使不足的教學資源獲得滿足，以

 及提昇教學資源使用之效能，學者主張以「共享」設施達成以上目的(Ber^^ner, 1990;

 Jackson, 1990   ;姜麗娟，民82)，因此為了滿足學校需求及解決財政負擔，有必要提

 倡教學資源整合之觀念。

 以筆者所服務的南港高工為例，學校除國文、英文、數學、社會、物理、化學、

 生物、美術、製圖、體育、計概、音樂等學科外，還有十個職業類科，而各高職學校

 的職業類科涵括工、農、商、海事水產、藝術、醫技．‥等各類科，所需的教學資源非

 常龐大，若非有系統、有組織的建立，否則在校務的推動上，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同

 時也造成資源的閒置及浪費，因此若能了解、分析學校整體的教學資源，並作有效的

 整合，使教師能夠獲得足夠的教學所需，將是建立優質教育環境的重要關鍵，同時更

 有助於學校行政工作的推動。

 貳、高職學校發展與轉型之扣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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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職學校發展的歷程

 高職學校教育係指在高職學校，針對國民中學畢業生，實施3-4年的全時制職業

 知能教育，其目的在培育各種行、職業的基層技術人力(周談輝，民74 )。台灣地

 區的職業教育，在日據時代，以初級職業學校為主，涵蓋農、工、商、水產、家事等

 五類，其目的在於培育基層的技術人力。在日本政府對台灣的殖民政策之下，農業職

 業學校多，而工、商業職業學校少(周談輝，民74a )。據統計，民國30年代中期，

 台灣地區設有職業學校27所，職業補習學校90所，合計117所。其中，農業職業學

 校72所，商業職業學校25所，工業職業學校25所，工業職業學校17所，水產職業

 學校2所，而家事職業校則只有1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民72 ) 0

 民國34年，台灣光復，政府廢除日本在台灣的所有不平等殖民教育政策。同時，

 依據「職業學校法」，將原有的職業學校納編為三三制的職業教育體系，包含初級職

 業學校三年，以及高級職業學校三年。其中，初級職業學校以培育初級技術人力為主，

 強調職業技能的訓練。高級職業學校則著重在培育中級技術人力，除了強調職業技能

 的訓練之外，也兼顧相關理論的學習(周談輝，民74 )。民國38年由於實施經濟建

 設計畫的需要，以及聯合國教育考察團的建議，職業學校自民國44年起，開始採行

 單位行業課程。職業學校開始採行單位行業課程的時候，只設6類20科，隨後逐年

 增置類科，截至民國70年，高職學校的單位行業課程，已經擴充為農、工、商、海

 事、醫護、家事等6 .^^73科(周談輝，民74a ;許瀛鑑，民70 ) o

 民國50年代，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展現明顯的工業化走向，社會、經濟結構

 轉變，工、商業基層技術人力的需求急劇升高。有鑑於此，政府於民國55年，根據

 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現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制定的「第一期人力發展

 計畫」，將高中、高職的學生人數比率，由原來的6:4，調整為4:6。同時，鼓勵農

 業、海事、醫護、及家事類職業學校，兼設工、商業類科，藉以因應工、商業職業教

 育需求的快速擴if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民72 ) ^^

 民國57年，國民教育延長為九年，與國民中學重疊的初級職業學校全面停辦，

 因而高職學校成為培育基層技術人力的唯一學校機構(周談輝，民74 )。民國60年

 代，台灣地區的產業結構，開始從勞力密集產業，轉型為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產業。



 高職學校教學資源整合理論及其模式之探討155

 於是有人質疑，單位行業課程培育的基層技術人力，是否還能夠迎合產業技術快速變

 遷的需求。

 有鑑於此，民國66年，政府成立「工業職業學校課程研究改進小組」，著手研

 究高職學校採行職業群集課程的可行性。民國69年，政府又根據經濟建設委員會的

 「申華民國台灣經濟建設十年計畫人力發展部門計畫」，再度將高級中學與高職學校

 的學生人數比率，由4:6調整為3:7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70  )。民國70年，

 政府積極推展能力本位的教學理念，由省市教育廳局成立推動小組，進行能力本位教

 學實驗(許瀛鑑，民83 )   o

 民國76年，歷經將近十年的研究、發展、與籌備(民國66年著手進行職業群集

 課程的可行性研究)，高職學校正式採行職業群集課程，藉以順應產業科技的更新、

 配合職業市場的變動、及增進學生個人的發展(林宏熾，民75 )。職業群集課程，

 主要是將性質相近的職業類科整合為「職業群集」，提供寬廣的基礎職業知識與技能，

 增加學生就業與轉業的彈，往，期望學生成為整個職業群集的基層技術人力，而不是單

 一種職業的基層技術人力(孫仲山、龔武雄，民88 )   o

 民國80年代，高科技成為台灣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軸，自動化生產機械逐漸取代

 傳統的手控機械。中、高級技術人力(^echn^cian and eng^neer )的需求增加，而基層

 技術人力的需求則相對減少。而且，高職學校畢業生的升學意願提高，高職學校教育

 的職業準備功能漸趨淡化。有鑑於此，政府嘗試縮減高職學校的容量，鼓勵高職學校

 轉型為綜合中學，將高級中學、高職學校的學生比率，重行調整為7:3。更積極輔導

 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的設置，俾使其有升學意願的高職學校畢業生，都

 有機會繼續進修。未來，高職學校教育轉型、調整的走向，有待進一步觀察(孫仲山、

 龔武雄，民88 )   0

 二、高職學校轉型的衝擊

 由上述高職學校的發展與轉型過程中得知，現行高職教育是需要檢討改進之時

 刻，尤其面對綜合高中不斷成立及招生不足的衝擊，如何提升高職學校轉型過程中之

 競爭力，是高職學校重要的課題。

 根據教育部(民91)教育統計資料顯示，國中畢業學生的升學率，自民國A+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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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起男女平均約86.09%以上，到九十學年度提升到95.97%，亦即國中畢業生自A^學

 年度有很高的升學意向。次就高申職階段的升學率而言;高中畢業生自八十學年度起

 超過51.94%以上，到九十學年度則提升^U70.73%之間;反觀，高職畢業生其升學率自

 A+學年度僅有13.68%左右，到九十學年度只提升到41.82%之間;兩者相較其差異甚

 鉅。進一步分析學生人數，高中學生自A+學年度起至九十學年度止，學生人數增加

 約58%，而高職學生則約負成長20%，就八十至九十學年度間而言;高職學生人數已

 有逐漸流失之跡象。

 再者，教育部辦理之綜合高中，亦從八十五學年度開始至九十一學年度為止，計

 有一百五十一所學校辦理綜合高中，未來我國中等教育(後階段)將演變成高中、高

 職及綜合高中三種型態。就其現況分析，學生人數受到了出生率下降之影響，學生人

 數將不斷的減少，而中等教育的就學機會率將節節攀升。換言之;部份高中職階段的

 學校，即將面臨招生困難的窘境。然而在高中、高職學校的招生辦學上，高中學生升

 學機會較佳，較能吸引學子前往就讀。反觀，部份高職學校則必須承受招生不足之苦

 果;由田振榮(民88)研究指出，就台灣省A^七學年度高職聯招新生註冊就學率，十

 四個聯招區中，僅有四個聯招區註冊就學率達100%，卻有五個聯招區註冊就學率低於

 60%，且每下愈況。面對高職學生逐漸萎縮的情形下，高職學校各類科昂貴的設備、

 機具及廠房倘擱置、報廢實屬可惜，如何思考有效的再利用，化解高職學校之危機是

 三、高職教育品質的追求

 「追求卓越，提昇品質」，從1980年代成為世界教育思潮的主流以來，就一直

 是教育現代化努力的方向。我國教改會在「教育改革總咨議報告書」中提出的綜合建

 議項目，即將「提昇教育品質」列為今後我國教育改革的五大方向之一。由此可以看

 出，教育品質的追求，確是促進教育不斷改革的動力與目標，在未來亦是如此。

 我國台灣地區多年來的經濟成長，從「無」到「有」的過程，造成舉世矚目的「經

 濟奇蹟」，其貢獻因素固然很多，然而其有充沛的技術人力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楊朝

 祥，民74)。而其中，高職學校充分培育了台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層技術人力資源。

 高職學校是實施技術人力教育的基地，也是執行國家教育政策、實現職業教育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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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屬於整體學校教育的一環，其對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繁榮、人民生活的改善均

 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現階段高職學校所培育的人力資源，約佔高級中等學校的

 75% (教育部，民91)，即顯示高職學校教育的發展，還肩負相當重要的責任。

 ""欠" 參、教學項源、基本廿既念之分析

 一、教學資源中/5的定義

 教學資源中心有別於傳統的圖書館，只在於它含括教具室、視聽中心和電腦教

 室，同時搜集了印刷、非印刷與電子等三方面的媒體，更重要的是教學資源中心負有

 幫助學生有效地尋找、評鑑、使用和創造資訊，以達成終生學習的重要任務。換句話

 說，傳統圖書館只是一個較被動、只強調圖書資料的保存與安全的學校之附屬設施;

 而現代教學資源中心，則是一個主動提供教師各項教學資源服務，以培養學生自我學

 習和獨立研究的場所(林美和，民85)。它不僅是教室的延伸，同時也是學校整體教

 學的一部份，它不但可以充分支援各學科以資源為主的學習活動，更可以進一步發展

 學生探究知識的智能，以及培養學生聆聽、欣賞和閱讀的能力。

 此外，Prostano (1987)以為教學資源中心應被視為是一個能改進教和學的三合

 一系統，其中包括資產(^ssets )、成就( Ach^evemen^)、活動( Act^v^t^es )等三項。

 資產為教學資源申心必要的資源，如人力資源、設備和空間、媒體資源和經費;成就

 指教學資源中心要達到的目標，如:諮詢、教導、設計、製作、課程發展與改進的服

 務;活動指將資源和目標有效的連接其所具有的功能，如:計畫、組織、領導和控制

 的功能。此三項目標雖然各有獨立的子系統，但三者必需互相依賴與制衡，藉由縝密

 的規劃與支持，才能真正發揮教學資源中心的功能，改進教學與學習的品質。

 至於教學資源中心的功能方面，林孟買(民85)也認同今日學校圖書館應以「教

 學資源中心」的角色存在今日學校教學環境中。為配合今日社會多元化的需求，教學

 資源中心要採用各種新媒體和新技術，以具有下列功能:

 (^)支援教學，並整合各科教學。

 (二)協助教師研究，以充實教學內容。

 (三)培養學生自我學習的能力，提供學生自我成長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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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置看不見牆壁的學校，規劃多元媒體的教室。

 (五)規劃個別差異的學習單元，安排隨機教學的課程方案。

 (六)奠定終生教育的基礎，實現生涯教育的理念。

 (^tn)陶冶個人情操，提供休閒教育的情境。

 此外，李宗薇(民84)認為教學媒體中心所強調的活動，應注重學生主動的研究，

 而非將教材加以被動的灌輸。故其功能如下:

 (-)媒體的選擇與徵集、流通與應用。

 (二)媒體設備的提供。

 (三)教學媒體的製作。

 (四)協助教師之教學活動。

 (五)輔導學生利用教學媒體，從事多元化之教學活動。

 綜言之，教學資源中心是將各種形式的資訊妥善管理與統整，主動支援教學計

 畫，配合教學活動，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使現代師生具有尋找、分析、判

 斷、決定、實驗、綜合、運用與創造資料的智能。因此，學校教學資源中心又可稱為

 資訊中心、學習中心、教學申心、服務中心、閱讀中心和娛樂中心。

 二、高職學校教學資源的現況分析

 高職學校的教學資源應從幾個方面來看，包括人力資源、物力資源、服務性資源

 等三方面，茲略敘如下:

 (一)人力資源

 1．校長:校長的行政、領導經驗，以及在地方上的聲望與地位，可對學校的發展

 決策提供意見，並對辦理各項活動提供相關配合措施。

 2．教職員:集合各方面專才的教職員，可擔任各項活動的訓練師資，甚至可跨校

 參與若干活動。

 3．學生:可參與學校中的志願服務工作，或協助社區環境整潔、社區義工等工作。

 (二)物力資源

 1．校園:規劃與設計應朝學習及休閒的雙重目標，除了給學校師生運用之外，還

 可開放給社區民眾或夥伴學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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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運動場所及禮堂:除了給學校師生運用之外，還可開放給社區民眾或夥伴學校

 使用，解決大部分社區缺乏集會場所的不便。

 3．開放教室:普通教室、階梯教室、視聽教室、電腦教室可辦理各項訓練及研習。

 5．實習工廠:除技能教學外，可兼辦成人教育、企業訓練等活動。

 6．軟體及教具設備等

 (三)服務性資源

 1．心理諮商輔導服務

 2．知識教材及課程服務

 3．衛生保健服務

 肆、資源整合策略之理論及其內涵

 一、策略的意涵

 至於策略之定義，策略(Strategy)這個字原本是軍事上的用語，最早起源於希臘文

 strategos，是指統帥將領或統帥藝術的意思。將策略一詞用於企業的經營上是到1950

 年代，由於競爭理論(game theory)的出現，才開始重視策略的運用，到了1960年代後，

 策略的觀念便快速地發展，且呈現相當明顯的差異，不同的學者對策略的內涵及其在

 經驗決策上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的認定。Chand^er (1962)認為:策略是決定企業

 的基本長期標的及目標，以及為完成這目標所採取的行動與資源分配。

 企業為達到其目標，需要一個全盤的計劃策略，就是一個融合行銷、財務與製造

 等所擬定的作戰計劃。許士軍(民69)認為:策略是代表達成某特定目的所採用的手

 段，表現在對重要資源的調配方式上。

 吳思華(民89)認為:策略可以顯示以下四方面的意義:

 (-)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利基。

 (二)建立並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勢。

 (三)達成企業目標的重大活動。

 (四)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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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源整合的理論

 (-)整合理論源自於Tunn^es的社區型組織(ge^e^nschaft)與社會型組織

 匕ese^^schaft)以及Durkhe^m的機械連帶( mechan^c So^^darity )概念。

 1．社區型或社會型的組織，強調社會分工建立在功能的互賴與互補兩大原則，但

 在社會分工的趨勢下，組織間功能分化常導致資源相對缺乏，而須藉彼此間目標的調

 整，並藉互賴與互補功能來整合既有資源與爭取更多資源，以達成共同的目標。整合

 意指成為一個整體(^o mnake Who^e )   ( Mckechn^e, 1^76)，為了強調組成份子是相互

 依賴，學者常以「系統」的概念加以說明(Hv^nden, 1994)   p

 2．與「整合」一辭相近的有「協調」、「合作」、「協同」、「合併」。「協調」

 係指二個或二個以上的組織，改變既有決策規則以應付共有工作環境的一種過程，而

 組織間協調的基礎是組織間志願式的交換，除此之外，Lev^ne& Wh^te (1961)的研

 究還發現「協調的命令」亦為重要基礎。命令可能是外部強加的法令規範，也可能是

 參與互動單位所訂定的正式協定。「合作」指在缺乏正式法規的情況下組織之間所建

 立的非正式互惠措施(江眠欽，民82)。協同比較偏重在工作過程中，成員間協助其

 他單位達到同一目標，彼此來往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繫(Hv^n^en, 1994)。「合併」則

 將原本分開的實體聯合成一個組織，形成更大的實體，隸屬在同一管理部門之下。

 3．組織與組織間服務的輸入與輸出是為「機構連結」，Beder (1978)指出連結

 會因其強度(資源數量)與形式(彼此關係)而改變。成人教育機構連結類型有共同

 贊助、轉介、協調和控制，較常為成人教育工作者所使用的策略則有:公平的專家、

 意見領袖、固定場所、自發的協會、共同的信號、眾多的媒體、正式的權威和會議代

 表功能。

 三、資源整合的模式

 (-)依據魏惠娟、游柏芬(民85)的研究，資源整合的模式共有七種:

 l．Sauber(I^83)提出「人類服務輸送體系」旨在建立資源整合的制度化方式。連

 結各服務機構的關係，改變各自為政的情況，形成完整的服務系統。

 2．王秋絨(民83)提出「社會教育輔導系統」。偏重在政府部門的發展計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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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是由上而下的指導與委託，但在專業目標的達成，在組織研究及機構協調上可做整

 體規劃與資源運用。

 3．林碧惠(民81)建立的「台北都會區老人福利組織整合模式」。比較強調資訊

 方面的整合。

 4．陳鼎元(民84)提出學校資源與社區發展的結合模式，對於根據社區需求的優

 先順序及配合整個環境的特質共擬合作方案，關於實際做法有詳細描述。

 5．黃彥宜(80)介紹高雄市殘障福利協會資源運用之概況，偏重民間力量的整合。

 6．高雄市市民學苑由市政府編列預算，利用各校原有的師資與設備來辦理。

 7．姜麗娟(民82)引介教育資源共享模式，僅對我國中小學作可行性研究。

 (二)合作策略的探討:有關合作策略的研究相當多，與「合作」一辭相似常見

 的則有「合夥」、「策略聯盟」、「網路連結」、「共生行銷」．…‥等。最為常見的

 合作理論則有:策略聯盟理論、組織間關係理論、共生行銷理論。

 ̂．研究者常將「交易成本理論」與「策略理論」相提並論。策略聯盟則視合作為

 影響組織競爭地位之一種手段，合作動機甚多，包括降低風險、技術互補等。兩者最

 大不同在於前者認為合作關係的產生在使生產與交易的總成本降至最低;而後者則認

 為合作關係的產生乃為改善競爭地位而使其利潤達到最大。

 2．組織間關係理論探討組織間相互的協定(^nterorgan^zat^ona^ arrangements )。其

 視野擴及合作後的大集群組織運作，提供另一層面的思考。就關係型式看，有雙邊關

 係、組合關係、網路關係。就合作類型，則有垂直整合( Vertica^ Integrat^on )、水平

 整合( Hor^zonta^ I^]tegrat^on) -聯盟( Coalit^on^) ^董事連結(^nter^ock^ng D^rectorates ) ^

 互惠(Rec^procity)   ^社會連^^ ( Soc^a^ lnter^ocking )   o

 上述合作理論運用國民小學推展社區成人教育活動，在合作方式可採用互惠、互

 補、平行、共生和對立的契約形式;合作內容方面包含人力、物力、財力和資訊等方

 面;合作策略方面則宜考量合作對象數目、時間長短、整合速度快慢、自主程度高低、

 地區涵蓋範圍、合作契約形式、實際存在困境與合作策略運作(蔡承家，民86)   g

 (三)運用合作模式策略進行社區成人教育體系資源整合的具體作法(蔡承家，

 民86)



 162南港高工學報

 1．國民小學主動結合公立社教機構與民間社團及公司工廠相互合作。

 2．完成需求評估與學術單位合作設計多元化、多樣化的課程。

 3．建立各單位活動特色，相互交流以免資源重複浪費。

 4．提升專業人員素質，加強義工培訓。

 5．建立人力、物力、財力資訊的資料庫。

 6．積極開闢財源，推廣使用者付費觀念。

 7．加強層級間的溝通，增進執行效力。

 8．地方政府負起整合責任，使社區成人教育的發展有所依歸。

 10．廣泛使用行銷策略，吸引民眾關心並建立終身學習觀念。

 但在社會分工的趨勢下，組織間功能分化常導致資源相對缺乏，而須藉彼此間目

 標的調整，並藉互賴與互補功能來整合既有資源與爭取更多資源，以達成共同的目標

 (李澤宏，民78)。此外，增長( growth )、任務( m^ss^on )及技術(^echnoIog^)

 的整合，對一個健全組織的發展更屬必要(H^pe,^^87)   o

 d五、結言吾

 二^一世紀的今日，我們面對的是一日萬變的科技發展，產業不斷的升級，現今

 高職學校所面臨的困境是，學生進修管道過於狹窄、學生就讀意願逐年降低，畢業生

 品質難符企業界需求等問題;因此，提昇高職學校的教育品質，是高職學校在教育改

 革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如何讓全體教師和學生具有尋找、選擇、運用和創造資訊的能力，是我們

 未來教改應努力的方向。近年來，國內各界缺乏對教學資源整合應有的理念，致使視

 聽教育、圖書館教育、資訊教育…等各方面一直無法充分發展。而教學資源的分配不

 均，更是為人所詬病，而如何將有限的教學資源，合理的分配給每位教師與學生，應

 適切的落實在行政人員及學校相關人員身上，否則任何提升改進教學成效的方法，都

 會事倍功半。

 在教育改革呼聲日切的今日，相信大家都不願看到高職學校的教育會在教改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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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中缺席，因此，建立以學生為申心的學習環境，充分運用教學資源來強化我們學生

 的學習成效，建構出優質的教育環境，形成豐沛的學習網脈，以提供教師「教中學、

 學中教」的最佳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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