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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技職校院教學品質，邁向WTO新世紀33

摘

 環顧過去數十年來的技職教育，從十項建設計畫、六年國建計畫、十二項建設計

 畫、亞太營運中心、知識經濟發展方案、乃至最近新政府提出的8100台灣啟動計畫

 與挑戰2叨8國家總體建設計畫等，技職教育始終配合著國家社會與經濟建設的需

 求，不斷的轉型發展，以培育優秀的技術人才。近年來我國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

 化、社會多元化和科技專精化之後，隨著新世紀的快速轉變、知識經濟的議題、WTT"O

 的衝擊、教育改革的要求．…等問題，技職教育正進行著前所未有的轉型與發展，蛻

 變的速度也不斷加劇。但要有效發展技職教育，發展多元化與精緻化的技職教育，提

 昇教學品質，才是歸根究底之道。本文先針對整體大環境的轉變與國內政經情勢的發

 展，說明技職教育必需配合轉型的特性與原因，其次就影響教學品質的因素說明如何

 提昇技職學校的教學品質，並介紹德國學徒式教學與澳洲職業認證制度的作法，提供

 技職教育改革之參考。



 34南港高工學報



 提昇技職校院教學品質，邁向WTO新世紀的

 噎:、前言

 一、教育金字塔底層的技職教育

 技職教育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過去五十餘年來培育

 的無數技職菁英人才，造就了舉世矚目的台灣經濟奇蹟，國內許多教育學者在談到

 技職教育時，經常與我國成功的經濟發展經驗劃上等號，使得我國的技職教育成為

 許多國家學習的典範。但是擁有這些傲人的成功經驗與成就，並沒有因此使技職教

 育成為我國教育的主流。

 在大多數國人心目中始終認為:「技職教育是別人家小孩的教育」，「我家小孩是

 要唸高中讀大學的」。因此雖然每年國中畢業生約有65%升學就讀職業類科;近年來

 高等技職學校大幅的改制或設立，暢通技職學生升學管道;政府不斷透過廣播、名

 人開講、博覽會等各種管道宣導技職教育。但是仍然無法將技職教育推向教育金字

 塔的頂端，成為學生心目中第一志願的選擇。

 技職教育會成為二流教育或次等選擇，究其原因主要是過去以技職教育為終結

 教育的政策。國人根深蒂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讓許多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的父母，不願把子女送來技職體系，形成技職校院變成二流教育難以挽回

 的宿命。最近幾年在「還給技職教育學生教育選擇權的自主性」與「暢通技職教育

 升學管道，建立我國第二條教育國道」的政策導引下，確實已打通技職教育的任督

 二脈，成功的撕去終結教育的標籤(吳清基，民88a)。但是現實的問題仍然存在私立

 高職招生嚴重不足、私立學校教育資源不足，教育品質參差不齊、技職校院畢業生

 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問題．…等，甚至於有「廢高職」的說法。因此如何扭轉國人「重

 人文，輕技術」的觀念，喚回技職人的尊嚴與信心，則有賴全體技職教育夥伴齊心

 努力，繼續推動技職教育改革，提昇教學品質，建立多元化與精緻化的學習環境。

 二、迎向知識經濟的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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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經濟社會的新世紀，以知識經濟掛帥，國際競爭更為激烈

 的時代。所謂知識經濟，就是把知識當作一種重要的經濟現象，以知識的發展作為

 經濟擴展的依據。在知識經濟時代中，講求知識激發、擴散和應用，以凌駕傳統在

 土地、材料、資金等生產要素的運用，藉此提昇競爭的力量。全球競爭的核心內涵

 是腦力的競爭而不是體力的競爭，是品質、創意與速度的競爭，而不是價格和數量

 的競爭。換句話說，過去所強調的有形資源，將由無形的知識、能力與品牌等取代，

 過去追求規格化的大量生產觀念，也將改為滿足個別需求的多元發展。

 企業在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知識創新已是企業發展的唯一出路，對於人

 力資源的需求也將由傳統上以學歷、技術、經驗為選才依據的觀念，逐漸轉換為具

 備創新發展、解決問題與組織協同合作之能力。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職教育確實

 需要有所啟示，近幾年來我們努力於量的擴充，質是否也相對的提昇?我們的教育是

 否符合知識經濟與滿足學生的需求?我們所提供的課程與教學方法，是否足以發展學

 生達到知識經濟所要求的能力?這是我們在談論教育改革，提昇教學品質，不得不面

 對與深省的問題。

 貳、提昇技廂氏校^阮教學品質的具體建議

 江丙坤(民86)在擔任經建會主委時曾經建議，為配合國家建設的發展宜「推動多

 元精緻的技職教育」;吳清基(民88b)談到提昇教育品質，滿足學生學習權利時，提出

 要「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化與精緻化，建立多元彈性的技職教育制度」的建議。所謂

 多元精緻化的技職教育就必須有效提昇技職學校教學品質，以下列舉幾點具體建

 議，說明如何提昇技職校院教學品質與取向:

 一、發展手腦並用、人文與科技兼備的精緻課程

 技職教育雖然在多數國人的心目中是次等選擇，但它卻提供了學生適'性的學習

 機會。國內許多接受技職教育的成功人士，在分享其學習經驗時透漏，他們童年時

 的功課並不是頂尖，而是在接觸技職教育後得到啟發。技職課程特別強調實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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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提供了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的學習機會。理論可以作為發展實務

 的依據，實務則具有探索理論真實的特性，理論與實務在技職院校的教學中應是相

 容並重的。

 近年來因為大量的技職校院轉型與改制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造成高職與專

 礎，以利發展與學習高深的學問。同時為因應二十一世紀與邁入國際社會的人才需

 求，建議必須加強學生基礎與通識課程，使學生具備外語溝通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而在面對資訊時代的學習需求，必須培養學生具有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與素養。為

 了培育現代化公民，提高國民素質，因此必須加強人文精神、職業倫理。相關的議

 題對於技職課程的發展都是非常的重要，技職課程規劃時，則必須努力思考，如何

 讓議題融入各領域學科的教學，並嘗試發展整合性課程，如數理與專業理論統合、

 英文與專業課程統合，…等，使基礎與專業課程統合學習，避免相互影響減少授課時

 數，更不要因此而損害到技職課程兼重理論與實務學習的特色。

 規劃多年，經過各領域專家學者努力發展完成的技職體系一貫課程，即將由教

 育部公佈實施。技職體系一貫課程除了統整技職體系各層級的課程外，更配合各群

 專業領域規劃核心課程，並賦予各校更大的校訂課程空間。期望技職一貫課程在正

 式實施後，各級學校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除注意學校特色外，能夠兼顧發展手

 腦並用、人文與科技兼備的精緻課程，繼續發揮這種既能探索理論又能實踐智慧的

 技職課程特色。

 二、群、科、系之技職學校類科調整，提供學生更適性的選擇

 許多學者專家均認為技職體系的高職、專科、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各類科與課

 程，顯得太多太細，太專門，許多類科末對準而影響學生升學進路，因此有延緩分

 化、先廣後專，並加強基礎學科能力的要求。我國跨世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規劃，

 是以「群」貫穿三級學校的方式發展課程，初步將職校、專校和科大的科系劃分為

 18群，包含17個職業學群及Hi-般科目學群，建立了技職一貫體系群科架構。但

 是為了提供更多元適性、全方位的學習，以及培養具備多方才能，並能適應職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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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遷能力的人才，技職學校科系調整與整合，有必要讓學群逐漸朝實體化的方向發展。

 具體而言，就是讓技職體系的科系像大樹的樹幹分枝，在高職或五專前三年基

 礎階段只設置「群」，主要以進行統整性課程與職業試探，提供轉銜機會。此階段「科」

 為虛擬的，只提供學校發展本位課程，或提供選擇高職畢業後立即就業學生選修課

 程之參考;二專或五專後二年階段，則進行試探與分化，此階段大樹的樹幹開始分

 枝，由「群」分化為「科」，提供加深的專業與理論課程，作為進入科大或二技的基

 礎，但此階段也提供實務性課程供選擇就業學生選修;在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階段，

 樹的枝幹已細分為枝葉，由「群」或「科」分化為「系」發展進階課程，強調理論

 與實務專精的課程規劃。有關高職、專科、技大各層級之課程內涵及科系規劃關係

 的構想如圖1所示。

 德國在1970年為了推動職業基礎教育年(BerufSgrundbildungSJahr ' BGJ)，乃大幅

 的將三百餘個職業訓練職種整合為13個職業教育群(領域)，進行職業基礎教育。近

 年來職訓的職種也是逐漸統整合併，主要集中在^+個職種中實施訓練，以避免分

 工過綑，不利高科技發展後之調適生存。因此我國技職體系以「群」弓「科^ ^^^「系」

 作為系科規劃與課程發展，應為可行的發展方向。

課程內涵

先粗後細

 圖1高職、專科、技大各層級之課程內涵及科系規畫叮關係構想圖

 加強拉職教師培育與在職進修，強化專業素養與實務教學能力

 任何的教育革新，最終仍是需要教師來落實，教師的專業素養越好，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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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高，因此任何教改措施，都必須事先研擬教師進修與培育的計畫。例如推動中

 的多元入學方案有培訓種子教師計畫以擴大宣導;實施新課程前，規劃辦理學校本

 位課程教師研習。在師資培育多元化之後，技職教師的來源已不虞缺乏，且教師素

 質也普遍提高。但是技職教師必須配合科技的日新月異，跟上教育改革的腳步，結

么口  重用教學科技，因此比一般學校教師更需要進修，獲取新知，充實專業知能。技

 職校院應該發展出教師評鑑或考核制度，以鼓勵教師不斷的在職進修。

 在高等技職教師方面，教師以專業學科為主，並未經過專業的教育訓練，進用

 後應該要求在一定時間內進修規定的教育專業學分，或提出足夠的教育專業報告或

 研究，以利提昇高等技職教師的教育專業能力。

 在實務能力方面，教師的企業實務經驗將影響專業科目的教學品質，無論是專

 業學科與實習科目都應要求教師具備實務能力。德國推動的學徒式職業訓練，師傅

 除了必須具備大學學歷，其來源都是由學徒中或在企業中遴選出的準師傅先經過考

 試成為專業技術工人，然後經過三年技術工人的訓練，包含實作、專業理論課程、

 經濟學、法律、教育學等課程，最後在通過職業工會與教育機構的師傅考試後擔任。

 反觀我國技職教師，大都是只接受學校教育，很少有企業的實務經驗。因此建議技

 職學校除了可以延聘相當比例的企業人士或企業實務經驗者擔任教職外，凡是擔任

 專業學科與實習科目教師，應規定必須具備相關職業技術士證照，並鼓勵在職期間

 赴企業機構研習或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以增進教師的實務經驗。

 四、擴大教育資源的來源，縮減公私立學校差距

 教育資源對教學品質具有極大的影響，而技職教育需要龐大、新穎的教學與實

 驗設備，因此更需要充沛的教育資源。全國技職學校接近80%為私立學校，這是導致

 技職教育教學品質參差不齊的主要原因。一般國人少有捐資興學的習慣，企業又多

 認為人力培育是政府的責任，私立學校只能依賴學生的學雜費收入與政府的補助辦

 學，學校運作的空間自然有限。但完全依賴政府經費的公立學校，也有可能因為預

 算編列問題或預算不足影響教學。為提昇教學品質，無論公私立學校都應該擴大教

 育資源的來源，減少對政府財政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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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社區發展、推動策略聯盟產學合作、發展夥伴關係與推廣教育等，是目前

 教育部積極鼓勵各級學校推動的方案，以結合民間資源，擴大教育資源的來源。但

 是要能落實擴大教育資源的理想，建議政府在相關法令上應該再鬆綁，賦予學校更

 彈性自主的空間。例如放寬教師在私人企業兼差、私立學校收費彈性、公辦民營辦

 法、．…等。同時也可以參考國外大學作法，讓企業直接進駐校園，學生可以就近在

 學校的工廠打工賺取學費，另方面印證所學。教師可以依據企業的生產狀況規劃課

 程，並研究企業的發展方向，真正讓學校與企業完全結合。

 另外，在縮減公私立學校教學資源方面，政府應考慮縮減公私立學校收費差距，

 放寬收費彈性，以促進公私立學校公平競爭，並加強對私立學校辦學成效之評鑑與

 財務監督，輔導私校健全發展，促進技職學校教學品質的全面提昇。

 五、充分運用教學科技，提昇教學成效

 我國的教學模式仍然擺脫不了傳統的「教師講授，學生聽講」的方式，技職校

 院因為有實務課程，因此有較多的機會進行示範教學。但是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

 教學科技已有相當進步的發展，例如電腦多媒體、遠距教學、廣播教學、．…等，只

 要應用得宜，必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獲得更佳的學習效果。教學科技更可以協助

 教師掌握教學情境，突破時空環境的限制，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的事物或邏輯。

 優良的教學媒體需要教師積極的參與，提供研發或必要的支援。透過教師與教

 學科技業者合作，共同開發合適的教學媒體。美國教學科技界，業已在下列四個方

 面，進行了相當多的研討: 1．建立統合的教學科技觀^ 2．設計開發適合的教學媒體;

 土開創支援教師專業成長的系統;4功口強教學科技的研究與發展(單文經，民81)?

 教師除了積極投入教學媒體的研發工作外，也必須參與教學科技的進修學習，

 掌握最新的教學科技資訊與運用方式，以發揮最佳的教學成效。當然學校或政府機

 構，也必須提供充足的設備或經費支援，以利教師能夠充分運用教學科技。師資培

 育與在職進修課程，應加強教學科技運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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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一國^^的作)去

 茲列舉德國學徒制職業訓練、澳洲職業認證制度等先進國家職業教育與訓練制

 度，說明其技職教育成功之處，提供國內技職校院提昇教學品質之參考。

 一、德國學徒制職業言^^練

 德國職業教育主要是以學徒式訓練為主軸，又稱為二元制職業教育與訓練(dual

 system Of Vocat^onaI education and traIning)或雙軌制職業教育與訓練。德國學徒式職業訓

 練源自11世紀，當時社會即是以師傅傳授技藝給學徒的方式，來培養各種行業所需

 的人力。企業的人力需求由訓練學徒來滿足，學徒就業與就業的技能也是由參與學

 徒訓練獲得，訓練所需費用則完全由企業負責。一直到18世紀以後，學校開始加入

 學徒的職業訓練，負責培養學徒讀書、寫字的能力，漸漸的發展成為現在的二元制

 職業訓練? (Gremnert 7 1995)

 學徒制職業訓練在德國非常受到重視，目前大約有70%的中學畢業生參與學徒

 訓練，且有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加入學徒制訓練。通常企業是透過徵才廣告或勞工

 局的推薦來徵求學徒，經過1吆個月的試用期後正式成為學徒，學徒訓練需要3^3，5

 年的時間，其中約75%是在企業內學習技能操作、職業道德與法律，25%至職業學校

 學習文化、語言等一般學科知識，訓練內容主要是由企業訂定，並且明載於訓練契

 約中。學徒在訓練期間必須通過兩次考試，期中考試以筆試為主，目的在了解學習

 進度與成果，以決定是否進行補救措施;期末考試則包含筆試、口試與實作，通過

 考試後發給訓練證書，作為就業晉升為正式員工或其他進路的依據，未通過考試者

 必須再延長一年訓練契約，否則末持有訓練證書者不得就業。

 企業欲進行職業訓練，必須先到工商會登記註冊，經檢查後才可以辦理。2叨1

 年德國共有83個工商會，工商會均由各企業組成，且強制入會，主要功能是代表企

 業與政府溝通協調，扮演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樑。在職業訓練方面，則負責規定訓練

 內容，監視企業是否依規定聘用持有證書者為員工與進行學徒訓練，最後並負責學

 徒的期末考試與頒發訓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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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學徒制職業訓練在訓練的內容、考試、契約訂定、職業介紹與諮詢等，已

 建立了完善的體制，其責任分工情形整理如圖2所示。

元制學徒式職業訓練

甲

文
化

試

 圖2德國二元制學徒式職業訓練責任分工系統圖

 二、澳洲職業認證制度

 澳大利亞的職業認證制度，在國際技職教育與訓練體制中，應是可以和德國二

 元制學徒式職業訓練並駕齊驅，同負盛名且被各國所肯定。澳洲職業教育與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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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學徒訓練措施。T付屯相當於美國的社區學院或英國的綜合技術學院或國內的專科

 學校，提供澳洲各階層專業技術與進階教育的學習機會，從修飛機到做蛋糕都可以

 在全國各地的T皿屯學到技能。無論是TAf屯或民間私人的學徒訓練機構，都非常注

 重能力本位訓練，所有學生被要求必須要達到特定的能力標準才可以畢業。

 澳洲自1990年開始建立了全國性能力標準叫a(^onal Competency Standards ^ NCS)

 作為落實能力本位職業訓練的依據，並且根據各行各業各個層級有效執行工作的需

 要，進行工作能力與知識分析，以作為課程發展、職業訓練、學程認可、個人證照

 認定的標準(吳清基，民87)。此一能力標準的訂定，是由產業界及企業界共同依據其

 行業發展與推動的需要而研討出來的，符合產業發展的共同需 要

 澳洲的學歷憑證綱領(AustraIian Quallflcations Framework ' AQF)如表1所示，每一

 憑證所應具備的技能及知識，都有明確的敘述，逐級加深，且附帶有適切的條件和

 相對的職業需求，因此凡是擁有澳洲職業教育訓練部門所發給的證書，即承認其已

 達到該證書所要求的基本能力標準，相當具有公信力。

 此外，最可貴的是，澳洲建立了職業證照與文憑的認證制度，不同管道的證書

 可以互通，使學習管道更為流暢。企業用人根據證照與文憑來決定其就業能力，已

 自然形成一種制度。而職業教育與訓練依據能力本位的理念所建立的能力標準，不

 會成為終結教育，可以用來鼓勵年輕人力爭上游，努力發展自己技術與潛能，使終

 身的技職繼續進修教育成為可能。

 三、對我it寸的啟示

 德國與澳洲技職教育的成功經驗，至少對我們會有以下的啟示:

 (一)重視實務教學，與產業密切結合

 德國與澳洲職業教育與訓練的內容，係以實務學習為主，課程發展結合企業現

 在與未來發展的需求，學生畢業後無須再接受所謂的職前訓練，能夠立即就業，

 訓練成果得到企業與學習者的肯定。

 (二)企業與政府同樣關心人力培育的工作

 企業和政府同時關心人力培育的工作，使得企業與政府能密切合作，企業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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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能夠投入教育工作中，職業教育與訓練的環境自然能夠改善，教學品質能夠

 提昇，而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

 表1澳洲的學歷憑證綱領

 口。"一	職業教育紐訓練才、"""	、高等教育""^^"""""

 	一"一""一""一"一一"	"一(DO。。。，"，De，，。。)．
 一"一"""一		'一(M"，、。，De，，。。)
 	一	/Graduate Diploma)
 口一一一一一一-		一(BaChelOrDegree)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休曲缸。絀^Qip^絀a^";．，．．．．，依心細q必．DiplOma^) ．:^^^．""‥進階文憑"．;，，．。，"，;．:，．:．;"．，．．"．…進階文憑．;"，．．;．;:"．．．，"．．;;．9	
 「	文憑‥，．"．-i"，．;;^．^．-;'．，．;'文憑'．"．"，;^．"．，';。，．．‥;，^，';;;;^COiplO囚幻．"";．^二．'．，^;:。^^．""，．^^．:．;，(D城翎幼，．-．;．;，^．．，;．";．．．．""．"""""…"…"…-"-"""一"一""一""一"一'"^""--	
 	第四級證書(Cennificate IV)	「
 	(Certificate HI)	""""一
 且第二級證竇";，．．;．，．;．"^．。i';．第早級證竇．-，．;-;^．"．""(C&咄茹吆姑;;虹;];^口，;-^．;．。．，^-．，紀絀王找sP叱;屯少．．．""．．．"-"""-"-"""一"		「
 第沁緻證書^^"'K二日日r^""^^H口't^^^^^H^^^口第冬級證書^'^^^^^口"甘H^^^^^^^^^^^^^^^^^^^^^^^^^^^^^(毯出焚a杞^口^工'^)^口口^^"V^^"^^^^"T'^^口□e出缸Cate^^l)^'^^"^"""""""""""""""""一""一""""""一		

 高中畢業證書(Senlo「 Secondary Ce「ti- hhCatesof Educatlon)		
 (資料引自:李隆盛，民91 ;李瑟，民84)

尹
白

功

 德國與澳洲均提供彈性的學制，接受學生回流與轉銜的機會，因此學徒也能有

 繼續進修高等教育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也可以再參加學徒訓練。這種

 學制不會存在終結教育的現象，同時有鼓勵繼續進修與終身學習的效果。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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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性的做法，值得國人與提議廢高職者參考借鏡。

 (四)落實能力本位學習，貫徹職業證照制度

 學習有成效，自然獲得重視。德國或澳洲因為落實實務教學與能力本位學習，

 因此職業證照能等同於學歷文憑，甚至高於學歷文憑，同樣值得一向只重視學

 歷的國人省思。

 肆、走出陰霾，迎向藍天---代結語

 技職教育在我國雖然不是主流教育，但無論是過去的發展或其所培育的人力，

 對國家的建設發展提供了很大的貢獻，受到世人的肯定。新世紀一開始，2叨2年元

 月，我國正式加入WTO組織，成為其會員國，顯示我們過去的努力已有了成果，我

 們邁向國際社會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當然面對的國際競爭壓力必定也將接踵而至。

 為了提昇國家競爭力，為了培育更多優秀的技術人才，以因應國家發展之需要，技職

 教育仍需要不斷發展精進。

 此外，期望政府在教育政策上能繼續關照技職教育的發展，例如在落實職業證

 照制度方面，密切結合產官學界共同制訂全國性的能力標準，甚至是國際性的能力標

 準，透過跨部會的協調合作，讓企業憑藉證照聘用人力，依據證照等級決定人士升遷，

 使技職教育培育的人力真正符合且滿足企業的需求，讓學生以持有證照為學習的目

 標，成為其生涯發展的一環。若能再結合國際認證制度，使我國的證照為國際承認，

 則更能發揮證照的效用，證照制度將更能有效的推動。另外，在技職學校轉型方面，

 能積極推動技職院校轉型社區學院法令完成立法，並引進企業的實務經驗與資源，使

 社區學院成為技職學生實務學習、回流教育、終身學習與推廣教育的主要場所。

 展望新世紀，技職教育透過政府與企業的支持，教育先進的齊心努力，全面提

 昇教學品質，揮走過去面臨的種種難題，再創技職教育的一片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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