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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本位訓練教材融入學校實習課程之實施155

摘

 「能力本位訓練」強調教學的過程，在教學過程中，充分重視學生個別差異之存

 在與適應，注意學生學習經驗的累積，學生學習成就的範圍以及學習速度與學習型

 態，培養學生使達到「預定能力」的一種有效率的訓練系統。

 一般學校的實習課程教學，著重教師全程授與，並且齊一的進度內容，忽略學生

 個別差異之存在與適應，導致資優學生無法更進一步學習，侷限在既定的課程內，不

 符合競爭且變化多元的需求。綜觀現今的環境，不只是學校教育，職業訓練機構及民

 間企業訓練課程，已開始重視效率、經熟原則，更重視彈性及多元之學習型態，為達

 到這些目標，隨取隨用的能力本位訓練教材，恰能滿足這項需求，並能精確達到技能

 標準。

 關鍵字:能力本位訓練、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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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H刁
 、

月

士官且

丁了

 能力本位訓練緣起於1970年代美國師範教育的改革，英文名稱最常用的是

 competency based tra^ning簡稱cbt，它是培養學生超越預設能力目標的一套有效訓練系

 統。後來傳到歐洲、亞洲，澳洲更將之發揚光大，澳洲至今已推^^ 20年，目前已成

 為企業界員工訓練及再教育必備教材之一。

 傳統技能教學，只著重知識的授予及單一技能的養成，不足以因應現代化企業多

 元發展之角色。有鑑於此，各國專家學者皆積極開發新的訓練方式來培育人才。民國

 A+年七月行政院頒行實施之第三期加強推動職業訓練工作方案採行措施，強化職業

 訓練功能，研究改進公共訓練機構養成訓練模式研究調整養成訓練期限，試辦單元訓

 練及能力本位教學訓練方法，以彈性因應民眾對訓練之需求。

 民國A^二年十月職業訓練局依據此一方案的採行措施，成立了「能力本位職業

 訓練發展委員會」，聘請學者專家及職業訓練有關主管機關、學術研究單位、企業界

 及職業訓練機構相關之主管、專家、負責人共同組成，有關教材編製之實務工作，由

 教育及學術研究機構之課程設計專家、職業訓練機構之資深職訓師與企業界之技術與

 服務專家共同編撰，精密鑄造職類能力本位訓練教材編撰委員已完成全部單元教材，

 鑑於使能力本位訓練教材達到預期理想目標及修訂，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

 局、財團法人申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申心及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組成

 精密鑄造職類能力本位訓練試教小組，進行試教工作。

 貳、能力本位訓練教材之適用範圍

 能力本位訓練教學係1967年在美國發展的一種教育型態，強調學生的行為表現

 必要達到一定的能力標準，才能算是有效的教育。根據此理念積極推動於師範教育，

 頗有成效，繼而推廣至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目前世界各國為提昇國家競

 爭力，都爭相在實施。在七十年代國內學術學者如康自立教授(民67)極力推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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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訓練系統，職訓局自A+三年開始進行相關研究及推動，並預計於九十年後，各

 公共職訓中心機構將全面採用能力本位訓練方式。

 「能力本位訓練」強調教學過程，在教學過程中充分重視學生個別差異之存在與

 適應、注意學生學習經驗的累積、學生學習成就的範圍以及學習速度與學習型態，培

 養學生使達到「預定能力」的一種有效率的訓練系統，可適用於下列範圍^   (-)養

 成訓練;(^)在職訓練;(三)轉業訓練^(四)遠距教學^(五)技職教育;(六)特殊教育;

 (^^)其他。

 由本國人口結構分析，其適用於個體的範圍分別為:

 1、無一技在身者。

 2、想在原有的領域再進修者。

 3、想轉業學習新的技能者。

 4、技術或職業學校的學生，專業知識再強化。

 5、專業能力不足或速度無法適應一般教學者。

 6、知識經濟之終身學習。

 參、能力本位訓練教材血學校車習課程之關係 夕、，、貝"

 「技能訓練( SkilI Training )」是職業工作者必備之過程，學校實習課程通常依據

 各種行業中必備的技能擬定課程，以使學生於就業之前有充分的準備，並且成為學生

 技能檢定標準與學習評量之指標。而能力本位訓練教材係要求學生在學習之後達到

 「預期目標能力」，而這個「目標」及「能力」水準通常是從職業上成功的從業者分

 析而得，所以學校實習課程目標和能力本位訓練教材的精神，顯然有不可分的關連性。

 一般學校的實習課程教學，著重教師全程授與，並且齊一的進度內容，忽略學生

 個別差異之存在與適應，導致資優學生無法更進一步學習，侷限在既定的課程內，不

 符合競爭且變化多元的需求。綜觀現今的環境，不只是學校教育，職業訓練機構及民

 間企業訓練課程，已開始重視效率、經熟原則，更重視彈性及多元之學習型態，為達

 到這些目標，隨取隨用的能力本位訓練教材，恰能滿足這項需求，並能精確達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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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貝

 肆、精密鑄造能力本位訓練教材之實施

施對象

 精密鑄造能力本位職業訓練教材，由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鑄造科實施

 試教，學生來源為在校的鑄造科學生，以課程區分為二、三年級學生，年齡皆為17^20

 歲間，沒有實際的工作經驗，所以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

 二、訓練教學的設計與安排

 精密鑄造能力本位訓練教材，在考量教學資源尚未充分發展的情況下，試教之初

 仍採取教師先作導引，然後由學生以「自學模式」進行，而單元教材教學的進行，以

 班級進度為主，登錄其完成時間，並讓進度快的學生協助較差同學，試教單元由學生

 登記於學生學習進度表中(表1)，並記錄學習時間自我評量精熟程度、試教單元的

 教學流程及教學時間。試教教師可參考使用教學流程表，在教學中管控各種可能發生

 的情形。

 試教方式:

 1．每一單元課題開始時，先讓全體學生在專業教室內，確認學習目標，並就相關知識

 研讀、熟記。

 2．在訓練教學工場分組，由任課教師做技能操作的示範。(本班計有學生22位，分成

 四組進行。)

 3．學生看過示範操作後，針對此單元目標練習，任課教師隨時巡察並適時予以糾正錯

 誤動作，也提醒其工作態度及安全事項。

 4．視情況隨時抽測並與學生溝通說明，以解決學習障礙。

 工每天對學生的作品評量、檢討;使學生知道缺點產生的原因，並予以改進。

 6．單元結束時，全班學生一起總測驗，等評量結束後，再全體進行下一單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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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學生學習進度表

 學生姓名:					
 單元編號^	學習時問			精熟程度(日/^^/分)	指導老師簽名

 	臨虱(曰峙，。，一-"-"	三言雷貢口(曰/時，。，	芒云虱瓦(曰崎，。，		
 口	一一-口				
 L一一---^	-口	口			
 ""一'			1		
 一．--一-一山			"口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1		"口	一"	一一"""一"一""
 ̂｜@	一@@□	"口	1	一	
 	1	1			
 					一-1
 					一""一
 					「-口
 				卜二	
 				卜-	
 				L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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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教學流程表

總時數一一時數項目

 -…，．-，．單元介紹

 ̂目7

 學科(知識性)士術科(實作性)
學習

T 斗古
 ．學習相關知識

自我評量

叫

芷

 學後評量(實習與檢查)

一

里

V
^^^^v

十

製造程序規劃

實作
市一

白

 自我評重(檢查)

評
量

不
通

過

卜云川練教學的管理

 (-)、工場佈置與管理

 能力本位教學係以學生為中心，學生可依自己的學習能力而選擇單元進行學習

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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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限設備的運用上，形成教學上一個重要問題，若無良好的工場佈置管理方法，往

 往學員因個人差異、進度的不同而形成工場及訓練教學管理上之困難。

 能力本位訓練場地包括^ 1．自學區^ 2．實習區; 3．測試評量區。其教學環境佈置

 原則為，考慮方便性，接近性及個別性。此次試教以不變動原有工場的主體結構及設

 備為原則。精密鑄造是一種多能^(複合)職類，使用工具種類繁多，現僅將現有設

 備之實習工場區分管理，以供試教時參考，分有模型製作實習區與射蠟區，模型製作

 實習區每十人一個工作台:射蠟區內的機器有真空射蠟機及均溫桶的使用。

 此外，工場內的機械與工作台等設備配置須適當，通風採光與照明需良好，通路

 的暢通、機械保養狀況、廢料鐵屑處理、消防設備等均須考慮周延;另外工場環境的

 安全整潔學員須遵守，若因學員不遵守規則，沒注意工作上安全，仍會產生意外事故，

 因此教師應訂定工場安全規則，規定學生在工場內的行為，以確保工場內的紀律與安

 全，而教師應時常進行評量，並予適時改善，以防意外事故的發生。

 (二)、學生人事組織

 教師在能力本位之教學過程中，主要的工作為審核並指導學生的工作計劃，巡迥

 工場指導學生學習並做示範，且為學生做各種評量，過程極為忙碌，因此工場內許多

 瑣碎事物如工具器具及機械之保養、清潔打掃工作的分配與執行等工作，必須由學生

 來幫忙處理，以降低影響教師作個別指導之工作，由此可培養學生責任感與合作的工

 作態度，養成領導能力及服務精神，使工場獲得良好的工作管理。

 精密鑄造訓練學生，以現有學校的自治幹部組織來看，設有領班、副領班(安全)、

 工具管理、材料管理、清潔管理等，領班須督導全班達成任務及轉達同學的意見，維

 持全班秩序等"。副領班負責協助領班及門窗、電燈的開啟、關閉;工具管理負責各組

 共用工具的保管保養、管理工具、器具之歸還、清點、損壞與遺失之報告等，材料管

 理負責實習材料之借用、歸還、清點、損壞等，清潔管理負責實習工場地上的清潔維

 護。教師則將學生服務情況考核記錄下來，以便檢討學生服務與領導能力。

 (三)、學生成績登記

 學生依學習單元的學習流程進行學習，然後通過相關知識與技能操作的自我評量

 後，才進行學後評量，學後評量分為認知目標的筆試與技能的實際操作，完成筆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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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試卷交老師審核登錄，然後進行實作部分，實作完成後學員自行按單元內的技能評

 量表與評分標準進行自我評量，評分完成後送教師審核並登錄在學員學習進步表內。

 0表示該單元沒有通過評量。

 1表示其技能在無人指導下，可獨立完成。

 2表示其技能達行業標準。

 3表示其技能達應用、創新階段。

 (四)、其他事項

 能力本位試教實施要點:

 10建立學生對能力本位教學的觀念與理念。

 2．考慮學生對能力本位教學的適應性，試教時由教師先作導引，再由學生自學的模式

匹白

 3．為加強學生的補救教學應以補充教材講解，促進學生學習

 4．控制好單元進度，不宜讓學生有等待的情況發生。

 工試教老師隨時記錄試教發生狀況，作為檢討改進依據。

 6．指導學生如何使用參考書籍及相關資料。

 4五、實力包問題分析與措施

貝施成效之分析

 本次試教工作，在學生及各位老師全力配合下，大體而言成效是正面的。對高二

 程度者，較為被動，對於教材申的相關知識，較不易理解，亦較缺乏興趣;而高三程

 度者，大致能以積極認真的態度學習，課餘時常見其再研討教材，有主動學習的精神。

 如以能力本位訓練的精髓加之於傳統教學法中，其成效應更受肯定。詳細內容分析如

 下:

 1．本次試教對象為鑄造科學生，其中有二年級、三年級等不同基礎的學生程度會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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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但認知目標的試教教材效果都不理想。

 2．因學校教師較習慣於團體教學，對於自學模式的能力本位教學，在沒有配套的教學

 多媒體輔助教材及實務教具下，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而影響自學效果。

 王學生經過學習自我評量後，對於學有基礎者，較易進入狀況，自學較易了解，若無

 4．由於教材內的各種專有名詞及術語，一般學生或無基礎者不易看懂

 二、實施發現之問題與措施

 1．教材內容太多，且學生缺乏學習動機，又要作自己的貿習作業，因此，能實際仔綱

 閱讀教材和做練習者，少之又少。

 2．試教單元並未訂定完成作業的時間，因教材內容太多，學生完成作業的意願高低不

 同，因此完成作業的時間不一，教師也無法硬性規定或給予評量。

 主試教對象為高工學生，有些試教單元並非上課的課程，所以其學習的心態較為馬

 虎，有的則採應付方式，所以試教所得結果，可能不準確。

 4．由於試教時間很倉促，且經費不足，教材申所列的相關參考資料都沒有購置，無法

 提供學生查閱，失去能力本位教學申自學的教學精神。

 工教材內容的部分名詞，因作者的不同，而有極大的出入，造成學習的困擾。

 6．教材內的儀器設備，本校無法齊備，也造成試教時的困難。

 三、實施教材之修訂

 能力本位訓練教材，經由教材編撰委員精心規劃編寫而成，因試教時間短促，僅

 就其中幾項試教的單元提出參考。

 1．教材內容增加一些圖片說明，使學生學習時更易了解。

 2．專用術語、名詞有需要加以解釋說明。

 3，將能力本位訓練教材之單元，分成較小單元學習較容易。

 4．每個訓練單元能配合動畫教學、媒體教學、錄影帶等，更能達到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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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教材內的部分圖片及說明文字，在排印時能更清晰。

 陸、結論與建議

 當我們在討論學校實習課程和能力本位訓練教材之關係與重要性時，正好可與新知

 識經濟產業所需之人力培育問題相互配合，現今產業變化快速，人力資源必須經常與

 經濟發展配合。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技職教育是以高功能、迎合市場、高品質之多元

 化教學環境，從事技職教育及訓練的工作夥伴，唯有面對挑戰，落實能力本位訓練目

 標，故檢討此次試教的結論與建議，做為教材修訂參考依據，使技能訓練更能符合產

結論

 (一)能力本位訓練教材的編撰，首先應確定本課程規範內的各單元最後要達到的目

 標及熟練等級，如精密鑄造熟練程度可達到的基本學能條件等，然後依其預先

 設計的能力標準訓練，達到預先決定的能力水準。

 (二)能力本位訓練教材，須具備各種程度的學生都能使用的教材，因此教材的單元

 必須分為較小的單元，由小單元的學習進到大單元的學習，使一些無具備基礎

 (三)能力本位教材，經過幾個單元的試教後，教材內容充實，但只看文字很難了解，

 若能增加彩色或單色圖片的說明、插圖及動畫效果、教學媒體、錄影帶、參考

 資料等，會使學習得到更好的效果，在這一次試教中缺少這些設備，無法提供

 學生使用，較難吸引學生對於能力本位自學模式興趣，所以效果不是很好。

 (四)能力本位訓練為著要達到預先設定的水準，因此訓練單位的設備，必須配合能

 力本位訓練教材，故訓練所需的一切設備應有所統一，否則教材上所敘述的和

 現場設備就較難配合，形成教學上的困擾。

 (五)能力本位訓練教材於試教實施時，由於學生之本質學能差異性很大，以致能力

 中上者學習性較無障礙，若無基本學能基礎者，仍須於實施本教學訓練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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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作先前之解說後，才讓學生作「自學」教材，否則本訓練教材無法實施

 (一)能力本位訓練教材試教期間，應以一個訓練期為單位，每一訓練期以半年期或

 一年期為準，學生應具備何種程度所預定設計的標準到何種程度，有了明確的

 目標之後，來施行能力本位教材的試教較適合。

 (二)試教期間，所有能力目標所用教材及設備、場地亦應設立、購置完成;包括:

 各訓練場地的設備、學習區之建立、媒體輔助教具、錄影帶、動畫輔助教具、

 參考資料等須完備，如此，試教之後的評估才會充實，可信度較高。

 (三)能力本位教材的編撰，能有「增廣教材」以讓程度較好之學生使用，使能學習

 到更精深寬廣的知識與技能。

 (四)能力本位訓練教學，教師主要工作為審核、教導工作計劃、巡迴工場、個別指

 導學生學習、做示範、評量等，過程極為忙碌，再加上個別差異能力不同的指

 導，更使教師不勝負荷，故實施能力本位教學時應增加教師人員。建議以10

 比1之比例，一班20人學生應有2位教師。

 (五)教材內容所列學生應看的參考資料，應於實施場所教室設立小型圖書櫃，以供

 學生借閱。

 (六)每一單元的時間應有明確的規定，才能讓教師做評量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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