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幽同

現況改進之研究

張淑芬

 本研究旨在對我

 做一系統性的探討及研

 本研究之研究方

 調查。電話專家

 附屬職業類科學

 究工具是以第一

 國高級職業學校

 比及卡方考驗等統計方法。

 本研究主要結論及發現如下:

 一、影響達成高

 足及教育目標不符企業現況需求。

 二、希望學校新

 計科、商業包裝

 科、美工科、服裝設計科、印刷科及其他科別。

 三、教師理想的

資訊是實務經驗、電腦應用知識及本科專業技能

四、對課程增減情形的看法是多增加

^^ -



 五、學生入學考試

 其次是性向測驗及專業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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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高級職

現況改進之研究

張淑芬

 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與動機

 設計教育影響經

educat^on affe

certa^n^y affects the qua^^ty Of^^fe^)

 Anne (^99^)這句

 ，但走在街頭，

 章，這是一個沒

 "，從近幾年來政

 林技術學院商業

 立及籌備申的國

 計教育有著飛躍

 ，民81) 0

 以往我國美術教

 展受到很大的壓

 最近十幾年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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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型態的變遷

 速邁入「以服

 動更活絡之工

 申，「設計」

 東明，民78)   0

 目前高職所設之

 大受歡迎，投

 和商工、大甲

 工、申華藝校

 所公私立高中

 、高職的美工

 展的潛力。

 民國七十八年

 業設計人才就

 直接從學校培

 職的設計類科

 投資就形成浪費。

 未來我國經濟

 、包裝設計、

 準也日益提高

 國現階段高級職

 希望能找出高級職業學校設

 二、研究目的與間題．

廿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

1．分析國內高級職業學校設計類科

2。瞭解設計業界對高職設計類科學生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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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據研究結果

 展之參考。

 □待答問題

 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1．高職設計科在教育目標及設科上面臨那些問

 2．高職設計科在師資上面臨那些問題?

 3，高職設計科在課程上面臨那些問題?

 4．高職設計科在學生上面臨那些問題?

 5．業界對高職設計類科學生的需求是什麼?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廿研究範圍

 為達成上述之研

 政人員、設計類

現況及未來發展之意見。為此，本研究所

 1．依高級職業學校科別分:

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美工科

 (2)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廣告設計科

 2．依研究現況內容分:

山教育目標及學校設科

 (2)師資問題

 (3)課程適切性

 (4)業界需求

 (5)學生出路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如下:

 1．本研究學校問卷調查對象

2．本研究電話訪談專家，限於台北市之業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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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

 內外有關高級

 匯集重點進而歸納其結論

廿文獻分析

 首先探討設計

 革、設科、師

 以分析探討，期能掌握高

 為使本研究發

 」，符合客

 工教系二樓，舉行問卷專家審查會議。

曰實地訪談

 為使本研究能

 高級職業學

 及八月期間

 業界方面的需求意見。

 本研究於八^

訪談北部地區相關業界專家，做為本研究

忖問卷調查

 根據文獻分析

 業學校設計類

 學生意見卷二

 五、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為

@@



1．蒐集有關之文獻資料，以作為本研究之探討

 2．第一次電話專家訪談。

 3．依據文獻分析

 料之工具。

 4．邀請學者專家

 的客觀性和有效性。

 5．蒐集調查對象之資料。

 6．選取樣本。

 7．寄發問卷實施調查。

 8．回收問卷。

 9．整理問卷資料，加以統計分析。

10．根據問卷初步統計結果，進行第二次電話

 11．根據文獻探討

 12．撰寫論文。

 貳、言始十教育的發展及特，灶

 一、設計教育的發展

 設計教育的出發

 繁榮的情形下，

 通工具、建築物

 計能力，而要培養這

 正式學校設計教

 響設計教育。其

 在它的骨子裡同

 法。在社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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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式的神祕

 了新的「美」之形式(曾啟維，民78)   O

 Raall^^^s是德

 達．葛羅畢斯

 校與工藝學校

 中世紀建築匠人所組成的工會含意。

 ̂aall^^^s設立

 使得英國成為

 的好處，卻忽

 價上漲的種種

 的中產階層卻

 使生產品在形

 樣的一個動作

 了。

 為了改善這樣

 ̂nrl   ^Tr^^^

 者以手工所得

 人有開時代倒

 。因為Mnrr i

 生產的產品數

 東西不但沒有

 攻擊的理由。

 點。
T

 德國設計家^^

 收集當時有關

 理有關資料發

 成立包浩斯。

 包浩斯發展過程有四個時期:

 第一期維麥爾時期(^919-1925)

^ l^ -



以培養有藝術才能的手工藝家為主(工

 第二期德桑鳥時期(^925-192幻

 以處理有關工業生產造形為主(設計)。

 第三期梅爾校長時期( 1928-1930)

 以社會、技術、

 養成(社會主義式)。

 第四期文得洛校長時期( 1930-1933)

 建築、室內裝磺、廣

 一九三三年，德

 ，包浩斯於是年

 深深影響設計教

視學生模仿老師的作品為最大的禁忌

 二、設計教育的特川生

廿設計教育與設計訓練

 設計教育，按教

 大類(cordon' 1

 增加，雖然在工

 前的需要，學校

 練出來的人員，

 負賈整個設計工

 料，應如何取捨

 ，但不能有所創造(胡宏述，民78) 0

 □設計與純藝術

 設計的資訊性機

 外觀都與藝術有

 台藝術、詩詞文

 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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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對設計是有

 法國印象派畫家

 本的浮世繪，

 就另一面而言

 、收音機、錄

 的圖形設計(G

越了過去的藝術領域，而以新的

曰設計與手工藝

 Do^ena曾在篇專

 一個立體造型

 觀點，是屬於

 。這種看一步走

 是看整體，整

 一個手工藝家

 膏來直接做主

 成品，不像設

 分工出去，最

 述，民78)   0

 可見設計者的

 預見」的能力，並非只重視手工的純熟而已。

凹設計與科技

 「設計」就狹義

 能」，而材料

 的生命，賦予

 色彩則是指成

 此，設計與材

 以改變設計及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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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學、工程教

 ̂ 1985)。在設

 心引力、磁力場

 1944)。在設計

 程進人高科技時

 近年來，利用尖

 大學構成課程首

 的空間、形態

 78)，新開發的

 術表現的影響日

 、民主化等現象

 的對策，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冬、我國言吏計教育結構

 一、設計人力結構

 人力結構層次的

 且在成熟的社

 而言，這種情形

廿人力結構理論

 上周談輝(民72)將工業

山半技術工

 (2)技術工

 (3)技術員

 (4)技術師

 (5)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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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馬道行(民75)依照

山國民學校階層人力

 (2)非技術人力

 ̂3)技術人力

刨高級專業人力

 3^Reg^strar 

 社會階層( Soc^a^ C^as^)區分為:

 山無技術人力(Unsk^^^ed)

 (2)部份技術人力(Part^y Sk^^^ed)

 ̂3)手工式的技術人力( Sk^ I led manua^)

^4)非手工式的技術人力(^k^^^ed non^an

 (5)中間人力( Inter^ed^at^)

 (6)專業人力( Profess^ona^ )

 二、設計人力結構

設計人力主要可分為下列三種

廿專業知識為主的人力

 此類設計人力

 ，完成其工作

 期性的經驗。

 計體系的領導

 的可能性較低

 D^rector A．

美術總編等均屬此類型，其知識腦力密集度最高

 □專業技術為主的人力

 此類人力主要

 的過程。如印

 操作設計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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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描繪能力，各

 背景，而以技術

力中更顯得較為重要，其所需的教育

曰一般技術為主的人力

 此類人力主要服務

 職業訓練或較長

 員，印刷拼版技

 育的宗旨即在於養成健全的基層技術人力。

 三、學校設計教育結構

 設計教育有專業的

 均各有其不同的

 工作者的教育，也

 貿易、經濟等要

 以下各級學校科系的畢業生(張柏煙，民80)

 山大學或獨立學院商業設

(2)專科學校商業設計科、工業設計或美術工藝科

 ̂3)高職廣告設計科或美工科。

 民國七十年以前

 國文化學院美術

 少，然而高職程

 ，而且未設此類

 至五十四所職校

 ，民75)   0

 在高職方面，由

 的實施，更名為

 美術工藝科的私

 科已改設廣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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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三十七所，

 後的美工科，

 多數向商業設

 行業裡，高職

 人力市場，教育程度以高職畢業者占最大部份。

 肆、我國高職設^言十葬吋牛

 一、設科問題

 高職設計類科在設科方面面臨以下問題:

 1.公私立學校設科不均

 如台北市沒有

 商職每年各招

 美工設計人才

 畢業的美工科

。如此懸殊的比例，實在是公私

 2．地區設科不均

 高職設計類科

 化縣只有廣告

 ;基隆市只有

 平均。

 二、師資問題

 職業教育的目標

 饒達欽，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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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職業教育師資更甚者，是影響國經濟建設

 我國現行職校設

 十一條規定:

具有下列資格者得申請為職業學校專業

 1．國內外師範大

科師資所設立之研究院所、部或

 2．國內外大學或

 教育專業科目十學分以上。

 3，國內外大學或

 分以上者。

 4．持有職業學校

 以上者。

 而同一辦法中的

 其學分如下:

 必修科目及學分:

 1．教育概論四學分

 2．教育心理學四學分

 3．教學原理二學分

 4．中等教育二學分

 5．分科教材法及教學實習四學分

選修科目及學分

 lJ教育哲學二學分

 2．教育社會學二學分

 3．教育與職業輔導二學分

 4．視聽教育二學分

 5．德育原理二學分．

 □師資面臨之瓶頸:

 國內從事設計教育

 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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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理論基礎的應用能力不足

 對理論尚在自

 工作(林行健，民81)  0

 2．缺乏設計現場的實務經驗

 一個設計師至

 了解，一位毫

 ，其成效自然可知(王行恭，民81)  0

 3．專業設計學養不足

 目前師資的專

 印刷、攝影、

 留在初淺的認知，當然

 4．業界優秀人才無法擔任教職

 設計教育的拓

 師實際的經驗

 設計是走在時

 要。目前國內

 ，而具實務經

 資格審定，延

 是否願意屈就

 鄭國裕，民81)  o

 三、課程問題

 課程的設置並

 力已達飽和或

 78)。另外，

 ，叨配合國家

 變，^4)配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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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情形及其辦

考量各方影響因素，對課程做有效的調整

廿設計教育課程特質

張柏煙(民扒)指出設計教育課程之特質如下

 14適宜性( just^^^cat^on)

 設計教育的主要

 必須根據業界的

 劃。所以設計教育的課程必須

 2．重點性( f^cu^)

 設計教育課程並

 生就業能力的知

 程應注意增進學

 用在實際的工作環境中。

 3．內效性( in-schoo^ Success Standards)

 學生學得的設計能

 而設計課程在校

 致。

 4．外效性( Out-of Schoo^ Success Standards)

 設計課程的良赫

 為評量的標準，

 情形是重要的。

 5．關係性(scho^^-co^munity re^at^onsh^p)

 設計教育提供業

 與實習機會等，

 計教育課程的品質與成效因素。

 6．導向性(^^^^nta^^^n)

 設計教育的最終

 題是在提供學生

 表現，尚擴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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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過程(即校內

 對其就業工作之成效)的特性。

 7．反應性(^espons^veness)

 設計教育課程

 業生獲得實質的就業準備能力。

 8．支援性(^og^st^c)

 設計教育課程

 切配合，才能有

 關的支援因素。

 □高職設計類科課程方面的瓶頸

鄭國裕(民81)指出目前設計類科在課

 1．專業設計科目太少

 目前高職的設計

 都列有太多與設

 選修科目太少，使學生技能學習不能專精。

 2．課程修訂跟不上業界的變遷

 我國教育改革的

 電腦繪圖設計時

 式。應打破類科

校較大彈性，以因應時代變化，調整課程內容。

 3．課程內容多與大專院校設計相關科系重疊

 縱觀國內整個設

 各大專院校設計

 無整體之規劃，高

 台北市職業教育

 教育部技術及

 程標準實施檢討

 有關廣告設計科課程建議如下:

上對一般科目架構的重整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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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數學為升學考

以授畢，故建議其延續到三年級增加

 山刪除或減少會

 代替。

 (2)圖案、設計基

生思想成熟時學習較理想，故改在二

 (^)計算機概論

 山媒體應用可刪除。

 (2)攝影及印刷相當重要應改為必修。

 教育部教育研究

 美工、廣告設計科所須之課程內容為:

 lJ美工科

 七十二年教育部

 傳統工藝，似乎

 討成立「工藝組、應用

 2．廣告設計

課程內容應隨時

 當之修訂。

 (2)書法

 (^)圖學及室內設計

 (5)平面設計

 (6)立體設計

 (7)櫥窗設計

 (8)色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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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廣告工藝

 (10^印刷設計

 (I1)廣告影片製作

 四、學生升學問題

廿高職設計類科的升學管道(教育

 1．技術學院

 目前技術學院

 位。且

 2．專科

 山台中商專商業設計科，學生736位。

 (2)嶺東商專商業設計科，學生280位。

 (3)東方工專廣告設計科，學生1170位。

(4)實踐設計管理學院室內空間設計學

 (5)台南家專美術工藝科，學生2050位。

 (6)國立藝專美術工藝科，學生450位。

 3．師範院校

 山台北師範大學美術系，學生248位。

 ̂2)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美勞系，學生245位。

 (3)台北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學生70位。

 ̂4)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學生212位。

 4．大學

 山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生250位。

 (2)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學生420位。

 (3)東海大學美術系，學生160位。

 (4)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學生270位。

 (5)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生172位。

 高職設計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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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定外，其他學校皆要參加大學聯考

 □高職設類科學生在升學上所面臨的困難

 1，升學機會的不平均

 大部分有設計類

 高中學科，參加

 玲，民81)   0

 2．高職設計科學生難登大學之門

 與美工、廣告設

 系等學校，是從

 而言，實在高不

 海大學美術系等

 試科目也是以美

 ，民81)   0

 3．保送制度不佳

 教育當局為使大

 送大專院校辦法

 科平均成績七十

 中學生參加甄試

 術專長者，參與

 甄試資格，必須

 目而言，學科為

 高中範圍，與職

 程內容加以甄試

 (洪居才，民81 ;聯合報，民79)   0

 伍。研究調查與實施

研究工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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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採

 調查問卷」，根據本

 1．瞭解目前

別有關設科、師資、課程及學生等

 2．分析不同

 展望上的差異。

 二、問卷設計步驟

 本問卷係根據

 結論，預擬第

 狀況調查問卷

 教育專家代表

 美工科進行預

導教授、教育專家及設計類科科

 三、樣本選取

 本研究抽樣依據為:

 lJ地區性叢書抽樣。

 2．抽母群學校數之50%?

 2．各科依其占母群
 4．抽樣之學

 本研究之各科抽樣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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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炸尹五

 地區美工科(甲)		美工 而乙	^MMfSI	%iL
 I	^私立智光商工	^私立成
 I	私立新力工家	私立啟
 I	私立協和工商	私立世

 	私立泰北高中		私立育達高商"""""訌私立義民 倖盲	。"鴻"	一
 I	私立明道申學
 I	私立大明工商
 l	省立竹山高中

 	私立復興商工	一""一""一
 隔吉	豆主長榮高中	省立後
 		私立雅暉工家
 		私立樂育高中

 		私立青年高申	私立志
 L東區	"上"一省且玉里局中""
 小計	l^f^千
 匣	40

 四、調查之實施

 本研究方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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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及行政人

 份問卷。問卷

 日，再次寄發

 本研究問卷回

 回收率為53.5% 

問卷回收率統計表

 	匣磚	廊

 教師及行政人
 三年級學生意 總計	@@@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之資料

 法有下列幾種:

 1．次數分配(^requenc^)

 描述教師、學校行政人員

 2．卡方考驗(C^^-spuare)

 考驗不同組別者因背景因素之意見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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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研究結論

廿有關教育目標及設科方面

影響達成高職設

 在因素。目前高

 是變的環境，因

 教育目標本身之因

 原因是我國高職

 成大部分私校學生素質較低的現象。

 教師或學生希望

 腦繪圖科、多媒

 ，可見教師、學生與業界三者之間意見一致。

 □有關師資方面

 以地區而言，北

 分以取得教師資

 需符合登記科別

 學科系，所修習

 教師。

 目前我國教師在

 目，有專業科目

 出，設計教育的

 實際的經驗。無

 科教師的在職進

 機構。

曰有關課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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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職美工科之

 商業概論、經

 類學校大多為

 差，因此，學

 生專業之技能，故認為專業基礎科目應可減少。

 美工科課程於

 養成。目前國

 從事與廣告設

 。從另一個角度

 、竹山的竹編

 原因。

凹有關學生方面

 約有四成學生

 向中可看出，

 學校及招收學生人數有限，

 設計類科學生入

 自己在專業術科

 ，在國中時，就

 習背景的不足

 習困難，是因高

 間不夠，導致專業術科的學習有困難。

囿有關業界需求方面

 業界所需要的

 的工作安置，

 務、電腦繪圖

 與高職畢業員

 專科畢業者;在

 合設計人力結

 職畢業員工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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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與教育界

 的實習。可是

 的實習有實際

 在同一時間內

廿對教育當局之建議

 lJ教育目標制度應符合業界的需求

 教育目標是人們

 們並非只是某

 的職業教育目標

 需要。目前教育

 請業界參與，使教育目標更切合實際。

 高職學生的升學

 學生的升學意願。

 3．建立建全之設計類科技職教育體系

 技職教育體系建

 所分農、工、商

 關貿驗班，其內

應儘速成立一元化建全之技職教

 4．設立新科技之設計科別

 根據研究調查及

 校及業界最想設

 以應時代之需求。

 5．應力求高職設計類科教育機會的平均

 目前台灣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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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星高申

 高中職設有設

 區就讀。因此

 上平等。

 6．規劃一貫化技職設計類科課程

 目前技術學院

 重疊之處。應

 7．高職設計類科課程規劃應符前導性

 課程、教材與

 立刻融入業界實際情況。

 8．學校應可彈性地自行調整課程

 教育行政機構修

 現象。因此，

 叭與職訓機關合作，訓練特殊科目之教師

 根據研究結果，

 如美工課程中

 局應請訓機關代訓相關師

 10．開闢技職院校師資培育管道

 目前美工科、廣

 而師大美術系

 高職設計類科

 業設計科系之畢業生或

 11，鼓勵企業界辦理教師在職進修

 我國教師在職

 師的進修，至

 教育培育出的學

 是教師具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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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教師在職進

 所用。

1．施貿分科教學，簡化學習教材，提高學生

 美工科、廣告設

 有較強的學習動

 學習困難，尤其

 雜，學的技能範

 的教學應採分科

 別。如此，可以

 擇上，應以學生

 2．鼓勵學生創作，避免抄襲

 包浩斯理念之一

 由創作。像德國

 一席之地。反觀

 售的日本設計書

有實際的內涵，此等現象，實與設計教育

 3力口強學生敬業精神

 根據電話專家訪

 學生差。現代社

 ，不僅注重學生專業

4．學生畢業展注重學生的創作能力，並

 目前所有的高職設

 展，往往花費學生

 己的創作，完全背

 創作為優先，並非以注重外在的聲勢。

5．畢業展可與業界合作，達到與

 畢業展是有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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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的知名度，而

 但畢業展的主要

 是一位收入平庸

 負擔不起了。」

 界的聯繫，並可以減少學生的經濟負擔。

曰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基於人力

 況做一巨觀性的

 具體深入的研究。因此，本

 1．高職學校設計類科設科規劃之研究

 2．高職學校設計類科師資培養之研究

 3．高職學校設計類科課程設計之研究

 4，工商設計業人才需求情況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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