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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高等技職教育提供豐沛的高級專業技術人力，對臺灣經濟發

展有很大的貢獻，發展至今由於國內外經濟文化、社會、教育、心理、

政治和法律等環境因素的改變，遂面臨一些困境與挑戰。針對我國高

等技職教育發展的困境與挑戰，本文提出五個基礎性的發展策略，供

教育行政單位及技職教育學校及相關學者參考，此五項策略如下：一、

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方向應以全人教育、專業化、國際化、在地化為

主；二、高等技職教育之定位應為培養理論與實務並重之高等技術職

業人才；三、高等技職教育的運作應以技職教育行政，課程與教學，

研究與產業應用三大主軸進行；四、高等技職教育應重視課程與教學

的內涵；五、高等技職教育政策的規劃應考量教育變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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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provided sufficient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s for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education has to face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economy, educational competitiveness, low birth 
rate,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school structure. This paper suggests some 
fundamental strategies which could be help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highe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 full education, 
professionalis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s the directions 
for highe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b) a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s with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c) taking administrati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s the three pillars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d) a strong focus on the content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e) the needs of a constant consideration of 
educat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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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等技職教育的目標在培育國家經建發展所需要的實用高級技術

人才。我國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所需要從以往的專科學校，至今已逐

漸形成以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為主要學制。在四十九學年度僅有 12
所專科學校，到九十九學年度高等技職學校數已達科技大學 46 所、

技術學院 31 所、專科學校 15 所，學生人數也擴充至 65 萬人左右。

由此可知臺灣高等技職教育歷經改制更名後，目前以技術學院及科技

大學為主要學制（教育部，2011）。

我國高等技職教育所面臨的環境可分為外在及內在二方面。外在

環境包括少子化，高等教育的擴充，金融海嘯，兩岸交流，國際化，

產業結構改變等；內在環境則包括學生科系選擇的改變、教師的專業

素養、課程及教學、設備、評鑑等變動（吳天方、費業勳，2010）。

其中，以少子化及高等技職教育結構的改變對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的

衝擊最大。少子化的結果，使得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的入學學生人

數逐年銳減。蔡銘津（2008）預測在 2025 年大學入學學生人數相較

於 2010 年入學學生人數，將減少一半。未來會有許多大專院校面臨

倒閉、退場的窘境。在高等技職教育結構的改變方面，原來是專科的

學校紛紛升格為技術學院，原來是技術學院的學校亦大多更名為科技

大學。此種轉變，使得學校面臨軟硬體的結構性改變（吳靖國、林騰

蛟，2010），在組織、師資、規章制度、校園文化、設備、教學方向

及學校發展目標上均須積極調整，以符合學校升級和提昇教學品質的

要求。

高等技職教育所面臨的強大衝擊與挑戰，使得技職院校必須提

出具體的因應策略與方法。吳靖國與林騰蛟（2010）提出，技職教育

應在制度、組織、課程、資源及評量上進行統整性的探討，各院校考

量社會變遷及學生需求來調整系所結構，營造校園組織氣氛，改善教

學品質；發展學生的全人教育課程與環境，以專業為導向的課程，並

重視學生能力的培養及回流教育。吳天方與費業勳（2010）亦建議預

測人力需求作為規劃科系及課程的依據，課程及教學精緻化，強化師

資，設備的更新，自我評鑑機制，建立國際化平台，產學及就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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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立等供技職院校參考。本文亦從全人教育、專業化、國際化及在

地化的觀點，就高等技職教育發展的策略提出淺見，希冀能有助於我

國未來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並與一般大學教育有明顯的區隔。

貳、高等技職教育面臨的挑戰與因應
策略

我國高等技職教育所面臨的挑戰除了教育觀念轉變，從就業能力

的培養轉變成市場導向的教育方向；產業結構的改變，也使得服務產

業所需的人力較製造業增加；在少子化、高齡化及外籍配偶的人口結

構變遷下，使得教育的內涵與回流教育逐漸成為高等技職教育需要考

慮的教育項目（吳靖國，林騰蛟，2010；張芳全，2006）；另外，國

際化、全球化及兩岸關係亦為我國高等技職教育面臨的挑戰。其中尤

以少子化及國際化對技職教育的影響最大且最深。在少子化方面，科

技大學及技術學院的學生人數逐年大幅度減少，導致學校所提供的學

生員額招生不足，學校運作困難，被迫刪減科系，甚至面臨退場的抉

擇。國際化方面，則由於技職教育在世界各國實施的教學內容逐漸具

備共通性及一定的水準情況下，以英語為教學語言。許多學校（如銘

傳大學、義守大學等）積極招收國際及境外學生，並成立國際學院、

語言中心等單位，以便接納國際學生，如此可達到技職教育國際化及

多元化學習的目標。總之，除了教育體系內的資源競爭之外，高等技

職教育也必須配合產業發展、技術人力需求、國際化及兩岸技職教育

交流等議題提出因應之道。

由於以上所論及之挑戰係來自教育體系本身，社會變遷及國際

化、兩岸交流等，因此有必要就整體環境及挑戰，擬定較為基礎性的

因應策略，使得我國高等技職教育既能有效地接受上述挑戰，也能達

成本身的永續發展，茲就高等技職教育發展方向、定位、技職教育的

運作及課程與教育等重要議題，分別說明因應策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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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方向應以全人教育、專業化、
國際化、在地化為主

全人教育的理念應以高等技職教育學生的生涯發展為規劃教育方

向與目標的依據，在技職教育的課程規劃中，應強調通識、人文與藝

術，而不僅僅重視就業能力的培養。在專業方面，則應以務實致用的

課程規劃，以培養學生的就業能力，亦應配合專題製作及實習之學習

方式，培養其團隊合作、解決問題及創新的能力。在國際化方面，由

於全球化的結果，消除世界各國的地理藩籬，跨國性企業的經營已走

向世界市場及供應鏈的關係，促使各地區及各國的生產、管理工作的

人才需求增加，此種人才必須具備全球工作能力及跨國工作能力（鄧

建邦，2008；Teegen, Doh, & Vachani, 2004）。高等技職教育國際化

的意涵即為：（一）培養具備與國際接軌的專業知識，國際視野，跨

國就業準備及國際競爭力的人力；（二）建構具備國際化的師資、課

程、教學環境等，以吸引國際學生、教師與研究人才，達到交流及教

育服務輸出的目標（吳天方、費業勳，2010）。然而，在高等技術教

育國際化的過程，由於目前國內技專院校學生的英文程度普遍不足，

因此宜加強學生的英文聽說讀寫的能力，增加校內英語授課的範圍，

逐漸以英語教授專業科目，並鼓勵學生至外國短期學習。在地化則以

本國或地區特有的產業技術或人文基礎，配合相關產業的技術與人

力，形成地區性的特色，在高等技職教育領域的發展中，則以培養本

國或地區性的特色產業發展一套人才培育課程，形成競爭趨勢，使該

領域在理論、應用及研發上具有國際競爭力。

二、高等技職教育之定位

我國技職教育體系中，以高職、專科學校及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

為主要階段。自從八○年代，許多學校從專科改制為技術學院，也有

許多技術學院更名為科技大學，到了九十九學年度，高等技職體系中

已有 46 所科技大學，31 所技術學院及 15 所專科學校。由於高職學生

升學管道暢通之後，高職畢業生選擇升學的比率高達 13%。此種升學

率，致使職業學校與普通高中之區隔逐漸模糊（教育部，2009），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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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將技職院校與一般大學混為一談，導致高等技職教育之定位失焦。

又由於技職院校以學術著作為教師升等之主要依據，亦造成教師的教

學內容以其研究相關的理論為主，致使技職院校的課程內容與一般大

學之課程內容相差不大，亦為我國技職教育定位模糊之原因之一。

針對高職學生升學導向及技職院校教學內容與一般大學類似，以

致定位模糊的現象。可從技職院校及一般大學的教育目標及內涵來區

分，從中尋找技職院校的定位。高等教育的目標一般而言，不僅限於

個人專業的訓練及知識的累積，更需要培養學生廣闊的視野，終身學

習的態度，國際溝通的能力及人類地球及社會的關懷。以臺灣大學為

例，以教育卓越、學術卓越及社會關懷等三大主軸，營造優質學習環

境，以培養社會菁英。進一步以「教育卓越多元學習」、「延攬教學

研究優質人才」、「強化基礎建設與軟硬體環境」、「卓越與前瞻研

究」、「學術國際化」及「行政精進」等六項為校務發展策略（臺灣

大學，2011）。以臺灣科技大學為例，其建校的目標以因應我國經濟

與工業迅速發展的需求，以培養高級工程技術及管理人才為目標，發

展至今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學校的楷模（臺灣科技大學，2011）。從

上述兩個不同體系的學校發展與教育目標來看，臺灣大學以強調學術

研究的卓越為重點，臺灣科技大學則以培養實務與理論並重的高級工

程技術及管理人才為目標，兩者的差異性相當明顯。因此，將高等技

術教育目標定位為理論與實務並重的技術與管理人才培育是一個相當

合理的解釋（如圖 1）。

圖 1　技術職業教育的學制架構圖

高  職

大學

專科學校

技術學院及

科技大學

另外，就工業技術人力的發展階層（如圖 2）而論，從無技術工

作者、半技術工作者、到全技術工作者、技術員、技師及工程師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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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技術人才階層，其分類及功能均有所區分。一般勞工在未接受教育

及訓練之前，稱為無技術工作者；只學會少數產業職類的技術的工作

者稱為半技術工作者；全技術工作者，則已學會大多數產業職類的技

術，可以獨立處理產業生產的工作。技術員則可歸類為專科畢業生，

在實務上有很成熟的技術能力，且略知相關理論。技師則可歸類為技

職院校相關科系所的畢業生，在校學習以理論和實務並重，同時具備

豐富的產業技術，也嫻熟相關的理論知識，可以成為工程師與技術人

員之間的橋樑，例如工程師有很好的專業理論基礎，然而對於實務技

術不精通，可以透過其設計的理念，將其具體化成為工作圖，由技術

人員研發及施工。

最後，一般而言工程師位於技術人力階層的後端，係一般大學所

培養的理論學術，研究專業人才。其學習以理論為導向，輔以不同程

度的實務內容，在實務經驗的培養則不如技職學生專精。

綜合上述，可知我國高等技職教育，不論從其教育目標或技術

人力分工的觀點，均可得知其定位應以實務與理論並重的人力教育為

主。目前教育部所推展的實務、實用導向的高等技職教育核心策略，

即為此項定位的適當發展方向；學生校外、海外實習、參訪、產學合

作、教師至產業進修合作亦為增強高等技職實務教學之實例。

圖 2　工業類技術人力分類圖

無技術

工作者

Unskilled
worker

全技術

工作者

Skilled
worker

技術員

Techni-
cian

技師

Techno-
logist

工程師

Engineer

半技術

工作者

Semi-
skilled
worker

三、高等技職教育應整合行政、課程與教學、研究與
產業應用三大主軸

技職教育行政除了要進行組織的變革及行政革新外，也要注重規

章、制度的調整。由於技職教育受到體系內外各種因素的衝擊，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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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對改變的環境做出回應。例如，國際經濟環境、外在產業環境、

少子化、高齡化社會環境、學生的選系方向及學校內外教育機構的競

爭等均造成技職教育行政單位及學校的困境與挑戰。行政單位及學校

必須針對相關的困境與挑戰，在行政與教學上立即反應，以配合學

生、社會、國家與國際化的需求。

在課程與教學方面，如何將教育目標轉換成課程將是高等技職教

育必須持續進行的一個工作。考慮到產業的發展趨勢及學生工作能力

的培養，最有效的達成方法即為課程的修改。不論在理論與實務教學

上，均應以培養學生的工作能力為主。不但可以配合產業界對技術人

才的需求，亦能建立學生具備選擇職業的工作能力，從學習主體上強

化學生未來的競爭力，使立於不敗之地。目前許多技職院校均要求各

系所邀請產業界人士參與課程規劃及實際教學，課程國際化亦為因應

時代變化的一個對策。

第三方面，技職院校的研究教學應該以產業的應用為導向。如果

技職院校以理論與實務並重的教育定位，則在教學與研究兼顧理論與

實務：理論引導實務，實務驗證理論，則必能在創新研發上有所斬獲。

杜威（John Dewey, 1930/1984）的從作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教

育哲學可作為此論點的理論依據。

總之，從技職教育、行政、課程與教學及研究與產業應用等三方

面的整合（如圖 3），並配合全人教育、專業化、國際化、在地化等

策略與方向，我國技職院校必須持續調整行政組織、人員、課程與教

學、及研究與產業應用，以強化本身的競爭優勢。如果因循以往，不

能因應外界環境的改變，則必將降低本身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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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等技職教育體系的運作圖

技職教育行政

研究與產業

應用
課程與教學

四、高等技職教育應充實課程與教學內涵

課程的設計應根據教育目標及教學目標來進行。不論是學科本

位課程或系科本位課程，均應把握既定的教育目標進行，以產業理論

與實務並重，亦即理論科目與實習、實務科目並存。以目前各技職院

校課程規劃的方式為例，各校均很重視課程地圖，將課程的規則與日

後就業的職類相配合，以符合就業能力培養的目的。除了課程設計之

外，亦應考量適當的教學與評量方式，以多元化的教學與評量方法，

引導學生達成教學目標，亦即達成理論科目或實習科目的目標。

另外，除了課程目標和教學目標外，亦應從學生的能力培養上考

量。技職院校的學生除了應具備就業所需的職業技能與知識態度外，

亦應具備現代人所應具備之全人能力、國際觀及在地觀等。一個好的

課程必須具備通識、人文與藝術及產業相關知識與技術，也應該培養

學生團隊合作、解決問題及創新研發的能力。因此，在有限的學習時

間內，如何在達成那麼多的教育目標，即成為課程設計者很大的挑

戰。系科本位課程固然能夠達成專業能力培養的目的，然而在技職學

生整體綜合能力的培養上，似乎存在專業科目與非專業科目有壁壘分

明、不易劃分的缺點。另外，在教學的內涵與方法上，如能在專業科

目與非專業科目之間產生關連性，則課程的設計更能達到全人教育、

專業化、國際化與在地化的目標，大幅增強課程與教學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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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等技職教育政策的規劃應考量教育變遷的因素

教育政策的規劃與整個社會環境中的經濟、文化、社會、教育、

心理、政治和法律等均有相關性。其中，又以教育變遷的因素對學校

的影響最為直接，這些教育變遷的因素包括一系列的教育變革，教育

領導風格及更迭、學生及社區的人口變化、教師世代及學校之間的競

合關係等（吳天元，2006）。我國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歷經一連串擴

充、改制、更名、多位部長的施政重點有異、學生人數的急遽減少、

教師世代及專長趨勢的轉變、及學校因少子化影響所產生的競爭等均

為教育變革中必須考量的因素。本文所論及的臺灣高等技職教育發展

策略，在規劃的過程中，如能考慮這些教育變遷的因素，則必有助於

其他各項發展策略的規劃與進行。

參、結論與建議

技職教育係促進臺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力量之一。發展至

今，在外在環境有少子化，高等教育的擴充，金融海嘯，兩岸交流，

國際化，產業結構改變等問題存在；內在環境則面臨以下挑戰：第一，

學生及家長較不重視技職教育；第二，高職畢業以升學為主要進路，

使得高等技職教育與大學教育的區隔模糊；第三，教育資源不足，影

響品質有待提升；第四，教師實務工作經驗不足；第五，學生基礎能

力薄弱，國際化程度不足，不能學以致用（教育部，2009）。

為因應以上問題與挑戰，教育部（2009）頒布《技職教育再造方

案─培育優質專業人力》，以「強化務實致用特色發展」及「落實培

育技術人力角色」為定位，提出 10 項實務導向的執行策略。另外，

吳靖國和林騰蛟（2010）亦論及「專業」與「務實致用」是否相等，

亦即高等技職學校所培養的專業人才，是否即為務實致用的人才。故

本文所提出的全人教育、專業化、國際化、在地化的發展方向；培養

理論與實務並重的人才定位；高等技職教育行政，課程與教學，研究

與產業應用三大主軸的整合運作；重視課程與教學的內涵，及高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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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教育政策的規劃應考量教育變遷等五大因素雖不能立即解決所有高

等技職教育所面臨的問題與挑戰，然而，對於整體高等技職教育及個

別學校的未來發展，應具有一定程度的助益，尤其在技職教育行政單

位擬定與規劃政策和實施措施上，如能考慮上述五項因素，則能逐步

導正一般人對高等技職教育的觀念，將高等技職教育定位為理論與應

用並重的人才培育體系。

總之，在人才培育上宜強化課程內涵，以與產業工作相關的專業

知識與技術為主，使學生在畢業後得以順利就業；行政上則盡量調整

學制的彈性化，注意學制的銜接與課程的融合，使學生能發揮學習的

潛能；規劃及調整科系時，以符合國內外就業市場的人才需求為參考，

採取務實致用的原則。同時考量少子化、教育環境、社會環境的變遷，

規劃回流教育。最後，配合國際交流的趨勢，在國內推行與國際接軌

的技專教育，並鼓勵師生至其他國家從事教育交流活動，促進國內技

職教育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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