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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著重培養學生實務能力

張雅淨

為因應技職教育產生學用落差問題，教育部提出第二期技職再造

計畫，預計 102 學年度起，技專校院入學管道採實務能力選才制度，

並建立產官學聯繫平臺，鼓勵業界共同參與人才培育工作。此外，研

議調整現行學制，鼓勵學生先就業，逐漸引導高職以「就業率」作為

辦學指標，而非「升學率」，期藉以增加學生實務能力，培養產業所

需人才，讓畢業生具備直接就業能力。1

目前產業界紛紛反映基層技術人力不足，而且技職學校逐漸學術

化，學生缺乏實務能力。教育部統計資料顯示，85 學年度有 70 所專

科學校、10 所技術學院，101 學年度專科學校降為 14 所，學院與科

大增至 77 所；此外，1980 年代，國內高職升學率不到 3%，1991 年

升學率為 13.68%，2011 年劇增至 81.91%，2 從這些數據可以發現，

專科學校大量減少、多升格為學院、大學，也造成技職學生升學比例

過高的現象。此外，升學制度以紙筆測驗為主、技職學生校外實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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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 月 15 日國語日報 15 版楊惠芳報導。
2 2013 年 2 月 25 日聯合報 A6 版王彩鸝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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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大多僅有 50%，難以凸顯技職教育重視實作技能的特色，部分學校

希望教育部提出增加企業接受實習生的誘因或獎勵制度等配套措施。3

為發揮技職教育特色，教育部首先從入學制度著手，改進四技二

專選才機制，增加非紙本測驗，鼓勵以競賽成績、證照、實務專題等

方式申請入學。4 此外，考慮調整學制，由現今「3+4」（高職畢業後

就讀四技），改以「3+2+2」（高職畢業後就讀二專、二技）方向調整，

鼓勵學生先就業再進修。5 另外，修正技職校院評鑑制度，自 102 學

年度起，將畢業生就業率列為學校評鑑指標，也預定 108 學年全校學

生實習率 100%，所有教師也都要有實務經驗，並開放學校試辦自我

評鑑，由學校自訂指標，邀請產業人士組成評鑑小組。6 然而，要改

變現今以升學為主的現象及提升實習率，產業界能否提供好的工作環

境與條件是重要關鍵，因此，教育部已搭建產官學媒合平臺，定期邀

請產業工會對談。7

除了入學管道與評鑑制度改革，教育部將進行系科檢討與課程調

整，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專班與產業學院計畫。8 技職教育是臺灣經濟

發展的重要基礎，但要成功推動技職教育，很重要的是消除文憑主義

的觀念及落實企業社會責任。以德國為例，9 德國人受高等教育比率

僅約 30%，70% 都是技職教育，但德國整體及青年的失業率在歐洲地

區是最低的。此外，德國企業普遍存在一個共識，即企業職訓不只為

自己公司培養人才，也為社會培育人才，若干大型企業甚至還會為其

他協力廠商培訓員工。10 可見，只要社會能夠認同行行出狀元的價值

觀，企業也能擔負起人才培育的責任，並與政府、學校通力合作，則

技職教育應能成功達成提升國家競爭力之目標。

 

3 2013 年 1 月 15 日自由時報 A5 版林曉雲、黃宣弼報導、2013 年 2 月 26 日
眾聲日報 9 版報導。

4 2013 年 1 月 15 日國語日報 15 版楊惠芳報導。
5 2013 年 3 月 20 日青年日報 11 版黃朝琴報導、眾聲日報 9 版報導。
6 2013 年 1 月 14 日人間福報 6 版報導。
7 2013 年 3 月 20 日台灣立報 4 版報導。
8 2013 年 1 月 15 日國語日報 15 版楊惠芳報導。
9 2013 年 3 月 4 日聯合晚報 7 版江睿智、蕭白雲報導。
10 2013 年 3 月 4 日聯合報 8 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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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位學生參與學習」成為教學新典範活化教學

伍鴻麟

教育部為鼓勵國中教師活化教學，召開「國中活化教學列車」記

者會，邀請語文學習領域教師分享活化教學的理念及方法，以下闡述

新聞報導活化教學的實例，包括美濃國中英語與客家語教學；新竹市

立光武國中國文科創思教學；五福國中「聽、說、讀、寫」閩南語教學；

新生國中英語讀者劇場等，推廣「讓每位學生參與學習」成為活化教

學新典範。

首先，高雄市美濃國中英語教師黃淑玫邀請社區耆老進入校園，

搭配社團外籍教師，採用雙語教學方式，教導學生客家語和英語對

譯，除增加學生對母語的認同感外，同時有助於擴展國際視野。黃淑

玫老師提供一個學生可「安心講錯」，不斷追求進步的語言學習環境，

利用美濃歷史古蹟與觀光勝地，培訓學生擔任社區雙語導覽解說志

工，以找回學生對客家文化的熱愛，黃淑玫老師認為學生不會說才需

要學習，只要有心學，皆可報名客語社團。11

「當教師上課都講完了，學生還有思考空間嗎？」光武國中國

文科教師張蔚雯表示，一堂有意義的國文課，應該讓學生發揮團隊合

作、溝通討論和傾聽分享。因此，張蔚雯老師帶領團隊，研發多元教

學策略引導學生創意思考，讓學生學會分析與歸納問題方法。張蔚雯

老師堅信「每位孩子都需要被看見，只要教師多一些教學策略，學生

就可以跨出一大步」，當教師願意轉換教學方法與評量時，學生的心

就不會從課堂上逃走。12

高雄市五福國中王崇憲老師則採用「聽、說、讀、寫」系統化的

閩南語教學，針對生活情境設計教案，且與其他教師相互配合，共編

 

11 2013 年 1 月 12 日大紀元時報第 A8 版江禹嬋、民眾日報第 6 版任青莉、青
年日報第 11 版黃進福、聯合報第 AA4-1 版陳智華、1 月 14 日眾聲日報第 9
版臺北訊報導。

12 2013 年 1 月 18 日民眾日報第 6 版任青莉、臺灣立報第 3 版鄭諺鴻、聯合報
第 AA4 版陳智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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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諺語故事集」補充教材，教導學生用閩南語自我介紹、說相聲、

唱歌以及朗讀現代詩，讓「聽、說、讀、寫」能真正運用在生活上。
13 王崇憲老師認為對臺灣最好的方式是讓學生學會尊重母語，而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署長吳清山也認為，母語教學的重點是讓孩子在

潛移默化中，多說母語、認同本土文化，才能達到文化傳承的目的。

臺東縣新生國中英語教師蔡佩玲運用創意將「課本轉化成劇

本」，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登臺演英語話劇，鼓勵學生勇敢秀出

ABC，且為增加其自信心採用異質性分組合作學習，以解決學生英語

程度參差不齊的問題。蔡佩玲老師打造讀者劇場，將課堂所學單字、

句型活用在話劇中，強調「教會優於教完」的階梯式英語教學，扎穩

學生能力之後，再進行下一段教學。蔡佩玲老師認為在教室中，沒有

學生是客人，當學生需要時，教師應給予適時指導，試圖把每位英語

能力落後的學生都帶上來，讓每位學生都是課堂上學習的主人。14

教育部擴增採認中國大陸之大學學歷

羅天豪

臺灣為能積極爭取國際學生及僑生等優秀人才來臺就學，因此教

育部對於大學招生陸生來臺之規定不斷放寬，於今（2013）年 3 月 12
日正式宣布擴大採認中國大陸地區大學學歷，由原先的 2011 年 1 月

10 日公告的 41 所大學（正式招生人數為 2,141 人）增加至今（2013）
的 111 所（正式招生人數為 2,073 人）。其中 41 所大學乃是教育部認

可中國大陸地區列名「985 工程」學歷；15 另外，今年所增列採認的

 
13 2013 年 2 月 23 日大紀元時報第 A8 版江禹嬋、民眾日報第 6 版任青莉、青

年日報第 11 版黃朝琴、眾聲日報第 9 版臺北訊報導。
14 102 年 3 月 27 日人間福報第 6 版羅智華、大紀元時報第 A8 版江禹嬋、民

眾日報第 6 版任青莉、新生報第 6 版王志誠、眾聲日報第 9 版臺北訊報導。
15 「985 工程」是指中國大陸政府為建設若干所世界一流大學和一批國際知名

的高水準研究型大學而實施的高等教育建設工程，例如北京大學、清華大
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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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所中國大陸學歷乃是以中國大陸地區之「211 工程」16 大學學歷為

主。16 根據教育部次長黃碧端表示，臺灣擴大採認中國大陸地區大學

學歷，除了有助於爭取中國大陸優秀學生來臺、促進兩岸學術交流，

也可使陸籍配偶的就學人權、臺商子弟回臺就學等問題妥善解決。17

自 2010 年起開放陸生來臺就讀的政策實施迄今，教育部表示陸

續接獲民眾及大學校院多次向政府建議擴大採認大陸地區高等學校學

歷，因此經教育部審慎研議後，秉持「階段性、檢討修正與完整配套」

原則增加採認中國大陸地區大學學歷，研議重點包括：規劃原則與排

除原則、採認之時間點、磁吸效應評估與假學歷預防以及預期效益。
18 其中關於外界十分關注之「磁吸效應問題」，根據學者研究，開放

學歷採認不是多數國人赴陸就學之主因，目前兩岸招收人數大致相

當，超過 70% 國人無意願赴陸就學。黃碧端次長更分析，採認中國

大陸學歷後，臺生赴陸增加在合理範圍內，且在學歷認可名單就讀的

比例，皆維持在 40% 左右，故關於外界所謂磁吸效應並不存在；19 此

外，「假學歷預防」的問題，依現行《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

申請中國大陸高等學歷採認應檢附相關文件，若查證有疑慮，必須出

示學歷文件經中國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以減低臺灣高等教育對於採

認中國大陸學歷之憂慮與考量。20

臺灣教育部擴大增加採認中國大陸學歷之大學，乃是為了讓兩岸

年輕人得以有更多學術交流的機會，但是對於臺灣之大學是否造成生

源不足的問題，臺灣大學教務長莊榮輝表示，對擴大採認中國大陸學

歷樂見其成，臺灣高等教育有一定品質，不擔心臺生被對岸學校搶走；

私立大學校院協助會理事長、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亦認為，擴大採認

有助臺灣學校更積極到對岸招生。21 質言之，全球化所帶來的國際學

 
16 「211 工程」是指二十一世紀的 100 所左右重點大學，例如中國傳媒大學、

遼寧大學、蘇州大學等學校。
16 2013 年 3 月 13 日聯合報第 AA4 版張錦弘報導。
17 2013 年 3 月 12 日中央社報導。
18 2013 年 3 月 12 日教育部新聞稿。
19 2013 年 3 月 13 日台灣時報第 4-2 版臺北訊。
20 2013 年 3 月 13 日台灣立報第 3 版鄭諺鴻報導。
21 2013 年 3 月 13 日人間福報第 5 版羅智華報導、2013 年 3 月 13 日蘋果日報

第 A8 版劉嘉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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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開放趨勢無法避免，只要加強臺灣之大學本身的品質，以吸引更多

學生就讀，針對採認中國大陸學歷可讓臺灣學生有更多機會接觸不同

的地區的人事物，以促使其擴展視野，進而有效掌握兩岸脈動。

教育部擬推動線上學習

李詠絮

隨著科技進步神速，新一代的學習模式正醞釀發展中，面對國際

數位學習發展趨勢變化，教育部規劃提出全面性的「數位學習推動計

畫」，從基礎環境布建、教師培訓到各級學校教育的推廣，希望培育

國家優秀人才、提升國際競爭力，連結產學合作，發展數位學習產業。22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楊鎮華表示教育部將投資新臺幣 5
億元，在 2015 年完成建置新一代光波 100G 網路，不僅與美國、加拿

大、韓國等同等級，未來還可擴充至 500G。23 該項計畫預計推動項

目說明如下：

第一，躍升教育學術研究骨幹網路頻寬效能：目前臺灣教育學術

研究骨幹網路頻寬只有 10G，預計 3 年後提升至 100G，區域網路頻

寬由 2.5G至 4G提升至 40G，全面支援各項雲端應用服務，如教育雲、

防災應用、遠距教學、行動學習與網路語音應用（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等。24

第二，提升校園無線網路品質：將逐年編列新臺幣 4 億元，普及

校園無線網路使用便利性，4 年內教室無線網路覆蓋率由目前的 30%
提升至 95%。師生在校園內可利用各種行動載具上網學習，並延伸至

跨校、跨縣市及跨國皆可無線上網學習。這項計畫將優先在離島偏鄉

布建數位學習環境，讓每位偏鄉孩子都有一個大學生當他的「數位學

伴」，提供遠距教學及課業輔導。25

 
22 2013 年 2 月 8 日眾聲日報第 9-1 版臺北訊報導。
23 2013 年 2 月 7 日聯合晚報 A5 版王彩鸝報導。
24 2013 年 2 月 8 日人間福報第 6 版臺北訊報導。
25 2013 年 2 月 8 日青年日報第 11 版黃朝琴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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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整合雲端學習資源：此外，教育部今（2013）年底將完成

「教育雲」建置，整合各種教育 App，建立雲端資源交換機制，促進

產官學研合作，縮短學用落差，經由雲端資源共享，避免教育資源重

複投資。26

第四，發展數位康健學校：本項計畫將提升教師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教育科技知能，讓學生由被動的聽講轉變為主動的探究式學

習，並且培養學生養成視力保健習慣，防止數位傷害，打造數位康健

示範學校，並進一步移轉示範學校經驗，協助中小學持續推廣。27

第五，推動磨課師計畫：「磨課師」（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線上開放式課程，音譯為磨課師）是國外大學近年來

相當熱門的線上開放式課程，不同於傳統課堂以側錄為主的開放式課

程（Open course ware, OCW），而是一種更加精緻化的線上課程，課

程以 5 至 10 分鐘為一段落，包括線上練習與評量、虛擬實驗、線上

同儕合作討論等，最大特色是學生可依自己學習速度安排進度。28 楊

鎮華司長指出教育部預計農曆年後籌組聯盟，約有公、私立 15 所大

學加入，他形容磨課師推動後，「不用進頂尖大學，也能上頂尖大學

的課」，首年希望開出至少 100 門課，並於日後打造華語文數位課程

品牌，成為亞洲第一的數位學習領航者。29

教育部發布《師資培育白皮書》

周仲賢

教育部於今（2013）年 1 月 16 日發布《師資培育白皮書》（以

下簡稱白皮書），從「師資職前培育」、「師資導入輔導」、「教師

 

26 2013 年 2 月 8 日人間福報第 6 版臺北訊報導。
27 2013 年 2 月 8 日眾聲日報第 9-2 版臺北訊報導。
28 2013 年 2 月 7 日聯合晚報 A5 版王彩鸝、2013 年 2 月 8 日自由時報 A16 版

記者陳怡靜報導。
29 2013 年 2 月 8 日中國時報 A6 版胡清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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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及「師資培育支持體系」等四大面向，擬定 9 項發展策略

及 28 個行動方案，結合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培養具教育愛、專業

力及執行力的新時代良師。30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以下簡稱師資藝教司）司長張明文指

出，為減少學校和教師文化停滯不前的現況，白皮書提出「交換教師」

制，在薪資待遇不變前提下，讓都市、偏鄉教師可互換 1 學期或 1 學

年，使教師開闊視野並從不同的教學環境獲得更多啟發，同時也使偏

鄉學校學生接觸不同教學風格，增進文化刺激與資源，最快明（2014）
年挑選 10 至 20 所學校進行小規模試辦。31

此外，鑑於教師長期在同校接受刺激較少，教育部也考慮實施教

師輪調制。32 張明文司長說，此參考日本中小學教師（含行政人員）

輪調制，研議以 6 至 8 年為周期在原校行政區鄰近範圍輪調，透過教

學經驗分享，增進教師及行政人員專業成長。但他評估，該制尚待研

修相關法律規定，列為中長程計畫。33

另一方面，教育部並研議將教師分級為初任教師、中堅教師（年

資 3 年以上）、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發教師，後兩者得比照大學教師，

每任滿 7 年可提出進修計畫，經審核通過後可獲公費在國內、外進修

1 學期。34 教育部強調，初任與中堅教師依服務年資判定，教學輔導

及研發教師以自願參與為原則，且未來會同時推動認證制度，其審核

項目、順序、比重都將秉持實質的「專業表現」，教師進修成果如達

目標，回校任教可減免授課時數，希望教學輔導與研發教師分享經驗

且引導、服務其他教師。

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副理事長吳忠泰認為，交換制能吸引年輕

 
30 2013 年 1 月 16 日教育部新聞稿。
31 2013 年 1 月 17 日大紀元時報第 A8-1 版江禹嬋、聯合報第 AA4 版陳智華與

劉盈慧、眾聲日報第 9 版、自由時報第 A7 版陳怡靜、蘋果日報第 A16 版
劉嘉韻、國語日報第 1 版陳祥麟、2013 年 1 月 18 日人間福報第 6 版杜憲昌
報導。

32 2013 年 1 月 17 日青年日報第 11 版黃朝琴及眾聲日報第 9 版報導。
33 2013 年 1 月 17 日青年日報第 11 版黃朝琴、大紀元時報第 A8-1 版江禹嬋、

2013 年 1 月 18 日人間福報第 6 版杜憲昌報導。
34 2013 年 1 月 17 日聯合報第 AA4 版陳智華與劉盈慧、大紀元時報第 A8-1 版

江禹嬋、2013 年 1 月 18 日人間福報第 6 版杜憲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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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嘗試到不同城鎮學校教書，增進教師專業與經驗交流，但須有

完善的規劃，避免教師不適應新環境而影響學生受教權；35 全國家長

團體聯盟理事長吳福濱表示，教師輪調可活化教學，教師卻應配合持

續進修；36 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理事長薛春光則說，教師交換使偏遠

地區及專長教師透過調動讓他校發展機會更均衡。37

然而，國立新港藝術高中教師翁鋒儒表示，「交換教師」恐使學

生學習不聯貫，高中教師如須交換則以一年級為宜；臺北市萬華國中

教師王美玲認為，「交換教師」應考量不少正式教師多已在學校附近

安家，同時，交換教師亦須清楚自己在學校的角色，交換才不會流於

形式；臺北市大安國小教師栗素珍則提醒，教師交換須顧及班級與科

任教師的專業及任務不同，且無論自願或派遣，都應事先溝通。38

教育部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於今（2013）年成立師資藝教司，統合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業務並承續過往師資培育成果研訂白皮書，惟未

來須落實各具體策略，方得提升教育品質。39

 
35 2013 年 1 月 17 日蘋果日報第 A16 版劉嘉韻、2013 年 1 月 17 日自由時報第

A7 版陳怡靜報導。
36 2013 年 1 月 17 日國語日報第 1 版陳祥麟報導。
37 2013 年 1 月 17 日大紀元時報第 A8-1 版江禹嬋報導。
38 2013 年 1 月 17 日臺灣立報第 1 版鄭諺鴻報導。
39 2013 年 1 月 16 日教育部新聞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