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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教育輿情

張雅淨 *　伍鴻麟 **

羅天豪 ***　李詠絮 ****　周仲賢 *****

教育部啟動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張雅淨

為提升國家競爭力，提供產業發展所需優質技術人力，教育部於

2013 年 9月宣布推動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計畫期程自 2013 年

至 2017 年，總經費為新臺幣 202億餘元，主要用於設備更新、實務

增能、就業接軌與創新創業等項目，期能提升技職學校畢業生立即就

業力及實務能力。1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主要從制度調整、活化

課程及促進就業三大面向及政策統整、系科調整、實務選才、課程彈

性、設備更新、實務增能、就業接軌、創新創業及證能合一九大策略

推動。2

教育部刻正研擬「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明定技職教育從職

業試探、職業準備、職業繼續進修三階段著手，從中小學開始讓學生

了解技職教育，並強化技職學生實務能力；此外，明定產業與學校合

作辦學、長期提供實習名額、保障一定比率實習生畢業後可獲聘為正

式員工、獎勵企業捐贈設備給學校等規範，鼓勵企業參與人才培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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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 年 9月 18日民眾日報第 15版任青莉報導。
2 2013 年 9月 18日自由時報Ａ 16版湯佳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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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3

教育部 4亦將成立跨部會小組研商縮短學用落差，建立高職、技

專校院與產業公協會交流平臺，發展產學人才培育模式及技術合作機

制，並定期檢討高職與技專校院系科設置及調整入學制度，如高職辦

理技術會考、四技二專擴大甄選入學名額與增加技術實作考試及對先

就業再升學的學生放寬加分比例。

除配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調整課程綱要，將補助學校更新教

學設備，並分三階段鼓勵學校調整實作課程比例，以活化課程，今

（2013）年以製造業、電機業等機電領域為主，明（2014）年則是醫

護、農業海事與水產領域，其他產業則訂在 2015 年。此外，鼓勵教

師寒暑假至公民營機構學習，並成立業師資料庫，邀請業師到校協同

教學，促進業界與學界間的交流。

在促進就業方面，推動以就業實務為導向的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計

畫，由高職與產業機構或大專院校合作規劃課程，讓學校教育可以對

應產業人力需求：103學年度開始實施高職就業導向課程專班，讓高

職生有機會到職場體驗，預估補助 100個專班、每年培育 4,000名學
生；且擴大辦理「產業學院契合式人才培育專班」，102學年度補助

開設 40個產業專班，103學年度將擴大至 300-400個學程，每年培養

至少 6,000名以上企業所需人才，並由企業保證留用 80%畢業生。5

為推動校園創新創業文化，教育部研議開放衍生企業（或稱校辦

企業），由教育部六個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協助學校透過成立新公司，

將國際發明展得獎作品等研發成果商品化，讓研發成果可以量產上

市，並由教師兼辦新創公司業務，學生參與實習、折抵學分，以促進

區域經濟發展。6

技職教育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提升學生實作能力、就業力、

教師實務經驗、縮短學用落差及培養符合產業需求之人才都是重要課

題。教育部推動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主要透過法制面，即建立技職
 

3 2013 年 9月 17日聯合晚報Ａ 5版王彩鸝報導。
4 2013 年 9月 18日大紀元時報Ａ 1-1版江禹蟬、賴友容報導、國語日報 15
版楊惠芳報導。

5 2013 年 9月 17日聯合晚報Ａ 5版王彩鸝報導。
6 2013 年 9月 18日眾聲日報第 9版報導。



284 　第 111期

教育法源，並從入學制度、系科設置、課程設計、師資、設備進行改

革，更結合企業力量，開拓產學合作平臺，鼓勵學生先就業再升學，

發揮技職教育就業導向的特色，促進學用合一，提升國家人力素質及

整體競爭力。

十二年國教相關配套  活化教學、分組合作
學習、美感教育及補救教學

伍鴻麟

十二年國教重心與關注不僅升學制度的改革，更在課程教學的

創新。教育部公布最新國中活化教學策略示範包括「走出教室上生物

課」、「體驗式地理課」、「牙菌斑實驗健教課」等，以培養學生帶

得走的能力；另積極推動「分組合作學習」、「美感教育」以及「補

救教學」政策，做為十二年國教相關配套措施。

活化教學讓師生更快樂。7彰化縣線西國中生物教師林菀如堅持

帶學生到戶外學習大自然的知識，用分組討論、海報競賽、模型製作、

概念圖等讓學生發揮所長、增強動機；8宜蘭縣復興國中地理教師石

春華舉辦歐洲旅遊紀念品特展、規劃活動做西藏糌粑與品嘗酥油茶以

及設計校園生活地圖將風土民情搬進教室等，讓地理成為活知識；9

而臺北市永吉國中健教教師鄭惠玲在上課中讓學生吃零食，利用牙菌

斑顯示劑呈現牙菌斑的數量，使學生體會飯後刷牙的重要性，俾改變

潔牙習慣。10

 

7 2013 年 7月 12日聯合報第 AA4版陳智華報導。
8 2013 年 7月 12日眾生日報第 9版台北訊。
9 2013 年 7月 26日人間福報第 6版台北訊、台灣立報第 1版黃文玲報導、國
語日報第 16版陳祥麟報導。

10 2013年 9月 11日人間福報第 6版羅智華報導、聯合報第AA4版張錦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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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師以師傅帶徒弟方式，11鼓勵學生從合作中學習。教育

部倡導「分組合作學習」旨在希望教學不再侷限於教師指導，而能提

供學生主動思考及小組討論的機會，讓學生負起學習的責任，成為教

室中的主人。12 率先參與「分組合作學習」計畫的新北市坪林國中校

長李永旭指出 13，小組師徒制改變教學生態，師生相互討論讓學習更

精進。目前已有 133所國中參與「活化教學合作學習計畫」，102學
年度希望擴大至 936所國中每校至少 1個學習領域實施分組合作學

習。8

另一方面，國語日報與人間福報提到 9，教育部預計 5 年內投入

新臺幣約 40億元，成立「美感教育大學基礎學校」，從幼兒園扎根，

培養學生對美的「感受力」、「想像力」、「創造力」及「實踐力」，

採取大學與中小學「大手牽小手」的合作概念，將美感融入各領域，

全面提升學生美感素養，並逐步擴展至終身學習。

教育部宣布 10配合十二年國教扶弱政策，未來將取消低社經家庭

限制，只要學習成就低落，即可參加補救教學，並研議國中升高中職

一年級學生先進行補救教學。教育部將補救教學預算從新臺幣 12億
元增加至 15億元，11高中職生學科成績後 25%，採「課中抽離」模

式集中輔導，參加學生不強制且不收費，預計每年將有 10萬人次以
上受惠。12

 

11 2013 年 7月 18日台灣立報第 1-1版黃文玲報導。
12 2013 年 7月 18日中國時報第 A6版林志成報導、台灣立報第 1-1版黃文玲
報導。

13 2013 年 7月 18日台灣立報第 1-1版黃文玲報導
8 2013 年 7月 18日自由時報第 A12版林曉雲報導。
9 2013年8月17日國語日報第1版陳祥麟報導、人間福報第A2版羅智華報導。
10 2013 年 9月 11日自由時報第 A9版林曉雲報導。
11 2013 年 8月 18日聯合報第 AA3版陳智華報導。
12 2013 年 9月 11日台灣立報第 4版中央社台北電、聯合報第 AA4版張錦宏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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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立高中職以上學校之轉型與退場輔導

羅天豪

少子化現象造成臺灣高中職以上學校面臨招生不足，例如今

（2013）年全國高中職招生缺額達 60,000多人，甚至國立高中職也有

2,600多名缺額，14臺北市教育局估算，若公立高中不減少招生人數，

4 年後私立學校恐怕招不到學生。15根據教育部統計，2016 年擬入學

的大專新生將驟減 5萬人。16生員數的銳減使部分私校面臨招生壓力，

故教育部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及「輔導私

立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對招生困難、經營不善或學校未達

標準之高中職及私立大專院校進行轉型或退場輔導。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司長李彥儀表示，根據 2012 年資料，

退場輔導包含 21所高中職和 8所大專院校，計 29所學校。17 若高中

職學生數600人以下，或招生率未達60%，教育部將進行「發展輔導」；

若學生數在 300人以下，或連續 2 年招生率未達 50%，則轉為「轉型
輔導」；學生數在 100人以下或欠薪、減薪達 3個月，或自願退場者，
則進行「退場輔導」；18大專校院只要招生人數不到 3,000人、近 2
年註冊率不滿 60%；最近 1 年校務評鑑有 2/3以上的系所評鑑未通過、
或有嚴重欠薪與違法事項，校方若不願提出改善計畫或經輔導仍無法

改善者，即啟動停招、停辦、改辦和解散等退場機制。19

教育部已於「高級中等學校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明定，學

校轉型分為學校類型與班別調整兩類：前者尋求轉型的類別包括普通

高中、綜合高中、單類科高中、職業學校、進修學校、分校分部等；

後者乃是指調整科別、實用技能班、進修學校、產學建教合作班等班

制。20另外，對於上述被列為退場輔導的 29所學校，教育部國民及
 
14 2013 年 9月 3日自由時報 A13版林曉雲、花孟璟報導。
15 2013 年 8月 16日聯合晚報王彩鸝報導。
16 2013 年 9月 8日中央社陳至中報導。
17 2013 年 9月 25日中華日報 A3版姜伯誠報導。
18 2013 年 9月 25日中華日報 A3版姜伯誠報導。
19 2013年9月25日中華日報A3版姜伯誠報導；201395人間福報第6版臺北訊。
20 2013 年 9月 27日眾聲日報第 9-1版臺北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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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署副署長黃新發強調，學校若在各面向有所改善，轉型及退

場機制是「可逆轉的」，但如學校發生連續欠薪 3個月等重大情事，
則直接列入退場輔導期。21

2014 年即將推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際，教育部進行高中以

上的學校之轉型或退場，除了能有助於衡平公私立學校的自主性與公

共性，更可促使各校之間進行公平而良性的競爭，以提升整體高級中

等學校之教育品質；另外，高等教育亦在政府機關的監管之下，公私

立大專院校皆能妥適經營，維護教職員生的權益。如此在整全的教育

體系運行之下，將讓臺灣教育可以達致「質量並重」的教育目標。

十二年國教共同就學區規劃應納入地域考量

李詠絮

預計於 103學年度推行的十二年國教強調「就近入學」，但臺

灣許多地方縣市交界並不明顯，例如苗栗縣的苑裡、通霄等鄉鎮與臺

中海線地區雖同屬一個生活圈，卻分屬不同行政區和招生區，故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要求相鄰縣市規劃共同就學

區，並於今（2013）年八月核定公布。22

所謂「共同就學區」就是讓鄰近縣市的國中生，可以跨縣市選擇

比較近的高中職就讀，不限在國中所在地的招生區升學。縣市政府得

考量地理位置鄰近、共同生活圈、交通便利性及學校分布等因素，協

定訂出跨區域的共同就學區，提教育部審議核定。23

國教署高中職組組長李秀鳳 24指出，共同就學區分為「部分開放」

及「全區開放」，如新北市貢寮、雙溪、坪林等三區屬部分開放，該

 

21 2013 年 9月 26日自由時報第 A8-1版林曉雲報導。
22 2013 年 7月 30日人間福報第 6版臺北訊報導、2013 年 7月 30日眾聲日報
第 9版臺北訊報導。

23 2013 年 7月 30日聯合報第 A4版張錦弘報導。
24 2013 年 7月 30日聯合報第 A4版張錦弘報導、2013 年 7月 30日自由時報

A11版湯佳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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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國中生只能跨區就讀宜蘭縣頭城鎮的學校，該區學生若想就讀頭

城家商，可直接報名基北區的免試入學，學生除基北區的學校外，亦

有頭城家商可選擇。雖然共同就學區內考生升學權利以對等為原則，

但也有例外。譬如苗栗縣卓蘭、苑裡、通霄、三義與臺中全區屬於共

同就學區，苗栗這四個鄉鎮考生可免試進入臺中一中、臺中女中就

讀，但臺中僅有東勢、新社、豐原等八個鄉鎮考生可進入苗栗卓蘭、

三義的高中職就讀。25

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專業發展中心執行長張文昌 26表示，全教

會支持共同就學區的政策，因為有些行政區的地理位置與交通便利性

不足，跨區到鄰近的外縣市就讀反而便利；但他也批評部分學區規劃

會破壞十二年國教就近入學原則，例如苗栗縣卓蘭、苑裡、通霄與三

義等鄉鎮原本與臺中市的大甲、大安與清水等區較為接近，但是讓苗

栗苑裡的國中畢業生到臺中大里高中就讀，距離將超過 50公里，不

符就近原則，為的是讓學生就讀明星高中。27

國教署李秀鳳組長 28表示，就近入學是理想，但也須考量教育資

源的分布，苗栗縣希望藉此提升學校的均優質化，且兩地雖然距離超

過 50公里，但搭乘臺鐵還算便利。國教署署長吳清山表示，十二年

國教實施在即，目前儘量取得各縣市的最大公約數，共同就學區未來

會逐年檢討，讓學生儘量就近入學，避免跨區就讀。29

新手教師專業上路：教育部首次舉辦初任教師研習

周仲賢

為因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教育部於今（2013）年 8月

 

25 2013 年 7月 30日中國時報 A1版林志成報導。
26 2013 年 7月 30日人間福報第 6版臺北訊報導。
27 2013 年 7月 30日自由時報 A11版湯佳玲報導。
28 2013 年 7月 30日自由時報 A11版湯佳玲報導。
29 2013 年 7月 30日人間福報第 6版臺北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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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至 9日、12日至 14日，首次於全國各地分 2梯次，針對 22縣市
甄選錄取正式專任教師及公立中、小學與幼兒園公費分發約 4,000名
教師（含特教教師），按教育階段別，辦理 24場次的初任教師基本
專業知能研習。30

教育部表示，初任教師雖修畢職前教育課程，有教學與教育實習

的經驗，且部分曾任代理代課教師，但在初任教職時仍會有學校生活

適應、教學發展、班級經營及親師溝通等問題，31故舉辦本研習活動，

每位初任教師須參與 3天計 22小時的基礎課程，包括當前重要教育
政策、關懷學生個案分享、班級經營百寶箱、教師專業發展資源介紹、

教學典範傳承、當前學校教育工作重點、親師合作模式分組研討等；

並再到師資培育大學參與包括班級經營與教學觀察工作坊等 2次各 7
小時的精進課程；未來還須參加地方教育局（處）與學校分別辦理的

初任教師研習，以建立中央、地方及學校緊密銜接的研習系統。32

本研習還特別安排遴選自全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198位教學輔
導教師、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央輔導團、師資培育大學或地方

教育主管機關推薦具教育熱情與教學經驗豐富的「薪傳教師」擔任初

任教師輔導志工，其中不乏師鐸獎得主。這些薪傳教師將於未來 3 年

內，每 2個月擇 1天帶領初任教師參加 6小時研習。33

許多初任教師表示，其最想學的是親師生溝通與班級經營，資深

教師也認為親師生溝通的重要不亞於教學。34苗栗縣大湖國中地理科

教師陳秋璉就指出，研習中介紹十二年國教相關理念架構，未來更能

與學生、家長溝通；指導初任教師的新北市福和國中退休教師余麗卿

認為，初任教師很有教育熱忱，然而教學不只是教書，若無優秀且有

經驗的教師協助，通常孤軍奮戰 3 年，教育熱忱就會消磨殆盡。35

 

30 2013 年 8月 7日教育部新聞稿、8月 8日人間福報 6版臺北訊報導。
31 2013 年 8月 8日國語日報 15版楊惠芳報導、臺灣立報 5版臺北訊報導、眾
聲日報 9版臺北訊報導。

32 2013 年 8月 7日教育部新聞稿、8月 8日聯合報 AA4版陳智華報導、人間
福報 6版臺北訊報導、眾聲日報 9版臺北訊報導。

33 2013 年 8月 7日教育部新聞稿、8月 8日人間福報 6版臺北訊報導、聯合
報 AA4版陳智華報導、臺灣立報 5版臺北訊報導。

34 2013 年 8月 8日聯合報 AA4版陳智華報導。
35 2013 年 8月 8日聯合報 AA4版陳智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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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落實初任教師專業輔導機制，教育部同時要求縣市與學校於教

師始任教職 3 年內，安排教學輔導教師給予教學知能及生活適應等的

諮詢與協助，並帶領初任教師進行協同教學，提升專業、融入校園。
36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司長張明文指出，教師專業發展投

資報酬率最高的是初任教師，任職前 3 年打好基礎，可以服務 30 年。
37他並表示，未來將持續編列預算，辦理初任教師研習，並將私立學

校一併納入。38而為鼓勵初任教師分享問題與經驗，特建置「102級
初任教師臉書社群」交流平臺，建立人際網絡彼此提供解決策略，並

邀請薪傳教師加入適時給予意見。39

 

36 2013 年 8月 7日教育部新聞稿、8月 8日國語日報 15版楊惠芳報導。
37 2013 年 8月 8日國語日報 15版楊惠芳報導、臺灣立報 5版臺北訊報導、聯
合報 AA4版陳智華報導。

38 2013 年 8月 8日眾聲日報 9版臺北訊報導、臺灣立報 5版臺北訊報導。
39 2013 年 8月 8日聯合報 AA4版陳智華報導、人間福報 6版臺北訊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