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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透過理論分析，以期對臺灣的技職教育進行反思與建構。由

於學制上的區分，遂將高等教育劃分為技職司管轄的技職教育與高教

司管轄的大學教育兩個體系，因而技職教育被凸顯為就業導向而實施

於特定學校，其容易局限學生的未來長遠發展，故本文進而從學生整

全發展的觀點，主張將技職教育融入於各教育階段中，而成為學生生

涯發展的一部分。為建構此一理念，乃從「全人教育」、「生涯發展」、

「職業導向」、「社會變遷」四個面向來說明技職教育理念，進而推

衍出「專業開展」、「職涯發展」、「能力導向」三個核心內涵，並

進一步建構出大學校院實施技職教育的任務是要讓學生獲得專業導向

的職涯發展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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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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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Professional Career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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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tically reflect and theoretically construct the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VE) in Taiwan. Since the 
di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to two systems with TVE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ay limit the 
students of TVE from furth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dvocates holistic 
development. TVE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ll stages of education 
and becomes a part of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For this purpos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implications of “holistic education”, “career 
development”, “vocation-oriented”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of TVE. The key meaning of “professional unfolding”, 
“profession career” and “competency-based” are discussed.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ission of TVE in university is to develop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competencies of professional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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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兩種「技職教育」

對「技職教育」（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簡稱
TVE）一詞的認識，可以從兩個面向著手：一是從學制上來界定，另

一從教育內涵來界定。

從學制來看，技職教育係指由高職、專科、技術學院、科技大學

等學校所從事的教育內容，其辦學目標以「學生就業的需要」及「學

校與業界的合作與互動」為主（黃鎮台，1995：25），故「其科系設
置以職場工作為核心，而不是以學術研究為核心，課程設計必須基於

職場的工作需求及技職教育系統學生的特質，培養職場所需能力，使

學習者得以銜接所學，成為各級各類技術人才或專業人才」（黃政傑，

2000：6-7）；也就是透過技職教育體系中的各級學校，有系統地提
供專業知能、態度與理念，以讓學生獲得準備從事某種職業的相關知

能。

從教育內涵來看，技職教育乃是為了讓學生得以順利進入勞動

市場，所以提供的是實用性課程內容，以促其獲得從事特定職業的準

備，也就是讓學生「獲得工作表現上的知識、技術和能力」（Moran 
& Rumble, 2004: 3, 205）。據此，不管是高中、高職、一般大學或技

術學院、科技大學，只要學校中能夠提供此種教育內容，也都涉及了

從事技職教育的內涵，也就是說，技職教育乃是每一個學校提供給學

生獲得未來職涯發展的學習內容。

很明顯地，臺灣教育體制中指稱的「技職教育」是從學制上所做

的界定，進而區分出普通教育體系與技職教育體系，而有屬於普通教

育體系的「大學校院」與屬於技職教育體系的「科技校院」（技術學

院與科技大學之合稱）的劃分。

由於近 20 年技職教育體系在體質上進行了巨大的轉變，81學年

度原有的 74所專科學校都已經陸續改制為技術學院及更名為科技大

學，讓原本只有三所技術學院的體系中，擴增到將近 80所科技校院，
讓技職教育體系的發展「由過去以基層的職業教育、專科教育為主，

目前漸次轉移至以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為重點」（林騰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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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校必須面臨內部結構上的調整，在學校經營管理除了硬體設備

外，規章適法、師資品質、文化形塑等更為艱難」（吳靖國、林騰蛟，

2010：3），尤其在擴充高等技職教育之後，高職教育學生趨向升學，
以及將科技校院納入一般大學教育範疇，適用《大學法》，而逐漸產

生技職教育目標與定位上的問題（毛高文，1995；吳靖國、林騰蛟，

2010；谷家恆等，1998；教育部，2009；張文雄，1999；黃政傑，
2000；黃鎮台，1995）。在這般情況下，近年來教育部對技職教育的

發展有強烈導向「就業」的傾向，從「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所

強調的目標「無論高職、專科、技術校院畢業生都具有立即就業的能

力」與「充分提供產業發展所需的優質技術人力」（教育部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2013a）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樣的發展乃是關注於要讓技
職教育體系學校走出自身的特色，而不落入與一般大學體系相同的教

育目標，但似乎也需要進一步從如何讓學習者獲得完整的學習內涵來

思考，而不能讓眼前的就業導向局限在科技校院就讀的大學生未來更

長遠的生涯發展。

就一般大學而言，雖然仍然保存著強調學術研究的傳統思維，但

在時代變遷中也逐漸區分出研究型、教學型、實務型等不同發展特質

的學校，並且在民主意識與少子化的衝擊下更加重視學習主體意識，

而隨之以學生的學習為核心來調整相關評鑑指標。在高等教育系所評

鑑指標的「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其中列有子項

目「畢業生就業輔導與追蹤機制」，可以看出來這是從「學生」出發

來建構指標，卻加入就業導向，雖然高教評鑑中心說明「無規定畢業

生就業率未達多少百分比，便會被裁定不通過」（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2012），但也讓大學教育技職化的發展更加明顯了。

在 2013 年 6月 5日，監察院向經建會與教育部提出糾正案，指
出高等教育人才培育與就業市場嚴重脫節的問題：

⋯長年以來對我國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之變遷，失去掌握，使

國內教育設施與人口成長落差日益嚴重，人才培育與就業市場

嚴重脫節，其設置之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又徒具形式，人才供

需協調功能恐無法發揮；而教育部長期未妥善規劃國家整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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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之教育政策與設施，盲目進行教育投資，且遲未隨人口與產

業結構變化而調整，復未能適切監督國家教育研究院發揮智庫

之功能，人才培育之規劃與產業界需求脫節，失衡嚴重⋯。（監

察院，2013）

這樣的說法，強調了高等教育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間必須產生直接

連結，而似乎已經將《大學法》第一條「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

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中有關「培育人才」的

內涵理解為「培育產業需要之人才」，已有窄化之實，也由此凸顯了

普遍社會民眾的期待中大學教育與技職教育的連結。

以相對性的概念來看，很明顯地，「技職教育體系的大學化」與

「普通教育體系的技職化」似乎是目前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情形，在

時代變遷中兩邊已經逐漸趨於綜合，但在學制上卻仍然沿襲傳統體制

而區隔出兩種教育體系，如此在行政經營上或許問題不大，但從學習

者的學習內涵來看，卻容易造成了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

本文在理念上不從上述的學制面向來看待技職教育，而是從教育

內涵的面向出發，透過理論性的分析，提出高等教育中適合學習主體

發展的技職教育內涵，並進一步提出大學培育學生獲得職涯發展能力

的教學目標與內涵。據此，本文首先從學制上來思考臺灣技職教育所

衍生的許多特色與問題，並進一步思考去除學制的局限，而在一般大

學體系中推動和發展技職教育的可能性，以及透過對相關教育理念的

整合和應用，來建構和凸顯出大學校園中透過技職教育來培養學生職

涯發展能力的理念和內涵。

貳、學制是影響臺灣技職教育發展的關鍵

一、學制上產生技職教育的獨特性

若從影響臺灣技職教育發展的因素來看，最為關鍵的因素便是

「教育體制」（學制）對其造成的影響。2013 年教育部組織再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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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保留了原來的「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簡稱「技職司」），技職

教育在行政組織上仍然維持過去的運作模式，也就是由技職教育體系

學校專門來從事技職教育，而必須與普通教育體系在招生上相競、在

課程上進行區隔。這樣的組織和運作為臺灣的技職教育帶出了幾項特

色：

第一、在組織與行政上有專責單位負責技職教育的規劃與推動，

有專門的經費用於技職教育，故在師資、課程、教學及相關研究上比

較能夠對準技職教育的真正需求。

第二、由專門的學校來執行技職教育的教學，彰顯臺灣教育對

職業教育的重視和落實，也凸顯了職業教育在臺灣整體教育中的重要

性。

第三、透過從高職、專科到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的一貫體系，因

應不同學制而規劃了技職教育的一貫課程，得以銜接不同階段的學習

內容。

第四、由於技職教育行政體系的導引，強化了教育與產業的連

結，提供學生實務技能的開展，讓不同潛能的學生獲得較適切的發

展。

二、從社會系統來理解技職教育的獨特性

就社會系統理論（Theory of Social System）來解讀，「技職教

育」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系統（吳靖國，1999；Nieuwenhuis, Nijhof & 
Heikkinen, 2002），它有自身的內在結構，可以自主運作而表現其獨
特性，但也處在更大的系統環境之中，受其他系統之影響，而不斷地

與其他系統進行互動並調整自身，以獲得自我創新與發展（吳靖國、

林騰蛟，2010）。
從圖 1所揭示的層次性來看，教育系統的內部有次系統（技職教

育系統、普通教育系統、社會教育系統⋯）以及外部有超系統（人口、

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自然、宗教⋯等不同系統），而技職教育

系統與其他教育系統（普通教育系統、社會教育系統⋯）都受到外部

超系統的影響（吳靖國，1999），尤其在超系統之間逐漸形成的全球
趨勢、產業需求、兩岸關係、價值變遷、人口結構、學校結構⋯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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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情況，都影響教育系統內部體質上的改變（吳天方、費業勳，

2010；吳靖國、林騰蛟，2010；饒達欽，1999）。

圖 1　教育系統的次系統與超系統

作者。

就圖 1中的教育系統來看，它的功能必然不同於外部環境中的人

口、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自然、宗教⋯等系統的功能，這顯現

了教育系統存在於整體社會中的獨特性，而其內部所包含的技職教育

系統，不但與教育系統中的其他教育系統共同展現這個存在於整體社

會中的獨特性，而且也展現了自身在教育系統中的獨特性。

根據此一邏輯，技職教育系統因為屬於教育系統的一部分，故與

其他教育系統共同展現了「促進學習主體的成長」這個功能，但由於

技職教育系統本身具有不同於普通教育系統、社會教育系統的獨特功

能，於是讓學習主體的成長專注於「就業導向」，也就是為未來的職

場作準備。而由於職業發展涉及國家經濟議題，因此也就讓技職教育

系統與外部環境的經濟系統產生了更豐富的互動關係。

從實際的業務層面來看，技職教育政策從 1995 年的「加強教師

實務教學，落實技職教育目標」、2000 年的「強調技職實務導向，

落實職業證照制度」，到 2009 年的「強化務實致用特色發展，落實

培育技術人力角色」（教育部，1995，2000，2009），都具有相當
明顯且一貫的傾向，而且近年來「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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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強調學校組織、制度、師資、課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教學

資源等各面向均應與產業需求緊密連結（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013b），以及「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設置聯合技術發展中心實施要

點」中特別強調「鼓勵技專校院運用既有技術成果進行產學合作，並

將研發成果反饋教學，以落實務實致用特色」（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

育司，2011），讓技職教育的內涵緊緊扣住「產學合作」與「實務致
用」兩個核心概念；更進一步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中特

別強調依產業發展需求調整系科、與業界共構產業導向課程，將學

生就業率納入高職、技專校院評鑑及私校獎補助之指標，以期培養

學生都能具備「畢業即就業」的能力（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013a）。
再者，由於技職教育扮演著一種與國家發展相互連結的計畫性教

育任務，故除了產學合作與就業導向之外，將比其他教育體系更強調

與國家政策的連結，以及在學生職業表現上的技術訓練，因而構成了

產、官、學、訓之間的相互連結（如圖 2所示），也成為技職教育的
獨特內涵。

圖 2　產、官、學、訓之間的連結

修改自吳靖國（1999）。 （頁 65）。臺北市： 師
大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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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2可以看出，產（產業需求）、官（國家政策）、訓（職
訓制度）與技職學校產生緊密的連結，透過教師提供的課程與教學，

促進學生在職場上的表現，而學生的表現也較直接地對產業界造成影

響。當然，從更大的系統概念來看，產、官、學、訓之間的互動受到

全球趨勢、社會需求、文化變遷的影響，也就是說，技職教育政策的

規劃應該從圖 2所揭之關係，整體思考學生未來就業所需的能力，而

讓技職教育在教育系統中展現其獨特性。

三、學制為技職教育帶來的問題

前面提及四個臺灣技職教育發展的特色，讓技職教育體系獲得相

當蓬勃的發展，也成為其他國家研究與學習的對象。然而，也因為技

職教育自成一個體系，因而衍生出幾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第一、技職教育必須凸顯就業傾向，才能彰顯本身有別於普通

教育體系的獨特性，以呈顯其存在的價值，然而一旦凸顯這個特性之

後，卻容易造成課程規劃上的偏向而無法顧及學習主體的整全發展

（holistic development），但如果回歸於全人教育的本質，將無法彰
顯其就業傾向的獨特性，於是在教育內涵上產生了左右為難的情形。

第二、在高等技職教育方面，由於目前仍然還沒有屬於技職教育

相關法源的明文規定，與其他大學共同適用《大學法》；而《大學法》

訂定之初是以一般大學為前提，其「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

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沒有明確的「職業發展」、「技

能訓練」等方面之相關界定，故臺灣整體的高等教育環境，尤其在教

師研究與升等上，在相競的環境中並不利於技職教育的發展。

第三、在高職教育方面，由於高等技職教育管道的擴充，學生升

學的比率大幅提高，「15 年來技職教育政策的導引中，最穩定性的是

『實務導向』，但在升學管道暢通後，『實務導向』也受到動搖」（吳

靖國、林騰蛟，2010：14），這不只反映在高等技職教育，也同樣反

映在高職階段的教育到底是為了就業或升學，其發展方向與實質內涵

必須徹底進行檢討。

第四、技職教育體系與普通教育體系被喻為兩條國道，但由於

傳統文化價值思維的影響，一般人對這兩條國道的看待並不相同，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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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科技校院與一般大學的比較上往往偏向於後者，以致高職階段的

學校被歸為次等選擇，而科技校院一方面要展現自身屬於技職教育體

系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又必須和一般大學競爭，再加上學生來源的落

差，整體條件上讓學校的經營更為艱鉅，尤其面對少子化衝擊，技職

體系的私校將首先面臨招生不足的危機。

第五、在過去的社會條件與價值觀中，職業教育只要提供學生畢

業後找到一份工作，可以安分地養家活口也就獲得了滿足，但時代變

遷之後，職業結構、勞動能力、個人生活需求、工作態度與價值觀等

都產生了改變，畢業生不再以能夠找到工作為滿足，甚至許多畢業生

不從事所學科系之相關工作，或甚至不願意就業，故許多年長者的思

維裡，相對地比較於過去的技職教育，而往往不滿於現今技職教育的

發展。

四、擺盪在職業導向與個體成長之間的難題

在現行的臺灣教育行政組織結構中，透過專門的行政運作顯現了

技職教育的獨特性 -就業導向，其乃是一種以「產業發展」為前提的
意識；但另一層思維是，技職司屬於教育部組織，而教育部所屬的學

校教育從事的各項活動都應該要回歸於教育本質 -學習主體的成長，
其乃是一種以「個體成長」為前提的意識。由於技職教育在特定學校

實施，故在個別的學校中要提供給學生學習的完整內容必須兼具「產

業發展」（就業導向）與「個體成長」（學習主體的成長）兩個基本

前提。

也就是說，在技職司的組織運作下技職教育自成體系，便應該展

現其自身存在的獨特性，而這個獨特性必然不同於普通教育體系，所

以應該要將「就業導向」凸顯出來，讓其教育內容與產業發展產生較

密切的連結；而另一方面，技職教育體系既是整體教育體系的一部分，

自然應該扮演「教育功能」，所以必須關注學生在知、情、意不同面

向的陶冶以及不同生活面向的開展，讓學生獲得整全發展，這是教育

必須具有的共通性。

以目前臺灣的教育體制，技職教育自成體系，因此在同一個學

校中必須同時兼顧上述的獨特性與共通性，但是兩者的比率應該如何



87大學中的技職教育：培育學生的職涯發展能力　吳靖國

呢？過度強調共通性，則喪失了技術與職業的特質，便落入一般大學

的內涵，但是如果過度強調獨特性，又容易窄化學生的能力和思維，

落入職業訓練所，失去了「教育」的本質。技職體系學校的經營和發

展，總是擺盪在獨特性與共通性兩者之間。

參、去除學制對技職教育的局限

一、從學生「生涯發展」出發的思考

由於臺灣的技職教育係由技職校院來實施，學生進入這些學校之

後，若只接受就業導向的學習內容，將無法讓學生獲得未來生活的整

全學習，教育過程反而局限了學生的視野與成長。故從個體成長的角

度來看，技職教育一樣必須關注於學生的整全發展（吳天元，2012；
吳靖國，1999；杜烱烽，1999；張文雄，1999；劉顯達，1999），而
這也是技職教育近十幾年來推動「通識教育」的主要原因，也就是說，

現今技職教育的發展必須擺脫傳統「技能養成所」的角色，以加強

學生的基礎與通識能力，培養恢宏的視野和廣闊的思考力（林清江，

1998），故必須兼顧專業技術與通識教養，不僅培育有技術的有用人

才，更要培育「有人文氣息、有藝術氣質、有通識眼光的有技術的有

用人才」（吳清基，1998）。
這種更宏觀的技職教育思維，乃是建立在時代變遷下的觀察，臺

灣教育的整體發展，已經從過去以國家建設為前提的計畫性教育逐漸

轉為以學習主體為前提的開放性教育，從學習主體出發的技職教育，

就不能只關注於就業問題，而更應該從學生的「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1 來構思如何擬定技職教育政策。

 
1 英文「career development」一詞在一般的中文翻譯有「生涯發展」（或
以「career」翻譯之）與「職涯發展」，但如果純粹從中文的意涵來看，
「生涯發展」的概念比較大，其中以職業面向為核心來建構人的生命發展
的內涵才是「職涯發展」的部分，因此，本文希望能從英文翻譯來區隔兩
者，將「career development」譯為「生涯發展」，而「職涯發展」英譯為
「profession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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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 1970 年生涯發展運動之後，各級學校的課程必須統整為

齊備的生涯準備課程，以便學生順利發展生涯，並重視中等與高等技

職教育之間的銜接，以及強化高等技職教育與大學教育的銜接，並且

自 1985 年之後，在用語上逐漸以「生涯及技術教育」來取代「技職

教育」（楊朝祥，2010）。可以看出這樣的做法逐漸在跳脫以「學制」
為前提的教育階段劃分，超越了過去讓學生遷就於適應各階段教育的

做法，而朝向於以「人」為主軸的思維，讓各階段的教育內容都導

向於促成個體生涯各階段的完滿學習。這是一種以「生涯發展」為主

軸的教育方式，也可以說是另一種強調個體之歷程性發展的「全人教

育」。

綜合上述，在理念上技職體系應該涵蓋其獨特性（由「就業導向」

轉為「職業導向」2）與教育的共通性（全人教育）兩者，藉以進一

步導引出圖 3所顯示的技職教育內涵之理念性架構。

圖 3　技職教育內涵的理念架構

作者。

「職業導向」是臺灣現今高等教育中的普遍要求，而在技職體系

中強化了這個成分，以致於學習的內容被導引走向實務性與技術化；

「全人教育」也是現今高等教育中所要達成的理想，但是技職校院在
 
2 「就業導向」強調畢業即就業的思維，在課程與教學上容易落入「職訓」
的內涵，可能會讓教育部的工作變成類似「職訓局」的工作。故將「職業
導向」與「生涯發展」相結合，在學校中提供「職業發展」的相關內涵，
才符合「教育」的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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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性的要求下，難以跳脫「時間有限，知識無窮」的課程局限。據

此，圖 3中想要達成「兼具獨特性與共通性的技職教育」是有困難的。
也就是說，從要讓一個學生獲得整全發展的學校教育來看，想要

達成圖 3的理想，就不宜將技職教育獨立為單獨運作的體系，由某些

學校專門負責從事技職教育，而應該是將技職教育融入學校整體教育

中的一部分，才能讓學生在學校教育中兼顧職業導向（獨特性）與個

體成長（共通性）的學習。

如果在體制上每一個學校都可以實施技職教育，技職教育也就成

為這個學校中整體教育的一部分，則職業化內涵與其他學習內涵可以

被融合在同一個學校的課程規劃中，那麼也就不會因為技職教育為了

凸顯職業化內涵，而造成學生學習內容的偏差，進而影響學生的整全

發展。事實上，每一個大學裡頭的各系所，在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中

都可以與產業進行連結，進行產學合作與實務導向教學，以讓學生獲

得未來的就業能力，在此技職教育也就融入了各大學系所教育之中。

二、生涯發展：生計、生活、生命的整合發展

在技職教育體系中曾有教師透過傅偉勳在 1981 年構想出的「生

命十大層面與價值取向」模型來建構「生涯規劃」課程，並在教學實

踐中獲得良好成效（楊淳斐、王智弘、張勻銘，2002），後來由王智

弘（2010）進一步透過全人教育理念將之應用於「生涯發展」課程之

實際教學，並建置「全人發展取向生涯發展網路教學」網站（http://
course.heart.net.tw）。

傅偉勳提出的生命十大層面包括：（1）身體活動層面；（2）心
理活動層面；（3）政治社會層面；（4）歷史文化層面；（5）知性
探索層面；（6）美感經驗層面；（7）人倫道德層面；（8）實存主
體層面；（9）終極關懷層面，以及（10）終極真實層面。根據傅偉
勳（1993：261-272）的解釋，（1）與（2）是我們透過身心活動（體
育體操、日常生計、養生壽老、醫藥治療、生活改善、欲望需求、意

志與情感表現）而構成群己生存的最基本需求，（3）與（4）關涉群
體生命的共同組織與價值取向而使個體生命在特定社會中獲得安頓，

（5）、（6）、（7）分別是我們進一步創造的真、美、善價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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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別生命經由其真實存在的本然性自由與抉擇所開展出來的生命尊

嚴與獨特性，（9）與（10）則是個體生命進一步對超世俗的生死解
脫與宗教拯救問題的領悟所獲得的「神聖」價值。

從這十個層面所構成的層次性來看，可以進一步歸納為生命發展

的三個境界：「生存」層次需求的表現稱為「本能的生命」，「生活」

層次需求的表現稱為「文化的生命」，「生命」層次需求的表現稱為

「自覺的生命」（吳靖國，2006：6）。（1）與（2）傾向於「本能
的生命」，（3）至（7）傾向於「文化的生命」，（8）至（10）傾
向於「自覺的生命」。

回到技職教育的「生涯發展」來看，在「全人教育」的思維下，

它所涉及的是一個人生命的整全發展，包括了生存的、生活的、生命

的不同層次需求，藉由教育歷程來開展學生本能的、文化的、自覺的

不同生命關聯與境界。也就是說，從「生涯發展」出發的學習內容，

應該包含以下三個主要面向的互動：

第一、個體的生計需求（生存的層次）：其學習的內容乃有關於

個體如何養家活口，也就是有關於對自身持續生存與經濟發展方面的

認識與行動。

第二、個體的生活發展（生活的層次）：其學習的內容乃有關於

個體如何透過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來滿足日

常生活中的需求，其涉及對於自然、地理、科技、人際、政治、法律⋯

等各方面的學習和發展。

第三、個體的生命開展（生命的層次）：其學習的內容乃有關於

個體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透過對於哲學、道德、宗教、藝術⋯等精神

層面的認識，來為個體帶出對生命的領悟。

再者，進一步將「生計」、「生活」、「生命」視為學校提供給

學生學習的三個主要面向，其中「生計之學」是指讓人賺錢、用錢、

存錢，是人對應金錢物質的學問；「生活之學」是人對於生活周遭人、

事、物的有形世界與無形精神的調控適應；「生命之學」是人對於所

處的時空大環境、宇宙天地、萬事萬物的根本原理，所有的體悟認知

（聶大淵，2008）；透過教育歷程，讓學生將「生計」、「生活」、「生

命」三個發展面向的學問融合在「生涯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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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技職教育為主軸的思維來看，其課程規劃應該以「生計之

學」（職業導向）為主軸，並進而連結和融入「生活之學」與「生命

之學」。

三、從「職涯發展」來看待技職教育

依前面圖 3所示，技職教育在結合產業發展的層面上係透過「職
業導向」來促進學生獲得「專業發展」，另一方面在促進個體成長的

層面上係透過「全人教育」來促使學生獲得「生涯發展」，並進一步

藉由「專業發展」與「生涯發展」相互融合而構造出「職涯發展」的

概念，其架構如圖 4所示。

圖 4　促進「職涯發展」的技職教育

作者。

「職涯發展」的內涵是以「生計之學」為主軸，並結合「生活

之學」與「生命之學」而共同反應在技職教育的政策、課程、教學之

中，以讓學生獲得未來在職場上的「專業表現」。而一位在職場上能

夠獲得專業表現的人，其內在應該具有下列四項重要特質（吳靖國，

1999）：
第一、獨特性：每一種職業都有其專門的知識領域及獨有的技能，

因此，獨特性乃是個體在自己的選擇下，從事該項職業所必須具備達

成該職業應具的專門知識與技能。

第二、自主性：自主性來自於個體能夠經由自由意志對自己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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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為的操控，要達到自主性，則必須先擁有執行職業的基本能力，

並且透過自我反省能力的運作，而精確地達成工作行為目標。

第三、服務性：服務性乃基於人文的關懷，表現在職業的精神與

態度上，亦即讓職業的作用不僅為自己，而且為了他人，甚至社會，

以及更廣泛的生態、宗教等，這是一種個人關懷度擴展的面向。

第四、開展性：開展性表現於個人的開展以及職業內涵的開展兩

個層面，也就是個人在職業的範圍內，要不斷地自我成長，不斷地擴

展視野，也同時促使職業所涉的層面擴大、內容更創新，也讓服務的

面向更大。

再者，從個體的生涯發展來看，技職教育是讓學生銜接過去的

基礎而進一步能在未來的職場獲得良好的發展，而從政策、課程與教

學的規劃來思考，技職教育必須關注於未來職場所需要的知能，以此

來建構現今要提供給學生學習的內容，也就是說，技職教育要進行改

革，必須做好過去與未來之間的銜接，如圖 4所示，這個銜接點（現
在）必須著眼於學生未來在職場上的專業表現，以「生計之學」為主

軸來整合「生活之學」與「生命之學」兩層面，將未來所需的知能反

映在政策、課程與教學的改革行動中。

肆、大學要培育學生的職涯發展能力

一、技職教育在大學整體教育中的位置

技職教育體系實施的技職教育很容易落入技術導向的學習，然而

從「教育」的觀點出發，結合經濟發展的職業導向學習內容不宜成為

校園中的主導、甚至唯一的教育內容，否則學生的未來發展將會受到

局限，因此在圖 3中導入了生涯發展的全人教育理念，尤其在臺灣的

社會與文化變遷下，以及少子化帶來的衝擊，國人對於學習主體的重

視程度已經超越了經濟發展的思維，因此，以學習主體生涯發展為前

提的職業導向教育，可以成為一般大學發展技職教育的核心思維。

大學校園中所提供的職業導向教育內容（技職教育內容），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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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教育的一部分。從圖 5可以看出，大學教育基於「全人教育」的
理念，融合「專業教育」與「通識教育」兩個範疇，進而讓學生至少

可以獲得「學術發展」、「職涯發展」、「生活知能」三個面向的學

習內容。

圖 5　大學教育提供學生的學習內涵

作者。

由於技職體系學校著重在「專業教育」，但容易將「專業」與「專

門」兩者的內涵混淆（吳靖國，1999），進而落入實務性與技術化的

「專業教育」，事實上專業教育的內涵包含了上述的獨特性、自主性、

服務性、開展性，這樣的內涵結合「通識教育」，一併聚焦到「職涯

發展」面向上，才能讓學生在技術與職業的發展上不致落入專門化，

而無法面對就業之後的技能提升、職位升遷、甚至職業轉換。

二、大學要發展「能力導向」的技職教育

雖然不同國家所揭示要培育大學生的基本能力不盡相同，不同組

織團體所重視的能力也不盡相同，但「能力導向」的教育發展已經是

一個愈趨明顯的走向（林清江，1998；吳靖國、吳清基，1999；吳靖國、
林騰蛟，2010；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8；簡明宗，1999；Pavlova, 
2009）；從圖 2所呈現全球趨勢、社會需求、文化變遷對技職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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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訓之間的影響來看，能力導向的技職教育才能因應社會

變遷帶來的衝擊。

吳清基（1998）引用饒達欽 1991 年的文獻資料指出，在科技快

速變遷中，不同年代科技工程的平均生命週期，1960 年約為 10 年，

1970 年約為 5 年，1980 年約為 3 年，1985 年約為 2 年，1990 年更是

縮短至不足 2 年。也就是說，學生必須面對同一種職業內涵在技術上

的快速變遷，也必須擁有轉換不同職業的能力，所以必須以「能力」

為導向來克服技術變遷後學生在職業發展可能的難題（吳靖國、林騰

蛟，2010）。
據此，大學教育中職業導向的發展重點，乃是一種以培養學生

「能力」為主軸之職業導向的教育內涵，其必須融入上述以生涯發展

為核心的全人教育理念，而建構出「職涯發展能力」的理念。也就是

說，「職涯發展」概念乃是結合圖 4所示學生未來必須具備的「專業

表現」，故需要將學習階段的「專業開展」蘊含在職業導向之中，也

就是透過獨特性、自主性、服務性、開展性等內涵來豐富「職涯發展」

學習面向讓學生獲得的能力。據此，本文進一步融合上述圖 1、圖 2、
圖 3、圖 4及圖 5之內涵，界定出「大學中的技職教育在促進學生獲
得專業導向的職涯發展能力」，藉以建構出大學實施技職教育的理念

基礎，其構造如圖 6所示。

圖 6　大學實施技職教育的理念架構圖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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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涯發展能力的內涵

由圖 6的理念架構圖中可以清楚展現理念的相關來源及內容，並

將大學推動技職教育的任務界定為：讓學生獲得專業導向的職涯發展

能力。以下將此界定進一步說明如下：

（一）「專業開展」讓個體潛能獲得充分發展

「專業」很容易被誤解為實務導向與技術訓練，而落入「專門

化」的概念。如果將技職教育的特色建立在「實務致用」上，應該是

一種學理的應用與活用，也就是一種以理論為基礎的實務展現。「專

業」的內涵是知識、技能、態度三者的結合，包含了獨特性、自主性、

服務性與開展性，「專業開展」則因應環境變遷，讓所從事的職業結

合不同領域的相關學問內涵，不斷地促進個體潛能的自我調整與創

化，尤其專業的表現乃是一種對人和社會的服務，所以除了技術與行

為外，價值意向與人文關懷更是決定服務品質與效果的重要因素，所

以，只投注於技術的發展，將會見樹不見林，故應該讓學生透過跨領

域的學習，將專業建立在較寬廣的學理基礎上，學生未來才具有更強

大的競爭力。

（二）「職涯發展」讓個體擴展自身生存面向

職涯發展的內涵包括「生計之學」、「生活之學」、「生命之學」

三個層面，並且以「生計之學」為主軸，融入「生活之學」與「生命

之學」，讓生計面向的發展連結到生活相關範圍，並透過生命境界的

提升，讓生計發展注入品質與品味，而得以用更開闊的思維來面對人

生歷程。

生計與自身的經濟規劃、發展、運用等產生密切關聯，也正是從

事某種職業發展的主要目的，但是對一個人來說，職業發展涉及了自

己人生的整體規劃，而人生歷程的開展更涉及了自身對生命的眼界和

態度，也就是說，職涯的發展乃由生計、生活、生命等不同層面一起

構築而成，技職教育提供的學習內容必須從職涯發展的觀點著手，除

了提供與職業相關的內容，也應該透過通識課程提供有關生活與生命

面向的學習內容，才能讓學生有機會獲得完整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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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力導向」讓個體因應未來職場變遷

技職教育提供給學生的內容，乃是讓學生面對未來社會變動所

應該具有的相關能力。然而，這些能力的表現並不僅是在技術上的表

現，也包括學理與知識上的理解能力，而且不只是在一個特定領域的

表現，也包括將知識及技術轉換及運用於新情境或新工作的能力，也

可以說是一種職業轉化能力的表現。

以上述的專業開展來看，技職教育所提供的完整學習應該要掌握

「學理知識→能力發展→技術表現」的學習邏輯，其中學理知識乃是

一種已經抽離實際經驗而獲得的理念與原理，如果要真正產生用處，

必須進一步結合到學習者自身的條件，轉化為自身擁有的能力，才算

是真正懂得該知識，也才能夠駕馭該知識，而所獲得的能力進一步考

量工作場域的特殊條件，才轉成解決工作需要的技術表現。如果只重

視技術表現，便切斷了能力與學理知識，學生畢業時將只能暫時找到

工作，卻無力反應社會變遷的需求。據此，技職教育若著眼於未來的

社會變遷，想要讓學生在職場上具有永續發展的基礎，應該以「能力」

做為培育的核心，並且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銜接學理知識與技術表

現，才是讓學生得以因應產業變遷而不斷專業成長的教育方式。

四、一個更適合學生發展的學制

大學校院實施技職教育是從學習者整全發展的觀點所提出來的思

考，主要是為了避免現今科技校院強調就業導向可能對學生造成的局

限，也是讓高等教育體制不要截然劃分為技職司管轄的技職教育與高

教司管轄的大學教育兩個體系，而造成一般大學體系有頂尖大學計畫

就必須在技職體系設置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尤其在少子化的趨勢下，

應該思考和規劃更具資源整合與適性發展的學制和教育計畫。

從實際的教育現象來看，目前高職畢業生繼續升學的意願和事實

已經超過 8成，也就是說，當今高職課程內容必須面對如何升學而不

是遷就於要發展就業導向的特色。尤其在少子化所引發對學習主體選

擇權的尊重以及在十二年國教更加重視性向試探、生涯定向、適性發

展的前提下，應該要從國中教育階段篩選出職業傾向的學生，讓這些

學生進入高職就讀，結合職訓單位的技術與職業訓練，而得以獲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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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之長順利就業，並且也要讓就讀於高職想提升技能發展的學生可以

升讀二專，或者讓轉變為學術傾向的高職學生有機會繼續就讀大學；

而另一方面，國中階段就業傾向未明的學生，應該進入綜合高中進行

試探與發展，職業傾向高的學生接續就讀二專而得以接受技職訓練，

學術傾向高的學生則繼續往大學發展（如圖 7所示）。從圖 7中可以
看出來，真正可以被稱為「技職教育體系」的部分只有「國中—高職

（綜合高中）—二專」這個學習路徑，這是用於職業傾向明顯的少數

學生（大多數學生都升學就讀大學）。

圖 7　技職教育融入大學的學制概念圖

作者。

「技職教育」本來就該融入於各教育階段之中，屬於每一位學

生生涯發展的一部分，而不是在學制上強制劃分出專門實施技職教育

的學校。即使為了因應學生的特殊性而必須設置專門就業導向的學校

（圖 7的高職與二專），也不宜設置太多，而相反地，應該透過十二

年國教來進行更多元的試探和發展，讓學生獲得更完整的學習內涵，

故需要有較多的綜合高中。就大學生的全人教育而言，不宜特別為科

技校院制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而應該回歸《大學法》，在系所

的課程規劃中結合「專業發展」與「職涯發展」理念，讓「職業試探」、

「職業準備」、「職業繼續進修」等內涵都成為學生職涯發展中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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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在臺灣社會環境的變遷下，高職學校學生升學傾向已愈趨明顯，

而且臺灣整體的高等教育中逐漸傾向於「技職教育體系的大學化」與

「普通教育體系的技職化」，所以在這種實質內涵上已經趨於模糊化

的情況下，應該進一步討論在學制上是否有必要區分出技職司管轄的

技職教育與高教司管轄的一般大學教育兩個體系？以及進一步思考這

樣的區分是否符合學習主體的發展？

長久以來技職教育一直被凸顯為就業導向而實施於特定學校，很

容易因為學習內容的偏向而局限學生的未來長遠發展，雖然畢業可以

馬上就業，但卻無法在職涯中發揮出自身的潛能，故本文從學生整全

發展的觀點，主張將技職教育融入於各教育階段中，而成為學生生涯

發展的一部分。

為建構此一理念，乃從「全人教育」、「生涯發展」、「職業導

向」、「社會變遷」四個面向來說明技職教育理念，藉以推衍出「專

業開展」、「職涯發展」、「能力導向」三個核心內涵，並進一步建

構出大學校院實施技職教育的任務是要讓學生獲得專業導向的職涯發

展能力。

職涯發展能力的獲得，並非單單來自於職業導向的學習，而是一

個以「生計之學」為主軸，融入「生活之學」與「生命之學」的學習

內涵，在大學教育中必須結合通識教育與專業教育才得以讓學生獲得

這些內涵，因此，從學習主體的整全發展來看，技職教育不但是大學

整體教育中的一環，而且是整體教育中不可或缺的內涵，因為惟有學

生在未來職涯發展上獲得成就，才真正顯現出大學教育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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