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需要技術與職業教育? 

                 許文烱 

壹、前言 

    我國技職教育造就無數各行各業之優秀專業人才，扮演台灣經濟起

飛相當重要之角色。雖然知識產業已為時勢所趨，但基層技術產業仍為

國家發展命脈之所繫。正當國內技職教育日益萎縮的同時，世界先進國

家，例如美國、德國、法國、澳洲等國的技職教育，並未在理念、目標、

形式、內涵的變革下而衰頹。尤其美國，經過國會前瞻性的立法及撥款，

已賦予技職教育新的生命，接受技職教育學生的生涯從而有了新的發展

方向，產業所需技術人才因此也不虞匱乏。 

現今世界各國都因強調人力資本培育的重要性，而延長教育年限，

但是，重視技職與專業教育仍是各工業先進國家的發展利器。技職教育

的定位，應考慮兩個基本原則；其一，提供學生適性發展及多元學習的

環境，此為教改推動的主軸理念；其二，培養學生進入職場的就業能力

及職業生涯發展能力，此為教改中所忽略的部份，也是許多技職教育人

士念茲在茲推動的(田振榮、徐明珠，2003)。 

 臺灣社會觀念一直存有「士大夫思想」、「唯有讀書高」之想法， 

於是文憑主義應運而生。這種文憑主義的意識形態盤踞了整個社會各階

層， 未探究孩子的興趣、性向， 只讓家長不斷地鼓勵小孩唸書， 拿

學歷。而對文憑的重視是台灣多數人最大的盲點， 這也包括企業界，

從分數、名次、進入好大學是台灣多數家長最驕傲，也最感到虛榮的事

情，孩子的能力、天賦專長或許已埋沒在分數競爭之中，然在面臨升學

主義興盛、新興產業更迭、教育改革及少子女化現象等影響下， 使原

就居於劣勢的技職教育其未來定位與發展策略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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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懷文、蕭羽辰，2014) 。展望二十一世紀，技職教育將隨著世界情

勢與科技發展，在既有的經驗與基礎上，再創佳績。 

    針對以上敘述本研究擬定下列幾項研究目的: 

(1) 以社會及經濟需求的觀點探討為何需要技術與職業教育—以瑞士技

職教育為例 

(2) 以歷史的觀點探討為何需要技術與職業教育? 

(3) 以哲學的觀點探討為何需要技術與職業教育? 

 

貳、以社會及經濟需求的觀點探討：以瑞士鐘錶學校為例 
 
   一、哲學、思想教育家杜威的觀點 

           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

日）是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與皮爾士、詹姆士一起被認為是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杜威主張工具主義(實用主

義) ，他認為人類是生活於環境之中，人類必須與環境互動，

受環境影響或改造環境，要改造環境就必須使用工具，所以最

重要的工具就是知識。 

           杜威反對權威的教育，他認為教育不是一種訓練，而是要

激發潛能、創造力。他強調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

另外杜威認為「學校即社會」，教育的目標在於使人邁向進步，

方法之一在於改良學校，和社會一樣型態，把學校教育視為一

種社會教育，學校就是社會的一種環境，重點在於培養學童有

責任意識，例如:組織學生會，讓學生學習管理自己習慣於政治

生活。 

   二、哲學、思想教育家裴斯塔洛齊的觀點 

           教育愛的實踐者斐斯塔洛齊，他是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瑞

士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也是實驗教育的創始者，現代教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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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與國民教育之父，瑞士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他在西方被尊

稱為「教聖」或「國民教育之父」，是改革創新近代國民教育

的宗師。李園會（1984）認為裴斯塔洛齊的教育思想是反對貴

族社會的唯智教育，立志透過平民教育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斐斯塔洛齊他於 1764 年進入蘇黎士大學哲學系就讀，這期

間閱讀「盧梭」的愛彌兒有所感動，對他後來的教育理念有很

大的啟示與影響。1778 年開始由改進貧民生活的教育逐漸開

始，以直觀的實物教學方式來幫助教學活動，對兒童全面進行

心、頭、手的教育。 

        他認為教育是改造社會之根本方法，消除貧窮最有效的方

法是透過教育提高人民謀生素質，以求造福自己及社會。 

         他的教育方法與原則有三: 

(1) 直觀教學法:直觀三要素:數、形、名，用來幫助兒童 

         對於某件事物的認識，由原本混亂模糊的  

         直觀逐漸地朝向清晰的概念。簡化書本教 

         學，增加藝術的修養、宗教的陶冶以及農 

         業和手工業的勞動，旨於促進人類天賦的 

         和諧發展，因而創造出史無前例的教育奇 

         蹟。  

       (2)教育園丁論:認為植物只要種子栽種下之後，給予充分的自

由生長，就可以自然成長而茁壯，人的潛力開

發也是如此。 

       (3)教育愛:認為條件差的兒童特別需要教育愛，積極的提升兒

童的價值，營造學校家庭化的溫馨情境，教師更要

發揮教育愛，而成為關懷兒童的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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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瑞士鐘錶學校 

鐘錶業是瑞士代表產業之一，想取得鐘錶學校畢業證書，有

時比取得大學文憑還要困難。該學校每年有一百多位年青人來報

考，但只有廿四個錄取名額，除了基本數學、法文外，還要測試

手的敏感度，至少要學三年基礎課程才能畢業。鐘錶部主任提

到，入學半年後，有一半的人可能就被刷掉，三年後，可能只有

八個人能夠拿到畢業證書。如果還有興趣深造，還可再進修兩

年、專學表芯，結業後可拿到學士證書。至於若要摸到古董鐘錶，

即使不是萬中選一也相去不遠了。

鐘錶學校不只教製作，也有修復古董鐘錶、設計精密機械錶

等進階課程；三百多年前的古董鐘、珠寶懷錶，在教室裡都看得

到，學生不只學技術，藝術史、製錶歷史都要學。論文報告往往

要從某個需要修復的古董鐘錶作起，從數百年前的製作者是誰、

用什麼樣的技法、零件都要一一考究，再把受損的古董鐘錶修

復。十七、十八世紀的鐘錶，每十五年至少要調修一次；超過兩

百年的錶，每五年要保養一次。加上收藏家、博物館等對古董鐘

錶都有一定的品質要求，永遠都有修復不完的骨董鐘錶。 

 

  四、瑞士現階段教育體制 

          瑞士的聯邦政府並沒有教育部，職業教育屬於經濟事務部管

理，其教育行政屬於地方分權制度，分為聯邦、州、地方三級。

聯邦的教育事務由內政部教育科學局（Bundesamt fuer Bildung 

und Wissenschaft）主辦，負責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政策、國內研

究政策、國際研究及國際教育政策制訂等方面。各州設有教育局

（Erziehungsdirektion），主要負責小學、中學、文憑中學及州立

大學（共 10 所）。此外，各州之間還組成州教育局長聯合會議

（Swiss Conference of Cantonal Ministers of Education），以便整

合各州對教育政策的看法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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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瑞士現行的教育體制有: 

             1.小學畢業後第一次分流:一般國中學習--準備將來讀大學佔

20%，其他類型的國中學習(職業性國中) 佔 80%，課程依

照:基礎課程、中階課程與進階課程。 

 2.國中畢業後第二次分流:a.一般高中是以學術課程為主(20%) 

b.實科高中(類似藝術高中) (5%)，重視知識的傳授也重視

職業能力的培養，畢業後可升入應用型大學或師範大學 c.

職業學校(2 年制和 3-4 年制)兩類(65%)，學生必須在職業學

校畢業後再接受 2 年的職業訓練，才可就讀高等職業教育與

訓練學院。

              3.高中畢業後第三次分流:（1）一般高中:由聯邦政府資助國

立一般大學主要培育基礎科學，社會科學（2）實用高中:

是師範大學主要培育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3）職業學校:

直接進入科技大學 。

              瑞士職業教育管理機構有聯邦工業、手工業、勞動

局，是隸屬於瑞士經濟事務部，其具體實施機構主要是聯

邦職業教育與訓練局，主要任務為對職業教育和培訓機構

及學徒制的實施進行監督。

(二)瑞士教育學徒制:

               1. 學徒制特色：是指在企業與職業學校兩方面進行，必須每

週到職業學校接受 1-2 天的專業技術理論學習(30%)，企

業學習的時間 3-4天佔整個學習時間的(70%)，企業內一

般是以實際生產的任務，來訓練加深在職業學校所學的

知識。

          2. 學徒訓練改革特色：

           （1）在企業方面：瑞士政府嚴格規定，接受學徒企業必須

持有合格證的師傅並且雙方都必須簽訂契方，根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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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不同學徒期限約為 2~4 年，學徒期滿後，要經過

地區考試委員會的嚴格考試，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

對學徒技能要求越來越高，學徒需要更牢固和全面的

基本技能訓練。

           （2）在職業學校方面：瑞士各地都有許多工業、商業、

農業等專門的中等職業學校，根據不同專業的特點

和要求，學習的期限和課程有所差異，學習內容包

含基礎能力、基礎理論課和專業課程。

           （3）在職業培訓中心方面：大型企業必須設立專門的培

訓中心給學徒傳授入門課程，而小型企業則將這項

工作委託給行業協會創辦的培訓中心。

            （4）就讀高等學校機會增加及就業選擇的彈性：學徒在

三年左右的訓練結束後，通過考試者可以獲得(重視

實踐操作）聯邦職業技能證書，獲得從事某種職業

的資格。 

(三)瑞士中等職業學校種類： 
表一  瑞士中等職業學校種類 

學 校 類 別 專  業  類  別 
1.工藝學校 各種手工與技術學校，如藝術手工藝學校、板金工養

成學校、工藝傳習所、紡織專門學校等 

2.商業學校 商業學校與行政學校等。 

3.農業學校 園藝學校、森林學校、釀酒專門學校、木材專門學校、

乳酪專門學校等。 

4.家政學校（主要對象

為女生） 

家庭管理學校、家政進修學校、家政職業學校、裁縫

學校、烹飪學校等。 

5.交通學校 有關交通事業，如鐵路、郵電、關務的特種公務員等。 

6.社會工作學校 培養社會工作人員或從事社會教育。 

7.家庭教育學校 專門培養指導父母如何教育子女的學校。 

8.圖書館員學校 培養圖書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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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ederal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2009） 

(四)瑞士技職教育的特色 

                1.技職教育是瑞士國家教育體系重要的一環，它是初等教

育和高等教育的銜接處，也是學生抉擇普通教育和職業

教育的分化點。 

                2.為了保障學生的權益和達到一致的水準，確立了中等教

育在分流、實施方式、頒授學位、證照等明文規範，使

政府、產業、家長、學生盡量達到和諧一致。 

                3.瑞士學徒式職業教育的實行，使學生基礎能力和專業能

力獲得提升，而且能夠配合產業的快速變化與需求。 

                4.瑞士從就業市場人力培育出發，充分掌握了勞力精進、

品質至上、產品創新，如:精密機械、旅館管理等產業為

世界帶來許多貢獻。 
 

         五、瑞士技職教育對台灣技職教育的啟示 

（一）技職教育應以就業為目標，而非僅以升學為目標：瑞士

技職教育從開始以就業為目標，以職場一切為學習內

容，所以能夠與企業密切配合，發揮學以致用，因而獲

得成功，國民普遍重視技職教育，也無一窩蜂升學現象。

反觀台灣技職教育，幾乎都以升學為目標，以升學考科

為教學內容，以文憑為努力目標，因此完全偏離技職教

育的目標。

            （二）技職教育的主動權應在企業，而非教育部：瑞士學徒式

9.護理學校 培養護士 

10.旅館學校 培養旅館服務人員 
11.餐飲學校 培養各類餐館製作人員 
12.資訊學校 培養資訊處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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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是以職場為教室的理念，所以實行小班制教學，因

此師傅與學徒常在一起，學生不只學會技術，也受到師

傅的人品薰陶與職業道德。而台灣技職教育，由教育部

出資設立，從課程設計到評鑑皆一手包辦，結果造成企

業界認為教育部未善盡責任，沒有把學生的技術水準培

養到符合企業界需求。 

            （三）技能檢定應由企業主辦，不宜由學校主辦：瑞士技術人

員均須通過嚴格的證照考試才能就業，證照考試的命題

均為同業公會或大企業辦理。而台灣技職教育的技能檢

定幾乎都是在學校舉行，命題老師與監考人員均為學校

教師，大多數的教師沒有業界經驗，難怪檢定合格證書

多數不被業界接受。 

（四）技職課程設計應以職場需求為主，而非包羅萬象：瑞士

技職教育的教學內容除了一般科目外，均由企業界擬

訂，由地方審查，再由州教育委員會監督。而台灣技職

教育的課程設計，都是由教育部主導，專業技術課程比

率低到未能顯示「職業需求」，高職課程修訂愈來愈接

近高中課程。

 

          六、結語 

             （一）打破過去建教合作淪為「壓榨勞工」的弊端，也解決高

職拚升學、輕技術問題。 

             （二）不僅可以累積工作經驗、也能獲取文憑，最好的是還有

就業保障。 
 

       叁、以歷史的觀點探討： 

               唐太宗曾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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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馬克斯亦曾言：「 人類的歷

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 

一、以西洋史觀 

（一）希臘時代：這個時期重視科學文化，不重視實用。 

1.蘇格拉底：對於倫理學的首要關懷就是知識與德性 

  之關係，也就是所謂的「知德合一」。 

2.柏拉圖：對於知識問題的探討，乃繼承了蘇格拉底 

 的理路；援用了辯證法捨離感官經驗，企圖獲得高度   

 的普遍概念，而成為客觀知識的真實標準，而柏氏和 

 蘇格拉底最大的不同，在於柏氏不但企圖定義概念的 

 層層輪廓，更探究了普遍概念或即共相 (the   

universals)的存在意義。 

3.亞里斯多德：並不像其師柏拉圖是把感官世界放入 

 理型界中，站在理型界的立場去了解這個世界；而是 

 把這個世界當作真實，把理型界拉下來，在我們的感 

 官世界中去認識它。因此柏拉圖是屬於理想的，屬於 

 理型的；而亞里斯多德則是屬於現實的，屬於感官世 

 界中的一個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實在主義 

 之始祖，開啟技藝教育之濫殤。 

         （二）羅馬時代：這個時期重視實用工藝，可從其建築及國

力版圖可窺視～重視技藝。雖然有出色的教育思想家

－坤體良（雄辯）、西塞羅，但無較為突出的哲學家，

不過其工藝達到空前，換句話說技藝是受到重視，但

無所謂的專門學校教育，只有師徒。 

         （三）中世紀－黑暗時代（西羅馬滅亡後） 

               1.這一時期的哲學發展是藉由宗教來進行推廣。又稱

為教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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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元 1200 年巴黎大學的設立，為大學教育的開端。 

               3.行會 the guild－保護彼此的共同利益而組成，行

會為了維護商品的品質與產量，有一套技工養成的

制度。等到技術成熟，受到認可，頒與證書，正式

成為行會的一員，可以開業，也可收學徒。基爾特

制可以說是技職教育的前身。 

         （四）文藝復興時期  

               1.文藝復興時期：為復興希羅文化的反動時期。由神

為中心轉化成人為中心的思想。 

               2.這個時代哲學家輩出包括有： 

                 （1）理性主義－笛卡兒（我思故我在）、康德（純

粹理性批判）、黑格爾（辯證法）。 

              （2）經驗主義－洛克（形式訓練說）。 

               3.學校教育由教會逐漸轉為國家教育，學校教育主導

權由教會轉為國家。 

        （五）近代 18~19 世紀 

               1.民族（國家）主義的興起：菲希特之告德意志人民

書－1717 年強迫入學令使德國（普魯士）成為第一

個有義務教育的國家－德國也是技職教育發展最

好。實科中學－為德國培養大量中級技術人才。 

               2.自然主義的興起：裴斯塔洛齊（教育愛）、福祿貝

爾（教育之道無他，愛與榜樣而已）等。 

               3.斯賓塞－生活預備說（教育的目的是預備未來完美

的生活）－技職教育的正式被運用。 

       （六）近代 20 世紀 

                     以杜威(Dewey)為代表，杜威綜合了理想主義、實在主

義各思想之所長，開展了實驗主義。杜威的理念：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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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無目的、學校即社會。雖然反對“生活預備說”，但

其中上述“做中學”是對技職教育影響深遠。             

 二、本國發展史 

    （一）春秋戰國－民國前的思想家 

         1.墨子：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教育內容重視實用知識－所為

功，利於人謂之巧； 不利於人謂之拙。堪稱偉大的科學

教育家。 

         2.顏習齋：反對靜坐讀書，以實利為本－主張學問必須分門  

           專研。 

         3.基本上這個時期，中國在技藝傳承方面，都是師徒制或家

族傳承。學堂或書院皆以教授四書五經為主。所以在職業

教育方面，遠遠落後西方國家一大步。 

     （二）清末後之新學制 

          1.清同治 5 年實施新教育－設立福建船政學堂…等。 

          2.清光緒二十四年，京師大學堂章程：明定大學、中學、小  

            學三級制。 

          3.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學制欽定章程（張百熙） 。 

          4.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學制奏定章程（正式實行學制）規

定實業學堂分為三級：初等實業學堂 3 年，中等實業學堂

4 年，高等實業學堂 4 年。 

          5.清光緒三十一年－廢科舉，設學部。 

          6.清光緒三十二年－學部之教育宗旨有：“忠君”、“尊

孔”、“尚公”、“尚武”、“尚實”。 

          7.民國元年－壬子學制（蔡元培）－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

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8.民國11年－壬戊學制－新學制－實業學校改為職業學校。 

          9.民國 18 年－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實施方針－中華民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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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

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

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10.民國 21 年－頒布“職業學校法”。 

         11.民國 37 年－公告“專科學校法”。 

         12.民國 42 年－採行“單位行業訓練”。 

         13.民國 58 年－採行“輪調式建教合作”。 

         14.民國 70 年－試辦能力本位教育實驗。 

         15.民國 82 年－加強國中技藝教育方案。 

         16.民國 85 年－績優專科改制為技術學院、試辦綜合高中。 

         10.民國 90 年－高職及五專多元入學方案。 

         11.民國 99 年－第一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 

         12.民國 102 年－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三、從歷史的角度台灣需要什麼樣的技職教育，有其脈絡可循： 

（一）依產業需求為導向，調整技職課程及教材銜接產業需求之彈

性機制。

  （二）回應人民社會的需求，提供較為精繳的技職教育。 

  （三）多元化的業師投入技職教育，使產學能接軌。 

  （四）運用彈性的教學方法，使技術傳承能突破精進。 

  （五）透過親師教育，提供技職教育的地位，別再偏重才學教育。 

 四、結語 
        （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主張絕對的實用或理想主義的教育家並

不多，而無一般所謂的絕對，只是各有所偏重。

            （二）中國有四大發明及超卓工藝建設，因為沒有重視技藝教育，

並利用學校教育的傳承，而只有閉門造車，使優良的傳統技

藝無法發揚光大，再加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

念，反而被西方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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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與技職教育息息相關，例如德國因實

科中學的設立，使其國力大增。台灣是否需要技職教育？從

70 年代的經濟起飛，至 90 年代的教育改革，證明了當時主

政者偏頗與矯枉過正。且有如鐘擺效應般，左右整個教育大

業。       
  

     肆、以哲學的觀點探討： 

        一、根據哲學大師杜威的教育哲學理念 

            （一）實驗主義：「凡事試試看!」要試之前要先構想好，如同

做實驗前先要假設。 

            （二）教育方法：問題教學法和設計教學法，又叫問題解決法，

是屬於啟發教學法的一種。設計教學法步驟有四---決定

目的、擬定計劃、實施工作、批評結果。其哲學基礎：

就是「教育即生活」和「行以求知」，是一種有目的、

有計劃、有實際活動的學習單元（高廣浮，1984）。 

   （三）教育即生活：杜威曾提過：「教育為生活所必需」，「生

活由傳遞而自新」。教育與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因有教育，

生活顯得更有意義；因有生活，教育顯得更有價值。有了

教育、個人生活才能不斷更新，社會團體也才能不斷更

新，教育為生活所必須，此為「教育即生活」的說法(劉

芳文，2006)。杜威認為，實驗科學的進步展現一項事實，

只有實作（doing）結果才能有真正的知識與豐富的理解

力，其中﹔做中學是一種知、思、行為一體的教學方法（林

秀珍，2007）。 

   二、根據洛克的教育哲學理念  

     洛克可視為經驗主義的哲學思想家。經驗主義(empiricism)

為哲學史上相當重要的一支學派、運動。主張人類的知識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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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吸收而來。認為教育是萬能的、重視感覺教育，直觀教

學感官訓練。(羅素，1945) 

（一） 洛克《教育漫話》中的紳士教育：洛克認為，教育的目的

乃是培育一位合乎社會所需的標準紳士，藉由教育洗禮後

的紳士人才，能使國家繁榮、進步。洛克認為，「紳士」

必需具備「體魄」、「德行」、「禮儀」、「勇敢」和「智

慧」等這些不可或缺的良善品質。所謂的紳士教育，主要

透過「德育」、「體育」及「智育」三方面配合而成。在

三者間，「德育」乃是首要的關鍵。

         （二）洛克《教育漫話》中的技藝教育：洛克認為教育的目的除

了培養一位紳士外， 另外技藝教育及手工藝的培訓亦不可

或缺。他認為:「我希望一個紳士也要學習一種技藝，一種

手工的技藝」。洛克認為技藝訓練的範疇包括: 繪圖、園

藝(農藝與木工)、手工藝(細木、鋼鐵、雕刻、研磨等)及

商業算學、簿記等。(洛克，1693) 

         （三）洛克教育觀中技職教育的全人教育：「全人」(holistic 

person)教育的意義，係指教育的內涵應包含對「完整之人」

的培育，其目的在於幫助人建立整體的人格，而不只是單

向度或偏導的內容。全人教育的學校強調要以「人為主體」

的全方位思考模式來看待學習。 

 

   三、結語 

 （一）從杜威大師的教育即生活、從做中學、終生教育學習的理

念與我國技職教育的產學合作和終身學習的理念不謀而合。 

 （二）從洛克的哲學理念-紳士教育、技藝教育及全人教育與我國

技職教育展望中的強化實踐社會服務責任與普及並深耕全

人教育的理念是相吻合的(教育部，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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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從洛克的教育思想中，提供了技職教育發展方向的另一個

省思，那就是「全人教育」的理念:德行、健康、智能與技

藝兼具的發展。由此從而建立技職教育以「專業技術為花

蕊，通識為花瓣」、培育「博雅專業人」的新典範 (王俊秀、

楊啟航，民 87)。講求通才的博雅教育，並非完全與講求專

才的技職教育二分、對立，兩者可以是彼此蘊含而和諧共生

的。 

 

伍、總結 

俗語說：「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飛鴻在天，魚在水。

協助輔導學生，依其性向、興趣和能力，找到屬於他的天空和海

洋，只要適性，相信他都能快樂學習。許多家長和師長都期望著

「不要讓孩子輸在人生起跑點上」時，讓我們以12年國民基本教

育，國中畢業生的升學進路選擇為標竿，協助他選對適性跑道，

勇往直前-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教育部 103 年 12 年國教

宣導）

一、杜威與洛克的理念和我國為何需要技術與職業教育的理念相

吻合。

二、台灣從農村社會邁向經濟發展國家，基礎技術人才的貢獻功

不可沒，而培育這些人才的搖籃-技職教育體系，可說是我國

經濟成功的重要因素，這也是為何需要技術與職業教育的關

鍵所在。

三、強調專業知識技能的學習，向來是技職教育的特色，在面臨

科技日新月異，知識爆發，生活型態及產業結構的改變，我

們應有所調整，以因應未來社會的發展，所以終身學習的理

念必須貫徹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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