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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能」為教育基礎的未來人才培育 

【文／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陳妙娟】 

100 學年度延畢的大學生占應屆畢業生 19.1%，而新聞也時常報導大學生面對就業的茫然，皆

顯示年輕族群對未來充滿不安。與其說就職錄取率低，不如說是教育管控失調的必然現象。應徵時

學歷是選擇的關卡，但實力卻是決定存續的原則。以當前的市場環境，企業選擇新鮮人的期待值有

提升的傾向。這樣的趨勢或許認為「事不關己」者居多，所以尚未感受到就職的冷酷，但轉眼間學

前的孩子便要進入高中就讀，瞬間便必須開始要面對學校教育的內涵，有多少能對應於社會上實際

需求的疑惑，或許一念之間便轉變為重視「一技之長」的教育模式亦不足為奇。 

政府有感於人才不足、思考如何培育人才，教育部更計畫能於 101 年 12 月提出「人才培育白

皮書（草案）」的發展方向，冀望再創我國人才資源的競爭優勢。同時也規劃提出健全的配套政策，

以尋求解決「人才荒」之急。事實上人才不足並不只是發生在臺灣而已，是全球性的共同問題。以

日本為例，其文部科學省所屬之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相當於國家教育研究院），便於先前就未來

的小學、中學、高中職的教育課程內容進行深入的討論，並提出中間報告書以供教育相關機構參考。

事實上於 2009 年度起日本文部科學省就積極進行教育課程之改善，並探討「5 年計劃」的可行性，

雖然尚未決定未來的施行方向，但應可預期在不久之將來便能窺見要求學校規劃教學課程的相關研

究。面對上述的課題，日本就未來大學改革方針於 2012（平成 24）年 6 月 4 日於國家戰略會議提

出「全球化人才育成戰略」，規劃未來 10 年擴大海外留學達人口一成以上。 

培育活躍於國際的「全球化人才」亦是政府教育當務之急，延續臺灣產業競爭力更是政府積極

努力的目標。運用 ICT（資訊通信技術）的遠距雙向教學或許是值得嘗試的方向，事實上日本面對

國際化、ICT 化、少子高齡化等趨勢變化，便思考如何規劃培育學生具備必要的資質、能力，並將

其納入所謂「21 世紀的教育課題」，而其教育內容是有別於教科書所傳遞的知識與課程所教授的

內容。其具體作為包括：（1）思考力、表現力、言語力及協調能力。（2）道徳性、人際關係的建

構力、社會性、溝通能力。（3）公民認知、市民性。（4）鼓勵以技職為基礎所衍生的能力等表現

方式的教育落實。上述或許有難懂的語詞，但就國際潮流及當今的社會趨勢，如此的學習應是必要

的作為。此外就表現力、言語力而言亦已是現行教學指導的要點，此等能力已經藉由各教學課程來

尋求其落實，足見其被重視的程度。然而比較值得深思的是，思考力、判斷力等所涵蓋的「智育」

部份與道德性及社會性所蘊含的「心靈」部份的意識結合，作為貫通應是日後努力的課題。由「心

靈」而衍生的倫理觀並進而思考想像其優化價值，此便逐漸形成「自我調整力」（自我關係）、

「人際關係構成力」（他人關係）、「社會參與及形成力」（社會關係）的學習架構。最終的結果

是具備工作技能並進入社會生活，其構成要件是必須經由一點一滴的訓練過程來累積競爭力。 

大學並不是學習的終點，畢竟專業知識的養成，高深學問的形成，是必須經過不同層次的訓練

課程來育成，在具備社會貢獻力（包括大學畢業者的應有能力及成為社會人的基礎力）的前提下，

始有作為社會人的本質及能力。因此當今的指導要領應以培育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為學習主

軸，藉由「運用」型的教學內容來尋求活化教育品質，並進而形成符合時代潮流及社會需求的教育

課程學習架構。換言之，對於人才的培育，是由確立教育目標開始，適時因應環境變化調整教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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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建構完備的人才培育計劃及最佳的人才育成環境是政府因應人才培育需更仔細思考的課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