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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生接受技職教育課程的國際觀點與作法 

圖片來源：Pixta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曾大千、專案助理 陳淑娟】 

壹、前言

  目前全球皆處於知識經濟競爭激烈的新趨勢之中，各國為了因應全球化及全球快

速變遷的環境，莫不紛紛採取措施以提振國際競爭力。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所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年

鑑」（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對於國家競爭力的定義為「一國經由經營

其資產加工過程、吸引力、積極性、全球化及親和性，並將此種關係整合為經濟與社

會模式，以創造附加價值，增加國家財富的能力」（IMD, 2008）。由此可知，國家競

爭力實與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二十世紀後期，臺灣憑藉著優質的技術人力，使國家快速工業化並為經濟成長奠

定厚實根基，也因此造就所謂的「經濟奇蹟」。然不容諱言，在我國的一般學校體制

中，技職教育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乃至於往往淪為學生與家長的次要選擇（張源泉，

2009；陳淑娟，2015）。就此對照若干教育先進國家，則早已於高中教育階段積極納

入職業課程，並期藉此強化國家專業技術人才之培育。據此，以下將整理分述鼓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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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有計畫選修特定技職課程、整合技職教育課程與專業資格認證制度配套方案、以

及提高學生選擇就讀高中技職課程誘因等各國作法，以提供我國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 

貳、鼓勵高中生有計畫選修特定技職課程 

  美國高中除了提供基礎課程，還會提供有就業意願的學生修習技職教育（The 

Career & Technical Education program, CTE）。依據美國教育週報對於阿肯色州技職教

育現況的分析結果顯示，在高中的技職教育課程中能專注於特定領域的學生，比起其

他同儕有著更高的畢業率和升學率（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 

  阿肯色州高中的技職教育課程，主要著重於未來就業的準備，並預設畢業生將能

勝任中階技術的工作；自 2014 年開始，教師鼓勵學生在選擇學科時，能針對某項職

業或領域進行選課，並在做決定前多與教師或輔導員討論。追蹤分析阿肯色州從高中

一年級到畢業後一年的情形（2008 年到 2010 年共 104,000 位 9 年級學生），發現選

修以三門課為一組之系列課程的學生，會比盲目選課的學生更能夠在四年內從高中畢

業。另在高中畢業後選擇就業的學生中，選修過系列課程的學生除能很快找到工作外，

且其第一年每季平均工資也比盲目選課的學生高出 45 美元；而對於部分選擇繼續升

學的學生，技職教育的系列課程對他們申請二年制或四年制的大學時亦有所助益。若

學校與教師不希望學生太早專注於某一領域，而忽略其他技能的培養，亦可鼓勵學生

以 2：1 之方式，分別去選修特定系列課程及其他感興趣的課程，這對學生高中畢業

後的就業與升學依然均有助益（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 

  美國教育基金會（The Education Trust）依據另一份研究指出，高中生希望技職教

育課程能幫助他們得到副學士或學士學位，但是這類教育大多沒有提供與升學相關的

課程，因此幫助有限。事實上，在美國因兼顧升學及就業的技職教育課程提供率偏低，

致使每年大約僅有 8%的高中生有機會參與這種課程；教育基金會因此建議，未來應

儘量提供相關課程以使學生能有更多選擇機會（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 

參、整合技職教育課程與專業資格認證制度配套方案 

  2020 年起，英國教育部開始實施 T Levels 技職資格課程，此一課程以兩年為期，

整體修課加上實習訓練時數，大約共需 1,800 小時；與英國既有的技職教育課程時間

相比，教學時數大約增加 50%。至其課程內容，則主要是由雇主組成的專家小組設計，

以使能培訓出產業所需技能的技職人才。這項課程規劃改革，取代並整合約 13,000 種

資格證書為 15 種領域，有助於簡化學生、家長及機構在 16 歲後技職教育的選擇，並

將逐步取代現行的青少年職業與技能資格證照。具體而言，T Levels 課程內容包括各

該產業或職業技術知識（technical knowledge）與實際操作技能（practical skills）、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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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45 天的工作實習、適切的數學、英文、數位技能表現與工作職場技能等，最終並能

獲得全國性認可的修習課程紀錄及能力表現證書。與學徒制相同，T Levels 課程標準

亦係由學徒制培訓局（Institute for Apprenticeships, IfA）核准，課程內的職業學科範圍

也由該局規劃；實施這套技職課程的目的，乃是希望能與學術類選擇管道（A Levels）

有所平衡，並同時期待能藉此提高英國的產業生產力（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 

  前述課程實施後，16 歲以上的英國青少年在教育上將有學徒制（apprenticeships）、

A levels（自 2017 年起）與 T levels（2020 年開始實施）等三個主要選擇管道。其中，

學徒制乃是提供明確知悉自己所想從事的職業，並希望透過在職訓練（on the job）習

得特定職業技能者的學生；A levels 的對象，便是規劃繼續接受學術教育的學生；至

於 T levels 則適合那些想獲得工作相關知能，然卻尚未確定未來想從事何種特定職業

的青少年。事實上，取得 T levels 資格的學生，將可進一步選擇技術性的職業、高級

或高等文憑資格學徒制、或包含高等教育的高等職業進修（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8）。 

  整體而言，目前英國政府將銜接大學教育的學術類型課程，統整為A-Levels課程，

另屬技職教育的課程則統整為 T-Levels；其課程雖區分為學術研究和技職教育兩種類

型，但此二類課程所認證的學習資歷與專業程度將可相互參照採認，因而避免過去不

同系統學歷認證難以相互採認的缺點。此外，英國政府也希望透過 T-Levels 課程新制，

逐步取代現行青少年職業和技能資格證照的相關課程（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9）。 

肆、提高學生選擇就讀高中技職課程誘因 

  根據瑞典企業聯合會發布的報告指出，到 2035 年止，每年需要招收 18,000 名相

關技術的學生才能滿足市場勞動力需求；報告還強調，當今許多年輕人在選擇高中技

職或升學課程時常猶豫不決，而選擇升學課程者亦有 37%的人也曾考慮過技職課程，

至其最終放棄的主因，則是技職課程中並未納入升學必修科目，致使未來將會難以改

而就讀大學。因此，瑞典教育部將推動於高中技職類課程增加升學必修科目（瑞典語、

英語、數學），以提高學生選讀技職課程的誘因，並藉此間接適度滿足瑞典就業市場

勞動力的未來需求。然而，反對者則認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想成為學者，推動這項政

策反而會嚇跑一群因厭學而選擇高中技職課程的學生；此外，各類行業都在為缺少有

實作並具專業知識的技術人員而苦惱，並不需要類似具有文學底子的建築工人。因此，

他們建議政府應將焦點放在短期、快速而具實作的課程規劃，方能真正符合勞動市場

需求（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2021）。 

  相對於前述瑞典所欲採行的政策，加拿大溫哥華卑詩省為改善省內科技業長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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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短缺的問題，則是結合教育廳、高教廳與工作、旅遊及技能培訓廳（Ministry of Jobs, 

Tourism and Skill Training）等相關單位共同規劃，除提供公立大專院校開設短期電腦

程式設計課程所需經費外，亦積極推動「青年技工資金補助計畫」（Youth Trade Capital 

Program），使學生在中學階段即有機會接受技工方面的訓練和實習，待其未來通過專

門培訓後，即可直接進入勞動市場。此外，卑詩省政府也撥款補助溫哥華社區學院

（VCC）進行創新試點計畫，用以提升學徒培訓成效和就業能力，並鼓勵更多青年學

生接受技職教育，嘗試透過多元管道紓解未來專業技術人才短缺的問題（駐溫哥華辦

事處教育組，2016）。 

伍、結語 

  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將培育技職教育人才體系，持續保持符應產業變

動，彈性調整及提供各年齡層職業繼續教育，均視為有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彈

性技職教育體系、符應產業變遷、彰顯技職教育價值，乃是未來亟需努力的目標（行

政院，2021）。 

  而由上述的國際經驗可知，技職教育與普通教育並非壁壘分明，而是互相影響、

相輔相成；鼓勵學生對於技職教育課程的接觸，提升青年學子對技職教育的興趣，亦

是各國的政策趨勢。事實上，我國當前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即

使是在普通型高級中學課程中，亦規劃有相當大的選修課程開設空間（108 課綱資訊

網，2021）；具體而言，選修課程既包括加深加廣、補強性、多元選修等內涵，學校

除可依課綱明示開設職涯試探相關選修課程（或融入各領域、科目之各類型課程設計

中），亦可在合計 54-58 學分的選修課程幅度下，以多元選修方式適度提供學生選擇

修習技職教育相關課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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