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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大學校外實習 
歐陽怡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各大專校院這幾年積極推廣產學合作，主要目的為提升學用合一成效減少學

用落差，而大學裡的「校外實習」的主要目的在於是幫助學生達到實務上的實作

及提早體驗職場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所謂「校外實習」一般泛指學校為培養學生

學以致用的能力及體驗職場工作環境，在學生修習專業課程至相當程度後，透過

學校的安排及企業媒合後至相關企業或機構實習，以增加職場的適應力與社會競

爭能力，有些大學甚至還提供海外實習，讓學生得以放眼世界、擴展視野，校外

實習已是大學學習過程中相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 

根據「校外實習」的定義，對學生而言，校外實習扮演著重要關鍵點，惟有

良好的事前規劃與執行內容對於學生未來就業才有加分效果（陳貴凰、吳政和、

王錦裕，2016）校外實習被視為一種三方多贏的途徑，對學生來說，可以提早瞭

解職場現況；對學校來說，可以藉由業界的設備，及實務上的運作降低教育成本；

對企業來說，有更多的未來儲備人才可以選擇（李元文，2018），學生畢業後進

入職場，除謀生技能外，仍需要有選擇行業能力、自我認知、人際關係等條件（曹

勝雄、容繼業、劉麗雲，2000），Knouse & Fontenot（2008）認為校外實習可以

幫助學生對工作產生切合實際的期望，釐清對就業的意向。 

儘管校外實習對學生而言好處良多，但在今年初爆發史上最嚴重的新冠疫情

（covid-19）下，造成多家業者及廠商的裁員及倒閉潮，使原本安排好的實習幾

乎被打亂了，而學生的心態似乎也與以往不同。因此，本文將以目前大學校外實

習之效益及面對疫情下學生對實習態度的轉變加以討論，並提出建議。 

二、大學校外實習之效益 

筆者將以大學校外實習之效益分兩部分探討與評述如下： 

(一)  激發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校外實習」自教育部推行以來行之有年，實習主要的目的可以將理論與實

際結合，透過職場環境來習得實務經驗，減少學生未來進入職場的衝擊（Sides & 
Mrvica, 2017）；透過學校嚴格篩選實習單位並將品質把關，使學生能在安定且制

度健全的實習環境下學習專業技能及提早接軌職場生涯，且老師會定期前往單位

訪視，實地了解學生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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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學生在實習前都應先要求自己先做好心態的調整，訂定實習學習的目

標，方能累積收穫，學生透過校外實習的制度能很好的協助學生將理論與實務做

結合，增加未來畢業的就業機會，提升學生未來職場就業競爭力。業者也能透過

年輕實習生的加入，提供給實習單位新的思維與創意思考方式的產生（嚴忠漢，

2009），為產業注入新的想法提供創新的點子，使學生的創意能有發展的空間進

而激發出更多想法。 

(二)  引導學生了解正確職場態度 

校外實習也讓學生提早認識未來就業職場，透過校外實習讓學生了解到工作

的辛苦與面對批評時的虛心態度，更藉此提升學生的責任感，與同儕及主管間溝

通的技巧（林莉純，2017）。學習結束後更須撰寫成果報告，將實習的成果及收

穫一一展現，傳承實習經驗整合學習成果透過這樣的方式，將學長姐的校外實習

經驗傳承給學弟妹及觀摩與學習的機會。 

實習成效的關鍵在於學生的熱情與態度，然而，儘管各校為提升實習成效努

力想方設法加強學生的專業能力，但實習成效好壞的關鍵主要仍在於學生的「態

度」；對學生來說，很多實習單位薪資並不高，若學生積極性不夠，對學習新事

物熱情不足，所學到的東西自然有限；反之若態度積極，即使沒有優渥的薪資也

願意付出、學會待人處事、養成良好的觀察力收穫自然滿滿，無形中也為自己培

養出真正在職場上所需要的條件與人格特質。 

三、疫情下的大學校外實習 

目前疫情下的大學校外實習，筆者將分為「現狀問題的審視」及「學生心境

的轉變」兩部分來做以下探討： 

(一)  現狀問題的審視 

全球壟罩在嚴峻的疫情下，我國的疫情因控制得宜，未因疫情而大規模停課

（李秉芳，2020），但面臨全球的經濟大崩壞，對國內還是造成不少影響，尤其

是旅遊產業首當其衝（李沃牆，2020），而旅遊相關的產業如飯店、航空餐飲業、

旅行業等是許多學校校外實習的主要合作單位，在疫情的影響下許多機構紛紛緊

縮實習名額，且海外實習幾乎停擺（吳佩旻，2020）。為配合國家防疫，許多為

學校已針對無法實習者，訂出配套措施，學生可依自身情況選擇轉換實習類型或

暫緩實習活動等（章凱閎，2020）。在這段期間，我們瞭解到許多原有的教育需

要調整之處，也在這次的疫情下重新審慎檢視，以及在面對各種緊急情形時，該

如何協助學生度過，甚至，能發現更多教育與輔導的可能性（林思賢，2020）。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頁 132-135 

 

自由評論 

 

第 134 頁 

(二)  學生心境的轉變 

在疫情下實習機構紛紛縮減名額甚至停擺，許多學生的心境也明顯與以往不

同，學生開始意識到並思考未來自己是否可能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狀況（張可君，

2020），這是以往在安逸環境下學生不會反思的問題。許多同學因此而選擇繼續

升學意願提升，開始積極詢問老師未來可能的升學方案及就讀興趣等問題，反而

更積極尋求自身的能力培養；學生也開始思考自己的所學未來是否能學以致用，

新興產業的快速崛起，經濟模式的轉型，資訊快速輪動的時代，學生在面對未來

瞬息萬變的環境下，比以往更積極地尋求跨領域的學習，培養第二專長，並探索

自己的學習興趣，思維的轉變促使學生能更多元的運用學校學習資源的可能。 

四、結論與建議 

危機即轉機，疫情尚未結束，大學校外實習依然受到相當程度的挑戰，但學

習不能停止，學校應配合政府及教育部相關防疫政策，除另訂相關實習因應規定

外，應確實評估實習單位之安全性，並保持持續性之聯繫，掌握學生現況，提醒

實習學生時時關切疫情資訊，遵守實習規定、自主健康管理等；而有感染疫情之

疑慮場所者，應暫停或延後完成實習，亦可由學校提出完整的相關替代方案因應

措施，或以修習其他課程及替代。 

加強競爭力，學校可藉由此時加強學生的職場工作倫理、及風險管理等課

程，未來世界的變化瞬息萬變，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只有在面對最艱困的環境下，

做好最充足的準備，才能在疫情過後學生對未來實習能有一番不同的體認；同時

也使學生更樂於參與校外實習以獲取寶貴的學習經驗及工作歷練，更完善自己的

不足，端正自己的態度，才是使自已能維持競爭力最好的途徑。 

跨領域人才，資訊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學校應開設更多實務及與產業接

軌的課程，如大數據分析或企業社會責任等相關課程的選修；更可加強培養學生

多元學習及實作的經驗，輔導學生嘗試探索不同領域專業知識與技能，培養第二

專長，讓學生能多元發展成為跨領域人才。 

疫情總會過去，若能在這波疫情下好好檢視過去的問題，將有助於學校校外

實習的推展，學生也能在未來能更珍惜實習的機會，及危機應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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