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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際化與全球化已是既定的現象，培養具備國際素養及具有全球視野的人才

是當前教育中不可忽略的一環。2011 年教育部提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希望培養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及全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2020
年，教育部根據已推行的成果，以及配合十二年國教培養學生「多元文化與國際

理解」的核心素養，提出了「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以「接軌國際、鏈結

全球」為遠景，達成「培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及拓展全球交流」三項目

標（教育部，2020）。基本上，前述目標不僅適用於國民中小學，高等教育階段

也應在此基礎上再予以擴展。 

高等教育是培養國家前瞻專業人才的搖籃，是引領各國邁向國際競爭、跨足

全球就業的舞臺（教育部，2016）。以技職教育來説，除了專業技術的培養外，

也應培養國際理解及全球就業的視野與能力。臺灣是一個四面環海，天然資源不

豐富的國家，因此，人才的培育相形重要，尤其是需要具備國際視野及全球競爭

力的人才，這是提升臺灣競爭力與永續發展的重要工作。 

具備國際視野及全球競爭力的做法很多，其中，藉由出國留遊學、與國外大

學合作，讓學生修習雙聯學位、出國交換、海外見習實習等都是學習的途徑與管

道。然而，並非所有的學生都有出國學習的條件與機會，因此，如何落實在地學

習而培養出全球就業的能力就變得至為重要。 

基於對技職人才培育之重視，本文擬先闡述技職人才「在地學習，全球就業」

的理念與內涵，接著，探討「在地學習，全球就業」面臨的挑戰，最後，針對前

述挑戰提出相應之建議。期許「在地學習，全球就業」的理念與做法能予以推擴

與落實，讓臺灣的技職畢業生都能具備全球就業力。 

二、技職人才「在地學習，全球就業｣之理念與內涵 

現今，技職人才的就業機會不能僅限於國內，我們更要積極培養技職校院的

大學生建立「全球就業」的國際視野與專業和共通職能。然而，由於每一個學生

的家庭背景和學習歷程不同，在校時可以出國交換學習或是實習的機會有限，外

語能力是一大關鍵，若能讓技職校院的學生落實在地學習，卻擁有全球就業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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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專業和共通職能，應是技職校院致力追求的目標。 

另一方面，發展全球就業應具備的全球移動力，其相關的全球素養內涵的部

分，李隆盛、賴春金、潘瑛如、梁雨樺與王玫婷（2017）分析指出大學生全球素

養應表現水準的四大構面與細部指標，包含：(1)溝通，如強化外語的溝通；(2)
環境，如深思世界的議題；(3)職涯，如發展海外工作的技能與職稱；(4)文化，

如體驗多元的文化。其他的資料補充，國際人才應需具備三個面向的能力，分別

為專業、語言及適應（莊坤良，2014；劉豫鳳，2020）。 

綜合上述文獻與資料可歸納出技職人才若要能跨界到「全球就業」，至少需

具備青年全球移動力，包含以下四個面向： 

1. 國際視野 

在地球村的世界裡，國與國之間相互影響。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等，甚

至是病毒，均彼此連動。若要具備全球就業力或移動力，必須具有國際視野，能

更弘觀地關注世界。 

2. 外語表達與溝通力 

技職學生要能掌握外語的能力和訓練表達能力，才能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尤

其是跨國性的企業。 

3. 實務專業能力 

技職人才重實務，最好能具跨領域的能力，並具創新力。此部分若與專業連

結，可從修習相關的課程中切入跨文化的脈絡來訓練思維。 

4. 跨文化能力 

跨文化交流常會因為彼此文化的不同與不理解，而彼此產生誤會、隔閡甚至

衝突。跨國技職人才要能了解各國文化的禁忌和差異，其次，加強培養跨文化的

豐富知識、多元文化的技能與正確的思維與態度。 

三、技職人才「在地學習，全球就業｣之挑戰 

「全球就業」之技職人才需要國際視野、外語表達與溝通力、實務專業能力

以及跨文化能力。若檢視當前整體技職校院之人才培育，仍存有以下幾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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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未能符合產業變動需求 

科大技職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為培養務實致用的專業人才。根據國家發展委

員會（2021）對於國際趨勢發展分析指出：(1)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格

局和中美關係造成重大的影響，尤其是貨物和人員流動的行業，包括旅遊業、航

空公司、郵輪運營商和商業航運公司，正歷經艱難的時刻，全球經貿發展不確定

性提高，影響全球經濟發展與全球的產業供應鏈重整，逐漸形成「在地生產、短

鏈革命」等趨勢。(2)全球創新技術發展，例如：AI、5G 不斷加速智慧化、數位

化的進程，過去生產以追求標準化、規模化，逐漸轉變成為追求客製特色以及數

位創新，成為全球各國鞏固國內經濟成長的關鍵。 

然而，受少子女化的影響，許多學系（所）在招生時，會以容易招到學生的

系所名稱為首要考量，使得招生科系與產業需求脫節，造成人才培育的結構性失

調（陳繁興，2019）。20 年前，每隔 5-6 年行政院經建會擬定落實培育人力計畫，

為技專校院新設系科以及招生人數嚴格把關（陳繁興，2019）。但自 2000 年後，

經建會未再訂定計畫，教育部開始以總量管制控管更開放各校系科的設置與調整

（黃昆輝，2018）。根據教育部（2015）資料統計，技術型高中前十大科系偏向

民生學科，例如：餐飲管理科、觀光科等（陳繁興，2019），大學增加最多的科

系偏向餐管系與觀光系為主，對國家經建發展所需的工業人才的培育相對減少，

國內轉型產業所需要大量數位的專業人才，以及臺灣在全球競爭力堪憂（陳繁

興，2019），也就是說，技職校院之院系所應緊跟隨全球創新技術發展，例如：

AI、5G 等變動實質的需求，而因應快速調整以及規劃四年制課程的配當表。  

(二) 部分師資之實務經驗不足 

對於技職體系的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要啟發學生以實作來培養問題解

決的能力，進一步培養後設認知的能力，找到了人才更有助於產業的升級（陳繁

興，2019）。目前技職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其一、科技大學理論課程太多，相對

實務操作課程不足；其二、大部分大學教師的學歷都是博士學位，除了有鞏固的

學科理論基礎，更需要帶領學生實務操作，體認做中學的基礎教育，培養學生實

作而不失去技職教育的初衷。 

(三) 學生差異大，畢業門檻（實作技能檢定）參差不齊 

為讓學生可多元選擇進入科大就讀，同時降低少子化的衝擊，各校允許各招

生系組有三類群學生做為招生對象，致使許多系組招收到屬性完全不同的新生，

例如：科大應用外語系的學生，目前都有三個招生類群：高職應外科、觀光科以

及餐旅科等，除了屬性不同，程度落差相對懸殊也是問題。大學教師要面對學生

的差異化，課堂中教學相對受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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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年來國內高職之評鑑指標以及科技大學技專資料庫填報項目極重視

技能檢定通過數及通過率。此機制導致許多高職與科技大學為求辦學績效以及評

鑑加分，係以檢定通過率為目標。全臺灣技職校院系所，各類證照通過標準依該

證照考試之標準為之，各校更鼓勵學生取得中高階之證照以作為專業實務技能畢

業之門檻，此中高階證照雖需花時間準備但能獲得國內政府機關認證，也能獲得

國外公司考試許可，例如：技職校院學生獲得的 MOS、IC3、MTA 等證照，皆

獲得美國微軟全球認證中心思遞波（Cetiport）許可。 

然而，各校各系所對學生要求的專業證照門檻參差不齊，同系所之日間部和

進修部的要求也不一致。例如：機械系高級證照等級以甲級為主，中級必須要取

得乙級證照，初級則是丙級證照，部分丙級證照也可以取得認證分數，原因在於

高職因設備昂貴或是高職課程無法輔導相關初級證照。而到了技職大學之後，由

於畢業門檻認證要求，部分學生要重頭開始學習並取得相關的證照，各校院系所

應要有嚴謹的標準較佳，以免出現學生雖能通過並且如期畢業，但是專業能力尚

不足，而無法成為就業競爭優勢的窘況。 

(四) 學生之外語能力不足 

要成為全球就業的人才，外語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國內大學（含技職校

院）總量多，幾乎每位高中職畢業生都可進入大學，大學生的外語能力落差懸殊。

雖然有非外語系學生外語能力甚好，但一般非外語相關系所的學生之外語能力仍

需補強。就未來潛在的技職人才需求而言，業界需要的不扺是一般的會話與閱讀

商業書信能力，更需專業領域的外語，例如：多媒體 3D 專業英語、機械工程專

業英語或是商管、財經專業英語。一般來説，多數高階人才職務都有對應的外語

要求，必須能用外語在線上開會並與國外主管交談，既能對外行銷又能用英語與

世界各國通路代理商溝通無礙。  

(五) 校園國際化程度不夠 

針對本國技職校院國際化程度不足，教育部統計處（2020）分析 108 學年度

（2019-2020）在臺境外生資料，國內 154 所大專校院（含一般大學）境外學生

在臺留學∕研習人數總共 130,417 人，一般大學境外生人數最多前五名分別為：臺

大 2,976 人、成大 1,899 人、淡大 1,868 人、政大 1,581 人、逢甲 1,425 人等。技

職校院境外生前五名為：臺科大 1,515 人、明新科技大學 1,251 人、臺北科大 1,045 
人、龍華科大 874 人、高苑科大 700 人。反之，境外生人數最少僅個位數字有 5
所都在技職校院。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外籍專任教師總共 1,120 人，一般大學外籍教師總共 934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2），頁 32-39 

 

國際教育推動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36 頁 

人，而技職校院外籍教師總共 186 人，佔全部大專校院外籍專任教師人數不到五

分之一。臺灣不如其他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香港等，技職校院的專任外籍

師資嚴重不足。目前，僅有少數國立科技大學及國立技術學院才有足夠的外籍師

資，其他私立科技大學或是私立技專校院，外籍師資寥寥無幾，明顯國際化不足。 

另外，我國也欠缺多元化的外籍學生。技職校院的外籍生，國籍明顯集中在

少數新南向國家。原因之一是各校為招收國際學生而開的學程產學合作專班，例

如：越南、印尼、印度以及馬來西亞，這種以產學合作而開的專班，強調「做中

學，學中做」提升自我之就業力，期望達成「產學無縫接軌、學習即是實習、畢

業即是就業的目標」。然而，單一國家組成的專班，學生多元性較不足。 

還有一些外籍生是少數與臺灣曾有邦交的國家，例如：史瓦帝尼、帛琉、馬

紹爾以及諾魯等，我國政府提供給這些非洲學生獎學金，不僅希望維持既有的邦

交，更期望能和有邦交的十餘多國家繼續建立互惠的發展，期望他們強大起來，

未來可回饋給臺灣。然而，若沒有互惠的條件，建立與維持國外姐妹校或是發展

國際實習或是國際交流的關係恐不易長久。 

四、技職人才「在地學習，全球就業｣之建議 

為解決前述的問題，建立技職校院學生未來的就業自信及全球就業力，本文

提出以下五點相對應的建議： 

(一) 各校院整合旗下之學系所，調整或是增加產業學程以及微學程的課程 

現今各校院學系所如果已有產業學程或是產學媒合的專班，不妨定期召開產

學實習會議或是工作坊，更貼近並聆聽專家的意見或是產業所欠缺的需求，更機

動性的配合產業的需要而調整學校的課程，例如：專案學程班或是微學程。 

其次，如果是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之領域，技職校院應對焦政府重點的產業，

積極開設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媒合相關領域的合作機構及學校一起合辦人才

培育專班。以龍華科大所推出的「訂單式就業學程」為例，可更符合企業的需求，

以解決企業和學校間的學用落差問題，以「客制化」的需求，具彈性的開課方式，

以達學用合一的目標。 

(二) 鼓勵社群觀課的制度或是業師協同教學，使得偏理論的課程能讓學生增加實

務能力 

建立社群觀課的制度，讓教師相互學習、激發教學熱忱及改善教學技巧。課

程觀摩可以課堂錄影或開放教學觀摩方式，讓教師可互相學習，分享教學的經驗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2），頁 32-39 

 

國際教育推動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37 頁 

與建議，並建立良性教學生態。另外，開放實驗室或是將教學錄影下來，也是教

學經驗傳承的方法之一，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另一方面，實務課程或是專

業課程，可找業界具有專業資格的業師或是具有經驗的講師一同進班協同教學，

除可鞏固學科的理論基礎外，也能帶領學生體認或是了解真實的現場實務。 

(三) 設立獎勵制度，鼓勵學生取得中高階之證照 

近年來，國內高職之評鑑指標以及科技大學技專資料庫填報項目，以「技能

檢定通過率」與「實用技能學程」為主，科技大學之各項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的達成率要求達標，對於未達到中級或是專業證照的

學生，各學系所應開設其他補救證照班的課程，並設立獎勵辦法，使未能通過證

照的學生可得到更多的機會練習並有考照實作或是實作模考的機會，以增加取得

中高階證照的機會而符合業界的要求，。 

(四) 開設與專業相關之外語體驗課程，培養學生專業外語之溝通力 

對於害怕英語表達或是缺乏外語讀寫能力的技職校院生來説，可多舉辦職場

外語生活體驗營，或是增加專業課程的全英語教學，也是增加外語能力的方法之

一。另外，具有專業的講師或是外籍教師也是學習外語的重要關鍵。另一方面，

各校各學系所普遍有訂定外語門檻的標準，大部分的學生能在四年內達標以取得

海外交換或是海外實習的門票外，對於那些尚未參加考試或是未通過檢定的學生

們，應鼓勵其參加校內舉辦的補救英語教學配套的外語證照課程，並以通過門檻

的標準來減免或是全免學生為了考取語言證照所需的報名費用。如果語言證照考

試的成績（例如：全民英檢或是多益測驗）成績還是無法通過門檻，則以補救課

程的總成績加重，客製化調整門檻認證的方式與標準，使學生對外語不會失去學

習的樂趣和自信。  

(五) 建立國際連結，將國外制度、經驗與資源帶入 

鼓勵教師帶領學生參與全國性或是國際性的競賽，例如：國際紅點品牌暨傳

達設計大獎、世界各地舉辦的創新或是發明展、國內每年舉辦的創新發明展與高

雄國際發明展，這些都是建立國際連結的最佳場所。對於人文學院或是語言系所

的師生，學校可鼓勵教師跨域合作，邀請文、法、商、工農學院的師生一起跨領

域組隊報名參加各式營隊、工作坊或是競賽，以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並使

其具有跨域合作或是競賽的經驗；另外，也可引導學生踏出自己的舒適圈，讓他

們有機會站在國際舞臺，與其他國籍的學生共同感受國際化的交流和分享其寶貴

的經驗。 

此外，各國技職教育政策也值得參考或引入。筆者參考 2016-2018 臺灣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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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代表處資料，以及國內學者分析近 3-5 年最新的國際技職教育政策（賴協志，

2018），將重點臚列如下： 

1. 德國：重視技職教育推展，更落實職業定向與職涯諮商並成立職業教育與在

職進修聯盟。 

2. 英格蘭：學校徹底執行《教育法》並規定提供學生職涯諮詢的職責。 

3. 美國：制定加強職業教育準備之相關政策，並落實職業教育宣導。 

4. 法國：法式職業教育學生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可以受到初始職業教育的

訓練，並獲得多項職業文憑而鞏固就業所需之知識和技能（羅保熙，2020）。 

5. 加拿大：投入大量資金補助，強化技職教育品質。 

6. 日本：培養國際人才的先鋒，提供給臺灣以下幾點：鬆綁高教體制、尊重各

校發展國際化之特色與條件、回歸各校教學的品質以及找出校園的特色文化

（譚君怡、周祝瑛，2014）。 

五、結語 

提升臺灣競爭力與永續發展的當務之急在於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全球就業力

的專業人才。這樣的人才，需要專業力、語言力及國際視野。當今面對數位化時

代的快速發展，加上全球化競爭以及疫情急速上升的影響，政府要快速整頓疫情

後的世代交替，落實「在地學習，全球就業」的理念。在技職校院部分，可採行

的措施包括：(1)整合學系所，調整或是增加產業學程以及微學程的課程，以回

應業界對人才的需求；(2)鼓勵社群觀課的制度或是業師協同教學，使得偏理論

的課程能讓學生增加實務的能力；(3)設立獎勵制度，鼓勵學生取得中高階之證

照；(4)開設與專業相關之外語體驗課程，培養學生專業外語之溝通力；(5)建立

國際連結，將國外制度、經驗與資源帶入，借鏡先進歐美國家的職業教育政策與

危機應變，以落實學生在地學習全球就業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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