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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配合新課綱推動實作評量芻議 
方慶豐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兼教務主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兼任講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候選人 
 

一、前言 

技術型高中配合 108 學年新課綱要推動的實作評量（ performance 
assessment），主要是配合新課綱的教學內容來設計，藉此讓教學更正常化，使每

位學生徹底學習該職科全方位的技能，因應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目前勞動

部推動的技能檢定證照制度，學生學習的單項技能比較深入，但不可諱言，在教

學現場教授單項技能感覺較窄化但緃深比較深，為了要輔導通過證照檢定而重複

練習，導致尚有很多技能未能教授給予學生。目前教育部推動實作評量學生要學

習的技術能力會很多樣化，但有可能導致所學到的技能博而不精，僅學習到皮

毛，這是規劃設計實作評量時要設法解決的重要問題。論者認為唯有技術證照與

素養導向教學充分融合，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才能創造最佳化。 

教育部如火如荼在規劃設計實作評量，論者認為有必要推動，但教育部和勞

動部應該統整合作，將擬推動的實作評量搭配目前勞動部的技能證照制度加以檢

討，即去蕪存菁，把不符合業界所需求的證照職類去除，再規劃新職種的證照，

但務必要以新課綱素養導向的精神即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為主軸來規劃。如此

一來，教育部就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用全部重頭來規劃實務評量。對

學生和國家未來的技職教育發展會有莫大的助益，否則社會大眾會感覺二部會各

自為政、各自爭取績效、標新立異、浪費公帑。 

二、實作評量的內涵 

實作評量的精神和方式對於老師「教」學進行自我管控和學生的「學」習實

際呈現成效，在兩者之間能提供彼此有較完整且立即的回饋訊息，且有助於促成

教師對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成就的提升，而實作評量是需要經過嚴謹的計畫實

施、運用及評估，才能將其功能發揮出來（顧炳宏、陳瓊森、溫媺純，2014）。
學校著重在教與學，評量在於了解學生學習的成果以及教師的教學成效。學生畢

業後，轉換身分為求職者，從企業或機構對於應徵者所具備之能力的檢視，採用

實作評量方式，來評定其能力之比例將會更高（湯誌龍，2019）。實作評量要求

學生「展現」其已學得的知識和技能，而非「回答」其已學得的知識和技能，強

調讓學生在真實的或有意義的情境下，應用他們學到的知識和技能來解決問題，

亦即學生不僅要「知道」而且要能「做到」（林逸棟、陳信正，2019）。實作評

量是一種開放式且沒單一正確答案的評量方式，它展示的是一種真實的學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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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例如讓學生創辦報紙或進行課堂上的辯論，都能從中看到學生的學習。這能

使學生更積極參與學習過程，並在更深且複雜的層次上吸收和理解（Kelly, 
2019）。 

教育部前次長姚立德接受訪問回應，過去三、四十年技術型高中皆以技術士

證為學習主體的生態，讓技術學習過於窄化，應回歸課綱的完整學習。對於全教

總質疑實作評量跟技能檢定重複，姚前次長分析，技能檢定是針對某個職場所需

技術，做比較深度的檢定，但實作評量是為了配合 108 課綱的技能領域課程，實

作技能學習是比較廣的，跟技能檢定不一樣。教育部希望技型高中的學習範圍跟

內容要配合課綱，而不是以技能檢定為主，因為這樣的學習不夠全面與寬廣。 

此次，教育部藉由新課綱的實施並規劃推動實作評量是一項很好的政策，可

以導正教學的目標，讓技術型高中可以依課綱內容授課並可以使授課內容更加活

化，不再只是拘於檢定範圍，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三、推動實作評量相關問題討論 

技術型高中的實習課程已經有幾拾年未調整，因應臺灣產業的快速進步著實

有必要給予調整，但目前的規劃研究者認為有下列 9 點應該要注意。 

(一) 規劃實作評量的教師應該來自不同的師培機構、不同學校 

規劃實作評量的教師應該聘請現場教學老師主，而且應該來自不同師培機構、

不同技術型高職和不同公、私立學校。唯有如此，所規劃的實作評量才能面面俱

到，適合所有學校使用。 

(二) 實作評量規劃應該以學校現有基礎設備為主 

目前在規劃架構的教師宜考慮並瞭解以目前各校皆有的基礎設備為主，否則

各校即會有藉口以沒有設備，故無法配合，藉此要求教育部再補助設備費。另外，

規劃者亦不應該以自己的意見和視野為主見，認為該採用何種軟體、何種設備，

如此才可以避免令人聯想是否與設備商有所配合。 

(三) 實作評量的監評人員可考慮搭配技術證照培訓的監評人員 

勞動部因應各職類培育各職種的監評人員，長期而且持續地培訓、回訓，耗

費很多心思。若教育部可以搭配採用，可以節省大量的培訓經費。因為重新培育

監評人員尚要再投入很多人力和物力，最重要的是，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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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良技能檢定內容即可以符合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並持續推動證照制度 

勞動部各職類的技術證照有些不符合時宜，建議應該要廢除，但有些職類非

常受到業界肯定則應該要保留，才能更契合業界的需求，甚至應該要再邀請業界

專家協同規劃其技能檢定內容，並且應該依新課綱素養導向的精神，以培養學生

帶著走的能力為主。 

因應十二年國教新制開跑、108 課綱上路，教學將更著重於「素養導向」教

學。在教育部發布的《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上，核心素養的定義是：

「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的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時，所應當具備的知識、能力與

態度。」 

以機械科電腦數值控制銑床乙級檢定為例。教學生認識刀具材質、刀具種類、

材料材質等等為知識。指導學生如何選擇銑床主軸轉速、進給率和操作機臺為能

力。最後訓練學生瞭解加工什麼材料的工件，要搭配採用多少轉速、進給率和加

工的順序，並製作完成工件取得乙級技術證照。讓學生在潛移墨化中學習自我求

知的態度，未來畢業之後在職場上終身受用。 

(五) 教育部著手推動實務評量與設備商之間務必如履薄冰 

實作評量確實推動研究者認為是一項很好的政策，但務必要本著如履薄冰的

心態來推動。以機械群實施實作評量，若規劃要採用一套軟體配合，試想一套軟

體需要壹拾萬元整，全國一百所公私立技術型高中有機械群科的學校，即可以需

要壹仟萬元。這僅僅單一品項，全部有十五職群而且每個職群不只需要一個品項，

試想這商機有多大? 

(六) 實作評量的科目應該採前一學期授課的課目為主 

目前實作評量規劃在高二升高三的暑假要辦理，但一個群科需要實作評量的

項目可能多達 7～8 種，故有幾項評量項目安排在一年級即上課，要等到一年後

再評量，學生可能都忘記如何操作。以機械群為例，基本電學即安排在一年級上

課。 

(七) 實作評量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創造力 

現今教師授課會受制於以檢定內容為主，導致其技術能力窄化深入，即檢定

會影響教學內容。若採取實作評量教師授課不會受制於檢定題目，可以天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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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題目並教授所有技能，讓學生可以充分發想，對學生的創造力發展有絕對

的幫助。 

(八) 實作評量結果應該搭配學習歷程檔案 

大約有八成的技術高中專業科目教師都主張實作能力評量應納入放在學生

的學習檔案檔案，做為各科技大學甄選入學第二階段面試或實作等多元評量的參

照，這樣的規劃要比再辦實作能力統一考試的總結性評量更具可行性與效益性

（楊瑞明等，2016）。 

目前教育部同歩在推動學習歷程檔案，全國皆已裝機完畢，各校的學習歷程

檔案相關辦法、工作分配暨教師研習皆規劃完成。論者認為學生的實作評量結果

應該要置入學習歷程檔案中，未來學生要參加科技大學甄選，大學端可以明訂通

過實作評量的學生其成績可以加 10%或 20%，這樣一來可以有效減少推動實作

評量的阻力。 

(九) 各科的基礎設備不足而且師資亦短缺 

長期以來，各科因應要檢定的項目而投資齊全的檢定設備，對於沒有檢定的

實習課程皆忽略而未上，設備方面亦不足以因應。 

以機械群為例：機械科目前沒有教授鑄造課程、焊接課程和氣壓等課程。若

真要實施實作評量，尚要再投資基礎的實習設備。另外，亦要有師資來教授此實

習課程。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規劃實務評量之教師宜多元化 

實務評量目前皆已經著手在規劃中，論者認為應該再調整其成員，使其多元

化。試想，教育部計畫大部份皆由師範大學教授承辦，少有科技大學教授承辦計

劃案。再者，為何技術型高中時常被批評所教之內容不符合業界所需要，因為技

術型高中職業類科大部份教師皆由師範大學所培養，現在僅再由這批師範出身的

教師規劃實務評量的題目，其思考方向可以跳脫出原來的框架嗎？唯有規劃者多

元化，才能激發出不同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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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作評量所需使用的設備宜各校皆有的基礎設備 

目前教育部自 108 年開始補助優化實作環境計畫，預計補助至 110 年，其中

一項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即以各校各科的開班數給予補助，主要讓各群科依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中群科課程綱要採購所需求的實習設備，此舉實為政

府為技職教育紥根的一項德政。但論者很擔心，各校所採購的設備規格與要實施

實作評量的設備不符合，故才建議設備宜由教育部統籌採購分發給各校使用。 

3. 實作評量的監評人員應該整合現有技能證照之監評人員 

目前十五職群僅部份職群實作評量的架構規劃出來，其餘職群還在規劃中，

待十五職群規劃架構規劃完畢，尚要再經由委員會審查是否符合新課綱內容，之

後尚要甄選試題並試作試題，甚至還要再辦理公聴會，皆辦理完備才會再辦理監

評人員培訓。若能搭配現有的監評人員，若有不足再培訓，即可以快速補足人才。

這也是教育部與勞動部應該合作的部份，可以有效地整合人力並充分利用。 

4. 實施實作評量有助於教學正常化和培養學生創造力 

一個職群的實作評量多達 7~8 種，再從中抽測，故所有技能皆要教授，才有

辦法接受評量。如此一來，可以有效評量技術型高中的教學成效，促使教學正常

化。若未來甄題可以年年滾動式修正，做到出陳創新，雖然教師會比較辛苦，但

學生所學技能便可以跟上時代的腳步，其所學即業界所用，如此才能達到學用合

一。 

5. 整合同群的科設立群主任 

以機械科和生機科為例，若整合為機械群並廢科主任改設群主任，其優點有

五：(1)基礎設備可以共享。(2)師資可以相互支援。(3)節省人事成本。(4)實習空

間可充分利用。(5)校訂選修課程學生可真正選擇有需要的課程。 

(二) 建議 

1. 教育部與勞動部應該協商合作事宜 

關於教育部的實作評量與勞動部的技術證照，二部會著實有必要詳談如何進

一步合作。主要合作內容可以聚焦於： 

(1) 實作評量與技術證照如何配合。例如，通過實作評量等同取得丙級技術證照。 

(2) 監評人員整合：有效運用人力，不用重新再訓練一批人，造成資源浪費。 

(3) 實作評量至職訓中心實施。職訓中心的設備較齊一、數量也多，最重要的是

公平性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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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承辦人宜分工並分佈於各領域 

目前統整型計畫幾乎都在師範大學，而且同一位教授承接很多計畫，論者著

實擔心執行計畫的品質，因為教授非通才而且其思考面會不夠周全。若某部分計

畫由科技大學教授承辦，一來有競爭才會有進步，再者不同背景，想法烱異才有

可能激發出新的想法，這才是學子之幸，國家之福。 

3. 監評人員務必要做到公平、公正 

目前的技術證照檢定尚稱為很公平的考試，偶而都還有傳出舞弊事件，故全

新的實作評量一定會有更多的問題產生。所以實作評量的監評人員至少要和技能

檢定一樣做到校內的實作評量不可以聘請校內人員擔任監評人員，而且監評人員

不可以來自同一所學校或同一單位，甚至要求亦不可以自來相同師培機構。 

4. 相同的設備由教育部統一招標採購並分送至各技術型高中 

實施實作評量各群科務必要有的設備，應該由教育部統一訂定規格並招標，

再將設備送到各校。如此做法優點有四： 

(1) 依實作評量規劃的架構所採購的設備，各校一定可以確實地實施實作評量，

對於推動實作評量有很大的幫助。 

(2) 避免各校採購的設備不符合實作評量的要求。 

(3) 全國統一採購的數量多，價格上可以以量制價，節省大筆的公帑。 

(4) 學校行政人員時常在更換，對於規格如何訂定不瞭解，稍有不慎即犯法。導

致部分科主任即不申請設備，試想如何推動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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