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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專考招新制談技職體系素養評量的 
教育接軌與選才機制 

陳奕璇 
聖約翰科技大學數位文藝系副教授兼學務長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108 課綱）在 108 學年度正式實

施，為了連貫 108 課綱教學與評量的核心精神─素養導向，並補強現行的多元入

學制度，111 學年度起大學及技專校院考招新制全面落實。技專校院如何在招生

面臨少子女化海嘯的當下，穩固地經營與發展；同時對於即將到來的全面性考招

變革，穩健地落實「招生選才專業化」、優化考招機制，以網羅適性適才的學生，

並接軌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持續培育且深化學生的專業技術與跨領

域思維，實為艱鉅棘手的挑戰。 

綜觀教育界對於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見解，因其專業領域、教學經驗與教

學場域有所差異；然而，與十二年國教素養教學及評量密切相關的技專考招連動

變革的宣導，自 104 年起，已歷經 300 餘場由教育當局指導的諮詢會（包括技術

型高中及綜合型高中實作評量會議、技專校院招生入學制度工作會議、多元入學

研議會議、學習歷程檔案移轉對接及運用會議、招生變革公聽會、技職共同科試

題素養及題庫會議等），由此彰顯技專考招新制勢在必行的重要性（教育部技職

司，2018/05/15）。儘管經由多次專業諮詢而擬定的新式選才策略與育才願景，依

然免不了在執行層面，與校方、教師產生理念與推動策略上的認知落差，故本文

將從技專考招變革面向，檢視素養評量脈絡下教育接軌與選才機制，潛藏的執行

問題。 

二、以素養為本的命題原則：跨域、學術探究與技術專業能力的潛在

矛盾 

為對應及銜接以素養導向為主軸發展的技術型高中（以下簡稱技高）課程與

教學，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的命題策略與試題內容設計，將調整為以系統化方

式連貫各學習階段、統整各領域科目進行素養導向命題，藉此讓共同科目試題鑑

別學生的檢索、推論、延伸應用、分析等不同層次的能力；專業科目試題透過情

境化命題，評量學生的推理統整、探究思考、實務操作、生活應用等不同面向的

專業知能與跨領域能力（教育部技職司，2018/05/15）。 

從技職司對於統測試命題策略轉變的強調與策略說明，顯見不單只是技職教

育素來注重的認知理解、操作及實務應用能力，甚至廣泛的「整合運用、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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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能力，以及更高層次的「情境化的認知推理與學術化的探究解析」能力，

均被納入技專統測素養導向試題的命題方針。此番命題革新雖然本意在於呼應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學習內涵，但如一味地因應素養評量的方針，而招致共同科

目試題內容過度聚焦於綜整及跨領域能力，恐怕容易削弱學生對於技職教育中，

共同科目學科本質專業性與知識價值的認識及重視；再者，專業科目的命題如未

拿捏得宜，過度側重鑑別學生學術化的深究解析能力，恐輕忽了技職教育專業科

目涵養技術專才與實務導向的教育本質，更可能再度迫使技職教育趨向學術化。 

三、實作評量的選才美意可能淪為專題競賽輔導的工具表象 

108 課綱對於技高各群課程綱要增加專業實習（含技能領域）學分，各群新

增 15 至 30 學分之部訂必修群專業及實習科目（累計達 45 至 60 學分），及校

訂必修專題實作 2 至 6 學分。教育部進而指出，依課綱強化各校的實作設備與專

業技術場域，並積極推動技高的實作評量；此外，為了培育學生具備產業跨領域

能力的基本素養與實務量能，技高各群的技能領域科目發展，均經由屬性相近的

科別，先篩選出共通基礎技能，再加以整合為技能科目，藉此革新統整，企盼涵

養學生具備跨科別的共通基礎素養與跨領域思維（教育部，2014）。至於技高實

習課程的發展，則從當前產業及跨領域職能中，導出不同科別間共通的基礎技

能，接續轉化為可供不同科別學生共同修習的實習課程（李懿芳、胡茹萍、田振

榮，2017）。 

技職體系普遍肯定實作評量的特色─能具體了解學生對問題的實際理解層

次、問題解決能力、投入程度、自我表達能力，故實做評量較能完整呈現學習歷

程與成果。但當實作評量被正式列為技專考招新制的選才項目時，評量標準的公

正性、場域的專業性、施行做法的客觀性等則備受檢視與高度關注。教育當局為

回應技職教師對於實作評量配套不足的質疑，提出強化技高端實作設備與技術場

域的獎勵與補助措施；再者，鼓勵技高端與技專端積極交流，讓技職生至技專進

行技術實作，技專教師至技高指導專題實作。技高與技專的交流合作，原用意在

於讓學生透過實作，進而了解技專的產業鏈結並釐清自己的發展性向，以利未來

實作評量的適性選才；但值得留意的是，技職體系在少子化衝擊下面臨的招生困

境與無奈，常導致此番交流與招生播種的選才育才教育理想，變相地轉化為技專

端憑藉技高學生既有的技能，配合辦理對接的專題實務競賽，以簡便地讓學生獲

取實作競賽獎項。此現況使學生在專題實作或競賽歷程，僅是既有能力的展現，

並無正向刺激、挑戰與動機，以啟發自主探索及確立性向，更可能間接侵蝕技專

端本質應具備的系科行銷與系科特色強化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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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歷程與多元表現可能潛藏隱性的學習表現落差 

呼應十二年國教「成就每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教育願景，以及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核心精神，技專考招變革的基本方針，以尊重每個學生生命

主體為起點，透過多元化的評量檢核，精進技專選才機制（教育部技職司，2018）。
具體的銜接與評量方式則是：技高引導學生建立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包括：基本

學籍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作為未來升學的備審資料，

同時藉此引導學生反思自身的選課脈絡、思考如何選課、檢視學習成果，幫助學

生適性發展。技專依系科發展特色與屬性，建構具客觀性、鑑別性、公平性、一

致性的評量尺規，運用尺規審查學生的備審資料，藉此了解學生學習性向與發展

方向，而不再單憑成績挑選學生，以達成適性選才。 

「學習歷程檔案」的建構本意，是要彰顯技專選才首重學習「歷程」，而學

習「成果」則是其次。累積延續性的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比過去一次性展現的學

習成果書審資料更為真實且難以造假；但相對地，也表示三學年的學習歷程，至

少有五個學期需積極累積多種學習活動與多項階段性成果，因此，升學壓力不減

反增。回顧傳統的書審資料已不乏有他人代勞製作的歪風，如今，考招變革下的

學習歷程檔案堪稱再創新商機，甚至補教業者被媒體批露，為學生需求提供套裝

服務、量身打造（諄筆群，2021）。再者，評定學生「多元表現」的良好立意，

恐在未考量就學資源、社經背景、文化資本等學生個別差異，造成隱性的學習表

現落差，而促成「社會再製」現象。如此變相的學習歷程展現與多元評量，恐將

宛如多元入學方案常被諷喻為多錢入學（劉旨峰，2016）。 

另一考招新制的變革則是「評量尺規」的發展，評量尺規的建構本質，有助

於技高了解技專系科的特色與人才需求，且透過技專系科揭示尺規的審查細項，

可讓學生自主思考自身是否適合該系科；此外，評量尺規可讓技專端同一系科內

的教師，進行選才作業時，具備較一致的衡量標準與客觀性，降低過往教師個體

的主觀評價，讓選才機制較公平公正。近年，各技專已逐步在教育當局的督導下，

進行評量尺規的擬定作業，過程中多次邀集技高端教師共同協助尺規內容的檢視

與修正，期盼讓尺規的評定項目，不僅能接軌 108 課綱的素養教學與評量內容，

也具備評量選才的可行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技專系科在面臨龐大的招

生壓力，與未能及時了解 108 課綱素養教學與評量內涵的現況下，評量尺規的基

本審定細節，近乎全然依循技高端對應學群的學生特質而擬定，而非透過專業教

師群通盤思考系科本身的特色亮點與對接培育的技術能力，來擬訂評量尺規的基

本內涵，如此迫於招生現況的扭曲作法，實在難以達成考招新制所企盼的優化選

才機制與專業育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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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108 課綱新式的教學評量，與連貫對應的新式考招選才機制，這波全面性的

教育革新，不只帶動制度及教學思維上的創新轉化，更是十二年國教素養教學與

評量後續教育接軌及育才揚才的全新挑戰。技專考招新制的本意，在於促使選才

機制優化、專業化，並讓面臨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高中職生，未來得以具備適

性且多元的專業選才途徑，進入適合的校系，銜接並深化專業知識及技術能力；

同時讓技專強化系科選才特色、兼顧學生個別學習差異與專業化技術課程，讓技

職教育體系的學習內容，能具備務實致用與強化產業鏈結的特色。108 課綱已落

實一年，但至今多數技專學校與教師仍對考招新制與對應的配套措施，感到繁瑣

龐雜與混沌不明；近期，教育當局雖邀請積極投入並推動考招新制的試辦前導學

校進行實務分享，讓他校觀摩如何因應素養導向評量的銜接與考招變革，但，前

導學校多屬學術型大學，而學術型大學的成功範例與推展經驗，能否轉化應用在

技職體系的問題與施行困境，仍有待檢視與考驗。 

教育改革政策的推行，確實無法在短時間達成效，但，衷心期盼在考招新制

全面落實前的試辦期，針對配套不完善具體的改革措施，教育主管機關能戮力系

統化地檢討修正，而非逐步滾動式的調整，並有效率地讓支援行政的校方、教學

第一線的教師，及參與考招的學生，盡快熟悉革新的內涵，以幫助學生在歷經素

養的教學、評量，能接軌優質的選才機制，以持續接受更深層且適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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