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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一卷第五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檢視多元技職學制問題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一卷第五期將於 2022 年 5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2 年 3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我國技職教育的發展與經濟建設、產業發展及人力需求有著密切之關係。為

因應時代變遷、產業結構變革、產業人力需求、全球經濟發展及國際化浪潮等，

行政院公告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揭示我國技職教育以「培養具備實

作力、創新力及就業力之專業技術人才」為願景，期使未來技職教育培育之學生，

能成為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社會融合及技術傳承與產業創新之重要推力。為符應

「務實致用」之技職教育，培育優質專業人才，我國技職教育人才培育之主要體

制，包括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

業群科、綜合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而在專

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則可招收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班學生。至

於在技職教育入學管道方面，於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採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

四技二專則提供多元入學管道；同時為配合新興產業快速發展，亦提供彈性多元

職業繼續教育，增加在職者或轉業者，再回流進入高級中等學校或大專校院就讀

與學習。我國技職教育以多元的學制與多樣的類科，形成從國民中學、高級中等

學校、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到研究所碩、博士班的完整體系。然而在

現行多元技職教育體制下，產業缺工及專科學制萎縮，連帶影響二技學制的存

在，多元技職學制是否因而面臨實行上的問題？是否有其外部、內部因素影響學

制之發展？在少子女化、產業結構變革、產業人力需求、全球經濟發展、國際化

浪潮、AI 時代、金融科技、電動車、半導體、大數據、VR/AR/MR 等的影響，

我國技職教育學制是否密切緊扣國家所需之發展，抑或尚需進行調整修正？如何

將多元的技職教育學制，加以落實並達到教育目標？本期的評論主題，冀望針對

多元技職學制進行審視和檢討，探討目前實際執行之情形與問題，提出未來可以

改善的方向和具體精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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