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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升學之探討 
沈育民 

臺北市立南港高工實習組長 
 

一、前言 

技職教育體系的走向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對於提供國家基礎建設人力及促

進經濟發展亦是居功厥偉（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領，2022）。我國技職人才培

育發展完善；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相關內容（技

術及職業教育法），在中等技職教育階段，包括國中技藝教育課程、職業試探教

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或綜合高級中等學

校專門學程，在高等技職教育階段，包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完整

實施職業試探教育及職業準備教育。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可招收副學士、學士、

碩士、博士班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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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世光、沈育民，

2021）。 

技職教育為產業技術人力重要來源，我國實施 12 年國教，自 103 學年度起

逐年實施高職全面免學費等措施，因少子女化的關係，全國普通高中（以下簡稱

普高）、技術型高中（以下簡稱技高）面臨少子女化衝擊，109 學年普高生人數

僅從 100 學年 350,601 人減至 305,617 人，技高生卻從 526,951 人跌至 303,948
人，減少 22 萬人（教育部統計處，2022）。從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廣設高

中」及增設「綜合高中」的提倡導致技高生逐年銳減，又因近來降低技高生報考

一般大學門檻，引發科技大學招生危機，呼籲放寬普高生入就讀科技大學。 

二、技高生主要升學管道 

四技二專提供多元入學管道，入學方式包含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技優

入學、科技校院繁星計畫、申請入學及經教育部核准辦理之各校單獨招生等多元

入學管道，升學機會極為暢通。四技二專更是所有學制中提供在職人士最多進修

管道的機會，包含晚上、週間、假日等配合不同產業排班時間之上課時段，鼓勵

高中畢業生繼續進修（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2022）。近年各技專校院更開

設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產學訓專班等產學合作班，

除了與產業接軌，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更可讓學生紮實技術，培養完全就業的能

力，培育學生跨科之共通基礎技術能力，以期提升技職教育體系學生實作技能（李

懿芳、胡茹萍、田振榮，20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4002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4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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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低技高生報考一般大學門檻 

技高生選擇報考一般大學主因是多元入學管道及學測不考專業科目，大學學

測 5 科全為共同科目，加上新制「5 選 4」各系最多採計 4 科，有些校系甚至只

採計 1 科，使得不少技高生乾脆不考統測，以學測成績升大學。統測考試科目為

5 科；3 科共同科目，並依不同群（類）考 2 科專業科目。統測限制考生只能報

考一群（類），技高生通常只能報考該就讀之群（類），如果想選讀其他科系的

就必須跨考，但學測不限制考生報考科系，只要級分到、門檻有過，不論是什麼

科系都可以選填。技高生若對所就讀的科別沒有興趣，且不想準備統測跨科群

（類）之 2 科專業科目、對於原本的專業沒興趣、與未來規劃有衝突或是其他因

素就會選擇轉考。選擇轉考學測的另一大因素是；報考統測前要先選擇應考的群

（類）、科系，在科大就只能就讀該群（類）、科系，如果想讀別的就必須跨考，

但是學測不用，學測不限制所就讀之科系，只要級分到、門檻有過，不論是什麼

科系都可以選填。報考 110 學年度有近 9,000 位技高生參加學測（大學入學考試

中心，2022），轉考學測對於在技高學校所選讀的群科不感興趣，或是學習過程

中才發掘自我興趣與潛能的考生，是另一個發展的方向，但對於學生來源短缺的

技專校院更是雪上加霜。 

四、放寬普高生入科技大學 

我國科技大學這些年隨著世界排名、業界聲望的竄升，擁有龐大的校友群及

上市櫃公司老闆的校友，科技大學擁有良好的企業資源，成了普高生累積就業能

力的另一重要途徑。教育部自 91 學年度開始正式實施「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

申請入學」，讓就讀於普高的學生以大學學測成績得以申請進入科技校院就讀，

不論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均可透過專為普高生開設的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管道，

以學測成績申請技專校院，最多 5 個校系志願。為了顧及技高生之升學權益，此

管道係採外加方式開放名額給普高生，且以總額一成為上限。若是普高畢業生想

要透過甄選入學或聯合登記分發管道進入技專，限定須畢業後滿 1 年（非應屆畢

業生）始可報考統測，再依統測成績報名入學。 

五、結語與建議 

少子女化的趨勢，學齡人口與學生來源逐年降低，技專校院面臨嚴峻的招生

缺口。未來會因為有不少技職學校面臨退場外，恐將造成基層與中階技術人才養

成的斷層，造成產業面臨人才匱乏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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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結語 

四技二專最主要學生來源還是技高生，由於技高人數持續減少，確實導致技

專有招生不足的經營壓力，放寬普高生進入科大，雖能改善科大招生比一般大學

長期處於弱勢的現象，對產業人才培育亦有助益，惟此做法並能真正解決問題，

普高生在考試入學能力本來就較技高生占優勢，為免排擠技高生權益，所以對於

報考技專必須設有一定門檻。一旦解除相關限制，應屆普高畢業生可和技高生競

爭搶讀科大，尤其是國立學校及排名前段的科大，技高生將更居弱勢，家長也不

願意讓孩子讀技高，技高也將更招不到學生。技專招策會執行長簡良翰表示，科

技大學與一般大學仍有區別，科大招技高生，是看中其專業訓練領域，並讓該領

域在科大持續培養，也是與技高、科大端的產業結合任務有關（吳柏軒、林曉雲，

2020）。如此一來，雖新增普高學生來源，原主要學生來源技高生卻會大幅減少，

致原本學生來源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對於長久以來，提供國家基礎建設人力及

促進經濟發展的技職教育產生衝擊。 

(二) 建議 

108 課綱實施初期，普高、技高之課程內容與學分數難以調整，亦難提供國

中生展發展後不同屬性、程度差異的技高及普高學生公平入學機會。另一方面，

統測雖有共同科目國、英、數以外較為專門的專業科目考科，因為考型為選擇題

而非實作考試（設計群除外），但選擇題是答錯不倒扣分數的機制下，技高生在

校三年累積的實習操作能力無法以選擇題來達到良好的鑑別度。技高學生與轉考

統測的普高學生，在統測專業科目測驗成績若要有所鑑別的呈現，技高學生在專

業實作課程就必須要落實，統測專業科目考題則要呈現實習操作過程之專業素

養，讓真正投入學習專業技術課程的學生有所能力展現。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醫護人才培育備受關注，國內技高現階段無衛生護

理類科，導致科技大學招生困難，針對無衛生護理群科的醫事科大或相關科系建

議可放寬招收普高生，讓技專院校可增招普高生。亞東技術學院校長黃茂全也提

到，普高生的生物也好、化學也好，基礎比較好，進來比較容易教，將來考證照

的機會，通過率也比較高（陳國維，2020）。 

統測放寬招收高中生門檻將恐有學制紊亂、技職教育定位不明與普通教育的

區隔日益模糊之虞，因影響技高生的升學權益，勢必引起技高學校、家長及技高

生極大反彈，且對於國內近年倡導之技職教育再造工程有如當頭棒喝，政府欲發

展技職教育淪為空談。有鑑於此變革攸關廣大技高生就學權益，以及國內技職教

育之正常長遠發展，應審慎為之，持續推行技職教育再造，透過策略實施及資源

挹注，使技職教育有明確的特色發展，以吸引更多學生就讀技職校院。持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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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再造，使技職教育有明確的特色發展，以便吸引更多學生就讀（李高英，

2019）。108 新課綱精神鼓勵學生多元、跨領域學習及發展，統測各群類跨考規

劃也應符合新課綱之精神讓學生能有方方面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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