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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之學制，從國中階段至大學階段，包含國中、後期中等

教育、專科學校、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四個層級（教育部，2022a）。在國民中學

階段，主要為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其功能主要在於職業試探與性向之陶冶；後期

中等教育階段之技職教育，主要包括技術型高中（包括 15 群 93 科）（教育部，

2022b）、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產業特殊需求類科、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高中附設職業群科、綜合高中之專門學程；專科學校則有五專及二專；科技大學

及技術學院則包括二年制技術學院、四年制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等，由此可知，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教育制度是十分完整而多元的，提

供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多元適性的職涯發展機會。 

我國技職教育一直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民國 40
年代，以培育工業基層人才，穩定國民生活為主；民國 50 年代，則是開始擴大

辦學規模，促進經濟之快速發展；民國 60 年代，開啟進入提高技術與管理人才

素質，發展技術密集產業的新局面；民國 70 年代，主要為提升技職學校質量，

符應產業全面升級；民國 80 年代，則是以建立完整學制，配合產業人力需求為

發展主軸；民國 90 年代，以縮短產學落差，推動技職教育國際化為重心；民國

100 年之後，則是著重於強化學生適性發展，貼近產業多元需求。此其間，技職

教育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人數比例，也因應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呈現出

後期中等教育學生人數的 40%至 70%再至 60%的起伏（教育部，2011）。然而，

近年來我國面臨少子化的影響日益加鉅，技專校院及技術型高中均面臨招生的困

難，至 2022 年 2 月止，已有蘭陽、和春、大同三所技術學院及中州科技大學面

臨停止招生的困境（吳柏軒、林曉雲、王善嬿，2022），技術型高中的學生人數

也正在快速的減少中（宋修德、曾璧光，2019），尤其在我國社會的升學選擇慣

性中，長期以普通高中為先、技職體系為次的現象，對於技術型高中而言，是一

項十分不易面對且需積極回應的嚴肅課題。 

二、現況分析 

在面對少子化的過程中，因為社會文化對於普通教育與技職教育選擇慣性

上，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均以普通高中優先，技職教育次之，因此，造成了招

生的缺額，主要發生在技職教育學制的現象，也就是技術型高中、實用技能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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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特殊需求類科等，較常存在因少子化而產生招生不足的情形，而私立技職教

育學校則較公立學校更為嚴重。在技術型高中的教育現場，因少子化的招生不足

現象，對於整體技職教育學制內涵，產生一些必須予以重視的課題，茲分別列述

如下： 

(一) 「科」別數持續增加，不利於國中畢業生適性選擇 

技術型高中為了因應產業發展需求，以及招生的競合，逐年發展出新興「科」

別，以致於群科歸屬表中，群別數雖仍維持為 15 群，但科別數則持續地增加，

至 111 學年度入學的國中畢業生，已有高達 93 科可以選擇（教育部，2022b），
如此多的科別，對於國中畢業生而言，是不易分別與選擇的，也不利於適性發展

的明確聚焦。 

(二) 單科單班且人數不足 10 人，或不利於群體互動與學習 

部分偏鄉公立技術型高中及私立技術型高中，因少子化影響，招生不佳，導

致由單科多班減招成為單科單班，更有部分學校的班級人數，單科單班且少於 10
人，以 110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日間部專業群科為例，全國計有 16 所公立技術型

高中 24 科、22 所私立技術型高中 26 科，其學生數少於 10 人（教育部統計處，

2022）。 

過少的班級人數，對於學生在群體互動的調適學習，以及專業技能的切磋成

長與進步，都可能產生無法如預期中的學習成效之影響（吳政達，2006；宋曜廷、

邱佳民、劉欣宜、曾芬蘭、陳柏熹，2009）。 

(三) 部分專業與實習科目之專任師資，已有來源變少的問題 

在高達 93 科的教學中，師資的良窳，是學生技能學習是否獲致成功的關鍵，

如此繁多的科別，其師資專業職能培育是否能精準聚焦，實不無疑問。以首善之

區台北市的公立技術型高中為例，110 學年甄選 1 位控制科專業與實習科目之正

式教師，卻僅有 8 位教師應聘的現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1a），相較於其他

較普遍的科別（如：輔導、英文）甄選 1 位教師，卻有高達上百位教師應聘的情

形（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1b），其師資的良窳選擇機會，差異頗大，此亦將造

成聘任學校一定程度的擔憂。長期以往，在技術型高中對於擇選優良師資的期待，

將會是愈來愈嚴峻的考驗。此亦將對於技職教育的整體發展相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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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進芻議 

以下筆者就上述在後期中等技職教育現場所產生之現象，試提出建議，或可

作為中等技職教育發展精進之參考。 

(一) 簡化群科歸屬，改進招生方式 

技術型高中之群科歸屬，計有 15 群 93 科，就 93 科之科別數而言，對於國

中學生，是不易了解的，宜思考將現有的群別與科別數，加以進行簡化歸類，將

內涵與屬性近似的科別，加以整合，如能將現有的群科歸屬的科別，其性質相近

者，加以整併，只以群的方式進行課程規劃，整體化簡為約 20 至 25「群」左右，

則將有利於國中畢業生之適性選擇，對於技術型高中的適性宣導，亦較能具有成

效。當然，此一群科調整，對於現行的 93 科，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宜採漸

進的方式，將早期不合時宜的科別予以調整，再就現有的科別屬性相近者，加以

整併，再將性質相近的科別予以整併為同一群別，最後，則是以 20 至 25 群進行

課程規劃與設計，至於原有的科別，則可採技能領域選修的方式為之。如此可有

利於適性入學宣導，亦可提升技術型高中學生的職涯轉換能力，同時也增加技術

型高中在升學上與技專校院對準銜接的培育功能。 

至於技術型高中的入學，則建議可同步研議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採用以「群」

招生的方式，提供學校更大的經營彈性，至於學生入學後之專業技術能力，則可

採用現行課程綱要中之技能領域，以選修方式加以培育，如此對於學生的職涯變

遷與適應，將更具有競爭力，對於目前技術型高中招生不易及人數過少的情形，

均可得到有效的改善。實用技能學程則仍以「科」招生，此科別則以產業高對應

為原則，以利於國中畢業生能依群別與科別的學習進程不同，進行適性選擇，亦

可縮短產學之間的落差。 

(二) 稀有類科師資培育，宜採專案公費培育 

在群科歸屬的整合之後，對於技術型高中師資的培育，在較為稀少的群別或

科別部分，原就以製造業相關科別居多，因其師資來源的科系本就屬於相對高所

得的行業或是培育科系較少的狀況，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選擇從事教職的師培

生相對更少，長久下來，對於維持技術型高中高品質的技能教學，勢將逐漸產生

不良的影響。因此，建議就較為特殊的群或科，進行大學科系設置及學生就業進

路情形之追蹤研究，以此基底，評估這類群科所屬師培生的現有狀況及未來在學

校任教的機會，再以長期人才培育的角度，將部分群或科之師資培育，調整以公

費方式為之，一則可以在輸入端，就可選擇較優質的師資人力，也可以在師資培

育過程中，納入產學合作課程，也就是此公費培育之師資，較其他一般師資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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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程多一年期程，以培育學用合一的最佳師資。如能將較為稀少的群科之專業

與實習科目的師資採公費培育且與產業合作實習，則可有效提升後期中等技職教

育實務現場的師資人力素質，同時對於技職教育之課程與教學效能的優化與深

化，將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三) 因應人工智慧發展，及早啟動下一波課程綱要先導研究 

近年來人工智慧的發展，可以說是一日千里，在許多相關產業中，均已有相

當程度的應用（陳昇瑋、溫怡玲，2019；李開復，2019），就技職教育而言，是

較偏重於產業 AI 化的應用，目前各國均已啟動人工智慧與大數據等技術，在技

職教育的課程與教學影響之相關研究，建議我國亦應及早就人工智慧在產業的應

用狀況，進行專案評估與研究（曾璧光、陳美蓮、宋修德，2021；Attwell et al., 
2020），並將評估與研究結果，做為課程綱要修正的依據之一，適時而彈性地融

入課程綱要之中，以利技術型高中學校，可以即時地回應產業現況，進行課程的

規劃與調整，提供技職教育體系學生最新的技能學習內涵，持續強化技職教育的

課程與教學品質，也讓技職教育能持續成為我國在經濟與民生發展的重要支持力

量。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1. 重視群科歸屬與課程發展及實務技能培育之連動性 

群科歸屬是 95 暫綱以來，技術型高中課程發展最主要的根本依歸，面對科

技的快速發展、技專校院的大量招生名額以及現有學生技能養成與培育的需求，

如何更適切的設計群科歸屬，使得技術型高中學生，能在繼續升學與技能培育之

間，取得最佳的平衡，可以說是未來十年技職教育體系人才培育需要重視的課題。 

2. 正視少子女化趨勢下的後期中等技職教育發展困境 

我國正面臨少子女化的快速衝擊，雖有高職優質化、均質化計畫強調技職教

育的適性發展理念，也有相當優異的成效，但國人在升學選擇文化慣性的緩慢調

移，卻遠遠趕不上生源的快速減少，也造成了技術型高中，特別是私立技術型高

中的經營挑戰，尤其是當班級人數過少時，對於技能的學習品質與群體互動的人

才培育，都是整體技職教育發展中，需要加以正視的現象。 

3. 嚴肅面對師資人力來源不足對技職教育的長遠影響 

誠所謂「良師興國」，師資人力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課程發展的品質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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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成效，在現行師資培育多元化的時代趨勢下，此一制度或有其時空需求，

但對於技術型高中如此多元的 15 群別與 93 科別，可以想見，有部分的科別或群

別，其合格的師資來源，勢必受限，加上部分科別屬性，本就屬於製造業，在企

業界與教育界薪資條件未必對等的前提下，師資來源更加受限，此對於未來後期

中等技職教育的實務技能培育，將會有深遠而不利的影響，此一課題宜及早嚴肅

面對與妥處。 

(二) 建議 

1. 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宜就群科歸屬的合理性、必要性、適切性、時代性加以專

案研析，並進行必要的調整。或可思考將群科歸屬、課程發展、技術型高中的行

政運作，進行總體性的檢視與調整。 

首先，建議將現有的 15 群 93 科，調整為 20 至 25 群，不合時宜的科別加以

調除，再思考將技術型高中的課程發展改以群為主，科則採技能領域方式選修，

同時納入最新人工智慧之產業應用理論與技術，以提升學生未來的職涯轉換能

力。其次，對於實用技能學程，則仍以科為主，進行課程發展，專精於基礎技能

培育，以符合社會運作不同技能的人才需求。 

2. 對技專校院之建議 

技專校院宜強化與技術型高中的課程合作，尤其是在新課綱的實施中，應掌

握契機，進行比較大幅度的升學技術調整，以呈現出技職教育體系的人才選用與

培育特色。 

此外，建議技專校院宜建立屬於技職教育體系的課程特色，強化人工智慧產

業應用的技術課程，而非向一般大學看齊，以學術發展為重，若未能建立屬於技

職教育的特色與長處，社會大眾的評核與選擇，自然就會是必須嚴正面對的結果。 

3. 對師資培育機構之建議 

建議師資培育機構宜就技職教育體系師資培育，進行特有的課程規劃，不宜

與普通教育體系完全相同，技職教育的師資，應就技職教育的培育目標、課程特

性有所認識，也應了解勞動安全與權益，而專業與實習科目師資更應具有實務技

能與產業合作的經驗，尤其是產業 AI 化的相關應用技術。 

針對部分群別、科別師資來源可能過少的現象，建議採公費專案培育方式，

以客製化的方式，提升師資素質，以確保師資品質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使我國

在專業技術基礎人才的培育上，能持續保有良好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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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技術型高中之建議 

建議技術型高中宜思考在少子女化的趨勢下，如何在課程發展、行政運作上，

取得快速回應的機制，敏捷覺察學校生源的變化，除了考量學校永續發展的需求，

也應同時思考面對既有變化的因應之道，例如：採用以群招生方式、減少既有的

科別運作機制、強化與技專校院合作、增加與企業界的人才培育合作、深化與師

資培育機構的對話等。 

誠所謂「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技職教育一直是我國社會發展與經濟

成長的穩定力量，而優質的技職教育，更是國家社會安定與經濟繁榮的重要基石。

臺灣近年來的經濟發展能持續亮眼，就是因為社會中有許多各方面產業的隱形冠

軍，提供了我國民生事業發展十分關鍵的動能。面對少子女化持續嚴重的過                                                                                   
程，已有部分的現象發生，這或許是技職教育發展所必須面對的困難，但如果能

及時予以妥處，積極因應，自可將此困難轉化為推升與進步的契機，持續深化技

職教育的優質發展，讓每一個國民都能得到最好的生涯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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