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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女化下以群為核心的應對策略 
廖俊仁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 
 

一、少子女化的現況與影響 

少子女化已涉及國家安全議題，依教育部（2021a）統計顯示，99-109 學年

度，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學生人數由 919,802 人，遽降至 597,786 人（見

表 1），11 年間人數減少 32,2016 人，隨之高中生人數亦相應減少。 

表 1 99-109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生人數彙整表 
學年度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學生數 919,802 873,226 844,884 831,925 803,233 747,724 

相較前學年

學生數差異  -46,576 -28,342 -12,959 -28,692 -55,509 

學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學生數 687,212 653,273 624,409 607,980 597,786  

相較前學年

學生數差異 -60,512 -33,939 -28,864 -16,429 -10,194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1a）。 

又少子女化對技術型高中（簡稱技高）的影響明顯大於普通高中（簡稱普高）。

從教育部（2019a，2020）資料顯示，自 103-108 學年度技高占高中學校比例為：

57.0、56.2、55.5、54.3、53.0、51.2。表 2 顯示在少子女化潮流下，整體學生人

數下降，技高比例也逐年下滑；亦即少子女化加上傳統「重普通輕技職」的觀念，

讓技高學生數明顯比普高減少更多更快，形成技高前所未有的危機。 

表 2 103 至 108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數及高中職結構比一覽表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學生數 
（萬人） 81.9 79.2 77.6 74.5 69.7 64.3 

高中比 43.0 43.8 44.5 45.7 47.0 48.8 
技高比 57.0 56.2 55.5 54.3 53.0 51.2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9a、2020）。 

二、技術型高中因應少子女化的對策 

學者專家的精闢見解歷歷在目，張國保、李寶琳（2013）認為須培養多能工，

且應確認所需的知識與技術；另對於維繫技職學校、學制、政策制度、課程的持

續發展，政府應持續總量管制、完善私校轉型發展機制、提升經營管理品質及開

發生源。宋修德、曾璧光（2019）為此提出五項建議：(1)妥善配置資源，提升中

等技職教育競爭力；(2)技高不宜再增加，強化各校科之特色課程；(3)公立技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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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級數，但降低班級人數，以提升技職教育品質；(4)合理同步調減公私立學校

班級人數，降低私立學校招生困境；(5)同步提升技高專業群科的課程能量，轉化

社會慣性選擇思維。另監察院於 102 年提出《近年中等技職教育發展情形與未來

定位之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的近程精進措施除了減少生師比、提高就學人數

外，希望逐步進行類科轉型與調整，特別提及「整合中等技職教育學制，研議改

採以群為主的招生方式及行政運作模式」。 

綜上，有關技高因應少子女化，調減班級數與班級人數、科班調整、發展學

校特色等三項對策，應是普遍認可的方案。但所謂科班調整涉及學校現有師資員

額，需要有長期的規劃；以目前學校決定重大議題須經校務會議通過的現況，會

被減併調整的科班，經常是班級少、入學成績低的科，多數是工作辛苦、環境較

差又危險性高的稀有類科，減併可能對基礎產業帶來衝擊。故與其討論科班調整，

應思考在現有師資員額情況下，討論以「群」做為因應的主體。 

三、群在技術型高中的發展歷程 

回顧技職課程發展，「群」在技高始見於民國 75 年公布之《職業學校課程標

準暨設備標準》（甲類），以機械群為例，明定有機械、鑄造、汽車及板金等四科；

又課程標準中訂定「群教育目標」，與「群共同專業科目、實習科目及選修科目」，

而與之前的高職（現為技高）課程標準有明顯不同，前述群共同專業科目等有 17
科（教育部，1986）。嗣後，教育部又於民國 87 年公布《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暨設

備標準》，修訂完成技高工業類（24 科）、商業類（11 科）、農業類（8 科）、家事

類（6 科）、海事與水產類（8 科）、藝術類（7 科）及醫護類（1 科）等，計 7 類

65 科之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教育部，1998）。若將 87 年公布之標準，與 75 年

「群集課程標準」兩相對照，可以發現，「群」在 87 年的課程標準中完全未被提

及；亦即在 75 年以前，職業學校實施單位行業課程，只有「科」沒有「群」，75
年公布的甲類課程與設備標準後，職業學校出現「群」，但在 87 年公布的標準，

「群」的教育目標，「群」內涵的科別，以及群共同專業科目、實習科目及選修

科目等，又突然消失。 

不過，在技高 95 暫綱之後，「群」的定位漸趨穩定，95 暫綱與 99 課綱中，

都明確訂定群與科教育目標；95 暫綱明定群核心能力，包括一般能力與專業能

力，而 99 課綱則明定群科能力，包括群核心能力與科專業能力；兩課綱都明確

訂定群科歸屬與設科原則（教育部，2005，2009）。在 108 課綱（簡稱新課綱）

中則明定，類群科歸屬、群教育目標、群核心素養，並在實習科目中增設技能領

域課程（教育部，2021b）。所謂技能領域課程，係指整合同一職群內具有培育

相近核心能力之科別，發展共同的實習課程內涵，以擴展學生技能學習的領域範

疇（田振榮、李懿芳、張嘉育，2014）。又本文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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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教育部，2021b），整理 15 群技能領域課程發

現，已整合 158 門實習科目，發展出 60 門技能領域課程（如表 3）。 

表 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各群別開設技能領域數目及科目數統計表 
群別 技能領域數目 科目數 

01 機械群 6 13 
02 動力機械群 4 9 
03 電機與電子群 5 15 
04 化工群 0 0 
05 土木與建築群 2 4 
06 商業與管理群 3 10 
07 外語群 3 16 
08 設計群 6 14 
09 農業群 2 8 
10 食品群 2 5 
11 家政群 3 12 
12 餐旅群 4 8 
13 水產群 7 15 
14 海事群 7 15 
15 藝術群 6 14 

合計 60 158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1b）。 

綜合前述，儘管在 95 暫綱發展之初，有「虛群實科」或「實群虛科」之爭

論，但隨著產業發展、科技進步，無論是工業 4.0、自動化推展，或 AI 相關產品

不斷地被運用在工作場域，學生適應工作的變遷與生涯發展的能力，都應比過去

更好、更有彈性。故以「群」為核心的課程規劃發展，應是新一代技高課程綱要

的重要方向。 

四、以群為核心的策略 

以「群」為核心的課綱發展似為未來趨勢，在新一代技高課綱修訂公布前，

主管機關應參考監察院（2013）研究報告，同意技高改以群為主招生；並在新課

綱現有規範下，以群部定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提供學生試探；再結合師資培育機

構，使師資具備群核心能力。前述技高「以群招生主體」、「以群部定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作為試探課程」及「培育具備群核心能力之師資」等三項建議，具體理

由與做法，說明如後。 

(一) 以群為招生主體 

現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學生分發填選自願時，在普高以校為單位，技高

卻以科為單位。因為以學校為單位錄取人數多，以科錄取人數少，學生在選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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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的當下，基於「安全」的考量，一定會把錄取人數多的自願往前填；此現象對

比序積分高分的學生相對無影響，但對中段的學生就影響很大；此為技高，特別

是單科單班帶來嚴重的雙峰現象，甚至發生招生不足。若技高能改以群為招生單

位，能鼓勵國中生更適性的填選免試入學自願。另儘管國中積極的做適性輔導，

但以目前 6 類 15 群 91 科（教育部，2019b）現況，要國中生涯輔導老師每一個

職科都懂，實在是強人所難！在教學現場經常會聽到國中老師或家長問：模具科

跟機械科有什麼不一樣？或電子科跟資訊科有什麼不一樣？故若國中生涯輔導

以 15 群為範圍，科內涵讓學生到技高再去試探，或許能讓學生獲得更適性的學

習機會。因此，建議在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分發時，能將同一技術型高中同一

群之科視為一個自願，讓國中學生在選填自願時，能選群而不是選科。 

(二) 以群部定專業科目、實習科目作為試探課程 

若技高高一可分群不分科，依現行課綱，高一課程扣除部定課程時間外，能

安排部定專業或實習科目的時間，實已受限，若同群各科間做好協調，在高一以

群部定專業及實習科目作為試探課程，若仍有空堂，可以校訂科目方式，發展校

本群基礎實習科目，提供學生以群為範圍的試探課程，滿足高一課程安排需求。

再配合目前課程諮詢制度，提供學生課程諮詢與輔導；在高一課程結束後，依實

習成績排序，配合課程諮詢建議，提供學生評估並選擇適當的科，做為高二以後

學習主要標的。但要特別說明的是，高一不安排技能領域實習科目，主因技能領

域是學生在分科明確的前提下，為具共同基礎技能的學生，提供跨科學習的課程。

對以群為招生單位的高一學生而言，尚未具備共同基礎技能，故不適宜安排技能

領域課程。至於單群單科的情況，亦可不做任何調整、改變，然基於學生應具備

更富彈性的生涯發展能力，以及新課綱強調素養導向教學與跨域統整，若能在高

一階段，培養學生具備群共同基礎能力，可成為極具特色的校本課程。 

(三) 培育具備群核心能力之師資 

新課綱強調素養導向教學，鼓勵開設跨域課程，擴大學生的學習領域。若技

高群科課程教師仍然堅守科本位，勢難承擔新課綱願景之重任。故師培機構應思

考調整職前教育專門科目之規劃，培育具備群核心能力之師資，且此非創舉，為

因應 75 年公布《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甲類）實施，當時臺灣師範大

學工業教育學系要求稀有類科師範生，亦須修習群內他科課程，以增加未來可任

教科別。雖然目前師資培育採多元化，較過去相對複雜，主管機關仍然可藉由修

訂「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達到要求師資培育大學，培育具備群核心能力師

資。依教育部（2021c）公布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中以「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機械群）」

為例，建議調整增加「機械加工技術能力」課程學分，並比照新課綱，改開設「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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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機械加工技能領域」、「模型設計與鑄造技能領域」、「電腦輔助機械設計技能領

域」，及「金屬造型與管線技能領域」，同時加註至少應修滿三項技能領域。期待

藉由師培機構與主管機關的努力與調整，為技高培育具群核心能力之師資，以落

實新課綱素養教學與跨域課程之目標，並且為想改變以群作為招生主體的技高，

準備好具備群核心能力優秀師資。 

五、結語 

最後，要特別說明的是，「少子女化下，以群為核心的應對策略」，無意重蹈

「虛群實科」或「實群虛科」的爭論，更不想去改變技高現有的組織架構。而是

希望近期內，能藉由同群跨科間的合作，在高一階段以「群部定專業科目」、「群

部定實習科目」作為試探課程，提供學生在群內進行試探，並以試探的結果配合

課程諮詢相關建議，作為高二選科分班之依據、提供學生適性選擇的機會，並藉

由這樣的試探機制，將原本以科為招生主體的現況，調整為以群為招生主體。長

期而言，則是希望師培機構與主管機關，能重視並培養具群核心能力的師資，協

助技高落實新課綱素養教學與跨域課程之目標，並且當學校試圖將招生主體由科

轉為群時，能有足夠的師資協助學生在群裡進行試探。更期待能藉由師資群核心

能力的培養，能為學生提供更好的生涯發展能力。至於，不受少子女化影響的技

高，仍然可以維持現況，無須因本文建議，而有任何改變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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