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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科技產業發展與生涯規劃角度審視技術型高中 
同群分科學習鬆綁之我見 

于賢華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我國現行學制為六/三/三/四制的架構，除國民中小學為義務教育外，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教育（含五專）包含「普通教育」與「技職教育」雙軌（行政院，2021）。
一般而言國民中學學生畢業後，繼續升學，由國中升入後期中等教育之教育機構，

再進入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階段。由於我國於中等教育階段，皆以普通教育與

職業教育分別設置的並存型態，因此在國中畢業後，學生可搭配國中端生涯輔導

及志願選填試探，提供不同類型學生的入學需求，配合國中端生涯輔導及志願選

填試探工作，讓學生能適性發展。 

我國技職教育學制在技術型高中（以下簡稱高職）科系不僅要與個人生涯的

需求相呼應，同時要對準科技的變化，重視經濟發展下，提供學生多元適性且符

合產業人才培育的需要。但根據報導，高中職中離生（中途離校學生）屢成新聞

焦點。教育部統計，我國每年約有兩萬名高中職生中離校，居高不下，中離主要

是因志趣不合，對學校所學沒有興趣，其次是缺曠課太多、家庭經濟等（聯合新

聞網，2021）。因此，對於所學沒興趣的背景下，高中生可以藉由轉學或轉科機

制，進行適性學習之調整，其中包括校對校之轉學考，或是適性學習社區之適性

轉學轉導，或是學校內之轉科機制，讓學生可以更符合其生涯發展，降低中途離

校比率。但如果高職生面對的是高職同群，卻不同科系時，雖可採取轉科的方式

處理，從群科歸屬的同質性上來看，似乎是沒有必要再辦理轉科。但是在同群不

同科時，科與科之間的專長，仍有不同的落差存在。 

面對未來世界的樣貌，雲端運算技術、AI 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等數位

科技，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人們享受便利的智慧化生活，追求身心平衡長

壽健康（電腦與通訊，2010）。科技生活需要透過科技創新來達成，為布局未來

科技研發，引領產業發展，現今經濟與科技發展快速，學生多元差異化的個體發

展也必須關注。然而，在現行職業教育高職分科學制下，面對上述情況之發展，

要如何進行調整，以符合科技發展與個體生涯的需求，頗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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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分析 

(一) 新科技的挑戰與高職科系的藩籬 

現今的技能與未能所所需要的技能計將保持大型的調查研究中，提到影響全

球經濟的正負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政治、環境、法制等。然而必須要關注的

是，大數據、行動運算、人工智慧、雲端運算、能源科技等，其中與新科技有關

的因素就有六項。若再深入發現有關新科技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發現高達五成

以上的公司採用重要新技術，其中大數據分析、程式、網路行銷、物聯網、智慧

機械、雲端運算等，這些新科技將會影響各類產業的運作（WEF, 2018）。 

世界經濟論壇（WEF, 2020）在 2020 年度報告指出未來的工作（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提到：(1)科技運用的速度將保持不變，但未來幾年在某些領域會

有加速的現象。(2)自動化與 COVID-19 同時發生，對工作者而言，是一種創造性

的雙重破壞（double-disruption）。(3)現有被摧毀的工作崗位數量將大於被創造的

「明天的工作崗位」數量，而工作崗位的破壞速度卻在加速。(4)對於未來五年所

需要的技能比現今水平更高。(5)如果沒有積極主動的努力，不平等現象可能會因

技術和經濟的雙重影響而加劇。 

從上述可以了解，未來將面對新科技與新經濟的轉變，對於整體環境、生產

模式與工作技能及人力資源具有更多的挑戰，工作者必須具備更高、彈性且多元

的能力，以符應未來工作的需要。現行高職在學生選科入學後，面對未來的改變，

運行多年的同群分科顯得僵化而需要改變，以便於面對快速變遷的新科技產業，

創造符合入學後，滿足學生多元特質以及差異化的學習歷程，以強化培育未來人

才的可能性。 

(二) 國中生涯規劃與國中志願選填 

在國中教育階段，就「生涯發展教育」其目標，在使學生注重生涯教育下自

我探索、生涯規劃/教育環境探索及生涯決定，協助學生了解個人特質、能力及興

趣，認識工作環境，養成生涯規劃知能，發展了解教育、社會及工作間的關係，

開展生涯方法與途徑，以適應社會環境變遷，其所實施策略，是以學校為本位，

採用多元彈性以及普遍實施之原則下擬定計畫，藉由課程發展委會規劃出各領域

課程以融入教學之中，並可以採取空白節次彈性學習、選修活動課程及其他活動

等進行教學（教育部，2011）。活動涵蓋有生涯發展教育議題的特定專題演講、

日常教學、生涯宣導等（陳光諭，2017）。 

在國中會考成績單寄發後，選填志願是下一步。以新北市教育局為例，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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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國中會考成績出爐後，為協助學生志願選填，在選填前排定「新北市高級中等

學校免試入學適性輔導周」邀請國中學校透過專業輔導人員、教師及輔導老師，

協助學生選填志願，並適時提供家長諮詢與建議（聯合新聞網，2021）。建議學

生就所有客觀資料包括各科成績、生涯轉導之性向測驗及興趣測驗、同時諮詢導

師、輔導老師、家長以及畢業學長姐的意見，針對自己的興趣、能力、價值觀，

考慮交通等來選擇學校及科系（未來 Family，2020）。通常會建議學生確定自己

喜歡動手做，又有明確想學習的技術類科，可優先選高職；若對學科有興趣，或

自認還需進一步探索志向，建議先考慮高中或五專，按理學生應該相當符合所選

之科系，但仍有學生對其所選科系經入學後發現與興趣不符的情況產生。 

三、問題探討與建議 

(一) 問題 

1. 青少年志向變化快速 

根據 Super（1957）生涯發展論的基本觀點，個體在能力、興趣、需求、價

值觀、特質和自我觀念等方面都有個別差異，因此每個人的生涯發展方向或適合

從事的職業亦不相同。然而，影響生涯發展的因素並非單一向度，除了個人的興

趣和能力，家長的期望或教養態度會影響學生的生涯自我概念或是生涯進路的選

擇（劉淑慧、林怡青，2002），無論是就讀的學校類型或科別，對國中生而言均

為重大生涯決定，同時也影響個人未來往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每位學生均希望

能正確選擇適合個人的生涯發展方向。 

國中階段升學進入高職，面對的就是科別或是就業的選擇，而學生在此階段，

身心方面處於快速變化階段，容易對自己產生困惑不確定，需要尋求個人認同以

及生涯定向（張春興，1991）。Super（1980）在個人生涯彩虹圖中提到 15 到 24
歲是嘗試有興趣職業活動階段，但進入高職體系的學生，在這三年的探索與嘗試

因自我的學術選擇而有所停止，不合興趣或適應不良的同學只得自行選擇校內轉

科、休學、轉學或等三年後再次重新定向。 

事實上，依據教育部（2018）的統計分析報告，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與高

職）學生休學人數在 2017 年人數達到 17,139 人，休學率也在 2014 年起增加至

2.16%而逐步升高維持在 2.21 至 2.14 的區間。以 105 至 107 學年度為例，我國

每年約有兩萬名高中職生中途離校，中離主要是志趣不合佔大多數，對學校所學

沒興趣；其次是曠課太多、家庭經濟等因素所造成（聯合新聞網，2021）。 

在國中階段生涯規劃已就個人、教育/職業資訊/個人與環境的關係進行生涯

教育指導（Swain, 1984），惟在高中階段學生在選擇高職科系就讀之後，同群分

科太早，變成學習沒興趣的結果。例如，以筆者現場教學經驗為例，在群科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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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械群科分別有機械科、鑄造科、板金科、製圖科、配管科等，共有 10 科別。

就機械科與製圖科兩者專長、能力之特徵為例，兩者在產業上所展現之專業能力

即不相同，前者屬機械加工，主要學習操作工具機，以完成產品加工為主；後者

以設計產品機件為主，核心部定課程雖有相通，但各科校定科目，所學所用重點

卻不相同。 

2. 同群分科太早，不易滿足新科技產業人才需求 

在 OECD（2018）提到教育願景時，全球各國面臨重要的挑戰，學校以學生

學習為主體，面臨如何協助學生因應快速變遷的環境與社會變革，以及尚未被創

造出來的工作、尚未被發明的科技、解決未能預知的各種科技等，接蹱而來的挑

戰。高職學群科系共計 15 群 82 科，但是在現實社會中，因為科技不斷進化，AI
產業日新月異，不少工作被新科技取代（WEF, 2018）。 

過早科系的劃分，面對 15 到 24 歲是「探索期」嘗試有興趣職業活動階段的

學生，可能心中所想與所學有所落差，因此，在前述限制下，僵化的科系學制，

自然要面對學生學習興趣的流失，長期來看，也是國家競爭實力的消失。 

(二) 建議 

從學生生涯「探索期」仍在進行自我考察、角色鑒定和職業探索的情況下，

仍有部分學生在相同群別，卻要面對所選讀科系與自己興趣不符的窘境。綜上，

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讓學生找到自己的天賦與興趣。對於初入高職的學生，可

嘗試同群但尚不分科的環境下學習，延緩分化，提供廣泛的試探機會，滿足其生

涯處於變動需求的可能性。 

實例上不妨參考大學不分系精英班延後分流的作法，初期提供學生對於其所

學產業相關知識、技能以及態度之認知，突破以單一分科領域的限制，再引導由

廣而深、多元又差異的取向，培養學生學習專業核心素養以及知識技能的養成，

延緩分化時間。在體會課程群與科課程結構的差異性下，最後能於特定領域的選

擇有更好的發展，以因應未來新科技產業的快速變動，使其樂於學，願意學，投

入學，成為技職領域的專業優秀人才。 

四、結語 

對於高職同群分科的鬆綁，從生涯規劃的三個向度，包括個人（興趣/需求、

價值、技能）、教育/職業資訊、個人與環境的關係（社區/社會、家庭/重要他人、

限制/助長因素）（Swain, 1984）中，相信有助於學習的定向與穩定。同時，面對

未來教育願景，同群分科的鬆綁，可促使學生學習不只單一學科，還包括跨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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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論與程序性知識的培養，在技能上，不單單是重覆性的操作技能，還有認知、

與後設認知等能力（OECD, 2018），由參與、行動而反思，更進而促成「素養」

（competency）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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