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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我國國民的生活水準提升，對日常用品的要求不再同於過去僅止於

「能用就好」的觀念，開始有了設計之概念及需求，生活當中的食、衣、住、行、

育、樂也都開始融入美感及形象設計，在這樣的情況下設計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

分，也使得設計產業發展蓬勃。而生活中能透過工業化大量生產的產品皆屬於工

業設計的範疇，因此工業設計人才的需求也隨之產業轉型的需求有所增加。 

二、成為一位工業設計師所需專長 

工業設計是藝術、科技、科學三者的結晶（Findeli, 2001），學者張智銘及游

萬來（2012）提出工業設計師所具備的九大領域有：(1)產品企畫與開發領域；(2)
市場相關領域；(3)設計與人文領域；(4)美學與造型領域；(5)工學相關領域；(6)
手繪表達領域；(7)電腦輔助設計領域；(8)人因工程領域；(9)工業設計師的人格

特質。在這九項領域中可以分為工程與科技素養、美學與藝術素養及商業與經營

管理素養（臺灣科技大學設計學院，2019），而 Komnenic、Borovnjak、Filek（2016）
也提到，工業設計師須具備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素養（Competencies）
等內涵。因此，工業設計所需專業不僅有設計能力及工程領域，跨域整合能力也

是重要指標。 

三、我國工業設計人才培育概敘 

為培養專業人才，我國高等教育階段設有工業設計相關學系，但檢視中等教

育階段卻會發現並無相應之科別（教育部，2021），因此以下將敘述工業設計人

才培育過程在中等教育階段與高等教育階段銜接之問題。 

(一) 工業設計於高等教育階段之學習內容 

在國內技專院校工業設計系的學生招收來源除了少部分普通高中學生，大部

分皆以技術型高中學生為主，而工業設計不僅需要設計領域技能，工業製造技能

也是必備要件，因此學生來源的組成多以設計群學生為主和少部分機械群學生，

在設計群中的廣告設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空間設計科、金屬工藝科等皆為

招生來源，而機械群學生當中又以製圖科學生為多數。在基礎課程當中包含：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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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概論、設計方法、色彩學、基本設計、設計素描、模型製作、造型設計、圖學、

表現技法等，專業課程當中大致分別為加工製造相關課程以及電腦輔助繪圖等

（臺灣科技大學設計學院，2019）。 

(二) 工業設計於中等教育階段之學習內容 

上述所提技術型高中學生會選擇工業設計專業者多為設計群以及機械群學

生，然而設計群與機械群的課綱截然不同，設計群目前為設計與藝術類，機械群

則為工業類，兩者在統測時所應考的專業科目更有著霄壤之別，前者著重在設計

方面專長，因此專業課目分別為色彩原理、造型原理、設計概論、基本設計、繪

畫基礎、基礎圖學，後者專注於機械工程相關專業，其應考專業科目則為機械力

學、機件原理、機械製造、製圖實習、機械基礎實習，雖然兩者間差異巨大，卻

皆為工業設計所需的專業能力。 

四、工業設計人才培育當前面臨的問題與解決 

(一) 學生背景專業導致課程設計問題 

學生選擇工業設計專業時，都是對其抱持著熱忱，不過卻發現許多學生在畢

業後並沒有從事相關產業之工作（楊敏英、游萬來、林盛宏，2003），檢視問題

根源發現，由於大學所接受的訓練會因為招收學生來自兩個不同領域，所以在基

礎與專業課程部分對於兩個族群的難易度有所落差，在課程編排上頗有難度（楊

敏英等人，2003），導致無論機械或設計群的學生，畢業後仍以選擇從事高中時

的專業工作居多。以設計群的學生而言，大部分基礎課程內容在高中時期已經學

過，在這段時間內則沒有太大的精進，但對機械群的學生來說卻相當困難，尤其

在美感、素描、表現技法等科目更是全新的挑戰。但到了專業課程時，面對加工

製造課程及電腦輔助繪圖等課程時，設計群的學生卻是新的挑戰，相反的對機械

群學生來說卻是游刃有餘。在面對這樣的先備條件不同基礎情況之下，授課教師

為了平衡教學自然不會將內容設計得過於困難，無論基礎與專業課程對於兩個不

同領域來源的學生來說都缺乏基礎專業知識，以至於大學畢業後並沒有完整具備

工業設計所需之專業（游萬來、楊敏英、羅士孟，2014）。 

(二) 解決當今問題－成立工業設計科 

當今技術型高中群科當中並沒有工業設計科（教育部，2021），不過可從許

多設計群學校課表中看見工業設計相關課程，機械群製圖、鑄造科、鈑金科等也

導入設計相關課程，而全國技能競賽也成立工業設計技術職類（勞動部，2021），
綜上所言，若能將「工業」與「設計」作為結合成立工業設計科或許有望解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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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所產生問題。 

但成立後所面臨最大挑戰乃為課綱問題，依據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綱所示，

技術型高中設計群科為藝術與設計類，與工業類所屬相異，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

驗所考專業科目也是不同，而成立的工業設計科該歸屬工業類還是藝術與設計類

將成為一大難題。 

五、結語 

在多元學習與跨域整合的教育環境當下，各領域專業不再有明顯的邊界區

隔。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工業設計在職場中雖是受人矚目的專業，但在教育層

面中卻成為了被忽略的存在。高等教育階段讓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混班上課，理

想情況下認為可以促進學生跨領域學習，以合作學習理論的方式讓同儕間相互提

攜，但現實中往往是習得技藝一方認為課程進度與高中並無差別以致對學習失去

興趣，而新接觸者則因沒有足夠的先備知識而影響學習成效。 

透過技術型高中設置工業設計科或許是一項值得嘗試的解方，所面對的升學

考科與課綱問題若可以透過政府相關單位調整便能有效改善，例如課程上以工業

設計所需內涵制定，在高中階段培養學生具有初步機械及設計相關領域能力，大

學入學方式則抽離統測考科的限制，針對學生實作能力進行甄選。如此一來便能

保證學生到大學階段所學習的內容則更加深入，外來投入職場亦能更加發揮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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