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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在 108 課綱推動的關鍵角色 
陳美姿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副執行祕書 

 

一、前言 

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以下簡稱高職優質化）自 96 學年度起正式推動，教

育部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奠基工作，逐步推動相關先導紮根計畫，為做好

108 課綱準備，以高職優質化強化高職學校師資、教學及設備，促進區域高職特

色發展，縮短城鄉教育落差，提供優質及多元的學習環境，使所有具備潛力的學

生就近選擇優質學校就學（教育部，2019）。林建宏與廖興國（2017）指出高職

優質化為提升中等技職教育辦學品質的重要政策，對於學校提供形成性襄助策

略。自 106 學年度起，聚焦於全面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踐，配

合前導學校之試行經驗，發展出一完整的推動支援體系，協助學校開展未來課程

與教學的不同樣貌。 

隨著經濟和社會從工業型態轉變為知識型態，教育對個人和社會的進步變得

至關重要（Viennet & Pont, 2017）。臺灣產業結構由勞力密集型態，升級為知識密

集型態，傳統高職的辦學模式已難以配合產業環境的變遷，中等技職教育課程與

教學實有興革之必要，方能符應社會現況與業界期待。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的規劃和實施，高職全面優質化發展，已是中等技職教育當務之急（宋修德，

2023）。為因應 108 課綱的實施，106 學年開始，高職優質化辦理項目區分 A、B

兩大類，A 大類為因應 108 課綱的辦理項目，包括落實學校課程發展、推動創新

多元教學、深化教師教學專業；B 大類則是導引適性就近入學、強化群科產學鏈

結、加強學生多元展能、形塑人文藝術素養（教育部，2023）。高職優質化推動

目標在引導學校職業群科與在地產業連結，支持學校課程朝核心素養進行深化與

設計，精進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以落實務實致用之技職教育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課程改革，課綱的實踐是最後一哩路，高職優質化扮演著

關鍵的政策推動角色。然而，教育政策的實施是一個複雜且不斷發展的歷程，本

文將說明高職優質化如何透過具一致性、可行性且溝通互動的實施策略，並考量

推動的環境因素，逐步推動新課綱的實踐。  

二、高職優質化教育政策實施之評議 

為了幫助各國在 21 世紀實施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中取得成功，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提出

一個在學校場域推動教育政策的實施框架，以及影響政策推動過程涉及的決定因

素（Viennet & Pont, 2017）。以下從 OECD 所提的教育政策實施框架，省思高職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7），頁 53-58 

 

高中優質化政策省思 主題評論 

 

第 54 頁 

優質化在 108 課綱推動的角色。 

(一) 教育政策實施的框架 

為了使教育政策實施更具體且對決策者更有價值，OECD 從分析中提出一個

框架（圖 1），政策的實施圍繞著不同的決定因素，每個面向都影響著教育政策的

實施效果。 

 
圖 1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visual framework 

資料來源：Viennet, R. & Pont, B. (2017).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posed framework, 

OECD Education Working Papers, 162. 

就 OECD 的教育政策實施框架，最主要的核心是「一致的實施策略」。教育

政策的規劃須將所有決定因素以一致的方式綜整，使政策在學校成為可操作的具

體措施，包括任務分配及責任、目標、政策工具、資源、時程安排、利益相關人

員的溝通及參與，以及數據、督導及責任。108 新課綱上入時，高職優質化協助

學校在推動課綱的任務分工，依辦理項目給予明確的課綱落實目標及期程安排，

引導學校親、師、生、產業代表參與課程規劃，挹注新課綱推動所需的資源，並

對辦理績效未彰顯學校，擇校進行專案輔導，彙整政策實施成果回饋教育主管單

位進行新課綱的精進，讓教育政策能有效的在教育現場實踐。 

從 OECD 所提的教育政策實施框架論高職優質化在 108 課綱推動的所扮演

的角色。分別由框架所提出的三個推動面向，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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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的政策設計 

政策是否為一個合理、提供邏輯及可行的解決方案，強調政策是否可以實施

及如何實施。例如，為促成新課綱課程的實踐，高職優質化辦理技術型高中校長、

教務主任、實習主任及教學專業社群教師新課綱共作坊，實際入校帶領學校素養

導向教學專業社群。政策的設計在促進校長的課程領導和學校的課程協作的文

化，透過專業的引導及經費的挹注，支持學校新課綱課程轉化。此維度聚焦在政

策的規劃是否具備合理性、邏輯性及可行性。 

2. 包容性利益相關者參與 

教育政策是否受關鍵利益者認可，對政策推動成效至關重要，學校的關鍵利

益相關者，包括校長、教師、學生及家長，設有專業群科的學校更應考慮到社區及

產業界的參與。例如，在新課綱實施前，高職優質化諮詢輔導委員透過赴學校進

行諮詢輔導，促成學校關鍵人員之間的深度對話，共構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引

導各群科規劃課程地圖，以及溝通學校在新課綱的落實信念及動機。此維度聚焦

在利益相關者的能力、信念、利益及動機，決定了利益相關者對政策的反應方式。 

3. 有利的環境 

教育政策的實施須考量現有的政策環境、制度設置及外部環境。例如，高職

優質化為因應產業型態的變動的趨勢，考量教育部及勞動部所推動的其他政策，

規劃能輔相成的實施內容，如 112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的計畫 A 大類辦理項目，

引導學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進行跨科目/領域專業群科，契合產業需求課程規

劃；B 大類引導學校規劃產學鏈結特色課程，逐步朝向辦理產學攜手計畫，規劃

實施學生產業界見習實習，以利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的目標實踐。此維度聚焦在制

度的設置、政策的互補性，及環境的趨勢與衝擊。 

(二) 高職優質化在 108 課綱推動的省思 

1. 政策設計（Design of the policy） 

(1) 高職優質化的在 108 課綱的推動，近年以協助學校進行課綱轉化，開展

素養導向學習、跨域統整學習及多元選修課程為主軸，方案的推動在協

助學校從課程規劃、課程發展制度建構到課程的實踐，以利學校在推動

的過程中能確實掌握課綱理念、實施的方式，以及了解教育主管機關優

先推動的教育措施，高職優質化的設計是具體且可行的方案，亦是臺灣

提升中等技職教育辦學品質的重要政策之一。 

(2) 教育政策具緊急性、最清晰或最合理的政策需求可能會先得到實施

（Fullan, 2015）。高職優質化依新課綱推動的時程，逐年修調及精進辦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7），頁 53-58 

 

高中優質化政策省思 主題評論 

 

第 56 頁 

理項目，為因應產業型態快速變遷的趨勢，112 學年度方案辦理項目增

加規劃產學鏈結特色課程，逐步引導學校各群科辦理產學手計畫，以促

進產學鏈結，縮校學用落差。有鑑於 111 學年度本土語言的實施，讓教

育現場剛穩定上路的新課綱課程規劃帶來擾動。因此，政策的重要性與

緊急性，有賴高職優質化持續的溝通及問題解決，提升政策的利益相關

者支持政策。 

2. 利益相關者及其參與度（The stakeholders and their engagement） 

(1) 實施新課綱在學校層面上意味著需要改變學校和教師的實踐、信念及教

材教法，利益相關者贊同改革的機會越高，越能有效實施政策（OECD，

2017）。高職優質化辦理的學校以設有專業群科學校為主，其利益相關

者應可跨大解釋含括至社區及產業界，並向下延伸至國中師生。112 學

年度高職優質化的辦理項目中，修調深化產業鏈結及辦理國中職業試探

項目，期藉由產業界參與課程與教學，縮小學生的學用落差。另，精進

國中職業試探課程內容，亦讓專業群科課程內容獲得更多利益相關者的

參與，此有助於新課綱課程推動的效益。 

(2) 因應未來產業的變動，學生跨域統整素養迫切需要，高職優質化除強化

學校跨域統整的課程發展外，亦積極協助學校拓展教學資源，包括結合

地方產業，進行與科大跨校課程教學合作，規劃實務課程和教材研發。

然而，若能整合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包括前導學校、群科中心、國家教

育研究院等進行任務分工，更能完善落實新課綱之推動。 

3. 制度、政策和社會環境（The institutional, policy and societal context） 

(1) 政策之間的互補性對於政策實施結果的理解及其可持續性至關重要

（Desimone, 2002）。在教育體系中所須實施的政策數量和種類眾多，可

能造成政策間相互矛盾或不協調。近年新課綱推動中，亦強調雙語教學、

本土語言、安全教育及生命教育等，對教育現場形成壓力。Fullan（2015）

指出政策實施在課堂層面涉及改變課程材料、教學實踐以及對學習過程

的信念或理解，政策實施著重在將政策轉化為學校日常實踐。因此，高

職優質化須扮演積極的角色，引導學校整合及規劃新增的推動內容，促

使政策之間相互協調以順利落實。 

(2) 少子化趨勢是臺灣新課綱實施的背景環境，香港於 2000 至 2010 年間的

學生人數下降和教師就業機會不佳等因素造成減緩新課程實施的因素

之一（Cheung & Wong, 2012）。臺灣當前部分學校面臨招生不足的現象，

在有限的學生人數下，學校如何辦理技術型高中「同科單班」多元選修，

以及國英數「適性分組」教學等新課綱推動重點，亦是新課綱推動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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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有待高職優質化持續進行問題盤整，引導學校問題解決。 

4. 實施策略（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1) 高職優質化協助辦理新課綱的推動，所擬之策略具有一致性且可行性。

惟在引導技術型高中學校在自主學習的推動，因技術型高中在自主學習

的法規規範略顯不足，待研擬相關的配套措施或補助，以完善政策的具

體可行性。再者，跨域統整學習是技術型高中課程推動的重點，然而從

任務分配及責任、目標、政策工具、資源、利益相關人員的溝通及參與

到督導，以及大專入學未明確採計的狀況下，有待方案持續問題盤整，

並提出具體執行策略。 

(2) 具可行性的教育政策實施的最後一個環節就是監督與責任。高職優質化

在推動新課綱的具體措施中，亦包括蒐集學校推動新課綱的問題及成

效，並在學校諮詢輔導中回饋給個別學校。OECD（2010）指出實施過

程收集的數據允許實踐者在必要時更新他們的策略，有助於依據個別需

求調整實施策略。然而，在實施過程中過多的控制可能會受到教師等實

施者的反感，因嚴格的監督機制視為對專業的不信任（Cerna, 2014）。

未來在新課綱實施成效的反饋機制宜審慎規劃，以正向引導的方式逐步

推動新課綱。 

三、結語 

實施教育政策是在促成許多行為者在教育系統的不同層次上合作，以便政策

轉化為學生的新學習材料、教師的新方法、學校領導的新管理實踐。從 OECD 所

提的教育政策實施框架論高職優質化在 108 課綱推動的所扮演的角色，高職優質

化協助學校有效落實新課綱學校層級課程之發展；推動學校課程深化和教學轉

化；辦理課程領導者和教學專業社群教師新課綱共作坊，以強化對新課綱規劃與

實施領導及實踐能力；推動校際交流及成果發表，以提升辦學品質及績效；規劃

專案輔導相關機制，協助學校解決問題並確保實施成效；執行績效考核，瞭解學

校之辦理績效，一致且具體的實施策略引導學校全面優質。 

Viennet 與 Pont（2017）研究 OECD 國家教育政策的實施後，提醒阻礙教育

政策的實施因素，包括缺乏實施過程的檢視、有效參與變革的挑戰，以及在複雜

的教育系統中實踐改革。綜此，在複雜的教育系統中進行新課綱的推動，高職優

質化應檢視當前的實施策略，關注教育現場的脈動，讓一致性的政策到達學校，

全面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踐，以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

動目標，落實務實致用之技職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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