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7），頁 59-62 高中優質化政策省思 主題評論 

 

第 59 頁 

優化技術型高中競爭力之芻議 

－以「群」為招生單位作為「實群虛科」起手式 
廖年淼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吳盈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ChatGPT 在去年底公開釋出供大眾使用後，引起國內外的震撼，各領域專家

或從業人員也從新省思生成式 AI 對各自行職業的衝擊，可想而知，這樣的趨勢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浪尖上只會更為快速推進（陳正霖，2023）。 

面對這樣的衝擊，部分群科，如機械群、電機電子群、動力機械群等群科，

受到目前 AI 科技的影響更為深邃，因此相關技術型高中組織、體制、學制、課

程、師資、招生、學生進路等，都宜及早未雨綢繆。其中，對技術型高中未來競

爭力影響深遠莫過於現有分科過於精細、不但不利基礎學習能力的養成，對於準

備進入就業市場的畢業生也不盡然符合目前臺灣基礎工業與就業市場的需求

（Chang, 2015）。 

有鑑於此，本文旨在倡議技術型高中實群虛科此其時矣，只是欲落實實群虛

科其影響層面還涉及相關法規、影響層面較廣，限於篇幅的關係本文將聚焦於鼓

勵技術型高中在高一時以「群」為招生單位（本文以「實群招生新制」稱之）進

行招收國中畢業生，以作為未來落實「實群虛科」之起手式。以下擬從實群招生

新制之理由或可能引發的疑慮逐一探討。 

二、解決群內各科需要輪流招生的窘境 

以少子化趨勢而言，其變遷趨勢有目共睹，未來，若無令人耳目一新的移民

政策，少子化趨勢只會更為嚴峻而且看不到盡頭；加上目前社會主流價值觀仍偏

向就讀普通高中與學術型大學，技術型高中的招生無異是雪上加霜；特別是少子

化更為嚴峻的偏鄉技術型高中，部分群科早已祭出群內各科每兩年或每三年招生

一輪的權宜措施，對照於一二十年前的高職學校招生狀況，目前的窘境令人不勝

唏噓（曾璧光、陳美蓮，2022）。 

與其群內各科輪流招生的權宜措施，何妨更進一步以群為招生單位、略去目

前分科招生的做法，也可以省去群內科際之間的協調與排序；換言之，就是目前

群內各科的招生總額就是新政策的群招生總額；課程方面高一階段兩學期的排課

以部定、校訂或群訂課程為主，一年後再根據學生的志趣選擇該群內之科別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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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學生數量偏頗於某一科別時，得透過學校課程諮詢機制和/或學年成績協助

學生選擇升讀特定科別。這一個作法如果可以激勵學生在高一階段就應投注心力

學習群課程以利高一課程結束後的分科就讀管道，或許更可以提升技高群科教師

更賣力教學推銷所屬科別專業內涵、也獲可提高提升學生學習誘因。 

三、「技能領域課程」適巧扮演探索群內各科內涵的角色 

實群招生新制一個水到渠成的理由是 108 新課綱的群內已然發展有「技能領

域課程」，其設計緣由是提供群內各科學生可以修習群內跨科的專業實習課程（國

家教育研究院，2021），如果實施此一招生新制，入學的高一二學生，正好可以

將目前的技能領域課程當成群內探索課程—探索各科核心專業職能之內涵與自

己的興趣程度，作為稍後選擇科別進路的參考。 

四、群內招生能量不同的科別剛好可以「共好」 

此一招生新制的另一個疑慮可能來自群內素來招生比較良好的科別教師—

部分科別如果歷年來新生報到足額的時間與學科成績向來早於或高於群內其他

科別時，這些科的教師或許會擔心自己科的聲譽或招生氣勢被稀釋、拉低水平。

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但群內教師應該共體時艱、互相拉拔激勵士氣，提升本群

招牌與招生信譽才是；108 新課綱三面九向中其中一個面向是「共好」（國家教育

研究院，2021），如果我們都鼓勵學生能夠「共好」、一起提升，尋求群內各科聲

譽「共好」難道不是所有群科教師的責任、也是以身作則最好的示範嗎？ 

五、此一招生新制與綜高學制延後分流的本質不同 

此一實群虛科的第一個疑慮就是學生會不會重蹈綜合高中學制之覆轍－學

生升學進路不如普通高中生、考四技二專或是就業進度不如群科學生的疑慮？綜

高學制延後分流的設計立意良善，但實群招生新制的本質與綜高學制不同，學生

入學技術型高中後並非全然的空白或不了解自己的志趣，而是至少選擇某一個群

入學，對於學生或家長而言，這樣的選擇難度要比以科為單位來得容易多、選擇

機制也會比較友善；另外，經此一實群招生新制錄取的學生可以在某一個特定範

疇（群）內就讀，意即這些學生在高一、高二就讀期間，有機會再思索與試探自

己在此一群科內的興趣，因此不像就讀綜合高中一年級，學生是完全沒有方向、

全然的空白志趣；兼且目前新課綱的課程設計，高一幾乎都是部定或校訂群的必

修課程，因此打破科際藩籬入學的學生，其高一課程與目前多數群科的高一課程

應無太大差異，換言之，實群招生新制入學的高一排課可以優先以部定群課程讓

學生修讀，高一升讀高二前再依據學生成績、志趣，搭配課諮師的協助輔導進入

群內各科別就讀，因此，按此新制入學的學生，修習專業與實習科目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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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大致與目前的技高群科學生相仿。事實上想釐清此一疑慮也不難，只要

邀請幾個學校模擬排課即可了解與目前的各年級課程的差異程度。 

六、結語 

過去普通大學即有大一、大二不分系或是以學院為單位進行招生，現在更有

若干一流大學打著空白課程容許學生進入大學後主修有更大的彈性空間（潘乃

欣，2020）；上述做法無非是有鑑於目前年輕學子志趣定向時間可能在 19、20 歲

以後，因此提供更長的職涯探索彈性。 

如果我們認同普通大學這些做法以提供學生延後分系、分流，何苦技高的招

生（國中畢業生大約是 15 歲左右）即要求選擇一個特定科別就讀？如果可以以

群為招生單位或可兼顧專精的群科訓練與學生志趣，並進而落實實群虛科政策。

這是一個對學校課程和教師授課變動少、但卻可減少國中畢業生與家長對於選讀

技術型高中特定科別的疑慮與難度。 

實群虛科政策的起手式—實群招生新制無法一蹴即成，除了上述已經釋疑的

議題外，其他如群科專業教師會不會沒有課上、鐘點會不會不足、授課課程變動

程度、群內各科不同調以及相關法規適法性疑慮等，也都是未來能否順利實施實

群招生新制的關鍵，因此建議主管機關可以邀請教師團體與部分學校進行排課模

擬，或可有助於瞭解此一新制的效益與對師生影響程度與面向，俾便及早提出因

應策略與方案；另一個建議是先就同質性較高的群科（如商管群）徵求技高學校

先行試辦與評估成效並予以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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