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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2019）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簡稱《108 課

綱》）其願景為「成就每一位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跳脫「唯有讀書高」

的框架，找出孩子的特質、興趣、能力等條件，提供合宜的學習環境，尊重孩子

的個別差異及順應孩子的天賦，孩子可以在適合的位子上好好發展並獲得成就。 

美容科雖為美容美髮工作現場基層技術人才培育單位。美容科畢業生於就業

後沒有選擇升學常常發生職務流動以及職涯轉換的現象發生（葉怡華，2005）。

因此，本文從美髮從業人員培育所面臨的困境進行探討，使人才培育可以更加完

善的與業界接軌。 

二、技術型高中家政群之教育目標與基本理念 

教育部（2021）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

要》指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目標為「涵養核心素養，形塑現代公民；強化

基礎知識，導向終身學習；培養專業技能，符應產業需求；陶冶道德品德，提升

個人價值」。並將家政群科分為家政科、服裝科、幼兒保育科、美容科、時尚模

特兒科、流行服飾科及時尚造型科等七個科別。以下分別說明技術型高中家政群

科教育目標、課程綱要基本理念。 

(一) 家政群科教育目標  

美容科隸屬於技術型高中家政群科，其教育目標為培養健全家政相關產業之

專業人才，並相關專業領域學習或進修奠定基礎。 

(二) 家政群科課程綱要基本理念 

1. 學生主體：學生為學習主體，著重於學生學習動機與就業競爭力的強化，奠

定學生實作技能，厚植就業競爭力。 

2. 適性揚才：透過課程規畫提供學生專題實作與創意思考機會，鼓勵學生運用

所學科目之知識與技能，激發學生潛能及創造力，進而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找到人生的職涯方向。 

3. 終身學習：培養學生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適應社會與工作環境變化，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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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自我成長因應未來可能的職涯轉換需求，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的重要

任務之一。 

4. 務實致用：家政群在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務兼重，透過創意思考教學與實

習操作過程，讓學生可順利將所學知能運用於產業，縮短學用落差。 

5. 職涯發展：聚焦於個體與家庭的生活需求與實踐，達到個體、家庭及社會之

理想與永續生活。因此，家政群之科別由家庭與個人出發，進而關心環境與

社會整體發展。 

三、人才培育問題 

(一) 付出的時間成本較高 

美髮產業屬於具有專業技術能力的服務業，而專業技術能力的養成必須有時

間上的因素，無法在短時間內訓練出來（廖敏榮，2009）。下列分別說明助理階

段及設計師階段的培育過程。 

1. 助理階段 

初入美髮行業都是從美髮助理開始揭開序幕，練習洗頭、練習護髮、基本染

髮再到基本燙髮藥水操作，每個作業環節達一定的穩定性之後，才能進入設計師

培訓班，學習更進階的剪髮及染、燙髮技巧。 

技術都是需要透過不斷的練習才能獲得穩定的實務經驗，在助理階段也需要

學習如何與顧客溝通互動，因此培育一位助理到設計師階段，需要長達三年四個

月的技術培訓才有辦法達成。 

2. 設計師階段 

設計師的養成可以分為(1)基礎技能學習：基礎剪髮班、經典剪髮、男士髮型。

(2)進階技能學習：商業剪染應用、初階染燙髮。(3)行銷課程：設計師網路開發課

程、拍攝修圖課程。(4)實戰模擬經驗：義剪服務等。在經過層層訓練才能升任為

髮型設計師。初任髮型設計師在剛出道時，沒有穩定的顧客來源，需要透過不斷

的精進技術以及開發客源才能逐漸打響個人品牌知名度。 

因此，近年來網路世代的興起網路經營及新客開發的焦點，已逐漸趨向於經

營平臺（如 Instagram、Facebook、小紅書）等方式曝光髮型作品，吸引網路客前

來店內消費進而打開知名度。因此，髮型設計師的業務範疇不再侷限於技術本身，

而是概括了多元技能，例如:網路行銷策略、攝影修圖及彩妝技巧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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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用落差：學生所學之技能無法與現場接軌 

近年來，技專校院以學術導向作為教師升等聘任的標準，以致教師重學術研

究而輕實務（張仁家、徐玉芳，2015）。隨著產業的變遷，教師在進入校園之後，

可能因教學及輔導學生工作等原因難以與產業保持密切的連結，進而導致教學內

容無法與業界與時俱進產生脫節的情況（張雯琪，2019）。 

技術型高中雖為培育各層技術人才的基地，但會因為沒有實際的臨場實作經

驗而導致學生畢業後到現場工作產生學用落差的情形發生。技職教育所培養人才

無法為職場所用，與務實致用的教育目標相去甚遠，造成學用落差（張仁家、陳

琨義，2017）。以燙髮為例，在學校透過腳架及假人頭練習標準冷燙、扇形冷燙

等排列方式，可以依據我們的喜好調整假人頭的角度；但實際運用於美髮現場我

們會發現除了顧客沒有辦法依據自己的喜好隨意調整角度之外，捲子的排列方式

也會因應顧客的喜好及頭型做調整。 

四、因應策略 

(一) 縮短人才培育時間 

美髮從業人員的養成非常辛苦，需要透過不斷的練習投入時間、成本，才能

使整個美髮產業更能蓬勃發展並帶動流行趨勢（廖敏榮，2009）。近年來，美髮

產業為因應專業人才的需求，於大專院校成立美容美髮科系，訓練產業專業技術

及管理人才；從過去的「三年四個月師徒制」提升為「十個月培訓專班」，該培

訓內容除剪燙染的培訓亦有真人模特兒的實務經驗（李美英，2020）。 

綜合上述，現代的美髮從業人員培訓有別於以往「三年四個月師徒制」的模

式，將技術培訓縮短至十個月不僅可以使人才能更快速地投入美髮工作現場，緩

解當前美髮從業人員工作現場量能不足、縮短顧客的等待時間等問題。 

(二) 培養學生實作能力：辦理社區義剪活動、校內實習環境 

1. 辦理社區義剪 

除課堂操作之外可以走出校園與在地社區共同合作，透過課堂上所學之剪髮

技術，讓學生可以實際應用於真人操作。不僅可以讓學生透過自己的力量需要的

人並回饋社會，亦可以從中幫助學生建立其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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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造校園內的實習環境 

透過學校的實習沙龍，師長可以扮演顧客的角色，讓學生可以活用自己所學

的技巧。一方面可以讓學生練習與顧客應對的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學生的自

我效能感。 

綜合上述，學習技術是透過不斷的練習以及修正而來。因此，不管是從社區

辦理義剪或從校園建立實習環境都能使學生可以獲得實際操作的機會，落實學以

致用之目標。 

五、結語 

技職教育的本質在於培育各專業領域人才所需具備的技能，美容科亦是如

此。學用落差一直是學校教育上長期遭遇的困境，為縮短學生畢業後與業界技術

上的落差，並能順利投入就業市場，是需要透過業界及學校雙方面的努力。 

提供良好師資設備之外，也應提供學生學習美髮技能的實際操作機會，以培

育美髮基礎技術人才為目標將教育發揮其最大功能。讓學生能從透過做中學來建

立自我效能並願意投入美髮工作現場，緩解當前美髮從業人員人力短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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