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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 21 世紀的臺灣，隨著技術進步和全球化的趨勢，職場的需求和期望也在

迅速變化。這使得職業訓練機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

在這樣的背景下，職能導向課程（Competency-Based Program）的重要性日益凸

顯。職能導向課程不僅是一種教學方法，更是一種教育哲學，強調以產業人力需

求為出發點，提供產業實際工作需求相關職業技能及知識的職業訓練，幫助學員

符合產業需求，以提升學員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降低企業對新員工的培

訓成本（勞動部，2022；陳瑩真，2018；管理知識中心，2016）。 

國內許多傳統產業逐漸萎縮，而新興產業的需求又與過去大相逕庭。因此，

職業訓練機構的角色變得尤為重要，不僅為失業者提供重新進入勞動市場的機

會，也為在職者提供專業職能再升級的途徑。專業職業訓練課程旨在幫助學員學

習當前市場上最為緊缺的職務技能及知識。然而，傳統的職業訓練方式是否還能

滿足現今的需求？職能導向課程（Competency-Based Program）又能為國內的職

業訓練帶來什麼新的機會和挑戰？這些都是值得本文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傳統課程的局限性暨職能導向課程的優勢 

傳統職業訓練課程，多年來在多數國家一直是主流的培訓方式。然而，隨著

時代的變遷和勞動市場的需求轉變，傳統課程的局限性逐漸產生。對於失業者而

言，急需有效地獲得新技能，以便重新進入勞動市場。然而，傳統課程較著重於

理論教授，較缺乏實際操作技能的訓練，使得失業者雖然學到新知識，但仍於實

際職場中難以應用（Grubb & Lazerson, 2004）。此外，傳統課程的內容經常因產

業結構變化迅速，而不再符合當前產業人力的需求，使得失業者在完成訓練後仍

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2016）。職業訓練對於在職者而言，是為提升自身的專業技能，或學習新穎技能

以應對工作上的挑戰。然而，傳統課程較著重一般性及廣泛性內容，並未聚焦在

產業人力需求所需具備行為指標的知識與技能，較難以滿足在職者的具體需求。

此外，傳統課程的授課時間和地點較缺乏彈性，較不適合全職工作者參加。 

現代職場越來越重視跨領域的合作和創新能力，但傳統課程內容通常是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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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為主，缺乏跨領域的整合，難以培養學員的綜合能力（Prising, 2018）。此外，

隨著科技的發展，許多新的技能和知識迅速產生，但傳統課程的更新速度卻緩慢，

使得學員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很快就不符合市場需求。傳統職業訓練課程，雖然曾

經為臺灣的勞動市場培養大量的產業人才，但在當前急遽變化迅速的經濟環境

下，其局限性已是越來越明顯。為能有效的滿足勞動市場的人力需求，職業訓練

機構必須進行課程改革，導入更加符合產業人力需求的職能導向課程（賴宜妙，

2020）。 

有別於傳統由教師主觀的課程設計模式，職能導向課程的發展，來自於精確

的市場調查及產業分析的結果。透過業界、學界利益關係人組成之專家會議，確

認特定行業人力需求的高低及職能缺口的落差，明確定義課程之訓練目標、工作

任務、行為指標，並依此擬訂從事特定行業職務必須具備的知識、技能、甚至是

態度，透過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實施

（Implementation）與評鑑（Evaluation）模式發展成為該特定行業所量身訂作之

訓練課程。在課程進行的不同階段，均會依照課程特性進行評量測驗，確認受訓

者符合進入下一階段學習的資格，最後受訓者各項課程評量成績必須全數達到標

準，方可視為合格的人員，這種確保訓練課程與訓練目標契合產業人力需求的職

業訓練，已成為勞動部培訓產業人才重要推動計畫（職能應用發展平台，2023a）。 

隨著科技持續創新，新的產業快速崛起，國內產業結構一直不斷地變化。職

能導向課程能夠精準地與產業需求對接，確保參訓者學到的技能和知識是市場上

真正需要的。這不僅可以提高參訓者的就業力，還可以幫助企業解決人才短缺的

問題。在現代的勞動市場中，僅擁有基本的學歷和知識已經不足以保證就業。而

職能導向課程，精確的培養參訓者的特定行業之職務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可以大

幅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職能導向課程可以是國內應對當前社會經濟挑戰的有

效策略之一。 

三、轉型過程中的挑戰與機會 

近年來，臺灣的職業訓練機構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大背景下，正面臨一場

前所未有的轉型。根據勞動部職業訓練概況調查報告，108 年政府機關對民眾辦

理職業訓練達 91.2 萬人次，110 年政府機關對民眾辦理職訓達 77.7 萬人次，訓

練支出 76.9 億元（勞動部，2021）。但 108 年至 110 年期間，政府機關對民眾辦

理的職業訓練人次出現了明顯的下降。這一變化背後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訓練人次下降原因之一，可能與職業訓練機構所提供的課程與產業需求之間

的落差有關。當前的職業訓練課程無法完全滿足產業界的實際需求，這不僅使得

參訓者在完成訓練後難以提高其就業競爭力，也使得產業界在人力資源上出現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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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張玉雲、陳斐娟，2019）。此現象對國內的整體經濟發展構成威脅，可能會

導致長期的人力資源短缺。 

爰此，職業訓練機構的轉型顯得尤為重要。從傳統的技能訓練模式轉向職能

導向的訓練模式，這一轉型涉及到訓練策略、內容和方法的全面調整。在轉型過

程中，資源分配和師資培訓是兩大核心挑戰。如 Fullan（2016）所指，資源的合

理分配和有效利用是確保轉型成功的關鍵。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確保各類訓練課

程得到足夠的支持，是職業訓練機構必須面對的問題。 

此外，師資培訓也是一大挑戰。傳統的職業訓練講師可能不熟悉該如何發展

職能導向課程的職業訓練，初期需要大量培訓具備開發職能導向課程的種子師

資，才能快速發展更多符合產業人力需求的職訓課程。同時，職訓講師也需要適

應職能導向課程的教學訓練模式。這不僅需要時間和金錢，還需要一套完善的培

訓體系和策略。如 Billett（2014）所述，有效的師資培訓是確保訓練質量的關鍵。 

勞動部為能協助職業訓練機構轉型，早於 102 年 5 月 17 日公布「職能發展

及應用推動要點」，旨在協調和整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職能基準，並鼓

勵民間發展和應用職能導向課程，以推動培訓產業發展，強化職業訓練內涵及成

效，並提升從業人員的能力（勞動部法令查詢系統，2023a）。此外，在 106 年 11

月 9 日，勞動部公布「發展職能基準及職能導向課程補助要點」，提供職能導向

課程補助的相關規定，期望能鼓勵職業訓練機構能進一步推動職能導向課程的發

展（勞動部法令查詢系統，2023b）。 

職業訓練機構的轉型帶來很多機會，職能導向的訓練課程因貼近市場人力需

求，有助於提高參訓者的就業競爭力。這表示訓練機構可以更滿足企業的需求，

建立更緊密的產學合作關係。此外，職能導向課程的訓練方法和技能培訓，較傳

統單向式的學習，更能培養出創新精神的人才。這對於臺灣這樣一個依賴創新驅

動的經濟體系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綜上所述，國內職業訓練機構在轉型過程中，

既有挑戰也有機會，需要政府、訓練機構和企業的共同努力，以確保轉型的成功。 

四、結論 

從勞動部 iCAP 職能展應用平台得知，全國通過職能導向課程件數為 812 件，

仍在效期內有 413 件，通過後放棄維護的課程有 399 件。然而，由勞動部各分署

所開發的職能導向課程就有 347 件，仍維持在效期內有 171 件（職能展應用平

台，2023b）。由此可知，即使政府自 102 年就開始推動職能導向課程，106 年提

供職訓機構開發職能導向課程補助計畫，歷經 10 年的努力，能通過 iCAP 職能

導向課程的件數依然是少數，持續維持效期的課程的比率也僅有 50.86%。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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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思索為何用意良善的高品質課程會如此難以實施呢?或許，職業訓練機構應

正視此一課題並從兩個部份著手；在師資部份，對於缺乏職能觀念的核心領域課

程講師，需提供其職能導向課程進修規劃；在課程發展部份，也需要加強與產業

界的連結，掌握訓練目標與課程內容對應產業人力需求的缺口。當然，主導推動

職能導向課程認證的勞動部，也必須思考該如何簡化過於繁瑣的課程認證流程，

對於推動職能導向課程的職業訓練機構能給予適當的鼓勵與支持，都有助於職能

導向課程的推動與普及。 

展望未來，國內職業訓練機構需要進一步加強與產業界的雙向溝通，確保訓

練課程能夠充分滿足市場的人力需求。此外，職業訓練機構也需要加強師資培訓，

讓師資能夠熟悉和掌握職能導向的訓練模式。建議政府在政策層面上，應該提供

更多的支持和資源，鼓勵職業訓練機構進行轉型。同時，產業界也應該與訓練機

構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共同推動職業訓練的發展。 

綜上所述，職業訓練機構的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

合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職業訓練能夠真正滿足產業界的人力需求，並為

國家未來產業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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