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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群科課程發展沿革及未來發展 
鄭慶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工程學系教授兼科技與工程學院院長 

 

一、技術型高中（原高職）課程發展沿革 

技術型高中（原高職，以下簡稱技高）課程之發展，歷經多次之改革，民國

63 年 9 月教育部公布《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所有高職依此教育部標準，

進行課程之規劃與教學設計。此課程標準係依「單位行業訓練」之理念進行課程

設計、編製課程內涵，並將教學科目與內容配合科技進步而作調整，此後二十年

的工職課程，以單位行業訓練為主流。在此課程架構下，「科」為技高單位行業

課程的主體。 

所謂「單位行業訓練」課程，係針對一種特定行、職業的就業需要而設計，

主要傳授可以立即就業的行、職業專門理論與技術能力，其中，技術實習佔較大

之比例。其目標係希望學生畢業後能夠立即進入該行、職業工作，因此課程設計

範疇較窄但內容較專精。到了 70 年代，隨著教育潮流發展，單位行業課程出現

設科過細、未顧及升學需求、單一技能就業轉業不易、主要培養勞力密集人力等

缺失。 

因此，教育部於民國 75 年公布實施「職業群集」課程，所謂「職業群集」

課程係指集合數個性質相似的科別為一群集，使學生廣泛學習群內職業所需知能

的共通部分，並逐年縮小學習領域，最後達到就業前專精學習的職業課程，同時

也能兼顧到學生升學及未來轉換職場之需求，「職業群集課程」相較於「單位行

業課程」改革與調整幅度頗大，考量學校實習工場設備、師資配合與學生程度影

響等問題，教育部將單位行業課程依據職業群集原則加以修訂，遂產生「單位行

業課程」與「職業群集課程」並行之課程設計。換言之，此時技高課程設計分為

甲、乙兩類，甲類偏重職業群集，乙類則偏重單位行業。以工業類為例，職業群

集則分為機械、電機與電子、化工、營建、工藝等五個群集。 

此後技高課程就以甲、乙兩式並存實施，至民國 87 年，教育部公布新課程

標準，採用「學年學分制」方式，有別於以往的「學時制」，但課程架構並無太

大之變化。高職課程之重大變化在「98 課綱」，教育部於民 94 年公布 95 暫綱（即

後來之 98 課綱），此課綱最大之變革在於以往高職只分類、科，95 暫綱在類與

科之間新增了「群」，將當時之科別依屬性歸為 15 群，群下再設「科」，稱為「群

科課程」架構，每群均有群共同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此概念有如將「職業群集

課程」及「單位行業課程」整合為一，似乎可以兼顧升學及就業學生之需求，然

因部分群別因群內各科屬性差異性較大，對共同專業及實習科目有所爭議（例如：

電機電子群、家政群、設計群等），因此對分群之依據有所質疑。接著即為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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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08 課綱，108 課綱接續 98 課綱之架構，仍為群科課程，雖然教育部有委託

相關專家學者對高職之分群進行研究，亦提出不同之分群看法，然因課綱規劃早

已啟動，因此一樣延續 15 群之架構，每群除有群共同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並

新增技能領域（由群內屬性較相近之科別共同所需技能構成之實習課程），此為

技高現行之課綱。 

二、技高課程未來發展建議 

如前所述，目前技高之課程係採群科課程模式，將偏向升學屬性之「群」與

偏向就業屬性之「科」整合為一，看似兼顧了學生升學及就業之需求，但因課程

有相當比例之群共同課程及多數學生要升學之情況下，學校在校訂課程亦排有一

定比例之一般科目及專業考科，讓學生專業技能弱化了，讓真正想就業之學生無

法習得就讀科別對應產業或職業應具有之專業技能，因此，個人提出以下幾點針

對技高課程未來發展之建議： 

(一) 確定技高群科歸屬方式 

目前技高有工業類、商業類、家事類、農業類、海事水產類及藝術與設計六

大類，六大類底下設有 15 群 94 個科別。在分「類」上較無爭議，「群」則從 95

暫綱以來就有許多不同之意見，相關研究亦提出了群可再細分之看法，筆者認為

「群」與「科」從一開始設立之精神即有不同，「群」偏向升學之規劃，「科」則

是偏向單位行業就業之規劃，將兩者混成一個「群科課程架構」，造成技高端相

當大之困擾，美其名為「升學與就業並重、理論與實務兼具」，但實際上卻造成

學校課程及教學上之困擾。因此建議未來可朝向「群科分立併行」之模式，即「群」

下不再設科，「群」以升學為目標、「科」以就業為導向，並分為訂定不同之課綱，

學校可以「群」招生或「科」招生，或兩者皆有。至於分群可依相關學專家或國

教院之研究建議再予細分，「科」則依產業之需求設立相關科別，如此學校目標

即很明確，不會再有父子騎驢之困境。 

(二) 課程依升學與就業目標分流 

技高課程應分為「技專校院預備課程」及「就業專精課程」二種，前者非立

即就業之準備教育，其課程如前所述只需分「群」，且以群來招生，其重點在「廣」

而非「精」。讓學生習得該群之所有知識與技能，以作為未來擔任工程師之基礎。 

就業專精課程」是立即就業準備課程，以「科」來招生，並配合教育部產學

攜手計畫，讓學生一進技高，即能與業界、科大合作，技高三年可透過建教合作、

業界實習等方式連結產業，學生三年畢業後，進入產業工作，並由公司推薦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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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校院進修，既可提供產業所需人力，亦可滿足學生生涯發展需求。此「就業專

精課程」可區分為兩種：一為技術縱深較深之「技術專精課程」；一為除技術操

作外並需加強工程知識的「工程專精課程」，如此不僅可培養基層所需之技術人

員，亦可培養產業所需之工程人員。其課程規劃建議如下： 

1. 技專校院預備課程 

採用目前之「群」課程模式，分群應與技專校院之分群對接，針對現有之群

別再行調整，學生學習該群共同所需之專業知識及技術，並以升讀技專校院擔任

實務工程師為目標。 

2. 就業專精課程 

(1) 技術專精課程 

以現行實用技能學程課綱為基礎歸劃就業導向之課綱，讓建教合作教

育、實用技能學程及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均採用相同之課綱模式。此課綱以務

實致用為主要之精神，學校在校訂課程可以完全依該科別就業需求安排課

程，並強調操作及熟練之技能學習，亦即為「科」的課綱，不再有群共同課

程。 

(2) 工程專精課程 

同樣以實用技能學程課綱為基礎歸劃課綱，在校訂課程部分除與合作業

界共同規劃業界所需課程並引進業界資源外，並強調工程專業知識、管理等

能力之培養，以培養業界所需工程人才為主。 

(三) 入學制度改革，適性選才 

現行四技二專統測造成技高學生荒廢技能學習，未來入學制度應改革以落實

技職教育之精神，依課程分流其入學制度分為二種： 

1. 技專校院預備課程 

以統測及推薦甄試方式招生，但統測內容加重專業知識及技能之比重。 

2. 就業專精課程 

所有技專校院（含國立、私立）需提供相當比例之招生名額以招收產學攜手

之學生，學生在校三年只要達到學業門檻（由技專校院制定，但標準不可太高）

並達到合作企業所訂之技術門檻（由合作企業依企業需求訂定），即可進入合作

企業工作並至技專校院進修，不需經過考試。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7），頁 01-04 技職教育群科分類檢討 主題評論 

 

第 4 頁 

如果能夠透過上述之改變，將可真正落實技高升學與就業並重之目標，以

「群」課程規劃招生之技專校院預備課程，以培養業界所需之實務工程師為主；

以「科」課程規劃之就業專精課程以培養業界所需之技術人才及工程專業人才為

主，並結合產學攜手計畫，讓學生一邊就業一邊至技專校院進修，兼顧學生生涯

發展之需求。希望能解決目前群科課程將想升學及就業之學生，放在同一科班所

造成課程規劃及教學上之困境。 

參考文獻 

◼ 潘惠玲、楊錦心等（2004）。高職及綜合高中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評鑑之研究。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成果報告，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