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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108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以來，技術型高中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實施

逐漸趨於穩定。然而，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的過程中，也面臨少子化的挑戰。依

據教育部（2023）發布之《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結果摘要分析》，估計至 127學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1年級新生平均年減 3.6千人（2.0%）。對技術型高中而言，

少子化趨勢將導致入學人數下降，未來班級數將大幅減少，這也意味著部分學校

可能因招生不足而退場，影響甚鉅。為順應全球新科技浪潮，並因應我國少子化

社會發展，技術型高中需要與時俱進，以符合產業及社會的快速變遷。回顧 102

年總綱研修過程，許多教育實務工作者對技術型高中群科歸屬之精進有殷切的期

待（羅文基，2014）。為呼應技術型高中務實致用的本質，強調培養學生面對未

來工作世界的核心能力，使能適應社會與職場環境的快速變遷，並針對未來創新

產業人才培育的需求，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須加以檢視，透過動態調整和精進，

發展具彈性及具吸引力的技職教育。緣此，進一步檢討群科分類、精進課程推動，

以穩固我國中等技職教育體系，促進產業專業技術人才的培育，已成為當務之急。 

二、產業轉型引導人才培育從「專」到「跨」 

隨著新科技的快速擴散及全球競爭的加劇，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政府都

感受到振興產業的迫切需求，並積極推動產業及社會轉型。臺灣也因應全球潮流，

擬定了「生產力 4.0」發展方案，進一步促進產業創新，並強化掌握關鍵技術的

能力，以維持國際競爭力。科技的變遷將驅動職務工作的新變革，進而影響產業

對技術人力資歷及能力的需求。探討新科技發展對產業及人力需求的影響，進而

精進技術型高中群科課程，是當前的重要任務。 

(一) 創新產業對跨領域人才的需求 

行政院（2017）自 106至 109年推動 5+2產業創新政策，包括亞洲矽谷、智

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國防、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為因應全球經濟及新

興科技產業之變化，110至 113年之國家產業政策發展方向，升級推動資訊及數

位、資安卓越、臺灣精準健康、綠電及再生能源、國防及戰略、民生及戰備產業

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以符合未來社會及產業之需求（石桂鳳，2022），相關資

訊如表 1。依國家重點創新產業對應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設置，技術型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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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係依產業結構變化而調整，表 1整理重點創新產業與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的

關聯，實際上每個創新產業需要之人才多元，表 1僅是初步之對應。從創新產業

的類別來看，創新經濟和跨領域的趨勢，挑戰著現有的專業群科設置，創新產業

的人才將從「專」到「跨」，無法由單一科別培育，技術型高中需研議彈性群科

設置的機制，打破目前以「科」為單位的人才培育侷限。 

表 1 創新產業與專業群別對應 

106至 109年 對應群別 110至 113年 對應群別 

亞洲矽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及數位 電機與電子群 

生技醫療 
化工群、食品群、農業群 

（照護） 
資安卓越 

商業與管理群、電機電子群 

（數位） 

綠能科技 

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

土木與建築群、化工群 

（綠能） 

綠電及再生能源 
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 

化工群（綠能） 

智慧機械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數位) 
國防及戰略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群 

國防航太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民生及戰備 

食品群、農業群、水產群、

家政群、土木與建築群 

新農業 食品群、農業群 臺灣精準健康 
家政群、電機電子群 

（照護） 

循環經濟 
商業與管理群農業群、 

農業群、水產群 
  

資料來源：產業創新政策參考行政院 106-113 年之重大政策 

(二) 創新產業對專業核心能力需求的改變 

對應上述創新產業的發展，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課程中尚需增加「數位」、

「綠能」及「照護」等三個領域的知識與技能，不僅應提升學生對現代化產業需

求的適應能力，亦能加強其在數位化轉型、環境永續及全球人口老化之健康照護

方面的競爭力。透過課程內容的調整與師資的專業發展，技術型高中將更有效地

培養具備符應產業創新之多元技能的技術人才，增強培養技術型高中學生在工作

世界的核心能力及職場適應能力，也能提高臺灣在國際創新產業中的競爭力，推

動整體經濟和社會的永續發展。 

三、配合產業人力需求漸進啟動群科轉型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依第 6條第 3項規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分類設

立為原則，必要時，得合類設立；其應依類分群，並於群下設科，僅有一科者，

不予設群；其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得設普通科、綜合高中學程（教育部，2021）。

技術型高中目前設置 6類 15群和 94科，現行群科的歸屬在實務操作中常引發紛

擾。為應對產業的快速變遷，進一步發展更具彈性的群科設置機制已勢在必然。

學校應就校內現有群科別的技能內涵，考量技能同質性、相對獨特性及技術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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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可採用以下六種彈性設置方式： 

1. 群不設科，不規劃技能領域，群進群出（A）：群內各科專業屬性同質性高，

以群規劃共同必修課程，群下不設技能領域課程，著重強化學生在職群內跨

域的學習。至於在學校招生及學生畢業方式，主要採以群招生，以群畢業。 

2. 群不設科，規劃共同技能領域，群進群出（B）：群內各科專業屬性同質性高，

可規劃共同技能領域課程，讓不同科學生能深化共同的專業及技能學習，並

兼具跨域學習的機會。例如電機電子群之資訊科及電子科，可規劃共同之技

能領域。至於在學校招生及學生畢業方式，可採以群招生，以群畢業，並在

群內讓學生跨專業學習。 

3. 群內設科，規劃共同技能領域，群進科出（C）：群內各科專業屬性同質性高，

可規劃共同技能領域課程，讓不同科學生能跨科共同的專業及技能學習，並

深化其中一個科的專長。例如機械群之機械科及模具科，可規劃共同之技能

領域。在學校招生及學生畢業方式，可採以群招生，以科畢業。 

4. 群內設科，規劃共同技能領域，科進科出（D）：群內各科專業屬性同質性高，

可規劃共同技能領域課程，讓不同科學生能深化本科的專長，並進行跨科的

專業及技能學習。如前段機械群之機械科及模具科，可規劃共同之技能領域。

在學校招生及學生畢業方式，亦可採以科招生，以科畢業。 

5. 群內設科，規劃不同技能領域，科進科出（E）：群內各科專業屬性同質性低，

可規劃不同技能領域課程，讓不同科學生能分別深化專業及技能學習。例如

家政群之漁業科及水產養殖科，規劃不同之技能領域。學校招生及學生畢業

方式，主要採以科招生，以科畢業。 

6. 科無歸屬群，規劃技能領域，科進科出（F）：無法歸併於群的科，可單獨設

科，並開設技能領域課程，以深化專業及技能學習。例如照顧服務科可不歸

屬群，單獨設科並規劃技能領域，學校招生及學生畢業方式，主要採以科招

生，以科畢業。 

群科彈性設置將有助於技術型高中更靈活地適應產業人才需求，以職場能力

為課程發展之依據。漸進啟動技術型高中群科設置的調整，進而精進各類型的課

程，優化技術型高中與產業連貫的規劃，提升技職教育品質及學生的職業適應能

力，以符應產業發展所需的技術人才。 

四、群科調整依據專業特性及學生生涯發展 

根據行政院於 112 年 2 月 21 日修正公告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所

述，技職教育相較於普通教育的最大特色和區別在於，其通過務實致用的教育方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7），頁 05-10 技職教育群科分類檢討 主題評論 

 

第 8 頁 

式，培養學生不僅具備專業技術能力，還能展現動手實作能力，並兼備職業倫理

與道德及人文素養，成為各行各業所需的優質專業技術人才。針對目前技職教育

面臨的問題，中等技職教育階段的專業群科仍需建立定位和布局的滾動修正機

制。部分科別的調整需加快速度，以適應快速變遷的產業需求（行政院，2021）。

換言之，群科設置調整乃回應當前技職教育政策，技職教育之培育內容及方式，

仍應持續依據環境及產業需求變化，實踐技職教育對於培育優質人力及促進經濟

發展之定位及價值。現行技術型高中 6類 15群 94科，學校可應考量校內現有科

別，可規劃如前段六種不同型態之群科規劃，以及學校招生及學生畢業方式：(A)

群不設科，不規劃技能領域，群進群出；(B)群不設科，規劃共同技能領域，群進

群出；(C)群內設科，規劃共同技能領域，群進科出；(D)群內設科，規劃共同技

能領域，科進科出；(E)群內設科，規劃不同技能領域，科進科出；(F)科無歸屬

群，規劃技能領域，科進科出。未來 15群 94科之彈性群科規劃、技能領域設置

及招生畢業可能型態，如表 2所示。 

表 2 彈性群科規劃、技能領域設置及招生畢業可能型態 

 A、B C、D、E F 

機械群 機械群 

機械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模科配管科、 

模具科、機電科、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電腦機械製圖科 

 

動力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重機科、飛機修護科 

動力機械科、產業機械科 
軌道車輛科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電子科、控制科、電機科 

冷凍空調科、航空電子科、電子通信科電機空調科 
 

化工群 化工群 化工科、環境檢驗科 
紡織科 

染整科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土木科、空間測繪科 消防工程科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流通管理科、

水產經營科、電子商務科不動產事務科、資料處理科 
電競經營科 

外語群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  

農業群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園藝科、森林科、造園科 

野生動物保

育科、畜產

保健科 

食品群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食品科、水產食品科 

烘焙科 
 

家政群 家政群 
家政科、服裝科、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時尚模特兒科、流行服飾科、時尚造型科 
照顧服務科 

餐旅群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餐旅管理科  

水產群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海事群  輪機科、航海科  

設計群 設計群 

家具木工科、美工科、室內空間設計科圖文傳播科、

金屬工藝科、家具設計科、廣告設計科、多媒體設計

科、室內設計科、多媒體應用科、美術工藝科 

陶瓷工程科 

藝術群 藝術群 

戲劇科、音樂科、舞蹈科、美術科 

影劇科、西樂科、國樂科、電影電視科表演藝術科、

多媒體動畫科、時尚工藝科、劇場藝術科 

原住民藝能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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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來快速變遷及產業創新的時代趨勢，群科設置應依據專業特性及學生

生涯發展富於彈性，人才培育可以「科」設置針對產業獨特性技能培育人才，或

以「群」設置進行跨域整合，學校依產業需求及學校發展，研擬適合之校訂課程。 

五、結語 

社會及科技發展變遷快速的當今，產業的創新加速趨勢，技術型高中的群科

設置，應依據產業及群科的專業特性及學生生涯發展，規劃富有彈性的調整機制

以符應產業及學生學習的需求。未來應持續朝下述兩個方向規劃：一是面對快速

變遷及產業創新的趨勢，群科設置應根據專業特性和學生生涯發展賦予彈性。對

於專業屬性無法與其他科別共用技能領域且專業技能能精準對應產業需求的科

別，可選擇以「科」設置；而專業屬性相同的科別則以「群」設置，學校可根據

產業需求及自身發展，研擬適合的校訂課程。再者，為因應產業的快速變遷，課

綱機制的設計應保留調調整技能領域科目，以及新增科目設置的彈性。 

隨全球科技的迅速發展，技術型高中的群科設置及課程規劃須不斷適應和創

新，以符合創新產業的需求，強調了跨領域人才的培育和專業核心能力的提升。

配合產業人力需求，技術型高中應逐步推動群科設置的彈性化和課程的調整，提

升技職教育的品質，促進學生的職業適應能力及整體競爭力。未來，技術型高中

應依據產業及學生的需求，靈活調整專業群科設置，並保留課綱機制的彈性，以

應對快速變遷的社會和科技發展，確保我國中等技職教育體系能夠持續培育出優

秀的專業技術人才，推動產業創新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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