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7），頁 15-22 

 

技職教育群科分類檢討 主題評論 

 

第 15 頁 

技高學校專業群科分類及整合之省思 
簡慶郎 

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 

簡濬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技術人才良窳攸關產業經濟脈動的發展，尤其面對工業 4.0 思維的衝擊及新

興科技發展應用過程，技職體系人才的培育思維，有關對應產業發展需求的專業

群科課程整體架構的檢視更具迫切性（彭富源、簡慶郎、呂家清、賴文宗，2018）。

隨著年代演進，我國技高學校因應不同階段教育理念與現況思維，分別發展不同

的課程設計更迭，自 43 年試行單位行業訓練、53 年實施單位行業訓練、75 年群

集課程、81 年試辦學年學分制、85 年學分制課程調整、89 年實施新課程，至 95

年職業學校課程暫行綱要以推動學校本位課程虛群實科發展之精神，以至 99 課

綱以多元彈性因應群科特性，提昇學生專業技術能力、108 年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則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念，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主軸，

兼顧群專業及科核心技能培育，多元彈性發展跨域整合能力。 

綜上，從早期單位行業課程分科教學，落實專業技術能符應產業需求專精人

才的提供；隨著教育哲學思維轉換，技職教育鏈結生涯發展觀點而轉換為群集思

維，發展 15 職群的技高課程，而經歷技職一貫、95 暫綱及 108 課綱等修訂歷程，

教育部亦均委託檢討群科歸屬適切性，然在兼顧「考科配套」等因素下，亦多以

「微調」做為歷次課綱修訂群科調整的發展依據，未能有重大之調整變化。 

為符應產業發展需求之作業生產缺工人力與專業（精）技術人才，簡慶郎、

劉佳鑫（2019）認為技高專業群科應以培育「高技術、高缺工之專業技術人才及

高技術、低缺工之專精技術人才」為核心。而技高培育需求如按行業統計分類

（2021）除「M-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O-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兩大類外，A 至 S 大類產業別均可分別對應職業標準分類（2010）：3 類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4 類事務支援人員、5 類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6 類農、林、

漁、牧業生產人員、7 類技藝有關工作人員及 8 類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等六

類職業分類。 

 

 

 

https://www.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n=3144&sms=11195&RID=8&PID=TQ==&Level=1&=1
https://www.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n=3144&sms=11195&RID=8&PID=Tw==&Level=1&=1
https://www.stat.gov.tw/StandardOccupation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n=3145&sms=11196&RID=6&PID=Nw==&Leve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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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技高專業職群與行職業分類 

行職業分類 

技高專業類及職群 

行業分類 

A-農、林、漁、牧業 

C-製造業 

E-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G-批發及零售業 

I-住宿及餐飲業 

K-金融及保險業 

N-支援服務業 

Q-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 

S-其他服務業 

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D-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F-營造業 

H-運輸及倉儲業 

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L-不動產業 

P-教育服務業 

R-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職業分類 

3 類-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 類-事務支援人員 

5 類-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6 類-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7 類-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8 類-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職群類別 職業群集 

工業類 

商業類 

農業類 

家事類 

海事水產類 

藝術與設計類 

專業群科 

⚫ 高技術高缺工專業技術

人才 

⚫ 高技術低缺工專精技術

人才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前述技高在職場行職業的歸類，如表 1 將會在不同職群類別之間有「職業群

集」產生，而「職業群集」如何對應符合高技術人才歸類整合專業群科，以對應

技高現行教學之「專業科別」？本文基於前述群科歸屬發展之脈絡，期能針對技

高學校專業群科分類及整合，就技高群科發展現況、面對問題與分析，提出群科

歸屬的可行性評估與省思。 

二、發展與現況 

我國高職學校群科歸屬經歷多次研究案與課綱公告實施，教育部於民國 86

年針對技職教育體系類科、課程及其配合措施與改革方案等展開專案研究，其中

蕭錫錡（1999）於「技職教育體系類科發展之規劃」中提出高職歸併應包含「機

械製造學群、電機電子學群、化工學群、土木建築學群、動力機械學群、農業生

產學群、食品科技學群、美容美髮學群、服裝學群、室內設計學群、嬰幼兒保育

學群、護理學群、復健學群、醫事技術學群、美術學群、舞蹈學群、音樂演奏學

群、影視學群、商業事務學群、休憩服務學群、應用外語學群、海事科技學群、

水產資源學群、資訊應用學群」等 24 個學群。 

95 學年度職業學校課程暫行綱要則以虛群實科的概念設計機械、動力機械、

電機與電子、化工、土木與建築、商業與管理、農業、家政、餐旅、海事、水產、

藝術、設計、食品、和外語群六類 15 個群，並於課程綱要明訂各群所對應之專

業科別（許陣興，2001）。 

https://www.stat.gov.tw/StandardOccupation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n=3145&sms=11196&RID=6&PID=Nw==&Leve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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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朝祥、李大偉（2007）則在 98 年職業學校課程綱要之職業學校類科整合

模式之研究提出，職業學校群科按產業職場內涵應發展歸屬為機械群、動力機械

群、電機群、資訊電子群、土木與建築群、化工群、經營管理群、資訊管理群、

設計群、農業事務群、食品生技群、家政群、觀光群、漁業事務群、水產事務群、

藝術群等 16 群。 

然受限於統測考科與招生體制對應等因素，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針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分類，仍延續既有設工業、商業、農業、家事、海事

水產、藝術與設計等六類（教育部，2021），並按學制屬性不同，專業群科依群

集理念分為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土木與建築群、化工群、商業

與管理群、設計群、外語群、家政群、餐旅群、農業群、食品群、海事群、水產

群及藝術群等 15 群劃分；屬就業導向的實用技能學制則未設外語群，並調整家

政群為美容造型群。 

三、問題分析與檢討 

就現行技術型高中六類 15 群的歸屬適切性而言，雖經歷多次群科歸屬研究

建議，但仍侷限於科技校院統測考科而遲未能有大幅度適切之調整、類群科歸屬

原則未能明確釐清、群科整合對照產業需求顯有落差等問題（李隆盛，2004）。 

(一) 類群科歸屬原則尚待釐清 

1. 同類歸屬同群，部分科別專業科目屬性不同，強制歸併同群，其專業核心及

基本能力學習課程差異性大。 

2. 技高階段不是終結教育，課程要博而不必精，考量生涯發展，強化實群虛科

歸類基本共同能力歸為同群，提高群科適應轉換及延伸再進修需求。 

3. 群科歸屬原則應以對應職業分類之職群概念，以兼顧產業職場工作內涵與現

況變動性低考量，並考量是否有「無法歸群的科所組成的群」。 

(二) 群科內涵對照產業需求有落差 

1. 群科歸屬降低職場專業標準，群共同能力為培育具備跨域理解的通才，但核

心專業技術將不足以符合產業需求。 

2. 群科歸屬後，群內涵過大時，所包含之科專業能力在職場需求落差大，應評

估配合產業發展需求，刪減不合時宜之類科劃分。 

3. 群科內涵應納入產業發展之共同能力，提高資訊與新興科技理解與應用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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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測考科侷限群科歸屬調整 

1. 統測專業考科劃分已行之多年，群科調整後後續考科調整變化應以漸進式考

量。 

2. 群科整合應考量專業職業屬性，產業需求為重，先歸併為群別，再規劃考科，

將群的限制放寬，讓學生「跨群」選修，跨群考科。 

3. 應綜整技高與科技大學系統化課程規劃，發展符合產業實務需求之高階技術

人才。 

四、群科調整之考量 

影響技高學校類科群調整的因素，如前述除應考慮產業需求之技術人力類別

及產業科技應用發展趨勢，也要考量科技校院統測考科規劃之群別： 

(一) 學生進路發展因素 

1. 屬性相近各科歸併為同一專業群，以培育共同核心專業能力，但避免因硬性

併同類群，促使專業能力下降。 

2. 職群之歸屬應以「工作內涵」為主，而不採「職場分類」考量。 

(二) 高職現況定位因素 

1. 歸納群時應考慮師資、設備等資源共通整合，不宜太細、太專，橫向統整不

良，提供學校融合本位精神，規劃學校設科彈性歸群機制。 

2. 群科歸屬應融合學校本位精神，提供學校依發展特色設科，賦予學校設科彈

性歸群之認定機制。 

3. 應考慮產業需求及發展趨勢，學生升學及就業之出路。 

(三) 群科與考科對應因素 

1. 以必修課增加群的共通性，以選修課展現地方產業特色，並建議統測規劃「群」

考科，學校依「科」屬性輔導學生彈性選群報考。 

2. 應先規劃群別，再定統測考科規劃，避免考試領導教學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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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 

本文依前述我國高職學校群科歸屬發展之研究探討與結論，綜合評估學生進

路發展、技高現況定位與專業群科與統測考科對應等因素，並對應現行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歸屬情形，建議調整如表 2 之 16 職群，各職群

設立專業科別並建議以因地制宜方式，由各校依專業內涵、學校、區域產業特色

發展設立，且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設立特色科別，綜述如后： 

表 2 專業群科歸屬調整建議 

類

別 
現行群別 現有科別 研究建議群別 建議科別 

工
業
類 

機械群 

機械科、模具科、製圖科、

鑄造科、板金科、配管科、

機械木模科、機電科、電腦

機械製圖科、生物產業機電

科 

機械群 

⚫ 維持既有之： 

機械科、模具科、製圖科、

鑄造科、板金科、配管科、

機械木模科、機電科、電腦

機械製圖科、生物產業機

電科； 

⚫ 並調整增列： 

原歸屬化工群之「紡織科」

等專業科別；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重機科、農業機械

科、飛機修護科、動力機械

科、軌道車輛科 

動力機械群 

⚫ 維持既有之： 

汽車科、重機科、農業機械

科、飛機修護科、動力機械

科、軌道車輛科等專業科

別。 

電機與電子

群 

電機科、電子科、資訊科、

電子通信科、控制科、冷凍

空調科、航空電子科、電機

空調科 

電機群 

⚫ 調整既有電機與電子群為

電機群、資訊電子群； 

⚫ 維持既有之： 

電機科、控制科、冷凍空調

科、電機空調科等專業科

別。 

資訊電子群 

⚫ 調整既有電機與電子群為

電機群、資訊電子群； 

⚫ 維持既有之： 

電子科、資訊科、航空電子

科、電子通信科等專業科

別。 

化工群 
化工科、染整科、紡織科、

環境檢驗科 
化工群 

⚫ 維持既有之： 

化工科、環境檢驗科、染整

科； 

⚫ 調整既有紡織科跨群為機

械群，以對應產業機械技

術核心。 

土木與建築

群 

土木科、建築科、消防工程

科、空間測繪科 
土木與建築群 

⚫ 維持既有之： 

土木科、建築科、消防工程

科、空間測繪科； 

⚫ 調整既有設計群室內空間

設計科跨群為土木建築群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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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業
類 

商業與管理

群 

文書事務科、商業經營科、

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

資料處理科、農產行銷科、

航運管理科、流通管理科、

水產經營科、不動產事務

科、電子商務科、電競經營

科 

經營管理群 

⚫ 調整既有商業與管理群為

經營管理群、資訊管理群； 

⚫ 維持既有之： 

不動產事務科、商業經營

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

科、水產經營科、農產行銷

科； 

⚫ 調整增列既有外語群之應

用外語科（英文組）、應用

外語科（日文組）為經營管

理群。 

資訊管理群 

⚫ 調整既有商業與管理群為

經營管理群、資訊管理群； 

⚫ 維持既有之： 

流通管理科、資料處理科、

航運管理科、文書事務科、 

、電子商務科、電競經營

科。 

外語群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應用

外語科(日文組) 
調整 調整 

設計群 

金屬工藝科、室內空間設計

科、美工科、家具木工科、

廣告設計科、室內設計科、

圖文傳播科、陶瓷工程科、

家具設計科、多媒體設計

科、多媒體應用科、美術工

藝科 

設計群 

⚫ 維持既有之： 

金屬工藝科、室內空間設

計科、美工科、家具木工

科、廣告設計科、室內設計

科、圖文傳播科、陶瓷工程

科、家具設計科、多媒體設

計科、多媒體應用科、美術

工藝科。 

農
業
類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畜產保健科、

森林科、園藝科、造園科、

野生動物保育科 

農業事務群 

⚫ 調整既有農業群為農業事

務群； 

⚫ 維持既有之： 

農場經營科、畜產保健科、

森林科、園藝科、造園科、

野生動物保育科。 

食品群 
食品科、食品加工科、水產

食品科、烘焙科 
食品生技群 

⚫ 調整既有食品群為食品生

技群； 

⚫ 維持既有之： 

食品科、食品加工科、水產

食品科、烘焙科。 

家
事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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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群 

⚫ 維持既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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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議未來朝向科技校院以

上設立之科系。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餐旅群 
⚫ 維持既有之： 

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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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事
水
產
類 

水產群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水產事務群 

⚫ 調整既有水產群為水產事

務群； 

⚫ 維持既有之：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海事群 航海科、輪機科 漁業事務群 

⚫ 調整既有海事群為漁業事

務群； 

⚫ 維持既有之： 

航海科、輪機科。 

藝
術
類 

藝術群 

音樂科、西樂科、國樂科、

舞蹈科、美術科、影劇科、

電影電視科、表演藝術科、

戲劇科、多媒體動畫科、時

尚工藝科、劇場藝術科、原

住民藝能科 

藝術群 

⚫ 維持既有之： 

音樂科、西樂科、國樂科、

舞蹈科、美術科、影劇科、

電影電視科、表演藝術科、

戲劇科、多媒體動畫科、時

尚工藝科、劇場藝術科、原

住民藝能科； 

⚫ 及各校依專業內涵、學校、

區域產業特色發展設立，

且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設立之科別。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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