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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併科/新設科之我見 
于賢華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論及臺灣技職教育發展之歷程，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既有相關學校之辦理，

當時開始實施實業教育並創設工業學校（曾勘仁、林樹全、林英明，2023）。政

府遷臺後，中央開始統一規劃技職教育。民國 56 年配合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

停辦初級職校與五年制高職，改設高職，招收國中畢業生（教育部，2024）。 

迄今過去之高職，即為現今之技術型高中。技術型高中主要以培養基礎之專

業技術人才為主。以教導專業知能、培養職業道德、充實實用技能以養成知識、

技術專精之人才，奠定其生涯發展基礎為目的。讓學生具備基礎專業知能，畢業

後選擇進入就業市場就業，進可攻，退可守的絕佳選項，適合有志朝向應用技術

領域發展且性向明確，有計畫的從技術領域紮根學習開始之學生選讀。 

近年全球化環境變動下，臺灣的技職教育面臨一些重要的挑戰。一方面是少

子化的影響，造成各級學校在設置和調整科系時，通常以容易招生為首要考量，

此舉容易導致招生科系與產業需求逐年脫節的情況，並且容易造成人才培育的結

構性失調。另一方面，教育主管機關對學雜費的嚴格管制，各校無足夠的經費汰

換教學設備，以及投資可提升教學品質的各項學習活動。對於以上問題，專家學

者表示，技職教育面臨的「供需失調」與「學用落差」兩大問題，主要發生的原

因是在於「人力規劃」與「產學合作」問題所導致的結果，然而這些問題又與「教

育政策」與「經濟發展」長期脫節有密切關係（陳繁星，2019）。 

除了學者看法以外，就個人的經驗了解，技術型高中的「群科」，它是學校

課程綱要訂定中的一部分，學校必須依所設之群科訂定課程計畫，據以推動相關

教學任務。群科課程的目標是以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能，培育專業人才為主。以便

學生在畢業後，能夠進入與所學有關的職業領域順利就業。然而，技術型高中分

群分科以及課程計畫的實施，綜合因素下也面臨到一些瓶頸與挑戰。因此技術型

高中有關其群科是否需再分類或整合，以下提出問題供參考。 

二、科別名稱與課程近似之科別，可思考整合 

目前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發展至今計有六類 15群 94科，其中電競經營科以

及原住民藝能科為 107年與 108試辦之科別（林清泉、林泓毅，2023）。在 94科

別中，仔細檢視可以發現，部份科別名稱相似度高，課程計畫內所要培養之科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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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人才也近似之科別。 

以中部某二間技術型高中家政群「流行服飾科」與「服裝科」課程計畫為例，

在實習科目以服裝實務技能領域為共同實習科目。進一步就其科專業能力與校訂

選修說明如下，以比較在課程計畫中其之差異（如表 1）。 

(一) 科專業能力 

科專業能力上，「流行服飾科」以服飾設計、打版、製作、行銷、品牌經營、

以及服飾展示模特兒為其專業能力。在「服裝科」之專業能力發展為縫紉、打版、

設計、行銷等。比較科專業能力差異，為服飾展示模特兒一項，惟「流行服飾科」

課程計畫書中，並未發現培育服飾展示模特兒之相對應科目。 

(二) 校訂選修 

在課程上，「流行服飾科」校訂選修開設染織工藝、美容實務、基礎縫紉、

進階縫紉、數位科技應用、數位媒體設計與應用、商品企劃、禮服打版設計、商

品陳列實務、禮服製作。在「服裝科」校訂選修實習科目為基礎數位設計、電腦

數位影像設計、服飾工藝、流行服飾企劃、服裝電腦打版、應用裁剪。據此比較

「流行服飾科」與「服裝科」皆開設與服裝有關之設計、製作、商品企劃、數位

科技設計應用等課程。至於相異處為「流行服飾科」開設美容實務課程，「服裝

科」則未開設與美容有關之課程。 

表 1 科專業能力與校訂選修課程比較 

流行服飾科 服裝科 

科專業能力 

服飾設計 

打版 

製作 

行銷 

品牌經營 

服飾展示模特兒 

科專業能力 

縫紉 

打版 

設計 

行銷 

校訂選修 

染織工藝 

美容實務 

基礎縫紉 

進階縫紉 

數位科技應用 

數位媒體設計與應

用 

商品企劃 

禮服打版設計 

商品陳列實務 

禮服製作 

校訂選修 

基礎數位設計 

電腦數位影像設計 

服飾工藝 

流行服飾企劃 

服裝電腦打版 

應用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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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有些在相同群別且科別相近，但是若從技術

型高中課程計畫書了解課程內容，便可知其差異，宜再重新思考科別名稱的調整

或整合，讓家長與學生容易識別，並讓有興趣的學子，選出所要就讀的科系。 

三、因應新興科技 AI 掘起，宜鼓勵新設科別 

前總統蔡英文於執政期間提出「5＋2產業創新」和「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包括：亞洲矽谷、國防產業、智慧機械、生技醫藥、循環經濟、綠能科技、新農

業、資訊及數位、資安卓越、臺灣精準健康、國防及戰略、綠電及再生能源、以

及民生及戰備（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同時工業技術研究院分析產業發展趨

勢，揭示生成式 AI人工智慧、5G、量子運算等新興科技創新是大勢所趨；該院

也揭示表明，臺灣 2035 年十大跨域趨勢分別為：數位賦權、脫碳能源、低碳生

活、資源循環、網宇世界、移動革命、成功老化、健康進化、敏捷治理、韌性城

鄉等重要方向（工業技術研究院，2023）。 

此外，《2023年中小企業白皮書》指出，受市場需求減緩、淨零碳排浪潮、

消費型態改變、勞動人力不足等環境因素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投入數位轉

型。業者對此也積極展現「敏捷、彈性及毅力」迎戰外部變動，勇於邁向未來。

中小企業轉型面臨的挑戰，其中企業對於數位技能與數位人才，以及對市場和客

戶資料的深入分析極為缺乏（資誠，2022）。 

因此，為促進產業技術整合與升級，加速企業進行數位永續轉型，臺灣技職

教育可在既有角色上，扮演肩負起培育科技、人文和創新應用與服務人才的任務，

以突顯技職教育在臺灣產業中不可獲缺的價值。以龍華科技大學為例，面對半導

體人才短缺及少子女化的衝擊，該校於 2022 年申設半導體工程系，讓有興趣之

技高生有機會從事半導體產業就業之機會（馮靖惠，2023）。勤益科技大學則因

應國家重點發展智慧自動化，配合所在地區為工具機及機械產業發展重鎮，新設

智慧自動化、人工智慧應用等 2科系，培育符合企業所需的人才（陳文淵，2021），

至於技術型高中也可借鏡參考。 

四、結語 

產業人才之培育，除了現有科系，以及在課程計畫中融入新興科技課程外，

建議教育主管單位可以配合國家產業經濟發展，思考下一個產業發展之趨勢與可

能性，以政府機關主導，鼓勵技術型高中針對國家政策發展之需要，調整合併相

同科系，並以扶持方式設置產業所需之新科系，以前瞻性眼光培育國家未來產業

所需之人才，以便讓臺灣技職教育與產業發展攜手走在世界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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