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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中校長 

 

一、前言 

臺灣作為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國家，海事和水產業對其國民經濟和民生保障

至關重要。隨著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加速，這些行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

戰，對相關技職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一背景下，海事水產技職教育的群

科分類顯得尤為重要，因其直接影響專業人才的培養方向和質量。現行教育體系

是否能及時因應行業需求，培養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人才，是技職教育改革亟

需解決的問題（教育部，2018）。 

本文旨在通過對臺灣海事水產技職教育現況的分析、存在問題及挑戰的探

討，以及國際借鑑的比較，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進建議。期望為相關教育主管部門

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參考，進一步推動臺灣海事水產技職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提

升其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鄭青青、丁學勤，2023）。 

二、現況分析 

臺灣的海事水產類技職教育分為海事群和水產群，涵蓋多個專業領域。海事

群包括航海科和輪機科，涉及船舶金工、機電控制、動力、維護等技能領域；水

產群包括水產養殖科和漁業科，涵蓋漁業、水域活動安全、養殖等技能領域。這

些群科分類旨在全面涵蓋基礎理論和實務操作，培養具備專業技能和實踐能力的

高素質人才（教育部，2018）。 

然而，現行課程設置往往滯後於行業發展，未能及時涵蓋智能船舶、無人機

及智慧養殖等新興技術，導致學生難以迅速適應市場需求（許永昌，2022）。 

三、問題與挑戰 

現行海事水產類技職教育體系中，群科分類策略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這些

問題不僅影響教育質量，也對學生的職業發展和行業的可持續發展產生深遠影

響。以下是主要問題和挑戰的詳細分析： 

(一) 課程設置滯後性 

現行課程設置往往滯後於行業發展步伐，未能及時涵蓋如智能船舶、無人機

及智慧養殖漁業等新興技術，導致學生無法迅速適應市場需求，影響其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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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對行業需求的響應能力（鄭青青、丁學勤，2023）。 

(二) 專業細分與靈活性不足 

現行專業課程設置過於細分，導致學生在求職過程中缺乏靈活性和適應性，

顯示出教育體系與行業需求間的脫節，課程內容過於狹窄，學生缺乏跨領域知識

和技能。海事水產群科內的四個科別（航海科、輪機科、水產養殖科、漁業科）

設置過於細分，使學生僅具備特定領域知識和技能，難以應對跨領域需求，限制

了學生的發展潛力（林永豐，2017）。 

(三) 實踐與理論脫節 

現行教育體系中，理論教學偏重而實作課程不足，學生在畢業後需花費大量

時間和精力進行適應和再學習，影響教育質量和學生的職業自信心（楊瑞明、鄭

博元，2019）。 

四、國際借鑑 

在全球範圍內，許多國家在海事水產技職教育課程規劃及與業界合作方面積

累了豐富的經驗，包括： 

(一) 德國 

德國的雙元制教育模式將學校教育與企業實習緊密結合。德國的海事技職院

校設有專門的合作企業名單，學生在學校接受理論教育的同時，還能在企業進行

長期實習，確保他們能夠在多樣化的專業領域中靈活運用所學知識（郭俊良、曾

維國、丁士展，2011）。 

(二) 日本 

日本的海事技職教育強調跨領域的綜合素質培養，不僅專注於專業知識和技

能的傳授，還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非常緊密。學生在校期間有大量機會參與企業實

習。例如，日本的漁業技職院校與當地漁業公司合作，讓學生參與智慧養殖和可

持續漁業管理的實踐操作，使其畢業後能迅速適應市場需求（張正杰、嚴佳代、

呂佳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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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加坡 

新加坡的技職教育體系以其高效和精確的專業設置而聞名。新加坡根據市場

需求設置專業，並定期進行評估和調整，確保教育體系能夠適應經濟和技術的變

化。例如，新加坡的海事技職院校每年都會與政府和行業代表舉行會議，評估現

有課程和專業設置，並根據市場需求進行調整，確保學生具備多樣化的技能（楊

瑞明、鄭博元，2019）。 

(四) 韓國 

韓國的技職教育強調高科技和創新，特別是在海事和水產領域。韓國積極引

入先進技術和設備，確保學生能夠學習和實踐最新的智能船舶技術和自動化養殖

技術。韓國政府也積極推動產學合作，提供豐富的實習和就業機會，使學生能夠

靈活應對市場需求（胡茹萍，2010）。 

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靈活的課程設置、緊密的產學合作以及跨領域的

綜合素質培養對提升技職教育質量至關重要（鄭青青、丁學勤，2023）。 

五、建議與對策 

針對現行海事水產類教育體系在群科分類上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提出以下

建議與對策： 

(一) 強化課程設置的靈活性與前瞻性 

教育單位應加強與行業協會和企業的聯繫，確保課程設置能夠及時反映最新

的技術發展和市場需求。應定期進行課程評估與更新，特別是納入智能船舶、無

人機及智慧養殖等新興技術。此外，應鼓勵教師參與行業研討會和技術培訓，提

升其專業水平，從而更好地指導學生（教育部，2021）。 

(二) 加強產學攜手合作 

推動技職院校與海事和水產相關企業建立長期合作關係，通過業師教學、業

界實習和產學攜手合作等方式，增強學生的實踐能力和職業適應性。例如，航海

科和輪機科的學生可以在海運公司和造船廠進行實習，學習船舶操作與維護的實

際技能。水產養殖科和漁業科的學生則可以在漁業公司和養殖場實習，獲得智慧

養殖和漁業管理的實踐經驗。企業應積極參與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提供最新的

海事設備和水產技術，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接觸到真實的行業環境和工作需

求（楊瑞明、鄭博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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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群科配置均衡化 

群科配置均衡化指的是確保各專業科別之間的資源分配、課程設置和實習機

會相對均衡，避免某些科別資源過多而其他科別資源不足。為達成這一目標，海

事水產群可採取以下措施： 

首先，政府和教育單位應確保各專業科別在經費、設備和師資力量上的均衡

分配，確保航海科、輪機科、水產養殖科和漁業科在實驗設備、教學資源和實習

場域等方面獲得相應支持。其次，在課程設置上，應考慮各專業科別的特性和需

求，設置全面的核心課程和選修課程，避免偏重某些領域。最後，確保各專業科

別的學生能獲得平等的實習機會，通過與不同行業企業合作，提供多樣化的實習

機構，使所有學生都能接觸到實際工作環境，獲得實踐經驗（許永昌，2022）。 

(四) 強化教育專業素養 

針對海事和水產群，應加強專業素養的培訓，確保學生在校期間能夠充分接

觸和掌握實際操作技能。例如，航海科學生應接受航行模擬訓練和實際航行操作，

輪機科學生應參與機械維護和船舶動力系統的實際操作訓練。水產養殖科和漁業

科的學生應深入參與養殖場和漁業公司的實地操作，學習最新的養殖技術和漁業

管理方法。學校應建立完善的實作教學場域，制定實習標準和評估機制，確保實

作教學的質量和效果，培養學生在海事和水產行業中的競爭力和適應力（李怡穎，

2019）。 

通過上述措施的實施，可以有效提升海事水產技職教育的質量，增強學生的

職業競爭力，推動臺灣技職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提升其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教

育部，2021）。 

六、未來展望 

在全球化與科技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臺灣的海事水產類技職教育面臨著重大

的挑戰與機遇，現行教育體系在群科分類策略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影響了教育品

質和學生的職業發展。本文通過現況分析和國際借鑑的比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

改進建議，包括：強化課程設置的靈活性與前瞻性、加強產學攜手合作、群科配

置均衡化及強化教育專業素養；這些策略的實施將有助於提升臺灣海事水產類技

職教育的品質，適應產業發展的需求，增強學生的職業競爭力。希望這些建議能

夠為相關部門提供參考，促進臺灣海事水產類技職教育的持續發展，提升其在國

際市場中的競爭力，為產業培養更多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周祝瑛，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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