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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外語群科之調整 
陳涵瑋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應用英語科科主任 

 

一、前言 

針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技高或高職）外語群之群科分類議題，

本文首先分析外語群學生的升學與就業現況，接續提出對群科分類的見解。 

以往探討台灣技職教育，常有出現「升學與就業」定位的衝突點。雖然技職

教育的設立初衷為「強化產學合作、培育產業人才」，讓學生畢業即就業，但在

目前現實狀況，似乎現況有違。一方面，技職體系應用外語相關科系因為課程設

計的多元化，開啟了學生就業的多元管道。相對的，外語科系的學生在就業定位

上，比起其他的專業學系更加模糊。因此，學生就業的定位上，自然是以結合產

業需求的實務工作為訴求重點。然而，在技高學習階段，就讀外語群的學生，要

在完成技高階段則靠語言專業投入就業市場，難度極高，一則是對於投入的行業

專業知識不足，二則與職場上要求的心智與行為成熟度不一，因此在技高外語群

學生畢業即邁向就業的比率不高。 

另一方面，自 80 年代起，政府推動教育改革且大量技職校院改制升格，暢

通技職體系升學管道，導致技高教育早已逐漸轉為升學取向。教育部（2023）資

料顯示，106-110 學學年，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畢業生的升學率在過去五年都

達到八成，且外語群應屆畢業生就業率皆敬陪末座。 

綜合以上現象，現階段技高外語群的趨勢自然為轉向技專院校的預備教育，

因此課程設計應以提升學生基礎與進階語文能力、語言溝通應用相關技能為主，

並輔以試探其他專業行業，如此可以提早職涯定向，順利銜接技專院校。 

二、強化「群」的概念 

重新檢視目前技高階段的群科分類，外語群隸屬商業類，其下分為應用英語

科與應用日語科。然而，語言應用並非只對應到商業類。根據語言本身屬性，建

議直接新增「外語類」，使技職體系中可拓展的應用語言領域更加多元，並由各

校自主規劃符合校本特色的專業類群與職群進路。 

此外，隨著時代演變與科技進展，各行各業所需技能趨向多元，不再單一化，

再者，多種語言的應用與交流成為普遍現象。外語群課程可採用群集教育的課程

概念設計，強化「群」的概念（Maley, 1975）。外語群名稱可改為「應用外語群」，

以強調技職教育體系的語文類科的實務應用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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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現有的英語、日語外，若相關師資、課程、資源配套完善搭配下，還可

依照區域或校本特色需求增設其他語言類別，如韓語、德語、法語，甚至阿拉伯

語或東協國家常用語言，供外語群學生修習。多種語言類別的設置需考量是否獨

立成科別、學程或僅作為第二外語學習，這涉及結構性問題與調整，也需探討後

續的分流學習。因此，在下一波課綱到來前，我們需深入思考這些問題。此外，

現行技高階段外語群課綱設計，部分理念已具備群集教育概念，包括： 

(一) 共通技能 

課程強調語言運用、跨文化交流等共通技能，適用於多種職業，讓學生在未

來不同職業間更容易轉換。 

(二) 進階訓練準備 

基礎和高級語言課程為進一步的專業訓練做好準備，學生可在此基礎上進行

更深入的學習和專業發展。 

(三) 多職業準備 

外語群課程涵蓋語言技能和專業領域結合之課程，讓學生具備進入不同職業

的能力，如商務、旅遊、科技等。 

(四) 職涯探索 

技高階段外語群是利用學習語言期間同時進行職涯探索的最佳時期，學生可

根據興趣和職業規劃進行選擇，為進入技專院校或職場做好充分準備。 

三、未來建議方向 

以上概念，多數隱含於現行外語群課綱設計中。於此，若未來技高外語群能

以「群」的概念進行課程規劃發展，筆者提出初淺建議方向，提供未來促參執行

層面之參考： 

(一) 十年級強化群基礎共通技能 

選擇外語群就讀的學生，高一以部定專業及實習科目作為整體語言學習的培

養，並試探對於語言類別的興趣與掌握度。因此在部定專業及實習科目部分，目

前現行為英語文技能領域與日語文技能領域要求應用英語科與應用日語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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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別修習初階四學分，建議在學分調整與師資允許狀況下，學生必修至少兩種語

言(以該校所開設之科別為主)之初階課程，主要探索自身語言習得過程與對不同

語言之興趣。校訂科目，建議增加語言運用與學習策略、數位能力運用、世界文

化背景、跨文化議題與溝通、國際觀念培養等概括性課程，培養外語群學生群基

礎共通技能。 

(二) 十一年級進行分科分流 

因應未來外語群科可調整為多種語言類別的設置可能，則須連動調整目前三

大技能領域「職場實務技能領域」、「英語文技能領域」、「日語文技能領域」之分

類。該年級進行分科分流後，除持續語言技能的中期與進階培養外，則重點必修

或選修課程，則是將課程設計實用化，結合其他專業領域，培養學生將語言應用

於不同職業的能力，如觀光餐飲、新聞翻譯、商務書信等多元範疇。此階段亦提

供學生不同專業的職涯試探。 

(三) 十二年級縱橫連結策略 

延續十一年級學生之進階訓練外，建議重點除了準備統測考科外，宜規劃短

期三個月短期業界實習或科大預修課程。此短期學習成果，可以納入技專院校的

招生選才入學管道甄選重要評量之一。當然此部分的落實，有待產業與技專院校

共同合作，否則難以單靠技高端獨自努力而成功。以宏觀角度審視，若大專院校

願意與技高端縱向聯繫且有縝密規劃，進行一貫課程設計，並有系統地橫向與產

業攜手合作，則可大幅優化目前技高端應用外語人才培育制度。 

四、結語 

本文探討外語群科分類議題，是根據目前教學現場的觀察，旨在提供一些見

解，並非要改變現有組織架構。欲將現行制度從科為本位調整為群為主體的課程

綱要，涉及課程綱要、課程教學安排、評量、師資、升學就業進路等多方面，皆

需要嚴謹審慎規劃。筆者是對技高外語群師生在目前以升學為導向的趨勢產生困

惑而有所感觸。同時隨著科技與人工智慧的不斷進步，許多言論認為 AI 將取代

個人外語學習，這令人擔憂會使有意願就讀外語群的學生人數逐漸降低。若未來

能以「群」為核心，作為外語群的整體課程規劃發展方向，將使技高階段應用語

言領域更加多元，更貼近校本特色，亦能為外語群學生提供更寬廣的職涯發展學

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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