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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0 學年度畢業的高三學生，不但是 108 新課綱實施後第一批畢業生，也是

三年就讀期間歷經風風雨雨的新冠疫情洗禮的學生。新冠疫情從 108 年初開始，

而這一批學生就是同年度下半年（108 學年度）入學高中就讀，到了 109 年 5 月

鑑於國內外疫情方興未艾，教育部於是宣布 5 月 19 日開始停課居家線上學習直

至 6 月底（教育部，2021）。其後雖然未再全國性停課，但染疫人數不減反增（詳

下表 2022 年度），因此各校或各縣市可能因應不同的染疫案例數目而有局部性的

班級或全校性停課，由於並非全國性停課，因此無法查核究竟有多少學生經歷多

少停課不停學的日子。如表 1 所示，一直到 112 年的 4 月份開始國內染疫人數才

大幅下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2024）。 

表 1 108~110 學年度時程與新冠疫情期間感染案例數對應表 

新冠疫情 年度 月 通報感染人數(人) 

新冠疫情開始 2020 1~7 467 

108 學年度高一上半年度 2020 8~12 332 

108 學年度高一下半年度 2021 1~4 329 

疫情停課居家線上學習（5/19~6/28） 2021 5~7 13,670 

109 學年度高二上半年度 2021 8~12 2,252 

109 學年度高二下半年度 2022 1~7 4,587,306 

110 學年度高三上半年度 2022 8~12 4,268,223 

110 學年度高三下半年度 2023 1~4 1,367,174 

後中資料庫問卷高三生離校前調查 

（高三學生畢業離校前完成填答） 
2023 4~7 60 

高三畢業 2023 6 1,68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2024) 

高中三年期間除了新冠疫情的洗禮，110 學年度高中畢業生也是第一年接受

108 新課綱實施的學生，雖然在這之前有前導學校先模擬施作，但畢竟僅止於模

擬階段（教育部，2022；國教署，2018a；國教署，2018b），各中小學真正實踐此

一新課綱都是從 108 學年度開始，許多新制、新課程、乃至學習歷程檔案的入學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3），頁 91-99 

 

自由評論 

 

第 92 頁 

大學改革新制，新課綱首屆高中生，乃至於學校師長可說是衝擊最大的族群。 

對決大多數的人而言，歷經其中一個新制或是世紀疫情已經是少見了，何況

兩種特殊情況都身歷其境雖然難謂「絕後」，但如果說是「空前」大概沒有人會

否認。正因為情況特殊、也難有其他時期有類似案例可以比較，因此研究者好奇

這群高中生，特別是群科學生（過去稱為高職學生）三年的群科專業學習概況。

以目前的學校體制包含技術型高中與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的學生，為避免忽略

或是誤以為只有其中一種學制或學校的群科學生，因此以下本文將以「技職群科」

學生統稱這兩種學制學校之職業群科學生。 

從七零年代開始，技職群科學生大約佔整個後期中等教育（簡稱高中）學生

人數的七成，現在依舊維持五成左右的比率（劉祖華、劉豐，2022），換言之，

技職群科體制與學生本應該是獲得社會較大關注的多數族群，但由於「書中自有

黃金屋」的傳統社會價值觀，技職體系學生獲得整個社會或媒體的青睞不如普通

高中體系學生的現象由來已久（鄭慶民，2023）。本研究因此擬聚焦在這群 15 歲

國中畢業即選定一個技職群科就讀的青少年，探討在三年就讀期歷經新冠疫情與

首批接受高中新課綱的這群青少年之專業學習興趣改變情形，以及如果有機會重

新來過，這群學生選擇就讀的這個學校（本研究稱為「學校忠誠度」）、這個群科

（本研究稱為「群科忠誠度」）之意願或程度又是如何，亦即，這群經歷過 108 新

課綱與新冠疫情洗禮的年輕人是否仍會愛其所選？具體之研究問題如下： 

1. 技職群科學生在三年就讀期間歷經疫情其專業學習興趣改變程度如何？不

同程度之興趣改變者其分佈為何？ 

2.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技職群科學生在高三離校前仍會選擇就讀該群科嗎？重

選意願不同程度別的學生分佈為何？ 

3.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技職群科學生在高三離校前仍會選擇就讀該校嗎？重選

意願不同程度別的學生分佈為何？ 

4. 歷經疫情之技職群科學生專業學習興趣改變程度，和以上第 2、3 研究問題

交叉分佈情形如何？ 

二、資料來源與變項說明 

(一) 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臺灣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以下簡稱：後中資料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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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高三學生離校調查資料（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1）。針對「110 學年

度高中生三年級離校前調查問卷認知訪談會後版」針對高三在離校前進行網路問

卷調查，針對高中生在校三年各項學習概況進行調查，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

第一部份高中前學習情況、第二部份高中生活與學習經驗、第三部份 108 課綱實

施情況、第四部份專業群科/專門學程學習經驗、第五部份關於學校、第六部份未

來規劃、第七部份關於你、第八部份家庭狀況和第九部份開放式意見等。 

本研究採用「110 學年度高三學生離校前問卷調查」，本次調查時間為 111 年

2 月 15 日起至 111 年 5 月 31 日前止，屬於後中資料庫下「高三離校前的認知

訪談資料庫」的例行調查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討學生在高一入學和高三畢業時對

於專業課程學習興趣之改變因素，所以分析內容主題包括：基本資料、專業群科

/專門學程學習經驗、關於學校狀況、高中生活與學習經驗和關於個人狀況等，調

查對象經過篩選就讀全國技術型高中三年級離校前的學生，作答有效樣本數共計

3,810 位。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統計軟體 SPSS 25.0 版軟體進行資料之統計分析，主要以描述性統

計分析，來探討技術型高中學生的專業科目學習興趣、重讀該校和重讀該科忠誠

度之相互關係之分析探討。為了深入瞭解技術型高中的學生，在經歷三年對於專

業科目學習後之狀況，本研究特篩選就讀於技術型高中各群科學生（包含普通高

中附設職業類科學生）進行分析，本研究以「技職群科學生」簡稱之。其中在高

三離校前調查問卷中，有一個題項為「和高一剛入學時相比，你對目前所就讀的

專業群科／專門學程的興趣變化如何？」（本研究稱其為「專業興趣變化」變項），

接受調查的學生可回應的選項包含「提高很多」、「提高一些」、「差不多」、「降低

一些」和「降低很多」等五項，本研究分別予以編碼為 2、1、0、-1、-2，因此觀

察值若為正值表示學生對專業群科的興趣提高，數字越大代表提高越多，反之，

若為負值則表示其興趣降低，其絕對值越大代表興趣降低越多。 

另有兩題問項分別為詢問高三學生「如果有機會可以重新選擇，你還會選擇

就讀這個群／科嗎？」（本研究稱其為「群科忠誠度」變項）以及「如果有機會

可以重新選擇，你還會選擇就讀這所學校嗎？」（本研究稱其為「學校忠誠度」

變項），兩題的回應選項相同，從「非常不願意」、「不願意」、「願意」到「非常

願意」。為便於分析本研究將此四個選項編碼為-2、-1、1、2，觀察值越高代表仍

會選擇該群科（或該校）的意願越高，反之代表意願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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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描述性統計結果與討論 

下表為三個變項之本研究樣本學生回應分佈與描述性統計一覽表。從下表可

以看出技職群科學生歷經三年後其專業興趣變化之平均值（標準差）為 .49

（1.114），代表整體而言，經過三年期間的就讀，技職群科學生的專業興趣變化

大約是略為提高，若以中位數來看，應該是落在「提高一些」這個選項；另外，

五個回應選項的分佈從「提高很多」到「降低很多」依序為 20.3%、30.3%、34.0%、

8.5%、6.9%，其中，佔比最高的是選擇「差不多」選項者，人數有 1/3 左右；若

將「提高很多」與「提高一些」合併來看佔比為 50.6%，意即超過一半以上的技

職群科學生的專業興趣是提高的，反之，最後兩個選項合併的學生人數比率僅為

15.5%（略少於 1/6）。 

換言之，經過三年的就讀，大約 1/3 的學生興趣變化持平，但有超過一半以

上的技職群科學生（50.6%）學習興趣是提高的，其中約有 1/5 的學生（20.3%）

為「提高很多」，也就是說每 5 位技職群科學生就有 1 個表示專業興趣提高很多，

另外，大約 6 位中有 1 位表達興趣程度降低，將較於一半以上的回應者提高興趣

而言，1/6 的比率是相對的低了許多。以上這個結果應該頗令人欣慰，尤其是這

批畢業生不但要學著適應 108 新課綱的新型態課程或是教師的教學安排，高一入

學開始多少就受到疫情威脅，雖然沒有馬上全國性的停課，但依據班級或全校染

疫人數標準或多或少都會有個別班級或學校停課的狀況。整體而言表 2 呈現的比

例分佈應是合理(廖信等，2019；王文溥，2024），值得未來的研究人員以類似的

資料持續觀察，俾能作為優化技高課程規劃與辦學之參考，特別是課程諮商師的

功能，也或有再強化的空間。 

表 2 技職群科學生專業興趣變化程度分佈一覽表 

專業興
趣變化
變項 

提高很多 提高一些 差不多 降低一些 降低很多 
平均值 

(標準差) 

20.3% 30.3% 34.0% 8.5% 6.9% 
0.49 

(1.114) 

 50.6% 34.0% 15.5%  

N=3.810 

下面兩個表件分別是彙整本研究樣本回應是否願意再選擇就讀該群科（表

3）或該校（表 4）之程度分佈。從表 3 可以看出，如果有機會重新來過，這群技

職群科學生（總樣本數 3,810 位）表達「非常願意」與「願意」程度者占比分別

為 17.0%與 51.7%，兩者合計為 68.7%；表達「不願意」、「非常不願意」者之比

例分別為 21.1%、10.2%，兩者合計 31.3%，平均值（0.44）接近「願意」和「不

願意」兩選項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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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技職群科學生群科忠誠度（仍會選擇就讀該群科）分佈一覽表 

群科忠誠度

變項 

非常願意 願意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平均值(標準差) 

17.0% 51.7% 21.1% 10.2% 0.44(1.274) 

 68.7% 31.3%  

N=3,810 

表 4 則顯示，如果有機會重新來過這群技職群科學生（總樣本數 3,803 位）

表達「非常願意」與「願意」程度者占比分別為 13.0%與 54.1%，兩者合計為 67.1%；

表達「不願意」、「非常不願意」者之比例分別為 21.2%、11.5%，兩者合計 32.7%，

平均值（0.36）介於「願意」和「不願意」兩選項中間。 

表 4 技職群科學生學校忠誠度（仍會選擇就讀該校）分佈一覽表 

學校忠誠度

變項 

非常願意 願意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平均值(標準差) 

13.0% 54.1% 21.2% 11.5% 0.36(1.268) 

 67.1% 32.7%  

N=3,803 

就表 3 與表 4 總的來說，仍有接近七成的技職群科學生經歷過三年的學習之

後表達，如果重新來過仍願意選擇目前就讀之群科（68.7%）或學校（67.1%），

兩個變項之中數應該也是落在「願意」這個選項，表達「不願意」之比率稍微高

於 3 成。這個結果意味著超過 2/3 的技職群科學生在歷經三年的學習之後，對於

剛入學的群科選擇不但沒有後悔，若有機會重選還是有意願選擇該群科或是該

校。這樣的比例不可謂不高，尤其技高群科課程包含 6 大類、15 群、超過一百個

科別，這對於 15 歲剛從國中畢業想要選擇某一個學校的某一個群科的難度可想

而知，加上如果申請學生人數超過錄取名額，尚有超額比序的程序，不確定性也

高，因此一個 15~18 歲的青少年如果能夠進入一個有興趣的群科、且三年不改其

志，這是何其幸運！ 

不過，這樣幸運的結局也不是巧合或是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可以達成，從國中

端到技高端學校師長的引導都是功不可沒。特別是這群進入技高群科就讀的家長

社經背景，通常都低於普通高中學生之家庭社經背景，來自低社經背景的學生在

升學過程更無從仰賴家長指導或是家庭資源的協助（黃敏雄，2021），除了學生自

己所能仰仗的也就是學校端的師長了，因此如果一個國中的每年畢業生有超過 5、

6成升讀技術型高中或是五專的話，這些國中的適性輔導機制也就益形重要了。 

由於問卷題目的回應選項設計不太一樣，因此表 3、4 的群科/學校忠誠度選

項分佈圖與表 2 難以對照，為了方便對照比較，研究者將表 2 中回應「差不多」

選項者（34.0%）將其平分為 2，17%歸入專業興趣「提高」端、另 17%歸入「降

低」端，然後將此 3 個調查結果彙整如表 5 所示，就可以看出技職群科學生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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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題目回應的一致性了。這個一致性呈現出一個趨勢，那就是技職群科學生到

了高三離校前回顧與審視自己的興趣與當初的選擇，多數（超過 2/3）的學生仍

是「愛其所選」－「愛」其高一入學時所「選」的群科與學校。由於本研究所申

請的資料是第一次針對高中三年級離校前所進行之調查，因此無從比較疫情之前

或是新課綱實施之前的狀況，所幸未來每年或每兩年應該仍會持續進行本調查，

期待後續研究者能夠持運用其後之資料進行監控與比較技高群科學生在就讀三

年後是否「愛其所選」的程度。 

表 5 技職群科學生群科專業興趣與群科/學校忠誠度分佈比較表 

選項別 

變項別 
提高很多/提高一些 降低一些/降低很多 

專業興趣變化 *67.6% *32.5% 

選項別 

便項別 
非常願意/願意 不願意/非常不願意 

群科忠誠度 68.7% 31.3% 

學校忠誠度 67.1% 32.7% 

N=3,803  *備註：「專業興趣變化」變項的「差不多」選項各分配 17.0%到左右兩端選項。 

表 6 與表 7 是將技職群科學生之專業興趣變化程度與群科/學校忠誠度予以

交叉分佈俾利解讀。表中標示黃底為橫向（列）比較樣本數最多的細格，兩個表

件的黃底細格排列呈現的趨勢看來，與學校忠誠度比起來，群科忠誠度與專業興

趣變化程度之相關性應該更高些，畢竟技高學生的群科專業是高中三年學習的重

點，花費的時間也最多，因此與其專業興趣變化有著比較高的關聯性也就可以理

解。後續研究者可以申請原始資料進行推論性統計考驗以期更能精準地了解彼此

之間的相關程度。 

表 6 專業興趣變化/群科忠誠度交叉分析表 

群科忠誠度 

專

專

業

興

趣

變

化 

 非常不願意 不願意 願意 非常願意 列合計人數(%) 

降低很多 135 71 49 9 264(6.9%) 

降低一些 32 158 116 16 322(8.5%) 

差不多 97 327 772 101 1297(34.0%) 

提高一些 65 189 738 163 1155(30.3%) 

提高很多 61 58 293 360 772(20.3%) 

欄合計 390(10.2%) 803(21.1%) 1968(51.7%) 649(17.0%) 3810(100.0%) 

N=3,810 

表 7 和表 6 還有另一個比較不同之處在於表 7 中專業興趣「降低一些」選項

的學生中，多數仍是「願意」選擇原就讀的學校，如表 6 同一位置的細格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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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興趣「降低一些」選項的學生中，多數卻是選擇「不願意」原就讀的群科，這

個比較結果意味著學生對於學校忠誠度是高於群科忠誠度的，也就是說，即使自

己的專業興趣有降低一些，還是願意選擇這個學校來就讀，看得出來技職群科學

生，也許不是全部，但就專業興趣將低些許的學生而言還是比較包容學校的選擇，

但對於群科則是愛惡分明—興趣降低就不會想要就讀原群科了！ 

表 7 專業興趣變化/學校忠誠度交叉分析表 

學校忠誠度 

專

業

興

趣

變

化 

 非常不願意 不願意 願意 非常願意 列合計人數(%) 

降低很多 101 76 75 12 264(6.9%) 

降低一些 51 99 151 21 322(8.5%) 

差不多 143 305 740 106 1,294(34.0%) 

提高一些 86 217 720 130 1,153(30.3%) 

提高很多 58 109 377 226 770(20.3%) 

欄合計 439(11.6%) 806(21.2%) 2,063(54.2%) 495(13%) 3,803 (100%) 

N=3,803 

四、結論 

從上節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與討論可以獲得以下結論： 

1. 歷經疫情洗禮後之技職群科學生在三年就讀期間專業學習興趣提升的同學

大約超過一半，維持不變者有 1/3，僅有 15.5%的學生表示某種程度的降低。 

2.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經歷疫情之技職群科學生在高三離校前仍會/不會選擇

就讀該群科之比例大約為 2 比 1，亦即超過 2/3 的學生表示仍會選其所選之

群科。 

3. 類似上項結論，如果可以重新選擇，經歷疫情之技職群科學生在高三離校前

仍會/不會選擇就讀該校之比例也是大約為 2 比 1，略為超過 2/3 的學生表示

仍會選其所選之學校。 

4. 經歷疫情後之技職群科學生之專業興趣變化分佈與學校忠誠度暨群科忠誠

度之分佈，三者之間的一致性頗高，意味著這些學生歷經三年的特殊經歷，

其專業興趣提高為多、且仍舊愛其所選之群科與學校。 

5. 從交叉分佈型態看起來，與學校忠誠度比起來，群科忠誠度與專業興趣變化

程度之相關性可能更高些，且技職群科學生對於學校選擇的容忍度或包容度

要高於群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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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結果可以歸納得到，在歷經多年新冠疫情挑戰，技職群科學生在三年

就讀期間仍然展現出強大的適應力與忠誠度。對於技職群科專業科目的學習興趣

上，仍然有超過一半的學生是屬於提升的。這個結果，顯示新冠疫情並未對大多

數學生的學習動機產生負面影響。同時，大部份的學生在回顧選擇時，仍會再次

選擇原先的群科與學校，展現對群科與學校的高度認同感，這些結果反映出，疫

情雖帶來挑戰，但技職教育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認同感整體呈現正向趨勢，彰顯其

對專業科目學習與選擇的堅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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