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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推動產業實習教育之成效、問題與因應策略 
藍冠麟 

中華科技大學課務組組長暨文創與數位多媒體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我國技職教育曾為臺灣的經濟

發展提供大量產業技術人才，培育國

家各項建設所需的人力，近年來面對

國際競爭及產業變遷，學校所培養的

人才來不及反應產業發展之需求，造

成學生能力不符產業所需人才之現

象，因此，技專校院不斷反省自身定

位，調整教學內容與時俱進，培養可

支撐產業的技術人才。 

目前技專校院積極推動產業實

習教育，產業界也紛紛加入培育未來

所需技術人員的工作，透過產業與技

專校院的分工，提供學生學用合一的

實習教育，然而實習教育之成效及其

衍生之問題和相關因應策略是各校

所面臨的挑戰，如何真正落實實習教

育降低學用落差，創造學生、企業與

學校三贏的局面是我們所期待的。 

二、產業實習教育推動之背景 

教育部 2009 年頒布「補助技專

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鼓

勵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並在

2010 年和 2013 年分別提出「技職教

育再造方案」和「第二期技職教育再

造方案」，回應社會大眾對於技職教

育的期待，並要求技專校院能依社會

和產業之需求，調整課程內容和落實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教育部，2010；

2013）。教育部於 2015 年發布《技術

及職業教育法》，規範各校每年須實

施實習課程績效自我評量。行政院

2017 年公佈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

綱領」指出需更落實產業實習機制培

育適應時代變遷、具備競爭力之新世

代人才（行政院，2017）。各技專校

院越來越重視產業實習的重要性，而

校外實習課程落實與否，有賴於學校

及企業有效的支持及家長的態度與

學生的參與。在學校方面，將可有效

利用社會與企業之資源，延伸實務教

學之場域，進而建構學校之產業特

色；對於參與之企業而言，也可以透

過與青年學生儘早接觸，選擇更符合

企業精神之學生，同時，也讓產業界

之問題經由學生之實習參與，帶回教

室、實驗室中研究解決，有效利用學

校龐大之研究資源，做為企業之研發

後盾（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

平台，2016）。如何讓每位學生透過

良好的產業實習經驗，更清楚未來方

向，具備就業力是技專校院的產業實

習教育的目的。 

三、產業實習教育推動之成效 

技專校院透過產學互動方式推動

產業實習教育，緊密結合產學合作培

育方式，提供產業所需人才。各校在

推動產業實習教育的作業流程上分為

實習前、實習中、實習後三個階段進

行，產業實習教育之成效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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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習前，擬定相關辦法、進行專

業課程銜接及合作機構篩選 

產業實習納入正規課程，採計學

分數，實習課程規劃由系科訂定，發

展核心能力課程，透過實習課程培養

具有專業性之實務型人才。而實習內

容與系科專業的相關性也要考量。此

外技專校院亦可與國內各產業知名企

業合作，建立產學合作專班，在企業

相關部門學習，獲得實務上學習機

會，同時提供專業知識進修管道，完

成學位後可在同一企業銜接就業。 

實習前由校方擬定產業實習相關

辦法使學生實習有所規範，並成立校

外實習委員會進行實習相關作業內容

及程序評估，各系科及校方實習專責

單位提供實習機會的相關訊息，由各

系進行實習單位的媒合、面試與簽

約，並辦理實習座談會及協助學生投

保意外險。 

(二) 實習中，啟動實習輔導機制 

學生前往實習機構實習，由實習

機構指導老師依據實習個別計畫給予

實習任務及相關實務訓練，系科實習

輔導老師則於學生實習期間前往實習

機構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並協助解決

學生實習所遭遇的困境或不適應問

題，學生若因故無法完成實習，系科

實習輔導老師應協助學生轉換實習機

構或輔導返校上課。 

 

 

(三) 實習後，評量學生實習成效 

學生完成實習後，應繳交實習心

得報告，學校單位除了評定實習成績

採計學分外，同時進行學生實習的反

饋機制，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實習

滿意度，並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或實

習經驗分享座談會。 

四、產業實習教育推動之問題與

因應策略 

教育部已將產業實習教育的相關

規範框架好，要求各校遵照執行並與

產業進行串連，希望學校跟企業界進

行產學合作推動實習教育，落實技職

教育「務實致用」的宗旨。然而實習

教育的落實並非依靠單方面的制度規

範，亦需經由學校實習輔導老師、參

與實習學生、產業指導教師三方共同

執行缺一不可，完善的實習教育機制

規劃下，實際推動過程中仍潛藏許多

問題，其相關因應策略從課程規劃、

教師專業、學生證照、實習前訓練、

篩選機制、爭議處理等面向分述如下： 

(一) 專業課程與產業實務的鏈結 

技專校院以培養學生的實務技能為

首要工作，其課程規劃應重於未來職場上

所需的技術能力（黃能堂，2011）。產業

實習教育不僅是學校課程規劃的開展，亦

是教師對於校內課堂教學的延伸，實習要

有成效，教師應發揮專業落實產學合作，

課程應深化與實習產業的鏈結，邀請產業

代表共同規劃課程調整方向及瞭解產業

所需職能，學校教學內容與學習環境才能

更貼近產業實際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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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專業職能與產業實務的銜接 

產業變化幅度快，技專校院的專

任師資如果沒有時時注意產業最新的

脈動，強化專業職能，容易與產業出

現明顯落差。教師可從與實習機構簽

訂產學合作中與機構產生研究與互動

的機會，引進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將

業界最新技術和理論納入課程，保持

與產業最新技術的專業教學，來滾動

式修正課程規劃表，並將不合時宜課

程剔除，以維繫與產業實務同步的教

師職能。 

此外，實習輔導老師應俱備業界

相關領域經驗，專業性不可偏廢，否

則只能協助學生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無法提供專業知能上的指導，可透過

實習教育規劃學習的方針，針對學生

的學用落差適時提供給系科專業課程

建議與調整。 

(三) 實習學生職前訓練的落實 

實習輔導教師與產業指導教師對

於實習課程的規劃應有共識，藉由協

助學生共同擬訂實習個別計畫，針對

學生的能力給予相關的學習成長課

程，完成實習機構的任務指標。各校

亦可規劃實習前的數位課程讓學生瞭

解實習所需具備的工作態度，像是實

習倫理、實習安全、實習履歷……等。 

(四) 學生考照證能合一的推動 

現在許多學生，為了能夠達到畢

業門檻，考了許多的專業證照，擁有

多張證照但與實習職場相關的卻極為

有限。學校系科應明確引導學生考取

職場所需的證照，落實證照與能力合

一，提升專業證照之效用，並根據系

科課程地圖，開設專業證照輔導班，

讓學生在基本能力之上習得該領域的

專業技能，進而考取職場所需的專業

證照，具備專業實作能力，應用在實

習場域中，將更具效益。 

(五) 合法實習機構與實習內容的認定 

各校雖有完整的實習機制，實習

辦法中提到合法設立之實習機構，但

是否每個合法設立的實習機構都適合

學生實習，由於實習的審核，往往只

確認機構之統編、經濟部稅務營業項

目，以此來認定為合宜實習工作內

容，對於學生來說未免太沒有保障。 

基於上述理由，各系的實習委員

對於學生的實習單位及實習工作內容

應有更多的認識，建立長期優質合作

的產業實習機構伙伴，讓學生從入學

時就瞭解系所與未來產業連結的相關

性，並清楚產業實習所需具備的關鍵

職能，促使技職教育與職業訓練接

軌，並保有學生的選擇權及學習自主

的機會。 

(六) 實習機構與學生良好關係的建立 

近期屢屢發生實習學生的勞動權

益問題，且申訴無門，實習學生的勞

動權益開始被討論。技專校院的實習

樣態多元，教育部也指出無法適用勞

基法，考慮另立專法處理，以保障學

生實習之權益。實習生如有適應不良

或權益問題，多半只能向校內諮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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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但學校實習輔導老師的法律專

業度、配置人力比皆會影響學生能否

獲得適當協助與申訴機會。學校與產

業單位應有健全的申訴機制及輔導措

施，讓學生的問題能真正獲得解決，

根本之道是建構完善的實習規劃，尊

重學生的學習選擇權，以降低學生不

適應及轉換實習機構的機率。此外，

期盼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也能善

盡社會責任，對於共同培育人才貢獻

一份心力。 

五、結論與建議 

技專校院透過完善的實習課程規

劃及產業提供的實務實習場域，促使

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增加學生於

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力，培養實作技

術與實務能力，實習機構的篩選需經

學校評估合格，實習工作性質需與就

讀系科相關，可降低學生實習產生的

學習落差及淪為業界的廉價勞工問

題。 

產業端給予學生職場中的實作課

程，應確實教導學生實務操作，以提

升學生的專業就業力，進而培育具有

專業知識及符合業界所需的人才，縮

減學用落差。 

最重要的是，技專校院的教師應

把學生產業實習做為教學、輔導與服

務、研究之延伸，產業實習教育的推

動才能真正合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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