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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將大學生培養成為產業歡迎的人

才，是目前各大專院校招生的重要口

號與目標；而就業比率的數字，則是

目前大學生選擇學校的重要指標，因

此，在大學四年的期間，以專業技能

學習為重，結合產業，能提供體驗職

業情境、認知產業特性、建立職場職

能與實踐專業能力的發揮場域，因

此，如何以學生為中心的方式，去促

使大學生在職場中，順利將理論與實

務運用得宜，產學合作的方式將會是

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二、產學合作的方式 

產學合作以學生為中心，期待能

在實施期間，讓學生在學校中便能瞭

解產業現況及所需的知識技能與能

力，而各產業也積極配合，期望學生

能進入職場後迅速與社會接軌，除了

發揮專業技能外，也能將生活禮儀與

職場應對之運用合宜，加速學生適應

職場的能力、縮短其探索產業的摸索

期，而目前產業與大學教育合作的方

式如下： 

(一) 業界講師授課 

在學期課程中，依學分數的比

重，學期期間約二至三堂課，邀請業

界講師（後文簡稱業師）至課堂上授

課，講授該學系相關產業目前所需人

才特質與產業發展之趨勢，期望學生

對於自我之職場競爭力有所反思，警

醒並激勵所要學習的專業核心能力與

技巧，此方式並不單以大四畢業生為

主，而是每年級皆會安排業師授課，

才能有效地促進學習的每個階段之學

習動機。 

學生對於業師的講授內容，大多

學習意願較高、也較有興趣，但是由

於少子化的影響，校方為了留住學

生，其壓力影響到教師對於學生之學

習態度與專科學習成果皆不敢要求，

即便業師受邀至課堂上分享講授，往

往花了更多時間強調職場禮儀，對於

遲到、教室內用餐、使用手機及言語

不當等情形，藉由實際的反應職場主

管對於新鮮人的要求，即「應有的認

真態度」，希望讓學生反思自我的行為

必需盡快調整。然而，無奈業師大多

為一次性課程，並無系統性的課程安

排，無法瞭解完整之學生學習的概

況，因此，若是短時間的授課，只能

協助學生改善其生活禮儀，並了解職

場禮儀的重要性，故「良好的第一印

象」及「禮儀態度」可能為業師講授

內容的優先重點。 

(二) 安排實習制度 

三年級與四年級的大學生，多以

開始安排實習，由學校固定配合的產

業如企業公司、政府機構、社會組織

等，透過產業開出的條件與學生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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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進行媒合，便開始為期二至三個月

的實習生活，學生藉此實習的機會，

親身體驗此產業的脈動、職場的步調

與評估未來職涯之適合程度；產業能

藉機網羅人才或進一步瞭解當前學生

的工作態度與專業能力，作為將來招

募新鮮人的條件參考。 

然而，產業緊湊的行程與繁忙的

工作，實際上能帶給實習學生的教導

非常有限，故在實習期間，通常以簡

單的庶務工作為主，若實習學生有好

的觀察力、較快的適應力，加上一定

程度的工作效率，以及應對禮貌與表

達口條，才較有機會使主管有意願給

予稍有難度的任務，才可能從二至三

個月的實習期間，接觸到較有深度或

難度的工作項目，以覺察體驗到實務

學習的收穫，較能實際感受到實習期

間所帶來的幫助，反之，則實習學生

未能明確地知道如何加強其不足之

處。是故，實習學生的學習效果，不

僅是要有實習的「空間」，更要讓學生

知曉「自身的努力與態度」，以及與現

場前輩的「良性互動」，皆為實習高成

效之關鍵因素。 

(三) 校園徵才活動 

近年來校園徴才是學校的一大盛

事，也是學生極積參與的項目，而校

園徵才的形式豐富，舉辦之目的不僅

有招募應屆畢業生的新鮮人面試活

動，更有招募在校學生之實習活動，

主要動機來自於產業欲避免雙方期待

的落差所造成的資源浪費，以及降低

招募成本，故規劃在校學生之暑期實

習計劃，分派單位主管帶領實習學生

進行專案，在二個月內經由主管評

估，若表現優良亦有獎金發放，不僅

激勵實習學生的工作動機、提高對實

習單位的信任感與滿意度，未來亦可

提高獲得此正式工作的機會。 

大學生經由校園徵才的方式進入

職場，如同求職者的履歷需經過公司

主管的篩選，公司亦會安排大學生進

行面試，以了解學生選擇其工作的動

機，提高工作意願。對於學生本身，

透過校園徵才的活動，有效地思考評

估自我的生涯規劃，更能身歷其境以

體會求職面試的過程，進入職場的心

態自然與其在學校有所不同，亦讓在

校學生也能提早體驗職場的生態。 

三、優劣勢比較 

上述談論以學生為中心之產學合

作方式有三：業界講師授課、實習制

度安排、校園徵才活動等，其細部項

目已於前文敘述，便以表格呈現其優

劣勢比較，如下表所示。 

表 1 不同產學合作方式之優劣勢比較 

方式 優勢 劣勢 

業師

授課 

效率高，時間短，

能初步瞭解產業

與需求 

學生學習力不

彰，積極度差 

實習

制度 

親身體驗職場氛

圍，讓學生視野

有所不同 

時間短，適應後

便需離開，多為

庶務工作讓學生

覺得疲乏 

校園

徴才 

主動性高，從履

歷撰寫也檢視能

力與專業，企業

有規劃的執行，

避免單調庶務的

項目重覆 

校園徵才項目與

需求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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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在1111人力銀行於2015年調查顯

示，企業進用新鮮人的六項指標中，

「團隊與合作能力」、「學習能力與可

塑造性」及「溝通與表達能力」較受

企業重視，更勝「專業知識技術」、「創

意創新能力」、「全球移動力」等項目，

由此瞭解產業希望畢業生盡快融入團

隊，更勝於在專業上的立即貢獻。 

產業與學校的教育分工方式，需

才能與職能並重，學校多以專業技能

為主，稱之為才能；而產業所需的職

能，是提高個人與組織之現在與未來

績效所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與能力（朱

子君，2010）。 

(二) 建議 

綜合以上產業與學校的教育分工

方式，給予建議如下： 

1. 安排系統性的教育分工 

分別針對大學部四個年級的學

生，應以其特質、期望、能力等需求，

以不同的目的，進行業師安排與實習

課程，不僅可累積學生的實務經驗，

更可擴展其實習領域之廣度與深度。 

2. 校園徴才的產業更為廣泛 

大學所屬科系是否為將來就業的

方向，一直是許多學生所思考的問

題，依據筆者的教學經驗，發覺學生

勇於嘗試，去探索不同領域而激發出

創新花火，逐步塑形自我的生涯規

劃，因此，校園徴才的項目若更多元

化，讓學生有更多選擇去探索興趣，

更能有不同的視野，以更完整地規劃

未來，相對來說，產業亦可吸引到不

同類型的人才，創造更多元化的發展

空間。 

3. 產業與學校教育的配合 

在學生實習的期間，學校老師往

往不瞭解其產業的變動與需求，對於

學生實習的狀況也很難完整掌握，對

於後續之引導與改善建議也就無法到

位，造成了學生無法有效結合學校教

育與實務經驗，這樣的學習落差可能

導致學生無法有效地提升自我不足之

處，建議在實習之前，該實習單位能

至學校說明企業文化及注意事項，讓

學生能注重此次實習機會之難得，更

進一步地，學校老師在實習過程中亦

安排到產業觀察學生的實際情況，適

當地、即時地給予學生之實習評量及

建議，期望以此方式，能讓產業與學

校之雙方配合度愈高，以達成最佳的

實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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