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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校外實習是一種學校與產業間合作的關係，我國政府自 1954 年頒布「建教

合作實施方案」後，學校及業界開始相互合作，使學生在理論與實務間交叉訓練

（陳錫鎬，1991）。2015 年 1 月政府訂頒《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其第 12 條明

定「學校得依科、系、所、學程之性質，開設相關實習課程。前項實習課程，如

為校外實習時，其實施方式、實習場所、師資、學分採計、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

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學校定之。」本文之「校外實習」係指學生於修習

專業課程至相當程度後，就學期間由學校安排至相關領域之企業或機構進行一定

期間之實務學習，將學校與實習單位所傳授之知識經由取得、轉化、內化並且加

以運用，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增加其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力，

以具體表現於學習成效的一個學習過程。 

長久以來，校外實習被視為可以帶來多贏的途徑，對學生來說，可以提早接

觸職場；對學校來說，可以利用業界的設備，降低教育成本；對企業來說，有更

多人才可以選擇，也可提早培育所需之人才。但對於人員流動率居高不下的餐旅

業而言，大多數學生在經歷校外實習後，只有少數學生畢業後選擇原本科系或專

業就業。本文將以大專餐旅實習面臨之問題，加以討論及提出建議。 

二、實習面臨問題 

校外實習已是《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明定的重點，大專餐旅實習之問題再時

間配合、專業訓練及福利制度方面，常有不少問題產生。 

(一) 實習制度 

目前國內大專院校餐旅科系校外實習分為新三明治實習、階梯式實習、假期

式實習、二階段式實習、混合式實習等五種實習制度。其中又以新三明治實習方

式廣泛被使用，因而產生許多問題。因為學生一、二年級在學校上課，三年級上、

下學期到業界進行實習課程，而於第四學年又回到學校上課。此種實習方式容易

造成以下幾個問題。 

1. 校內學習時間過短，使專業知識涵養不足，而密集的課程容易導致學生缺乏

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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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喪失寒暑假，因實習期間包括寒暑假，容易造成學生心理上不平衡，而影響

實習效果。 

3. 校內上課及校外實習循環體制，容易產生適應不良情形，因而無法專心學習，

甚或即將熟悉實習機構環境又要返回學校的中斷學習情形，不利技術扎根深

入。 

(二) 專業訓練 

曹勝雄、容繼業、劉麗雲（2000）指出，學生在實習機構所學的知識與技能

與在校內所學無法配合；在專業訓練上，除實習單位需要提供足夠的教育訓練

外，學校也必須給予學生正確的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能，才能使學生在校外實習期

間具有良好的表現。實習對專業訓練有其助益，但在學校與實習單位仍有一些問

題： 

1. 學校單位常見問題：學校課程安排鬆散、專業師資不足、專業教室不足及設

備老舊等，無法讓學生所學與業界接軌。 

2. 實習單位常見問題：未提供完善的實習培訓計畫，使實習生未能驗證學校課

堂所學的知識或經驗，無法提升自我專業能力的成長。 

(三) 福利制度 

實習生在實習部門內通常屬於位階較低的職位，常常受到不平等待遇，以下

為常見問題。 

1. 未依照《勞動基準法》規定，發放實習學生應有的最低基本工資。 

2. 超時工作，把實習生當廉價勞工，消耗其心志且降低工作效率。 

3. 節慶需分配禮盒販售業績，造成學生心理上壓力。 

4. 未提供員工宿舍，易造成學生作息上的不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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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進實習之策略 

(一) 實習時間分配 

為改善學生在校學習時間過短、喪失寒暑假期及校內上課與校外實習角色轉

換，可將新三明治實習方式改為階梯式實習或假期式實習。階梯式實習為一到三

年級在學校上課，四年級一整學年實施校外實習課程。此種方式增加了學生在校

學習時間，並且增強專業知識及技能，使校外實習成效更佳。假期式實習則可利

用學生課餘時間實習，較能改善循環體制下產生的適應不良情形。 

(二) 專業訓練 

若實習單位提供完整的訓練制度及未來升遷的機會，不僅可以增進學生實習

的學習興趣，更能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還能使學生畢業後留任於原單位的機率

大為提高，學校與業界可行的具體作法如下： 

學校： 

1. 引進業界專業師資，採產學雙師協同教學。 

2. 調整系上必、選修課程，使實習之專業訓練更容易與業界結合。 

3. 增加校內專業實習課程，提高學生實習前應有的先備知識、經驗與能力。 

4. 改善專業教室數量及設備汰舊換新，充實相關實習設施，使學生至實習現場

即能熟悉環境。 

業界： 

1. 提供完善的職前教育訓練及在職訓練課程，使實習生及早適應新環境。 

2. 針對實習生制定個別化實習培訓計畫，以成就每位學生。 

3. 再實習現場，訂定部門輪調機會，使學生學到職場的多元能力與經驗。 

4. 對實習學生實施定期考核及辦理競賽，激勵其專業成長。 

5. 採師徒教學制，以資深員工擔任師傅教學，帶領實習生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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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利制度 

在學生實習過程中，實習單位若能提供良好的實習環境及福利制度，則會提

高學生的工作意願，及未來從事本行業之意願。相關福利之改善意見如下： 

1. 依照《勞動基準法》規定，發放應給實習學生的薪資。 

2. 提供員工宿舍，並改善其生活作息，讓實習學生無後顧之憂及通勤之苦。 

3. 提供比照正職員工之其他相關獎金，例：三節獎金、業績獎金與生日禮物等。 

4. 提供其他福利措施，例：員工旅遊、部門聚餐與生日活動等福利。 

5. 給予年資累計，鼓勵實習生畢業後回原單位就職。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近來，政府積極推動「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即是希望藉此消弭或縮短大學

教育與就業市場需求之落差，提升畢業生就業力，以「強化務實致用特色發展」

及「落實培育技術人力角色」定位下，結合國家產業發展，培育具實作力、就業

力及競爭力之優質專業人才，以期為再造臺灣經濟發展，奠定厚實基礎。藉由校

外實習課程以提升技職校院畢業生就業能力，由政府之資源做必要之引導，一方

面整合學校、業界之資源，儘早讓青年學生進行職涯之接觸探索，從心理建設上

預先做好就業準備，進而於職場上受肯定，優化人力培育。校外實習課程落實與

否，實有賴於學校及企業有效之支持與協助，而家長與學生之態度與參與，更是

不可或缺的一環。 

校外實習是學生從學校轉換到工作環境的重要過渡期(Ross, Beggs & Yong, 
2006)，亦可以幫助學生個人取得技能(Beard & Morton, 1999)，也可以提供學生

運用課堂上所學理論運用於實務工作上，並藉由實習了解其職業是否符合自身興

趣與個人特質(Zopiatis, 2007)。學生經校外實習後，除了核心就業力與專業技術

能力提升之外，也學習職場工作應有的態度、人際關係技巧、時間管理能力與學

習做人處事的態度，並且能增強自我對職場就業的信心，達成產業、實習學生與

學校多贏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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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1) 落實校外實習的督導與監督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主管機關對學生校外實習應予督導查

核之職責，應就學校辦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建議主管機關依法善盡

督導之責，以確實落實實習機制之建置及實習成效之考核。 

(2) 訂定校外實習績優獎勵措施，鼓勵學校、企業及相關人員認真執行校外

實習業務 

主管機關應就學校辦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其評量之內容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辦理實習課程績優之學校、合

作機構及其相關人員，主管機關得予獎勵。學校辦理校外實習之合作機構，

長期提供學校實習名額，且實習學生畢業後經一定程序獲聘為該機構正式

員工達中央主管機關所訂一定比率者，主管機關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轉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獎勵。並展現校外實習成果分享及研討，並公

布實習機關資訊，持續精進校外實習機制之完善。 

2. 對學校之建議 

(1) 提供正確的校外實習資訊，妥適輔導學生選擇校外實習機構 

建議學校對各科系統一發布實習相關資訊，以免造成不同科系間之資

訊差異。在選擇實習單位時，能確實提供廠商資訊，辦理行前說明會及實

習講座，以提高實習滿意度。並輔導學生選擇適合的校外實習單位，使校

外實習成效更佳，並改善循環體制下產生的適應不良情形。 

(2) 改善專業教室數量及設備汰舊換新，充實相關實習設施，使學生至實習

現場即能熟悉環境 

學校應多充實校內專業教室數量，定期做設備維修以及汰舊換新，使

校內設備能夠符合業界需求，讓學生進入職場後能夠縮短適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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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實習機構之建議 

(1) 提供完善的教育訓練（職前及在職訓練），使實習生及早適應新環境 

實施教育訓練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升員工的行為，包括態度、知識、

技能，而訓練的方式是教育訓練的關鍵之一，訓練方式的選擇除必須從整

體的訓練制度來考量之外，也應調查員工的實際工作能力與需求。透過教

育訓練，加強實習生專業能力與知識，亦可藉由教育訓練改變實習生之工

作態度、增強其工作動機，進而增加組織之績效、達成企業組織之目標與

策略。 

(2) 給予部門輪調機會，使學生學到職場的多元能力與經驗 

建議實習單位應顧及學生校外實習的主要目的，重視且落實實習生的

教育訓練與不同部門工作輪調的學習機會，針對實習生制定個別化實習培

訓計畫，若有表現績優之實習生應對其公開表揚獎勵，並鼓勵實習生畢業

後回到原實習單位繼續服務，使學生得以感受實習單位之用心，認為實習

單位確實是將實習生視為未來公司或產業所需人才在培育訓練，而非僅將

實習生視為階段性的替代人力，如此當能增強學生對於實習單位與產業之

向心力與認同感，而對其生涯規劃產生明確方向，自可強化學生未來續留

實習單位或產業服務的意願。 

(3) 提供良好的實習環境及福利制度，例：依照《勞動基準法》發放薪資及

其他相關獎金、提供宿舍等 

建議實習單位應遵照《勞動基準法》最低基本工資發放薪資，並且比

照正職員工給予三節獎金及相關福利，提供實習生良好的實習環境，能夠

提升學生實習滿意度，進而增加學生畢業後留任於餐旅業中。 

4. 對學生的建議 

(1) 實習前充分了解實習準備 

於校內課程中學習專業知識，並增強專業技能，多參與餐旅相關講座，

增加校內實習或相關工作經驗，透過「做中學、學中做」體驗職場生活，

進而提升自我的專業技術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及知識運用能力，並且培養

良好的工作態度及學習態度，為進入職場實習及就業提早準備，爭取未來

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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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握實習機會，提升自我專業力 

於實習期間多學習專業知識與技能，並且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在實習

過程中，如主管或公司提供額外學習機會或需要多幫忙時，學生應積極爭

取把握機會，提升自我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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