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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解的技職體系及改善建議 
蔡卓杰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是早期社會由於戰後嬰兒潮孩子眾多，長輩們

對於孩子的教育觀點。孩子肯唸書且家裡也有經濟能力，再辛苦都培養孩子念

書；故有「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小孩」的格言。若是不想念書，或者家境辛

苦，食指浩繁，就直接跟師傅學技藝，或者選擇就讀職校，學個一技之長，好培

養一技之長讓自己可以在社會上生存。當時的孩子也多珍惜讀書的機會。 

如今技職教育體系在大時代的變遷中，成爲高等教育之重要一環，學生人數

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也由於少子化及產業變化，近年逐步產生了招生困難、

面臨崩解的窘境。 

二、技職教育變遷的背景 

(一) 教育目標的變化 

臺灣早年多為中小企業，高職畢業任職於企業中已游刄有餘。進入高等教育

的窄門則是有高中、五專、高職平均分配。技職教育體系承擔不同階段性的目標。 

1. 高職以教授學子基礎職業技能、職業道德培養，成為健全的基層人員。 

2. 專科以傳授應用科技與技術，養成實用專業人才。 

3. 科技大學則以研究發展應用科技、及管理人才為目標。 

(二) 推動教改後的技職體系變遷 

1. 推動技職校院改名、改制、升格 

1996 年只有 10 間科技學院；1997 年增加了 5 所科技大學，15 間技術學院；

2007 年，增加到 37 所科技大學以及 41 所技術學院。高等技職教育在 1997 年後

發展迅速，專科升格為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成科技大學。一經畢業，人人皆

為大學生。2016 年新政府上任，推動技職教育改革，解決「學用落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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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就業學程與推行技專院校系科本位課程 

其內容包括最後一哩計畫等政策為培養「畢業即就業」的能力最後一哩計畫

於 2004 年實施，彈性開放業界適當優秀人才擔任教師，產學合作雙講師制度。

透過各種課程讓學生擁有立即進入職場之能力。 

3. 推展技職院校產學合作研究 

調整課程架構與教學內容，培養產業界所需之專業人才，推動課程改革協助

至企業見習與實習，讓學生所學與企業所需接軌。培育與就業市場需求之人才，

提升畢業生之就業競爭力。 

4. 實施技專院校多元入學方案與考招分離制度 

考招分離度有推薦甄選入學、申請入學、登記分發入學。學生可利用利用考

試的成績單，推甄(或申請、分發)進入大學或四技二專。 

三、技職教育面臨的窘境 

如今學子因少子化衝擊，學生數在逐年下降中，高等技職教育並未發揮真正

的特色教學，也無法與普通大學作出市場區格，而科大的部分除了資優的公立、

及少數有自己特色的科大外，僧多粥少將面臨招生不易的窘境。總歸納幾點目前

技職所面臨的問題。 

1. 廣設科技大學院校的數量過多而且未做好轉型的前置作業 

自 1995 年起部分五專改制成科技學院、大學不少學校也僅僅只是名稱改

變，其教育方式依然停留在教導五專生的精神，另一部分也由於科技大學的迅速

發展，而導致培養實務經驗為優先的高職，也一窩風地升學導向，就失去了技職

教育應有的本質 而教學的內容也多轉往一般理論與背誦課程。造成技職教育的

空洞化。與當初設立技職教育的精神是相違背的。少子化更深化了此一現象。 

2. 產學合作的優勢未能彰顯 

技職教育與一般大學最大的差異就在於產學合作，但由於並沒有大力宣傳及

落實。也沒有讓外界非常了解技職教育的走向，以及未來發展的優勢，在資訊爆

炸的現在，行銷成效往往是決定成功的重要關鍵，只可惜技職教育在這部分並沒

有多做太多的推廣及行銷，所以在混沌不明的狀態，不是很瞭解技職教育的情況

下，家長寧可把孩子送到有把握的普通大學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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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觀感的刻板印象 

科技大學膨脹速度過快，但也未能與普通大學區分，外加上產學合作未能做

好行銷及宣傳，也因為如此多數人的刻板印象，還是停留在只是個五專的而已，

加上高職體系也變成以升學導向為主，甚至有人形容科技大學不過是弱化版的普

通大學而已，也正因為如此，常有業者寧可聘用一般的普通大學畢業生更為安全。 

此外也因為入學的名額大幅提升，更造成所收進來的學生素質良莠不齊。這

些原因都是造成社會大眾對於科技大學的學生知能力存有質疑。 

四、結語與建議 

    立基於前述對於技職教育面臨的窘境，研究者對於技職教育的未來提出四點

看法： 
(一) 繼續推動大學整併，並重新定位 

除了少子化的原因以外，臺灣真的不需要這麼多的大學，整併後大學數減

少，但可提升素質，可降低父母去追求所謂的「大學生」的迷思。 

打造優良的專門學校，例如：國外的麻省理工學院，華頓商學院……等，都

非常有特色以及專業，大家都趨之若鶩，也並不會因為其本質是學院而有所質

疑。而國內比較鮮明具有的特色的院校如的傳播媒體方面科系就會聯想到世新大

學，設計方面的學校就會聯想到實踐大學的設計學院，這種正向的觀感印象，才

是招生的利器，強化行銷宣傳，打破現況重新建立新的學校風格，也才能永續經

營。 

另一部分裁撤掉與普通大學一樣的科系；改設置具有實作精神的科系，理論

與實務並進。先以教授授以理論知識，再聘請特殊專門技術的師傅給予教導實

務，技職教育更需要的是具有深厚理論與實務經驗並重之師傅。 

(二) 重建五專體制 

因高職不再是終結教育，這使得投入工作職場的高職生未達二成，進而使國

內基礎人力欠缺斷層惡化。將不適任的科技大學整併，打破原有框架創立新型態

的優質特色的五專學校。讓學生在學習相關類科專業課程，滿足國內產業亟需的

類科人才，兼顧學生就業及考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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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長與學生的立場，在面臨升學跟學習一技之長的抉擇時，都是十分的煎

熬，明明知道學習一技之長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卻會擔心孩子沒有所謂滿街都是

的大學生文憑。打造學習工匠技藝的學校便是解決這問題的方法，而五專正是符

合這需求，五年的時間可以養成一個不錯的工匠，可以做到畢業即就業；倘若想

繼續升學，也可以藉由插大來解決，進可攻退可守。 

(三) 修正考試與檢定的方式 

目前高職考科技大學是以統測為主，但考試型態過於刻板，與一般的普通大

學無異。畢竟考試引導授課方式。技職教育及考試，本應重視實務經驗及基礎理

論並進。考試方式應加入實作測驗，並大幅降低背誦題型。這樣孩子才能培養出

學習興趣，實現所謂的做中學，方可真正減輕孩子的壓力。 

(四) 培養可以教授技職教育的師傅 

師資方面，一般升學導向的學校其師資培育大多是就讀大學、研究所再去加

修教育學程；但是以技職教育來說需要的是具備實作能力的師傅。但是有經驗的

師傅大多是念完國中高職就拜師當學徒，從學徒累積經驗慢慢變成了師傅。但是

根據傳統的師資培育，這些實作經驗豐富的師傅卻沒有資格進入學校任教，頂多

只能用兼任老師的名義聘任，其薪資計算方式如一般學科的兼任教師一樣，是少

少的的一堂課 400。這與他們在業界一天動輒日薪破 3000 來比，相去甚遠。這

些都是學校難以找尋適任的技職教師原因。建議開設技職教育師傅的師資培育課

程，入學門檻可以用證照取代學歷證明，開設方式可以參考先前的學士後教育學

分班。而上課內容也是有別於一般的師資培育課程，以加強其口述表達能力、班

級經營等部分，針對性地加強這些技職教師所欠缺的部份。 讓這些老師可以安

心的在學校任教，或許薪資不像，在業界這麼多，但只要可以讓技職教是以專任

的身分在學校任教，學校相較之下是比較穩定，相信都可以提升進入就可以解決

技職教師匱乏的問題。 

技職教育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其素質良窳更是攸關著國家的競爭力。以目

前的現狀我們國家的技職教育已經嚴重的走鐘，失去了技職教育的基本精神，改

變已經是刻不容緩了，改變過程是很艱難的，但若不改變任其繼續陷下去，那傷

害會更痛，希望政府當局可以正視這個問題，爾後培養更多的技職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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