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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出業界所需人才，乃今日高等教育和產業界所關心的課題。為解決

學生的學用落差，過去大都出現於技職教育體系的實習課程，紛紛於大學各系所

開設。每逢年初，許多學生就開始找尋實習機構，以便暑假能展開實習課程。  

此類實習課程優點甚多。就學生而言，可讓學生提早接觸職場認識工作，並評估學

習不足之處，為自己擬訂後續之學習計畫；同時，也可以藉此再次試探自己的職涯性向

與意願。就大學而言，可了解學用之間的差距作為教師改進課程與教學的依據。對於企

業來說，不僅可善盡企業培育人才的責任，更可在此過程中尋覓優秀人才。 

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實施相當複雜，大學端除希望能接洽到合適的機構，讓學生

能藉此認識自己、認識職業和職場之外，學生的安全也是需要關注的課題。但此想

法之實踐會因學系的屬性而有差異。例如：醫學、財經、會計、法律、公共行政、

企業管理等學系屬性與職業對應關係較明確，實習的內容、方式則較為具體，也比

較容易找到規模較大的企業進行實習。因此，學生在實習的品質，甚至職場安全均

較易獲得保障。而屬於基礎學科，或者沒有明確職業對應的學系在實習機構的選擇

上就相對困難，實習機構也在不了解系所和學生特質之下，難以提供適性的學習內

容，讓實習課程開設的美意無法發揮，學生淪為「工讀生」的情況遂常發生。 

為解決大專學生的實習問題，教育部建置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資訊平

台」，該平台的計劃簡介、意義與目的之敘述，似乎都以技專校院對象；網站中

的連結「教育部青年署 RICH 職場體驗網」進入後，「公部門見習」、「青年創業

家見習」似乎都暫無內容，「經濟自立工讀」具搜尋功能、「暑期社區工讀」則是

每年五月開放投件。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為主導單位之「教育部資通訊軟體

創新人才推升計畫」亦設置了學生實習平台。此二平台對於學生實習的定位似乎

相當的一致，前者似乎為「工讀」的性質，後者各公司所徵求之職稱則有「實習」、

「工讀」、「實習工讀」等。這樣的定位對於技職教育系統的學生或許合宜，但對

於普通大學的許多學系學生而言，則不一定合適。 

如何讓實習課程發揮「實習課程」的功能，而不讓學生淪為「工讀生」則是

各大學在課程開設時最需要思考的課題。若實習課程僅為「工讀」，僅進行機械

性的簡易工作，學生可以自己進行，不需要透過學校課程的開設。既然為「課程」，

企業端就應幫助學生認識職業、了解職場，和學習工作，而非僅從事特定的業務；

學校端也應幫助學生藉工作探索自己的職涯性向、省思學用的差異，進而擬定未

來學習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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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二項實習媒合平台的內容觀之，似乎也是將實習定位於「工讀」、「工作」

的性質居多，且平台上的機會多為系所明確對應之企業，對於基礎學科，或者沒

有明確職業對應學系的機會明顯較少。就實習課程開設實務上而言，這樣學系的

學生因沒有明確對應的企業，對於職場的認識更有其需求性，在實習場所的找尋

上也有其困難性，而這樣的系所學生應佔有相當大的比率。其實，這樣學系的畢

業生並非企業不需要，反而是分散在所有的企業之中，並且在企業的運作中扮演

著關鍵支持的角色，實在需要主管教育機關予以更多的關懷。 

職場人才的培育不能僅賴學校教育，如何促進學與用的連結減少落差，實在

需要大學和企業共同努力，而強化「實習課程」則是有效的做法。企業必須體認，

學校培養之人才最後終將為企業所用，而學校的學習環境本來就不同於職場，投

資實習的學生，其實也是投資自己，讓學生在走出校門前能進行更充分之準備，

不僅職場適應較佳，正式從事職務前所需訓練也能縮短，故實不應將「實習」視

為一種「工作」；將「實習學生」當成「工讀生」。此外，主管教育或相關機關若

能協助扮演媒合角色，並在媒合過程中清楚定位實習課程的性質，讓大學和企業

清楚課程的目的和實習學生的角色，一定有助實習課程功能之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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