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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國技藝競賽是技術型高中一年一度的重大盛事，區分為工業類、商業類、

農業類、家事類和海事水產類等五大類分別在不同日期舉辦，其中以工業類參加

選手最多亦最競爭，這是教育部為全國技術型高中和一般高中附設職業類科提供

一個各職科優秀選手競賽的舞台，讓各校選手經由競賽瞭解自己的優勢和不足之

處，藉以增廣見聞並精進技能。最重要的是，此次競賽獲獎選手可以加分參加技

優保送、技優甄選或甄選入學，有機會進入理想中的科技大學就讀或者獲得廠商

的青睞有機會取得一份有發展前景的工作，這項特色是技術型高中與一般高中最

大的不同之處。 

研究者近幾年帶隊參加全國農、工科技藝競賽，在競賽期間發現六個問題提

出討論，再針對問題提出五點結論暨二點建議，期望教育部所舉辦的全國技能競

賽愈辦愈好，為學生找出路、為廠商培養人才、為國家提升經濟發展，創造雙贏

的局面。 

二、全國技藝競賽實施現況 

教育部為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舉辦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此技藝競賽區分為工業類、農業類、商業類、家事類及海

事水產類第五大類，並依各類之競賽職種，分別辦理，並應於每年十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間辦理完成（教育部，2018）。 

臺灣因工業起飛創造經濟奇蹟，故工業類是五大類中參賽職類和人數最多的

職類，107 學年度總計有 27 職種參加競賽，參賽選手人數 1,154 位為工業類競賽

史上人數最多的乙次，所以承辦工業類全國技藝競賽，這是一項非常艱困的任務。 

107 年度工業類有應用設計、冷涷空調、電腦輔助機械製圖、機械製圖、電

腦軟設計、電腦修護、化驗、工業電子、數位電子、工業配線、室內配線、汽車

修護、鉗工、車床、模具、建築製圖、板金、建築、室內空間設計、鑄造、圖文

傳播、測量、機電整合、飛機修護、家具木工、汽車噴漆、機器人等總計有 27
職種參加競賽，參賽選手人數 1,154 位為史上最多之人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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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於技藝競賽期間主辦單位得

以辦理產學媒合。因此，很多廠商贊助技藝競賽獎金並利用技藝競賽活動，採取

優渥的待遇召募公司所需求職類的獲獎選手為公司未來的儲備幹部，此舉對參賽

選手有正面鼓舞的作用。 

三、全國技藝競賽以工業類相關問題討論 

目前全國技藝競賽工業類皆由大型技術型高中承辦，其原因有三： 
1. 學校人力充沛：因為承辦技藝競賽會增加承辦學校大量的行政工作，唯有大

型學校人力資源才足以應付。 
2. 擁有眾多職類：大型學校的科別多，足以容納競賽大部份的職類，僅有少部

份的職類需要鄰近的學校協助辦理。 
3. 設備數量充足：大型學校科別多，而且各職科大部份非單科單班，因此設備

數量多，足以容納參加競賽的選手。 

中小型技術型高中在行政人員、科別和設備數量皆無法配合，故沒有機會亦

沒有能力承辦此業務，因此也無法享受到主辦學校的好處。但研究者發現全國技

能競賽尚存在下列六個問題，若能再詳加規劃，其公平性會再提升，相對地，會

吸引更多學校選手參加技藝競賽，藉此各校的實習課程可以互相比較，避免各校

閉車造車，培養出不適合工廠使用的人才。 

(一) 主辦學校獲地利之優勢 

主辦技藝競賽的技術型高中在評審委員評分時，若主辦學校選手成績與他校

選手在伯仲之間，一定會優先給主辦學校選手獲獎。此舉研究者認為尚稱合情合

理，但有傳言某部份職類會保留獲獎名額給主辦學校，藉以慰勞其辛勞，這對於

辛勤練習許久的其他學校選手公平嗎？ 

此外，以工業配線職類為例：當日選手術科完成，工廠張貼封條，待隔天再

送電檢測。選手要受漫漫長夜的煎熬，等待明天才能知道結果。為何不要在當晚

即送電檢測。 

(二) 技藝競賽使用的機器設備標準落差太大 

全國技藝競賽其工業類大部份會使用機械，其中尤以機械群皆要操作機具，

故機械新舊、精密度良否皆會嚴重影響加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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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車床為例：選手分配在二間實習工廠並分上、下午場來競賽，即有四組學

生競賽。一廠採用租用的新車床，甚至上面還有黃油，選手們在操作車床時，非

常不順暢。另一場則採用使用過的舊車床來競賽，但蝸桿與蝸輪的契合有問題，

即無法密合，代表事前保養未確實。 

再以銑床為例：採用二間實習工廠，傳統銑床皆為非常老舊銑床。重點是，

精密度差、間隙大而且手輪和變速桿有多台銑床皆採用替代品，導致操作上非常

不順手。此外，選手更換至備用銑床，精度還是很差。試問如何做出精密度為條

（1 條=0.01mm）的模具。 

(三) 評審後之作品僅有部分職類開放展示 

以電腦輔助機械製圖為例：評審在評分之後，開放給所有師生觀摩。如此師

生才能瞭解自己的優勢或不足，日後才知道那一部份不足，應該如何再精進。另

一方面，令人感覺評審人員有膽識勇於接受大家的檢視，以視評審非常公平。 

反觀以模具為例，選手使用所製作的模具衝出來的料片在評分之後，為何不

能展示供所有師生觀摩，其公平性真的令人質疑。其他尚有很多職類亦是如此，

經不起檢驗嗎？ 

(四) 技藝競賽參賽選手由學校端自行遴選參加競賽 

目前選手在一年前或者半年前，由學校自行遴選再實施密集訓練，會產生下

列幾點問題： 

1. 高三選手集訓導致上課不正常 

因為各校選手通常在高二寒假時會挑選，接著會加強訓練，導致選手高三上

學期大部分課程未上課。其中，私立技術型高中更為嚴重，因為它們需要選手爭

取好成績，對來年的招生助益頗豐。 

2. 無法檢視實習課程是否正常教學 

競賽前 2～3 個月採用抽籤，學校無法訓練特定選手，這樣剛好可以經由競

賽檢視實習課程是否有依照課綱正常教學並且檢視學生的學習效果。但目前的作

法無法有效檢視實習課程。 
以 106 學年度農科技藝競賽為例，每一科可以選派二位選手，其中一位為指

定選手，另一位為抽籤選手。其抽籤選手主要的用意即要檢測學校是否有正常化

教學並可以增加參賽人數，進而可以提高獲獎人數。此為一個很好的政策，但不

知為何在 107 學年度取消抽籤選手，改成全部由學校自行遴選選手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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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法公平對待每一學生 

工業類每位學生每學期繳交 1,900 元材料費，但大部分的經費皆用於訓練選

手所需的材料費和刀具費用，對於其他同學非常不公平，應該將材料費平均用於

每位學生的實習課程，才符合公平正義。 

(五) 部分職類技藝競賽學科的佔分比例偏高 

技藝競賽是比術科若學科佔分太高，導致失去競賽的意義，因為學科成績的

部份應該經由四技二專統測來評量即可。部份優質技術型高中會取巧選取最優質

學生擔任選手來參賽，只要學科考高分即可以獲獎，若運氣好其術科題目又剛好

會做即可以獲得金手獎。 

(六) 指導老師為義務職但要承擔責任 

選手的指導教師皆利用下課後或假日到實習工廠指導選手技能，為義務職無

任何福利，但學生在實習工廠練習時若發生問題，指導老師要擔部分責任，待選

手參加競賽後，若沒有得獎又會被同仁投以異樣的眼光。 

指導老師義務指導只希望可以為選手多提供一條升學和就業的管道，讓學生

多一個機會，為自己在教書生涯增添色彩。但現在新進的年輕教師大部分皆努力

在爭取自己的福利，這可能因為受年金改革的影響，不願意無私地付出。研究者

著實不知道要如何延續技術型高中的此項特色。 

四、未來改進建議 

教育部舉辦全國技藝競賽對技術型高中而言，具有鼓舞的作用，讓師生有一

個展現技藝超群的舞台，各校在良性競爭之下，才能產生自發、互動暨共好的精

神。為了促使全國技藝競賽能永續辦理，研究者針對競賽場地、機械設備、承辦

單位暨作品的展示提出淺見，因為唯有公平競賽，各校才會積極參與爭取榮譽，

如此一來，全國技藝競賽才能持續地辦理。 

研究者針對全國技藝競賽工業類所觀察發現的六個問題，提出如何來解決的

方法。 

(一) 競賽場地由大型技高改由第三方勞動力發展署協辦 

目前技藝競賽皆由大型的技術型高中主辦，部分職種若主辦學校沒有該科，

再請鄰近學校協助辦理。但研究者認為有下列三點不公平：(1)主辦學校佔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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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選手練一年的機台，有誰比他們瞭解機台的特性。(2)評審對主辦學校選手大

部份會從寬處理。即若選手的成績在伯仲之間，通常承辦學校會獲得較佳的名

次。(3)作品隔天再評審令人擔心。某部份職種會在選手完成作品之後，張貼封條

於實習工廠，隔天再評審，會令人擔心作品會不會被破壞。 

因上列幾點不公平，研究者認為技藝競賽委託第三方來辦理最適宜。如此一

來，即可以解決由大型學校承辦所產生的不公平暨主辦學校獲地利之優勢。此

外，與第三方簽合約時，將設備要求的標準列入合同之中，即將技藝競賽使用的

機器設備標準落差太大的問題解決。 

研究者認為全國技藝競賽採跨部會合作，即行政庶務工作由主辦技術型高中

負責，但場地則由勞動署全權協辦。近來新課綱不是在推動同校跨群、同群跨科。

全國技藝競賽就先由教育部與勞動部採同院跨部合作，對於新課綱的推動有示範

的作用。 

勞動署總計有五個分署，可以輪流來協助辦理技藝競賽。因為由職訓中心協

助辦理工科技藝競賽有六項優點： 

1. 勞動力發展署全臺有五分署，分布於全臺灣，可以由北而南輪流辦理。如此

做法，一來各分署不致於太勞累年年協辦。二來全國各技術型高中到各分署

的路程會更合理，即一年路程比較遠，次年即會比較近。 
2. 機台齊全並且數量多，所有選手的起跑點是一致的，如此競賽才會公平。勞

動部各分署長期在培訓專業人才，其機台數量多而且幾乎天天使用，其良率

高。 
3. 評審人員由職訓中心遴選，公平性高。評審由職訓中心遴聘，評審作品才會

公正。 

4. 職訓中心協辦可以避免令人產生主辦的地主學校對於競賽有地利之便。 

5. 勞動部協助辦理全國技藝競賽，可以藉機行銷勞動部的優點並進行招生。 
6. 教育部與勞動部針對全國技藝競賽開啟合作之門，有助於進一歩溝通解決實

作評量等相關問題。 

(二) 展示選手競賽成品供所有師生觀摩 

選手的競賽作品應該在評審後開放展示供所有師生觀摩，其好處有二：(1)
教學相長。觀看選手優秀的作品，有助於師生的專業成長，這也是教育部舉辦全

國技藝競賽的一項目的。(2)以示公平。選手長期受訓，參加技藝競賽一定錙銖

必較，為證明承辦單位的公正無私，理應展示作品以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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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賽選手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統一電腦抽籤 

在競賽前 2～3 個月，所有職種應該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統一電腦抽籤，抽

中之學生參加競賽，如此可以檢測學校實習課程是否有正常化。這與教育部在推

動的實作評量有異曲同工之效。 

(四) 全國技藝競賽統一訂定學科比例為 10% 

以化驗、數位電子為例，其學科佔 20%。依往例經驗參賽選手只要學科成績

高分，即有機會獲獎。如此一來，幾乎都是優質的技術型高中獲得好成績。 

若所有職種學科佔分統一訂為 10%，僅測試基本專業知識，學科由四技二專

統測評量即可，如此才可以阻斷此投機的歪風，讓所選手皆以術科決定勝負，不

要投機取巧，這才是全國技藝競賽的主要目的。 

(五) 舉辦選手家長座談會讓家長協助選手訓練 

選手開始住校集訓之初，即邀請選手家長蒞校參加選手家長座談會，為家長

介紹實習工廠、選手宿舍、並告知指導老師為義務職以及學校可以幫忙學生的部

份，讓選手家長可以安心將選手交給學校。同時，校方會告知選手住校需要家長

時常關心暨學校不保證比賽一定能獲獎，但保證一定可以獲得專業技術能力。 

(六) 指導選手之教師可減授鐘點，以一人一鐘點為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107 學年度針對教師兼職行政職務全國統一減

授一個鐘點，但對於長期為選手義務指導的教師皆無考慮到。研究者時常為此苦

惱，因為指導教師無私的貢獻，卻無任何福利之下很難要求指導老師協助訓練選

手，故研究者認為要維持技術型高中的此項特色，應該給予一位選手可以有一位

指導老師減授一個鐘點，如此才能將此項技術型高中的特色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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