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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技職師資政策與問題 
莊家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 
 

一、前言 

「國家的未來，關鍵在教育；教育的品質，奠基於良師」，根據學校教育改

革經驗，教師素質是奠定學生成就的最重要基礎，師資培育是很重要的教育工

程，更是教育品質發展的重要核心。民國 83 年以來，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因應多

元價值的社會變遷，產生跨時代的變革，從師範教育體系為主的計畫式、公費制、

政府分發的師資培育制度，改以儲備式、自費制、檢定甄試制的多元師資培育制

度（教育部，2012）。 

而後為回應社會大眾對技術及職業教育（下稱技職教育）改革之期待，研擬

近 30 年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下稱技職法）終在 104 年 1 月 14 訂定發布，規範

了許多有助於結構性改善的措施。比方該法要求國中小展開職業試探，幫助不同

階段學生有多方探索機會；規範技職專業教師須具備業界經驗，加強產學連結；

或是中央設立行政院層級技職教育審議會，跨部會制定技職政策發展。依據技職

法，行政院隨即在 106 年訂定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作為引領技職教育突破

現況問題，以及因應全球化時代與未知產業樣貌之重要發展方向。以下茲就技職

教育師資面臨之挑戰、政策因應及未來展望分述之。 

二、本文 

(一) 產業型態快速變遷 

技職教育肩負培育各行各業所需專業技術人才之責，與產業發展連動必須極

為密切（教育部，2019a），當前國內外環境急遽變遷，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帶動

產業需求瞬息萬變，現今許多已知的職業或工作，未來可能都已不存在，美國前

教育部長 Richard Riley 曾說：「我們必須教導現在的學生，在畢業後投入目前還

不存在的工作、使用根本還未發明的科技、解決我們從未想像過的問題。」（黃

子櫻，2010），簡而言之，教育其實應該就是要教學生能在未來生存的能力。 

(二) 少子化衝擊 

我國從 97 年以來出生人口及逐年降低，導致學校學生數降低，108 學年我

國各級學校學生總人數 426 萬人，較上學年續減 6.5 萬人，為 30 年來新低，其

中高級中等學校減 5.4 萬人最多，大專校院亦減 3.2 萬人，教育部並進一步預測

124 學年高級中等教育學生數將減至 53.4 萬人，而未來 16 學年間平均年減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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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或 1.6%；如按學程觀察，由於生源減少，升學管道暢通，導致普通科占比

逐年上揚，就讀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部等學程之人數則快速萎縮，這

個現象也反映在高中、職占比的變動上，108 學年高中、職學生數比為 49:51，
已近乎一比一（教育部統計處，2020）。 

(三) 技職學術化 

近 20 年來，在民間教改團體要求政府應廣設大學的政策下，許多原來的專

科學校紛紛改制為技術學院、科技大學，而為了升格改制，聘任具博士學位教師、

開設一般學術理論性或知識屬性課程，追逐國際量化指標，過度向學術靠攏，形

成「去技術化」的現象，偏離技職教育的目標係為培育高級專門技術人才，造成

技職校院畢業生一般能力素質比不上一般大學生，而原應具備的實用技術能力又

不足，與業界要求的工作職能落差太大（周燦德，2018）。依據教育部統計，各

級學校具研究所學歷之教師占比持續上升，108 學年國小、國中及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具研究所學歷者佔比介於 60%~65%，大專校院教師具博士學歷者占 77.8%，

均較上學年增加（教育部統計處，2020a），這對技職教育需要時刻洞悉產業脈動

以帶領學生習得務實致用的知識而言，絕非好現象。 

(四) 政策法規異動 

除此之外，108 年甫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顯示技職教師不僅要能發展

貼近產業的專業及實習科目之課程內涵，同時要瞭解群科之間的關連與跨群科的

專業異同，具備群科之間轉換之能力，更要能自主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協助學生

畢業後順利地與業界無縫接軌。104 年訂定的技職法更是要求技職師資不能與產

業脫節，一定時間內必須回到產業去研習，這對教師來說是很大的變動和挑戰。 

三、技職教育師資培育之政策因應 

有産業的創新，才有機會提升經濟發展與改善人民生活。產業要創新，就必

須擁有產業所需要的科技能力、人力資源及研發生產經費等。其中，人力資源是

最難解決的，因為人力資源需要長時間的培養（黃廷合，2019），而要強化人力

素質，就必須靠教育來達成。有鑑於此，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皆逐步轉向培育學

生 21 世紀關鍵能力，非一味地傳授各學科領域專業知識。所以，十二年國教新

課綱一改過去重視能力導向的教育方式，在知識學習外，更強調素養能力的養

成，強調「自發」的學習，到了高中端，更導入原先大學才有的選修制度，讓孩

子透過跨領域課程的探索，從生活出發培養發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未來城

市數位科技頻道，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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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新課綱素養教學的目標，師資的培育必須跟上變動的腳步，教育部對

此提出為期四年的《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又發布《中華民國資培育白皮書》、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作為導引師資培育專業發展與精進教師表現之

依據。其中 105 年公布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揭櫫我國理想教師圖像，

以「專業知能」、「專業實踐」及「專業投入」等三大向度，據以研發 10 大教師

專業標準及 29 項教師專業表現指標，敘明教師之職責與範疇，惟此標準指引多

聚焦在教師規範性及發展性內涵，反映的是當下教師應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對教

師應具備之核心素養付之闕如（鍾怡慧，2018）。 

另外，108 年新修定的技職法，在貫徹教育部推動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教師應具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政策之下，放寬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

之教師必須具備 1 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以及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專

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每任教滿 6 年應至業

界研習或研究半年之規定，對於 104 年 1 月 14 日技職法訂定施行前已在職的專

任合格教師、108 年 7 月 31 日前已獲合格教師證書者，無須受技職校院專業科

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限

制；至於在職的業界實務精進，則考量技專校院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下稱技

高）之師資培育養程制度，及 108 年課綱對於技高教師之技能要求，均與技專校

院有所不同，因此技高與技專校院赴產業研習之機制分流辦理。本次修正應有助

改善現行規定用意良善但窒礙難行之問題，使技職法能兼顧立法理想與實際執行

層面兩者間之衡平性（教育部，2019b） 

四、結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 21 世紀的教育，需要學會求知（learning to know）、

學會做事（learning to do）以及學會改變（learning to change），才能適應社會的

快速變遷。現代教師面臨多變的社會，亦必須認識到終身學習社會的挑戰，扮演

好終身學習者與致力於教師專業發展的生涯規劃，才能成為稱職的教師。（張德

永，2015）。教育部規劃研訂「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藍圖，

為協助不同職涯發展階段的教師，都能有目標且持續而穩健地進行專業發展學

習，續依據「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延伸訂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以九項指引來導引不同職涯發展階段的教師專業發展學習，同時提供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等相關單位，作為規劃專業發展課程與活動之方向參

考（教育部，2020b）。 

技職教育與產業經濟密切相關，須及時回應產業變遷，通過定期業界實務實

習，才不會與產業脫節，技職教師比一般教師要有更多的產業敏感度，應不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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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道授業，須以「務實致用」為目標，增強群核心能力及科專業能力的教學，

跨群科的整合和設計課程時刻充實自身專業技能知識，以帶領並教導學生探索面

對未知未來。在政府作為上，技職法回應實務需求在 108 年底做了修正之後，事

實上，技職教師要到業界實習、研習或研究，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及挑戰需克服。

修正後的技職法第 26 條規定，技職教師每任教滿 6 年應至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

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這種短時間、間斷的人

力資源，容易造成企（產）業部門工作權責不清，工作產生重疊或斷層情形，這

也是影響企（產）業是否願意接受讓教師到職場業界實習、研習或研究的主要因

素之一；再者，技職法明定研習或研究期間，技職校院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

給予公假，此舉確實增加了教師的誘因，拉近了企業與學校的距離，但仍有實務

上的問題待解決，首當其衝還是校內教師流動、教師課務排代與鐘點費的問題及

廠商資格審定，教師參與研習或研究之合作之機構之資格該由誰來認定，研究期

間撰寫報告所達到的成效應該由誰來檢核，若無法確實督促，研究期間費用的支

付，爆量的代課鐘點與師資排定，將折損教育部美意也浪費公帑（張仁家，2016）；
其三，當業界工作的薪資待遇、福利條件優於教師薪資時，技職教師是否願意再

回到學校，是否會造成技職師資的流失，皆是技職教師及技職教育未來持續要面

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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