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議題向來為全民所關切之重要項目，第十六任總統選舉已完成，亦即將確定新的

四年，國家教育政策走向。爰此，本會特將選舉期間，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先生面對教

育議題，所提出的說法與回應，分篇整理刊登，期使會員學校進一步瞭解下一任總統對於相關

教育議題之想法與對策，也能持續關注並進而影響未來重要教育政策的擬定與推動。

【重振技職教育】

為學生打造實現夢想的舞台

國家需要技職人才，國內機械、ICT、風力發電等許多產業都缺少中階技術人力；為鼓勵孩子學習技職教育，倡導普通高中與技職教

育同樣重要，總統候選人賴清德過去在行政院長任內，已就五大面向要求教育部及勞動部加強技職教育：

1、擴大技職教育師資，廣納有經驗的技職工作者來擔任業師。

2、改善技職學校設備，有些學校因為經營困難，設備無法跟上時代，政府應該擬訂計畫來幫助更新。

3、鼓勵建立類產線教學空間，以減少學用落差。

4、為「加強建教合作」，勞動部的「投資青年就業方案」，就是優化產學合作，鼓勵學生跨域學習，並增進數位教育，有助於解決

學用落差的問題。

5、鼓勵國際化，參與國際競賽。讓學生、家長有信心優先選擇技職教育，讓技職教育在人工智慧、物聯網、雲端計算、大數據分析、

AR/VR等科技發展的時代，可以與時俱進，因應當前社會需要。

而上述的五大面向也都融合在日前所提出的「0-22 投資未來世代」政策當中，顯示候選人一路走來，始終心繫技職教育，為技職教

育找到解方，因為人才培育就是國力的展現。

【技職教育與職業訓練整合與分工】

突破政事別窠臼，跨部會合作建立訓用合一的育才架構

目前由勞動部依產業各類專業人才、職能基準，規劃設計職能導向課程及充實相關設備，落實職場專業能力之養成協助建置、整合及

公告主管產業發展之職能基準，以及建置與就業對應之職業證照。未來將持續責成國發會盤點及提供未來人才需求資訊，以利學校快速回

應產業人才培育需要，並由勞動部加強實務連結及產學合作，增進社會各組織協力培育人才之社會責任，以及拓展縱向銜接與跨域人才培

育之創新模式。

【私立技職辦學困境】

鼓勵企業投入，加強整合資源提升學校辦學利基

培育人才從來都是需要齊心齊力的事情，拿出過去以一整個村莊培育一位學子的精神，汲取產學合作的經驗基礎，導入企業資源，讓

育才與用人兩造溝通無礙，迅速建構完整且精準的職業發展路徑，由學校主動提出計畫，爭取補助，「產學攜手計畫 2.0」不只單一部會

（教育部），還加入經濟部對企業的補助經費，並整合教育部國教署就業導向專班，及勞動部的雙軌訓練旗艦、產學訓合作訓練等計畫，

期盼藉由融合更多資源，來增加學生、學校及企業參與計畫的誘因，期盼集合社會整體的力量，共同來培育國家未來發展所需人才。

【技職生生涯困境】

技職教育作為實現夢想的途徑

世界正在改變，教育更要跟上腳步，因應中美貿易戰後引發臺商回流，以及 COVID-19 疫情爆發影響產業鏈自主，這兩大局勢下的

人力需求，教育部已規劃設立「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依循在地產業需求，透過區域教學能量，強化各區域產業院校與產業聚

落的連結，針對六大核心戰略產業、5+2及數位經濟與其他相關重點產業之人才需求，民進黨政府對技職教育的安排非常完整，學生唸高

職可以考取證照投入職場，也可以選擇唸科技大學持續深化技能，國家需要技職人才，孩子若選擇技職教育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實現夢想。

【技職教師教學困境】

技職教育有賴於優秀的教師，教師與設備都要增能

有鑑於亞洲鄰近國家競相爭取學術及科技人才，提升該國家學術研究及教學的表現，並帶動產業發展及升級，以致國內部分優秀學者

有逐漸被其他國家延攬情形。在賴清德候選人提出的「0-22 投資未來世代」政策當中，「擴大高等教育及技職教育 3+1」當中「擴大投

資技職教育」（含大專院校及技術型高中），未來將要擴大投資業師、教學設備、類產線，並依各產業人才需求進行課程規劃，提升學生

的職涯體驗，開設學士後產業技術專業人才培訓專班，提供希望轉職或發展其他專長者多元深造的機會。

【技職師培法規窒礙難行】

修法積極提升專業群科教師的實務技術

技職教育藍圖的完備關鍵在教師，2019年底在立法院民進黨黨團努力之下，三讀通過《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5條及第 26條的

第十六任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先生競選期間
針對攸關全民之教育議題回應-技職教育篇

教



條文修正案，教育部將持續規劃推動相關配套措施，每年預計投入至少 1億元以上預算，積極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教師的實務技術，

讓技職教育持續精進，包括持續推動「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除了完善整體技職法規，並建立技職

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包含學生實習制度、教師具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及每 6年應赴業界研習或研究等機制。

【技職雪崩人才缺口】

投資技職教育，培育多元產業技術人才

賴清德總統候選人過去在擔任台南市長時，曾參訪技職學校，深深了解校園內的設備老舊將嚴重影響學習，社會上也有很多人反應學

用落差問題，有些同學唸的是技職學校，但所學不見得符合現在的需要，因此，在他提出的「0-22 投資未來世代」政策中主張要積極投

資技職教育：

1、擴大投資業師、教學設備，建立「類生產線」，讓科技界的好人才擔任業師，有機會把工廠實際生產的情況在學校重新建置起來。

2、依各產業人才需求進行課程規劃，提升學生對職涯的認識、體驗或實作。

3、開設學士後產業技術專業人才培訓專班，提供轉職或發展其他專長者多元深造機會，補足人才缺口，避免所學和所用產生嚴重的

落差。

【技職升學課程統整】

打破「不讀書才去當黑手」，完善技職教育制度

民進黨向來主張普通高中跟技術高中同樣重要，政府對技職教育制度建置得更加完整，高職畢業後也可以繼續就讀科技大學精進技能。

因應「12 年國教新課程」，在技術型高中的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透過動手實作以解決問題的學習，達成核心素養的養成。並且新增

彈性學習課程，提供學生自主選擇參與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增廣補強等課程，學生能自行規劃與選擇學校提供的選修課程，或學生選擇

自行規劃自己的學習課程，掌握進度與學習內容之自主權。每科每年級並配置課程諮詢教師，提供學生課程與學習進路的諮詢服務。除原

有的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實習科目外，增加技能領域實習科目 15 至 30 學分，技能領域實習課程則是以素養導向為主的課程設計，注

重學生應具備與職場對接之就業技能，目的在增強與提升學生之專業技術與專業核心能力，以符應學生進路需求及務實致用的實務課程與

就業力。

【雙語政策衝擊技職】

滾動修正，穩健推動

總統候選人賴清德認為要在尊重學生受教權、教師教學專業，以及不增加學校負擔等前提下，穩健推動英語友善學習的環境，並定期

邀集專家學者、教學現場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團體、專業英語顧問等代表討論，同時參考大學研究團隊所蒐集教學現場的意見，來擬定

修正符合臺灣教育情境的雙語教學推動計畫。未來也會繼續責成教育部，在目前的階段性成果上，採取滾動修正各計畫辦理方式，並持續

提醒地方政府改善實施狀況。如：

1、針對部分領域實施雙語教學有忽略學科學習之情形，已向各校強調雙語教學非全英語教學，應以學生聽得懂的方式進行教學。

2、針對雙語師資聘任有重英語輕學科現象，已函請各地方政府教師甄試應回歸專業，以教師具領域或科目專長為優先考量。

【國際技能競賽培訓中心】

深化技職教育內涵與國際鏈結

民進黨在 2000 年首次執政後，全力推動技職院校的經營正常化，有效改善技職教育的環境；2016 年再次執政，鼓勵學校發展各自

特色，並透過跨部會合作，共同盤整產業職缺，調整招生類科，並全面拉高對青年問題的應對層級，於行政院成立青年諮詢委員會。此外，

民進黨政府也開始補助、培訓選手，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將技職選手推向國際，同時強化學生的實作訓練，透過前瞻預算編列的「優

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以及原本的「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於學校設置讓學生們能夠就近練習的場所，強化學用的銜接。

未來將更進一步改善國手的生涯發展，讓在國際賽事取得佳績的學生，能夠將所學回饋到教學現場，建置一套完整的技職人才培育體系。

未來也會繼續推動將臺灣優質的技職教育向國際行銷，思考如何深化技職教育的內涵與國際鏈結。

■編按：本篇有關賴總統當選人之教育政見係摘自「問問2024總統候選人：教育百年大計怎麼辦？」教育12問之

9月議題：「技職教育」提問與答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