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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量，選擇技職教育也能掌握優勢
   每每我到師培班級上課、演講，都會聽到這樣的提問：「我該⿎勵國中學⽣念⾼職嗎？」接下來會繼續
聽到「讀⾼中與⾼職哪裡不同」、「讀⾼職真的比較好嗎」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只是家長，連未來的老師
們都很疑惑。
   不論讀⾼中或⾼職，都只是⼀個過程，⼈總有⼀天要踏入職場，所以選⾼職最⼤的前提為「適性」，若
學⽣已經對某領域有特別興趣，不妨協助他聰明選⾼職。主要的考量有以下4點：

1.新興職業多元，產學專班更快接觸職場
    俗話說的好：「考得好不如選得好」，到底如何選擇？就要看學⽣未來將⾯對的社會型態。現今⼯作型
態已經逐漸改變，有⼈從事電競、實況主⋯⋯等。隨著網路⼯具與社群普及，社會價值已經逐漸轉移，不
再是醫師、律師⋯⋯等師字輩為主，愈來愈多新興職業成為新寵兒。
    與⾼中不同，⾼職不只多了實習實作課程，快速回應社會所需⼈才，像電競專班等新興領域快速出現，
再加上多樣化的產學合作專班，都讓⾼職⽣有許多提前觸及職場的機會。雖然許多⾼職開設新興職業專
班，但還是需要去看看他的課程規劃、師資專業背景，要避免學⽣進入「新瓶裝舊酒只為招⽣」的班級。

2.⾼職升學管道暢通，不輸⾼中
    ⾼職與⾼中相同，每年⾼三都要參加升學考試「統⼀入學測驗」，可以透過統測成績申請科技⼤學，升
學管道暢通。
   不論⾼職讀哪個領域，統測⼀律考「國⽂」、「英⽂」、「數學」、「專業科⽬⼀」、「專業科⽬⼆」
等5個科⽬，國英數以平時課程做為出題依據，⽽兩科專業科⽬分別是專業的理論跟實習部分。⽬前只有像
設計群有考實作，⼤部分專業科⽬都以選擇題為主。
   ⾼職還有不必透過「學科考試」的升學路徑，有所謂的「產學攜⼿專班」、「雙軌旗艦專班」、「產學
訓專班」等，是透過⾼職與科技⼤學、企業配對，可能再加上勞動部職業訓練，讓⾼職⽣⼀進入專班，就
有對應的科技⼤學就讀。另外，⾼職也有透過技職競賽、技術⼠證等資格，即可獲得升學或保送科技⼤學
的資格，不必倚賴升學考試。

3.⾼職校園學習型態多元，培養與社會連結的能⼒
    基本上，⾼職每週⾄少有⼀天的實習課，例如：選擇海事⽔產領域⾼職班級，可能上課期間會坐船出海
實習；如果選擇機械科，則在機械實習⼯廠，甚⾄到⺠間企業上課，操作各種機器。
    在⾼職期間，每年都有勞動部舉辦的技能競賽，是全國性的技能比賽，包括⽊⼯、烹飪、焊接、服裝設
計等許多領域，不少職校師⽣投入青春於此，甚⾄有企業投入資源⼀起培訓⾼職⽣，提前訓練⼈才；每年
⾼三上學期，⾼職⽣也能參加教育部技藝競賽。這些賽事只要得名，都有保送、升學加分資格。更重要的
是，透過這些過程，能培養出快速與社會連結的能⼒，其重要性絕對不亞於國英數等科⽬學習。

4.科⼤地位提升，資源排名也不斷向前
   近年各種企業愛⽤⼤學⽣排名，前幾名不再是傳統的
台清交成等學校，以台科⼤為例，今年更衝到第三名，
超越許多傳統⼤學。也有愈來愈多科⼤與⼤學串起區域
聯盟，像是台科⼤、台師⼤、台⼤所組成的「台灣⼤學
聯盟」，三校學⽣可以彼此選課，串連資源。另外，科
技⼤學的交換學⽣、海外雙聯學制資源更是不少。
    值得⼀提的是，政府近年提倡技職教育，就連「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中，也規劃了80億給技職教育加強實作
環境，也有愈來愈多在地⺠間企業與鄰近科⼤結盟，⼀
起設計課程培養⼈才。
    站在快速變化的未來，透過技職教育讓學⽣快速適應
職場，將是⼀種聰明選擇。別忘了許多創業老闆，都是
技職教育培養出的⼈才。不過最後還是要提醒，讓學⽣
適性學習，找尋⽣涯發展興趣，仍然是最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