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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初大學「學測」舉行，總會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相較下，技職
校院五月的「統測」招生考試，出題內容與品質等問題則較少被關注。連
今年統測考場出現中途停電，與國文考題被質疑不符合學生實用取向內容
等，也少有家長與考生提出抗議！
然而每年參加大學學測的高中生與技職統測的高職生，人數相差無幾，且
後者涉及眾多職業系統專業考科，出題複雜度與難度更甚於學測，但統測
出題歷年來卻甚少在社會上有所討論與改進，理由應該十分明顯，教育資
源與社會觀念對於技職教育依然有所落差。
另一方面，最近國際上對於政府教育投資的報酬率計算方式，一改過去以
高教系統為主看法，認為中學階段（尤其是十五到十八歲之間），是建立
個人職業生涯試探的重要時刻。無論英、美、新加坡等地區，都在重新檢
視中學課程中的職業教育素養與動手實作能力之養成，加強學校、社會，
甚至職場的關聯。連過去重視學術與職業分流的新加坡，近年來調整政策
方向，大力推展高職教育與投資，發展如航空機械維修、水產養殖、ＡＩ
虛擬設計等專業領域，鼓勵青少年就讀技職體系，並與企業合作辦學，提
供各種實習與未來就業機會。
兩年前，蔡總統也曾宣示要推動技職教育改革，透過鼓勵學校找到新定位、
強化校園和職場的連結、與職業教育授課和證書彈性化等三大方向，來解
決「學用落差」等現象。只是這些訴求終究還是忽略了技職體系在台灣社
會持續發展中的人才需求定位，在缺少持續性的配套措施下，難以在社會
上引起關注與產生監督改進效果。
許多原本「國英數」學科欠佳的「偏才」學生，依然難以在職業學校的課
程中找到興趣，獲得翻轉與發光機會。據不少高職老師反應，許多學生到
科技大學後，許多課堂教授的理論、知識與實務脫節，上課只能抱著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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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苦笑，也無法幫助學生「提升」甚至「維持」高職養成的技藝水準與較
為積極的學習態度！
從這次統測國文出題爭議，可以看出高職與技職大學之間的人才選拔與技
職教育期望與現實間的銜接落差。如果一所公立高職學校的經費投資是普
通高中的五倍、甚至十倍以上，那麼為什麼如此關係著台灣未來產業升級
的基層技術人力培養，不能有更好的課程研發與師資人才投入？尤其關乎
技職人才精進與提升的「統測」考試品質，更需要有更多的資源投入與建
立專業機制長期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