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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機械類科之專業課程規劃與教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三者相互關係之探討 

-以國立虎尾技術學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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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技職教育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情形之

間的相關性。首先藉由文獻探討來確立訪談及調查內容，再以工程眼光選擇訪談對象進行訪談，

進而以訪談內容及參考相關文獻來擬定問卷的內容。問卷調查研究是以虎尾技術學院之師生為母

群，對教師及學生抽樣並分別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教師問卷規劃方向如下（1）教師對於機械

類科專業課程規劃之看法（2）教師自我評量教學情形（3）教師對學生學習情形之看法。而學生

問卷規劃方向為（1）學生對於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之看法。（2）學生對目前就讀學校教師教

學情形之看法。經由問卷調查和訪談後進行各種資料的統合分析可瞭解課程規劃對教師教學及學

生學習間的互動情形。本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技職教育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時，應考慮產業

目前甚或未來之結構、企業需求、時代潮流和學生的興趣等因素。技職教育之教育目標應定位在

就業與升學並重，課程規劃應：1.強調實用性則對學生學習會有所幫助，2.培養學生具備程式設

計能力，3.符合技職體系設置之宗旨和配合國內產業結構改變以培養高級科技人才，4.朝多元化

發展，且課程設計時應符合動機原則、順序原則和先備課程設計原則，以提高教師教學效率及學

生學習成效。學生對教師教學則冀希能逐年改進教學方法並落實甄試入學之原意，對於學習低落

的學生應多加輔導，而教師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教師教學不要只是一味的否定，對於本身所

遇到的障礙自己要有意願去解決。研究並發現課程規劃若欠佳易造成老師教學雖認真但並未發現

學生學習意願低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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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緒論 

1.1前言 

   技職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國家經濟建設所需之人才，技職教育的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國

家經濟發展的成敗，所以其課程規劃一定要理論與實務相互配合，讓老師在教學過程中能使學生

獲得有關企業界技術的學習經驗，使學生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中獲得良好的適應性【1】【2】。 

   課程是整個教育活動的核心，也是為達成教育目標而設計的重要途徑和學生有系統學習經驗

的整合【3】【4】。技職教育基於教育理念、科技發展和時代潮流之改變，其課程需隨時加以調整、

更新，以因應實際所需，培養專業人才【5】。 

1.2研究動機與背景 

   目前國家正積極推動振興經濟方案，建立亞太營運中心及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重

要經建政策，技職教育應配合加速產業升級、產業自動化、國際化之需求及因應國內產業結構改

變，增加高級科技人才的培育【6】。所以當前技職教育的發展，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改革，教師

對於培育新的基層技術人才，不但扮演著重要角色，亦也承擔重大的使命，而課程安排是教師對

於培育新人才的教育手段和執行依據，因此課程規劃在教育功能上是非常重要的【7】。  

   技職教育之教學是由教師評估課程實用性及學生學習能力，進而擬定詳細計畫，設計其教學

內容，運用適當的技術和方法來指導學生，使其獲得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的一種活動【8】，而課程

規劃是教師為達成教學目標而設計的一種方法，也是學生學習過程中的一種適當方法和方向，課

程規劃適當不但可使老師容易達成教學目標，而且可以激勵學生增加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成效；課

程規畫不當時，如:課程內容難度偏高（可能使學生學習時效果不佳）或無實用性（可能降低學

生學習意願），則可能會造成教師的教學成果不佳，學生也因此受其影響，所以技職教育的課程

規畫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間有很大的相互影響關係。 

1.3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以國立虎尾技術學院之師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專業科目（必修與選修）課程設計與

教師及學生間的相互關係，希望藉此課程規劃及教師教學來促進培養學生上課興趣。由其前述研

究背景與動機，決定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技職教育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對教師教學情形之影響。 

2.探討技職教育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對學生學習情形之影響。 

3.探討技職教育機械類科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間的關係。 

4.研擬如何改進技職教育教師教學情形和學生學習態度。 

5.探討技職教育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因素之適宜性。 

6.探討課程實際應用之重要性。 

1.4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屬於描述性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再配合問卷及訪談進行調查。 

1.5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技職體系機械類科之師生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並採用問卷及實際訪談方式進行

研究。本研究有下列幾項限制：  

1.本研究基於人力、時間上的限制，所以僅針對國立虎尾技術學院機械類科之師生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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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研究探討僅針對我國技職體系機械類科進行研究，此研究結果無法推廣於其它教育體系及科

系。 

3.本研究僅對我國技職體系機械類科之專業科目進行研究，所以無法推展至其它一般性的科目

（如:國文、英文等）。 

4.本研究只針對機械類科之專業教師進行調查，無法得知一般性科目教師之意見【9】。 

5.為使調查之學生對技職體系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有相當性的了解，所以本研究僅針對就讀技

職體系機械械類科三年以上之學生作為調查並訪談之對象，以提高問卷有效度及內容真實性。 

 

２、相關文獻探討 

    技職教育之課程安排應協助學生建立獨立及自我體驗的經驗和能力，使其學生在工作中得到

最好的適應。且技職教育的目的在培養具有專業技術及國家經濟建設所需要之人才，所以課程的

規劃一定要理論與實際應用相互配合，最好還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上，以期獲取相關經驗。 

    技職教育專業課程規劃是否適當，對於師生間都有直接及間接的影響【10-20】，所以對技職

教育課程，應適時地隨時代潮流及學生興趣來改變課程的安排，對於先備課程、承續課程的安排

和教師個別教學之重要性【21】【22】，在課程規劃時要具有整體性和連慣性，以期望教導出來的

學生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上具有良好的適應性。 

 

 

３、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之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技職教育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設計與老師教學和學生學習

之相互影響。其方法為參考相關的文獻及論文來作為此篇論文的根據，並分別對教師、學生進行

問卷調查和實際訪談，藉此來比較教師和學生對於課程規劃看法之差異性。 

 

４、調查結果與分析 

調查結果分為問卷調查結果和實際訪談結果。本研究共發出教師問卷33份，回收問卷32份，回

收率為97.0%，而有效問卷為29份，有效率為90.6%。 

A.教師對於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之看法 

教師認為1.機械類科之專業課程規劃應導向於就業方面，但對於學生升學方面的課程也應進一

步規劃研究。2.培養學生適合相關各類工作的能力，可提升未來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3.應培

養學生具備其他相關的知識，不要只拘限於教科書上的知識，對於其他方面的專業知識也應多加

學習。4.適當的課程規劃對提高學生學習效果有很大的幫助並可激勵學生增加學習興趣。 

 

 

表五 教師問卷內容分析摘要表，N=29 
    

                 項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趨向  
（一）教師對於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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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認為機械類科之專業課程規劃應導向於就業方面。                  1.24          0.34         非常同意 

教師認為機械類科之專業課程規劃應導向於升學方面。                  2.27          0.96           同意   

教師認為機械類科之專業課程規劃應培養學生適合相關各類工作的能力。  1.47          0.72         非常同意 

教師認為機械類科之專業課程規劃應使學生具備其他相關的知識。        1.64          0.60           同意 

教師認為適當的課程規劃可有效提昇學生學習效果。                    1.28          0.45         非常同意 

教師認為適當的課程規劃可激勵學生增加學習興趣。                    1.36          0.46         非常同意 

教師認為適當的課程規劃可使老師較易達成教學目標。                  1.26          0.46         非常同意  

教師認為學生有良好的『先備課程』與『承續課程』設計，對於學習相     

關學科有很大的幫助。                                              1.45          0.61         非常同意 

教師認為其任教系上機械類科的課程安排跟的上社會脈動。              3.27          1.06           普通 

教師滿意其任教系上機械類科之專業課程安排。                        2.64          1.24           普通 
（二）教師自我評量教學情形 
教師有詳細擬定教學計畫、教學進度。                                2.03          0.59           同意  

教師有逐年改進教學方法，以求精進。                                2.26          0.61           同意    

教師對目前的教學情形有很大的成就感。                              2.36          0.71           同意 

教師對目前所教的課程有很大的期望。                                2.18          0.86           同意 

教師在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能提供實務教材輔助教學。                  2.09          0.67           同意 

教師在教學過程能舉出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應用例子。                    2.11          0.62           同意 

教師選用教材適合學生程度。                                        1.82          0.72           同意 
（三）教師對學生學習情形之看法 
教師滿意系上學生『先備課程』與『承續課程』之學習情形。            3.52          0.43          不同意 

教師認為適當的教學態度可激勵學生學習興趣。                        2.21          0.59           同意 

教師認為適當的教學方式可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效果。                    2.19          0.63           同意    

教師認為目前其任教系上的課程規劃可有效激勵學生增加學習興趣。      2.91          0.91           普通 
  

表六 學生問卷內容分析摘要表，N=305 
                    

                    項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趨向 

（一）學生對於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之看法 
目前就讀學校所安排之專業課程能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效果。               3.17         0.76           普通 

學生認為『先備課程』與『承續課程』對於學習相關學科有很大的幫助。   1.64            0.75           同意 

適當的課程規劃可激勵學生增加學習興趣。                             1.53          0.58           同意 

適當的課程規劃可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效果。                              1.68          0.62           同意 

學生希望學校所規劃之專業課程理論與實務能相配合。                   1.96          0.74           同意 

學生希望學校所規劃之專業課程能與升學考試科目相配合。               1.45          0.40         非常同意 

學生滿意目前就讀學校所規劃之專業課程安排。                         3.11          0.81           普通 
（二）學生對目前就讀學校教師教學情形之看法 
學生希望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舉出日常生活上的實際應用例子。           1.67          0.62           同意 

學生希望教師在理論課程的教學過程中能提供實務教材輔助教學。         1.48          0.83         非常同意 

整體而言學生認為其就讀學校選用之教材大多適合學生學習。             2.86          0.85           普通 
學生滿意目前系上教師教學的方法。                                   3.09          0.78           普通 
學生滿意目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與學生的互動性。                       3.46          0.92          不同意 

學生滿意本身學習過程中的學習態度。                                 2.89          0.96           普通 

5.適當的課程規劃對教學是絕對有幫助的。6.有良好的『先備課程』與『承續課程』設計，對於

學習相關學科有很大的幫助。7.對於課程規劃還可能需再加強以便能跟上時代潮流，不要                       

與社會脫節看法較不一致，所以在課程安排時需仔細規劃。8.教師對於系上之專業課程安排還算

滿意，但此題之標準差為1.24，顯示此題教師看法較不一致。 

B.教師自我評量教學情形均趨向於同意。 

C.教師對學生學習情形之看法                        

1.教師認為學生的『先備課程』與『承續課程』之學習情形有待加強。2.教師認為良好教學態

度對於學生可提高學習興趣。3.教師認為適當的教學方式有助於效提高學生學習效果，使學生能

有效率的學習且容易理解。4.大部份教師認為目前其任教系上的課程規劃無法很效的效激勵學生

增加學習興趣。 

    本研究共發出學生問卷362份，回收問卷346份，回收率95.6%。而有效問卷為305份，有

效率為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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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生對於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之看法 

1.學生認為學校所安排之專業課程無法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效果。2.學生肯定在『先備課程』與

『承續課程』有良好的學習情形時，對於學習相關學科有很大的幫助。3.適當的課程規劃可激勵

學生增加學習興趣。4.學生認為適當的課程規劃可提高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5.學生希望讀學校

所規劃之專業課程理論與實務能相配合。6.學生認為課程規劃應配合升學方面的要求，這可能是

因為有接近八成的學生畢業後都打算升學有關。7.整體而言學生對就讀學校專業課程安排不是很

滿意，所以專業課程規劃有待加強。 

B.學生對目前就讀學校教師教學情形之看法 

1.學生希望教學過程中能提供實物或多舉出日常生活上實際應用的東西來說明，因為這可增加

學生的印象，使學生不會覺得課程內容枯燥乏味。2.學生希望教師在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能提供

實務教材輔助教學。3.大部份學生認學校教材選用還需加強，最好能配合學生程度，且還要適時

更新。4.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教師的教學方法大致認為普通，但還是希望教師能有多樣化的

上課方式。5.學生大致認為教師教學過程中與學生互動情形不是很好。6.學生本身學習過程中對

於本身的學習態度在於普通，但也有將進一半的學生認為自己的學習態度需要加強。 

 

實際訪談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共訪談機械科教師10人，其中有3位教授、3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和2位講師。

學生成績佳者6人。 

A.教師及學生認為目前技職教育主要目的是什麼？ 

整理歸納如下: 

    技職教育的目的在於培育工商企業界及社會上所需求的人才，其教學課程規劃主要偏向於培 

養學生畢業後就業的能力，所以在教育上應著重於實物教學和專業知識的傳授，不同於其他的教

育，所以教師對技職教育主要應以就業技能為主要課程，唯學生仍以希望能繼續進修為目標。 

B.技職教育專業課程規劃需考慮到哪些重要因素？ 

   整理歸納如下: 

    對於課程上的設計、規劃應加強電腦資訊的教學，並希望教育中理論課程能和實務配合，且

要符合整體性、系統性、合作性、持續性等原則來適應時代潮流的變遷及提供所需求的人才，因

此對課程規劃上有些需要考慮的因素: 1.課程規劃導向於就業方面，以傳授就業技能為主。2.適時

地改變課程方向以符合社會企業界的需求。3.注重學生能力能否達到預定水準。4.課程規劃時需

考慮設備、器材及相關教師是否能配。5.考慮控制開班人數，以提高教學成效。學生則主要希望

能修自認為有用的課，否則即使獲得學分也覺得會迅速遺忘所學。 

C.教師對目前機械科的課程規劃有什麼意見？ 

   整理歸納如下: 

（1）課程教學規劃能實際評估就業市場上的需要，並能有相關機械設備來輔助教學。 

（2）注重學生的各別差異，並在教學規劃時重實作且依學生程度不同而各別加強，以提高水準。 

（3）適時對課程作變化以達到就業需求。 

（4）能加強專業的顉域，提升技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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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於學校和社會能有良好的互動，達成符合科技、社會的進步，以適時提供相關人才。 

（6）對於落實技職教育，所以教學時應加強實務教學。   

D.以目前學生先備課程的能力，是否能接受此多樣化的課程設計？ 

   整理歸納如下: 

    技職教育是提供國家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課程內容的均衡性、連接性及實用性設計上要順

著社會經濟發展、企業需求而做適當的調整，因此為了達成此目標，在課程規劃應多元化發展，

讓學生有更多學習選擇。 

    教師認為以目前學生的先備課程能力還有待加強，所以對於此多元多樣化的課程安排，大多

數的教師都認為目前學生的先備課程能力雖然可能較吃力，對於學習之成效，大多數教師深信只

要用心學習，學生就可學得更好。 

 

５、結論與建議 

    影響教育品質的因素眾多，且各個因素間又具有不同程度之相關性，儘管很難用目前的科學

方法加以規劃或整理出一套肯定且有效的方法去適用每一位工科同學及老師，但吾人仍應對教育

問題投注相當的心力，抱著即使明天教育品質可能會比今天才好一點點也要盡一份心的熱忱去努

力改善現有的問題。此項研究僅對課程規劃、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等三項因素獨立出來作初步探

討，茲將結論與建議分別列述於下： 

1. 配合社會需求變化，調整技職教育課程結構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技職教育機械類科專業課程規劃時，應考慮產業目前甚或未來之結

構、企業需求、時代潮流和學生的興趣等因素。技職教育目標不但要重視社會需求，也應注重學

生的需要，所以應提供學生多元化的課程，協助學生作選擇，促成自我實現【23】，此與林教授

所作研究結果相近。此外由問卷結果及訪談得知課程規劃若與目前甚或未來之產業結構脫節時，

易發生因老師上課認真亦獲學生認同的情形下學生學習意願稍弱而未被老師察覺的情形。欲解決

此一問題不但牽涉到學生學習意願因素、課程規劃方向因素、和科系發展特色因素外，亦牽涉到

入學方式的改進【24】及教學制度的限制因素等。 

2. 技職教育之教師與學生對就業和升學的看法 

    以往技職教育帶有濃厚終結教育色彩，教學內容在於教導學生學專業技能為主，畢業後可立

即就業，不鼓勵學生升學，對於教育目標都定位在輔導學生就業，所以教師大多數是贊同就業，

但近年由於國人經濟能力大幅提高，外界需求的高水準之專業知識及技能不斷提升，以及高等技

職教育機會增加【25】，所以大部份的學生都希望能繼續深造（本研究調查有近八成之學生，畢

業後打算繼續升學），以獲取更高深的學問及學歷，為了使學生有更多選擇權的自主性﹝升學與

就業﹞，且教師為滿足學生需求，所以現在技職教育之教育目標應定位在就業與升學並重，如此

獲可能提升學生學習意願。雖然有受訪者私下表示文憑意識應做修正才是正途，但因此原因牽涉

過廣，故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3. 技職教育須強調實用性以反映企業需要 

    技職教育的技能實習，正是杜威所謂在行動中獲得知識的驗證。為因應社會快速變遷和科技

的進步，所以技職教育除了為目前生活準備外，還需具有前瞻性和適應性。若現在技職教育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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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適時的加以調整，對於適應未來社會的變遷和企業需求應有所幫助，故課程規劃強調實用性對

學生學習會有所幫助。至於技職教育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除了具有一般教學能力經驗外，最好

還能具備外界實務知識經驗的能力，如此才能在理論課程中配合外界現有的實際例子來搭配教學

（如CAE、設計學程、製造學程等），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迅速且確實地學習，使學生輕易

理解相關知識，對於外界多變的知識也有所了解而不是只有死讀書。 

4. 技職教育課程規劃應朝向多元化發展 

    技職教育之課規劃，為了使學生能依興趣學習，配合外界所需求多元化且多方向的人才，所

以課程應朝多元化發展，且課程設計時應符合動機原則、順序原則和先備課程設計原則，以提高

教師教學效率及學生學習成效，降低學習障礙。 

5.培養學生未來具備發展之能力 

    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人們使用電腦的頻率逐年地倍增，許多原本很複雜的東西，現

在都可以引用各種簡單電腦軟體來控制或使用程式設計來分析各類資料這已成未來之趨向，而目

前企業界極缺乏具備設計能力之人才，所以技職教育課程規劃應培養學生具備程式設計、電子與

自動化控制之能力以因應企業界的需求，且要多方向學習。 

6.技職教育之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建議 

    經由本次論文中對教師與學生所做的問卷及訪談之結果分別對學生與教師的建議如下： 

 ( 1 )對教學者而言應注重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以激發學生學習慾望對於課程安排規劃下選用適

合學生的教學教材，並配合外界現有的實際例子來搭配教學，將複雜課程以簡單的實務教導學

生，讓學生在學習時能衍生出興趣而主動學習，且應逐年能改進教學方法並落實入學甄試之原

意，對於學習低落的學生應多加輔導，使學生在學習時較能獲取成功的經驗。 

( 2 )對學習者而言應培養好的學習習慣，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教師教學不要只是一味的否定，對於

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障礙要盡力去解決，不要逃避或把責任推給教師，且上課時對於不會的地方

應與同學或教師討論去解決問題，在學習時應有良好的學習態度來提升學習效果，增加教師教學

興趣而學得更多的知識與學問。 

    經由本研究調查得知機械類科教師認為在課程規劃上應符合技職體系設置之宗旨和配合國

內產業結構改變，以培養高級科技人才。但由於高等教育機會增加，使得學生認為高學歷以成未

來之趨向，因此大部份學生希望畢業後能再升學，為因應此情形，對於課程規劃應再進一步研究、

探討，且定期修改並培養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間的互動性，使教師能有效達成教學目標，學生

也能增加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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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宜宸：善盡指導老師應盡之責任。主要如教授同學如何讀、寫論文，如何蒐集資料，題目

之訂定及提供研究方法，並協助解決困難，撰寫部分論文及修正論文。 

    梁巨展：蒐集資料並執行調查及訪談，詳閱資料並撰寫多部分論文，打字排版並做修改。 

    游啟仁：蒐集資料、詳閱資料並撰寫部分論文，打字排版和修改整理。 

    趙建焜：蒐集資料並執行調查及訪談，詳閱資料提供意見並撰寫部分論文。 

李岳穎：蒐集資料並執行調查及訪談，撰寫部分論文，打字修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