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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育國家經濟建設各級技術人力、促進社會階層向上流動、

增進社會和諧，有利知識經濟的發展。我國於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發布「技術及職業

教育法」，建立技術及職業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培養國人正確職業觀念及落實技職教育

務實致用特色。 

    技職教育的功能在強化個人的就業及生涯發展條件，為產業提供生產人力。重視技

職教育，不應僅關注技專校院及技職學校蓬勃發展之表象，而是要以終身學習的理念，

讓每一位學習者都能獲得對個人生(職)涯發展有價值的能力，產業亦能從教育體系中獲

得所需的人力資源。 

    臺北市技術型高中設科多元、學制多樣性、地理位置優越、交通設施便捷及社經環

境特殊，為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培育人才服務社會，期待以專業培養專業，型塑優質

技職教育的環境，健全學習管道，提供學校資源及協助，共同營造適合學生的教育模式

與環境，達成讓每位學生都得到優勢發展的環境與機會之目標。 

第一章 臺北市政府所轄各級學校教育概況及分析 

壹、國民小學教育概況 

一、描述所轄國民小學校數、班級數、學生數、新生入學人數、應屆畢業生人數 (請

填寫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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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新生入學人數變化 

 
 

 

三、分析全校少於 50 人之小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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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民中學教育概況 

一、描述所轄國民中學學校數、班級數、學生數、新生入學人數、應屆畢業生人數、

應屆畢業生升學率 (請填寫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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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新生入學人數變化 

 
 

 

三、分析全校少於 100 人之小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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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應屆畢業生升學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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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新生入學人數變化及就近入學率 

 
 
 

 
 
三、分析應屆畢業生升學及就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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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推動情形 

壹、技職教育諮詢會執行情形 

為配合技職與職業教育法的實施，培養國人正確職業觀念，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

特色，培養各行業人才，本局先行成立高職工作圈，全面推動技職教育發展，另為促進

技術及職業教育專業發展、回應社會各界對技職教育高度關注及多元角色參與之機會，

及提供技職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落實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八條規定，本市業於 105

年度進行規畫，成立技職教育諮詢會，邀請專家學者、學校代表、教師會、家長會及產

業界代表等，藉由集思廣益與專業對話，俾利提供本市推動技職教育重要諮詢依據。 

    前揭諮詢會已於 106 年 7 月 13 日召開，共同研議臺北市技職教育發展方向，後續

亦將擘劃臺北市技職教育政策綱領，朝「學習亮點、特色發展、產學兼備、創新教學及

國際接軌」策略邁進。 

貳、職業試探教育執行情形 

一、設立職業試探或體驗示範中心之執行情形 (請填寫附表五) 

二、各階段學生職業認識探索課程、適性發展及職涯規劃課程開設之情形  

(一)深耕技職體驗：國民小學、中學階段加強學生對於職業與技術價值之認識，各

領域中宣導生涯議題融入課程，並提供教案及學習單。 

(二)寒、暑假職輔營：由公私立高中職於寒暑假開設職業輔導研習營，增進國中對

工作世界及技職教育之認識，以利學生未來職涯探索與發展。 

(三)辦理國中小學生職業試探教育、實施 2-6 小時職業試探教育，並請國中教師協

助實施職涯試探相關輔導量表，並加強測驗分析，讓學生瞭解自我，引導其適

性選擇。 

(四)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力及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

探。 

(五)辦理多元社團(例如微電影社、3D 列印社)，跨領域合科特色教學，利用職業

試探、生涯講座、輔導活動課程等繼續職業試探教育初探。 

(六)另本市於市立新興國中設置職業群別主題式職探中心，開辦電機電子與設計職

群，建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職涯認識與探索機制，落實推動職場體驗、職場

見習等，建立正確職業價值觀。 

三、地方政府鼓勵社區、教師、家長、產業推動職業試探教育之情形  



 

14 
 

(一)與高中職、中華基金會合作，開設多元課程，辦理實地參訪課程，拓展學生多

元學習。 

(二)辦理班級家長生涯達人講座、入班職業介紹、八年級暑假作業職業，邀請學生

感興趣的生涯達人與學生座談分享，學生得與生涯達人互動請益，增廣對職業

世界的認識，收穫良多。 

(三)辦理國中生職涯試探活動，國中技藝班、學生參訪、國中寒假職業輔導研習營、

國中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藉由試探活動提升對職能的想像，以利進行生涯規

畫。 

(四)辦理國中教師職業教育深度研習，透過國中教師至高職進行職群科介紹、實習

工廠環境簡介及職業教育職涯規劃等議題，讓國中教師更能理解職業教育，俾

利對學生進行適性輔導。 

四、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理情形 (請填寫附表六) 

五、地方政府對推動職業試探的創新作為 

(一)配合本市高國中技職教育向下延伸規劃，以國小高年級為主要對象，結合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學習目標，於學期中及寒暑假期間至本市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

範中心進行職業試探課程，加強國小學生對各職業的認知，奠定未來職業發展

的基礎。 

(二)發展國小學生職業試探之課程及教材，結合食農教育、藝術教育與戶外教育，

讓學生的學習從校園內向外延伸擴展。 

六、其他 (請填寫附表七) 

備註：請填寫附表四 

參、職業準備教育執行情形 

一、描述推動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情形(參與校外競賽、產學合作、協同教學、開設特

色課程、跨領域課程、策略聯盟、校外實習、海外實習、職場體驗、企業參訪、

Maker 基地等)，請填寫附表八 

二、說明產業技術人力專班(建教合作班、就業導向專班、產學攜手班、契合式人力

專班等) 辦理之情形 (辦理校數、開辦班次、學生數、校外競賽、產學合作、業

師協同教學、校外實習、海外實習、職場體驗、企業參訪等)，請填寫附表九 

三、分析畢業生流向 (就業比例、留任原實習機構比例、海外留學、在地就業率、就

讀技專院校相關科系、所等) 

臺北市 105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畢業生總計 10,933 人，升學人數總計 9,476 人，

升學率達 86.67%，就業人數總計 1,031 人，就業率 9.43%，其他非升學及就業人

數總計 426 人，佔畢業生總人數比率 3.89%，因此臺北市技術型高中畢業生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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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為主流。 

四、分析產業於職業準備教育階段投入資源(業師協同教學、課程規劃、實習課程規

劃提供實習與就業機會、專題製作、捐贈設備或經費等)。 

(一)為促進業界專家與本市高職專任教師教學相長，本市配合教育部專案鼓勵高職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加強教師與學生與業界連結之實務技能。 

(二)鼓勵各校辦理就業導向專班，與產業機構、訓練機構或大專校院，共同規劃推

展以實務技能學習為課程核心之就業導向課程專班，期能協助學生實務技能及

就業能力，並提升學生就業意願及比率，協助學生未來生（職）涯發展。本市

共計 12 所學校透過辦理建教合作、實用技能學程、就業導向專班、產學攜手

班等，學生就讀高職期間開始至企業實習、接受實務訓練，兼顧學生升學及就

業進路之規劃。 

(三)為加強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職場之實際體驗，鼓勵學生至業界實習，增進其實務

知能，並達成與產業接軌及學用合一之目標，配合教育部專案鼓勵各校辦理職

場體驗及業界實習。 

(四)南港高工更與臺北大眾捷運公司完成合作簽訂事項，聘請臺北大眾捷運公司軌

道車輛維修專業技師至南港高工課程，培訓軌道車輛維修之基礎專業人才，亦

對本市重大交通建設挹注教學技術交流機會。 

(五)各校透過私立學校獎勵補助款、設備更新-充實基礎設備計畫、優質化、均質

化等計畫，依專業課程購買所需設備，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六)產業捐贈設備合作案 

1.台灣松下股份有限公司(Panasonic)於106年1月20日捐贈本市高職學校冷凍

及電器修護設備，供本市高職學生實習使用，嘉惠本市師生。 

2.國都豐田汽車、永福汽車公司、崇友文教基金會等於 106 年 3 月捐贈汽車等產

業設備提供高職學生實習(惇敘工商)。 

五、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 

辦理軌道車輛工程學習營(計有南港高工、大安高工 20 名學生於 105 年 7 月 5

日~7 月 8 日參加研習營)，共同規劃軌道車輛工程特色課程，以落實產業界、科

大及高職本位課程，加強未來產業與技職學校之交流與合作。 

(一)臺北捷運公司產學合作案：為因應職場人才需求的培養，本市首創高職學生赴

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業界實習產學合作案，與台北捷運公司簽立課

程合作契約。104 學年度有南港高工汽車科三年級 20 名學生受惠，學生畢業

後並可參加捷運公司新進員工甄選。 

(二)古蹟修復學習營：挹注大專院校資源，與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合



 

16 
 

作，辦理古蹟修復技術學習營，本案徵選高職學生參加，循課程及營隊方式規

劃，讓學生進行興趣探索，於既有課程中融入相關古蹟建築技法，再辦理古蹟

踏查及技法研修課程，有興趣者進而投入相關專業學習。 

六、職業準備教育數位化運用情形(教師社群、數位學習平台、產學合作平台、師生

學習歷程 e-Portfolio 等)，請填寫附表十 

七、地方政府對推動職業準備教育之創新作為 

(一)技職教育教師深度研習：為推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學習之理念，協助國

民中、小學教師認識技職教育之學習內容、教學特色及進路發展，並在國民中

學階段扮演技職教育推手，協助學生適性就學選擇、適性分流選擇之輔導，提

升技術型高中選讀與就近入學人數，進一步將技職教育學習年齡向下延伸至國

中及國小，以貫徹技職一貫化的縱深學習。 

(二)營造優質實習場域，建置產業環境教學教室及建置健康、安全及專業化之實習

場域。自 108 年度起以 3年為 1個期程(108-110 年、111-113 年)，合計 2期

共 6年計畫，學校應依課程發展需要建立優先改善順序，以每一期程第 1年實

習場域改善為優先。 

(三)因應新課綱改善高職實習工場環境安全設施及實習設備，透過設備更新協助各

校深耕重點群科、發展學校課程特色及提昇學生實作能力，並與企業策略聯盟，

加強產業鍊結，縮短學用落差。 

八、其他 

肆、職業繼續教育推動執行情形 

一、學校自行辦理繼續教育專班推動情形 (例如：回流教育、員工進修班或其他提供

在職者、轉業者進修之班別) (開設校別、班別、學生數、合作機構、實習時數、

業界師資參與)，請填寫附表十一 

二、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繼續教育推動情形 (開設機構數、班別、學生數、合作

機構、實習時數、業界師資參與)，請填寫附表十二 

三、其他具體作為 

伍、技術及職業教育師資實務增能執行情形 

一、提升教師實務能力(教師深耕服務、教師深度實務研習、產學合作、遴聘業界師

資等)  

(一)為鼓勵本市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專任教師赴國內公民營機構研習，強化教師

實務經驗，提升教學品質。藉由教師與企業交流發掘產學合作潛在機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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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學生就業市場，提高就業機會，本市 104 學年度計南港高工、大安高工、

內湖高工、木柵高工及喬治工商等 5校申請辦理觀摩式研習，共計有 280 位教

師參與；105 年度計有南港高工、大安高工、內湖高工、泰北高中、滬江高中、

金甌女中、松山家商等 7校申請辦理研習，合計 467 位教師參與。透過教師至

相關產業研習最新設計軟體，有助教學時讓學生了解應用概況、本市產業動向

及就業市場需求。. 

(二)為促進業界專家與本市高職專任教師教學相長，本市配合教育部專案鼓勵高職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加強教師與學生與業界連結之實務技能，104 學

年本市計有木柵高工、南港高工、大理高中、育達家商、協和祐德高中、東方

工商、開南商工、稻江商職及稻江護家等 9校 28 職科申請辦理。105 學年本

市計有木柵高工、南港高工、內湖高工、大理高中、協和祐德高中、喬治工商、

開南商工、育達家商、稻江商職、東方工商、滬江高中及稻江護家等 12 校申

請辦理。尤其南港高工更與臺北大眾捷運公司完成合作簽訂事項，聘請臺北大

眾捷運公司軌道車輛維修專業技師至南港高工協同教學，培訓軌道車輛維修之

基礎專業人才，亦對本市重大交通建設挹注教學技術交流機會。 

二、其他具體作為 

備註：請填寫附表十三 

陸、地方政府挹注技術及職業教育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 

列舉地方政府挹注技術及職業教育年度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請填寫附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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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願景及策略 

壹、發展技術及職業教育之願景及特色 

為發展技職學校特色，臺北市技術型高中與企業結盟發展產學合作平台、創造學生

產業實習機會、善用多元師資與科技大學合作開設特色課程等。臺北市技職教育政策的

推動，將以系統性的思維、整體的規劃及完善的配套措施，發展願景將以「反思、進步、

分享、創新」為技職教育政策規劃執行方向，以「全人教育、專業素養、適性揚才、策

略聯盟、國際接軌、務實導向」為核心，培養孩子在專業知識理論外的「非認知能力」，

創造孩子無限可能，幫助孩子自我實現，掌握迎向成功的關鍵特質。 

貳、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之策略及作法 

臺北市將以「扎根育苗與推動適性發展、發展創新教學特色課程、強化素養導向式

教學、務實導向與策略聯盟、優化實作教學環境與設施、提升國際交流與接軌能力」等

七項做為技職教育推動政策，具體推動策略如下： 

一、扎根育苗與推動適性發展 

(一)國中技藝教育及高中生涯輔導：鼓勵具技職傾向之國中九年級學生參與技藝班

課程，另於學期中及寒暑假期間至中心進行職業試探課程，並納入學校生涯發

展教育活動。技術型高中教育階段，依學校輔導機制辦理生涯與職業輔導活動，

學生依其性向測驗，適性就學或就業。 

(二)推動職業教育向下扎根，落實國小職業探索：配合本市高國中技職教育向下延

伸規劃，以國小高年級為主要對象，結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學習目標，於學期

中及寒暑假期間至本市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進行職業試探課程，加強

國小學生對各職業的認知，奠定未來職業發展的基礎。另發展國小學生職業試

探之課程及教材，結合食農教育、藝術教育與戶外教育，讓學生的學習從校園

內向外延伸擴展。 

(三)設置職業試探與體驗中心：成立臺北市立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

心，該中心規劃電機電子群及設計群 2個職群課程，為符應技職教育法已規劃

向下紮根方案，由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及國中學生進行試探；未來將成立高中

職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本市七所公立高職皆成為職探中心，不僅為

縱向向下試探，亦提供高中職階段學生橫向試探及體驗。 

二、發展創新教學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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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業師協同教學：為銜接學校及職場現況，學校應適時聘用專業技術教師，

向各行業界徵求職業達人、文化創意創作者，藉由業師入校分享生命歷程、精

神與態度，影響更多師生投入學習，讓教師激發教學熱情與策略、學生激發投

入學習的熱忱，並業師納入課程研發系統的機制，規劃加強學生實務能力的課

程，以塑造技職體系實務致用的特色，培養學生獲得不同領域之專長。 

(二)提升教師專精能力與業界進修活動：精進教師教學能力，以教師增能培力為主，

融入 Design School & Design Thinking 模式，結合產業需求、國際新知及業

界進修等，汲取未來產業發展方向與資訊，以融入教學引導學生成為具啟發、

思考與創意的人才。發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新課程綱要為主的創新特色課

程、教案教材、多元適性的體驗學習活動，以營造精緻優質的校園環境，培育

具人文關懷之專業人才，提升產業之競爭力，以期許技職邁向全面卓越。 

(三)培育邏輯運算思維Coding設計能力：臺北市不僅是為了未來需求的軟體人才，

更為培養孩子解決問題、創造、合作、勇於嘗試錯誤等能力，從解決問題的過

程中，學習不斷嘗試錯誤，以及做好掌握數位生活的準備，將來進行融入性的

程式設計教學規劃。實施方式以納入各校社團活動辦理，由學校成立社團開設

Coding club 課程供學生學習，學校若無專業師資運用，則由本市補助經費聘

用業師教學。 

(四)強化素養導向式教學：培養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

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技術型高中各類、各職群教師可

組織社群，配合跨校選修機制，結合各校學校本位特色，發展出相當具有特色

的適性選修及素養導向課程。 

三、務實導向與策略聯盟 

(一)技藝薪傳達人培育方案：集結臺北市對深耕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技能(技

藝)競賽、專業技術等具特殊表現人員，辦理技藝薪傳達人培育方案與相關獎

勵活動，藉由培育方案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的價值觀思維，培育方案規劃以社

會需求為導向，強化學校辦學績效責任，確保技職教育的品質。 

(二)校際橫向策略聯盟，技專校院縱向策略聯盟：藉由本市便捷交通貫徹技術型高

中校際間橫向策略聯盟，各校實習場域交流互助，以「校與校」之間的合作關

係促進資源共享，整合各校實習場域資源，填補學校設備資源之不足。技術型

高中可透過與技專校院策略聯盟關係學習先進技術與培養務實能力，使學生了

解高等技職教育階段學生應具備之職業精進能力，未來升讀技專校院選擇適合

志向及興趣，透過策略聯盟關係培育更多技職人才，亦做為教師精進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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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之用。 

(三)媒合職校與產業，暢通技職人才培育管道：推動產學合作、學生產業實習及建

教合作，學校以更具彈性之課程設計或考評措施，扎實提升學生實務能力。另

與職能發展學院合作，規劃協作課程，以培育業界實作能力。辦理企業參訪、

見學式課程之參訪體驗活動，輔導臺北市技術型高中一年級學生對職業群別的

定性認知，加深學生對職場環境的認知，提早落實職業定向輔導，確認未來個

人生涯發展方向讓學生增加學習興趣與認同感，並讓學生展現符合社會產業所

需之專業實務能力，改變社會大眾對技職教育之觀感，彰顯技職教育價值。 

四、優化實作教學環境與設施 

(一)實習場域效能優化，縮短學用落差：因應新課綱改善高職實習工場環境安全設

施及實習設備，透過設備更新協助各校深耕重點群科、發展學校課程特色及提

昇學生實作能力，並與企業策略聯盟，加強產業鍊結，縮短學用落差。 

(二)建置數位教學環境標準化：為因應時代潮流與教學模式改變，教學區應設置數

位設備，如互動式電子白板、觸控螢幕、寬頻網路及電腦影音設備，學校建置

學習平台，學生有個人化的學習歷程數位紀錄，隨著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

科技化的創新教育模式及行動學習，將是未來的趨勢，藉由教師教學模式的改

變，帶來學生快樂學習的環境，教師運用數位學習環境的能力，研發教材改變

既有教學模式，讓教學和學習變得更為便利、更有效率，也進一步提升教師專

精能力。 

五、提升國際交流與接軌能力 

(一)培養第二外語英語口說能力：藉由辦理提升臺北市技術型高中英語能力活動、

英語學習營、海外企業見習活動，建置國際化教育環境，並適量的導入外籍師

資入校協同教學，培養敘事及表達能力，增進學生口說表達及行銷特色，培養

臺北市具國際視野之技職人才。 

(二)辦理國際教育活動與海外技職實習見學團：技職教育必須向下扎根、向上發展，

並放眼國際與世界技職教育接軌，為培育學生具備國際移動能力，除加強學生

外語溝通能力及多元視野宏觀、尊重理解不同文化，同時積極推動國際交流活

動，加強產業與國外學校之合作關係，推動國際教育交流與先進國家技術見學

團，藉由海外觀摩與學習，提供學生多元文化與創意之刺激，增廣技職教育的

國際視野，發展具個人獨特的創作風格，提升師生國際視野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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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技職教育以培育國家經濟建設各級技術人力、促進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增進社會和

諧、使學生具備未來生涯發展的條件、培養進入社會的態度及就業所需能力為目標，而

這個目標正與國家產業發展及經濟成長有密切關連。     

    受到現今全球化、國際化、智慧化及產業結構變遷等影響，技職教育體系正面臨關

鍵時刻，臺北市做為首善之都，未來技職教育將持續以務實專業技術為根本，培育符應

社會產業需要的人才，適時滾動修正、盤點產業需求人才及持續創新，以提升城市競爭

力，培育具實作力、創新力及就業力之人才為目標，引領國家未來產業發展、經濟蓬勃、

社會融合、民生富庶、整體社會向上提升之正向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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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國民小學教育概況 

項目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國立 
直轄 
市立 

私立 總計 國立 
直轄 
市立 

私立 總計 

校數 2 139 10 151 2 139 10 151 
班級數         
一年級 8 688 46 742 8 635 46 689 
二年級 8 683 46 737 8 688 46 742 
三年級 9 706 47 762 9 697 47 753 
四年級 9 698 46 753 9 705 46 760 
五年級 10 751 46 807 10 724 46 780 
六年級 10 764 47 821 10 756 47 813 
總計 54 4,290 278 4,622 54 4,205 278 4,537 

學生數         
一年級 242 17,281 1,778 19,301 228 16,552 1,762 18,542 
二年級 235 17,991 1,814 20,040 241 17,193 1,745 19,179 
三年級 231 17,574 1,728 19,533 232 17,970 1,755 19,957 
四年級 226 17,337 1,709 19,272 235 17,527 1,702 19,464 
五年級 287 18,061 1,712 20,060 289 17,364 1,674 19,327 
六年級 274 18,294 1,697 20,265 282 18,045 1,700 20,027 
總計 1,495 106,538 10,438 118,471 1,507 104,651 10,338 116,496 

應屆畢業

生人數 
266 18,327 1,688 20,281 283 18,064 1,680 20,027 

 
備註： 
1. 班級數及學生數之計算，包括全校編制班之班級總數及學生總人數(以 9 月 30 日有

學籍之學生為準)，不含補校人數。 
2. 學生數為 0 者及附設國中小部不列入本表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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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國民中學教育概況 

項目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國立 
直轄 
市立 

私立 總計 國立 
直轄 
市立 

私立 總計 

校數 - 59 2 61 - 59 2 61 
班級數         
一年級 17 757 89 863 17 717 88 822 
二年級 17 779 89 885 17 754 89 860 
三年級 17 821 89 927 17 788 89 894 
總計 51 2,357 267 2,675 51 2,259 266 2,576 
學生數         
一年級 473 19,110 3,766 23,349 472 17,662 3,695 21,829 
二年級 457 20,087 3,632 24,176 467 19,204 3,672 23,343 
三年級 461 23,372 3,657 27,490 445 20,075 3,486 24,006 
總計 1,391 62,569 11,055 75,015 1,384 56,941 10,853 69,178 
應屆畢
業生人
數 

452 22,766 3,624 26,842 422 19,668 3,470 23,560 

應屆畢
業生升
學人數 

452 22,731 3,624 26,807 421 19,636 3,467 23,524 

應屆畢
業生升
學率 

100.00% 99.85% 100.00% 99.87% 99.76% 99.84% 99.91% 99.85% 

應屆畢
業生已
就業人
數 

- 12 - 12 - 8 - 8 

應屆畢
業生未
升學未
就業數 

- 23 - 23 1 24 3 28 

 
備註： 
1. 班級數及學生數之計算，包括全校編制班之班級總數及學生總人數(以 9 月 30 日有

學籍之學生為準)，不含補校人數。 
2. 應屆畢業生升學率=應屆畢業生升學人數/應屆畢業生人數*100%  
3. 學生數為 0 者及附設國中小部不列入本表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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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概況 

一、高級中等學校校數、班級數、學生數統計表 
1. 高級中等學校校數統計表 

學制別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直轄市立 私立 總計 直轄市立 私立 總計 
專業群(職業)科 7 18 25 7 18 25 

綜合高中 6 5 11 6 4 10 
實用技能學程 2 4 6 2 3 5 

進修部 5 18 23 5 15 20 
總計 20 45 65 20 40 60 

 
2. 高級中等學校班級數統計表 

學制別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直轄市立 私立 總計 直轄市立 私立 總計 
專業群(職業)科 410 593 1003 390 588 978 

綜合高中 102 28 130 102 25 127 
實用技能學程 7 13 20 6 12 18 

進修部 66 184 250 55 162 217 
總計 585 818 1403 553 787 1340 

 
3. 高級中等學學生數統計表 

學制別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直轄市立 私立 總計 直轄市立 私立 總計 
專業群(職業)科 14,828 23,981 38,809 13,835 23,470 37305 

綜合高中 3,802 1,090 4,892 3,675 984 4,659 
實用技能學程 167 363 530 124 348 472 

進修部 1,791 5,290 7,081 1,437 4,857 6,294 
總計  20,588 30,724  51,312  19,071  29,659  48,730 

備註： 
1. 本表含大專校院附設專業群(職業)科資料。 
2. 本表含特教學校附設實用技能學程資料。 
3. 本表含大專校院、特教學校及監獄補校附設進修部資料。 
4. 學生數為 0 者不列入本表校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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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職業試探教育推動情形學年度 

各級
學校 編號 指標項目 104 105 

國中 

1 開設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學校數 61 61 

2 開設融入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學校數 61 61 

3 開設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校數比率 100 100 

4 開設融入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校數比率 100 100 

5 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之學校數 54 55 

6 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之校數比率 89 90 

7 學校辦理職業試探相關國中學校教師研習， 
總計教師參與人次 3101 3174 

8 辦理技職教育宣導及學生體驗學習活動之學校數 61 61 

9 辦理技職教育宣導及學生體驗學習活動之校數比率 100 100 

10 學生參與高中端職涯探索總人次 85305 39703 

11 家長參與職業試探相關宣導活動總人次 8778 8072 

12 學校辦理 8-9 年級學生學術與性向探索活動，總次數 5559 2812 

13 連結社區專業人力、技職校院、職訓機構及產業資源、勞工局等開
設職業試探場次(課程、工作坊等) 667 667 

14 學校辦理職涯達人相關講座活動總次數 820 810 

高中 

15 開設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學校數 25 25 

16 開設融入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學校數 25 25 

17 開設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校數比率 100 100 

18 開設融入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之校數比率 100 100 

19 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之學校數 25 25 

20 辦理職業試探相關教師研習之校數比率 100 100 

21 學校辦理職業試探相關高中學校教師研習， 
總計教師參與人次 2654 2793 

22 辦理技職教育宣導及學生體驗學習活動之學校數 25 25 

23 辦理技職教育宣導及學生體驗學習活動之校數比率 100 100 

24 辦理職業試探相關宣導活動，總計家長參與人數 2342 2386 

25 學校辦理企業參訪總次數 
(參訪對象必須是公民營事業機構始計入) 368 220 

26 學生參加企業參訪總人次 36597 3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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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
學校 編號 指標項目 104 105 

27 連結社區專業人力、技職校院、職訓機構及產業資源、勞工局等開
設職業試探場次 (課程、工作坊等) 580 650 

28 學校辦理職涯達人相關講座活動總次數 260 320 

29 地方政府結合社區職業試探教育宣導活動，總次數   
備註： 
1. 國民中等學校以國中稱之。 
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高中稱之。 
3. 校數比率：辦理學校數/所轄之校數 
4. 編號 15、16：涵蓋高中自行辦理或協助國中、國小辦理之學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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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五、職業試探或體驗示範中心執行現況 

學年度 

編號 指標項目 104 105 

1 設立中心數 0 1 

2 中心開設職群數 0 2 

3 國小學生參加學期中之體驗課程，總人次 0 310 

4 國中學生參加學期中之體驗課程，總人次 0 72 

5 寒暑假期間辦理職業試探營隊或活動，總次數 0 4 

6 國小學生參加寒暑假期間辦理職業試探營隊或活動，總人次 0 38 

7 國中學生參加寒暑假期間辦理職業試探營隊或活動，總人次 0 31 

8 聘用技職校院師資參與中心教學師資數 0 0 

9 聘用職訓機構師資參與中心教學師資數 0 0 

10 聘用社區或產業專業師資參與中心教學師資數 0 0 

備註： 
1. 國民小學以國小稱之。 
2. 國民中等學校以國中稱之。 
3. 校數比率：辦理學校數/所轄之校數 
4. 技職校院：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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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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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理情形 

學年度 

編號 指標項目 104 105 

1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國中學校數 76 75 

2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國中校數比率 87.4% 86.2% 

3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班級數 101 98 

4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抽離式)學生數 2896 2759 

5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學校數 2 2 

6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校數比率 2.3% 2.3% 

7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班級數 2 2 

8 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學生數 32 31 

9 聘用社區或產業專業師資人力參與技藝教育教學師資數 0 0 

10 地方政府辦理國中技藝教育宣導活動或職場達人講座，總次數 5 3 

11 國中辦理技藝教育宣導之校數 87 87 

12 國中辦理技藝教育宣導之校數比率 100% 100% 

備註： 
1. 國民小學以國小稱之。 
2. 國民中等學校以國中稱之。 
3. 校數比率：辦理學校數/所轄之校數(含完全中學、高中附設國中部) 

 
  



 

37 
 

附表七、推動職業試探教育其他作為 

學年度 

編號 指標項目 104 105 

1 地方政府培訓生涯發展教育專業人才，總計培訓人數 7 11 

2 辦理全縣市技職教育成果展 0 0 

3 地方政府投入職業試探教育經費(不含教育部計畫配合款) 3,145,000 1,615,690 

備註： 
1. 國民小學以國小稱之。 
2. 國民中等學校以國中稱之。 
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高中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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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高級中等學校推動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情形 

備註： 

1. 課程數：開設的科目數量 
2. 校數比率：辦理學校數/所轄之校數 
3. 參與校外競賽得獎數：學生參加政府單位主辦之縣市級(含)以上之競賽獲獎總人次 
4. 參與技能競賽得獎數：學生參加政府單位主辦之縣市級(含)以上之技能競賽獲獎總人次 
5. 開設 Maker 基地之學校數：中央與地方開設之基地數均列入計算範圍 
  

編號 學年度 104 105  

1 參與校外競賽得獎數(科展/創意或發明/專題製作競賽/專利等) 160 477 

2 參與技能競賽得獎數 486 163 

3 赴產業實習總人數 1159 4232 

4 結合產業之教學活動場次 41 50 

5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250 408 

6 結合地方產業、契合學生就業進路需求、跨科跨領域實習課程數 10 14 

7 學校與大學合作課程數 134 163 

8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或調整新設之學校數 1 1 

9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共同評估群科調整或新設之校數比率  4% 4% 

10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學校數 2 2 

11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之校數比率  8% 8% 

12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學校數  3 3 

13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之校數比率  12% 12% 

14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學環境實驗室之學校

數  
2 4 

15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學環境之校數比率 8% 16% 

16 遴聘業界師資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130 108 

17 遴聘業界師資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25 21 

18 遴聘業界師資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100% 84% 

19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143 140 

20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20 20 

21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80% 80% 

22 辦理海外實習之學校數 3 3 

23 開設 Maker 基地之學校數 0 0 



 

39 
 

附表九、產業技術人力專班辦理概況   

編號 學年度 104 105 

1 校數 25 25 

2 辦理班次(建教合作班、實用技能學程、就業導向專班、產學攜手班、
契合式人力專班等) 82 82 

3 學生數 530 472 

4 參與校外競賽得獎數(科展/創意或發明/專題製作競賽/專利等) 368 381 

5 參與技能競賽得獎數 62 45 

6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106 104 

7 結合產業之教學活動場次 50 40 

8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200 182 

9 結合地方產業、契合學生就業進路需求、跨科跨領域實習課程數 0 0 

10 與區域內大學辦理策略聯盟計畫，共同建置特色課程數 1 3 

11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與產業共同評估群科調整及新設之學校數 1 1 

12 與產業定期或不定期與產業共同評估群科調整及新設之校數比率  4% 4% 

13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學校數 2 2 

14 與產業共同規劃升學、就業導向模組化之校數比率 8% 8% 

15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學校數 3 3 

16 與產業共同規劃特色課程之校數比率 12% 12% 

17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學環境實驗室之
學校數  2 3 

18 與產業合作共同規劃購置實驗設備，建置符合實務教學環境之校數比
率 8% 12% 

19 遴聘業界師資辦理協同教學業師人數 53 57 

20 遴聘業界師資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9 12 

21 遴聘業界師資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36% 48% 

22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教師數 14 11 

23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學校數 9 12 

24 遴聘技專校院教師辦理協同教學校數比率 36% 48% 

25 辦理海外實習之學校數 3 3 

備註： 
1. 課程數：開設的科目數量 
2. 校數比率：辦理學校數/所轄之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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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職業準備教育數位化運用情形 

學年度 

編號 指標項目 104 105 

1 建立教學社群數 240 250 

2 推動建立數位教學平台數 38 39 

3 建立 e 化「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學校數 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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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學校自行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專班推動情形 

學年度 

編號 指標項目 104 105 

1 開設校數 0 0 

2 開設班級數 0 0 

3 學生數 0 0 

4 合作機構數 0 0 

5 校外實習時數 0 0 

6 學校及合作機構共同規劃科目數 0 0 

7 學校及合作機構共同規劃課程比率 0 0 

8 業界師資協助教學科目數 0 0 

9 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參與率 0 0 

備註： 
1. 課程比率：共同規劃科目數/全部科目數 
2. 協同教學參與率：協同教學科目數/ 全部科目數 
3. 所轄學校有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二十條」規定，自行辦理繼續教育專班者，應填寫編

號 6~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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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學校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職業繼續教育推動情形 

填寫期間：學年度 

編號 指標項目 104 105 

1 開設職業訓練機構數 0 0 

2 開設班級數 0 0 

3 學生數 0 0 

4 校外實習時數 0 0 

備註： 
1. 課程比率：共同規劃科目數/全部科目數 
2. 協同教學參與率：協同教學科目數/ 全部科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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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技術及職業教育師資實務增能情形  

學年度 

編號 指標項目 104 105 

1 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人次 6308 5956 

2 產學合作件數 85 90 

3 
教師至公民營機構或業界進行四週至八週 

(教師深度實務研習) 人數 
20 27 

4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行為期半年或一年 

(教師深耕服務)人數 
5 6 

 
備註：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人次：係指參與校內有關促使學校行政團隊永續學習且不斷創新

成長的學習型組織或活動之教職員人次。例如：腦力激盪、讀書會、校內外業務觀摩、

校務推展研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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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地方政府挹注技職教育年度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備註：經費額度：包括地方自行編列及中央補助給縣(市)府挹注於技職教育之經費 

年度 編號 推動工作 經費額度 執行情形扼述 備註 

104 1 
規劃辦理職業與技

藝教育 3,339,416 

辦理項目包含國中技藝教育

班、業界實習職場體驗、實習

實作能力、務實致用特色課

程、就業導向專班。 

 

104 2 
技能檢定及技藝競

賽 
2,366,980 

辦理學生技藝競賽、國中技藝

競賽、技優甄審。 
 

104 3 
高職教務活動與教

師實務研習 
2,467,394 

補助學校辦理業師協同教學、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建教

合作、高職工作圈。 

 

104 4 
規劃辦理實用技能

學程計畫 
6,079,460 

補助實用技能學程免學費、實

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 
 

105 5 
規劃辦理職業與技

藝教育 
3,334,896 

辦理項目包含國中技藝教育

班、業界實習職場體驗、實習

實作能力、務實致用特色課

程、就業導向專班。 

 

105 6 
技能檢定及技藝競

賽 
2,840,000 

辦理學生技藝競賽、國中技藝

競賽、技優甄審。 
 

105 7 
高職教務活動與教

師實務研習 
2,467,394 

補助學校辦理業師協同教學、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建教

合作、高職工作圈。 

 

105 8 
規劃辦理實用技能

學程計畫 
6,079,460 

補助實用技能學程免學費、實

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 
 


	前言
	第一章 臺北市政府所轄各級學校教育概況及分析
	壹、國民小學教育概況
	貳、國民中學教育概況
	參、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概況

	第二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推動情形
	壹、技職教育諮詢會執行情形
	貳、職業試探教育執行情形
	參、職業準備教育執行情形
	肆、職業繼續教育推動執行情形
	伍、技術及職業教育師資實務增能執行情形
	陸、地方政府挹注技術及職業教育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

	第三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願景及策略
	壹、發展技術及職業教育之願景及特色
	貳、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之策略及作法

	結語
	附表
	附表一、國民小學教育概況
	附表二、國民中學教育概況
	附表三、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概況
	附表四、職業試探教育推動情形學年度
	附表八、高級中等學校推動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情形
	附表九、產業技術人力專班辦理概況
	附表十、職業準備教育數位化運用情形
	附表十一、學校自行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專班推動情形
	附表十二、學校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職業繼續教育推動情形
	附表十三、技術及職業教育師資實務增能情形
	附表十四、地方政府挹注技職教育年度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

	台北市政府報告書
	前言
	第一章 臺北市政府所轄各級學校教育概況及分析
	壹、國民小學教育概況
	貳、國民中學教育概況
	參、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概況

	第二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推動情形
	壹、技職教育諮詢會執行情形
	貳、職業試探教育執行情形
	參、職業準備教育執行情形
	肆、職業繼續教育推動執行情形
	伍、技術及職業教育師資實務增能執行情形
	陸、地方政府挹注技術及職業教育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

	第三章 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願景及策略
	壹、發展技術及職業教育之願景及特色
	貳、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之策略及作法

	結語
	附表
	附表一、國民小學教育概況
	附表二、國民中學教育概況
	附表三、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概況
	附表四、職業試探教育推動情形學年度
	附表八、高級中等學校推動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情形
	附表九、產業技術人力專班辦理概況
	附表十、職業準備教育數位化運用情形
	附表十一、學校自行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專班推動情形
	附表十二、學校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職業繼續教育推動情形
	附表十三、技術及職業教育師資實務增能情形
	附表十四、地方政府挹注技職教育年度經費編列及執行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