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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實習有賴嚴謹規劃與配套

業
界實習可對學生的就業帶來實質上的助

益，不論是從學術研究或實務觀察均有類

似結論。台灣評鑑協會在《評鑑雙月刊》前二期

的文章中，透過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說明實習

有利學生求職過程中的早期階段，發揮如同透過

人脈求職之效益；實習亦有助於學生為就業做好

準備，因其將業界實務工作實際狀況，透過實習

過程「揭露」給在校生知道。此外，在實習期間

表現優良的學生，往往能獲得雇主優先雇用。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正面肯定實習的文章大多也

同時提醒，如有更完善的實習規劃，將能讓實習

發揮更好的效益。

有鑑於業界實習有擴大推動的趨勢，台評會

特別成立研究小組，訪問多位在高等與技職教育

服務多年的學者專家，針對實習提出了具體建議

與評析。本文在此先整理推動實習時，學校應注

意的相關議題，其更完整的內容請參閱本期「焦

點話題」單元〈建構完善實習制度 有效提升學

生就業力〉一文。

業界實習非僅將學生送到實務工作場域，而

是須將其視為學校課程，也就是與在校學習的課

程一樣，事前應有嚴謹課程規劃、過程中的課程

執行評估，以及最後的學習成果評量等階段，在

彼此相互搭配下，方能展現預期之教學成效。以

下分別就此三階段所需注意的議題說明如下：

課程規劃階段

現今實習課程最需釐清的，應是實習與打工

間的差異。實習與打工都是發生於實務場域中，

形式上皆是付出勞力獲取報酬，也都能夠體會到

社會實際運作之情境。正因如此，若不能先幫助

學生釐清二者的差異，以目前打工薪資報酬優於

實習所得的情況，將不利於實習的推展，學生可

能在薪資的誘因下，花時間在無關所學的工作

上。事實上，實習跟打工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實

習的目的是「學習」，打工的目的則是「賺取報

酬」，能否清楚界定並將此觀念傳達給學生，關

鍵即在於實習課程規劃是否嚴謹。其中，學校與

廠商（實習場域）是否有良好的溝通、廠商是否

充分理解且接受學校理念與期望、雙方是否已於

事先充分理解學習內容與期望等，都是不容忽視

的事項。

廠商與學校的互動可說是實習能否成功的關

鍵因素，產學雙方在課程規劃階段，進行密切、

對等的討論和溝通，才能進而針對實習過程中個

別的權利與責任、學生權益保障等重要議題達成

共識。

在權利與責任部分，產學雙方的平衡極為重

要，合作的條件過度遷就廠商，將使得實習與打

工無異。反之，過度遷就學校，又會使得實習與

學校課程並無二致。就目前的現況觀察，校方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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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廠商較為普遍，未來若擴大實施實習

課程，此情況如何改善值得特別注意。

在學生權益保障部分，學校應協助廠商

釐清「實習生」與「工讀生」的差異，

實習生的角色在於按部就班地進行實務

學習，工讀生是執行業務的補充性人

力，二者意義不同，工作內涵與待遇自

然也該不同。目前實務現況，能清楚釐

清二者差異並落實的案例較少，造成學

生認知上的錯誤，而將實習與打工畫上等號。

課程執行評估階段

相對於學校課程，實習課程的特色是學生在

實務場域接受廠商「做中學」的教導，此階段學

校教師常扮演較為被動的角色，學生遇到特殊情

況時，教師才介入輔導，因此，學生與廠商對於

學校或老師的抱怨，時有所聞。事實上，學校教

師應能在實習階段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一方面協

助廠商和現場業師以更合宜的方式傳授學生實作

技能，一方面從旁輔導學生學習與心理狀況。然

而，受限於廠商與學校有限的互動關係、教師在

實習課程上既定的權利義務等議題，以致學校老

師扮演積極性角色的空間甚小。目前有部分學校

採取老師定期訪視的模式，由學校提供相關經

費，讓老師到實際場域與廠商主管、實習學生進

行訪談與關懷，在提升學校老師的積極性角色上

頗具成效。

學習成果評量階段

不論是學校課程或是實習課程，學習成果評

量都是極為重要的環節。學習成果評量目的不僅

是決定學生實習的分數，還包括了系統化蒐集實

習成果，以及能反饋於次年的實習課程規劃，讓

實習課程適時調整，不斷改善。而又得益於評鑑

制度的落實，各校對於學生實習成果的蒐集大多

有完善措施，例如學生及廠商滿意度調查、實習

座談等，均有利於實習成果的累積與展現。特別

需要注意的是反饋機制，學校應針對實習課程，

逐步建立PDCA（Plan, Do, Check, Act）的管理循

環，以實習成果為基礎，進一步深化產學雙方交

流，必要時能修正實習課程內涵與作法，持續強

化實習功能。

另外，建立實習學生的基本資料庫亦被認為

是有用的方法之一。以資料庫為基礎，進行長期

追蹤，定期檢視實習與就業力的關連性，並且根

據關連性調整學校課程與實習課程，使學生在此

過程中發展出符合產業界需要的就業力。

先檢討問題  再擴大推動

整體而言，國內實習的推動工作已見成效，

但也浮現出部分問題。未來的政策方向若朝全面

推動，甚至是以列入必修課程為目標，建議宜先

針對衍生問題進行更深度的檢討。同時，各個產

業未來人才需求的趨勢更應納入相關討論之中，

方不致於落入僅是教育單位或學校單方片面的期

待。誠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學校與廠商的互動與

配合是實習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建議以此為基

石，優化實習課程內涵與推動措施，使實習成為

縮減學用落差的重要手段。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前排中）前往實習機構訪查實習學

生。（學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