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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學生校外實習-以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為例 

龔儀 

屏東教育大學評鑑工作室 

永達技術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最主要探討學生校外實習-以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為例。本研究根據校外實習

相關文獻及執行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成果為資料，從中瞭解校外實習的情形。其獲致以

下結論： 

一、建立校外實習合作關係 

二、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三、就業學程校外實習課程執行 

四、提升學生專業能力 

關鍵字：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校外實習、專業能力。 

                                                                              

通訊作者 

姓名：龔儀 

E-mail：s86110034@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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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技專校院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為目標，邀請產業界專家共同規劃以就業為導向的

課程，採用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及校外實習方式輔導學生，以縮短企業用人的訓練時間，

近年來勞委會職訓局以推動學生參與就業學程，以辦理實務導向之訓練課程，協助大專

生提高職涯規劃能力，增加職場競爭力，其最主要藉由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及培訓學生校

外實習，讓學生在學校即有進入職場準備及訓練。強化即將進入就業市場在校生就業市

場所需的共通性核心職能訓練、規劃推動大學高年級就業學程，其主要協助大專校院高

年級學生，於畢業前獲得跨領域訓練，擴大就業視野，減少與企業界用人需求的落差(經

建會，2005)。技職教育應結合學校與企業界之資源，開創與職場緊密連結之課程與實作，

落實推動務實致用的技職教育，以培育各級人力，並加強產學訓之鏈結，以強化技職學

生之就業力(教育部，2013a)。 

黃英忠、黃培文(2003)認為實習工作是大專學生嘗試生涯選擇的模擬歷程，輔導學

生建立正確的工作價值觀，進而為未來職業意願選擇建立良好的基礎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校外實習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學習更具目標導向和活潑生動，使得學習不光只是課堂知識，

使技職課程與實際教學更能貼近職場實務，降低學生在學校學習之技能與業界脫軌之情

形。因此，藉由實習可統整校內所學之理論與職場實務經驗，發揮務實致用的功能，提

高學生的適應能力；同時，充分利用學校與業界設備資源，以降低訓練成本，亦可使業

界共同擔負教育責任，以培養出其所需之人才(劉正田、侯啟聘，1999)。陳淑玲(2006)

指出校外實習的目的是為了創造產業學界的雙贏，由企業所提供學生實習場所，一方面

接受培訓，彌補學校實務教學不足之缺憾，另一方面校方也配合企業，修改課程，使技

職教育中的實務課程由過去的校內課堂實習，輔變成校外業界現場的實習。 

研究者在指導學生進行校外實習，發現藉由產業界專家在課程上進行協同教學及輔

導學生校外實習，可促進學生學習態度及進入職場的準備，同時增進教師及學生專業能

力成長。校外實習是技職院校重要的教學課程之一環，透過校外實習的過程，學生可學

習到實用的實務的工作技能、人際關係技巧及養成獨立精神等，除了增進其社會經驗外

也有助於其生涯規劃，因此設計與發展一套完整的校外實習課程，對國內各技職院校而

言，是非常有必要的(林孟蓉，2010)。有鑑於此，本研究最主要動機在於藉由行動化觀

光行銷就業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落實校外實習，分析其學生校外實習施行方式及學生

校外實習成果。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學生校外實習以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校外實習課程為

例，以作為各技專校院與產業界合作進行校外實習參考及應用。以提升學生溝通力、專

業力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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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外實習的意義、類型 

各大專校院紛紛以校外實習當作學校的特色，校外實習制度能彌補學校實務應用的

不足；培養學生專業素質，學生應用學校所學在業界得以學以致用，並及早儲備就業能

力，以適應未來的就業環境(周思穎，2006)。以下分別探討校外實習的意義及類型。 

一、校外實習意義 

蔡欣蓓、林宜玄(2009)指出校外實習是指學校用業界資源推展教學活動，使學生的

學習環境由學校擴展至有關之工作中，校外實習課程教學目的之訂定、相關師資之配合

均可包含在真實的職場實務經驗中。洪良志、馮莉雅(2006)認為校外實習是三明治教學

的精髓所在，學生選擇校外實習的過程與結果，也是左右三明治教學成效的重要因素之

一。校外實習為學校為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於在學期間利用業界資源，由

學校安排學生至相關領域企業實習，使學生增加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邱芳姿，2012)。

學校之校外實習透過學生為橋樑，在產、學間，形成教學及學術的傳遞，從而引進新的

技術或服務概念，提升校方學術基礎及服務技術領域。學生透過如此之互動，學以致用，

印證所學，增加本職學能；其校外實習經驗之累積增進校方專業領域之研究，更與產業

界保持良好溝通管道，過程中，回饋實習執行優缺點，供學校確立或改善方向；增加未

來學生就業的機率及來年配合計劃(彭顯筑，2008)。校外實習為學生於畢業前透過親產

業合作教學的課程模組，由學校根據學生所在系所的教學特色，與產業界媒合，藉由產

業界提供專業技術培訓工作場所。使得學生通過「在做中學」體驗，藉由實習單位之親

身接觸和實景工作空間的感受，俾以達到提升學生的實踐經驗、接受新技能和改進學習

態度和改善工作行為的課程基礎模式(李宏虹，2010)。 

綜合上述，校外實習是學校與產業界培訓學生學以致用的一個橋樑，學生透過產業

界的實務培訓，從課堂中走入到課堂外，讓學生可以體驗到在做中學的體驗，也是一個

改變工作態度及行為的開始。 

二、校外實習類型 

教育部(2011)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指出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類型可分為： 

1. 暑期課程：於暑期開設二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且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八

週，並不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包括各校訂定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2. 學期課程：開設九學分以上，至少為期四、五個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修讀實習課

程期間，除依各校訂定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3. 學年課程：開設十八學分以上，至少為期九個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修讀實習課程

期間，除依各校訂定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4.醫護科系課程：在學期間，四技、五專學制學生須修滿二十學分以上，二技二專

學制學生須修滿九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時數得累計並依各醫護科系學校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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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之規定辦理。 

5.海外實習課程： 

(1)以於學期、學年開設之課程為限。 

(2)實習地點為大陸地區以外之境外地區，或於國際海域航行之大型商船，且以臺

商所設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和機構(包括分公司)為優先。 

(3)參與學生應通過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實習機構應經學校評估合格，

具實習工作性質與就讀系科相關。 

校外實習類型不外乎是在暑期、學期、學年中進行實習課程，其學生則應全職在實

習機構實習並學習各項實務課程，以期能夠學習一技之長。 

參、就業學程校外實習規劃、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 

教育部(2013b)將推動校外實習課程作為提升大專畢業生就業力重要政策之一，一方

面以政府的資源做必要的引導，另一方面亦整合學校、業界之資源，儘早讓青年學生進

行職涯之接觸探索，從心理建設上預先做好就業準備，進而於職場上受肯定，優化人力

培育。張德儀(2006)表示健全實習制度需業界參與課程設計，教學配合業界能力需求，

積極建立產學合作的伙伴關係，強化建教實習制度。以下為就業學校外實習規劃及行動

化觀光行銷學程校外實習。 

一、就業學程計畫校外實習規劃 

行政院勞委會(2013)為提升大專生就業知識、技能、態度，其規劃以就業為導向訓

練計畫課程，其中針對校外實習規劃如下： 

1. 依訓練性質結合一家(含)以上之單位，簽立職場體驗同意書，提供實習機會。 

2. 實習期間不得低於八十小時，其中至少應有連續五個工作天之實習體驗，但不含

參訪。 

3. 申請補助單位於實施職場體驗前，應先輔導學生選擇適合之職場體驗單位。職場

體驗期間應進行訪視至少二次；職場體驗結束後，應評核參訓學生訓練成效，提出輔導

建議。各次輔導及訪視應做成紀錄。 

二、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 

(一)目標 

本學程最主要整合行動化導覽、導遊實務、導覽解說技巧，期望學生達到導覽人員、

解說人員、行動化觀光導覽人員為目標。導遊實務最主要以導覽解說、觀光心理與行為、

航空票務、國際禮儀、觀光行政與法規、兩岸現況認識，導覽解說技巧著重於在戶外教

學及現場做解說，並且導覽遊客參觀景點。行動化導覽著重於將景點、特產、文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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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在資料庫內，讓使用者能夠透過手機照二維條碼即可層現所需的資訊。由於現代人

幾乎都有手機，進而對於休閒旅遊結合觀光行動導覽對於觀光人員來說更能夠掌握旅客

所需的資訊，增進自我的專業知識及技巧，而修習本學程後對於進入觀光旅遊事業是非

常不可多得的人才。 

(二)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學生參與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設計修習專業課程12學分，共同核心職能課程2學分，

校外實習課程 1 學分 160 小時。校外實習課程則利用暑假期間產業界實習，其校外實習

課程重點為：1.重視與客人溝通及接電話的技巧、2.注重小隊及團隊合作學習，並且與團

隊分享知識及技巧、3.瞭解業界所需並且改善學習的態度及禮儀、4.教師在暑假期間至校

外參訪學生實習情形，並填寫輔導記錄評分表，學生實習完之後繳交實習工作日誌、心

得報告、實習機構繳交實習機構評分表，最後輔導老師給與總評分，完成紀錄整個實習

流程、5.輔導學生考導遊、領隊職照、6.實地拍攝景點及演練導覽解說技巧、7.建立南部

地區各個景點的特色、照片、簡介於資料庫內，並且錄製解說的聲音檔案，將資料建立

在資料庫內，每一個景點皆有一個二維條碼，使用者運用具有二維條碼軟體手機拍照，

就會顯示出景點資料。 

由上述得知，校外實習開設可依照各學校與產業界所訂定的課程時數及內容實施校

外實習，其最主要為學校定期輔導及訪視學生實習狀況做成輔導紀錄，以利學校與產業

界有效訓練及輔導整個校外實習的課程。 

肆、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校外實習成果 

李啟誠、江建良(1998)認為校外實習可熟練作業性技能，有助於加強人際關係能力，

激發專業興趣，以及發展健全人格；業界對校外實習之作法均持正面態度，肯定實習對

業界之貢獻；廣闢特約實習單位，以提供學生適性選擇，並加強實習各項作業撰寫範例

之建立，以作正確引導，將更有助於實習成效之發揮。本學程校外實習成果，藉由業界

師資引導學生及與教師互相交流，提升學生及教師實務能力。以下為學生校外實習及教

師督導學生校外實習成果。 

一、學生校外實習成果 

本研究抽取部份學生校外實習學習成果的心得如下： 

學生（以 S 表示）S1：排行程要注意很多小細節，座車的時間、停留景點的時間、

天氣的變化、當地的節慶、客人的需求，老師也教了我小秘訣，接團的時候有分北部人

跟南部人，像是北部人的習性，就比較偏向景點越少越好，這樣就可以悠哉的逛，不用

趕來趕去，南部人比較喜歡景點越多越好，這樣逛的景點也很多，我們也學習旅行社如

何跟飯店(民宿)做接洽的動作，在學習的過程中收獲很多，學習到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 

S2：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如何排出一個好行程，以前沒嘗試過都以為很簡單，在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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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指導之外才知道原來安排行程需要花很多心思在裡面，要創新又要好玩又不能跟

其他旅行社一樣，真的很難，但是遇到困難大家會一起討論，很開心。 

S3：在校外實習的過程中，聆聽專家學者豐富又有內涵的報告，受益匪淺，讓我在

這個領域裡能學習很多東西，想要勝任導覽解說可能還需多下一番工夫。 

S4：經理都會跟我們談一些以前帶團的經驗，也教我們排自家鄉的行程，行程費用

計算跟時間，還有學習訂房間、餐廳等等，另外也安排一些校外參觀的行程讓我們更瞭

解實務。 

S5：在旅行社學習到非常多東西，是學校學不到的，經理帶我們去戶外參訪，並且

學習到很多實務經驗，非常的保貴。 

S6：這次規劃很不錯，讓我們能夠提早體驗社會經驗，也可以知道我們不足的地方，

能在出社會之前多多加強自己，才不會出了社會無法銜接。 

S7：在旅行社讓我學習到如何辦理簽證，瞭解每一國辦簽證的內容及方式。 

S8：這次校外實習讓我學到了一間旅行社的運作模式，瞭解什麼叫做 OP 以及旅行

社裡其他職位的工作性質及工作內容，也讓我們學習如何做行程規劃及填寫估價單，一

些基本的工夫，讓我學習很多。 

S9：在校外實習期間讓我學習如何寫訂車單、派車單、還有報價給客人，並且也要

記錄那各司機跑的線路，並且跟他說明天的行程，讓我瞭解如何要跟客人互動及技巧。 

S10：這次讓我學習如何詢問店家最新的報價，也學習到航空訂位系統如何使用及

安排一日、兩日行程以及估價表，並且也與業務員去拜訪客戶學習如何溝通與解決問題，

配合客戶需求去安排行程，讓我受益良多。 

從學生的實習的成果感受到在職場體驗學到旅行社多方面的運作及經驗，並瞭解如

何與客人做雙向溝通，學到很多實務經驗。 

二、教師督導學生校外實習成果 

本研究教師督導學生校外實習成果如下： 

教師(以 T 表示)T1：學生設計台南到各景點一日遊行程、旅行社運作流程、發宣傳

單、填寫護照及簽證申請，讓學生學習多方面的實務經驗，並且感受到學生學習態度的

改變。 

T2：學生很負責幫旅行社做 PowerPoint 簡介、招待客人、學習設計行程及填寫訂位

單，學生學習到如何接待客人及溝通技巧，是非常好職場經驗。 

T3：學生學習如何在櫃檯接洽並記錄遊覽車的班次，並且在高雄領事館介紹英國領

事館的建築及外觀、負責整理客戶、行程規劃資料及訂位，學生學習的成長，代表著經

由業界師資帶領之下更能夠進一步的與職場接軌。 

教師感受到學生藉由業界師資的指導下學習到多元化的經驗，改變學生以往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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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更達到訓用合一的成效。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歸納成結論，並依據結論提出具體建議可以協助各大專校院對

校外實習參考。 

一、結論 

(一)建立校外實習合作關係 

校外實習最主要是透過學校與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或策略聯盟，規劃學生以就業為

導向課程及訓練，以達成共同培訓人才為企業所用的合作關係。 

(二)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校外實習課程以依照各學校與企業實習機構合作方式為依據，其實習課程規劃則以

企業實務導向為優先，進而設計以業界協同教學及企業實習課程。 

(三)就業學程校外實習課程執行 

就業學程校外實習最主要實習期間不得低於八十小時，其必須與廠商簽訂職場體驗

同意書，其內容包含訓練課程、時數，學生在實習期間督導教師必須至實習單位進行訪

視及輔導，並做成紀錄，另外學生在實習時必須依照校外實習課程辦法，以繳交所需的

實習資料，以完成整個實習課程。 

(四)提升學生專業能力 

藉由行動化觀光行銷學程校外實習，學生藉由業界教師協助之下，學習更多實務經

驗，從校外實習期間學習觀光專業知識及實務，提升對自我成長專業能力。 

二、建議 

(一)教師實務課程培訓 

學校針對不同科系屬性教師，透過產學合作及教師赴公民營研習或服務，與業界共

同規劃課程，並藉由業界實務指導，培訓教師實務課程，增進教師實務經驗以融入理論

課程。 

(二)落實學生專業及校外實習課程訓練 

學校藉由與企業接軌，協助學生以業界師資協同教學方式為導向，培訓學生專業技

能訓練，並藉由暑期、學期、學年實習課程培訓，落實理論與實務培訓課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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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學校資源，開創新契機 

學校根據不同專長領域教師結合成一個跨領域教師團隊，並與產業界結合，運用學

校及產業界資源，共同思考開發新的產品，創造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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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practicum- A case of mobility 

tourism marketing program. This study based on practicum related literature and execution 

mobility tourism marketing program outcome data. It can realize practicum situa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Establish practicum partnership 

2. Practicum curriculum planning 

3. Execution practicum course for employment program  

4.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Keywords: leisure industry, customer loyalty, customer re-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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