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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臺灣高等職業教育及專業建設的發展和特點 

——以中州科技大學景觀專業為例 

Brief Analysis on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fessional of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文雅1
 

Ya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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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中州科技大學景觀專業為考察重點，選取臺灣高等職業教育的教育理念與和諧的

育人環境、師資隊伍與人才培養目標、教學設備與教學手段、職業證照、專業文化建設等五

個方面，對臺灣高等職業教育進行了研究。隨著兩岸教育交流的不斷發展，為大陸高等職業

教育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關鍵字：臺灣高等職業教育、景觀學教育、專業建設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andscape design professional of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ected five aspects from education concept and harmoniou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eachers and talents training target,teaching equipment and teaching 

means,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professional culture construction to study the Taiwa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aiwan cross-straits education exchang, 

it provided a good reference to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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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3年9月，筆者赴臺灣中州科技大學景觀系交流研習，重點考察臺灣高等職業技術教育

發展特點及景觀專業建設情況。在此期間，走訪了與其性質相同的臺灣科技大學、臺灣建國

科技大學、萬仁科技大學等高等技職院校；由於專業需求，還重點考察了臺灣地區景觀專業

特別著名的高校，包括臺灣大學園藝系、東海大學景觀系。以臺灣中州科技大學為重點進行

分析，這所學校在2000年從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並於2011年為適應社會發展對高級技

能型人才的需要而升格為科技大學，學校的性質為民辦科技大學。這類大學的前身是從事高

等職業專科教育的，改制科技大學以後，仍然以培養職業技術高級人才為主要目標。這類大

學通過幾十年的努力耕耘已成為臺灣民辦職業技術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的典範，具有典型的

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特徵，其教育理念、人才培養目標和經營觀念，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以

學生人格健康發展和適應社會需求為目標的辦學理念。 

一、臺灣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歷史 

（一）發展背景 

臺灣在日據時期，就有一定的職業技術教育基礎。當時日本人為了維護其在臺灣的殖民

統治而實施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並行的學校制度，普通教育為主幹系統，職業技術教育為旁

系。前者日本人獨佔，後者則部分開放給臺灣同胞。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踞臺灣後，臺灣的

政治經濟與西方國家聯繫較多，因而受西方教育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的影響較深，十分重

視職業技術教育，採取了一系列發展和改進措施，注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

需要，對職業技術教育進行調整、改革和提高，以培養充足的、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各類

應用技術人才。 

（二）歷史沿革 

臺灣教育共有三條教育高速公路或國道，第一條為普通高等教育，第二條為高等職業教

育，第三條為推廣教育。就臺灣實施高等職業教育的機構看，包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和科

技大學。目前，這三類機構共同構成了臺灣高等職業教育層次結構比較完善、比較合理的體

系。根據臺灣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歷程，可依其發展的突出標誌分為如下三階段： 

1.專科學校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是臺灣專科學校大發展階段。 

2.技術學院階段（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後期）。這一時期臺灣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

基本特徵是，在發展專科學校的同時，創辦技術學院與之相銜接，提升高等職業教育的層次

與規格。 

3.科技大學階段（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20世紀90年代後期起，臺灣教育當局在大幅增

設技術學院的同時，開始選擇具有一定規模的技術學院改制為科技大學，進一步提升職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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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層次，以滿足職業教育學生升學和接受更高科學教育的願望。這也是職業教育因應經濟發

展對高級科技人才需求的策略。 

從以上歷史沿革看，從發展專科學校到發展技術學院，再到發展科技大學，這顯示臺灣

高等職業教育正從過去較低層次的職業培訓為主的職教體制轉向重視科技教育的發展方向。

這是適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同時，這些年來，島內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產業規模擴充速度

遠大于大學相關係所的擴充，導致相關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嚴重不足，尤其是學校培育出來

的人才，並不一定完全適應高科技產業所需。高等職業教育的升格，也是這種現實的客觀要

求。 

二、臺灣高等職業教育特點 

（一）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與和諧的育人環境 

教育理念是學校辦學的靈魂，“是一種文化氛圍、一種精神力量、一種價值期望、是以一

種理性目標的形式陶冶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作為一種行為準則，它具有規範、指導人的作用。

它對學校的辦學目標和發展方向有著強化說明的作用，全體教職員工堅定地信奉這種價值觀，

就會凝心聚力，形成組織的共識，分享組織的共同價值觀，形成一種對學校未來充滿信心的

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同時更使是學校教育追求至高無上的教育境界。臺灣中州科技大學以

“卓越、創新、品質、健康”為辦學宗旨、治學之道，以“培育專業人才服務社會，以創新科技

引領進步，以人文創意美化生命”為教育理念。而在此教育理念引導下，學校校園文化育人環

境建設得到重視，禮貌和諧的校園倫理氛圍得以形成，學校處處顯示和諧育人的氛圍。 

臺灣高等職業教育注重通識教育及專業教育的均衡發展，注重人文素養教育與技術教育

並舉，發展健全人格教育的措施在學校育人環境中處處彰顯出來，學校優美的環境設計和人

文宣傳、藝術活動等育人環境陶冶人的情操；注重資訊科技應用及外語訓練的能力，學校為

學生提供了良好的電腦網路學習的環境，學生可以隨時利用網路獲得專業資訊資訊和得到教

師的及時指導，教師的研究室同時也是學生的學習創新研究工作室，師生之間關係融洽。重

視國語教育和英語溝通能力學習。 

（二）完備的師資隊伍與注重務實人才的培養目標 

臺灣高等職業院校對教師的定位：教師不再是簡單的教課，要做的事情主要有三個方面：

教學、研究和服務。臺灣職業院校師資隊伍學歷普遍高，特別是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高；

教師技能強，很多教師是行業內的大師，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因而擁有很大的話語權；注重

引進國際知名專家。臺灣高等職業院校以項目為載體，提升教師科技服務能力，促進校企合

作。 

臺灣高等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比較準確，專科學校培養的是生產第一線的操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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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培養的是生產第一線的管理人才和現場技術人員。這樣的定位決定了學

校教學內容是以實踐教學為主，理論教學要求較低，以滿足生產、技術工作需要夠用為度，

培養實務型人才為教學的主要目標。加強實務專題製作能力訓練是臺灣高等職業教育的共同

特點，他們要求學生根據學習內容，參與企業勞作和製作產品實物模型或創新專案製作，以

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培養學生的創意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先進的實踐教學手段與齊全的教學設備 

臺灣職業學校重視實踐教學，捨得硬體投資，教學實驗、實習設備都非常精良，學校配

套實習工位充足，能滿足教學需要。注重多媒體資訊技術的應用，教學手段現代化，並實現

網路化。在中州科技大學，我們參觀了機電與自動化、資機電與能源、景觀設計、幼兒保育、

餐飲廚藝等學科的實驗室及實訓場所，深感該校把職業技術實踐技能的教育和培訓看成是生

命線，在實訓設備的投入上捨得花大本錢。以該校景觀系為例，配備有數位設計專業教室、

3D虛擬實境展示室、專業繪圖教室、景觀療愈示範庭園、日式風格示範庭園、屋頂綠化示範

庭園、溫室實驗室等。可滿足景觀規劃設計、景觀營造施工、景觀維護管理所需的所有工種

的實習需要。中州科技大學景觀系是臺灣景觀系所當中唯一具有專業證照原地考照場地的科

系，包括全臺灣技術士檢定之造園景觀丙級及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乙、丙級技能檢定考場。 

（四）與學歷教育互通的職業證照 

臺灣的職業證照制度，是加強實務能力培養的一項重要措施。職業證照分三級（丙級、

乙級、甲級），是通過職業證照鑒定考試取得的。職業證照對學生的升學、就業或就業後的續

薪、升遷有直接影響，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學生在畢業的時候，不僅要取得畢業資格證書，也

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專門的職業證照。臺灣吸取了英國和北歐一些國家的學歷教育經驗，

修訂了《各級各類學校同等學力的辦法》，實現職業證照與學歷互通的個人可持續發展的通路。

如丙級證照加五年工作經驗可相當於高級職業學校畢業或普通高中畢業，可以參加普通大學

的入學考試或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及專科學校的入學考試；乙級證照加四年工作經驗，相當

於專科學校畢業，可以參加大學附設二技或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的入學考試；甲級證照加三

年工作經驗，相當於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畢業，可以參加研究所（碩士、博士）的入學考試。 

這類科技大學普遍重視學生專門證照的獲得，學校有專門的具有權威性的職業技能鑒定

機構，學生或社會工作人員通過培訓學習與考試，取得相關專業證照，這些證照被所有學校

所認可，他們可以憑專門證照參加對應大學的入學考試，從而建立起職業證照和畢業文憑之

間的等值互換關係，為職業技術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受到了家長與學生的歡迎。 

（五）獨具特色的專業文化建設 

每個系（專業）均有自己特色的專業文化，特別是走廊文化建設特別好。既有專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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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優秀學生案例，特別強調資格證書宣傳。各專業系院特別注重文化建設，幾乎所有教室

外邊走廊的牆面都掛滿了展板。內容涉及學生的培養模式、課程體系的安排、學生的作品，

證書的獲取，優秀畢業生的典範等等。甚至專題論壇的海報以及每個系院的辦公室外都有留

言板和徵集意見箱等。我們在參觀考察院校的教學設施時，深切感受到教室按照不同專業和

不同教學內容進行設計和佈置，顯示出鮮明的專業特色。所有畢業生的畢業設計作品，均由

圖書館統一裝訂包裝保存，且對外開放。 

三、臺灣高職教育專業建設的特點（以景觀專業為例） 

臺灣的景觀教育在1980年代以前,由於城市化進程和城市環境建設步伐的相對緩慢,主要

表現為個別大學的“園景學”和“園藝學”教育。到了1990年代，由於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和城

市環境的變革，早期的園景專業已經無法涵蓋新的景觀教育的內涵和需要，於是產生了新的

“景觀學”教育。目前主要有東海大學景觀學系、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明道管理學院造園

景觀學系、中州科技大學的景觀系、逢甲大學室內及景觀設計系和輔仁大學景觀學系等幾所

所大學。專業名稱的改變，折射出城市和鄉村環境建設概念的轉變，即由傳統的園林、庭院

和公園建設，向城市鄉村環境綜合治理和建設的方向發展，而且將環境生態建設的內容涵蓋

進去。其中，以具有高等職業教育代表性的中州科技大學景觀系作為考察重點，參考其他相

關院校景觀專業所得，做以下幾個方面的分析： 

（一）高等職業景觀專業培養方向 

如今臺灣的景觀教育的概念，其目的在於追求創造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訓練實質環境

規劃和設計的人才、使人類的生活環境，無論城市或鄉村，都能更加舒適化、有機化與美化。

它的研究重點為景觀設計與植物材料的應用、景觀工程與電腦的應用、環境規劃與管理。除

此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教學與研究方向：遊憩統計經濟、地理資訊系統、城市與鄉村

規劃、景觀和觀光游憩資源政策法規的研究等。另外，景觀教育的相關學科還包括環境規劃、

生態保育、公園綠地與開放空間設計、游憩區規劃設計、庭院設計、建築、土木、園藝、經

濟、社會與心理等。在高等職業景觀教育的目標上，應該說，除了具體的景觀規劃和設計技

能的培養以外，還將景觀和城市環境的管理、撫育，以及與景觀相關的社會經濟方面的素質

培養排上教育的日程。這與大陸的高職景觀教育方向有著一點區別。大陸的景觀教育，在日

新月異的城市建設面前，在人們對城市環境更新的迫切要求面前，對於景觀規劃設計的技術

人才的要求似乎更為迫切，主要還是體現在技術和技能的教育上。 

（二）高等職業景觀學教育的課程體系設置 

由於臺灣島內高等職業院校景觀學專業課程體系相對比較狹窄，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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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圍繞景觀設計進行設置。導致景觀專業學生的知識結構比較單一。經過四年的專業課學習，

學生的知識能力大部分體現在景觀設計方面，與相關的園藝學科、城市規劃與設計學科等相

距甚遠。與大陸高職景觀專業教學相比，大陸學生學習的課程領域更為寬泛，專業學習內容

更為龐雜。 

以中州科技大學景觀系課程設置來看，教學重點上大致涵蓋三個部分： 

1.基礎課程教學階段 

在景觀學系，一年級的公共基礎課程教學所占份額很少，只有中國文學、心理學、英文、

健康產業概論、體育等科目。景觀專業基礎課程有基本設計、圖學及透視學、景觀設計概論、

測量學、景觀植物學與實習等。 

2.核心課程教學階段 

從大學二年級到大學三年級，是專業知識學習和實踐的核心時段。陸續的在四個學期開

出景觀設計(一)、景觀設計(二)、景觀設計(三)、景觀設計(四)設計系列課程，構成了未來學

生從事景觀設計工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課程。景觀設計專案的功能內容要求由簡單到複

雜，設計專案的尺度範圍也由小到大，由小的庭院設計到較大尺度的開放空間設計，而且要

求學生在一系列的設計過程中對設計的基礎概念進行思索和瞭解，對各種景觀設計材料和工

具進行具體地應用。 

數位在景觀設計中的應用，也構成了核心課程教學階段的重要內容，在景觀學教育中，

不但重視徒手景觀設計的能力培養，也重視現代表現技法的應用。圍繞景觀設計的核心課程

教學，還有普通植物學、景觀繪圖表現、景觀營建方法、景觀工程材料、基地計畫、景觀規

劃、景觀史等必修課程，以豐富學生的景觀設計理論和景觀設計技能。 

3.提高課程教學階段 

大學四年級的景觀專業教學，是整個教學體系的提高階段。在提高課程教學階段，重點

為專題製作、景觀工程實習、畢業設計（論文）。由於專業性質，學生一般不做論文，主要在

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具體項目的設計，進行職業訓練。同時設置部分管理類課程。由於臺灣地

區景觀設計領域的管理機制與大陸不同，諸如景觀專業實務課程，為景觀專業學生畢業後進

入景觀設計領域進行一定的導引。 

從以上課程設置來看，臺灣高等職業景觀學教育，強化景觀設計課程的核心地位，構成

了臺灣景觀學的實質內涵。以一系列的課程教學，培養學生的景觀專業的實際技能和專業理

論知識，並且灌輸相應的環境保護與規劃概念，幫助學生建立起景觀專業倫理和職業道德體

系。然而，由於課程體系圍繞核心課程景觀設計進行，學生的知識結構是專而精。應該說，

具有深厚的景觀設計技能和理論教育，學生也有較為扎實的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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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職業景觀學教育師資結構的特點 

由於臺灣高等技職院校中景觀學教育歷史相對比較的短暫，在師資結構上，還沒有形成

相應的教育傳統和師承關係。應該說師資來源比較豐富。有美國、歐洲、日本的學位獲得者，

也有島內大學的景觀學和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再加上眾多的外聘師資資源，保證了開放性的

教育和教學環境。與大陸地區類似，大部分的師資還是來源於從學校畢業的碩士或博士，而

不像歐洲大陸和美國的一些大學，景觀專業的教授必須來源於職業的或註冊的景觀建築師。

但是，臺灣高等職業景觀學系的教學與實踐環節是開放的，大量的外聘兼職教授給教學和實

踐環節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新內容、新思想。 

四、結語 

從臺灣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情況分析來看，高等職業教育在課程開發過程中要重視知識

結構的優化，注重素質目標、能力目標和知識目標的有效匹配，從單純地接受知識向運用知

識、掌握技能、提升能力轉變，讓學生在體驗完整而典型的工作過程中，體驗從學習者到工

作者的角色轉換，樹立職業信仰、提升職業道德。大陸高職教育可以以臺灣高職教育為學習

的樣本，根據工業現代化進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遵循職業教育自身發展的規律，考慮

自身的教育資源、條件與發展特色，盡可能發揮高職教育的功能及其社會價值，全面提升高

職教育的品質與競爭力，從而形成高職教育永續發展的基礎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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