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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國中畢業後，將進入高中階段。現在除了普通型的高中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學生會

選擇就讀技職類型的學校，學習自己有興趣的課程、技能。就讀職業學校除了在課堂上

學習專業課程外，學校還會安排職場體驗、職業實習……等實際參訪相關產業以及工作

場所使學生能學以致用。然而面對現今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我們是否能夠落實產學並用，

且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使高職學生能專業精進呢? 

 

   「就業」是每個人未來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從小接受著傳統教育的我們，該如何充分

運用所學的知識，以及肯定自己所學的專業技能可以運用在未來的職場呢?參加實務增能

計畫的課程，對高職學生未來在就業時會有怎樣的幫助?我們會針對以上的問題進行探

討。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實務增能計畫之目的、源由。 

（二）了解實務增能計畫對高職學生的幫助。 

（三）分析實務增能計畫之 SWOT、IPA 分析。 

（四）分析實務增能計畫之體驗行銷五構面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透過網路、商管群科中心、碩博士論文，收集相關資料，了解

實務增能計畫相關資訊並加以彙整。  

（二）深度訪談法：本組於 108 年 2 月 18 日實際訪問學校商科主任、業者，更深

入了解實務增能計畫的目的及優劣勢條件等，並訪問體驗的學生，其體驗心得與收

穫。 

（三）問卷調查法：本組在 2019 年 12 月份於校內學生發放問卷，透過問卷調查法

分析實務增能計畫對學生的幫助。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資料來源：本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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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傳統教育介紹 

傳統教育又稱填鴨式教育，此種教育方式是由老師在課堂上將課本內容知識藉由講

課方式指導給學生，經由學生專心聽講並自行回家課後複習，老師再從平時小考及定時

的期中考試中，辨別學生是否有效吸收課程內容知識。傳統教育只重視學生筆試成績，

並將知識一味地灌輸給學生，現在老師普遍將考試成績作為考量學生好壞的基準，導致

學校考試太多，學生只知道死背書應付考試，「而不能利用各種學習方法，主動求知或探

索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此的教育，流於呆板，缺乏生動活潑。」（陳年興，2001） 

 

二、 實務增能計畫介紹 

 

教育部為鼓勵高職學生至業界實習，「以增進其實務知能；並提供學生職場的實際體

驗，辦理赴產業進行參訪活動，以達成與產業接軌和學用合一之目標。」（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2014）實務增能計畫內容就是與相關產業合作，安排學生到工作場所去了

解實際的工作事項、環境及所需能力，使學生能清楚了解自己未來想要從事的工作方向，

並且將學校課堂所學的專業知識及技術實際運用在實務增能計畫中，還可以讓學生提早

了解工作現場所需技能。實務增能計畫分為職場體驗與業界實習，介紹如下: 

 

（一）職場體驗 

「每班每學期得實施一至五次，利用實習課較多的當  

日辦理，每次半天或一天，當天放學以前返校為原則。參觀與

實習課程相關之各公民營機構、職訓中心或專業性工廠、展覽

場所為主。」（學生職場體驗參觀校外實習計畫初審版，2019）

例如：木匠兄妹木工房。 

 

（二）業界實習 

「一至六週實務實習，每生或每班以每學期一次為限。可

提供學生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之相關領域合法企業。」（學生

職場體驗參觀校外實習計畫初審版，2019）例如:學校、合作

社、鄰近萊爾富、Sunny bagel 太陽貝果。 

 

因為實務增能計畫範圍廣泛因此本組以職場體驗為主要

探討內容。 

 

三、實務增能計畫之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是由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ies）、威脅

（Threats）所組成，「其中優勢、劣勢是指企業本身內部環境與競爭者的比較，而機會、

威脅則是外部環境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啟芳財經研究室，2014），可利用此分析作為行

圖二、木匠兄妹木工房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圖三、草屯商工合作社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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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決策的參考。 

表一、草商實務增能計畫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四、實務增能計畫之體驗行銷 

「Schmitt於1999年提出了「體驗行銷」(Experiential Marketing)的觀點，他認為體

驗為顧客個體感受到刺激並誘發動機，進而產生思考認同和再購行為」（吳美吟，2019）。

而五種體驗策略模組又分為如下： 

表二、體驗行銷五構面 

策略模組 意義 

感官體驗(Sense) 透過創造感官衝擊，引發消費者動機，提升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 

情感體驗(Feeling) 觸動消費者內在的情感與情緒，促使消費者主動參與，產生情感上的依附。 

 

             內部因素 

  外部因素 

優勢 S 劣勢 W 

S1：突破傳統思維，了解多元

的商業模式。 

S2：可使學生在未來職場中運

用所學。 

S3：了解職場現況，做好就業

前心理建設，提高就業率、建

立良好職業態度。 

W1：部分學生對體驗內容較

不感興趣。 

W2：能夠到外面體驗的機會

不多。 

W3：到校外職場體驗的時間

不夠充足。 

機會 O 精進策略（SO） 改善策略（WO） 

O1：政府提供學校職場體驗

的經費。 

O2：使學生能了解該職場的

營運模式。 

O3：透過職場體驗了解職涯

方向。 

S2O2：透過體驗把所學專業

運用在職場中。 

S3O3：透過職場體驗現況使

學生了解未來職涯方向，做好

就業準備。 

S1O1：利用政府提供的經

費，讓學生對創新經營多元化

能夠有更深刻的體悟。 

W3O3：將體驗時間、地點做

充分安排。 

W2O2：選擇適當、又能夠容

納較多人之廠商並善加利用

難得的體驗機會，增加學生職

場技能。 

威脅 T 緩衝策略（ST） 轉進策略（WT） 

T1：願意配合學校職場體驗的

廠商及可以容納大數量學生

的場所較少。 

T2：體驗時可能發生的突發狀

況。 

T3：學生對體驗內容沒有充足

的了解，讓學生們無法確定自

己的目標。 

S1T3：從體驗中了解多元的

商業模式，讓學生能夠從中找

到自己的目標。 

S3T1：透過少數配合廠商從

中了解職場現況，完善做好就

業前良好的工作態度。 

W3T3： 充分安排體驗內容，

讓學生在短時間內了解該產

業的工作內容是否符合自己

的目標。 

W2T2：事先在學校內做好安

全宣導，減少體驗時需要宣導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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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體驗(Think) 運用創意的方式，刺激消費者的思考，引發共鳴。 

行動體驗(Act) 
透過身體體驗來影響消費者的行為、生活型態，並增加與他人的互動，豐

富消費者的生活。 

關聯體驗(Relate) 
關聯體驗包含以上四個層面，使消費者個人體驗與理想社會與文化環境產

生關聯，進而建立強而有利的品牌關係與社群。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五、IPA 分析定義（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重要程度分析法） 

「重要性-績效分析法是由 Martilla＆James（1977）所提出的分析方法，將顧客對

產品特性的重要度置於橫軸、滿意度置於縱軸繪出二維圖形。」（郭漢森，2011）本研

究透過 IPA 分析法，並以總平均值為 X－Ｙ軸的分隔點，探討職場體驗之滿意度與重要

度，並針對 IPA 模式的分析結果提供給職場體驗廠商與學校作為改善及參考依據。 

高 
 
 
 
 

滿
意
度 

 
 

低 

第二象限：過度努力區 

（Possible Overkill） 

重要度低且滿意度高 

第一象限：繼續保持區 

（Keep up the Good Work） 

重要度高且滿意度高 

第三象限：低順位區 

（Low Priority） 

重要度低且滿意度低 

第四象限：集中關注區 

（Concentrate Here） 

重要度高且滿意度低 

      低                     重要度                     高 

 

六、問卷分析方法 

本研究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發放紙本問卷，問卷受測對象以草屯商工商經科二年級

參加職場體驗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共計發放份 126 份問卷，總共回收份數 119 份，有

效問卷為 119 份，有效回收率為 94.44%。 

七、問卷分析結果 

本研究採用統計軟體 SPSS 系統進行量化資料分析，採用敘述性統計、信度與效度

分析與獨立樣本 t 檢定，以及 IPA 等方法進行分析，分析方法結果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1. 基本資料分析 

表三、基本資料分析 

人口變項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29 24.4 

女性 90 75.6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之有效樣本，性別分佈上，男性填寫者為 29 人，佔 24.4%；女

性填寫者為 90 人，佔 75%，有效樣本中女性較男性填寫者多。 

圖四、重要度－滿意度分析表 

資料來源：（郭漢森，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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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驗行銷平均數、標準差 

表四、體驗行銷平均數、標準差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衡量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感官 

4.46 

(0.58) 

參訪地點環境整潔、舒適。 4.51 (0.62) 

職場體驗的整體舒適感，滿足我休閒旅遊的需求。 4.43 (0.70) 

整體的導覽充滿歡樂性。 4.43 (0.71) 

情感 

4.16 

(0.64) 

從事 DIY 成品會讓我有成就感。 3.89 (0.81)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良好親切。 4.43 (0.68) 

思考 

4.35 

(0.62) 

整體導覽使我拓展新視野。 4.29 (0.74) 

職場體驗的經營方式，讓我感受到企業的用心。   4.44 (0.66) 

我會將特色布置拍照留念。 4.33 (0.79) 

行動 

4.12 

(0.66) 

工作人員導覽讓我學到新知識。 4.23 (0.75) 

透過導覽後，我能主動了解相關產業發展。 4.01 (0.71) 

關聯 

4.28 

(0.69) 

透過整個導覽我可以對店家更了解。 4.27 (0.72) 

藉由這次職場體驗，讓我感覺環境生態的重要。 4.29 (0.73)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如表四，填寫者在感官體驗題目中最高是園區內環境整潔，平均數為 4.51。情感體

驗，題目中最高是服務態度良好親切，平均數為 4.43。思考體驗，題目中最高是職場

體驗的經營方式，讓我感受到企業的用心，平均數為 4.44。行動體驗，題目中最高是

導覽讓我學到新知識，平均數為 4.23。關聯體驗，題目中最高是透過參訪，讓我了解

工作環境的重要性，平均數為 4.29。 

   （二）信度與效度（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表五、信度與效度分析 

 信度 

(Cronbach α) 

效度 

(KMO) 

重要度 0.94 0.89 

滿意度 0.93 0.93 

感官體驗 0.81 0.66 

情感體驗 0.62 0.50 

思考體驗 0.81 0.66 

行動體驗 0.79 0.50 

關聯體驗 0.89 0.50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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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α 值檢測量表變項可信度（由表五所示）。「信度分析在

Cronbach α>0.7 代表高信度 α>0.5 代表尚可接受，如果 α<0.35 則予以拒絕，因此

Cronbach α 高於 0.5 才算有穩定性及可信度」(廖婷誼，2019)，本研究均有達到信度。

效度是指測量工具可以有效達到研究目的，才是有效測驗。當 KMO 值越大，表示變數

間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根據 Kaiser 的觀點，若 KMO＞0.8 表示很好，

KMO＞0.7 表示中等，KMO＞0.6 表示普通若 KMO＜0.5 則表示不能接受，本研究均有

達到效度。 

（三）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表六、性別在體驗行銷之構面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感官體驗 
男 

女 

29 

90 

4.51 

4.44 

0.66 

0.55 
.527 .599 

情感體驗 
男 

女 

29 

90 

4.19 

4.15 

0.74 

0.61 
.290 .722 

思考體驗 
男 

女 

29 

90 

4.32 

4.36 

0.68 

0.61 
-.308 .759 

行動體驗 
男 

女 

29 

90 

4.28 

4.01 

0.75 

0.63 
1.485 .140 

關聯體驗 
男 

女 

29 

90 

4.36 

4.25 

0.78 

0.66 
.762 .448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註：p
*
<.05；p

**
<.01；p

***
<.001) 

由表六可知，性別對體驗行銷各項內容沒有顯著差異，所以學校及廠商在安排職場

體驗活動內容時，需設計符合學生有興趣的內容。 

（四）IPA 分析 

表七、職場體驗重要度與滿意度 IPA 分析 

 原始資料 標準化資料 
象限 

重要度 滿意度 重要度 滿意度 

A 我認為參訪的公司/展覽很符合學校課程內容 4.00 4.17 0.06 -0.03 IV 

B 此次參訪可以增進所對應學校課程的專業知識 4.00 4.09 0.06 -0.11 IV 

C 此次參訪可以使我得知研修此課程，未來可從事的

就業方向 
3.74 3.87 -0.20 -0.33 III 

D 此次參訪可以使我了解此產業的作業/運作流程 3.97 4.26 0.03 0.06 I 

E 此次參訪可以激發我對此產業的學習與興趣 3.71 3.97 -0.23 -0.23 III 

F 透過此次參訪，促使我思考未來的職涯方向 3.66 3.85 -0.28 -0.35 III 

G 我認為參訪單位提供的簡報或導覽，讓我對此產業

有更深入的了解 
3.86 4.24 -0.08 0.04 II 

H 我認為此參訪吸收到許多新知與提高專業知識水 3.88 4.18 -0.06 -0.02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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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讓我感到不虛此行 

I 我認為此次參訪有助於未來就業 3.66 3.78 -0.28 -0.42 III 

J 我認為這次參訪活動同學的學習態度非常值得肯定 3.88 4.12 -0.06 -0.08 III 

K 整體來說，我對本次參訪感到滿意 3.89 4.34 -0.05 0.14 II 

L 我覺得應該要有多次職場參訪之活動 4.36 4.61 0.42 0.41 I 

M 我認為參訪單位很歡迎同學們的參訪 4.03 4.52 0.09 0.32 I 

N 如果再辦類似職場參訪活動，我會很想要再參加 4.32 4.60 0.38 0.40 I 

O 我覺得此次職場體驗活動時間安排得很適當 4.08 4.34 0.14 0.14 I 

總平均 3.94 4.20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第一象限：繼續保持區。共有 5 項分別為 D、L、M、N、O，多數的同學覺得舉辦職場

體驗，可以了解產業的作業方式及流程，應該要有更多的機會，時間上的安排也很適當，下

次若再舉辦職場體驗仍會繼續參加。 

第二象限：過度努力區。共有 2 項分別為 G、K，同學們對於參訪廠商提供的簡報或導

覽，以及參訪整體的滿意程度，在體驗前重要度低，填寫者覺得只有一天參訪對產業了解有

限及距離就業還有段時間，覺得有初步了解即可，因此重要度較低；但職場體驗業者準備充

分簡報、導覽讓學生了解產業現況；學校將職場體驗規劃得很完善，因此學生參訪後對滿意

度高。 

第三象限：低順位區。共有 6 項分別為 C、E、F、H、I、J，此次的職場體驗，學生覺得 

對於未來可從事的就業方向和促使思考未來的職涯方向，及吸收專業知識，重要度與滿意度 

都很低，因為只有一天的時間，學生沒辦法在短暫時間內思考生涯方向，可以慢慢改進。 

第四象限：集中關注區。共有 2 項分別為 A、B，同學們對參訪是否符合學校課程內容及

能否增進專業知識，覺得重要度高但實際體驗後滿意度低，職場體驗業者所講述內容較屬業

界實況，因此與學校課程內容未盡相同，但尚能符合職場體驗目的開拓學生見聞。 

 

 

八、深度訪談彙整 

（一）業者訪談 

於 109 年 2 月 17 日與職場體驗業者：木匠兄妹、中部科學園區，進行訪談，內容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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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職場體驗 IPA 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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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下： 

Q1：業者為什麼會願意給學校學生進行職場體驗的機會？ 

A1：可以藉由讓學生參訪，推廣產業，也讓學生更加了解相關產業，並且事先了解參訪

學生的科系，再進行不同的體驗課程。 

Q2：業者是如何安排學生體驗的內容？希望學生能夠從中學習到哪些東西？ 

A2：藉由影片介紹、實例分享讓學生對該產業有初步的了解，再利用簡報做更進一步的

講解，讓學生了解該產業；並藉由 DIY 體驗課程，讓學生對體驗內容有較深的印象。 

（二）主任訪談 

於 109 年 2 月 18 日與草屯商工商經科主任進行訪談，內容統整如下： 

Q1：如何使學生職場體驗時保有足夠的學習積極度與熱忱？在跟業者進行本校學生參訪

洽談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如何解決？ 

A1：安排有趣的活動，能讓學生在體驗時更加投入，了解該產業發展的方向。能夠容納

大批學生的業者不多，業者人力資源可能不足，所以只能找有 DIY 課程或是較大空間的

業者。 

Q2：參加職場體驗對學生有什麼幫助呢？而職場體驗又和一般上課的學習方式有什麼不

同的效果？學生又該如何運用所學？ 

A2：體驗時的手做 DIY 課程更能讓學生印象深刻，體會產業與課程的連結。EX：木匠

兄妹。體驗分成前中後，體驗前－請老師先簡單介紹該產業；體驗中－透過學習單的問

題先觀察該產業的營運模式，藉由現場的導覽人員更了解該產業；體驗後－整理歸納出

一份報告。 

 

參、 結論 

 

一、結論 

（一）學生 

1.確立職業選擇方向 

根據本研究分析結果，學生參加職場體驗對未來在選擇職業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幫助，

學生能藉此檢視自己就讀的科系是否與自身的興趣相符，以及了解自己在課堂所學的知

識是否與未來想從事的產業相關。 

 

2.增加實務知能 

在職場體驗後了解參訪的產業平時的工作內容與方式、經營方式，對產業有更進一

步了解。業界實習或職場體驗對於學生是一種新的學習方式，透過實務增能計畫讓學生

在進入職場前能夠有完善的準備，且大多數學生對實務增能計畫中的職場體驗充滿興趣，

學生在體驗前後都希望學校能多舉辦職場體驗的活動，期許能從中獲得更多學習機會。 

（二）學校 

1.參訪廠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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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分析結果，在體驗後，學生對於此次職場體驗所安排的業者、場所環境的舒適

度、工作人員親合且專業的態度都很滿意，讓此次職場體驗的效用提升到最大，而學生

對體驗的內容也能有較深刻的印象。 

 

2.職場體驗課程規劃  

透過職場體驗的方式讓學生在一種輕鬆、舒適的方式學習， 除了讓學生能提早熟悉相關

產業的工作內容，也能從中了解如何將課堂所學運用在職場中，但由於每位學生所感興

趣的內容都不太相同，所以造成部分同學對於職場體驗的活動並未積極投入。 

 

        （三）業者 

1.業者充分展現專業 

透過問卷分析的結果了解到，學生對於此次參訪的業者是非常滿意的，不論是工作

環境的整潔，還是工作人員導覽的專業態度，都使學生在職場體驗時可以更加投入，而

且更能了解產業現況以及工作所需具備能力。業者在準備學生職場體驗也是做足了事前

準備，期許學生能夠學習到產業相關知識。 

二、建議 

        （一）學生 

1.講解、導覽推廣產業 

在參與學校舉辦職場體驗時，認真聽工作人員講解、導覽，並且去了解各個產業的

不同，如遇到有興趣的內容時，可積極發問，若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多多向工作人員

請教，把握每次參訪的機會。 

 

2.提前做好參訪資料 

在參與職場體驗前，應事先對參訪業者做足功課，例如業者經營範疇、經營產業方

針…等，如參訪遇到不同之處，便能詢問業者，增加自己知識，亦能學習到不同新知；

參訪後，統整自己今日所學內容，檢視自己所學與未來想從事職業有無相關。 

（二）學校 

1.使用投票的方式決定地點 

學校可採取投票的方式，讓學生自行選擇職場體驗的地點，這樣可以使學生更加投

入，還能夠讓學生有機會了解自己有興趣的產業工作內容。 

 

2.在校提前做好意外宣導 

為了減少同學在體驗期間發生意外，學校應在出發前一天向同學宣導在體驗期間應該注

意的事項，並安排一班一位跟隨老師隨時在體驗期間隨時注意學生的狀況。 

 

3.利用問卷或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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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此次學生對於參訪內容是否吸收?建議每次職場體驗後，安排學生填寫問卷或繳交

報告，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看出學生此次參訪的學習狀況及了解學生此次參訪的滿意

度。 

（三）廠商 

1.瀏覽影片與介紹  

為了讓同學更加了解參訪產業的工作內容，建議廠商可以在體驗期間先讓學生觀看

一段約五分鐘的產業介紹影片，再安排一位工作人員做口頭的介紹或實際案例分享，讓

學生對產業有初步認識。 

 

2.針對不同年齡群，開設不同的 DIY 課程 

根據問卷結果分析可以了解到，手作 DIY 的課程裡，有部分學生覺得較沒興趣，故

建議廠商依據前來參訪學生的年齡，推薦學生選擇自己較感興趣的 DIY 課程，讓學生能

夠從中獲得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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