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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6
項目名稱 推動技藝教育作業流程

承辦處室 輔導處（室）

相關處室
及人員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家長、合作單位、教師

辦理期程 全學年

辦理時間
  依學校行事曆召開遴輔會、依教育局函示時間提出計畫申請、依報准計畫內容

實施技藝教育課程。

注意事項

一、技藝教育專案編班（簡稱專班）與抽離式（自辦班及合作班）計畫申辦時程及

一、檢附內容略有不同，請各校留意申請時間及配合事項，如：專班申辦計畫需由

一、教育局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申請，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補

一、助經費後辦理。

二、學校應遴選適當之導師（專班）及隨班教師（抽離式），協助學生學習及導護

學校工作。

三、國中宜經常與合作單位進行意見交流或親至合作單位關懷學生學習情形。

四、技藝教育開設班別須視學生特質與需求並徵詢相關導師及輔導教師建議，多方

二、蒐集資料後，經遴輔會充分討論，審慎選擇合作學校。

五、合作學校應具備與開設該職群相關之群科（指教育部依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二、公告之職群）。

六、專班核定後，因學生適應不良或生涯發展需求，經輔導返回原班上課或參加技

二、藝教育，學校應檢附遴輔會相關紀錄，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辦

二、理，並不得因此要求增班。

七、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八、職群類別及主題教學請參考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依依據據

一、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

二、原則

四、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辦理方式

一、成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以下簡稱遴輔會）（一）任務：國民中學技

成立（一）任務：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理方式及上課方式之研議。技藝教育學生之

教育學生遴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理方式及上課方式之研議。技藝教育學生之遴薦

教育學生遴薦技藝教育學生之遴薦及輔導。技藝教育開辦計畫書之審議。技藝教育

教育學生遴薦技藝教育開辦計畫書之審議。技藝教育宣導與諮詢。其他有關技藝教

教育學生遴薦技藝教育宣導與諮詢。至十五人，校長及輔導處（室）主任為當然委

教育學生遴薦其他有關技藝教育事宜。（二）組成：遴輔會成立（二）組成：遴輔

成立（二）組成：遴輔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校長及輔導處（室）主任為當然委

委委委委委員，並分別兼任召集人及執行祕書；其餘委員由校長就合作單位代表與

委委委委委校內家長、相關行政及教師代表聘（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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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

委委委委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技藝教育按其辦理主體，可分為下列方式：（一）自辦式：由國中獨立辦理，

技藝（一）自辦式：由國中獨立辦理，上課地點在學校內。（二）合作式：由國中

技藝（二）合作式：由國中與鄰近國中、技職校院、職業訓練機構或民間機構、法

技藝（二）人、團體（以下簡稱合作單位）合作辦理，上課地點在校內或其合作單

技藝（二）位內。（三）學校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技藝教育，應依技術及職業

技藝（三）學校與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技藝教育，應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十條

技藝（二）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以契約訂定其權利義務關係，並由國中報主管機

技藝（二）關備查。（四）國民中學與職業訓練機構以外之合作單位辦理技藝教育

技藝（四）國民中學與職業訓練機構以外之合作單位辦理技藝教育，準用前項規定

一、（四）辦理。

三、技藝教育之上課方式分為下列二種（一）抽離式上課：於班級正常上課時間，

三、（一）抽離式上課：於班級正常上課時間，將參加技藝教育學生單獨抽出至其

技藝（二）他地點上課，原班級學生仍依課表上課。（二）專案編班上課：將技藝

三、（二）專案編班上課：將技藝教育學生集合編成一班上課。（三）採專班上課

三、（三）採專班上課者，以合作式方式辦理為限。但偏遠及離島地區之國民中學

一、（三）經報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四）國民中學三年級（九年級）普

經報（四）國民中學三年級（九年級）普通班班級數在三班以下者，不得辦理專班

一、（三）上課。但偏遠及離島地區，不在此限。

四、規劃技藝教育課程（一）國民中學得於三年級彈性調整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學

國民（一）國民中學得於三年級（九年級）彈性調整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

技藝教育　（彈性學習課程）數開設技藝教育課程，並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參與

劃技藝教育規劃技藝教育課程之相關事宜。（二）國民中學辦理技藝教育開設之職

群，（二）國民中學辦理技藝教育開設之職群，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職群，

一、（二）採專班上課者，其合作單位並應具備與該職群相關之群科或職種。國民

一、（二）中學及合作單位辦理技藝教育，應由具有任教職群專長之教師或該行業

一、（二）實務專家擔任教學。（三）學校可規劃開設一至四職群，提供技藝教育

國民（三）學校可規劃開設一至四職群，提供技藝教育學生選修，學生得在第一、

一、（二）、第二學期分別選修一至二職群，其選修相同職群者，應以加深加廣及

國民（三）實作課程為限。（四）技藝教育採抽離式上課者，其上課節數，國一、

國民（四）技藝教育採抽離式上課者，其上課節數，每星期以三節至十二節為限；

二節為限；採專班上課者，每星期以七節至十四節為限。（五）專班上課應以外加

國民（五）專班上課應以外加班級數方式辦理。但偏遠及離島地區之國民中學三年

二節為限；級（九年級）普通班班級數在三班以下者，連同專班合計，得維持原班

二節為限；級數。

五、報名作業（一）應由導師、專任教師或輔導教師諮詢學生及家長之意願後，填

國民（一）應由導師、專任教師或輔導教師徵詢學生及家長之意願後，填具技藝教

二節為限；育學生推薦表送輔導處（室）彙整，提交遴輔會遴選適合參加技藝教育

二節為限；學生。（二）學校可參酌請學生檢附下列資料：申請表（含家長同意書

國民（二）學校可參酌請學生檢附下列資料：；；；；；；；；；；；；；；；；；；；

學校學校學校申請表（含家長同意書）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

校學校學校學生涯檔案紀錄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相關領域成績與特殊表現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學學學學學學學生各項測驗紀錄（性向測驗、興趣測驗）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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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

學學學學學學輔導紀錄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學學學學學學職業試探評量結果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學學學學學學其他

六、遴選學生（一）輔導處（室）彙整學生報名資料，提交遴輔會，遴選適合參加

輔導（一）輔導處（室）彙整學生報名資料，提交遴輔會，遴選適合參加技藝教育

加技藝教育之學生。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

育育（二）學生人數以　　　人為原則，偏遠地區得視需要酌減人數。學生之遴選

輔導（三）學生之遴選須依學校遴輔會訂定之遴輔標準（勿將學生懲處列為遴選必

六、（二）要條件），各處室需配合提出相關資料，如：各類型測驗結果、生涯檔

列為遴選必案資料、職業試探成績、相關領域成績等資料。

七、擬訂計畫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

育育（一）研擬開辦計畫書，應包括開設之職群與課程、辦理方式與上課方式、上

課方式、上課節數與時間、師資、材料設備及經費預算。採專班方式辦理者，並應

理者，並應檢送二年級（八年級）所有班級學生名冊、專班學生名冊、遴薦資料及

理者，並應家長同意書。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

育育（二）開辦計畫書經遴輔會通過後，採抽離式上課者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彙整

中央主管機各校開辦技藝教育之情形，訂定本市整體技藝教育計畫，報中央主管機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由本市補助辦理經費；採專班上課者，由本市教育局報中央主

中央主管機管機關核定，中央主管機關並得補助辦理經費。

八、學校辦理技藝教育，應注意學生之安全及衛生；學生在校外上課時，應指派導
育育師或隨班輔導教師配合合作單位之教師或專家注意導護。以合作式辦理技藝教

育育育且採抽離式上課者，陪同學生至合作單位之教師，應依教育局函示酌減其授

育育課時數。

九、學生進退班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

育育（一）實施課程後需了解學生上課狀況並加強輔導。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

育育（二）學生若有因適應不良或生涯發展需求，得經遴輔會討論同意後，退出或

六、（二）參加技藝教育，其採專班上課者，學校應檢附遴輔會會議紀錄，報新北

報新北錄，市政府教育局核定。）））））））））））））））））））））））

二）（三）退出技藝教育之學生，應回原班級上課；若遴輔會決議學生繼續課程，

繼續課程，應進行必要之輔導措施。

十、學生成績評量

六、（一）技藝教育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

六、（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訂定之補充規定辦理。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修習（二）修習技藝教育成績及格者，學校應發給修習職群證明書。

十一、為加強學生學習動機及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能水準，學校可鼓勵學
十一、生參與技藝教育競賽。

十二、辦理多元生涯進路宣導活動，如：實用技能學程、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

十一、學管道等（依當年度簡章提供相關訊息）。

十三、追蹤、調查及分析學生畢業後發展，供後續辦理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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