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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計畫為二年期計畫，主要目的是研究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所需語言與溝通基

本能力，並利用人力資源發展觀點探討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所需語言與溝通基本能

力及建立其指標及評量模組，以作為我國技職校院電機科系技職教育課程發展、教學實

施及評量之基準。本計畫第一年進行文獻探討、深度訪談、召開小組專家座談會及問卷

調查法，以瞭解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所需語言與溝通基本能力；今年為第二年持續

進行文獻探討及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以建構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能力

指標標與評量模組；希望經由本計畫的完成，逐漸發展成全國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

能力開發之研究發展中心，爲電機技術各行職業建立語言與溝通基本能力標準之資料

庫，作為產業界僱用人力、敘薪、在職訓練及技職教育甚至普通教育，規劃工作導向課

程之指標依據。 
關鍵詞：語文與溝通能力、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課程發展。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need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students 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 their basic indicators and assessment model by the concept of human 
resources. Expect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the standard of 
assessment as the principl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next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s how to transform the basic capability and the indicator into the curriculum, and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model should use. By the study, develop curriculum model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material provide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students 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other training institute to cultivate human resources to 
needs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basic capability for students. 
    This research is two-year study, the first year implemented by literature review, depth 
interview, expert meetings and the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students 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second year continues to carry on the literature to discuss and take 
focus groups interview to establish their basic indicators and assessment model for the 
students.  By the study, hope to set up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Nation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The standard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e model take all engineering fields as employment, salary, 
in-service train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Key word: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貳、緣由 

近年來技職體系配合教育改革的發展與就業條件的需求，透過學者專家與各個課程

發展中心的努力，規劃二十一世紀技職教育一貫課程，突顯各層級學校、各類群應培育

的專業能力，提供各層級學校適時更新傳統技職教育專業內涵，培育學生發展產業所需

之能力。 
當前技職教育課程改革與實施，強調賦予學校發展與落實本位課程，發展技職學校

的辦學特色。應以產業需求導向來設計課程，最能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具體而言，是

藉由課程統整的過程，培養學生「符合產業需要的能力」，此能力內容至少應包括其專

業及相關應用科技的能力、靈活而彈性應變的能力及問題解決的能力。 
面對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變化，新興行業的產生，就業人力結構的改變，技職教

育亟需考量就業市場需要那方面的專業能力。為使理論與實務相結合，發展高等技職教

育電機系學生所需語言與溝通基本能力，關係著學生的學習與未來的發展，更直接影響

產業技術人才培育的需求。而理論與實務配合，一直是技職教育的目標，透過專業科目

實習課程的實施，可以將理論與實際作結合。兩者之間，應是由實務和技術切入，再結

合必要的理論知識，以培養學生的專業能力（黃政傑，2000）。實習課程是技職教育課

程的特色與標竿，實習課程的成敗，攸關學生的專業水準與就業能力（李基常，1999）。

有效的專業科目實習課程將有助於學生專業能力之培養及技職教育品質之提昇，因此，

本研究後期發展教材與教學方法及實施教學實驗更顯重要，將學校教學的成效再回應到

職場能力的需求。 
本計畫從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所需語言與溝通基本能力調查到高等技職教育

電機系學生所需語言與溝通基本能力課程培育的落實，希冀能提供電機技術人才的未來

應用。綜合上述緣由，調查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所需語言與溝通基本能力、建構高

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能力指標與評量模組、發展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

語言與溝通課程之教學模組，課程內涵與設計、教材與教學方法、學習評量機制及實施

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能力培育模式的教學實驗，以具體達成高等技職教

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基本能力及標準建立、課程設計、教材發展、教學實驗實施等

目標。為因應未來環境急遽變遷與工作職場的改變，滿足產業所需的各階層技術人力，

協助產業發展與技術升級的需求，已是我國教育當局極欲達成的任務。 

參、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分二年實施，第一年運用文獻探討、深度訪談、專家會議、Delphi問卷

調查等方式，以建立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所需語言與溝通基本能力調查；第二年以

文獻探討、焦點團體、依所訂定之能力指標發展評量模組，並實施預測，檢驗評量模組



之信效度，以建立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評量模組、課程規劃與實驗教材

的發展。研究目的臚列如下： 
第一年之研究目的為：（97.08.01~98.07.31） 
1. 探討我國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能力的現況與發展。 
2. 調查業界對我國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就業之語言與溝通能力的需求。 
3. 建構我國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能力之能力項目與層級。 
二、第二年之研究目的為：（98.08.01~99.07.31） 
1. 建構我國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能力學習評量機制與評量模組。 
2. 探討我國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能力的課程架構與課程內容。 
3. 建構我國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語言與溝通能力的課程內涵與教材發展。 

肆、文獻探討 
一、 溝通的內涵 

OECD(2001)的研究報告指出，要能夠因應知識經濟及產業型態急遽變化的影響，

受雇者必須能展現以下七種能力，包括：1.團隊合作能力；2.協調能力；3.解決問題能力；

4.應變能力；5.決策能力；6.溝通能力；7.處理問題的思考能力。經建會亦曾提出大學畢

業生應當提升的五項就業能力，包括跨領域能力、獨立思考及創新能力、國際溝通能力、

吸收新知與技術能力，及具有人文關懷素養等（引自青輔會，2006）。顯見時代的變遷

下，未來就業能力上，向來被國人所忽視的溝通能力已成為重要的項目之ㄧ。 
張春興（1989）將溝通(communication)定義為：經由語言或其他符號將一方之訊息、

意見、態度、觀念與情感等傳至對方的歷程，謂之溝通。Sfard & Kieran (2000)將溝通分

為兩種方式，其一為有效性的溝通(effectiveness of communication)，另一為建設性溝通

(productivity of communication)。有效性的溝通指能夠滿足溝通的目的，如你要求他人做

某件事情，而他人亦能依照你的要求去做，就達到溝通的目的；而建設性的溝通則指對

話後能夠產生某些具體或可能穩定的影響，此溝通對話能夠產生導致問題的結果，能夠

影響他人在溝通中的思考方式。從上述的定義可以得知，溝通是一種訊息交換的歷程，

其目的在分享彼此的意義，以表達共識。另外溝通能力並可做以下分述。 
1. 表達自我概念：可以善用語言和各種適當的表徵來表達解釋自己的概念。 
2. 理解他人想法：藉由(1)轉化；(2)判斷：可以明解他人的想法並判斷其正確性；(3)認

同：對於他人正確的想法可以提出有意義的說明與解釋； 
(4)質疑：對於他人錯誤的想法可以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及質疑，並說

明理由。 
3. 評價他人想法：辨別：可以分辨他人的想法為錯誤的或是不夠完整；澄清與補充：對

於他人錯誤或不完整的想法，能加以澄清或補充，使說詞更加正確而

完整；評價：能對他人提出想法加以評價，擬定此想法之應用性。 
教育部(2003)公佈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到溝通應包括理解與表達兩種能力，因

此，溝通一方面要能理解別人以書寫、圖形，或口語中所傳遞的資訊，另一方面，也要

能以書寫、圖形，或口語的形式，運用正確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綱要中並提到外部

的連結應強調生活及其他領域中問題的察覺(R)、轉化 (T)、解題(S)、溝通(C)、評析(E)



諸能力的培養。 
二、 語文在職場溝通的地位 

用語文來進行溝通能力，其中又以聽、說、讀、寫為重要的能力，茲以下列各國對

此能力的文獻，蒐集如下： 
澳洲於2002 年出版的《未來就業力》將「就業力」定義為「個人面對未來生活所

需具備的技能，不僅是就業而已，也要讓個人在企業中能不斷的進步，個人潛能的實現，

並能對企業的策略方向做出成功的貢獻。」，文中將就業力分為 8大類，即溝通能力、

團隊合作能力、問題解決能力、創造力與進取力、規劃與組織能力、自我管理能力、學

習能力，與運用科技能力(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2)。 
澳洲教育部（2008）對高中畢業生雇用能力的評估報告提出高中畢業生之「雇用能

力架構」- Employability Skills Framework (ESF)，將聽（聽力與理解）、說（清楚與直

接的說明）、寫（撰寫顧客的需求書）、以及讀（獨立的閱讀能力），列為就業之基本

能力，並將閱讀與撰寫非英文的其他語言能力列為應用能力。 
美國為了提昇其國內的工作人力素質增進全球競爭力於1994 年成立國家技能標準

委員會(National Skill Standards Board, NSSB)，由工、商業界、工會聯盟、人權團體、及

教育界等共同組成夥伴關係，進行國家技能標準評量系統與證照制度的發展，在技能標

準架構上分成工作導向成份(work-oriented component)所需的技能與工作者導向成份

(worker-oriented component)所需的技能，在工作者導向的成份方面，又分成三種不同的

知識和技能：1. 學術知識與技能(academic knowledge and skills)：和學術訓練有關的知

識和技能，如讀、寫、算術、科學等； 
2. 就業的知識和技能(employability knowledge and skills)：可以應用到廣泛職業領

域的知識和技能，如團隊工作、問題解決等；3. 職業技術知識和技能(occupational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為了完成工作所需的知識和技能，也就是專業的知識和

技能。 
在學術知識與技能方面：讀(reading)以瞭解與應用手寫的資訊為主，如圖表、文字

等，並能選擇適合的策略，如精讀、略讀等；寫(writing)則以清楚的、正確的將觀念形

諸於文字，能使用正確的拼音、文法、句子、段落等。 

在就業知識與技能方面又分成：聽(listening)能參與、接受口語溝通，能由說話者的

音調、姿勢、表情等解譯其涵意；說(speaking)則能清楚地以口語表達觀念及事實為了連

結工作導向的成份和工作者導向的成份。美國國家技能標準委員會訂定了「複雜度技能

評分量尺」(Complexity Rating Skill Scales)，將前述的學術知識與技能，就業知識與技能，

均賦予操作性定義，在每一個知識與技能向度之下，再分成數個子向度，如表1 所示。 

(1) NSSB 的學術知識與技能與就業知識與技能 

表 1  NSSB 的學術知識與技能與就業知識與技能 

技能構面 技能項目 技能細目 操作形定義 
1.學術知識與技能

(academic 
1.3 讀
(reading) 

1.3.1 文字 文字深淺 
閱讀技能 

knowledge and   閱讀目的 



skills) 1.4 寫
(writing) 

1.4.1 文字 文字深淺 
1.4.2 文字成品 文字成品型態 

文字組織 
細心的程度 

1.4.3 書寫程序 書寫發展 
1.4.4 書寫目的 通知用 

規勸用 
2.就業知識與技能

(employability 
knowledge and 
skills) 

2.1 聽
(listening) 

2.1.1 聽的溝通 溝通的內容 
注意力需求 
間接溝通 

2.1.2 聽的溝通的障礙 互動的限制 
苦惱的程度 

2.2 說
(speaking) 

2.2.1 說的溝通 內容複雜度 
機智與敏感的需求 
間接溝通 

2.2.2 背景需求 聽眾的差異性 
準備上的限制 
苦惱的程度 
聽眾的抗拒 

資料來源：NSSB(2000), Skill Scales Companion Guide, National Skills Standard Board, 
Washington, DC. 

參、電機產業的定義與探討範圍 

本計畫探討技專校院電機系學生語文及溝通能力，技專校院電機系之課程內涵主要

以控制領域、電力系統以及晶片應用為主，其中以控制領域課程最為普遍，因此本研究

計畫以探討電機系學生畢業後所從事之自動控制工程技術員為主。其職業分類代碼為

（3113.05），職業範圍以接受有關電機工程師之指導，從事電機系統及自動化設備之設

計、發展、施工、裝設、測試、操作、檢驗與維修等工作人員屬之；工作內容則包括：

(1)自動控制系統及設備研究發展之業務；(2)生產及裝設所需工料量價之估算；(3)系統

及設備生產、裝設、使用、保養及修理方面技術之協助； (4)應用工程學識及經驗，協

助發掘解決問題。 

伍、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相關文獻探討 
蒐集國內外有關語言與溝通能力之文獻，針對我國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從事自

動控制工作之內涵、工作所需之語言與溝通能力所應具備的能力指標，進行研究與探

討，並歸納出初步之能力指標。 
(二)焦點團體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法經由領導者的帶領，利用小組討論相關的議題，是蒐集資料最有效

方式，且能蒐集到較深入的資訊。因此，邀請國內專家學者、自動控制業者或從事於自

動控制工作之人員進行焦點團體訪談，以擬定電機技術工作所需語言與溝通能力指標。 
(三)德懷術專家問卷 

德懷術乃是專家團體間，針對某一主題，進行匿名的、不面對面的溝通，藉著多次



文字訊息的交流而逐步取得最後結論，收先必須確定所要探討的主題，然後再根據主題

及蒐集的文獻編製專家調查問卷，本研究藉此建立之溝通能力指標。 
(四) 評量工具與教材編製 

根據所發展之溝通能力指標編製評量工具，以及發展相關教材。首先徵詢專家學者

之意見，以發展自動控制專業英文資料手冊閱讀量表，量表試題分成「感測元件」、「微

處理機 I/O」、「可程式控制器」等三個領域，量表格式則以專有名詞翻譯、簡答題、閱

讀測驗為主；本量表以 98 學年度下學期技專校院電機系三年級學生為對象進行預試，

並經過討論與刪題後始完成。教材內容則搜集國內外現有之中英文操作手冊，擇要選出

「感測元件」、「微處理機 I/O」、「可程式控制器」等 8 個具代表性之單元，教材內容包

括專有名詞以及基本元件介紹與規格為主，經業界與曾擔任科技英文教學教師審查。 
表 2 自動控制領域專業英文測驗量表信度分析 
單          元  係數 
微控器專有名詞翻譯 .695 
各種感測器資料說明 .939 
感測器、PLC 動作功能閱讀 .759 
整體信度 .845 

陸、研究資料分析 
(一)焦點團體座談結果 

本研究針對主題邀請語言學、技職教育與業界主管；其中包括二位自動控制業者、

二位自動控制領域學者以及二位語言領域之學者，座談資料經歸納整理後，結果摘要如

表 2 所示。 

表 2  焦點團體座談法結果摘要表 
 專業能力 溝通能力 

A 專家 

1.具備專業識圖能力，如電路圖。 
2.故障排除的臨場應變能力。 
3.撰寫程式碼的能力，如 PLC…等。 
4.設備、零件的規格辨別能力。 

1.與客戶之間的溝通協調能力。 
2.主要溝通障礙在於「聽」懂客戶的需求。 
3.對於操作手冊需要有足夠的閱讀能力。 

B 專家 

1.需要基礎專業識圖能力。 
2.設備操作流程的熟晰度。 

1.要讀得懂企劃案、操作手冊。 
2.需要聽得懂主管下的指令術語。 
3.基層人員著重於「聽」與「讀」的部份，

管理階層則重於「說」及「寫」。 
4.需培養聆聽的耐心。 

C 專家 

1.具備工業安全之相關知識。 1.能利用圖片、圖表和影像解說專業訊息。 
2.能利用聽說讀寫能力，培養出適合自動控

制人員所應具備的基本能力。 
3.根據員工人格特質，在語言部分強調讀跟

寫，現場操作偏向聽跟說。 

D 專家 
1. 能依據不同的情境，去發揮自動

化的領域的技能知識經驗。 
1.聽說讀寫之界定，一個是人跟人，一個是

人透過密閉媒體的過程。 
2.有效的利用溝通的訊息，達成共識。 

E 專家 
1. 能聽懂工作重點、危險性、如何

避免犯錯以及清楚了解工作任務

性質。 

1.把聽說讀寫綜合能力，注重在全能教育。 
2.在聽說讀寫綜合能力，強調尊敬、聆聽、

談吐都需要經過訓練，並且有技巧性的說



話。 
3.能寫出別人說出的重點和摘要，並能夠清

楚的表達內容，或者做出簡單的手冊。 

F 專家 

 1.能說出自己的領域，機器的使用方法，以

及閱讀操作手冊。 
2.能說出自控人員專業術語，並且能閱讀外

文操作手冊之能力。 

(二) 第三次德懷術分析結果 
首先，經由訪談自動控制產業專家，歸納出自動控制產業語文及溝通能力初步能力

指標。之後，發展德懷術專家問卷，透過16位德懷術專家作答，建構出自動控制產業對

語文及溝通能力指標，各項評定結果如表3，除2-2, 4-4二項低於4.0，其餘各項平均數皆

於4.0以上。依專家群的意見離散程度則顯示1-8, 4-3能力項目其標準差大於0.7以上，最

後檢視各項目眾數，大部份落於4或5。且經K-S單一樣本適合度考驗發現，有8個項目未

達顯著水準，顯示專家的看法有不一致的現象，其餘30個能力項目皆達顯著水準。整體

評估結果，表示德懷術專家小組成員看法具有ㄧ致性與適用性。 

表 3  各能力項目重要程度第三次填答結果統計分析表 

能

力

項

目 

極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無

意

見 

重

要 

極 
重 
要 

平均數 標準差 眾數 

K
 –S 

Z

檢
定 

等第

排序 

1-1    10 6 4.375 0.500 4 1.59** 12 
1-2    7 9 4.563 0.512 5 1.46** 3 
1-3    13 3 4.188 0.403 4 1.97** 21 
1-4   1 12 3 4.125 0.500 4 1.65** 27 
1-5   1 12 3 4.125 0.500 4 1.65** 27 
1-6   2 10 4 4.125 0.619 4 1.32* 30 
1-7   1 11 4 4.188 0.544 4 1.54** 23 
1-8   3 6 7 4.250 0.775 5 1.09 20 
1-9    8 8 4.500 0.516 5 1.33* 4 
2-1    10 6 4.375 0.500 4 1.59* 12 
2-2   3 11 2 3.938 0.574 4 1.42* 36 
2-3   1 13 2 4.063 0.443 4 1.73** 32 
2-4   2 11 3 4.063 0.574 4 1.43* 34 
2-5   1 13 2 4.063 0.433 4 1.5* 32 
2-6    13 3 4.188 0.403 4 2.0** 21 
2-7   2 9 5 4.188 0.655 4 1.21 25 
2-8   2 9 5 4.188 0.655 4 1.21 25 
2-9   1 8 7 4.375 0.619 4 1.16 14 
2-10   3 11 2 3.398 0.574 4 1.43* 38 
2-11   2 5 9 4.438 0.727 5 1.37* 11 
3-1    8 8 4.500 0.516 5 1.34* 4 
3-2    8 8 4.500 0.516 5 1.34* 4 
3-3    9 7 4.438 0.512 4 1.46* 9 
3-4    6 10 4.625 0.500 5 1.59* 1 
3-5    8 8 4.500 0.516 5 1.34* 4 
3-6    11 5 4.313 0.479 4 1.72** 15 
3-7    8 8 4.500 0.516 5 1.34* 4 
3-8    11 5 4.313 0.479 4 1.72** 15 
4-1   1 11 4 4.188 0.544 4 1.54* 23 
4-2   2 10 4 4.125 0.619 4 1.32* 30 



4-3   4 7 5 4.063 0.772 4 0.88 35 
4-4   3 12 1 3.875 0.500 4 1.65** 37 
4-5   1 4 11 4.625 0.619 5 1.66** 2 
4-6   2 8 6 4.250 0.683 4 1.07 18 
4-7   2 8 6 4.250 0.683 5 1.07 18 
5-1   1 12 3 4.125 0.500 4 1.65** 27 
5-2   1 7 8 4.438 0.629 5 1.26 10 
5-3   1 9 6 4.313 0.602 4 1.29 17 

*p＜.05, **p＜.01 
 
柒、結果與討論 
討論 
由德懷術專家問卷之意見，有 8 個項目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專家的看法有不一致的現象，

尤其不同規模與經營方向之自動控制行業的專家，對技專校院電機系學生之溝通能力項

目仍稍有差異，經再次的訪談後，主要係認知上的差異，如多項的能力本為基本具備能

力不必強調，因此填寫時未列為重要能力，如「1-8聽懂同儕之間專業相關知識並應用在

工作上」、「2-9 說明自動控制操作程序與注意事項，讓客戶瞭解接受」，惟其平均數分別

為 4.25 分、4.375 分；眾數仍為 5、4 分，仍屬重要之溝通能力。 
「2-10 對自動控制系統運作、管理，提供技術性建議及相關諮詢」以及「4-4 撰寫自動控制

設備安裝及故障維修排除程序」，其平均數低於 4 分，部分業者認為此二項屬於較高階之專

業能力，須有一定的工作經驗方能達成；「5-2 夠應用工程學識與經驗，撰寫並提出專業問

題解決方案」、「5-3 閱讀工程企劃案，理解其規畫內容，並進行簡報」亦屬於較高階之專業

能力，仍屬重要之溝通能力。 
結論 

(一)、本研究經語文及溝通能力指標分聽說讀寫與綜合能力五大構面，其中「讀」的溝

通能力指標計有 8 項、「寫」的溝通能力指標計有 7 項、「聽」的溝通能力指標計有 9
項、「說」的溝通能力指標計有 11 項。如表 4 所示。 
表 4. 自動控制行業聽說讀寫的溝通能力表 

技能構面 技能

項目 技能細目 操作形定義 

1.學術知識與

技能(academic 
knowledge and 
skills) 

1.3 
讀 

1.3.1 文字 3-1 判讀電機控制設備的中英文操作手冊並且瞭解其大意。 
 3-2 判讀各種電機自動控制之專業詞彙、行話。 
1.3.2 電路圖 3-3 讀懂自動控制常用的系統流程圖及電路圖。 
 3-4 閱讀並了解自動控制系統安裝與測試動作程序。 
1.3.3 文字、電路圖 3-5 閱讀並了解自動控制設備工廠相關安全注意事項。 

的理解 3-6 讀懂並瞭解同儕自動控制相關簡報之重點內容。 
 3-7 判讀自動控制機器、元件及程式的優劣和完整性。 

   3-8 讀懂主管與客戶產品訂單之需求。 
1.4 
寫 

1.4.1 文字、電路圖 4-1 撰寫自動控制設備中文操作手冊 
1.4.2 文字成品 4-2 撰寫並編輯涵蓋自動控制專業術語的相關文件。 
1.4.3 撰寫程序 4-3 根據電路圖，撰寫出其動作功能、順序及流程圖。 
 4-4 撰寫自動控制設備安裝及故障維修排除程序。 
1.4.4書寫目的 4-5 撰寫自動控制工廠設備安全注意事項。 
 4-6 撰寫並編輯中英文自動控制相關簡報。 



 4-7 根據主管與客戶所需，撰寫自動控制程式動作。 
2.就業知識與  2.1 2.1.1 聽的溝通 1-1 聽懂並擷取中英文技術手冊或自動控制相關重點。 
技能 

(employability 
聽 1-2 聽懂並分辨同儕或上司對話的關鍵訊息，包括中英文自動控

制專業術語與工業用專有名詞，如手工具、元件、材料…等。

knowledge and  1-3 聽取並評估電路圖動作流程、功能之優劣及完整性。 
skills)  2.1.2 聽的解譯 1-4 聽取組織電路圖功能或設備操作步驟，並予以實作。 
   1-5 聽懂自動控制系統流程順序，並分析每一流程圖之重點。 
   1-6 聽懂自動控制系統及工作的危險性，避免犯錯。 
   1-7 聽懂並分析中英文自動控制相關簡報之重點。 
   1-8 聽懂同儕之間專業相關知識並應用在工作上。 
   1-9 聽懂主管與客戶所要的專業重點與需求。 
 2.2 

說 
2.2.1 說的溝通 2-1 能對客戶解說中英文自動控制機器手冊操作內容。 

 2-2 明確說出自動控制常用的中英文專業術語並解說其涵意。 
 2-3 說出電路圖原稿之動作流程，並分析其用途和功能性。 
 2.2.2 條件需求 2-4 分析自動控制系統流程圖，並說出其動作功能。 
  2-5 說出並解釋不同類型自動控制機器、設備及元件上的特徵與

限制。 
  2-6 說明並引導基層人員從事電機系統及自動化設備之安裝、測

試及維修操作程序與注意事項。 
  2-7 說明自動控制設備操作之安全注意事項，並分析其危險性。 
  2-8 說出同儕報告自動控制相關簡報之重點與優缺點。 
  2-9 說明自動控制設備操作程序與注意事項讓客戶瞭解與接受。 
  2-10 對自動控制系統運作、管理，提供技術性建議及相關諮詢。 

  2-11 使用簡報軟體對客戶進行專業技術簡報。 
 2.5 

綜合 
2.5.1 綜合運用 5-1 繪製圖表，並用客戶能懂得語言解說、分析電路圖或元件的

優缺點。 
   5-2 夠應用工程學識與經驗，撰寫並提出專業問題解決方案。 
   5-3 閱讀工程企劃案，理解其規畫內容，並進行簡報。 

 
(二)、研究結果顯示對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英文能力的要求，以閱「讀」自動控制

設備的英文操作手冊為主；「寫」的部份以撰寫並編輯英文自動控制相關簡報為主；「聽」

的部份以聽懂並擷取英文技術手冊或自動控制相關重點，包括英文自動控制特殊專業術

語、聽懂並分析中英文自動控制相關簡報之重點；「說」的部份則以能說出自動控制常

用的英文專業術語等項目。針對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專業英文能力的要求，主要重

點為電機自動控制設備的英文使用或操作手冊聽說讀寫為主。 
(三)、國內高等技職體系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電機系學生之英文能力較為低落，本研究

編製以感測器、PLC、微處理機為主之專業英文閱讀測驗量表測量大三主修電機自動控

制學程學生，其測驗成績略嫌偏低(M=50.9, SD=19.4)，學生間之程度差異亦大，顯示與

業界所期望之能力有所落差。 
(四)、高等技職教育電機系學生之溝通技能聽、說、讀、寫的培養，尚能符合溝通技能

培養之基本需求，但於專業科目領域則缺乏相關溝通能力培養之規範；而電機相關產業

業則特別要求員工與客戶之間溝通協調的能力，並要求對設備或元件操作手冊之中英文

閱讀能力。 
(五)、國內技專校院電機系科除通識必修國文與英文課程外，僅有 13 所學校開設科技英

文或類似名稱之科目， 3 所學校開設科技或工業日文，1 所學校開工業德文。其餘則開



設屬性不同之英語課程，如生活英語、旅遊英文、進階英文等。中文部份則有 7 所學校

開設工程寫作與表達、應用文與習作、字彙與閱讀等科目，其餘多為文學賞析之科目。 
 
柒、參考文獻 

王彥呈（2000）。臺灣企業員工人際溝通能力之衡量及其量表發展之研究。長榮管理學

院經營管理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 
行政院青輔會（2006）。大專畢業生就業力調查報告。台北市：青輔會「大專畢業生就

業力調查」小組。 

李基常（1999）。技職院校實習課程改進規劃研究。技職體系一貫課程專案研究成果

摘要。教育部技職司編印。 
林我崇(2003)。問題導向教學策略對技職校院學生行銷研究學習成效及人際溝通能力提

昇之研究。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博士論文。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台北：東華。 
許慧如（民89）。人際溝通自我調整訓練課程對增進國小資優生人際溝通能力之成效研

究。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 
郭金龍（民91）。探索教育課程對企業員工人際溝通效果之影響研究。朝楊科技大學休

閒事業管理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 

黃政傑（2000）。體制與體質的變革─技職教育改革的未來。技術及職業教育雙月刊，

57，10-14。 
劉孟珊(2004)，人際溝通能力量表之發展。國立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

士論文。 
British Columbia Chamber of Commerce. (1994). Moving Forward: the Vision. Employability 

Skills 2000+(2010). 
Hackbert, P. H. & Sather, G. A. (1975).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Inventory: A Need 

Assess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Skill Competencies of Educational Personnel Attending 
In-Service Training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the Cherokee Bilingual Project, Tahiequah, 
Oklahoma. Final Report.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144 967). 

Hargie, O. (1997). The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London: Routlege. 
ITAC. (1999). Core ITAC for Career-Focused Education, Ohio Department. 
Carnevale, A. P., Gainer, L. J., & Meltzer, A. S. (1990). Workplace basics: The essential 

skills employers wa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 
Millard J. Bienvenu Sr., A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vent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21, Issue 4, pages 381–388, December 1971 
NSSB. (2000). Summary of the NSSB guidelines for a voluntary national skills standards 

system, National Skills Standards Board: Washington. of BC Business,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OECD (2001). Competencies for the Knowledge Economy. Paris: OECD. 
SCANS. (1991). 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 What work requires 



of schools: A SCANS report for America 2000.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Sfard, A. & Kieran, C. (2000). N. Mathematical Cognition in Interaction：Dissect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communication to See. What Makes It Ineffective. New York: Apple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