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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為技職所學會幹部及系所師長全員共同努力所創設之電

子報，藉由電子報的園地，讓學生可以在此發揮個人的專長及學

術領域，提供學術性文章及交流之處。 

本電子報由技職所學生所組之學會出版組負責編輯及徵稿，在此

歡迎大家踴躍投稿，感謝各位的支持及指教。 

▌發行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發 行 人：鍾鳳嬌 

▌指導教師：張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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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所大會師生合照 所長、師長致詞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技職教育研究所期初所大會 

時 間：109 年 10 月 30 日     地 點：IH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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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技職教育研究所期末所大會 

時 間：109 年 12 月 25 日     地 點：IH221 

 

 

 

 

 

  

期末所大會暨耶誕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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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週年校慶「人文與科技跨域展」暨裝置藝術開展 

日 期：109 年 11 月 26-28 日 

為展現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之特色，乃於本校 96 週年校慶

期間，籌劃涵蓋 10 個主題之「人

文與科技跨域展」，並於學院所

在地增設兩處公共藝術裝置，且

以學院吉祥物丹丹及玲玲擔綱

引領與代言，以彰顯學術研究亮

點、妝點文化藝術氛圍、樂活師

生教學相長。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人文與科技跨
域展」開幕，學生參與活動。 

地 點：人文講堂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公共藝術裝置，鯨豚
彷若躍出綠浪。 
地 點：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中庭 

校慶開幕，師生進場，活力十足。 
地 點：操場 

技職所所友回娘家，熱鬧非凡。 
地 點：技職所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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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竹田西勢村西勢樂智園區參訪 

時 間：109 年 11 月 5 日 

參訪者：技職所技職教育理論與實務研究課程 

全體員生共 14 人 

  

吳妃敏  M10970010  

我們沿著竹田國中一路走往目的地，沿途感受到西勢村不只還保留

著傳統紅瓦厝的建築，還有柑仔店等等的老商家，處處可見的自家菜園

及鄉下阿嬤家熟悉的優閒土狗。強烈的地方特色，更映射出西勢村的古

樸優雅。 

踏進樂智園區，乾淨清亮又舒服的空間，顛覆了我以往對長照中心

的印象。課程的開始，原以為只是單純的規畫導覽，沒想到每個志工老

師都身懷絕技，除了將客家文化脈絡、歷史緣由，透過 PPT 清楚講解，

檳榔扇彩繪教學的巧思創作也充分連結了地方產業。  

日照中心環境舒爽清幽，照護的案量掌控妥適，志工老師的人力分

配，及長者活動空間安排用心，除了讓家屬安心 也讓受照顧的長者，不

因照護的資源供給失靈，落入以往長照的惡性循環。 

園區安排的多元訓練課程，從室內硬體的家具輔具，及豐富的手作

課程，到戶外的自由活動安全，更是優先把長者在地安老的生活空間建

構得面面俱到。 

最讓我驚豔的強項是：運用長者出門身上習慣帶著平安符的設計理

念，延伸出的 e 化「屏安福」連線通報系統，智慧科技的投入配套，再

串聯社區人力及資源，將高齡照護發揮最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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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竹田西勢村西勢樂智園區參訪 

  
邱靖容 M10970008 

  我阿公還在世的最後那段

日子，因為失智症日漸嚴重，

家裡的人勞心勞累無所適從，

於是商討要把阿公送家裡附近

的安養院，派出年紀最小的我

陪阿公到安養院。我牽著阿公

走進沒有一絲笑容的老年人堆

裡，感到非常無助及無奈，裡

面的工作人員只是按表操課，

帶阿公阿嬤們曬太陽看電視，

絲毫感受不到溫度。 

  這次參訪樂智園區讓我感

受到志工滿滿的愛，他們是真

的在帶給被安置在這裡的老年

一個「家」的感覺，用很多活

動設計延緩他們的症狀惡化，

攙扶老人家的時候非常溫柔，

把每位老人家都當自己家人在

照顧！另外，我也感受到客家

人濃濃的人情味，也因為我帶

著媽媽出席我們的參訪活動，

志工姊姊們跟我媽媽用客語相

談甚歡、一見如故，也感謝同

學及老師同意讓我媽一起參與

我們的課程。 

  希望還有這種機會可以讓

我帶媽媽多多參與我研究所的

生活～！ 

謝謝志工們的熱情，謝謝

老師用心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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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109 年 12 月 03 日（四） 

講授主題：我們來聊聊 O2O 行銷 

主 講 人：傑城歡樂園 簡全科協理 

專題論壇心得 

李瑜珍     

M10970006 

 

創意，是行銷成功的關鍵！源源不絕的熱情，是支撐的續航力！ 

協理從今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導我們思考受疫情影響的

行業，包含重創的旅遊、航空、汽車產業；也包含因為疫情影響消費

行為，而帶來商機的「外送」產業與網路交易行為的活絡。 

在協理的分享中了解到，行銷是複雜、多元思考、因地制宜彈性

的專業，沒有穩定，只是相對穩定，從高雄「打包」歡樂園設施，到

桃園異地經營，就挑戰了不同區域類型的行銷方式與策略；「危機就

是轉機」在疫情嚴峻時期，營業收入大受影響，風險評估與因應，雖

然這是商業機密，但是可以想像，撐過這一波的辛苦與不容易，即使

會有可能的第二波疫情，對企業而言，處理危機的過程與經驗，都是

讓企業成長的養分與能量。 

每個人都是消費者，生活在數位時代，O2O 平台、消費者、實

體店面之間，存在其必要，也各有重要的聯繫關係，不因虛擬店面影

響實體店面的價值與功能，不同商務類型的需求與風向，網紅、網友

的影響力被高看，在網路充斥的生活中，或許會影響消費者選擇與判

斷，惟仍須消費大眾理性思考，不人云亦云，在資訊平等的環境中，

給予公平與正義的對待。 

日後，人們生活習慣將漸漸離不

開網路，消費行為也常在不知不覺中

就完成，以前的花時間「兩腳逛街買東

西」，會在幾分鐘內就完成大筆採購，

如果消費者未能理性聰明消費，「月光

族」、生活費、信用卡費，會是另一個

需要重視的議題。 

在簡全科協理身上，看到充滿著

對他工作的專業、熱情與活力，我想，

這應該是源源不絕的職涯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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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職訓課程之執行與成效 

陳英仍 M10870010 

 

壹、緒論 

一、 背景與動機 

隨著時代潮流，美髮業在多元化的服務，舒適的環境，成熟的技術，專業的

知識，親切的服務，發揮藝術的審美觀點……等，這些都要經過專業、不斷的訓練，才能

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設計，為了滿足美髮剪、燙、染及整體造型等各方面的消費者需求，

美髮職訓課程需加強創新教學的研究，方能提升國家美髮界的人才素質（鄭富元， 2001）。

研究者從事美髮實務工作已有 2、30 年經驗，為了讓自己學歷提升進入屏科大技

職教育研究所，在職涯規劃更具備完整的知識素養，亦要求自己秉著「精益求精、

內善外美」為目標，提昇自己的技能與專業知識。期許積極進取及懷抱熱忱的教學態

度，希望造就更多學子，也冀望自己能在美髮業界帶動美麗與創新之潮流。 

二、研究目的 

1. 教學之歷程。 

2. 探討教學之相關技巧。 

3. 學員在六週後對美髮課程之學習成效。 

三、研究對象 

中華民國髮藝美容造型技術指導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辦理 109 年度美

容美髮類失業者職業訓練「髮藝造型快剪培訓班」學員，共有 21 人。 

 

貳、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本身任教美髮職訓課程多年，以工會安排六週課程，以單元為教學，配合自

編補充教材，在教學上透過教材分析及教法直接明示給學員，透過評量瞭解學生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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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也希望在教學上指導學員美髮的能力，進入美髮教學現場，讓學員理解操作

練習，將作品呈現達到學習成效。 

一、教學之歷程 

【第一週】燙髮造型設計 

最早發明燙髮民族古埃及人，燙髮技術的革新配合剪髮技術設計觀念的改變

做頭髮造型達到立體的效果改變了新的整體造型觀念，讓自己有不一樣的風格造

型，其中利用基本的標準式冷燙及疊磚式冷燙做為的今天的上課教材內容。 

教學過程中利用講述法讓學員了解燙髮由來與原理，由老師實務操作示範，

冷燙捲子排列方式，學員模仿練習，藉由上課給予的教材內容在教學情境模擬技

術溝通，讓學員提升自信心。 

（2019.7.4.教學省思）課堂上學生表現都不錯，雖然有些學員對捲子的排列不

是很正確，但經個別的指導後即有明顯的進步，也可完成今天的作品。 

【第二週】染髮造型概要應用課程 

染髮是改變頭髮天然顏色的一種技術，由專業的美髮師依顧客的膚色、服飾、

毛髮特性等來設計，染出最自然柔和的顏色，達到染髮後的立體感、色彩美等造

型效果。自編教材（參考啟英文化出版社）其重點讓學生了解染劑型態、種類及

顏色基本理論與顏色混合方法，討論如何與膚色搭配使染髮達到最佳效果。學員

透過討論染髮親身經歷遇到的問題成敗，師生共同探究。將課程的內容提出各種

問題，令學生作答，後由學生及教師共同訂正或補充。在教學中，教師提出問題

激發學生思考，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2019.7.12.教學省思）六小時學科，深怕學員會覺得枯燥乏味，教學過程中

利用學員提出各種問題，透過討論染髮親身經歷遇到的問題成敗，提出問題激發

學生思考，讓此次的學習在染髮專業訓練更有幫助，且更懂得色彩搭配的美感。 

【第三週】女性中長髮造型課程 

漸增層次變化造型快剪，為剪髮基礎結構的創意剪法，設計重點在頭髮的縱軸

輪廓形成上短下長，形成輕柔活潑的線條，外圍輪廓呈現橢圓型，橫軸輪廓形成前短

後長。本款造型稱之為「法拉頭」。讓學生了解剪法點、線、面的邏輯思考以分

析、推理、判斷、歸納，激發靈活的思考，協助學員在剪髮的過程中解決問題。 

以剪髮步驟、分析的流程，讓學員了解髮型的變化，經示範技巧教導和專業的知

識。老師將剪髮操作過程、步驟教導學員，讓學員不斷的反覆練習操作，才能達到

正確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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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8.教學省思）今天上課內容是女性中長髮造型剪髮，對於層次變

化的剪法對自己比較沒信心，在教學的過程中進行示範以簡單解說讓學員能更明確

操作，一次又一次的進行分部練習，以鼓勵的方式讓學員產生自信心也引起學習

的動機，將學員所剪出的髮型修正至最完美。 

【第四週】男士剪吹造型課程 

男士壯年傳統式左邊分線髮型剪髮吹風造型，參考「男子理髮檢定試題」傳統式

左邊分線，大多都是較成熟、年長的型男才會作的造型，給人一種自信、控制欲強、

霸道總裁的形象。 

使用指定男子理髮檢定試題為教材單元，指導學生學習正確的剪髮技巧與測

量公分數的技能 

（2020/07/25 教學省思）今天上課配合運用公分梳測量剪髮長度依學生給的

意見，認為學生對於一種固定的教學技巧可能會是簡單的，但學生缺乏自信心的

情況下無法察覺到自己在進步。不過技術是要不斷的練習求精求進步，有較多的練習

機會，才能取得勝利，然而好的 技術是由練習中得來的。 

【第五週】剪吹造型課程 

浪漫多層次/大波浪高層次剪吹，長髮層次修飾臉部線條，層次感的髮尾可以保留

厚重感，剪了層次後在視覺可讓捲度更立體、更明顯，浪漫大波浪層次，充滿線條

感與優雅的女人味。 

（2020/08/01 教學省思）學員在剪髮技術已成熟大有進步，今天上課內容也在

下午時間提早結束，於是我就利用未下課 2～3 小時時間，徵尋一位學員當模特兒示

範今天的髮型「浪漫多層次/大波浪高層次剪吹」現場實作，講解、分析、示範及問

題解決，學員專注學習，今天的課程中學員們收穫良多，藉以增進工作興趣、提升技術

能力， 讓上課的場面更加熱絡有趣。 

【第六週】剪吹造型課程 

包覆式雙基準剪吹/雙層式包覆式髮型剪吹，此款髮型是 Bod 低層次結合高層次，其

長度蓬鬆就像香菇頭一樣，技術上運用角度提拉，在後下頭部產生凹型曲線，在水平

線以上逐漸向上堆疊凸型曲線的豐厚效果。 

（2020/08/09 教學省思）今天的上課內容和設計豐厚的曲線美感有關，學

員在提拉剪裁，能以頭髮長度設計出不同風格的「雙層式包覆式髮型」，此課程今天授課

最後一堂，學員經過這幾週的操作練習大有進步，更清楚再剪法的運用技巧，同時也

提升學員的學習動機。 

學員經過六週課程結束，在剪髮技術已成熟大有進步，藉以增進工作興趣、

提升技術能力，讓上課的場面更加熱絡有趣。 

 



 

12 

二、教學技巧分析 

張添洲（2000）教學分析應用於教育與各種職業技能訓練，研究者為了使學

員有效學習，採用講述教學法、啟發式教學、示範教學法、練習教學法，是適當的教材去

激發與鼓勵指導學員，以達到學習的目標。 

三、學生學習成效 

詹惠雯、沈順智（2008）認為學習成效指學習者透過學習活動所學習的知識、能

力或技能，經過一段時間訓練所達成的表現。在訓練課程結束後，請學員給予課程的

回饋，作為往後課程改善的成效指標。 

此課程訓練結束後，研究者將課程作為日後改善的成效指標設計回饋單。回饋單內容

包括四個題目：1.老師的專業知識程度給於評價？ 2.教材內容實用性？ 3.整體授

課方法設計如何？4.對此次課程內容及教材是否困難？ 

【學生反應與回饋】                                         

Q1、Q2、Q3、Q4、Q5、Q6、Q7、Q8、Q9、Q10、Q11、Q12、Q13、

Q14、Q15、Q16、Q17、Q18、Q19、Q20 歸納學員認為滿意度、及實用性、整

體是非常滿意的。Q1、、Q3、Q4、Q5、Q6、Q7、Q8、Q9、Q10、Q11、Q12、Q20 

學員認為老師上課將教學化繁為簡，講解說明及黑板上畫的分解展開圖將剪髮步驟

及分區詳細講解，對剪髮的專業知識學生的評價都非常滿意，教材內容很符合現場實

作的專業知識，對授課內容也非常仔細明瞭，但對於初學者學習剪髮的是有些畏懼。

老師很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示範與操作演練，吸引了學習動力。 

老師的教學態度及熱忱能一一講解，在設計的概念裡能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引起

學員的學習興趣，自編教材在學習的過程中是實用的，也是學員學習最佳的效果，

讓同學對課程內容受益良多。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六週課程在課程學生表現都不錯，課程內容符合實際需求，教學過程中利用

學員提出各種問題，透過討論職場親身經歷遇到的問題成敗，提出問題激發學生

思考，讓此次的學習在美髮專業訓練更有幫助，在教學的過程中進行示範以簡單

解說讓學員能更明確操作，一次又一次的進行分部練習，以鼓勵的方式讓學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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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信心也引起學習的動機，將學員所剪出的髮型修正至最完美。 

學生對於老師的教學技巧簡單的，但學生缺乏自信心的情況下無法察覺到自

己在進步。不過技術是要不斷的練習求精求進步，有較多的練習機會，才能取得

勝利，然而好的技術是由練習中得來的。 

 

二、建議 

根據本文之探討，提出以下建議： 

1. 蒐集相關美髮造型圖片，讓學員更清楚目前市場流行趨勢，增進學習成效。 

2. 對於進度較落後的學員，已將做小組分配遴選一名助理小老師協助。 

3. 單位的吹風機提供量有限，學員在吹風的技巧上無法達到顯現的效果。 

4. 課程考量到學員的需求可用角色扮演，模擬進職場的溝通技巧由來引起學員

的興趣且提高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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