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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國家海洋研究院為國家海洋的智庫，主要任務包含海洋政策之研究、

海洋研究與發展計畫之研擬/執行/成果與技術推廣、海洋人才培育引進、海

洋保育與海巡執法之教育/訓練/認證與管理等，而在海洋基本法、海洋政策

白皮書和制定中的《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皆明列海洋產業發展和

培植專業人才之任務。人才培育的首要步驟就是制訂人才規格，再據之發

展系統化訓練課程，因此本計畫使用文獻探討、訪談法、會議法和調查法

等，依據計畫需求規範，達成下列成果： 

一、 辦理職能模型研習營及職能課程工作坊：完成「海洋產業人才職能模

型建置研習營」與「海洋產業人才職能課程規劃與設計工作坊」各 1

場次各 6 小時，分別有 12 間與 10 間事業單位參加，以推廣國家海洋

研究院所建置之職能基準/模型與職能課程等內容。 

二、 建置海洋領域相關之 3 項職能模型：本計畫依照需求採用 IPO 模式，

先彙整 3 項職能模型的 35 篇文獻，再辦理共計 20 人次的 4 場專家

焦點會議及 4 人次的 4 場訪談，發展出「船模設計評估-運動性能設

計」、「船舶動力定態操作」、「珊瑚調查」等 3 項海洋領域相關之

職能模型。 

三、 發展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課程：以國家海洋研究院已建置之職能基準

/模型，採用 ADDIE 系統性訓練課程設計模式，發展「珊瑚調查班」

及「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等 2 門海

洋領域相關之職能課程所需之分析、設計發展、實施和評估等各階段

應具備的程序、表單和文件，前者為職能單元課程，後者為職能基準

課程。 

其中自行辦理「珊瑚調查班」1 場次及與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合作

辦理 1 場次「鋼結構塗裝檢查員訓練班」和台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

公會合作辦理 1 場次「離岸風電作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危害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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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與風險評估』課程」，共蒐集 3 場次 56 位學員的訓練成果，完成

分析訓練效益數據，結果顯示學員相當肯定職能課程的品質。 

 

關鍵字：海洋產業、職能、訓練效益、IPO、AD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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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執行方法與流程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研究方法主要採用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分析法、專家訪談法、

專家焦點團體、內容分析法與會議法執行本計畫，以下說明具體工作項目

執行內容與各階段成果。 

 

一、 辦理職能模型及課程工作坊 

採用工作坊以凝聚訓練機構與國家海洋研究院系統性辦訓的理念，使

訓練機構具備發展職能模型及職能課程的基礎能力。 

(一) 會議法 

工作：辦理各1場次6小時的職能研習營和職能課程工作坊，邀請

國內相關訓練機構、工協會、學校推廣/辦訓中心等單位參與，研

習營與工作坊內容以國家海洋研究院已建置的職能基準或職能模

型為主，運用系統性的訓練課程文件，培育訓練單位具備有效能

與效率的運用職能模型建置職能課程的能力。 

最終成果：1.完成1份「海洋產業人才職能模型建置研習營」職能

模型研習營與教學資源規劃書，並舉辦1場次6小時職能模型建置

研習營。2.完成1份「海洋產業人才職能課程規劃與設計工作坊」

職能課程工作坊與教學資源規劃書，並舉辦1場次6小時職能課程

研習營。 

二、 建置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模型 

本計畫以IPO模型作為職能模型發展架構，以海洋領域相關職業/職類

為範疇，發展3項海洋領域相關職能模型。 

(一) 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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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輸入（Input）階段蒐集並分析15篇以上國內、外職能文獻與次

級資料，分析後產出職能模型底稿，作為過程（Process）專家焦

點團體會議的討論底稿。 

(二) 專家訪談與專家焦點團體法 

在過程（Process）階段舉辦4場次專家訪談會議與4場次專家焦點

團體會議，專家焦點團體會議每場次至少5人，會議人員由該關鍵

職業/職類中具代表性的產官學研專家，組成專家焦點團體。出席

名單皆事先經委託單位同意。 

(三) 內容分析法 

根據二（一）、（二）的內容分析出職能要素KSA（知識、技能與

內涵），以完善所要發展的關鍵職業/職類範疇的職能模型內容。

每項職能在產出（Output）的階段，完成該職業/職類之工作描述，

工作職責/工作任務，對應行為指標，模型級別與職能級別，工作

產出，知識、技能、態度等職能內涵，和必要的補充說明事項等。 

最終成果：1.蒐集與分析35篇國內外文獻與次級資料。2.完成4場次專

家訪談會議與4場次專家焦點會議，共25人次專家參與。3.完成「船模

設計評估-運動性能設計」、「船舶動力定態操作」、「珊瑚調查」等

3項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模型。 

三、 辦理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課程 

(一) 次級資料分析法 

以國家海洋研究院所發展的職能基準或職能模型為基礎，完善2門

職能課程的分析、設計、發展、實施和評估等各階段應具備的程

序、表單和文件等。並運用ADDIE模式，並參考國家海洋研究院

2022年「海洋產業人才能力規格與培訓配套認證機制建構」建置

的相關訓練課程表單，做為發展之依據。 

(二) 會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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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行發展或與訓練單位合作辦理方式，舉辦3場次職能導向課程，

訓練學員45人以上。課程辦理過程中，蒐集並分析課程辦理之訓

練效益的各項質化與量化數據，用以作為改善課程的參考。 

(三) 專家焦點團體 

舉辦4場次專家焦點團體，專家會議每場次至少5人，由具代表性

的產官學研專家，組成專家焦點團體，以回饋職能課程程序、表

單和文件等，出席名單事先經委託單位同意。 

(四) 內容分析法 

運用三（一）、（二）、（三）的結果進行內容分析，以完善計畫

目標。 

最終成果：1.完成4場次專家焦點會議，共20人次專家參與，完成2門職

能課程之分析、設計、發展、實施和評估等各階段應具備的程序、表

單和文件。2.舉辦3門職能課程（自辦1門及與訓練單位合作辦理2門課

程），綜整56位學員的訓練效益評估分析。 

四、 會議法 

出席委託單位辦理的工作會議，並逐一完成會議紀錄。 

第二節 計畫成果 

一、 辦理1場次「海洋產業人才職能模型建置研習營」與1場次「海洋產業

人才職能課程規劃與設計工作坊」，並完成1份職能模型及課程工作

坊與教學資源規劃書。 

二、 發展3項與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模型，分別為「船模設計評估-運動性

能設計」、「船舶動力定態操作」、「珊瑚調查」。 

三、 採用國家海洋研究院設計之職能表單，發展「珊瑚調查班」及「水下

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2門職能課程，產

出的內容包含分析、設計、發展、執行、評估之各階段應具備的程序、

表單和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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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行辦理1門「珊瑚調查班」，及與訓練單位合作辦理「鋼結構塗裝檢

查員訓練班」與「離岸風電作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危害鑑別與

風險評估』課程」，共計辦理3場次職能課程，參與訓練學員共計56人；

蒐集並分析課程辦理之訓練效益的各項質化與量化數據。 

五、 提供國海院推動海洋產業從業人員職能基準/職能模型與職能導向課

程之建議與策略，包括擬定委託單位海洋產業人才訓練方向，及建立

委託單位和與代表性訓練機構的鏈結機制等。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計畫研究流程如圖1，預定與實際執行之進度如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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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海洋產業人員職能模型之發展與職能內涵之推廣 

  

研擬職能模型及課程工作坊內容與教學資源 
研習營工作坊
規劃書 1 份 

期中報告書初稿 審查 

辦理職能模型及課程工作坊各 1 場次各 6 小時 

期末報告書初稿 審查 正式報告 
  

結案 

 

IPO 模式 

國內外相關文獻 15 篇以上 

辦理至少 4 場專家訪談會議 

  

建置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模型 

分析職能文獻、專家訪談與會議紀錄內容 

辦理至少 4 場專家焦點會議 

完成至少 3 項海洋領
域相關之職能模型 

含工作描述、主要職責/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職能級別、行為指標、
職能內涵項目和其他補充說明 

職能模型文獻彙整
及會議記錄 8 份 

國海院已發展
的職能基準 

ADDIE 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分析 

辦理至少 4 場專家訪談會議 

  

發展與辦理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課程 

協助辦訓單位辦理至少 3 場次職能課
程，訓練學員至少 45 人 

完成至少 45 位學員訓練效益數據分析 

會議記錄 4 份 

完成至少 2 門職能課程之程序文件套件 

質量化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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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進度甘特圖 

月次 

 

工作項目 

第

一

月 

第

二

月 

第

三

月 

第

四

月 

第

五

月 

第

六

月 

第

七

月 

第 

八 

月 

第

九

月 

備 

註 

1. 辦理職能模型及課程工作坊 

1.1.提交工作坊規劃

書及課程活動教學

資源等內容 

預計

規劃 
◎         完成 1 份海洋產業職能模型

研習營及職能課程工作坊規

劃書，如附錄 1。 
實際 

進度 
＊         

1.2.辦理 1 場次 6 小時

的職能模型研習

營。 

預計

規劃 
 ◎        於 2023 年 03 月 16 日辦理

1 場次 6 小時「海洋產業人

才職能模型建置研習營」。 
實際 

進度 
 ＊        

1.3.辦理 1 場次 6 小時

的職能課程工作坊 

預計

規劃 
 ◎        

於 2023 年 03 月 17 日辦理

1 場次 6 小時「海洋產業人

才職能課程規劃與設計工作

坊」。 

實際 

進度  ＊        

2. 建置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模型 

2.1.以 IPO模式發展至

少 3 項海洋領域相

關之職能模型。 

預計

規劃 
  ◎ ◎ ◎ ◎    

產出 3 份海洋領域相關之

職能模型，分別為「船模設

計評估-運動性能設計」、

「船舶動力定態操作」及

「珊瑚調查」。 

實際 

進度   ＊ ＊ ＊ ＊    

2.2.彙整國內外相關

文獻至少 15 篇，並

至少舉辦 4 場專家

訪談與 4 場次以上

專家焦點會議。 

預計

規劃 
 ◎ ◎ ◎ ◎ ◎    

1. 蒐整 35 篇文獻。 

2. 辦理 4 場次專家焦點

會議與 4 場次專家訪

談會議，共計 25 人次

產官學研專家出席，

產出訪談紀錄 4 份與

會議紀錄 4 份。 

實際 

進度 

 ＊ ＊ ＊ ＊ ＊    

2.3.每項職能模型應

包括工作任務、對

應行為指標、職能

級別、工作產出，以

及知識、技能、態度

等職能內涵，和必

要的補充說明事項

等。 

預計

規劃 
  ◎ ◎ ◎ ◎    

依據 2.1、2.2 之成果，進行

資料分析與驗證，已完成 3

份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模

型，每份職能模型皆包含

工作項目所規範之職能內

涵。 

實際 

進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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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進度甘特圖（續） 

月次 

 

工作項目 

第

一

月 

第

二

月 

第

三

月 

第

四

月 

第

五

月 

第

六

月 

第

七

月 

第 

八 

月 

第

九

月 

備 

註 

3. 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課程發展與辦理 

3.1 使用 ADDIE 模式，

完善至少 2 門涵蓋各

訓練課程於分析、設

計發展、實施和評估

等各階段應具備的程

序、表單和文件等。 

預計

規劃      ◎ ◎ ◎ ◎ 

完成「珊瑚調查班」及

「水下遙控無人載具

（ROV）技術工程師職

能導向課程」等 2 門職

能課程之程序、表單和

文件。 

實際 

進度      ＊ ＊ ＊ ＊ 

3.2 至少辨理 3場次職能

課程，訓練學員至少

45 人。課程辦理過程

中需蒐集並分析課程

辦理之訓練效益的各

項質化與量化數據。 

預計

規劃     ◎ ◎ ◎ ◎ ◎ 

1. 辦理「珊瑚調查班」、

「鋼結構塗裝檢查員訓

練班」、「離岸風電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

估』課程」等 3 門課程

職能課程，訓練學員共

56 位。 

2.完成第 1 項之 3 門課

程訓練效益分析。 

實際 

進度 

    ＊ ＊ ＊ ＊ ＊ 

3.3 至少辦理 4場次專家

焦點會議。 

預計

規劃       ◎ ◎ ◎ 辦理 4 場專家焦點會

議，共計 20 人次專家出

席，產出會議紀錄 4 份。 實際 

進度       ＊ ＊ ＊ 

4. 出席工作會議。 

預計

規劃 
◎ ◎  ◎   ◎   

分別於 2/17、3/10、3/15、

5/10 與 8/11 召開工作會

議並完成 5 份會議紀

錄，如附錄 33。 

實際 

進度 
＊ ＊  ＊   ＊   

5. 辦理期中驗收。 

預計

規劃 
  ◎       

於 4月 28日以公文提出

期中報告書初稿。 實際 

進度 
  ＊       

6. 辦理期末驗收。 

預計

規劃 
        ◎ 

於 10 月 23 日以公文提

出期末報告書初稿。 實際 

進度 
        ＊ 

7. 結案 

預計

規劃 
        ◎ 依國海院通知日起 15

個日曆天內以公文提出

正式報告辦理驗收。 
實際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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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辦理職能模型研習營及職能課程工作坊 

第一節 海洋產業人才職能模型建置研習營 

表 2  海洋產業人才職能模型建置研習營執行情形表 

(1)活動 DM (2)邀請函與網頁宣傳 

 

 
 

 

(3)報名表 (4)簽到表 

 

 

(5) 研習營學員手冊 (6) 活動照片-課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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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洋產業人才職能模型建置研習營執行情形表（續） 

(7) 活動照片-協同教練手把手實作練習與小組成果報告 

A.船舶動力定位系統操作人員 

  

B. 珊瑚調查潛水員職能模型 

 

C. 船模製造技師職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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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洋產業人才職能課程規劃與設計工作坊 

表 3  海洋產業人才職能課程規劃與設計工作坊執行情形 

(1)活動 DM (2)邀請函與網頁宣傳 

 

 

 

(3)報名表 (4)簽到表 

  

(5)工作坊學員手冊 (6)活動照片-國海院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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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洋產業人才職能課程規劃與設計工作坊執行情形（續） 

(7) 活動照片-協同教練手把手實作練習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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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置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模型 

「2021-2025 海洋科技政策綱領報告」[4]的推動方向-經濟面「推動海

洋產業發展」，強調海洋領域人才培訓符合產業實務需求；在政治面「強

化海洋科技治理」，同時倡議推動海洋人才培育、認證與產業媒合機制，

鏈結學校教育與海洋產業發展，推動實務訓練與產業接軌；在社會面，聯

合國 SDGs 的指標 8 與指標 14 皆有提到經濟與人才培訓皆須有「永續」的

內涵，追求永續的發展，海洋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本計畫的工作

目標以建置海洋產業領域相關的職能模型目的，參考本計畫於 2023 年 3 月

16 日舉辦之海洋產業人才職能模型建置研習營的成果，以發展符合產業實

務需求性、重要性、必要性之三項職能模型。以下將分述第一節船模設計

評估-運動性能設計職能模型、第二節船舶動力定態操作職能模型及第三節

珊瑚調查職能模型。 

第一節 船模設計評估-運動性能設計職能模型 

以職能 IPO 模式為基礎，發展船模設計評估-運動性能設計職能模型，

在 Input 輸入面先蒐集 11 篇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接續在 Process 程序面

進行 1 場專家焦點會議與 2 場專家訪談會議，會議中由專家提供意見，會

後經本計畫團隊整理後，產出完成 Output 結果面之成果「船模設計評估-

運動性能設計職能模型」。 

表 4  船模設計評估-運動性能設計職能模型 

領域類別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職能單元級別 3 

工作任務 
運動性能設計 (耐海性能實驗、操緃性能實驗、PMM 平

面運動機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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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船模設計評估-運動性能設計職能模型（續） 

行為指標 

1. 在船模下水後，依據測試海況，調整船模平衡姿態。 

2. 經調整拖曳機構或船模自身動力後，再檢查所測試拖

航訊號或無線訊號的連結性與擷取是否正常。 

3. 依據實驗需求性，設定造波類型及參照使用規則，決

定造波參數機的參數，並確認水槽中的波浪與船模實

驗要求的符合程度。 

4. 在實驗過程中，擷取實驗相關訊號。 

5. 判讀所擷取的實驗相關訊號是否符合測試目標，並依

必要性重新調整平衡。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K01 船模實驗理論 

K02 故障類型 

K03 波浪力學 

K04 流體動力學 

K05 船舶動力學 

K06 造船原理 

K07 實驗訊號的認知 

K08 阻力與推進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S01 儀器校正技巧 

S02 故障排除能力 

S03 實驗資料分析技巧 

S04 耐海性能實驗操作技巧(造波機、拖車等) 

S05 操緃性能實驗操作技巧(迴轉試驗、Zig-Zag 試驗等) 

S06 迴旋臂實驗操作技巧 

S07 船模遠端控制技巧 

S08 無線訊號設備使用能力 

S09 判讀能力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

度) 

A02 正直誠實 

A05 自我管理 

A07 追求卓越 

A08 團隊意識 

A11 應對不確定性 

A14 謹慎細心 

說明與補充事項 

1. 建議擔任此職類／職業之學歷／經歷／或能力條件：

研究所以上，不需海上工作經驗。 

2. 此項職能模型發展乃參考國內外職能資料，並經國內

專家本土化及檢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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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船舶動力定態操作職能模型 

以職能 IPO 模式為基礎，發展船舶動力定態操作職能模型，在 Input

輸入面分為 12 篇文獻與次級資料分析；在 Process 程序面則進行 1 場專家

焦點團體會議與 2 場專家訪談會議；根據前述資料分析與 3 場次會議內容

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產出完成 Output 成果面之「船舶動力定態操作」職

能模型。 

表 5  船舶動力定態操作職能模型 

領域類別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職能單元級別 3 

工作任務與行為

指標 

1. 計劃動態定位操作 

(1) 能依據船舶平面圖、規格、船舶動態能力圖、相

關文件和數據分析結果，評估船舶能量，以完成

和執行動態定位操作。 

(2) 進行風險評估，確定冗餘狀況，以決定與所擬議

操作的適合性。 

(3) 制定緊急計劃，以解決系統故障的風險及適當操

作需求。 

(4) 根據工作場所程序和操作計畫，有組織的規劃動

態定位值班程序。 

(5) 依據法令規範，擬定工作場所程序和操作計畫。 

2. 設置動態定位操作 

(1) 確認船舶的動態定 

(2) 位系統符合船舶所屬船級社相關規定。 

(3) 設定符合船級社要求的警示限制。 

(4) 選定動態定位操作的定位參考系統，以符合操作

需求。 

(5) 根據操作要求與氣候條件，選定使用橫向推進器

的位置。 

(6) 測試船舶的操縱性。 

(7) 確認安全位置和移動的最小距離，以確保船舶在

動態定位系統中的穩定性。 

(8) 獲得動態定位系統之操作許可。 

(9) 按照工作場所程序，建立值班位置與輪值清單，

和特定任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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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船舶動力定態操作職能模型（續 1）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K01 船舶平面圖 

K02 船舶規格 

K03 船舶動態能力圖 

K04 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 

K05 年度測試報告 

K06 特定活動操作指引 

K07 適當任務模式 

K08 關鍵活動操作模式 

K09 冗餘系統 

K10 動態定位值班程序 

K11 法定要求、國際法規和指引 

K12 動態定位系統警報與警示架構 

K13 定位參考處理原則 

K14國際海事組織(IMO)動態定位系統船舶指引與設備等級 

K15 動態定位參考系統 

K16 橫向推進器的使用原則 

K17 動態定位系統原理 

K18 輪值原則 

K19 船級社相關規定 

K20 海氣象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

能) 

S01 評估能力 

S02 動態定位操作 

S03 風險評估 

S04 定位值班程序規劃能力 

S05 緊急應變 

S06 排除故障 

S07 英文溝通能力 

S08 遵循能力 

S09 判斷能力 

S10 船舶操縱能力 

S11 測試能力 

S12 文書處理能力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

度) 

A01 主動積極  

A04 持續學習 

A08 團隊意識 

A10 壓力容忍 

A14 謹慎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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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船舶動力定態操作職能模型（續 2） 

說明與補充事

項 

此項職能模型發展乃參考國內外職能資料，並經國內專家

本土化及檢視完成。 

 

第三節 珊瑚調查職能模型 

以 IPO 模式為基礎，發展珊瑚調查職能模型，在 Input 輸入面蒐集了

12 篇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接續在 Process 程序面進行 2 場專家焦點會議

與 1 場專家訪談會議，會議中由專家提供意見，最後整理文獻與會議之資

料後，產出完成 Output 成果面之「珊瑚調查職能模型」。 

表 6  珊瑚調查職能模型 

領域類別 天然資源、食品與農業 

職能單元級別 3 

工作任務 珊瑚調查 

行為指標 

1. 使用浮潛或水肺潛水方式等，由潮間帶至潮下帶，進

行珊瑚測量、文字、手繪或拍照記錄等。 

2. 使用珊瑚調查工具，記錄珊瑚種類、數量、分佈及健

康狀態等資訊。 

3. 填寫所收集的珊瑚調查資訊，交由分析人員。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K01 珊瑚分類 

K02 珊瑚數量與分佈估測 

K03 珊瑚健康狀態判識 

K04 水域作業安全須知 

K05 珊瑚調查實務方法 

K06 珊瑚調查工具 

K07 珊瑚保育知識 

K08 常見危險海洋生物 

K09 基礎海洋環境介紹 

K10 潮間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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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珊瑚調查職能模型（續）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S01 潛水技巧 

S02 水中攝影技術 

S03 珊瑚調查技巧 

S04 文書處理能力 

S05 合作協調 

S06 珊瑚辨識能力 

S07 水下溝通技巧 

S08 水域自救能力 

S09 急救技術 

職能內涵 

(A=attitude 態

度) 

A01 正直誠實 

A02 團隊意識 

A03 應對不確性 

A04 謹慎細心 

說明與補充事項 

1. 建議擔任此職類／職業之學歷／經歷／或能力條件：

潮下帶作業須具備開放水域潛水員證照及至少30支氣

瓶以上的潛水經驗。 

2. 此項職能模型發展乃參考國內外職能資料，並經國內

專家本土化及檢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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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課程 

呼應前面章節中提到培育海洋產業相關人才的需求性與重要性，在發

展海洋產業相關的職能模型後，將其應用在發展職能導向課程，可藉此強

化職業訓練之內涵與成效。本計畫的目標之一為落實國家海洋研究院職能

發展的規劃與一用，本計畫係以國家海洋研究院所發展的職能基準或模型

為依據，採用 ADDIE 系統性訓練課程設計模式，設計海洋產業人員的職

能課程，提供國家海洋研究院未來發展職能課程與訓練單位辦理職能課程

作參考。本章節的重點分為兩項： 

一、 使用 ADDIE 系統性訓練課程設計模式，以本計畫所發展的「珊瑚調

查」職能模型與國家海洋研究院發展的「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

技術工程師」職能基準為依據，以自行發展的方式，完成分析、設計、

發展、實施與評估等五階段應具備的程序、表單和文件。此部分將說

明於本章的第一節與第二節。 

二、 以國家海洋研究院與本計畫所發展的海洋產業人員職能基準/模型，

蒐整「鋼結構塗裝檢查員訓練班」、「珊瑚調查班」與「離岸風電作

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課程」等 3 場次職

能課程的訓練成效，分析各項質化與量化的訓練效益評估數據。此部

分將說明於本章的第三節。 

 

第一節 珊瑚調查班之程序、表單和文件 

以本計畫發展的珊瑚調查職能模型為依據，發展珊瑚調查班的程序、

表單和文件，本計畫以國家海洋研究院發展的訓練課程相關文件作為依

據，分別於 2023 年 7 月 14 日的珊瑚調查職能模型第二場專家焦點團體會

議以及 8 月 11 日內部專家意見，完成分析、設計與發展階段的表單和文

件；接續在 2023 年 8 月 21 日由本計畫自行辦理一場 6 小時之珊瑚調查

班，並於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開一場珊瑚調查班-ADDIE 階段專家焦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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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檢視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與成效階段的內容，最終完善各階段之

表單文件成果，以下將說明發展過程。 

一、 分析階段 

本計畫根據 2023 年 7 月 14 日的專家會議討論內容（會議佐證與紀錄

如附錄 18），並經 2023 年 8 月 11 日內部專家意見（如附錄 20），完成分

析、設計與發展等三階段之程序、文件與表單，分析階段包含： 

1. 使用本計畫發展之珊瑚調查職能模型 

2. 完成珊瑚調查班之引用職能內涵表 

3. 完成學員的特性，並規劃應用於課程設計的策略 

二、 設計階段 

在設計階段，首先依據受訓學員應達成的績效之知識與技能，並參考

職能內涵表的內容，設計課程名稱（含課程單元）與訓練目標。接著設計

各項課程單元的授課時數與大綱，其內容需對應知識與技能內涵。最後考

量各課程單元的授課順序，完成課程結構序列。 

三、 發展階段 

本計畫於發展階段，選定教學方法、教材與教具、訓練效益評估方法、

評估工具、授課講師學經歷，並訂定結訓標準。在選定教學方法、教材與

教具上，係對應課程的訓練目標、課程大綱與職能內涵，根據學員特性，

每堂課程皆選擇 2 種以上的教學方法，搭配教學方法，發展對應的教材與

教具。在訓練效益評估方面，係配合 Kirkpatrick New World Model 四個評

估層次，根據教學方法發展評量方法，本課程的評量方式包含紙本測驗、

實作評量與課後滿意度與成效問卷調查，評量方法與工具。本課程共有 2

位授課講師，由講師擔任評量人員，完成課程相關人員之學經歷表。本課

程之結訓標準為「1. 請假/未出席時數未達總時數 1/4 以上者；2 學科測驗

均達 70 分以上；3. 裝備整備評分表與資料處理分析評分表以完全通過為

及格」。 

四、 實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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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調查班於 2023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辦理，課程時數

6 小時，共有 2 位講師及 17 位學員出席，上課地點於滿緣前金教室（地

點：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 22 號 4 號樓之 1），課程實施紀錄如表 7。 

表 7  珊瑚調查班實施紀錄 

  

活動 DM 報名頁面 

  

上課通知 課程簽到表 

  

國家海洋研究院代表致詞 珊瑚礁生態介紹課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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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珊瑚調查班實施紀錄（續） 

  

學員與老師提問討論 珊瑚調查實務課程照片 1 

  

學員實務操作練習 老師以實際珊瑚圖片講解內容 

  

紙筆測驗電子試卷與答案紙 實作評量表 

 

 

電子學員滿意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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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估階段 

本計畫於 2023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 時召開珊瑚調查課成效評估專家焦

點會議，出席人員包含海洋生態專家 1 位、課程講師 2 位、學員代表 2 位、

指導單位 1 位及職能代表 2 位，針對珊瑚調查課的各階段進行成效評估討

論，將會議討論結果作為未來辦理課程的參考，最後完成珊瑚調查課的成

效報告書，本次會議重點如下： 

(一) 職能模型面 

1. 若只有珊瑚調查板，不需潛水相關的知識；課堂可能不會上，但學

員須提供相關浮潛、水肺潛水證照方式證明，並強調 S08 水域自救

能力、S09 急救技術。故建議 S01 潛水技巧的職能內涵後續再行修

正。 

2. 因大部分調查方式都需要攝影，S02 水中攝影技術可保留。 

(二) 課程設計面 

1. 有關 S02 水中攝影技術的上課時間配比再做調整，另可分初階、進

階。 

2. 考量有部分學員沒有上過潛水課程，未來上課，能以 OW 初階潛水

員教學簡報修改做教學講解、裝備介紹及緊急情況處理。 

3. 可再根據學員狀況調整課程時數調整，可能需要增加課程時數，若

之後課程增加潛水技巧的內容，則需增加 4 小時。 

(三) 課程發展面 

1. 若有實際操作下水檢測，除下水檢查、急救自救課程，還需評估每

個人的能力，在正式下水前，需測驗潛水，因證照不能完全證明實

際的潛水能力，對於珊瑚安全有潛在危險。 

2. 可增加分組討論，提供議題給組員並做分組討論對學員來說有幫

助，可分享經驗。若有增加分組討論，則須檢視是否增加學科時間。 

(四) 課程實施面 

1. 辦理課程應落實環保的概念，減少使用免洗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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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作評量第一站因當日為室內課程，無法做裝備準備，需紀錄異常

並另調整評量方式。 

(五) 未來辦理此課程的單位 

1. 除國海院外，有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科技博物館、屏東海洋生

物博物館、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民間機構包含台灣珊瑚礁學會、

海洋保育相關團體，都適合開辦此課程。 

 

第二節 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

導向課程程序、表單和文件 

本節將說明使用國家海洋研究院發展的「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

技術工程師」職能基準為依據，如附錄 24，並參考國家海洋研究院已建置

的相關職能表單，分別於 2023 年 8 月 22 日、9 月 13 日與 10 月 3 日召開

共計三場次的專家焦點會議，最終完成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

程師職能導向課程的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與評估階段之程序、表單和

文件內容。以下依各階段說明過程與成果。 

一、 分析階段 

本計畫於 2023 年 8 月 22 日上午 10 時召開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

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分析階段專家焦點會議，共 5 位專家與 4 位計畫

人員參加。本次會議主要討論此課程分析階段的程序、表單與文件，會議

重點決議如下： 

(一) 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的主要職責共分為 5 項，分別

為：T1 安全與緊急應變；T2 預防性維護作業與故障查詢、維修；T3 

ROV 操作作業；T4 行政作業；T5 專案活動。因 T1 安全與緊急應變；

T2 預防性維護作業與故障查詢、維修；與 T3 ROV 操作作業這 3 項主

要職責是最重要且關鍵的職能內涵，而 T4 行政作業與 T5 專案活動須

從業此項工作一定資歷後，才會需要具備的能力，故專家經討論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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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意本次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內容

將發展 T1 安全與緊急應變；T2 預防性維護作業與故障查詢、維修；

與 T3 ROV 操作作業。 

(二) 確認職能引用內涵。 

(三) 確認受訓學員特性。 

(四) 確認授課師資須具備海上經驗 3 年以上的經驗及具有 3 以上的專案實

績。 

二、 設計階段 

本計畫於 2023 年 9 月 13 日下午 1 時 30 分召開水下遙控無人載具

（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設計與發展階段專家焦點會議，共 5 位

專家與 3 位計畫人員參加，出席人員與代表性如表 44，開會通知單、會議

照片與紀錄如附錄 26。本次會議主要討論此課程設計與發展階段的程序、

表單與文件，有關於設計階段的重點決議如下列，發展階段將於本節第三

部分接續說明。 

(一) 根據職能內涵分析結論，設計課程名稱與訓練目標。 

(二) 依據各課程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內涵，規劃課程時數與大綱。 

(三) 按照課程先後順序，完成課程結構與序列。 

 

三、 設計階段 

誠如發展階段所述，2023 年 9 月 13 日下午 1 時 30 分舉辦水下遙控無

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設計與發展階段專家焦點會議，

有關發展階段的重點決議如下： 

(一) 依據課程結構與序列，對應訓練目標、課程大綱和職能內涵，參考學習

者特性，本課程選擇的教學方法、教材與教具。 

(二) 配合 Kirkpatrick New World Model 四個評估層次，選擇本課程的評量

方法，再發展對應的評量工具。 

(三) 確認本課程授課師資、課程協助人員與評量人員的經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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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確認本課程的結訓標準為：1. 請假/未出席時數未達總時數 1/4(含)以上

者。2. 每一門學科與術科測驗均達 60 分以上。 

(五) 綜合分析、設計與發展等三階段的程序、表單與文件，完成水下遙控無

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之課程規劃書。 

四、 實施階段 

本計畫於 2023 年 10 月 3 日上午 10 時辦理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

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實施與評估階段專家焦點會議，共 5 位專家與 3

位計畫人員參加。因為無辦理課程，故會議針對實施與評估階段的程序、

表單與文件進行討論與決議，產出之實施階段成果如下述，評估階段之產

出於下一部分說明。綜整實施與評估階段的程序、文件與表單，完成水下

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成效報告書。 

(一) 在實施過程中，應確實保存招生簡章或活動 DM、講師與課程協助人員

的資料表、學員資料表、每門課的講師、學員簽到表等實施文件\。 

(二) 在課程實施前，應完成課程實施前評估表\。 

(三) 為確實紀錄課程前中後的異常監控，並落實校正異常，確保課程品質，

應確實填寫異常監控與矯正紀錄表\。 

(四) 根據每門課程的成效評估方式，提供評估工具，滿意度與成效問卷如

表 53。 

五、 評估階段 

承第四部份實施階段的內容，根據 2023 年 10 月 03 日辦理水下遙控

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實施與評估階段專家焦點會議

所產出之評估階段成果如下。 

(一) 依據評估方式，說明量化與質化的評估結果。 

(二) 確認課程評量表示意表。 

(三) 應根據實施的過程，檢討與原訂計畫之落差，須說明調整機制與做法，

以最終順利完成且不影響課程品質；同時針對訓練課程在分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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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執行與成效等五個階段，提出持續改善的建議，以作為後續辦訓

的依據。 

 

第三節 職能課程訓練效益評估分析 

本計畫自辦 1 門「珊瑚調查班」，並分別與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合

作辦理 1 門「鋼結構塗裝檢查員訓練班」、台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

辦理 1 門「離岸風電作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課程」，共計 3 門課程，蒐整 54 份學員評量文件，完成課程效益評估。綜

整課程評量的通過率為 82%至 100%；課程效益的各題目之具備與認同度

達 4 分(含)以上的比例在 82%至 100%之間，其中 94%以上的學員認為在

完成訓練後認為自身有學習到與工作情境有關的知識技能，由此可知，先

發展職能模型或職能基準，再根據職能模型/基準的工作任務、行為指標、

職能內涵（知識與技能）的內容，發展職能導向的訓練課程，可以確保課

程內容是與工作情境有關的，並根據學員的背景來設計課程實施方式，確

保學員能學習到課程所規劃的知識與技能；另外也可看出，有 88%以上的

學員願意向其他人推薦課程，表示職能課程已建立口碑，未來辦理課程招

生或者辦理相關類似之推廣活動，參訓過學員資料庫是很重要的資源，應

可多加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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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成果與建議 

第一節 主要成果 

本計畫主要的成果共為四大項，如下： 

一、 辦理2場次職能模型及課程工作坊與完成1份工作坊與教學資源規劃

書 

(一) 於2023年3月16日舉辦1場次「海洋產業人才職能模型建置研習營」，

研習營時間為6小時，共12間訓練單位參加。 

(二) 於2023年3月17日舉辦1場次「海洋產業人才職能課程規劃與設計

工作坊」，工作坊時間為6小時，共10間訓練單位參加。 

(三) 完成1份海洋產業人才職能模型建置研習營暨海洋產業人才職能

課程規劃與設計工作坊與教學資源規劃書。 

二、 發展3項與海洋領域相關之職能模型 

(一) 使用11篇文獻與次級資料、於2023年3月30日召開1場次專家焦點

會議、分別於2023年3月30日與5月24日召開2場次專家訪談，共7

人次專家參與，完成「船模設計評估-運動性能設計」職能模型。 

(二) 使用12篇文獻與次級資料、於2023年3月30日召開1場次專家焦點

會議，並於與2023年3月30日召開1場次專家訪談（另1場次專家訪

談與船模設計評估-運動性能設計並列計算），共6人次專家參與

（另1專家人次與船模設計評估-運動性能設計並列計算），完成

「船舶動力定態操作」職能模型。 

(三) 使用12篇文獻與次級資料、分別於2023年6月21日與7月14日召開

2場次專家焦點會議，並於2023年7月7日召開1場次專家訪談，共

12人次專家參與，完成「珊瑚調查」職能模型。 

三、 採用國家海洋研究院設計之職能表單，發展2門職能課程分析、設計、

發展、執行、評估之各階段應具備的程序、表單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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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2023年8月29日召開1場專家會議，共5人次專家參與，完成「珊

瑚調查班」19份表單與2份文件，分別為： 

1. 課程引用的職能內涵（分析階段） 

2. 受訓學員特性（分析階段） 

3. 訓練目標（設計階段） 

4. 課程大綱（設計階段） 

5. 課程結構與序列（設計階段） 

6. 教學方法與教材、教具（發展階段） 

7. 評量方法與評量工具（發展階段） 

8. 授課師資、課程協助人員與評量人員（發展階段） 

9. 結訓標準（發展階段） 

10. 訓練執行紀錄（實施階段） 

11. 授課講師學經歷（實施階段） 

12. 訓練評估（評估階段） 

13. 與原訂計畫之落差檢討（評估階段） 

14. 持續改善的建議（評估階段） 

15. 講師與學員資料表（實施階段） 

16. 課程簽到表（實施階段） 

17. 課程記錄（實施階段） 

18. 活動照片（實施階段） 

19. 活動產出文件（實施階段） 

20. 「珊瑚調查班」課程規劃書，內含分析、設計與發展階段之

程序、表單與文件，如附錄21。 

21. 「珊瑚調查班」成果報告書，內含實施與評估階段，因內容

較多，故於報告書本文中僅以重點展現實施與評估階段之表

單內容，完整內容呈現於附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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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別於2023年8月21日、9月13日與10月2日召開3場次專家會議，

共15人次專家參與，完成「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

師職能導向課程」21份表單與2份文件，分別為： 

1. 課程引用的職能內涵（分析階段） 

2. 受訓學員特性（分析階段） 

3. 訓練目標（設計階段） 

4. 課程大綱（設計階段） 

5. 課程結構與序列（設計階段） 

6. 教學方法與教材、教具（發展階段） 

7. 評量方法與評量工具（發展階段） 

8. 授課師資、課程協助人員與評量人員（發展階段） 

9. 結訓標準（發展階段） 

10. 訓練執行紀錄（實施階段） 

11. 授課講師學經歷（實施階段） 

12. 訓練評估（評估階段） 

13. 與原訂計畫之落差檢討（評估階段） 

14. 持續改善的建議（評估階段） 

15. 講師與學員資料表（實施階段） 

16. 課程簽到表（實施階段） 

17. 課程實施前評估表（實施階段） 

18. 課程實施後評估表（實施階段） 

19. 異常監控與校正紀錄表（實施階段） 

20. 滿意度與成效問卷（實施階段） 

21. 課程評量表（實施階段） 

22. 「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課

程規劃書，內含分析、設計與發展階段之程序、表單與文件，

如附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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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技術工程師職能導向課程」成

果報告書，因無辦理課程，於實施與評估階段發展之表單與

文件，未來可直接套用，於報告書本文中以重點展現實施與

評估階段之表單內容，完整內容請參考附錄29。 

四、 辦理3場次職能課程，蒐集並分析課程辦理之訓練效益的各項質化與

量化數據。 

(一) 與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合作辦理1門「鋼結構塗裝檢查員訓練

班」，課程日期為2023年6月7日至6月8日，評量日期為6月16日，

共完成22位學員之訓練效益分析。 

(二) 本計畫自行辦理辦理1門「珊瑚調查班」，辦理時間為2023年8月21

日，共完成17位學員之訓練效益分析。 

(三) 與台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合作辦理1門「離岸風電作業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課程」，辦理時間為

2023年10月12日至10月13日，共完成17位學員之訓練效益分析。 

(四) 共計辦理3場次職能課程，參與訓練學員共計56人；完成56位學員

之訓練效益分析內容。 

 

第二節 建議 

我國已於 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布海洋產業發展條例[1]，並於同法第 4

條明定海洋產業為利用海洋資源與空間進行各項生產及服務活動之 16+1

產業；第 11 條則涵蓋推動大專校院及海洋事業開設相關課程，或進行實

驗、觀摩及創作，以及推動職業訓練場所，開辦海洋產業相關所需人才訓

練課程，及相關人才認證機制，並建立人才庫媒合平台等。另 2023 年 5 月

26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13 次會議[2]則提出「本次立法重點在於

明確海洋產業類別與機關權責，以輔導所屬產業從業人員及促進其發

展…，本條例施行後應有助於協調整合產業發展問題，以達守護海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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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以下依據法源及本計畫成果，再評估委託單位已具備輔導、獎勵

和補助的功能，故提出兩方面建議： 

一、 海洋產業人才訓練方向 

（一） 明定人才發展的重要海洋產業： 

在海洋產業人才訓練發展方向宜聚焦在 16+1 海洋產業中，屬於

重要政策方向且有產業發展問題者。建議在 2024 年將訓練方向需由

上而下制定，並由產官學研專家及跨部會協調形成共識，以確認訓

練需求內涵，據以擘畫整體海洋產業人才訓練地圖。 

（二） 規劃與實施重點海洋產業訓練需求調查： 

依據上述（一）所明定的產業與訓練地圖，於 2025 年進行產業

人才訓練需求調查，以作為訓練發展方向。 

（三） 建置海洋產業人才技能檢定： 

經由（一）（二）的共識與結論，至少擇一項人才，於 2026 年

啟動制訂人才規格與建置國家技能檢定規範，自力培育重點產業人

才。 

二、 與大專校院、事業單位的鏈結機制 

（一） 在地課程與國際證照的鏈結： 

1. 由於海洋產業兼具國際化與在地化的雙重特色，故建議盤點一

（一）海洋產業的國際證照與國際課程內涵。 

2. 依據上述盤點結果，及一（二）的產業人才需求調查結果，比

較與現有訓練機構與大專校院所辦理的課程內涵的差異，藉以

評估從業人員的職能落差情形，據之規劃後續可補足職能落差

的訓練課程。 

3. 視必要性與國際證照發證與實施國際課程的組織進行國際協

商，將在地課程時數抵免（部份）國際證照時數。 

（二） 補助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結合事業單位辦理職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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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實施補助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結合事業單位辦理職能課

程菁英專案，即由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結合承諾用人的事業單位共

同提出申請，由政府、事業單位各支付 1/2 的訓練經費，結合學校的

師資與設備運用，共同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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