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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部初成立（摘自高職部第 1 屆畢業紀念冊）

宜蘭大學自宜蘭農校一路改制以來，當中最大的轉折點，當屬從宜蘭高級農工職校改制為

宜蘭農工專科學校。因為不管是宜蘭農工專科學校、宜蘭技術學院，或是宜蘭大學，皆屬大專

院校體系。而從宜蘭高級農工職校改制為宜蘭農工專科學校則是從高職體系改制為大專校院體

系，面臨的問題亦較之後的改制來得大些。其中最需克服的問題當屬原有教師工作權的保障，

以及宜蘭在地國中畢業生畢業後升學出路的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教育部除提供各種優渥條

件，鼓勵既有師資繼續深造，以轉至專科學校貢獻所學外，亦同意在改制後持續設有高職補習

學校，以讓有意留在高職體系繼續耕耘的教師，能有繼續為教育工作盡一份心力的機會，同時

不致影響在地國中畢業生的升學機會。高職補習學校因屬附設而非附屬，故校長由專科學校校

長兼任，補校則設有校務主任乙職，承校長之命，綜理高職補校校務發展的規劃與執行。高職

鍾鴻銘

功成身退──

憶本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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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校改制後的前十年，堪稱是全盛時期。且因學校規模龐大，與一般高職補校僅設校務主任乙

職不同的是，補校亦設有教務、學務、總務三處，並各設有一位處室主任，負責相關業務之推

展。民國 88 年，因《補習教育法》修正為《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學校亦從高職補校更名為

高職進修學校。在更名的前後，少子化的浪潮亦慢慢顯現，學生數逐年遞減，終至結束教育任

務，成為本校歷史之一環。個人於民國 82 年進入高職補校服務，有幸見證補校及進修學校的

教育盛況，同時亦一路陪伴著進修學校學生人數逐年遞減，直至其吹起熄燈號。再過幾年，學

校將屆滿百年，曾在高職進修學校任職過的現職教師所剩無多，故受囑書寫一篇雜文，略憶高

職進修學校的過往。

改制之初，專科學校仍是國中畢業生繼續升學的重要選項，本校因屬國立學校，是北部地

區國中畢業生有志就讀專科學校的熱門選項，故升學門檻頗高。依統計，改制之初，能考進國

立宜蘭農工專科學校的宜蘭子弟不多，高職補校或高職進修學校的設立，的確紓解了宜蘭在地

學生的升學需求。是故，有別於早期進修學校以早年失學的年長學生為主，宜蘭農工進修學校

的學生反以國中畢業未久的學生為大宗，但每班皆可見稍為年長的學生就讀。新生入學時，導

師樂見班上出現年長的學生，因為這些學生身心較為成熟，加諸社會歷練豐富，是班上優秀的

領導者；有這些年長者的帶領與配合，導師的班級經營便能事半功倍。

依循高職時代的既有科別，早期進修學校設有 12 科。由於夜間時段不適合某些科別進行

實習，於是便將家政科、木工科、園藝科、森林科，改為早上時段上課，是全國唯一的日間進

修學校。民國 80 年代前，少子化浪潮尚未來襲，即使招收 4、5 百位學生，每年仍有二倍左右

的學生報名，故尚需舉辦招生考試，錄取率僅及泰半。此外，亦配合政府政策，招收實用技能

班；實用技能班招收的主要對象為無意升至一般高中職而想習得一技之能的應屆畢業生，故平

均年齡較其他班級為低，在班級的經營管理上，亦有所不同。此一時期堪稱是高職進修校的全

盛時期。

學校既已改制，發展自以專科學校為重，高職進修學校的人事漸採遇缺不補政策，故 80

年代初新聘幾位教師後，即不再招募新血輪。期間有幾位具中等學校教師資格的專科或學院職

員，經教評會審查同意轉至高職進修學校任職。高職進修學校最後一位新進教師，則是由大學

部電機系的教師轉任，他本是高職時代的教師，因生涯發展考量，經雙方教評會同意後，轉至

高職進修學校任教。由於新進人員不多，教師平均年齡與日俱增，因大部分同仁皆是農工時期

任職，彼此已相處好長一段時日，故感情深厚，開會時雖偶有不同意見，但討論時皆能訴諸理

性，鮮少見諸情緒。彼等退休後，甚至成立退休教師聯誼會，不定期辦理各項活動，於退休後

持續維持同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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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源日趨減少，學校亦從獨立招生轉而分成聯合分發與獨立招生兩軌。聯合分發的學

生以國中應屆畢業生為主，獨立招生的生源則較為多元，間或有年長的學生。但隨著升學管道

持續暢通，年紀較長的學生亦有日漸減少的趨勢，故停招前的學生以國中應屆畢業或畢業 1 至

2 年的國中生為主。所謂量變帶來質變，隨著少子化現象日趨明顯，招收的學生的確逐漸產生

質性變化。明顯的趨勢是，學生對學業的興趣越來越少，問題行為卻越來越多。以往昔下課時

學生人數眾多，在學生交通隊的指揮協助下，皆能平安的下課回家為例，至 90 年代後期，學

生人數雖不多且校門口已裝設交通號誌，毋需交通隊協助指揮交通，但學生下課秩序卻不若往

日那麼平順。其原因在於，學生社會化日趨嚴重，加諸正處於身心狂飆階段，個性衝動，彼此

間相處易生摩擦。衝突後，往往呼朋引伴，於下課後至校門口集結以壯聲勢。所幸學生社會連

結深，彼此間社會網絡互有交集之處，故談判後往往一哄而散，未肇生事端。但學校為免橫生

枝節，略見學生有所爭端，皆會電請臨近派出所員警前來協助排紛解難。此一場景，每隔一段

時間便會上演一次。從 80 年代跨入 90 年代，隨著生源性質的轉變，學校的教育重心亦有所更

迭，也就是從原來偏重知識的傳授與職業技能的進修，轉變為生活的輔導與職業基本技能的養

成。學校教師皆能認知學生之所以無心於課業，其部分原因在於文化不利之因素，故頗能認知

與適應教師角色與任務的轉變。

90 年代少子化顯現，生源逐年減少。此時適逢申請退休的高峰期，學校遂順勢於 90 年代

下半葉停招不同科別，但即使如此因應，還是出現較不熱門的科系難以招滿的現象。迨提出停

招申請時，僅剩化工、機械、電子等科且皆無法滿招。故學校雖仍以農工職業進修學校為名，

但農業類科已較工業類科更早走入歷史。高職進修學校所在的經德大樓，亦從昔日的整棟大樓

夜間燈火通明，轉變為僅餘二樓幾間教室燈光明亮，短短十幾年間的轉變，不可謂不大。民國

100 年代初期，國內大專院校設有高職進修學校者除宜蘭大學外，尚有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臺中商業技術學院、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等校。本校鑑於生源日漸減少，遂

向教育部提出停止高職進修教育任務之申請，且獲教育部同意。

102 年招收最後一屆學生時，高職進修學校尚有 9 位教師。其中 2 位教師擬於結束教育任

務後退休。另 7 位教師，有些已可離退但仍有任教意願，有些則未達可退休年齡，由於皆具大

專教師任教資格，學校尚統一安排轉至大學部任教。其餘行政人員無意退休者，學校亦安排轉

至大學部各單位任職，保障其工作權益。

「宜農」或「宜蘭農校」是宜蘭人很重要的歷史記憶。迄今，本地人仍偶以「宜農」或「宜

蘭農校」稱呼本校。就歷史以觀之，現存之國立宜蘭大學與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皆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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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或「宜蘭農校」之延續。然時代變遷快速，人民的教育需求隨著生活水準的改善亦跟著快

速提昇。尤其在 12 年國教實施後，應屆國中畢業生若有意願者，皆可至一般高中職就讀，高

職進修學校的教育需求大幅萎縮，僅餘少部分仍渴望半工半讀者外，生源已無多。此一教育任

務轉由臨近的國立宜蘭高商進修學校繼續承擔。當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吹起熄燈號結束

教育任務後，「宜農」或「宜蘭農校」的另一分支，即宜蘭大學，則持續在高等教育領域努力

耕耘。此一發展見證了臺灣社會近年來的快速變遷，與變遷後對教育需求的重大轉變，但對曾

經在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擔負教育工作與受教育的師生而言，心中難免帶有些許感傷。

對彼等而言，甚或宜蘭地區的民眾而言，國立宜蘭農工職業進修學校的歷史，將是一段逐漸遠

去的時代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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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鴻銘，自 97 至 103 學年擔任本校附設進修學校校務主任。進修學校結束之後，轉入本

校博雅學部任教，並自 108 學年起，擔任教授兼該學部部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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