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秀 水 高 級 工 業 職 業 學 校 簡 介 

壹、沿  革 

一、本校於民國 26年(日據時代)5月 1日在彰化縣秀水鄉現址創立，當時

校名為「彰化農林國民學校」，招收小學畢業生就讀 2年制農業科，隨

即於民國 30年更名為「彰化實踐農業學校」。 

二、民國 35年本校改制更名為「台中縣立彰化中級職業學校」，由李萬國先

生擔任校長。 

三、民國 39年改制為「彰化縣立秀水初級職業學校」，招收小學畢業生就讀

3年制農業科。 

四、民國 47年，改制為「彰化縣立秀水農業學校」，由袁立錕先生擔任校長，

設有 5年制農業科、農村家事科、畜牧獸醫科、3年制農產品製造科。 

五、民國 57年本校改制為「省立秀水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由林植藩先生擔

任校長，設置科別不變。 

六、民國 58年改制為「省立秀水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初設電工科，逐年增

設機工科、建築科。 

七、民國 64年結束農業科，改制為「省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並增設

機械製圖科，本校因而不斷的充實實習設備，改善教學環境，使學生人

數與師資的充實，快速的成長與茁壯。 

八、民國 69年林校長遷調省立苗栗商職，伊慶箴先生奉派接任，積極推動

校務，改建破舊校舍、充實教學設備、加強招生宣導，推動建教合作、

設建築製圖科與增設補校等。 

九、民國 72年增設進修補校初設機工、機械製圖 2科 2班之後發展為目前

9科 30班之規模。 

十、民國 78年伊校長調任省立嘉義高工，由廖名塘先生接任本校校長，繼

續領導全體師生在穩定中成長。 

十一、民國 81年 2月廖校長榮退，由趙錦水校長接任，繼續積極推動校務發

展，首先完成行政大樓，全面美化綠化校園，改善並充實各科教學設施，

加強各項軟硬體建設。 

十二、民國 88年 8月趙校長榮退，由梁光雄校長接任，展現社區化學校，採

多元化經營及推動多項策略，以培養學生成為有用的人和幸福的人之一

流學府。 

十三、民國 89年 2月改名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十四、民國 96年 8月梁校長任滿榮退，由徐正鐘校長接任，繼續領導學校邁

向優質目標。 

十五、民國 100年 8月徐校長榮調國立花蓮高農，由曾錦章校長接任，任職期



 

間積極爭取國教署各項補助經費，大幅改善學校教學及實習設備，並規

劃、興建機械科教學大樓。 

十六、民國 107年 8月曾校長任滿榮退，由劉丙燈校長接任本校校長，任職期

間，完成機械教學大樓完工並啟用、映月池命名及修繕、設置全校太陽

能光電發電設備並榮獲教育部總容量特優獎，持續領導秀工向前邁進。 

十七、民國 109年 8月輪調式建教班改制為「階梯式建教班」。 

十八、民國 110年 7月，進行外操場跑道整修工程，於當年度 11月竣工，提

供全校師生良好的運動環境。 

十九、民國 111年 7月，進行內操場人行步道工程，提供更友善的校園環境。 

二十、民國 112年 7月，體育組二樓「體適能教室」竣工，改善運動空間。 

二一、民國 112年 11月，光電籃球場 2面及停車場光電工程啟用，改善運動

空間及增加節能效果。 

二二、民國 113年 05月 11日，校史館整修揭牌啟用，改善第一會議室及增加

校史館文物，增進校友回校感懷之情並羅列特色績效。 

貳、現有科別、教學目標及展望： 

一、電機科(兼辦電機修護科) 

(一)電機電子群教育目標： 

(1)培養學生具備電機與電子群共同核心能力，並為相關專業領域之學

習或高一層級專業知能之進修奠定基礎。 

(2)培養健全電機與電子相關產業之實用技術人才，能擔任電機與電子

領域有關操作、維修、測試及應用等工作。 

(二)電機科教育目標：電機科以培養電機相關行業之基層技術人才為目標。

依本校學生特質，針對學習內容，規劃教學目標為達成目標，加強五個

方向發展： 

(1)培養電機工程相關產業所需的技術人才。 

(2)培養電機專業知識與技能的人才。 

(3)培養電機專業持續學習的人才。 

(4)培養專題研究、整合及寫作能力的人才。 

(5)培養品性及人文素養成為術德兼備的人才。 

二、機械科 

機械科以培育機械製造之基層技術人才(含階梯式建教班)訂定之教學

目標如下： 

(一)傳授機械製造基礎知識。 

(二)培養機械製造、設備操作與維修技術人才。 



 

(三)培養正確工作態度，養成良好的安全工作習慣。 

(四)培養學生具有 CAD/CAM等數值控制機械操作加工之能力。 

(五)提倡創意思考教學培育創新發明人才。 

(六)鼓勵參加技能精進之考試，培養機械製造專精人才。 

(七)培養學生具備機械製圖與視圖之能力。 

(八)使其具備升學優勢與就業能力，達到適性揚才之成果。 

(九)培養學生具備主動學習與終身學習能力。 

三、製圖科 

(一)專業知識： 

(1)使學生熟知各種機械材料之物理及機械特性，具有選用與判別機械

材料的基本能力。 

(2)使學生了解各種傳統及現代機械加工、熱處理、表面處理等方法，

而能適切應用於圖面表達。 

(3)使學生了解各種標準機件(螺栓、軸承、油封…)之功能特性，於機

械設計時能正確選用標準機件。 

(二)技術能力： 

(1)使學生能正確使用各種製圖用具，繪製幾何圖、投影圖、立體圖、

工程圖、交線展開圖、熔接圖。 

(2)使學生利用電腦繪圖軟體繪製機械之零件工作圖、3D模型圖、彩現

圖、組裝圖、立體系統爆炸圖。 

(3)使學生具備實物測繪能力，並可繪製正確之工作圖以符合工業界之

需要。 

(4)使學生具備正確應用公差配合、表面織構符號、幾何公差於機械圖

面上之表達能力。 

(三)職業道德： 

(1)從專題製作中，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觀念。 

(2)從環境維護中，培養學生服務人群的觀念。 

(3)從技能訓練中，培養學生積極工作的態度。 

四、建築科(兼辦營造技術科) 

(一)紮實工地施工技能，培育建築與營造業施工及監造之基層技術人員。 

(二)訓練繪製施工圖技能，便於建築師事務所或工程顧問公司任職。 

(三)培育擁有基本藝術眼光之建築設計人才。 

(四)提升工藝技巧。 

(五)傳授建築相關專業知識及法規。 



 

(六)養成安全的良好工作習慣。 

(七)迎接數位化時代來臨，強化學生電腦 3D繪圖及 GPS測量專業能。 

(八)結合地方人文特色，傳承藝術砌磚技法。 

(九)培養學生具備思考、創意、整合能力。 

(十)陶冶學生品性成為溫文儒雅、舉止合宜之人。 

五、室內空間設計科 

台灣室內設計業發展，自 70 年代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90年代轉

型為工商社會，在民間經濟力提昇之後，人們追求居住高品質與精緻生活品

味，帶動室內設計產業之興盛，為室內空間注入新的生活機能與美感。 

(一)本科 4大教學目標如下： 

(1)具備美學設計的專業知能，能從事各項基本設計工作能力。 

(2)具備手繪製圖表現與電腦輔助繪圖應用於室內空間設計之專業基礎

能力。 

(3)具備基本室內空間設計與裝修工程之實務能力。 

(4)具備設計相關行業之職業道德與工業安全觀念。 

(二)本科培育學生 10項專業能力指標如下： 

(1)能運用設計學理從事各項基本設計工作。 

(2)能運用各種媒材從事創意性設計。 

(3)能將美學表現在各項設計作品上。 

(4)能以各種工具熟練繪製室內設計表現圖。  

(5)能瞭解各項裝潢材料之性質及應用。 

(6)能熟練各種室內空間之規劃設計工作。 

(7)能熟知基本室內空間設計之工作實務。 

(8)能熟練製作室內空間模型。 

(9)結合科技之進步，蒐集、分析及整理資料。 

(10)學習具建築設計的基本能力。 

六、模具科  

模具科以培育機械製造之基層技術人才(含階梯式建教班)，訂定之教學

目標如下： 

(一)培養學生具備機械與模具製作之基本知能。 

(二)使學生於畢業時能擁有專業技術相關認證。 

(三)培育模具生產製造與產品生產所需的基層技術人才。 

(四)培養沖壓、塑膠、壓鑄等模具設計及製造之人才。 



 

(五)培養學生具備機械製圖與視圖之能力。 

(六)培養學生具有 CAD/CAM等數值控制機械操作加工之能力。 

(七)使其具備升學優勢與就業能力，達到適性揚才之成果。 

(八)培養學生具備主動學習與終身學習能力。 

(九)培養負責盡職工作習性、態度及良好的安全工作習慣。 

七、綜合職能科 

(一)鍛鍊學生身心、充實生活知能、發展健全人格、以提昇個人及家庭生

活的適應能力。 

(二)了解生活環境、順應社會變遷，擴展人際關係、以培養學校及社區生

活的適應能力。 

(三)認識職業世界、培養職業道德，建立工作技能，以增進就業及社會的

適應能力。 

參、 學校辦學理念及發展願景 

一、校長辦學理念： 

(一)以學生為中心，創造學生成功機會。  

(二)發展多元智慧，激勵學生多元發展。 

(三)學校有特色、教學有效能、學生有品格。 

二、學校發展願景： 

(一)參與社會服務，發展全人教育。(品格力) 

(二)落實技職教育，提升專業技能。(技術力) 

(三)結合業界資源，促進產學合作。(就業力) 

(四)提供多元活動，培育多元能力。(學習力) 

(五)鼓勵創意思考，啟發創新潛能。(創造力) 

(六)規劃國際教育，拓展國際視野。(移動力) 

三、推動秀工 123理念： 

(一)一顆溫暖的心：關心周遭人、事、物，大家相互關懷鼓勵，讓家庭、

學校、社會更溫暖。 

(二)結交二個好朋友：圖書館及運動場，培養閱讀習慣，增進讀書效果，

奠定繼續學習基礎；養成運動習慣，鍛鍊強健體魄，為將來學習及事

業發展儲備體力 

(三)精進三有品：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精進品德、品

質、品味，成為生活習慣及生涯態度，追求精緻優質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