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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第54屆全國技能競賽」於今
（2024）年7月17日盛大開幕，本屆共有
1,031名選手參賽，並特別設立「AI科技
主題展示區」，展現台灣智慧科技產業的
實力。行政院長卓榮泰也親自到現場，鼓
勵參賽選手們盡情發揮實力，獲得最好的
成績。

展現技能實力　開拓自身未來

卓榮泰期勉所有參賽選手們，從這一
刻開始拿出實力，將獎牌留在手中，政府
也會持續投入經費，提供學生更好的培訓
機會，達到產學合一的目的。

他期勉所有參加全國技能競賽的選手
們，曾有句話說：「夢想有多大，舞台就

洪維珣｜採訪撰文

展現自我、奪得佳績 
第 54屆全國技能競賽　各憑本事展現實力

有多大」，鼓勵所有青年選手，「你的技
能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儘量去發
揮你的技能」。希望所有選手都能在賽事
期間盡情展現自我，並在未來投入社會、
服務人群，為國家生產與經濟發展增添力
量，讓台灣往進步文明國家的目標更邁進
一步。

本次全國技能競賽也將選拔出優秀
的國手，於明（2025）年代表國家出賽爭
取佳績；此外，賽場區「AI科技主題展示
區」，將台灣高科技研發製造與應用成果，
融入到國人的生活體驗之中，化為最好的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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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我、奪得佳績 
第 54屆全國技能競賽　各憑本事展現實力

政府推動技職發展，深化產學合作

卓榮泰表示，政府將持續進行更多投
資未來世代的工作，目前在第一期與第二
期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已投入超
過新台幣（以下同）650億元，讓各位莘
莘學子能獲得政府政策上的投資與協助。
同時為加強學生學成後與未來就業市場的
連結，政府也陸續建置「區域產業人才與
技術培訓基地」，從 2022年至 2025年，
將投入 24億元經費，目前在 16所大專院
校中，已設立 18座培訓人才的基地，以
提供學生更好的培訓機會，達到產學合一
的目的。他相信每位選手過去所學習到的
技能，都是非常獨特與寶貴的，並會一輩
子受用。

勞動部長何佩珊則表示，勞動部與教
育部、經濟部一同攜手合作，深耕技職領
域，建立學訓用整合平台，促使技職復興，
支持產業發展。本次全國技能競賽採用國
際規格舉辦，不僅場地使用了南港展覽館
1、2館超過 7萬平方公尺的空間，競賽職

類更達 69個，為明年我國辦理亞洲技能
競賽活動提前預熱。

為確保職場工作安全，強化民眾職業
安全衛生意識，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與財團
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配合於「第
54屆全國技能競賽」，共同合作辦理「職
業安全衛生觀摩體驗活動」。活動內容除
包含作業場所危害辨識、個人安全防護器
具選擇、感電預防、化學品危害標示等闖
關項目外，也針對職場常使用的衝剪機械、
高空工作車、施工架及局限空間等高風險
作業等，透過實際操作、VR等體驗教學
方式，讓來觀賽的民眾可以親身感受作業
中的潛在危險，以提升職場危害辨識能力。

贊助商感謝日，鼓勵各界支持技術
人才培育

為感謝協助本屆全國技能競賽的協辦
單位及熱心的贊助單位，勞動部特別於 7

月 19日，在「智造夢想」主題展示區主
舞台舉辦第 54屆全國技能競賽「贊助廠

▲ 勞動部長何佩珊期許跨部會合作，能促進技職發展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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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感謝日─頒贈感謝牌」活動。由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長蔡孟良頒贈獎牌給出席的
協辦單位及贊助單位，感謝他們慷慨贊助
競賽的各項設備、材料及技術人力等支援，
讓選手們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在競賽舞台上
展現所學，充分發揮技能潛力。

蔡孟良表示，除了為前線選手的付出
與成果獻上掌聲，也期待全民持續為他們
加油打氣，更要特別感謝協辦單位及贊助
廠商慷慨無私的付出，做為選手們最強的
後盾。「企業逐步認同政府對於技術人才
的培育，並透過贊助的方式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蔡孟良說，讓台灣各界感受到企業
對於社會責任的重視，有助社會永續經營
及產業人才招募，達到雙贏互利的成果。

勞動部衷心期盼，各單位及民間資源
能繼續共襄盛舉，以實際行動向選手們表
達支持與肯定，讓台灣專業技術接軌國際
帶動產業蓬勃發展，並展望明年 2025亞
洲技能競賽，讓世界重新看見台灣的技術
底蘊。

集結優秀師資　打造專業培訓環境

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也在賽前舉行大
會師，為每一名出征的選手加油打氣。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今年培訓 49名選手，參
與 17個職類競賽。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強
調，養成一名專業選手沒有捷徑，必須經
過長時間培訓與大量練習，才能熟練掌握
專業技能。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更盡其所能，向全
國技能競賽提供一流的訓練設施和卓越的

教學團隊，包括延攬退役國手傳授競賽技
巧和心得、引進業界線上師資提供最新的
行業趨勢資訊，並逐年更新訓練設備；訓
練師也會根據選手的特質，制定專屬培訓
計畫，包括專業指導和技能提升的具體步
驟，確保培訓內容針對選手實際狀況隨時
調整，有效提升選手專業力。

桃竹苗分署今年共有189名培訓選手
晉級全國技能競賽，角逐包括工業機械、
銲接、漆作裝潢、餐飲服務等50個職類
的獎牌。桃竹苗分署更在7月12日集結
舉行激勵誓師大會，帶領各培訓選手高喊
目標「稱霸全國」，延續分區賽獎牌數全
國第一的氣勢。

除親自授旗為選手加油鼓舞士氣，桃
竹苗分署長賴家仁也以「畫龍點金」的寓
意與儀式，祝福參賽選手們順利奪金稱霸
全國。

針對本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彰投分署
鎖定「工業 4.0」等 29個職類派出 126

▲ 第54屆全國技能競賽比照國際規格，在南港展覽
館1、2館擴大舉辦，場地超過7萬平方公尺，對
外展現台灣技能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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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菁英選手參賽。為鼓舞代表隊士氣，中
彰投分署於 7月 10日舉行誓師大會，由
分署長劉秀貞親自為誓師代表披上象徵
勝利的彩帶。現場選手們士氣高昂，高呼
「技冠群倫 誰與爭鋒」，展現百分百的
奪牌決心。

向下紮根　為選手職涯打下堅實
基礎

雲嘉南分署長劉邦棟指出，勞動部全
國技能競賽每年提供各方好手專業舞台同
場競技，各職類前 3名選手更有機會保送
國立科技大學，本屆全國技能競賽雲嘉南
分署共培訓 89名選手、參與 26個職類競
賽。他也勉勵選手「堅持到底、永不放棄、
懷著感恩心」，因為能夠來到全國技能競
賽的殿堂就是一種肯定，只要秉持信念走
下去，在競技之餘還能享受比賽的過程，
肯定能成為人生中一段美麗的回憶。

高屏澎東分署長郭耿華表示，技職教
育已是現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技
能競賽則是讓青年學子積極提升並展現技
能水平的舞台。高屏澎東分署培訓的每一
名選手都令人非常欽佩，更是高屏澎東分
署的驕傲。

做為培訓人才的搖籃，高屏澎東分署
透過「向下紮根」帶入專業的培訓資源和
實作經驗，也不斷精進訓練設備，逐年引
進新式設備，同時也將 AI及虛實整合技術
運用於培訓過程，無論是技術培訓、專業
指導、實踐機會，高屏澎東分署都為年輕
人的職業生涯打下堅實的基礎，為國家的
技術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這一期的台灣勞工季刊也邀請 4個職
類的金牌選手，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希
望透過他們的備賽點滴、參賽經驗，能讓
更多人能了解技能競賽選手付出的汗水與
辛勞。

▲ 全國技能競賽的主題展示區有許多結合科技與AI的小巧思，可用手機掃QR-Code的簡單方式，一覽所有展
項資訊，提供民眾方便又省事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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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刻板印象　決心投入粉刷技術
與乾牆系統

柯丞晞就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彰師大附工）建
築科，今年升三年級。回顧第一次接觸技
能競賽的時候，只是個青澀的一年級學生。
她說，剛入學的時候，指導老師就來宣傳
技能競賽與招生選手，「國中參加技能競
賽有獲獎，上高中之後就想繼續當選手」。

「當時指導老師有提出四個職類可以
挑選。」她說，那時候大家都說粉刷很適
合，但又認為粉刷技術與乾牆系統這個職
類「女生不行、男生比較強」。為了打破
刻板印象，柯丞晞下定決心投入粉刷技術
與乾牆系統。

對這職類的第一印象是「真的很高
耶！」她笑說，在職類介紹時，看到相關
作品的照片，就知道有一定的高度，但實
際接觸的時候，還是嚇了一跳，沒想到這
對身高不到 155公分的她來說，會是一場
艱辛的挑戰。

先天條件受限　勤奮基本功突破
障礙

粉刷技術與乾牆系統包含使用手工
具、自製工具或電動工具，在指定的牆面
或隔間工程上，透過放樣、打底粉刷、護
角施作、表面整平修飾等技術，完成輕鋼
材質與石膏板材料的裁切、組裝。

柯丞晞表示，看到作品難度這麼高，
反而會讓她更想挑戰看看，在練習的過程
中，遇到最大的困難點就是身高與力量的
不足。她解釋，身高不足可以靠椅子或梯
子等輔具，「只是上上下下很花時間」，必
須要花大量的練習來縮短耗費的時間。

「每個作品都會遇到身高的限制。」她
解釋，包括第一模組打底、第二模組組裝，
對於身高較矮的選手都會比較困難，分區
賽的作品約180公分，感受還不那麼明顯，
直到全國技能競賽看到 200公分的牆面高
度，對她來說真的是場不小的挑戰。

由於這個職類需要搬動石膏板，配合
作品還必須剪裁鋼條，她坦言，不可避免

身為全國技能競賽「粉刷技
術與乾牆系統」職類中唯一的女性
選手，柯丞晞不怕吃苦，透過毅力
與抗壓性，克服了身高與力量的生理
限制，發揮細膩與藝術天份，在二度
參賽時拿下金牌。

克服生理條件限制　「粉刷技術與乾牆系統」職類金牌柯丞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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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刷乾牆職類作品高度常在180公分以上，對柯
丞晞來說，需要更多練習克服生理障礙。

的，她的力氣比較小，因此在進行移地訓
練的時候，每天都會剪一百支鋼條作為基
本練習，「時間證明，這是有效的」。另外，
她也會跑步來增加體能狀況，以最紮實的
基本功來面對。

競賽路上屢遇挫折　調整心態再
上路

由於在生理條件上的限制，柯丞晞在
訓練時吃足苦頭，不管是遇到作品表現不
如預期，或是在時間內沒有完成作品，好
勝心強的她曾躲在廁所裡偷哭。但一路走
了兩年的賽季，她今年在全國競賽感觸特
別深刻。

「我前三天狀況沒有很好，但回去之
後，老師鼓勵我往之後的賽程看」她說，
今年參賽的心態也較前一屆抗壓性更高，
因為「今天做完就做完了，明天做得更好
就好了」。

她回憶，去年在全國技能競賽的時
候，到了最後一天的賽事，全場已經開始
倒數，卻還沒有做完，手邊仍在動作，還
沒有停下，最後只拿到第五名的成績，但
今年競賽最後一天，卻有餘裕做完，感受
裁判與全場觀眾一起倒數的氛圍。

分析這次拿下金牌的關鍵，她認為，
在作品細節的處理、時間掌握是拿下第一
的最大原因，更分享技巧，就是將每個步
驟寫入流程表，讓自己在大部分的步驟都
能維持在節奏上，同時，情緒控管也很重
要，「不能慌，即便做錯也不能慌」。

勉勵後進學妹投入　感謝恩師支持
與協助

柯丞晞是今年全國技能競賽粉刷技術
與乾牆系統職類項目中唯一的女性選手。
她也建議後進的學妹，如果身高真的不足，
就要多想想，要有心理準備在備賽或比賽
的過程中會吃很多苦頭，如果想要投入，
就要有決不放棄的精神。

在「細節上的細膩處理，則是女生在
這個職類的優勢」她說，不管是分區賽還
是全國技能競賽，她發現自己的作品在外
觀上是最好看的，特別是全國技能競賽到
了第四模組，具備藝術感與美感的參賽作
品，會較為吃香。因此她認為只要堅持練
習，克服生理上的弱勢，女生在這個職類
還是不會輸給男生的。

柯丞晞除了想感謝今年特地到現場加
油的家人們，更特別想感謝彰師大附工建
築科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漆
作裝潢職類的支持，以及一路訓練以來給
予很多協助的老師與學長姐。她說，在這
兩年的過程中，受到許多師長的指點，因
此想跟這些老師們一起共享這份榮耀。

克服生理條件限制　「粉刷技術與乾牆系統」職類金牌柯丞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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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業控制」進階參與「工
業 4.0」，陳竣棋具備良好的基礎，
隊友方彥清則是有賽事經驗與性格
沉穩的特質，兩人發揮絕佳的默契，
在賽程中充分展現實力，順利過關斬
將，拿下全國技能競賽「工業 4.0」職
類金牌。

沉穩發揮實力　陳竣棋、方彥清「工業 4.0」奪金

投入新領域從頭開始　有神隊友好
安心

陳竣棋就讀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
業學校（以下簡稱松山工農），今年升二
年級，在國中時期曾參加「工業控制」職
類青少年組，在進入高職之後，一年級就
開始投入「工業 4.0」的領域。

從工業控制進入工業 4.0，他說，兩
門職類在自動化、機電整合的部分需要的
技巧較為相近，但相對來說，他比較喜歡
工業 4.0職類中，兩個人組隊參與的互動
感，更笑說「有隊友比較安心」。

他口中的「令人安心的隊友」就是大
他一屆、同讀松山工農的學長方彥清。陳
竣棋說，方彥清一年級的時候是以室內配
線、電氣裝配為主要訓練方向，所以進入
工業4.0這個職類，「轉換的領域比較大」，
但方彥清訓練與參賽經驗豐富，在整個過
程中給他很多安定感。

工業 4.0為兩人一組競賽，一名選手
專精機電整合及自動化的相關技術，另一

名選手須熟悉網路通訊技術及製造執行系
統（MES）的相關技術。工業 4.0為第 54

屆全國技能競賽的新職類，首度以完整分
區賽、全國賽的流程完成賽事。

組隊比賽難「分工」　長時間訓練
培養默契

陳竣棋認為，工業 4.0最難的部分就
是兩人的溝通，因為一個人的比賽只需要
做好自己的部分，很清楚要流程做到哪裡、
可以控制到哪裡，但兩人一組的賽事上，
「分工」變得非常重要，不僅要時時溝通完
成了哪一道流程，也要試著互相協助完成
對方的進度。

「因為隊友是學長，所以會比較跟著學
長走。」陳竣棋說，在訓練的時候，平時
會靠著互相鬥嘴培養默契，但到了比賽時，
兩人也會收起玩心，盡全力互相幫忙。

過去就有技藝競賽的選手經驗，陳竣
棋回憶在報名加入選手之後，週一至週五
放學就會開始練習，越靠近比賽、練習時
間越長，不僅會請公假、整天投入在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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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比賽前一個月，還利用假日去學
校練習。

競賽過程偶遇挫折　互相打氣跨過
難關

兩人的好默契在全國技能競賽場上也
充分發揮，陳竣棋說，第一天在配線項目
時，他不知道為何速度比平常練習更慢，
隊友發現進度落後就來幫忙，兩人交換手
上的工作後，成功度過第一天賽程。

第二天的賽程，兩人出現失誤，導致
後面進度被拖累，分數雖然不如第一天，
但他們也迅速整理情緒、互相鼓勵，更檢
討隔天進場後的優先工作。

第三天為整場賽事的重頭戲，特別是
今年考題出了一項新功能，大家都是首度
摸索，兩人先合力完成主要功能後，他再
讓隊友放手研究，雖然花了一點時間，最
後仍順利完成項目，拿下金牌。

良好溝通習慣與不受限的心態，成
奪金關鍵

陳竣棋認為，除了絕佳的默契，他們
大膽調整設備的擺放，讓整個流程跑起來
更為順手也是重要關鍵，在調整電腦位置
之後，兩人的工作動線順暢，再加上溝通
無礙，就是這次拿下金牌的重要關鍵。

他也分享兩人溝通的技巧，就是把需
要溝通的部分「寫下來」，透過文字可以
很清楚地傳遞訊息、不會講完之後就忘
記，而且精簡、不帶情緒，讓溝通起來更
有效率。

另外，他也認為在可程式化邏輯控制
器（PLC）項目必須非常熟練，不能怕辛
苦，對結構要有概念，更重要的是，當啟
動機械之後「不能怕他撞」。他笑說，一
開始跟隊友害怕撞壞機械，不敢放心大膽
的去寫程式，但指導老師們一直提醒他「小
心防撞，但不能怕他撞」，只要有做好防
護措施就好，因為過度害怕機械碰撞，反
而綁手綁腳、會讓程式寫不好。

感謝師長與親人的鼓勵　更感謝隊
友一路相挺

順利拿下金牌後，陳竣棋表示，在這
場比賽中受到很多人的幫助，最感謝是松
山工農的老師們提供設備，讓他們在良好
的環境中練習，還有南港高工老師的教導，
甚至是以前畢業的大學長們也願意回來傳
授經驗。他特別感謝隊友方彥清，因為兩
人是從無到有地不斷練習，彼此互相支持
走完全程。最後更要感謝家人在背後支持
與鼓勵，謝謝所有幫助過他們的每一個人，
這一點一滴的養分都是他們繼續向下一階
段挑戰的最佳動力。

▲ 調整過設備擺放位置後，兩人工作更加流暢，增
加了完成項目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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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系統整合是近年新增
的職類。劉邦曆與張祐誠這對臺
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以
下簡稱臺中高工）機械科的學長與
學弟組合，不僅靠著勤奮練習迅速
累績經驗，兩人更充分磨合讓「 1+1
大於2」，首度挑戰「機器人系統整合」
就順利鍍金。

最佳夥伴 劉邦曆、張祐誠首度挑戰「機器人系統整合」摘金

不畏困難險阻　迎戰機器人系統
整合

劉邦曆在就讀臺中高工機械科時，全
心投入技能競賽，包括參加第 51屆技能
競賽綜合機械職類，拿下分區技能競賽第
三名，全國技能競賽第五名的好成績，雖
於選拔國手最後階段失利，但仍不氣餒，
決定挑戰「機器人系統整合」職類。

「大概是去年 11月左右開始準備機器
人系統整合，完成了今年 3月的初賽跟 7

月全國賽。」他認為，過去在機械科學習 2

年的加工技術、機械概念等，都可以帶入
這個職類，且相同的概念用在系統整合裡，
還可以隨著題目調整，例如自己設計夾座
與工作站等，利用 3D列印或洗車床加工
技術，可以更有效率地完成題目。

張祐誠目前是臺中高工機械科產學訓
合作班的學生，今年升三年級。他在二年
級時加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以下簡稱中彰投分署）受訓，當時常常看
到手臂室裡那些機械手臂，很想要挑戰看
看，於是投入機器人系統整合職類。

機器人系統整合工程師必須清楚瞭解
製造過程、控制系統、多節機器手臂的技
術發展及自動化規則的進展，甚至電力連
接、程式編寫等，每項專業皆由兩人一組
合作串接。

兩人各自有想法　互相激盪找出最
優解方

劉邦曆與張祐誠都是首度接觸機器人
系統整合，劉邦曆負責軟體、張祐誠負責
硬體部分。劉邦曆笑說，從初學者開始練
到「人機合一」，技術層面可以透過夜以
繼日的練習補足。但在隊友溝通的層面，
「因為我們有年齡差，所以初期常吵架。」
劉邦曆說，兩人都很有想法，對於同一個
問題的觀念與解方常有不同，「這是缺點、
同樣也是優點」，比較不會因為誰被過度
依賴而導致兩人一路錯下去。

張祐誠也說，兩人之前完全不認識，
既沒有默契也沒有共識，做題目時常會發
生爭吵，需要時間磨合，後來漸漸會冷靜
坐下來聽對方說，若雙方都堅持自己是對
的，那就都做、看誰做得比較好，「其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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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共同努力才能過關

最佳夥伴 劉邦曆、張祐誠首度挑戰「機器人系統整合」摘金

目的解法都差不多，沒有誰絕對是對的」，
但兩人可以從中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在練習與比賽的過程中，兩人也充分
發揮互補。劉邦曆表示，練習的時候遇到
很多問題，但第一次在時間內完整做完一
套系統時，就收穫了非常大的成就感；由
於在全國技能競賽評分還要加上使用者操
作介面跟報告（紀錄手冊）這兩部分，後
面的練習就都在不斷加強這些地方。

張祐誠則說，兩人間不會計較誰練比
較多、誰練比較少，在全國技能競賽的前
兩週，他恰好要考乙級執照，練習的時候
不但要分心操作術科，晚上回房還要繼續
讀學科，就使劉邦曆的角色更為吃重。

比賽過程屢遇挑戰　互相扶持驚險
勝出

兩人經歷逾半年的磨合，終於在比賽
時得到收穫。劉邦曆說，賽程第一天在架
機評分前 10分鐘時，張祐誠突然發現手
臂有問題，當時他成為穩定軍心的角色，
提醒對方要冷靜解決問題，才有驚無險地
拿下第一個評分題。而賽程第二天上午的
第二個評分題，因為事先沒有討論清楚，
一人在寫流程、一人在做排程時，發現兩
人想法有出入，也是劉邦曆安撫張祐誠，
讓他穩下步驟，又救回了一題。

但到最吃重的第三個評分題時，則換
劉邦曆發生了小失誤。張祐誠說：「學長那
部分如果沒有評分，我這裡也沒有分數，
所以一定要讓他那邊有辦法評分。」於是他
把程式部分接手過來，讓劉邦曆專心收尾。

劉邦曆坦言，其實到時間結束時，兩
人仍沒有完成最後一個評分題，但在評分

時，也跑完了三分之一，只是沒想到另一
組看似完成全部程序的對手，竟然跑不到
三分之一，才讓兩人驚險勝出。

感謝師長前輩教誨　提點後進機器
人系統整合學習要點

劉邦曆參加全國技能競賽經驗較為豐
富，他建議想投入機器人系統整合的學弟
妹，在學期間可以多多練習識圖知識跟畫
圖技術，至於比較深入的加工跟材料學，
可以等學校的實習課程再了解。

首度挑戰機器人職類就拿下金牌，讓
他們心中充滿感激，除了全力支持他們的
家人，還包括臺中高工戴家陞老師、蕭閔
遠老師，以及中彰投分署林育賢股長、沈
榆潔老師、許祐瑋老師、陳建銘老師等當
他們最強的後盾。

同時，過去的學長姐，包括第 46屆
工業機械國手林宗漢、第 46屆機器人系
統整合國手林子閔、第 47屆機器人系統
整合國手劉育瑄與黃奕翔都不吝分享經
驗，以及銘家五金行老闆黃坤勝給予他們
最大的後勤資源。這些鼓勵與幫助，都成
為了他們持續前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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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接待是結合服務業的重
要職類，不僅要注意應對進退、留
神突發狀況，還要全程以英文應答。
林秉寬從零開始，靠著不放棄的學
習、持之以恆的毅力，花了比其他選
手多兩倍的時間，最終成為黑馬竄出、
為一路努力添金加值。

比別人多下兩倍苦工　林秉寬擁抱「旅館接待」職類金牌

意外選上校內選手，開啟「旅館接
待」職類旅程

今年全國技能競賽「旅館接待」職類
唯一男性選手林秉寬，來自高雄市立三民
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觀光科。林秉寬表
示，當初會投入旅館接待職類，主因是他
在一年級的時候，班級導師鼓勵大家參加
校內甄選時，跟著同學一起加入了培訓，
培訓的過程常會忙到晚上 7、8點，甚至有
時候要到晚上 10時才能回家，玩心較重的
同學就會在過程中慢慢退出。

「我原本也想退出」林秉寬表示，因為
感覺自身程度較差，在培訓結束後應該不
會被選上，心裡就打起了退堂鼓，沒料到
走完校內甄選，大部分的人都退出了，他
就順勢選上了校內選手。

補強英文功底，花兩年時間讓技能
步入正軌

「旅館接待」這個職類涵蓋房間預訂、
入住、顧客抱怨、服務中心、以及退房服

務等，不僅要能解決顧客問題，更非常看
重英文的聽說讀寫，以及面對顧客的應對
進退。他笑說，自己英文程度較差，一開
始連「Reservation」這個單字都不會，所
以在一年級參賽的時候，僅拿到佳作成績。

但他不屈服於程度落後的劣勢，在老
師的推薦下開始上英文課，每天 50分鐘
與外國人開始全英文互動，而且不能使用
翻譯，全憑自身的英文底子來溝通，經過
了快 2年、逾 300多堂課程，以及大量閱
讀、記誦單字等基礎，花了雙倍的力氣來
熟悉旅館接待的相關英文用語，直到二年
級才讓技能步入正軌。

為了跟上大家的程度，林秉寬花了非
常多的精力與時間一路追趕，在南區賽拿
到第二名，他的抗壓性與調適能力也獲得
很大的成長。他說，一年級的時候比較不
懂事，常常會利用社群媒體來抒發情緒，
「大家都看得到我對事情在抒發情緒」，但
老師也提醒這樣公開評論事情可能帶來的
影響，所以他開始跟老師抒發情緒，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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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別人多下兩倍苦工　林秉寬擁抱「旅館接待」職類金牌

▲ 林秉寬認為，處理顧客抱怨是最困難的環節，需
要同時兼顧許多面向才能過關。

找到解決方法，而不是單純的發牢騷，現
在更會與 Chat GPT用中文與英文雙聲道
聊天。

顧客抱怨難處理，蒐集實務意見為
成功關鍵

在旅館接待職類的訓練過程中，林秉
寬發現，除了英文非常重要，服務熱誠跟
學習態度也是想要在這職類有好表現的一
大重點，因為這職類過去累積了很多題庫，
所以他會將題庫收集成為資料庫，只要在
賽前將全部題組都練過、每一個題組都專
精，就可以達到標準的應對需求，但沒辦
法靠練習的、也是這個職類最需要具備的，
就是「服務熱誠」，因為這會影響面對顧
客的態度和說話的語調，進而影響最後的
成績。

在「旅館接待」職類賽程中，他覺得
最難的是「顧客抱怨」這一個環節，因為
題組僅 10分鐘，不會知道是一個顧客或
是兩個顧客進來抱怨，而且一個顧客通常
會同時抱怨很多事情，在一邊解決問題的
時候，還要安撫顧客的情緒，「在設定好

的各種情境下，道歉技巧與同理心的展現
都會獲得分數」。

林秉寬強調，在技能競賽中，以一個
值班經理的角色，如何讓顧客同意你的提
議與想法，讓他覺得問題被解決、情緒被
安撫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也特別去參考各
種實務意見，包括網路評論，以及在社群
媒體的旅宿社團，參考網友們分享住宿的
好壞意見與旅宿業者們的回覆。

「有些業者真的寫得很好，這些我就
會擷取下來，一直練習、內化成我的素材」
他說，這也是讓他在題庫之外，還有更多
可以活用的應對進退與處理客訴的想法。

技能、技巧與服務熱誠，終成未來
的寶貴財富

回顧全國技能競賽，林秉寬說，最後
在宣布名次時，他沒有想到自己會拿下最
高榮耀，所以當他聽到銅牌不是自己的名
字時竟默默流淚，銀牌也不是自己時就更
難過了，但最後聽到自己拿下金牌時，「整
個人就是傻住、然後開始尖叫」。

面對未來的職涯選擇，他笑說一定不
會從事旅宿業，但會帶著在「旅館接待」
這職類學習到的各種技能與技巧，以及積
極向學、服務熱誠在未來的職涯繼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