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104）年 8月中旬，巴西聖保羅舉辦第 43屆國際

技能競賽，在工業電子類，共有24個國家的選手角逐競爭，

歷經四天的賽程，臺灣的選手在最終戰「錯誤檢修與量測」

中，扳回前一天因緊張而產生的失誤，拿下工業電子類的

金牌，與日本齊列第一。此位選手，即是 21歲來自彰化的

姚嘉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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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升上臺灣科技大學三年級的姚

嘉昇，因父親從事電機管理工作，自幼

稚園開始，就有機會接觸如：電表、螺

絲起子、尖嘴鉗、虎頭鉗等工具，當其

他小孩把玩機器人、模型汽車，他則把

這些電工器具當玩具，偶爾客串小幫手

協助拆、裝家電。也因三位姐姐都就讀

科技大學的關係，「耳濡目染」下，姚

嘉昇比同齡孩子在更早的時候，就在思

考自己未來的方向。

小電工動手造夢　為自己

爭取參賽門票

國中時因評估自己數理表現較好，

儘管成績足夠錄取彰化高中，姚嘉昇選

擇順從自己的興趣，申請彰師附工電子

科。喜歡進行軟體設計的他，彰工時期

會設計些俄羅斯方塊等趣味性的小遊戲，

同時享受實際動手操作的成就感，能「手

腦並用」的電子科，對他來說再「順手」

不過。因此當入學時知道科內老師帶學

生參加競賽屢獲佳績，很想「動手」參

與的他，即積極爭取機會。

高二時他與 3、5位同學常利用課餘

時間互相評比，接受林全財主任與蔡文

欽老師細心且嚴格的指導，面對許多同

學因無法承受壓力而打退堂鼓，姚嘉昇

則是轉換心境當成進化自己的課題。也

許是這份比其他同學更多的執著，姚嘉

昇相繼在高二獲得校內技藝競賽工業電

子的第 1名與數位電子的第 1名，101學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學生技藝

競賽工業電子職種，獲得金手獎第 1名，

並藉由技優推甄，順利進入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在第 43屆全國技能競賽獲

得電子（工業電子）職類金牌，並取得國

手選拔資格。

正向面對挫折　讓錯誤為

明日照路

即便對電子擁有極大熱情與興趣，

姚嘉昇在進行國手訓練時，因初期尚未

適應臺科大的培訓方式，產生自我懷疑。

在每天長達 12小時的密集訓練裡，常因

模擬賽時誤解英文題目，或是處理細節

不夠完善，被求好心切的老師與學長「指

教」盲點而感到挫折，但想到自己從高

中到現在的堅持，轉念安慰自己「在訓

練期間能被挑出這麼多毛病，總比在國

際賽事上被扣分好。」將這些指點與困

難化為前進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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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充分時間專心訓練，當時正值

大二的姚嘉昇，只修習與競賽相關的專

業學分（如：電子學、電路學等）。一

星期僅有 10小時與好友、同學一起上課

的時間，成為姚嘉昇排解練賽孤獨感的

出口。在外人看來，學科表現優異、獲

獎無數、順利升學的「人生勝利組」，

其實背後是無數小時不斷演練的實力堆

積，在別人休息時，他捨棄玩樂時間，

專注在自己的選擇上，成為站上國際舞

台的新星。

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技能競賽，因

知道自己在模擬賽時常因誤解題目而表

現不佳，為求謹慎，從第一天的賽事「硬

體電路設計」開始，只要一有疑惑，即

會主動詢問裁判直到自己完全理解為止。

同時，姚嘉昇會依照老師在賽前規劃好

的時間，自行安排細項，掌握賽事節奏。

雖在第三天應賽時，因緊張而在「組裝」

項目上失誤，但仍用最快的時間回穩下

來，用心仔細分析題目，在第四天最後

一戰「錯誤檢修與量測」中，拉回分數

與日本並列第一。因此不難想像，當這

位年輕選手高舉著中華台北會旗，在閉

幕與頒獎典禮上，接受金牌表揚那一刻，

內心的激動。

金牌國手成績單　轉身傳

承助新力

在為自己的國手之路交出一張漂亮

的成績單後，姚嘉昇半輕鬆表示終於可

以過回單純的學生生活。從國手「退休」

轉變為傳承者的角色，感謝一路受到老

師與歷屆國手學長的指導與鼓勵，他也

將承襲臺科大林淵翔裁判長、彰工林全

財主任與蔡文欽老師給予的指點，成為

新力選手背後「推一把」的助力，提供

經驗傳承，再為臺灣取得好成績。

接下來，姚嘉昇除將在實驗室與指

導教授進行生醫電子領域的嵌入式系統

與穿戴式裝置研究，也計畫與同學組隊

參加商業競賽。未來更希望在拿到學士

及完成碩士學位後，串聯跨領域（如：

機械、化工、平面設計等）的優異國手

們，組成最強的創業團隊，繼續交出人

生精采的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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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技能界奧林匹

克」的國際技能競賽（World Skills 

Competition），已在 104年 8月中旬，

於巴西聖保羅舉辦第 43屆盛會；在電子、

門窗木工、服裝設計、西餐烹飪與冷凍空調等

職類項目，台灣選手勇奪 5面金牌、7面銀牌、4

面銅牌，及 18個優勝獎，創下歷屆最佳成績。

奪得國際技能競賽職類金牌獎的蘇學羿，甫

從嘉義高工畢業，並獲保送台灣科技大學。蘇學

羿的父親為嘉義大學教授，任教於木質材料與設

計系，母親則是嘉義市蘭潭國小的校長；雖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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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育世家，但他自幼便不愛讀書，在

耳濡目染與父親的啟蒙下，對木工情有

獨鍾。

「從小到大，我父母皆採開明教育，

以鼓勵取代責備，未曾給予任何壓力；

在就讀嘉義高工後，他們更是我鑽研木

工技藝的強力後盾。蘇學羿感激父母無

怨無悔的支持，更靦腆地說，他從國小

到國中，學業成績一直位於班上後半段，

但父母並未強迫他參加補習；國中畢業

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技職體系，父母

不僅不阻擋，更全力奧援。

放學後自動留校練習

蘇學羿直言，因為他對電子、機械

等科目，並無濃郁的興趣；因此，在升

學考試時，以嘉義高工裝潢技術科為第

一志願，希望升上高職後，可繼續鑽研

木工工藝。如願考進第一志願後，蘇學

羿彷彿如魚得水，當其他同學放學後，

他還留在嘉義高工的實習工廠練習，幾

乎天天早出晚歸，但他卻從不喊累，

反而甘之如飴。

在嘉義高工裝潢技術科，蘇學羿

充分嶄露木工天分，學業成績一直名

列前茅，更獲推薦參加全國技能競

賽，並先後獲得傢俱木工職類第 2

名，與門窗木工職類第 1名，取得

進軍國際技能競賽的入場券。

為了在全國技能競賽獲得好成績，

蘇學羿更加勤奮練習，卻也付出慘痛代

價。在全國技能競賽門窗木工職類分區

賽的前一周，他因為持續練習，導致專

注力略為下降，在練習時，不慎被刀具

割斷了左手食指的神經。

受傷後，學校老師顧慮蘇學羿的傷

勢，力勸他放棄比賽，畢竟「留得青山

在、不怕沒柴燒」；但他不願讓先前的辛

勤努力，就此付諸流水，毅然決定負傷參

賽。最後，他憑著過人的技藝與毅力，成

功通過分區賽的挑戰，更接續奪下全國技

能競賽冠軍、國際技能競賽。如今，他的

左手食雖然活動自如，因為神經被截斷，

感覺略為遲緩，但已無大礙。

訓練過程比得獎重要

取得國際技能競賽參賽權後，蘇學

羿效法先前參賽的前輩，毅然休學 1年，

前往台南市官田區國家職訓中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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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師指導。雖然家住嘉義縣，距離

官田區並不遠，他仍決定入住；在國家

職訓中心裡，他天天從早上 8點刻苦練

習，一直到晚上 9點，才返回宿舍歇息，

即使是周末、周日、國定假日，依然練

習不輟，僅在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

重大節日，才返家省親。

日以繼夜、幾無一天間斷的練習，

連熱愛木工技藝的蘇學羿，有時也不免

感到疲倦、辛苦，但為了追求遠大的目

標與榮譽，仍咬牙繼續埋頭苦練，從未

有中途而廢的念頭。他透露，在集訓的 1

年中，花最多時間、精力克服的，並非

高難度的木工技藝，而是龐大且如影隨

形的精神壓力。

然而，無論參加大小競賽，比賽時

皆頗為緊張的蘇學羿，遠渡重洋到巴西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出賽時卻毫不緊張。

面對來自其他 22個國家的對手，他仍從容

不迫地完成作品，雖然比賽中途遭遇些許

麻煩，但他穩紮穩打，未讓麻煩擴大，快

速回復常軌，並拿下夢寐以求的冠軍。

「當我完成作品時，心情頗為篤定，

因為幾乎沒有失誤，應可名列前茅。」蘇

學羿回憶道，其他國家選手實力皆頗為堅

強，但他經過整整 1年的集訓，縱使強敵

環伺，依然毫無恐懼；最後，他有驚無險

地奪下冠軍，第 2名則由 4個國家的選手

並列，足見競爭之激烈。

蘇學羿建議有志投身全國、國際技能

競賽的技職體系學生，無論參加任何競賽，

都應該堅持到底，不可半途而廢；而他參

加多次競賽，最大的收穫是在訓練過程中，

所學到的寶貴知識、經驗，讓自己對未來

職涯充滿信心、希望，至於獎牌、獎金，

皆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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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才 21歲的阮培

皓，在 8月中甫落幕的國際

技能競賽中獲得金牌殊榮，國中

時期的他曾歷經叛逆期，讓師長、

父母相當頭痛，然而在發掘到自己真正

的興趣，以及師長、父母的鼓勵與支持之

下，如今他以堅定的信念、純熟的技術，為我

國拚下冷凍空調職類第一面國際金牌。

從小耳濡目染　確立志向便勇往直前

踏上冷凍空調這條路，培皓受父親影響很深，由

於父親同樣從事冷凍空調事業，讓他在國中就開始接觸

此一領域，也從父親及其他師傅那兒學到不少技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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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也學出了興趣，加上對讀書不是那

麼在行，讓他在思考後，確立自己將跟

隨著父親的腳步。

進入南港高工冷凍科就讀的第一年，

培皓看到學長在加拿大競賽中為我國贏

得一面銅牌，讓他開始對成為國手這個

目標有了憧憬，也將這份憧憬付諸行動。

這時期的培皓，遇見了人生中的啟蒙恩

師──林謙育主任，林主任看見了培皓

的潛能，鼓勵他精進技能，也點出他在

個性上的缺點，而這樣的改變，讓培皓

在 101年獲得了全國技能競賽第 1名，

以及國手選拔賽之備取國手資格。

然而這樣優秀的成績，並沒有讓他

就此停下腳步，反而進一步去思索如何

在下一屆國手選拔賽中贏得正取名額。

由於國際技能競賽有年齡上的限制，讓

培皓陷入繼續念書與爭取國手資格的抉

擇中，「參賽的機會只剩這一次，只要

再努力一點，我是有這個機會為國爭光

的」，因著這份心念，剛保送進大學的

培皓毅然決然休學，專心準備國手選拔

賽，之後再加上師長的栽培、父母的支

持，最後終於順利取得代表我國參加國

際技能競賽的資格。

過程一波三折　目標明確

而無所畏懼

在獲得國手資格後，培皓面臨接踵

而來的挑戰，除了技術上的訓練外，他

還要進行「減重計畫」，原來是當初在

比完全國技能競賽後，他的體重飆升 3、

40公斤，而在今年初赴中國的友誼賽中

慘敗，讓他發現體態攸關比賽時的靈活

度，而比賽過程中分秒必爭，因此下定

決心減重。培皓表示，其實因為沒日沒

夜的練習導致食慾降低，加上適度的運

動，減重 30公斤不是難事。

然而在這樣破釜沉舟的訓練之下，

培皓卻在比賽前 40天發生了嚴重意外，

右手中指被劃破長達 4公分的傷口，醫

生表示至少需要 6個星期的恢復期，而

前 20天還必須停止訓練。這對培皓來說

無疑是致命傷害，但也由於這個意外，

讓他有機會停下如機械般的訓練，靜下

心來思考從前的錯誤該如何修正；也在

這段沉寂的過程中，更確信自己是多麼

熱切地想把握這個為國爭光、光宗耀祖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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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這次的意外沒有造成不

可彌補的遺憾，但在比賽當下，卻仍需

面對各種難以預測的壓力。比賽分成四

天，一共只有 20小時的時間，讓選手只

能靠著平日練習的反射動作應對。而在

前三天比賽告一段落時，教練粗估名次

大約落在 4-5名，這對認為「既然參賽

了就要得到冠軍」的培皓是一大打擊，

好在林主任向他勉勵：「前三天的落後

不代表最後的失敗」，讓他重拾希望，

在最後一天僅有 4小時「空調機故障排

除」項目中，以清楚的思緒拿到將近滿

分的成績。

由於教練預測獲獎無望，讓團隊皆相

當沮喪，因此，當培皓的姓名及我國名稱

被念出時，所有人的興奮之情難以言喻，

更遑論在揭曉銅牌、銀牌，到最後得知自

己總算為國家爭取到金牌時，那無法控制

的激動情緒以及潰堤的淚水。

未來精益求精　以一己之

力回饋業界

在獲獎的喜悅之後，培皓最要感謝

三個人，一位是從高中一路帶著他成長

的林謙育主任、一位是在比賽過程中傳

授他許多進階技巧與國際經驗的卓清松

裁判長，最後一位則是翻譯，對冷凍空

調一竅不通的他，為了能讓選手和外國

裁判準確溝通，特地準備了厚厚一疊專

有名詞資料，避免讓選手在比賽過程中

浪費寶貴時間。

獲得國際技能競賽金牌，讓培皓完

成了人生中的短期目標，而在未來，他

希望能先重返大學，補足目前學術上的

缺乏，他相信學術的補強能讓實作技能

有更突破的精進；而再進一步，則是以

自己在冷凍空調上的專業技術，為業界

盡上一己之力，在為國爭光之後，也讓

此一專業更受人重視，甚至在未來發展

出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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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父親因病去世、來

自單親家庭，又是家中唯一男人

的顧勝偉，從小就告訴自己要擔起照

顧母親、姊妹的責任。國中時期的他不愛

念書、對未來沒有方向，憑著對烹飪些微的

興趣，以及覺得「做西餐的男生很帥」的誘因，

踏入餐飲業；而在博大精深的烹飪世界裡，勝偉不

斷從挫折中學習、持續成長，在第 43屆際技能競賽中

打敗眾多西方選手，為我國摘下 28年來第一面西餐烹

飪職類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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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打誤撞　一頭栽進西餐

烹飪世界

高中時期的勝偉，在家人的鼓勵下，

進入中山工商餐飲科就讀，然而一開始

他並未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直到有一次

放學，他經過西餐教室，看到一群人下了

課還留下來拚命練習的場景，讓他因此愛

上了那個廚房，也愛上了西餐。勝偉與西

餐的緣分就此展開，隨著進入高雄餐旅大

學，他更是見識到西餐的千變萬化，於是

便一頭栽進西餐烹飪的世界裡。

在學習過程中，勝偉秉持著「謙虛」

兩字不斷學習，一心只想著「如何做出

讓自己滿意的菜色」，當結果不如預期

時，他不怨天尤人、不垂頭喪氣，而是

向老師、學長姐、同學詢問，統整大家

的意見再做修正。這樣的由做中學、學

中做，讓勝偉的實力不斷精進，然而他

並不沉溺於當下眾人的讚美與成就，而

是告訴自己唯有繼續學習，才能創造更

卓越的可能。

失誤接二連三　拋開壓力

一舉奪冠

進入高雄餐旅大學的勝偉，跟著陳

寬定老師學習製作西餐，在入選為國手、

準備參加國際技能競賽訓練的這段期間，

除了必須承受一個人練習時的寂寞，壓

力的累積也使他每天要到半夜三、四點

才能入睡，隔天進廚房時，也會因為想

要在比賽中得到好成績的壓力，讓他覺

得每天的練習絲毫沒有任何進展。在這

樣龐大的挫折之下，所幸有指導老師、

歷屆國手學長、家人們在一旁陪伴，不

論是給予技術上的指導或是精神上的支

持，都讓勝偉能用更堅定的心撐過這段

相當辛苦的日子。

在為期四天的比賽中，勝偉在前兩

天因為過於追求完美，以及比賽當下才

能揭曉的神秘食材，讓他忽略了時間掌

控的重要性、更導致他頻頻失誤，成績

明顯落後。在第二天比賽結束時的檢討

會中，陳寬定老師提醒他說：「練習時

明明可以做得很好，為什麼比賽一直失

誤？」讓勝偉壓力大到一個人躲到廁所

發洩，而在發洩完他靜下心來只告訴自

己：「這是我的舞台，我不需要去在意

別人的眼光，只需要把自己練習時的成

果完整地呈現出來，享受那個當下、享

受我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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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轉念，讓勝偉在最後一天，

靠著自己最不擅長的甜點贏得評審一致

好評、拉高了平均成績、也在最後反敗

為勝。然而勝偉回憶，在頒獎的當下他

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坐在台下的他，一

方面對自己有相當自信、相信自己可以

為國爭光；一方面卻也怕萬一沒有得獎，

便辜負了這麼多人的支持與付出。而從

公布前三名的那一刻、到公布第三名、

第二名時，再到金牌紮紮實實地掛在他

的脖子上，勝偉形容那是腦筋一片空白、

無法思考了。直到頒完獎回到台下，他

才意識到指導老師們邊流著淚邊抱著他，

此時勝偉想到的，依舊不是自己的榮耀，

而是總算沒有讓老師的辛苦白費、以及

所有支持他的人失望了！

在成功的路上　態度決定

高度

回想起比賽前的那段日子，不管是

生理還是心靈上都倍感壓力，而一路走

來，勝偉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對於陳寬

定老師嚴格的訓練，以及付出的時間、

金錢、心力，勝偉一直銘記在心，甚至

表示自己的辛苦遠不及老師付出的多。

也要感謝翻譯老師李怡君，不論是練習

過程、或是比賽會場的一切資訊及溝通，

讓身處異地的勝偉，完全不會因為語言

不通而造成比賽上的阻礙。

曾經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茫然失措，

勝偉想鼓勵和他年輕時一樣的孩子：「不

管做任何事千萬不要忘記『態度』，就算

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盡最大的努力去

完成；並且在面對每一次的機會時都不要

輕易放棄，就算你可能不知道你現在在幹

嘛，起碼你知道自己正在成長，最終的成

功也正是因為這些小事情的累積。」

而在西餐烹飪上已經獲得非凡成就

的勝偉，仍舊認為自己尚有不足的地方，

他沒有忘記當初剛進入西餐烹飪這行時，

不斷從錯誤中學習，並對這樣的過程感

到樂此不疲；因此，勝偉在未來也將繼

續以這顆「謙虛」的心不斷強化自己，

希望能藉此開創自己的事業、給家人更

好的生活；除此之外，也希望能將自己

所學與經驗傳承下去，讓台灣在西餐烹

飪上的技術，在這面金牌之後，可以持

續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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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奪得第 43屆國際技能競

賽服裝創作職類金牌的陳詩婷，堪稱奮鬥不

懈、苦盡甘來的最佳典範。此次參賽，雖是陳詩

婷首次獲選為國手，卻是所有國手年紀最長者，只比

參賽年齡限制的上限小 4天，亦將是最後一次參賽；

但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終於圓夢榮歸。

目前就讀實踐大學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4年級的

陳詩婷，國小、國中皆頗為平凡，考進嘉義家職服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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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逐漸對服裝設計產生興趣，並決定

以此為終生志業。就讀嘉義高職時，有位

同班同學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榮獲服裝創

作職類金牌，返校後常被詢問集訓、比賽

的情況，躍居校園風雲人物，讓她心嚮往

之，並相信「有為者亦若是」。

見賢思齊 立志揚威國際

「這位獲獎的同學一談起集訓、比

賽過程，總是神采飛揚，她還在國際技

能競賽中，認識了許多外國朋友。」陳

詩婷感性地說，原本因國中課業成績不

佳，被迫選擇報考、就讀高職，胸無大

志、隨波逐流；在同學奪牌後，激發她

的熱情與鬥志，發願在服裝設計領域，

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陳詩婷在設定人生目標後，學習態

度亦隨之丕變，不僅上課時認真學習，

放學回家後，仍不斷練習、複習，生活

相當充實而緊湊，服裝設計實力亦快速

提升。因為過人的努力與堅持，從高職

到大學，她屢屢獲選為選手，先後參加

過第 40屆、第 42屆與第 44屆全國技能

競賽。

不過，從高職 1年級到大學 3年級，

整整 6年的時間，陳詩婷雖然在全國技

能競賽成績斐然，但卻遲遲無法當上國

手；但她從不言放棄，終於在大學4年級，

得以挺進國際技能競賽，並在國際舞台

上為台灣爭光，揚威巴西聖保羅。

不像其他奪牌選手，在第 1次或第 2

次挑戰，便取得國際技能競賽國手資格，

甚至立即金牌加身；陳詩婷歷經 7年的

奮戰，終於摘下勝利桂冠，不讓學生時

代留下遺憾。過程中，她亦曾深感挫折，

也曾面對親友的不解，但從未徬徨、猶

豫，而其堅持、努力，終於開花結果。

休學 1年 日以繼夜苦練

「最沮喪的時刻，應是前 2次國手

選拔落選時；與雖然刻苦練習，已練習

到疲憊至極，但成品卻慘遭老師嫌棄，

還挨上一頓教訓，被批評技術不進反退。

但我仍鼓舞自己，不可輕言放棄。」陳

詩婷不諱言，眾人只看到國際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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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牌選手的台前風光，卻看不見其背後

的辛苦，例如她也常在練習時，不小心

被剪刀傷到手，但受傷後總是立即包紮，

接著繼續練習。

獲選國手時，即使大學畢業在即，

但陳詩婷依然毅然休學 1年，回到母校

嘉義家職集訓，幾乎天天從早練習到晚，

幾乎沒有任何休閒娛樂。雖然得比大學

同學晚 1年畢業，但她並不以此為憾，

更深信龐大的付出換來的，不僅是獎牌、

獎金，還有自信心與過人的技藝。

家住嘉義縣民雄鄉的陳詩婷，到嘉

義家職進行集訓，優點在於不必重新適

應環境，每天還可回家休息、就寢，家

人的大力支持，更讓她無後顧之憂，可

專心一志的練習。因此，參加國內比賽

總是緊張萬分的她，在國際技能競賽出

賽時，情緒一直平靜無波，終於展現經 7

年淬煉的實力，在 25個國家的參賽選手

中脫穎而出，奪得夢寐以求的冠軍。

破釜沉舟 終於奪下桂冠

「國際技能競賽設有年齡限制，第

43屆參賽者的年齡上限，為出生日不得

早於 1993年 1月 1日，而我出生於該年

的 1月 5日；倘若此次失利，已無再次

挑戰的機會。」陳詩婷靦腆地說，參加

國際技能競賽的台灣選手，大多數為高

職生，僅有她已屆大學畢業；於是，她

抱持破釜沉舟的決心參賽，練習、比賽

無不全力以赴。

國際技能競賽結束後，陳詩婷亦返

回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復學，完成大學最

後 1年的學業。在畢業後，她將立即投

身服飾業，希望可發揮才華與所學，盡

個人一分心力；不過，她想從事的並非

服裝設計師，而是打版師。

「與服裝設計師相較，打版師屬於

幕後的職位，但對技術要求更高。」陳詩

婷建議後進，服飾產業相當寬廣，但並

非人人都適合從事服裝設計師，打版師

亦是一條康莊大道，相當值得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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