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向前行–殯葬產業實務學程計畫 

 

壹、學程規劃說明  

一、學程針對產業發展與企業人才需求規劃 

(一)產業需求狀況 

根據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入口網所公布的資料顯示，隨著我國人口老

化，高齡人口比例逐漸增加，每年死亡人口也將隨之增加，且現在台

灣死亡人口已高於出生人口數，未來十年死亡率將不斷上升。殯葬業

不同於其他行業，具有一次性服務的特性，在死亡人口增加，台灣民

眾對死亡禁忌的逐漸解除，殯葬環保、高品質殯葬服務的要求也越加

提高，且多家殯葬集團加入，競爭越趨激烈。人才培育便是提升產業

素質的重要關鍵之一，近年來殯葬服務業的高薪與服務形象提升，吸

引越來越多年輕人投入殯葬產業，專業知識與技能培育當為首要。 

(二)計畫目標 

本人才培育計畫主在於職場實作實務能力的開發與提升。計畫的三大

實務技能目標﹕ 

第一目標在於提升學員急救技能，目前台灣大型醫療院所皆有殯葬業

進駐提供病患與家屬在病危或死亡後立即性的接體與殯儀服務。考量

台灣大眾多有臨終若是在醫院大多會要求留最後一口氣返家的習俗。



若禮儀服務人員具備有高級急救證照，除了可以具備急救技能，亦可

乘坐救護車就近提供家屬立即性的解說與服務。所以目前不少的殯葬

業者多半會將高級救命術列為應聘人員的優先條件。因此本計畫希望

培養更專業的服務人員急救能力不可或缺。 

第二目標強化師生乙級技能與遺體處理實務技能，讓學員們真正達到

學用無落差。也可讓學員更加了解產業面的需求與實際運作，達到實

務技能的運用與提升。 

第三目標則是有鑑於台灣近年因為人口及家庭結構的改變，加上都市

化與少子化的影響，寵物陪伴即為人們重要的情感依附，飼養寵物蔚

為風潮。當寵物死亡時，飼主看待其死亡的悲傷與不捨必定不亞於親

人死亡。對於寵物殯葬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且面對寵物死亡，為能撫

慰飼主對寵物情感的失落，寵物屍體的處理儀式也從以往「死貓吊樹

頭，死狗放水流」的處理方法有所改變。寵物在家中的地位提高，開

始有飼主替寵物辦理身後事，寵物殯葬專屬殯葬儀式及處理方式也成

為目前殯葬業者所必需的技能。 

因此就此三大目標本計畫期許學員們能完成以下之細部目標﹕ 

1.喪禮服務乙級技能、寵物殯葬、急救、遺體化妝與修復等相關技能

學習與運用 

2.取得EMT１證照 



3.殯葬職場與實務經驗的累積殯葬業的多元專業與跨界火花是目前

殯葬業得以蓬勃發展相當重要的因素，不同領域專業背景都能在殯葬

產業界找到可以發展的位置。以上的三個目標不但是殯葬專業技能更

是跨領域學習。因此本計畫特色有二。 

1. 喪禮服務乙級技能、遺體處理、寵物、救護專業，跨界專業人才

培育目標﹕ 

本計畫是將重心放在專業人才培育的項目，選擇目前殯葬業三個領域

的殯葬專業人才，挑選本科優秀學生，進行實務職能提升，並且透過

實習時做培養殯葬跨界雙修人才。 

2. 達成生命與生死教育推廣目標﹕ 

透過實務技能提升，合作機構提供完善的學習場域，共同推進產學雙

方合作育才的成果，且透過寵物殯葬成果達到對社會大眾之生命教育、

愛護動物的成效。 

(三)學員修習學程後可從事之職務說明 

1. 禮儀服務從業人員－殮、殯、葬、祭相關服務工作。 

2. 遺體化妝師及修復師－遺體處理、化妝、修復、重建。 

3. 寵物殯葬從業人員－寵物殯葬之殮殯業務。 

(四)學程所培育人才之職能分析 

1. 禮儀服務從業人員 



(1) 知識面－喪禮服務乙級證照技能與知識，如殯葬政策法規、殯葬

禮儀、殯葬司儀、殯葬會場規劃與設計、殯葬文書、殯葬衛生、遺體

處理學、急難與救護等。 

(2) 技能面－會場規劃技能、司儀技能、禮儀服務技能、急救技能。 

(3) 態度面－團隊合作、責任感。 

2. 遺體化妝師及修復師 

(1) 知識面－殯葬專業學科知識，遺體處理學、急難與救護（EMT1） 

3. 殯葬衛生等。 

(1) 技能面－喪禮服務乙級技能、遺體化妝與修復技能、急救技能。 

(2) 態度面－團隊合作、責任感。 

4. 寵物殯葬從業人員 

(1) 知識面－寵物照護、寵物殯葬與火化等。 

(2) 技能面－寵物殯葬技能。 

(3) 態度面－團隊合作、責任感。 

(五)參訓學員甄選條件(含註明預定招收參訓學員之科系名稱) 

1.生命關懷事業科四年級、五年級學生 

2.已達成禮儀師認證學分數22學分者。 

3.已考取喪禮服務丙級證照者。 

4.已完成8小時以上志工服務時數者。 



二、課程規劃 

(一)課程設計機制與流程 

以喪禮服務乙級技能、寵物殯葬、急救技能、遺體處理技能等目標為

實務技能課程規劃主軸。 

(二)課程發展與既有課程架構之連結、符合產業發展獲就業市場趨勢

之說明 

殯葬產業的職缺，是跨領域的，除了禮儀師，還有遺體化妝師、會場

設計花藝師、殯葬司儀、禮儀用品開發設計師、寵物殯葬師與公私立

殯葬設施內的專業人員如行政管理部人員、火化技師等等。目前台灣

國家禮儀師專業證照制度推動多年，是國家政策與產業發展必要條件，

而現今台灣殯葬服務為主的公司為了追求長遠的經營發展，求才若渴

所以可見對於國家禮儀師的需求也越加大。而喪禮服務乙級技能便是

成為禮儀師必須學習，且必然要考取的國家證照。加上禮儀師工作項

目有---禮儀服務、遺體處理、會場規劃與佈置、諮商與協調、司儀主

持、臨終關懷、悲傷輔導、後續關懷等，服務工作的內容涵蓋層面廣，

甚至所服務的對象近年來因為少子化，飼養寵物「毛小孩」的數量已

遠遠超過出生率，毛小孩成為台灣另類的家庭成員，帶動了寵物照護

與殯葬的商機。而本計畫實務課程所規劃的四大實務課程--喪禮服務

乙級技能、寵物殯葬、急救技能、遺體處理技能等，可以提供學員更



多元的職缺選擇，培養更多的專業技能，以符應現在台灣殯葬產業的

人才需求。如急救技能學習讓禮儀服務人員藉由高級急救證照學習或

考取，得以就近在醫療園所提供家屬立即性的解說與服務﹔又如喪禮

服務乙級技能課程是成為國家禮儀師的三個必要門檻之一(另外兩個

是必須修習滿內政部認列禮儀師20學分、職場經驗兩年)﹔或寵物殯

葬、遺體處理技能實務課程則可以讓學員具備更專精的技術，具備進

入殯葬產業職場最有利的條件。 

(三)辦理跨年度之訓練計畫之理由 

為了適應當前此行業的發展趨勢並滿足市場需求，本學程實施跨學年

度的訓練計劃。這個計劃分為兩個階段，以提供學生全面的理論學習

與實踐經驗。 

貳、招生宣導做法 

以生命關懷事業科四年級生為主要招生對象，推廣宣導相關課程與告

知詳細計畫內容後，開放學生自由參加，尊重學生意願。計畫執行年

度為五年級時期，結合實習課程更能達到實務實作能力提升的成效。 

參、學習輔導措施 

1. 班導師進行受訓學生相關學習與生活上的關心與協助。 

2. 針對學生學習效果不佳補救措施，首先了解學生學習問題所在，

若是學習動機問題則給予心理與精神上的鼓勵。若是學業與技能訓練



的落差則輔以線上補救教學、搭配乙級證照加強班訓練進行輔助，另

外爭取考取證照獎助學金的頒發。 

3. 技能精進課程由各授課教師針對學生實作與證照訓練內容進行指

導與學習落後的加強技能輔導。 

4. 實習課程部分由科上實習導師與業界督導共同討論學習內容，並

依據學生狀況進行職務調動或工作分配，並針對學員學習情況予以指

導。 

5. 學員產業界實習若有相關適應問題或不符合預期無法繼續實習時，

由科上實習業務導師與廠商協調溝通，並針對學生狀況進行輔導，必

要時進行實習單位的更換。 

肆、就業輔導措施 

一、 措施內容： 

針對相關殯葬產業如禮儀服務、寵物殯葬等進行工作媒合事宜。 

二、 就業輔導工作項目與時程： 

五年級下學期實習結束前兩個月，徵詢各家合作廠商留用學生意願。

進一步協助學員正式就業。 

三、 畢業後就業追蹤措施： 

結合校方相關畢業校友調查機制，或透過班群群組進行聯繫，或透過

科系調查網頁，針對畢業學員進行一三五年畢業後工作就職調查。 



四、 與外部就業服務連結： 

與桃竹苗就業服務中心及桃竹苗縣市的殯葬公會，提供學生就業平台

與就業資訊。 

伍、學校資源投入與行政配合情形(請再詳細說明配合方式及資源) 

學校投入10%之配合款，並由技術合作處統籌彙整計畫；總務處、會

計室、出納組協助與此計畫有關業務的採購及經費的核銷與審核。 

學校技術合作處協助計畫主持人計畫管理、經費核銷、負責協助辦理

校園徵才博覽會等等。 

陸、管控機制（如整體計畫達成度、教學品質、學員參與度之控管等） 

168小時專業課程依據課程學習成效設定各項技能指標，並對學員進

行評比，以及成效的驗收。另外學員的出缺席也將列入控管項目，做

為學習成效評估的一部分。320小時實習，本計畫所屬主持人與協同

主持人將每個月前往各個實習單位機構進行學員實習進度的查核、訪

視，了解學員實習狀況，與實習單位機構共同規劃、評核學員的學習

成果。 

柒、預期效益及評量指標 

包含自訂參訓學員訓後三個月內就業率及其他具體預期效益指標(欲

規劃國際化學程之學校，請加入具國際認可之技能評量作為參訓學員

評量指標)。 



1. 學員EMT1急救證照的取得數量達５０％。 

2. 遺體化妝、修復實務技能評比通過率達70％。 

3. 遺體處理實務實習服務件數次數每位學員需至少三次以上。 

4. 喪禮服務乙級技術士證照報考率與通過率高於全國平均值。 

5. 寵物照護與殯葬技能指標達成率達70％。 

6. 寵物殯葬實務實習次數件數每位學員需至少1件以上。 

合作機構與學校之社會責任與在地服務目標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