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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會議簡介 

一、活動目的 

（一）與大專校院分享本署生涯發展教材、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之編撰理念

及未來業務方向。 

（二）透過經驗交流的過程，相互激盪多面向的思維，強化服務功能，增進相

關人員生涯輔導知能及技巧。 

二、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二）承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三、參與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就業輔導、生涯輔導相關單位人員、導師及教師。 

四、交流分享會時間 

103 年 12 月 16 日（二），9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 

五、交流分享會地點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校區）進修推廣學院一樓演講堂 

六、交流分享會內容 

（一）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業務簡介及生涯輔導工作介紹 

（二）「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編撰理念及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

發經驗分享 

（三）綜合座談 

（四）意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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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3 年度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交流分享會議程 

1. 時間：103 年 12 月 16 日(星期二) 

2. 地點：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校區進修推廣學院演講堂 

(臺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129 號) 

3. 對象：全國大專校院就業輔導、生涯輔導相關單位人員、導師、教師 

4. 承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引言/分享 

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式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羅署長清水致詞 

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師長 

10:10-10:20 大合照 

10:20-10:50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業務簡介

及生涯輔導工作介紹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10:50-12:20 
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

考手冊編撰理念說明 

主講人：  

1. 陳斐娟（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副教

授兼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2. 劉淑慧（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

授） 

3. 吳淑禎（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處副教授兼任就業輔導組長） 

12:20-13:30 午餐及經驗交流 

13:30-15:40 

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

說明及試教分享 

※引言主持人： 

劉淑慧（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1.研發團隊說明 

主講人： 

1.劉淑慧（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2.辛宜津 (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教授) 

3.王思峰 (輔仁大學心理學系教授) 

2.分享 

試教教師分享:  

蔡佩蓉（臺北市立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趙娟黛（龍華科技大學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15:40-16:00 茶敘 

16:00-16:3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施副署長建矗致詞 

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師長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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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注意事項 

一、 會議須知 

(一)上午 9:30 開始辦理報到；下午 16：30 需簽退，均應按時親自簽到退。 

(二)分享會期間請配戴識別證，並依照議程排定時間請提早入座，以免影響

秩序。 

(三)於分享會進行中，手機請務必關機或調整成靜音，以免影響秩序。 

(四)參加者請遵守分享會相關規定，除有不可抗力之原因外，請勿任意離席。 

(五)分享會全程參與者，將登錄公務人員或教師研習時數 6 小時。 

(六)遇突發事件需調整上課時間及地點時，將由工作人員另行通知。 

二、 生活須知 

(一)本分享會中午提供便當，午餐費用由教育部青年發展署統籌，請依識別

證領取餐盒，其他一切費用〈如住宿費、電話費、停車費等〉均請自理。 

(二)為響應環保，本分享會不提供紙杯、餐具等，請參加者自備。 

(三)請維持會場之整潔，禁止攜帶飲料、食物入內，用畢之茶水、紙屑等請

自行投入垃圾桶，並嚴禁吸煙及喧嘩。 

(四)會議期間請注意自身安全，並妥為保管自身證件及貴重物品，如不慎遺

失物品，請自行負責。 

(五)請自行準備個人醫藥物品，如有身體不適請即刻與工作人員反應，將協 

助處理或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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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然災害應變 

(一)若遇颱風、地震、火災等不可預測之自然災害情形，將依人事行政總處

公告停止上班(課)公告為主。 

(二)如有停止上班(課)之公告，將於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網站公告停課訊

息，並以簡訊方式通知學員。 

四、 活動場地地圖 

 

 

 

 

 

 

 

 

 

 

 

1 樓演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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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聯繫窗口 

為使交流分享會順利進行，活動期間倘若有需協助之地方，請與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人員聯繫。承辦人聯繫方式如下：  

葉美呂，電話:02-77345812，E-Mail：e71006@ntnu.edu.tw  

葉亞楓，電話:02-77345068，E-Mail：crystal0818@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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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講師介紹及講義 

 

 

主題：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業務簡介及生涯輔導工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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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業務簡介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業務簡介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業務簡介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業務簡介

及生涯輔導工作介紹及生涯輔導工作介紹及生涯輔導工作介紹及生涯輔導工作介紹

報告人:謝科長曉慧
103年12月16日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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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重點業務教育部青年發展署重點業務

壹、公共參與組

貳、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壹 公共參與組重點業務 一壹、公共參與組重點業務(一)
一、建構青年政策建言平臺，培育青年政策參與人才一 建構青年政策建言平臺 培育青年政策參與人才

(一)辦理青年政策大聯盟各項專案計畫。

(二)辦理教育部青年諮詢會相關事宜。

(三)辦理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及相關培力座談。

二、深化青年志工中心功能及服務，發展多元志工服務方案

(一)加強青年志工中心功能，擴建在地青年志工服務網絡，配
合區域需求研發新增服務。

(二)補助12 30歲青年志工自組團隊 拓展多元面向的志工服(二)補助12-30歲青年志工自組團隊，拓展多元面向的志工服
務。

(三)舉辦青年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及表揚大會。(三)舉辦青年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及表揚大會。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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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共參與組重點業務 二壹、公共參與組重點業務(二)
三、鼓勵青年積極參與社區公共事務，啟發青年以行動發揮影三 鼓勵青年積極參與社區公共事務 啟發青年以行動發揮影
響力

(一)辦理青年社區參與行動計畫，鼓勵18-35歲青年發揮創意
與實踐力，促進社會發展。

(二)辦理青年公共事務人才培訓，提升公共事務的關心與熱情
啟發改變社區的力量，啟發改變社區的力量。

(三)辦理校園講座，邀請青年達人等至高中職、大專校院，分
享參與心得，傳承經驗及知能，提升青年價值及貢獻。享參與心得 傳承經驗及知能 提升青年價值及貢獻

四、網站資訊

 青年政策大聯盟YPU網站：http://www.youthhub.tw/p y

 區域和平志工團網站：http://gysd.yda.gov.tw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貳 國際及體驗學習組重點業務 一貳、國際及體驗學習組重點業務(一)
一、青年國際參與及交流一、青年國際參與及交流

(一)青年國際人才培訓

(二)核發臺英青年交流計畫贊助證明(二)核發臺英青年交流計畫贊助證明

(三)青年海外生活體驗貸款

(四)臺以青年交流團

(五)遴選青年參加國際青年環境領袖會議

(六)全球化青年公共參與及國際關懷研習營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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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際及體驗學習組重點業務 二貳、國際及體驗學習組重點業務(二)
二、服務學習二、服務學習

(一)服務學習攜手計畫

(二)境外學生志工隊服務計畫(二)境外學生志工隊服務計畫

(三)青年國際志工及海外僑校服務計畫

(四)真人典範跨界對談講座

(五)服務學習故事微電影創作競賽

三、青年壯遊體驗學習

(一)遊學臺灣及青年壯遊點活動( )

(二)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貳 國際及體驗學習組重點業務 三貳、國際及體驗學習組重點業務(三)
四、網站資訊四、網站資訊

 iYouth青少年國際交流資訊網：
https://iyouth youthhub tw/main phphttps://iyouth.youthhub.tw/main.php

 服務學習網： http://servicelearning.yda.gov.tw

 青年旅遊網： http://youthtravel tw/ 青年旅遊網： http://youthtravel.tw/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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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一)
一、辦理綜合企劃業務一 辦理綜合企劃業務

研擬「青年發展政策綱領(初稿)」，作為各部會施政及民間
團體推動青年發展工作之參考依據。針對15-35歲青年，以
「青年新世代 共創大未來」為願景，協助其具備健康力、
學習力、就業力、幸福力、公民力及國際力之6大關鍵能力

二 開拓青年多元職場體驗機會二、開拓青年多元職場體驗機會

(一)維運「RICH職場體驗網」，提供青年公部門、營利企業部
門及非營利組織各類職場體驗之資訊。為大專校院在學青年門及非營利組織各類職場體驗之資訊 為大專校院在學青年
提供工讀機會，使其在校期間累積職涯歷練經驗，為未來進
入職場增加能量。網站包含一般工讀專案，青年暑期社區工
讀 大專生公部門見習及經濟弱勢青年工讀等計畫 提供青讀、大專生公部門見習及經濟弱勢青年工讀等計畫，提供青
年多元的職場體驗機會。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二)
(二)辦理「青年暑期社區工讀計畫」，提供大專以上30歲以下(二)辦理 青年暑期社區工讀計畫」 提供大專以上30歲以下
之在學青年利用暑假期間至非營利組織體驗職場。協助其體
驗學習、探索，提升其職涯發展競爭力。

(三)辦理大專生公部門見習，協助大專校院在學學生透過實地
見習，瞭解政府部門運作，獲得從態度、理念到實務面的體
驗學習，了解政府部門運作，鼓勵青年參與公共事務，以利驗學習，了解政府部門運作，鼓勵青年參與公共事務，以利
未來規劃職涯發展。

(四) 辦理「少年On Light計畫」引進公私協力之精神，協助國( ) g 」
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年重返校園、參加職業訓練或就業
，點亮青少年希望方向。提供青少年持續學習的機會，透過
探索職涯及體驗教育課程 幫助青少年瞭解自我 並協助其探索職涯及體驗教育課程，幫助青少年瞭解自我，並協助其
定位方向，重建自信心。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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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三)
三、辦理青年創新培力業務三 辦理青年創新培力業務
(一)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鼓勵大專畢業生發揮自己的創意及所學，組成創業團隊
，由政府提供創新創業的實驗場域，以激發創業熱情並
實踐年輕學子之理想。透過本計畫引導大專校院重視創
新創業課程及活動之開設，進而培育創新創業人才形塑新創業課程及活動之開設，進而培育創新創業人才形塑
大專校院創新創業風氣。

(二)辦理「大專女學生領導力培訓計畫」 ，提升以課程」
研習及業師參訪活動等方式，在活動中學習開發領導力
的潛能，提升大專校院女學生領導知能，自我肯定及對
於公共事務參與的熱情及國際觀，藉培植未來有潛力的於公共事務參與的熱情及國際觀，藉培植未來有潛力的
女性領導者。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四)
(三)辦理「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針對30歲以(三)辦理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針對30歲以
下全球高級中等以上學生辦理本競賽，提升臺灣設計能
量，展現設計教育成果，促進臺灣學生設計能量與國際
設計教育接軌。

(四)辦理「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引導並激
發高中職學生藉由競賽、課程或體驗的設計方式，融入
學科知識、多元智慧及創造力等能力，自發性追求創意
，培養學生具備多元的創意能力。，培養學生具備多元的創意能力。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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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五)
四、網站資訊四 網站資訊

 RICH職場體驗網：http://rich.yda.gov.tw/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網站：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網站：
http://ustart.moe.edu.tw/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網站：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網站：
http://www.tisdc.org/

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網站： 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網站：
http://ironman.creativity.edu.tw/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六)
五、辦理大專校院在學青年生涯發展業務五 辦理大專校院在學青年生涯發展業務

--生涯輔導工作介紹

(一)研發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 提供大專校院教(一)研發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提供大專校院教
師/導師參考與運用。

(二)編撰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 提供各(二)編撰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提供各
校運用。

(三)辦理生涯輔導相關研究 研究成果作為政府及(三)辦理生涯輔導相關研究，研究成果作為政府及
學校相關措施規劃之參考。

(四)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 整合資源 強化(四)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整合資源，強化
生涯輔導效能。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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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七)
(一)辦理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一)辦理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

1.緣由：

(1)為落實在學學生生涯輔導工作，本部辦理「大專校院生涯( )為落實在學學生生涯輔導工作 本部辦理 大專校院生涯

發展教材研發與試行計畫」，研發提供大專校院教師運用之
生涯輔導教材，奠定後續辦理推廣運用之基礎，以鼓勵教師
開設生涯輔導課程 或將生涯輔導概念融入專業課程開設生涯輔導課程，或將生涯輔導概念融入專業課程。

(2)本計畫於102-103年進行教材研發，期間於7所大專校院辦理

試教，並辦理試教教師培訓、試教教師經驗分享營及學生營試教，並辦理試教教師培訓 試教教師經驗分享營及學生營
隊，根據試教教師執行情形及學生反應意見，據以進行教材
滾動修訂，預計103年12月完成教材研發，以利進行後續之
推廣運用推廣運用。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八)
2 教材之系列課程涵蓋大學四年重要生涯發展任務2.教材之系列課程涵蓋大學四年重要生涯發展任務
，整體課程兼顧客觀理解與主觀統整，除搭配生涯
資訊系統及實際生涯故事，更進一步透過各種體驗資訊系統及實際生涯故事 更進一步透過各種體驗
性活動、小組討論分享、個人統整練習，幫助學生
統整出個人獨特的自我認同與生涯夢想，以及用以
落實認同和夢想的方法與風格。

3.本教材包含「生涯信念風格」、「自我探索」、」 」
「職涯探索」、「學涯發展」、「學職轉換」、「
生涯籌劃」及「回顧展望」等7項主題、25單元。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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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九)
(二)編撰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二)編撰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

1.編撰目的

本計畫之生涯輔導人員以廣義角度視之，係指大本計畫之生涯輔導人員以廣義角度視之，係指大
專校院中的學務主管、生涯輔導/職涯輔導/就業輔
導/諮商輔導單位主管、就業/職輔人員、諮商心理
師、實習課程主管或授課教師，以及職涯導師等協
助生涯輔導工作推動者。因此，本手冊係以前述人
員為閱讀對象，希望藉此手冊提供不同角色者在員為閱讀對象，希望藉此手冊提供不同角色者在
「以學生為主體」之生涯輔導工作推動上，可發揮
的功能以及做法之思考，並能帶動系統合作、善用的功能以及做法之思考 並能帶動系統合作 善用
校內外及政府資源，共同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
作。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十)
2 為使生涯輔導工作推動更順暢，編撰工作參考手2.為使生涯輔導工作推動更順暢，編撰工作參考手
冊提供各校參考，進而使學生獲益。希望藉此手冊
提供不同角色者在「以學生為主體」之生涯輔導工提供不同角色者在 以學生為主體」之生涯輔導工
作推動上發揮功能，並能鼓勵各校善用校內外及政
府資源，共同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

3.手冊包含(1)大專學生生涯發展與其所需生涯服務、
(2)推動生涯工作的行政合作與資源運用、(3)各類( ) ( )
生涯服務人員工作任務及角色、(4)生涯發展課程、
(5)生涯輔導活動、(6)結合學生學習面向推動生涯
輔導、(7)政府與社會資源等7個章節。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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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十一)

(三)辦理生涯輔導相關研究：103年辦理大專校(三)辦理生涯輔導相關研究：103年辦理大專校
院職涯輔導單位現況與需求研究案(進行中)

1 內容：盤點目前大專校院職涯輔導相關單位的組1.內容：盤點目前大專校院職涯輔導相關單位的組
織、人力、經費、工作狀況等，以及職涯輔導單位
對於學生所提供之服務、資源整合、人員培訓、職對於學生所提供之服務、資源整合、人員培訓、職
涯資訊、及未來發展需求等現況，佐以職涯輔導專
家學者的專業及工作人員實務見解，提供學校及政家學者的專業及工作人員實務見解 提供學校及政
府規劃政策之參考建議。

2 研究方式：透過文獻探討、焦點團體、深度訪談、2.研究方式：透過文獻探討 焦點團體 深度訪談
問卷調查、滾動式共識會議等方式進行。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十二)

(四)104年起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方向(四)104年起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方向

1.研究發現：103年本署研究發現職涯輔導單位人員
為兼任 異動情形頻繁，且業務推動困難原因當中為兼任、異動情形頻繁，且業務推動困難原因當中
，人力不足仍為主要原因，對於職涯資源缺乏整合
與連結亦為原因之一。與連結亦為原因之一。

2.理念：生涯輔導不僅止於生涯/職涯輔導單位的業
務，係需要全校動員，各單位發揮其功能共同推動務，係需要全校動員，各單位發揮其功能共同推動
。另由開設生涯輔導課程，教學中導入生涯輔導，
更能落實生涯輔導工作。更能落實生涯輔導工作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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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來工作重點--延續運用103年本署研發之成果

叁、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重點業務(十三)
3.未來工作重點--延續運用103年本署研發之成果

運用103年研發完成之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及
生涯輔導操作手冊，作為104年業務推動之基礎。生涯輔導操作手冊，作為104年業務推動之基礎。
鼓勵教師及生涯輔導人員於校內課程或活動推動生
涯輔導工作、鼓勵各校全校動員，各單位合作及整涯輔導工作 鼓勵各校全校動員 各單位合作及整
合校內外資源推動生涯輔導工作，以強化生涯輔導
效能。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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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編撰說明 

※主講人：陳斐娟副教授 

講師介紹： 

現職：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學歷：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博士 

研究專長：諮商輔導、生涯規劃、教育心理學 

 

※主講人：劉淑慧教授 

講師介紹： 

現職：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學歷：美國普度大學諮商教育博士 

研究專長：生涯輔導與諮商、生涯資訊與輔導系統、研究典範與方法、

超個人心理學與諮商、現象學心理學、敘事心理學 

 

※主講人：吳淑禎副教授 

講師介紹： 

現職：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副教授兼就業輔導組長 

學歷：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諮商心理與輔導博士 

研究專長：師資培育、輔導與諮商、學習與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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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說明及試教分享 

 

主講人：劉淑慧教授 

講師介紹： 

現職：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學歷：美國普度大學諮商教育博士 

研究專長：生涯輔導與諮商、生涯資訊與輔導系統、研究典範與方法、

超個人心理學與諮商、現象學心理學、敘事心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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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交流分享會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交流分享會

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簡介
整體課程架構與應用整體課程架構與應用

生涯理念
自我探索
生涯籌劃生涯籌劃

總計畫主持人：何希慧、劉孟奇、劉淑慧、辛宜津總計畫主持人：何希慧 劉孟奇 劉淑慧 辛宜津
口頭報告人：劉淑慧
時間：2014年12月16日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報告主題報告主題

大學生的生涯素養與生涯發展任務

整體課程架構與應用

生涯理念：生涯觀 & 持續調整

自我發展：生涯願景 & 未來學創意自我發展：生涯願景 & 未來學創意

生涯籌劃：籌劃策略 & 生涯韌性

本套教材之參考資料：
何希慧 劉孟奇 劉淑慧 辛宜津（2013 10 2015 9） 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與試行計• 何希慧、劉孟奇、劉淑慧、辛宜津（2013.10-2015.9）。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與試行計
畫：課程說明。教育部委託之計畫，未出版。

• 楊弘敦、劉孟奇、劉淑慧、王思峰（2013.10-2015.9）。全國性平臺─大鵬網職涯發展平臺計
畫，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計畫書，未出版。畫，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計畫書，未出版。

• 華人生涯研究中心編（工作中）。大專生涯發展教材。教育部獎勵彰化師範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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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於未來職涯的煩惱
五不二缺一沒有

大學生對於未來職涯的煩惱

• 五不
不瞭解自我

• 二缺
缺乏工作世界的資訊– 不瞭解自我

– 不瞭解現實世界的運作
與要求

– 缺乏工作世界的資訊
– 缺乏 動機與主動探索

沒有與要求
– 不清楚所學專業與未來

發展關係

• 一沒有
– 對所學專業沒興趣

結
發展關係

– 不知如何處理理想與現
實衝突

• 結果
– 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茫然

– 不知如何做決定 – 學用落差

資料來源：鍾思嘉(2008)。大學生的生涯諮商手冊。臺北：心理

人間異語：借錢讀大學 真不值 2012年8月28日

他們憑什麼？
人間異語：借錢讀大學 真不值 2012年8月28日

Q︰為了讀大學，你欠下多少錢？
A：我在單親家庭成長，爸在一場車禍去世，剩下媽獨力照顧我們兄妹。她白天在我在單親家庭成長 爸在 場車禍去世 剩下媽獨力照顧我們兄妹 她白天在
餐廳做洗碗工，晚上又到辦公大樓做清潔，每天辛勞只賺到2萬多塊，勉強應付全
家基本開銷。
幸好大伯對我們很好，除了常拿錢接濟我們，還替我們兄妹付學費，從國小一直
幫助到高中，後來我考上大學的設計系，雖然很想去讀，但很掙扎，因為是私立
學校，光一學期學費就要5萬多塊，家裡經濟不好，根本負擔不起，我們又不想增
加大伯的負擔。
但媽很支持我，認為有學歷出來工作比較好找，不像她什麼都不會，只能靠出賣
勞力，永遠做 低層職位。由於學費太貴，沒辦法一次繳清，為減輕家裡壓力，
我去辦學貸，4年下來共借了50萬。
Q 後來怎麼會轉做保全？Q︰後來怎麼會轉做保全？
A：讀大學這幾年，我一直預期畢業後，能找份薪水不錯的工作，在職場上有發展，
把欠債還清，然後存錢買房子，讓媽過些好日子。但出社會後才發現，原來我太
天真 太樂觀 畢業沒多久我去當兵 退伍後跑到台北找工作 可是四處碰壁天真、太樂觀。畢業沒多久我去當兵，退伍後跑到台北找工作，可是四處碰壁，
失業找了半年多，好不容易找到廣告設計的工作，起薪才1萬8，每天固定上8小
時班，但經常加班到晚上，還沒有加班費。我想自己剛出社會，沒經驗又沒作品，
好歹也算有份頭路 於是蒙著頭乖乖做。半年後老闆替我加薪到2萬塊 當時房租好歹也算有份頭路，於是蒙著頭乖乖做。半年後老闆替我加薪到2萬塊，當時房租
6千，水電約3百，加上還學貸5千多塊，每月生活費剩不到1萬，又要吃又要交通，
別說存錢，想拿點錢回家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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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憑什麼？
每天上班忙得要死要活，有時候急著趕件做到沒日沒夜，辛苦上班可是領沒多少，
熬了3年薪水才調到2萬5，租金、物價都在漲，平常開銷加上還學貸，錢始終不
夠用。加上公司一堆老人不肯離開，想升職很難，沒什麼發展空間。花了3年青春，夠用 加上公司 堆老人不肯離開 想升職很難 沒什麼發展空間 花了3年青春
換來多5千塊薪水，我決定離職。
本來考慮回台中老家找工作，起碼住家裡能省錢，可是中部職缺不多，薪水也沒
比較好，只好繼續留在台北。

30歲還背30萬債務
失業這段時間我靠接案補荷包，期間找很多工作，就算我有些經驗，起薪也才2萬
多塊，1年來始終找不到穩定工作，學貸雖已辦緩繳，但一直欠錢心裡總不舒服。
某次翻開報紙，看見保全月薪3萬6，覺得薪水很不錯，雖然上12小時班，但月休
6天；而且保全這行越來越多年輕人做，工作內容簡單，純粹出賣勞力，比我從前
領 萬多塊 坐辦公室每天超時 作 有時候星期六 日還要加班來得好領2萬多塊，坐辦公室每天超時工作，有時候星期六、日還要加班來得好。

Q︰為了錢放棄理想值得嗎？
A 沒錢談什麼都是屁！我快30歲 還背著30萬債務 生活快被錢逼瘋 畢業這A：沒錢談什麼都是屁！我快30歲，還背著30萬債務，生活快被錢逼瘋，畢業這
麼久，賺不到錢，也沒讓媽的日子過好一點，覺得自己很沒用。當初根本不該借
這麼多錢讀大學，現在為還債壓力很大，感覺窮人似乎注定沒希望，現在我什麼
都不想 先把錢還掉再說都不想，先把錢還掉再說。

特約記者黃惜時採訪整理

生涯困頓來自看不到夢想的出路？生涯困頓來自看不到夢想的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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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異語 日子苦 也要苦得有夢想 2012年11月10日

他們憑什麼？
人間異語：日子苦 也要苦得有夢想 2012年11月10日

Q：為什麼大學念的好好的，要休學？
A：我念私立大學法文系 要念好法文 快的方法就是去當交換學生 可是這要花A：我念私立大學法文系，要念好法文 快的方法就是去當交換學生，可是這要花
很多錢。我媽媽在大同區的公園掃地賺錢，月薪才1萬5，不可能讓我這樣做，我
不想念4年法文，還講得很糟。所以暫時休學，準備明年轉學考國立大學夜間部，
學費比較便宜，而且我白天可以找個正式工作做。學費比較便宜，而且我白天可以找個正式工作做。

Q：過去兩年，妳讀私立大學的錢哪來？
A：因為是低收入戶，我每學期學費只要繳幾千塊，但是教科書跟生活開銷，我還A：因為是低收入戶 我每學期學費只要繳幾千塊 但是教科書跟生活開銷 我還
是得自己想辦法。我媽工作很不穩定，一年一聘，每年都不知道政府會不會繼續
聘用她，而且勞動條件也越來越不好，區公所 近跟他們說，明年3月要外包。我
從小學就擔心我媽會丟了這個工作，也一直看我媽被沉重的經濟壓力壓得喘不過從小學就擔心我媽會丟了這個 作 也 直看我媽被沉重的經濟壓力壓得喘不過
氣。這些壓力，從小就催著我要趕快長大，可以賺錢養我媽。

經濟壓力沒有未來
每天看我媽愁眉苦臉，我實在幫不上忙，我只能跟她說，我會把我自己顧好。我
大一下就去電影院打工賣票，從晚上6點做到12點，每小時102元；經常要做到半
夜兩點半，時薪加15元，多100元車馬費，每月我大概可以領一萬多元，勉強夠
我生活開銷跟讀書。可是工作這麼晚，我早上的課都沒辦法上，念得很辛苦。

他們憑什麼？
Q：妳想轉學考什麼科系？

A：我學校的同學大多沒有經濟壓力，可以自在的選課，參加社團，享受大學生活，A：我學校的同學大多沒有經濟壓力 可以自在的選課 參加社團 享受大學生活
我就沒有這樣的餘裕了，但是我也被磨得無所謂了。只是，我還是想要念點我有
興趣的東西，所以想考北藝大電影系，反正我白天去工作，晚上念這些書還蠻有
趣的，我想為自己保留一點夢想，否則生活都是壓力，我根本沒辦法想未來會是
怎樣。我只能先做自己想做的事，一步步慢慢來，才有辦法繼續走下去。當然我
也怕我考不上，所以也會去考企管系，為自己留條後路。

Q：現在比較快樂的事是什麼？

A：我有個很好的男朋友，他已經畢業，在父親的公司工作，對我很好。他曾問我，
經濟有沒有壓力 我都說沒有 因為我不想靠男人 他曾說他養我沒有問題 但經濟有沒有壓力？我都說沒有。因為我不想靠男人。他曾說他養我沒有問題，但
我還有我媽，我媽是我的責任，我不可能讓他來背負。不過他能這樣想，我就很
高興了。
而且誰知道以後會怎麼樣？所以我 定要有 份穩定工作 可以養我跟我媽 我而且誰知道以後會怎麼樣？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份穩定工作，可以養我跟我媽。我
媽是緬甸華僑，比較晚生我，我爸在我國小時就因為工作意外過世了。我媽不會
寫中文，很多事都沒辦法做，多虧她堅強，才能熬到現在。可是她56歲了，如果
現在真的丟了掃地這份工作 大概只能去幫人洗碗 而我的計劃可能也要改了現在真的丟了掃地這份工作，大概只能去幫人洗碗，而我的計劃可能也要改了。
我一定要趕快工作。

記者陳玉梅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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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圓滿來自心懷夢想、腳踏實地！生涯圓滿來自心懷夢想、腳踏實地！

9

他們憑什麼？

• 放牛班的他 考上6個研究所榜首
• 交大電機與控制工程研究所碩士生林育宗曾是國中放牛班

學生，本來只想當個水電工，但因在技藝班玩電玩出興趣
路從高職、二專讀到龍華科技大學 去年更考上台大，一路從高職、二專讀到龍華科技大學，去年更考上台大

電機等九所大學相關研究所，有六校還是榜首。
• 對於其他讀技職的學生，林育宗靦腆的說，只要找到興趣• 對於其他讀技職的學生，林育宗靦腆的說，只要找到興趣

，永不放棄，放牛班的孩子一樣可以出頭天。研究所考試
已到緊鑼密鼓階段，因大學文憑越來越不值錢，連技職校
院畢業生都爭相考研究所，但念私立科技大學，卻能同時
考上台大、交大、成大等明星大學研究所的如鳳毛麟角。
林育宗因英語等基礎學科比較弱 說自己「名不副實林育宗因英語等基礎學科比較弱，說自己「名不副實」，
程度比交大同學差，但他求學歷程的曲折，同學可就比不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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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夢想需要……

志趣熱情
才幹優勢

掌控力
執行力執行力
建構力建構力
開放力
生命力生命力

11

解決問題的關鍵：練習逐夢解決問題的關鍵：練習逐夢

教育特刊採訪後記 到底要活到幾歲 你才覺得• 教育特刊採訪後記：到底要活到幾歲，你才覺得
我夠資格掌握自己的人生？
– 天下雜誌，2014-11-27 Web only

– 作者：李立心
http://www cw com tw/article/article action?id=5062707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2707

• 從美國返台後沒多久，就看到「台大選課要經導師同意」從美國返台後沒多久 就看到 台大選課要經導師同意」
的新聞，心裡有些錯愕，更令人詫異的校方新增規定的原
因，竟然是因為師長認為「學生常常會做出不成熟的決定
」。我不禁想問，「師長們，為什麼你們就是不肯相信自
己挑選進來的學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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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力：在逐夢練習中掌握自己的人生生命力：在逐夢練習中掌握自己的人生

• 史丹佛的校訓「讓自由之風勁吹」不斷在腦中迴盪。當台
大師長擔心學生「念A系卻統統選B系的課、選課和未來
研究主題無關」，史丹佛鼓勵學生跨界、多方嘗試，選課
衝堂也沒關係 就連休學都很便利。化工系學生李婉蓉笑衝堂也沒關係，就連休學都很便利。化工系學生李婉蓉笑
著說，自己大一學期結束後，決定休學，休學流程只花了
五分鐘。一年後，李婉蓉回到學校，在休學期間發現自己五分鐘 年後 李婉蓉回到學校 在休學期間發現自己
喜歡機器人科學的她，開始修習相關課程、組團隊做「卡
丁車」，還得到學校一千五百美元的補助。

• 這樣的信任，造就了多少個奇蹟？加上史丹佛雖然放手（
讓學生自由選擇），卻不放生（讓學生自生自滅），只要
學生肯努力 夠積極 就會提供各種協助 從強而有力的學生肯努力、夠積極，就會提供各種協助，從強而有力的
校友群到業師網，資源多得令人難以想像，這種「放手不
放生」的做法，讓無數個專案從課堂到產品，再逐漸長成放生」的做法，讓無數個專案從課堂到產品，再逐漸長成
企業。

生命力：練習逐夢掌握自己的人生生命力：練習逐夢掌握自己的人生
• 台灣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在無比安全的環境中成

長 國中準備考高中 高中準備考大學 有幾個長，國中準備考高中、高中準備考大學，有幾個
人真正為自己活過？真正有時間思考自己能做些
什麼？別人在練習失敗 練習逐夢 我們卻在師什麼？別人在練習失敗、練習逐夢，我們卻在師
長的保護傘和社會的框架下，看不清失敗的模樣

更看不到夢想的輪廓，更看不到夢想的輪廓。
• 終有一天年輕人得為自己做選擇，並且承擔結果

18歲了 比起增加規則 學生更需要的或許是。18歲了，比起增加規則，學生更需要的或許是
好好把握這 後的機會、在安全的校園裡，練習
掌握自己的人生 學習承擔 才能找到顛覆的可掌握自己的人生、學習承擔，才能找到顛覆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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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資訊時代的
產職業變化趨勢產職業變化趨勢

資訊爆炸的時代資訊爆炸的時代

• 資訊十倍速爆炸成長以及資訊科技擅場的時代：• 資訊十倍速爆炸成長以及資訊科技擅場的時代：

據估計，2006年全球製造出1.5 X 1018 Byte新資訊，比人y
類過去5000年所製造的還要多。
每個月Google必須處理27億次搜尋。
新的科技知識大約每兩年成長一倍。
預估2023年售價1000美元的電腦就可超越一個人的大腦
運算能力。
預估2049年售價1000美元的電腦就可超越全球所有人類
大腦運算能力總和。

十倍速爆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SjSU7sDwo&index=3&list=PL2EB377B7F44906FC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88



資訊時代的產職業變化趨勢資訊時代的產職業變化趨勢

• 臺灣勞動部統計：• 臺灣勞動部統計：

台灣過去十年台灣過去十年，
中階主管薪資平均增兩萬元，但職位共減少近十七萬個，
基層主管人數大增廿七萬人 但平均薪資減少五千元。基層主管人數大增廿七萬人，但平均薪資減少五千元。

未來會產生更多跨國公司或是人力外包的模式未來會產生更多跨國公司或是人力外包的模式，
需要大量的跨語言、跨文化、全球化人才。

自由時報，2014.10.30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25756l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資訊時代的產職業變化趨勢資訊時代的產職業變化趨勢

• ＳＨＲＭ與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的「工作與工作者• ＳＨＲＭ與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的「工作與工作者
的演化」研究報告：
預估2033年全球有六種行業 包括電話行銷人員 會計預估2033年全球有六種行業，包括電話行銷人員、會計
稽核人員、零售業銷售人員、房屋仲介經紀人、專業操作
手冊翻譯員、文字打字員等，將因人工智慧的來臨，消失手冊翻譯員 文字打字員等 將因人工智慧的來臨 消失
比例超過八成。

陳超明教授。自由時報，2014.10.30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25756l

• 美國前教育部長Richard Riley認為：
年 需要的 種 作2010年 需要的10種工作

2004年還不存在
十倍速爆炸十倍速爆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SjSU7sDwo&index=3&list=PL2EB377B7F44906FC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89



適應未來世界的教育適應未來世界的教育
• 教育工作者的根本挑戰：

用過去的知識
教導現在的學生
畢業後投入現在還不存在的工作
使用根本還沒發明的科技
解決現在無法想像的問題

十倍速爆炸
https://www youtube com/watch?v=fmSjSU7sDwo&index=3&list=PL2EB377B7F44906FC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fmSjSU7sDwo&index 3&list PL2EB377B7F44906FC

• 教育工作者的根本任務：
不只要：傳授既有知識
更需要：啟發多樣性、激發活力、支持創造力

Ken Robinson says schools kill creativ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spZICNJ3I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人才培育白皮書》《人才培育白皮書》

教育部 六項關鍵能力• 教育部（ 2012 ） 六項關鍵能力：
(1)全球移動力
(2)就業力
(3)創新力(3)創新力
(4)跨域力
(5)資訊力(5)資訊力
(6)公民力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90



未來世界需要的教育未來世界需要的教育

教導學生做自己的教育部長• 教導學生做自己的教育部長
– 每個學生都獨一無二，不能仰賴完美的教育體制為每

位學生打造「 適合他的未來位學生打造「 適合他的未來」
– 教育部長無法照顧每個學生，校長老師受限於制度，

家長受限於資源 學生不能閉著眼睛找到美好人生家長受限於資源，學生不能閉著眼睛找到美好人生
– 興趣與熱情無可或缺，現實與環境必須考慮，學生需

要善用新科技、新資源找到方向要善用新科技、新資源找到方向
– 抗議與抱怨不能改變現狀，憤怒與焦慮圖傷自己，改

變要靠自己創造新事實變要靠自己創造新事實

做自己的教育部長--接軌未來人生的自主學習，謝宇程著，天下文化出版。做自 的教育部長 接軌未來人 的自 學習 謝宇程著 天下文化出版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

哈佛面試官 台灣要發光 先改變媽寶社會• 哈佛面試官：台灣要發光 先改變媽寶社會
– 天下雜誌 550期 2014-06-25 作者：李雪莉

http://www cw com tw/article/article action?id=5059108&page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9108&page
=2

• 教出不怕失敗的一代教出不怕失敗的 代
– 天下雜誌 561期 2014-11-26 作者：林倖妃‧李雪莉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2603

• 彭于晏：拚了命，鍛鍊一顆強大的決心
– 天下雜誌 561期 2014-11-26 作者：馬岳琳採訪整理

http://www cw com tw/article/article action?id 5062609&et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2609&et
urec=1

91



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

何大 做「必須 做的事 人生才可更上層樓• 何大一：做「必須」做的事，人生才可更上層樓
– 天下雜誌 2014-11-27 Web only 作者：黃惠鈴

http://www cw com tw/article/article action?id=5062704&pa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2704&pa
ge=1

• 走進矽谷／向刻板與體制說不
– 天下雜誌 561期 2014-11-26 作者：李雪莉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2608&page

1=1

• 芬蘭式裁員：看看 Nokia 如何照顧待走路員
– 天下雜誌 2014-02-06 Web only 作者：藍弋丰/科技新報天下雜誌 2014-02-06 Web only 作者：藍弋丰/科技新報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2603

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

趁著年輕去闖蕩獨立經驗

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

• 趁著年輕去闖蕩獨立經驗
• 二十幾年面試官的經驗，可以看到台灣學生是相當不同的。履歷有一

些很容易了解的方法 般台灣學生暑假很少實習或工作 這很明顯些很容易了解的方法，一般台灣學生暑假很少實習或工作，這很明顯
，因為他們第一份正式工作是二十三歲才開始。

• 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很多是離鄉背井到外省求學，一定有出外的經歷。
大陸這麼大，需要忍受一些辛苦的過程。如果大陸學生暑假沒有上班
的話，一般都會去上個暑期學校或者早一點申請研究所課程。中國人
比較注重學術，但不一定會有很多自己組織的團隊。比較注重學術 但不 定會有很多自己組織的團隊

• 而美國學生會非常驕傲，自己開了三家公司，一家賣掉了，兩家沒有
成功，他一定會這麼寫的，或者他在學校組織了兩個學生團體。對我
們來說這就是領導的經驗。們來說這就是領導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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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

認識自己 誠實 肯幹 冒險

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

• 認識自己：誠實、肯幹、冒險
• 不論學校或企業，頂尖人才，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價值觀，是否誠實、

肯幹 冒險肯幹、冒險。

• 美國人二十一歲一般都比中港台同齡者成熟，對自己的了解也比較深
，但這並不表示說台灣學生的潛力不足，而是人格的發展上，台灣年
輕人踏出去的腳步比較慢。

• 台灣年輕人喜歡讀研究所、晚入職場，所以很慢才感受到美國高中畢
業生的心情：那是第一次要了解不在家的時候，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業生的心情：那是第 次要了解不在家的時候 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在社會要扮演什麼角色？想參加什麼團體？人生怎麼過不會浪費？

• 父母都希望小孩子有一個certain future（確定的未來），但現在最需
要的人格特質是要有冒險精神 因為世界改變太快要的人格特質是要有冒險精神，因為世界改變太快。

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

發掘熱誠跟興趣 夢想美好的未來

解決問題的關鍵：勇敢逐夢

• 發掘熱誠跟興趣：夢想美好的未來
• 面試時，除了人格特質、專業技巧，我們也重視熱誠跟興趣。這一點

在台灣也是很被壓抑的，在台灣也是很被壓抑的。

• 台灣年輕人經常受困於：起薪不高，又不滿足；既不想留在台灣，又
不知要去哪裡，或是職場上不夠有企圖。年輕人不一定要找薪水最高
的，但要能建造一個更美麗、更美好的未來；我覺得下一代要有正確
的觀念，要做負責任的公民、有企圖心的領導人。

• 我見到香港、大陸、美國的年輕人，都很想做領導者。但台灣卻普遍我見到香港 大陸 美國的年輕人 都很想做領導者 但台灣卻普遍
想當追隨著。

• 台灣是個老化的社會，年輕人已經很少了，我們既不鼓勵他們要step 
（站出來） 他們就坐在後座 住在家裡 也不生小孩 這活力會up（站出來），他們就坐在後座，住在家裡，也不生小孩，這活力會

一直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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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

培養學生畢業後從事現在還不存在的工作• 培養學生畢業後從事現在還不存在的工作
• 如今工作的內容已經愈來愈不同，尤其美國勞工部調查，

目前在學學生畢業後 有六五 要做的是現在還不存在的目前在學學生畢業後，有六五％要做的是現在還不存在的
工作。
全世界的教育正面臨天翻地覆的改變 改變的強風由美國• 全世界的教育正面臨天翻地覆的改變。改變的強風由美國
東、西兩岸刮起，旋風的威力也已掃向台灣。面對快速改
變、混沌未明的未來，人才的定義已由「知識工作者」移變 混沌未明的未來 人才的定義已由 知識工作者」移
向「智慧創做者」，不僅能動腦，也要能動手；不只有專
業，更要跨領域、重團隊、能實作、有熱情，還要鍛鍊一
顆無懼失敗的心。台灣的產、官、學，家長和年輕人，要
如何應變？

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

未來的世代需要「智慧創做者• 未來的世代需要「智慧創做者」
• 創新是下一個盛事，或者，至少是下一個流行詞。Google執行董事

長施密特（Eric Schmidt）在他 新出版的新書《Google模式》 如長施密特（Eric Schmidt）在他 新出版的新書《Google模式》，如
此宣告一個「創新時代」即將到來。根據《華爾街日報》的統計，單
單二○一一年，「創新」（innovation）一詞出現在美國企業和年報
上 總計超過三萬三千五百次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遍運用 企業和媒上，總計超過三萬三千五百次。隨著網際網路的普遍運用，企業和媒
體不惜用各式各樣的語彙來烘托創新的重要。

• 什麼是創新？根據《Google模式》一書的定義，就是符合使用者需g
要，「產出及執行新奇且實用的點子。」創新時代到來，人才的定義
也不同了。施密特以「智慧創做者」（smart creatives）來稱呼新一
波人才。他們不被工作侷限，也不願被職位所定義的角色綁架：他們波人才 他們不被工作侷限 也不願被職位所定義的角色綁架：他們
不逃避冒險、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更是具備多面向、多元才能的人
才。他們有旺盛的精力，對人充滿無所不在的好奇心和熱情，更重要
的是在他們心中 沒有「不可能 三個字。這和社會普遍認知的「人的是在他們心中，沒有 不可能」三個字。這和社會普遍認知的 人
才」有非常大的差距。過去對工作的要求是準時上下班、需要英文、
數學、理工等知識或專長，需要熟練以達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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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

智慧創做者 新知識「學習者 實作者 溝通者• 智慧創做者＝新知識「學習者+實作者+溝通者」
• 「台灣需要另一種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年輕人，才足以應

對未來虛擬世界的競爭 用顛覆傳統的教學方法 讓全對未來虛擬世界的競爭，」用顛覆傳統的教學方法，讓全
球兩萬個學生搶著上機率與統計課程，台灣大學電機系副
教授葉丙成體認到現實的需求。他認為，台灣未來至少需教授葉丙成體認到現實的需求。他認為，台灣未來至少需
要五％的年輕人，能夠在新技術一出來就很快學會、掌握
，進而發展出商業模式，也就是學習者（learner）。為發展 業模式 就 （ ） 為
了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孩子不僅要培養成實作者（doer）
，從小訓練解決問題、設計、實作能力，還得是個成功的
溝通者（ i ） 要有論述 行銷 溝通和表溝通者（communicator），要有論述、行銷、溝通和表
達能力。學習者、實作者、溝通者，才是台灣下個世代所
需要的創新領袖人才。需要的創新領袖人才。

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

創新人才更需要 「面對失敗 的勇氣• 創新人才更需要：「面對失敗」的勇氣
• 「創新教育就是失敗教育，」台大策略管理名師、國際企

業系教授李吉仁指出 如果害怕失敗 就別想創新 美國業系教授李吉仁指出，如果害怕失敗，就別想創新。美國
前勞工部長，也是首位進入聯邦政府內閣的華裔部長趙小
蘭，十一月底在交通大學的演講，即勉勵台下學子，必須蘭，十 月底在交通大學的演講，即勉勵台下學子，必須
培養雙語能力及國際觀，但她更進一步強調，「不要害怕
犯錯，因為每一次的挫折都能讓你成長，」她說。錯 為每 次 能讓你成長 」她說

• 企業內部更需要給予空間犯錯和表達想法的環境，「否則
只會將吸收到的一等一人才，變成聽從指示的『機器人』
，」台大管理學院院長郭瑞祥認為，失敗是創新很重要的
一環，早點失敗，是要避免往後付出巨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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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

智慧創做者的源頭活水 跨領域知識運用• 智慧創做者的源頭活水：跨領域知識運用
• 單一知識已無法應付所需，而是愈來愈趨向跨領域結合。

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張瑞雄舉例說 在非洲國家辛巴威 首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張瑞雄舉例說，在非洲國家辛巴威，首
都要蓋大樓，全世界建築師都來參加競圖，結果入選的是
仿效非洲白蟻蟻窩的設計圖。因為當地白天熱、晚上冷，仿效非洲白蟻蟻窩的設計圖。因為當地白天熱、晚上冷，
而白蟻的窩卻是恆溫，蓋出來的建築白天將熱氣排掉，晚
上又可以保暖。這些絕不是光懂建築或設計知識的人可以又 以保 這 不 光 建 設 知 以
勝任。

• 同樣地，現在有愈來愈多因應現實而生的跨領域學科，如
財金法律，需要對金融、財務和法律等各專業融會貫通。
「以前的分科科學已經瀕臨死亡，」張瑞雄說，企業需要
的是跨領域的Ｔ型甚至是 型人才 除了要深 也要廣的是跨領域的Ｔ型甚至是π型人才，除了要深、也要廣。
不只有一個專業，甚至要兩個專業以上。

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

無 限教育 走出專業和舒適圈• 無界限教育：走出專業和舒適圈
• 歐林打破科系的界限，全校不分系，只有工學院，強調的

是跨領域、跨學科，因為他們認為要培養卓越的工程師，
除了專業工程領域之外，還要懂企管商業、懂人文藝術社
會 才能將專業知識轉化為有商業價值 對人類社會有貢會，才能將專業知識轉化為有商業價值，對人類社會有貢
獻。

• 在台灣 從高中到大學院校也開始掀起創新教育風潮 培• 在台灣，從高中到大學院校也開始掀起創新教育風潮，培
養具有「創業家精神」以及創新思惟的「智慧創做者」。
葉丙成更透過籌募教育基金會，企圖打造「無界學校」，葉丙成更透過籌募教育基 會 企圖打造 無界學校」
只要有二十個孩子申請自學通過，願意加入體系就可以成
班，由基金會派駐老師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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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開放力：教出不怕失敗的一代

• 擺脫說教讓學生從「做中學 激發潛能• 擺脫說教讓學生從「做中學」激發潛能
• 政大新聞系畢業的黃柏舜畢業工作一段時間後，到華頓商

學院就讀ＭＢＡ。他印象 深刻的是一門領導力的課程。學院就讀ＭＢＡ。他印象 深刻的是一門領導力的課程。
那門課裡，要學習企業的運作，學生抽籤扮演總裁、財務
長等角色，要在很短時間內了解成員的優劣勢，並用電腦長等角色 要在很短時間內了解成員的優劣勢 並用電腦
模擬情境，每三十分鐘團員要做出一個決策。

• 在另一個領導課程中，成員在海上待了五天，十幾人坐在
比獨木舟大一點的船上生活，每人負責一項職務，每兩個
小時交換工作，在這過程中，他們學習成為領導、建立默
契和補位 從各種小細節確認自己 也認清他人契和補位、從各種小細節確認自己，也認清他人。

• 「在台灣，很少教我們成為領袖，但在這裡，我知道要督
促自己成為領袖 因為外國的環境強調領導力 而且沒有促自己成為領袖，因為外國的環境強調領導力，而且沒有
人是理所當然地應該幫助你，」黃柏舜目前在Google擔
任商業分析師。

開放力：向刻板與體制說不開放力：向刻板與體制說不

強調草根 顛覆權威• 強調草根、顛覆權威
• 「十年前從史丹佛輟學的荷姆斯（Elizabeth Holmes，被

伯 ） 滴血 多喻為醫學界賈伯斯）用一滴血測出五百多種項目，目前公
司市值超過九十億美元，才二十七歲，就革新了血液檢測
市場， 鄭志凱認為，台灣得改變長老式管理文化，接受市場，」鄭志凱認為，台灣得改變長老式管理文化，接受
新想法、新做法，才能讓產業活絡，讓下一代看到希望。

• 以app連結乘客和司機的Uber（優步），就源自舊金山。以app連結乘客和司機的Uber（優步），就源自舊金山
五年不到，已遍及四十六個國家、超過兩百個城市。進到
Uber總部，裡頭沒有任何阻隔，甚至還有個太空艙式的工
作環境。有人瑜珈式盤腿，腿上放著電腦、戴著耳機，有
人脫著鞋躺在大沙發上，旁若無人地工作。在這兒，員工
們的自在寫在身體和臉上們的自在寫在身體和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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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力：向刻板與體制說不開放力：向刻板與體制說不

骨子裡的自由和合作精神• 骨子裡的自由和合作精神
• 台大材料系畢業的李宗翰剛進到Uber三個月，擔任軟體工程師，他也

是總部員工裡的第二位台灣人。他說這裡讓他印象深刻的是 每兩週是總部員工裡的第二位台灣人。他說這裡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每兩週
的全體大會裡，大家可以開口向CEO提問；而同仁如果有想法，也可
以馬上到老闆的座位討論。除了強調自由度，灣區重視的合作精神，
更與東岸華爾街的彼此嗜血競爭不同更與東岸華爾街的彼此嗜血競爭不同。

• 在Uber樓上，一家新型的電子交易公司Square也正快速竄起。成大
工業設計系、待過華碩的陳衍良是Square少數的台灣員工之一。在q
Square，任何大小會議，會議的結論會送到每位員工的信箱裡，「不
分享會造成很多的內耗，而分享訊息會鼓勵想法的刺激，讓我們學習
用三六○度看事情，」陳衍良說。用三六○度看事情 」陳衍良說

• 而每季一週或三天自由的「駭客松」（hackathon，程式設計馬拉松
），鼓勵員工跨部門組隊、提案，像做科展一樣，提案成功者可以吃

頓百元美元的大餐一頓百元美元的大餐。

信念決定未來信念決定未來

什麼是成功的方程式？如何得到幸運之神眷顧？發明「雞尾酒療法 的什麼是成功的方程式？如何得到幸運之神眷顧？發明「雞尾酒療法」的
愛滋病權威、中研院院士何大一博士，在NU SKIN大師趨勢論壇「信念
決定未來」，分享了10個重點：
1.天時地利，萬全準備
• 幸運之神會來找你，運氣來了，你要把握！

1981年 當我還是住院醫師時 有 天碰到 個男病人喘不過氣 檢• 1981年，當我還是住院醫師時，有一天碰到一個男病人喘不過氣，檢
查後發現病人的肺、腦、消化器官等都有發炎狀況，顯示這個人的免
疫系統有問題。病人幾個禮拜死亡。後來又接連出現類似病例。這五
個案例有共同點：男同性戀、性接觸史等。我們將這五個特殊案例通
報CDC（美國疾管局），後來成為全球第一份愛滋病報告。

• 運氣的確在科學研究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沒有碰到這五個案例，我大運氣的確在科學研究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沒有碰到這五個案例 我大
概不會投入愛滋病研究。我當時對感染領域有興趣，又遇上案例，這
就是天時。幸運之神會來找你，我建議你要把握，看到你的機會，善
用機會。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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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念決定未來信念決定未來

2 勇氣 信念 勇於冒險2.勇氣、信念、勇於冒險
• 相較於現在愛滋病廣為人知，研究者眾，1981年，人類還不知道HIV

病毒，我一開始要研究，大家都覺得我賭上研究生涯，長輩都說不要病毒 我 開始要研究 大家都覺得我賭 研究 涯 長輩都說不要
冒風險。我當時雖然年輕，但知道發現是新事物，會破壞免疫系統，
不管旁人異見，堅持研究。

• 要對自己有信心 有信心才有勇氣 才有足夠信念堅持自己的理想。• 要對自己有信心，有信心才有勇氣，才有足夠信念堅持自己的理想。
我今天有如此成就，是深思熟慮，考量了風險，不是匹夫之勇。有信
念，縱使失敗的風險很大，也不要放棄。美國普林斯頓前校長說，過
度規避風險 後就是甘於平庸 而且沒有領導統御能力 與其裹足度規避風險， 後就是甘於平庸，而且沒有領導統御能力。與其裹足
不前，還不如放手一搏。

信念決定未來信念決定未來

3 保持好奇心3.保持好奇心
• 好奇心是科學家 需要的特質。當我們年輕時，一直都很好奇；但長

大了，我們就開始不問問題，愈來愈不想問，可能不想讓人發現自己大了 我們就開始不問問題 愈來愈不想問 可能不想讓人發現自
不懂吧。

• 但未知比已知多很多，不需要不好意思。
4 熱情4.熱情
• 科學研究過程充滿險阻，唯有熱情，才能支撐科學家度過挫折。
• 5 追求卓越，永不妥協5.追求卓越 永不妥協
• 我經常告誡實驗室的年輕同事，一定要下定決心，不能妥協做很糟糕

的實驗、寫很糟的論文。不要讓你差勁的一面，變成你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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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念決定未來信念決定未來

6 區分真理（t th）或教條（d ）6.區分真理（truth）或教條（dogma）

• 盲目相信權威，是找尋真理最大的敵人。在追求真理時，要懂得區分
什麼是真正的真理，什麼是教條。相信太多教條會箝制思想，很容易什麼是真正的真理 什麼是教條 相信太多教條會箝制思想 很容易
畫地自限。

7.解決問題的能力

不論是成功的科學家 或其他領域的成功人士 都有個共同特質 擁• 不論是成功的科學家，或其他領域的成功人士，都有個共同特質：擁
有非常好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 現在是數位時代，教育下一代不能還是死記死背，而應該教他們怎樣現在是數位時代 教育下 代不能還是死記死背 而應該教他們怎樣
明辨、融會貫通。

8.區分「可以」還是「必須」

面對人生抉擇 我們不應該想 這是能力所及 可以做的（ ld d• 面對人生抉擇，我們不應該想，這是能力所及、可以做的（could do
），而去做。這樣的態度會讓人原地踏步。做「必須」（should do
）做的事，才可以更上層樓。

信念決定未來信念決定未來

9 兼顧願景與行動9.兼顧願景與行動

• 我經常叮嚀年輕科學家，一方面要懂得規劃，一方面要執行，兼顧願
景與行動。景與行動

• 年輕科學家雖很認真，日以繼夜，但多數時候只是忙於做實驗，沒有
花時間沉澱，思索自己在做什麼。

同樣的原則也非常適用於數位化的年代 因為資訊量爆炸 人被動地• 同樣的原則也非常適用於數位化的年代，因為資訊量爆炸，人被動地
對資訊做出反應，逐漸失去主控權。

• 日本有句古諺：「光有願景而沒有行動，是場白日夢。光有行動沒有日本有句古諺 光有願景而沒有行動 是場白日夢 光有行動沒有
願景，是場惡夢。」

10.堅持信念

科學家的特質 定很有熱情 保持好奇 敢作敢為 做好準備 獨立• 科學家的特質一定很有熱情、保持好奇、敢作敢為、做好準備、獨立
思辯、謀定而後動、勤奮不懈、追求卓越、堅持信念。

• 這些不僅是成功科學家的特質，也是所有專業領域成功者的特質。這些不僅是成功科學家的特質 也是所有專業領域成功者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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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力：裁員也可以創造新資源開放力：裁員也可以創造新資源

就在裁員的決定 開始 N ki 從董事長到資深主管們 就開始規劃• 就在裁員的決定一開始，Nokia從董事長到資深主管們，就開始規劃
轉職銜接計畫（Bridge programme），他們認為，要對離職的員工
，做到職業道德上的 大照顧，而非只達到法律上的 低標準。

• 轉職銜接計畫適用於1 萬8,000 名 Nokia全球裁員員工，幫助他們找
到新的工作，包括為了幫助他們轉職到全新工作所提供的教育訓練，
以及如果員工打算創業，則協助他們成立新創事業。如電視錄影及分以及如果員工打算創業 則協助他們成立新創事業 如電視錄影及分
享 App，Tellyo 就得到 Nokia 投資 2 萬 5,000 歐元。

• 在芬蘭，轉職銜接計畫幫助了5,000名員工，並協助成立400 家新創
事業 許多 N ki 專業人員 產生無數新創事業 如開發 A 遊戲事業。許多 Nokia 專業人員，產生無數新創事業，如開發 App 遊戲
《部落戰爭》（Clash of Clans）的 Supercell，也是前 Nokia 員工
所創辦。

生命力：鍛鍊強大的決心生命力：鍛鍊強大的決心

出道十 年 彭于晏有幾部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像是 ○○九年最• 出道十二年，彭于晏有幾部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像是二○○九年最
賣座的國片《聽說》、一一年的《翻滾吧！阿信》，和近兩年的《寒
戰》、《激戰》。

• 為了拍電視劇《海豚愛上貓》，彭于晏通過了海豚訓練師的特訓；拍
《翻滾吧！阿信》，他每天練十二小時體操練了八個月，練到體脂率
六％，身材比專業選手還精實。六％，身材比專業選手還精實

• 拍《激戰》，他接受綜合格鬥和柔術等多種實戰的搏擊訓練；拍《黃
飛鴻之英雄有夢》，有九個月的時間，他從踢腿、拉筋、南拳練起，
每天和八個武行師傅對打每天和八個武行師傅對打。

• 「我看過彭于晏的《翻滾吧！阿信》，他原本不懂體操，卻能演得那
麼好，就知道他是有決心的人，」《黃飛鴻之英雄有夢》導演周顯揚麼好 就知道他是有決心的人 」《黃飛鴻之英雄有夢》導演周顯揚
認為。戲中演他師父的動作明星洪金寶也說，「彭于晏對每個鏡頭，
都是在對自己拚命，他是可以做到動作的動作演員。」

• 近年來的電影角色，幾乎讓人忘記彭于晏其實是「小清新 出身，出• 近年來的電影角色，幾乎讓人忘記彭于晏其實是「小清新」出身，出
道作品是台版偶像劇《愛情白皮書》裡的瞿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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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力：鍛鍊強大的決心生命力：鍛鍊強大的決心

我是單親家庭 我媽媽比較辛苦帶三個小孩 我演《愛情白皮書》的• 我是單親家庭，我媽媽比較辛苦帶三個小孩，我演《愛情白皮書》的
時候覺得好簡單、很輕鬆。後來發生合約糾紛，我開始認真思考我到
底是喜歡做明星，還是做演員。後來發現，我其實是真的很喜歡看電
影、喜歡表演、喜歡角色影響我的感覺，我就覺得我要把事情解決、
再為自己爭取一次。

• 我練體操、練拳擊、練武術，其實訓練的是我的內心，內心會變得強我練體操 練拳擊 練武術，其實訓練的是我的內心，內心會變得強
大，因為我體驗了運動員的辛苦。他們每天遇到的挫折、可能因受傷
再也不能比賽，相較之下，我的挫折又算什麼？

我再看我自己的時候 就覺得我很好 我有什麼好害怕？如果沒有人• 我再看我自己的時候，就覺得我很好，我有什麼好害怕？如果沒有人
找我拍戲，就表示演得不夠好，那就再努力，就是面對自己。沒有人
一定要給你戲拍，你要自己去爭取，不是大家都一定要給你機會，你
要創造自己的價值。

• 拍每部戲都有害怕的時候，但我都會告訴自己，至少我要成為這個角
色，告訴自己能做得到。因為沒有人會幫你做，都是要靠自己，只有色 告訴自己能做得到 因為沒有人會幫你做 都是要靠自己 只有
你自己知道你的方向在哪裡、你的夢想在哪裡。

資訊時代的資訊時代的
生涯發展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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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生涯發展趨勢資訊時代的生涯發展趨勢

• 美國勞工部調查顯示：• 美國勞工部調查顯示：
1/4工作者在目前工作單位的年資不超過一年
1/2工作者在目前工作單位的年資不超過五年1/2工作者在目前工作單位的年資不超過五年

• 美國勞工部推估：
2000年出生的學生將在38歲換第14個工作

• 交友網站MySpace在2006.9有16,000萬個註冊使
用者（堪稱全世界第11大國家）
美國2006年結婚的新人有1/8在網路上認識

十倍速爆炸
https://www youtube com/watch?v=fmSjSU7sDwo&index=3&list=PL2EB377B7F44906FC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SjSU7sDwo&index=3&list=PL2EB377B7F44906FC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過去的
線性線性

生涯發展

現在的循環式生涯發展歷程
生涯籌劃與發展-- 沒有終點

現在的循環式生涯發展歷程

只有 持續不斷的循環歷程

Richard St. John: Success is a continuous journey. http://www.ted.com/playlists/125/tv_special_ted_talks_educatio103



資訊時代所需的生涯觀資訊時代所需的生涯觀

業革命時代 選擇所愛 愛 所選• 工業革命時代：選擇所愛、愛己所選

• 正如高鐵一日生活圈改變了工作模式
網路科技與電子商務改變了職業結構

• 資訊革命時代：創造所愛、持續調整

生涯素養：發展生涯所需的基本能力

掌控力

生涯素養：發展生涯所需的基本能力

☆ 掌控力理性選擇目標與規劃實現行動☆

執行力付諸行動、承擔壓力以完成所願

建構力知道為何並統整出有意義的故事

開放力透過欣賞與嘗試開啟新的可能性★

生命力承擔抉擇的限制、自由與責任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04



釐清生涯願景釐清生涯願景 釐清生涯願景

拓展可能
釐清生涯願景

發現所是
掌
控

開
放

建立籌劃策略

開放體驗
建立籌劃策略

精挑掌控 安 享

控
力

放
力

開放體驗精挑掌控 安
穩

享
變 置身學校

廣博求知
置身學校

精專實用 穩 變

置身職場置身職場 置身職場

創新出路
置身職場

典型出路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整體課程架構整體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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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問

我們身在何處？
我們是誰？

我們往哪裡去？？

你選擇以什麼方式
活在這個世界之中

為何而活？
如何而活？如何而活？
活成什麼？

杜安˙艾爾金(Duane Elgin)（2014）。活宇宙：我們身在何處？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
（鄧伯宸譯，The living universe: where are we? Who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新北市：立緒文化（原書出版於2013）。

生涯發展本質：朝向生命家園的旅行

想往哪裡去
定向－熱情：

興趣+價值

定向 才幹

憑什麼去那裡
定向－才幹：

性向+知識+技能
將如何去那裡

定調：
生涯開展風格現在在哪裡

將如何去那裡

生涯開展風格
生涯開展力
學職涯信念

定位：
生涯抉擇狀態

現在在哪裡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生涯籌劃習慣
生涯抉擇狀態

圓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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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學生的階段性生涯發展任務

發掘志趣熱情 透過客觀心理評量與主觀生活經驗，觀察與反思個人特質傾向，據以發掘
志趣熱情。
掌握學習資源與方法 培養基本素養 博雅素養 學習創新力 職場軟實

建立才幹資產
掌握學習資源與方法，培養基本素養、博雅素養、學習創新力、職場軟實
力、專業硬實力等才幹資產，並發展出個人特色與優勢，據以作為實現生
涯願景的憑藉。
藉由搜尋與掌握多元的學習、工作與生活資源，發掘有助生涯發展（例如

掌握資源網絡
藉 搜 元 資 發掘有 涯發展（例如
帶來學習或工作機會）的各種機會與管道；以及藉由溝通、人際、政治、
組織等技能建立與維持有助生涯發展的人際網絡。

勾勒生涯願景 在教育或職業環境脈絡中，勾勒出呼應個人志趣熱情與才幹資產以及照顧
群體需求與福祉的生涯願景勾勒生涯願景 群體需求與福祉的生涯願景。

實踐理想生活 針對個人生涯願景，盤點個人才幹資產、資源網絡，應用個人生涯籌劃與
管理方法，勾勒出實際可行的實踐歷程，在大學校園中實際活出理想生活。

展現行銷自我 針對爭取學習、工作或生活相關機會的需要，儲備梳理個人經歷、展現個展現行銷自我 人特色優勢、爭取未來發展機會。

準備適應職場
針對未來適應職場的需要，瞭解與適應職場運作、職場潛規則以及工作角
色扮演，需要瞭解與適應的範圍包括執行工作任務所需才幹、職業道德與
職場倫理 工作相關法律規範與安全守則以及其他職場相關文化與規則職場倫理、工作相關法律規範與安全守則以及其他職場相關文化與規則。

持續建構調整
持續關注自己的生涯發展，應用個人生涯籌劃策略與管理方法來探索與實
踐自己的生涯願景，在此歷程中欣賞與享受各種預期和非預期的經驗，並
時時反思與調整生涯願景或生涯管理與實踐方法。

劉淑慧、陳斐娟、吳淑禎（送審中）。知識經濟時代的大專學生之學習目標與生涯發展任務。

教材編製理念善用系
所資源

實現個
人願景所資源 人願景

實現個人願景
從就讀系所出發，創造展
現個人獨特性的生涯發展

善用系所資源

正修團隊：
以 操 作 式 互 動

輔大團隊：
敏察與適應不

中山團隊：
能力資產組合

彰師團隊：
掌控力與開放以 操 作 式 互 動

學 習 提 升 就 業
力

敏察與適應不
同社會文化脈
絡

能力資產組合
式職涯專案管
理

掌控力與開放
心聯手共創個
人獨特生涯力 絡 理 人獨特生涯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07



終極課程目標：活出有更豐富可能性的未來

願景：想要 願景：能要 籌劃策略 存在意義願景：想要 願景：能要 籌劃策略 存在意義

志趣 才幹 生涯122 職涯3志趣
熱情

才幹
資產

生涯
理念

職涯
探索

啟動夢想 累積實力 活用策略 持續學習
0 & 7

開發自己 造就精采 移動自如 活出意義

學涯
發展

學職
轉換

籌劃
未來

實踐
夢想

6546

發展 轉換 未來夢想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課程主題與設計人

主題/單元數 召集人 單元設計者/主講者
甲、生涯理念1 劉淑慧 楊育儀

乙、自我探索4~6 吳淑禎 吳淑禎、劉淑慧、陳斐娟、洪雅鳳、
許鶯珠 許菊芬許鶯珠、許菊芬

丙、職涯探索3 辛宜津 辛宜津、吳秉衛、楊曜瑗

丁 學涯發展3 蔡秦倫 王思峰 張慈宜 劉兆明 鍾億儕丁、學涯發展3 蔡秦倫 王思峰、張慈宜、劉兆明、鍾億儕、
蔡秦倫、林楠

戊、學職轉換4~6 夏侯欣鵬 周志明、林俊宏、呂亮震、戊 學職轉換4 6 夏侯欣鵬 周志明 林俊宏 呂亮震
夏侯欣鵬

己、生涯籌劃3~7 劉淑慧 劉淑慧、洪瑞斌、管貴貞、彭心怡
鍾雅惠 蔡羽柔鍾雅惠、蔡羽柔

庚、回顧展望1 辛宜津 辛宜津、陳思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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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生涯素養 生涯發展任務

掌 執 建 開 生

發
掘

建
立

掌
握

勾
勒

實
踐

展
現

準
備

持
續

重點工作項目 掌
控
力

執
行
力

建
構
力

開
放
力

生
命
力

志
趣
熱
情

才
幹
資
產

資
源
網
絡

生
涯
願
景

理
想
生
活

行
銷
自
我

適
應
職
場

建
構
調
整情 產 絡 景 活 我 場 整

主題甲：生涯理念

甲1 釐清生涯理念（青年署） ◆ ◆ ◆

主題乙：自我發展

乙1敘說往日生涯（青年署） ◆ ◆ ◆ ◆

發 年乙2發掘志趣熱情（青年署） ◆ ◆

乙3掌握才幹資產（青年署） ◆ ◆ ◆

乙4開創未來工作（青年署） ◆ ◆ ◆ ◆ ◆ ◆ ◆乙4開創未來工作（青年署） ◆ ◆ ◆ ◆ ◆ ◆ ◆

乙5檢視今日學習（青年署） ◆ ◆
◆

乙6統整生涯願景（彰師大） ◆ ◆ ◆ ◆乙6統整生涯願景（彰師大） ◆ ◆ ◆ ◆

主題丙：職涯探索

丙1工作視窗六宮格（青年署） ◆ ◆ ◆（ ） ◆ ◆ ◆

丙2職業訪談報告（青年署） ◆ ◆ ◆ ◆

丙3職業停看聽（青年署） ◆ ◆

重點工作項目

生涯素養 生涯發展任務

掌 執 建 開 生

發
掘
志

建
立
才

掌
握
資

勾
勒
生

實
踐
理

展
現
行

準
備
適

持
續
建重點工作項目 掌

控
力

執
行
力

建
構
力

開
放
力

生
命
力

志
趣
熱
情

才
幹
資
產

資
源
網
絡

生
涯
願
景

理
想
生
活

行
銷
自
我

適
應
職
場

建
構
調
整情 產 絡 景 活 我 場 整

主題丁：學涯發展

丁1多元經驗（青年署） ◆ ◆ ◆

丁2看見變化的樣子（青年署） ◆ ◆ ◆ ◆

丁3學用關係與學習策略（青年署） ◆ ◆

主題戊 學職轉換主題戊：學職轉換

戊1角色脫離-進入（青年署） ◆ ◆

戊2求職與自我行銷（青年署） ◆ ◆戊2求職與自我行銷（青年署） ◆ ◆

戊3職場社會化（青年署） ◆ ◆

戊4職場高效習慣（青年署） ◆ ◆（ ） ◆ ◆

主題己：生涯籌劃（一）：籌劃未來

己11剪輯理想生涯（青年署） ◆ ◆ ◆ ◆

己12宣告未來故事（青年署） ◆ ◆ ◆ ◆

己13享受生涯變動（青年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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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素養 生涯發展任務

發 建 掌 勾 實 展 準 持

重點工作項目 掌
控
力

執
行
力

建
構
力

開
放
力

生
命
力

發
掘
志
趣

建
立
才
幹

掌
握
資
源

勾
勒
生
涯

實
踐
理
想

展
現
行
銷

準
備
適
應

持
續
建
構

力 力 力 力 力
熱
情

資
產

網
絡

願
景

生
活

自
我

職
場

調
整

主題己：生涯籌劃（二）：實踐夢想主題己：生涯籌劃（二）：實踐夢想

己21勾畫圓夢計畫（彰師大） ◆ ◆ ◆ ◆ ◆ ◆

己22盤點生涯資產（彰師大） ◆ ◆ ◆ ◆

己23-1 落實實踐之道_同心圓版
（彰師大） ◆ ◆ ◆ ◆ ◆ ◆ ◆（彰師大） ◆ ◆ ◆ ◆ ◆ ◆ ◆

己23-2落實實踐之道_對話版
（彰師大） ◆ ◆ ◆ ◆ ◆ ◆ ◆

己24延伸實踐經驗（彰師大） ◆ ◆ ◆ ◆ ◆

主題庚：回顧展望

庚1展開未來行動：學習心得分享
（青年署） ◆ ◆ ◆

組合單元應用於各種學期課程

通識低年級 通識高年級 系所低年級 系所高年級

• 生涯理念1

自我探索

• 生涯理念1

自我探索3

• 生涯理念1

自我探索3

• 生涯理念1

自我探索3• 自我探索5

• 職涯探索2

• 自我探索3

• 職涯探索3

• 自我探索3

• 職涯探索+

• 自我探索3

• 職涯探索+

• 學涯發展3

• 生涯籌劃4

• 學職轉換4

• 生涯籌劃4

系所出路3

• 學涯發展+

系所出路3

• 學職轉換+• 生涯籌劃4

• 回顧展望1

• 生涯籌劃4

• 回顧展望1

學涯發展+
課程地圖6

生涯籌劃2

學職轉換+
連結學用6

生涯籌劃2• 生涯籌劃2

• 回顧展望1

• 生涯籌劃2

• 回顧展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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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1 釐清生涯理念 己11剪輯理想生涯

己12宣告未來故事

籌
劃
未

敘說往 生涯

己12宣告未來故事

己13享受生涯變動
未
來

乙1 敘說往日生涯

乙2 發掘志趣熱情

己21勾畫圓夢計畫

己22盤點生涯資產
自

實
踐
夢己23落實實踐之道

己24延伸實踐經驗 庚1展開未來行動

自
我
發
展

夢
想

乙3 掌握才幹資產

乙5檢視今日學習

丁1 多元經驗

丁2 看見變化的樣子

展
學
涯
發乙5檢視今日學習 丁2 看見變化的樣子

丁3 學用關係與學習策略
發
展

乙4 發掘未來工作

乙6 統整生涯願景

丙1 工作視窗六宮格

丙2 職業訪談報告

戊1 角色脫離—進入

戊2 求職與自我行銷
職
涯
準丙3 職業停看聽 戊3 職場社會化

戊4 職場高效習慣

準
備

課程模組之單元組合

1 系所或通識開設生涯課程 係指有意願開設完整1.系所或通識開設生涯課程，係指有意願開設完整
生涯課程之教師，於系所或通識課程中開設生涯
輔導課程 故採用之教材單元數及時數較多輔導課程，故採用之教材單元數及時數較多。

2.生涯融入系所專業課程，係指運用3或4個單元帶
入專業課程中，如國文、機械等專業課程，此類
課程教師本身較不具備生涯輔導專業，故規劃由
教材編撰團隊設計提供一般教師之3或4單元組合
課程，並可邀請教材編撰團隊、本案種子教師或
具生涯輔導背景者協同教學。且與「系所或通識
開設生涯課程」的教師分開培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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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組之單元組合
編
號 模組名稱 主題組合

（單元數） 特色說明

系所或通識生涯課程系所或通識生涯課程
1 學涯發展

─完整
甲(1)+乙(4)+
丙(3)+丁(3)+

廣泛涵蓋大學低年級的重要生涯發展任務：探索
與反思自我定位、尋找與創造生涯發展機會，並

己(3)+庚(1) 實際應用在生活中，據以規劃與發展在校學習。
2 學涯發展

─精簡
乙(3)+丙(1)+
丁(3)+己(2)

以學涯發展為主軸，釐清個人興趣與才幹，了解
就讀學系學習經驗、未來職場工作經驗，據以規精簡 丁( ) 己( ) 就讀學系學習經驗 未來職場 作經驗 據以規
劃在學期間的學習。

3 學職轉換
─完整

甲(1)+乙(3)+
丙(3)+戊(4)+

廣泛涵蓋大學高年級的重要生涯發展任務：探索
與反思自我定位、尋找與創造生涯發展機會、為完整 丙(3)+戊(4)+

己(3)+庚(1)
與反思自我定位 尋找與創造生涯發展機會 為
未來轉進職涯發展做準備。

4 學職轉換
精簡

乙(3)+丙(2)+
戊(4)+己(1)

以學職轉換為主軸，釐清個人興趣與才幹，了解
未來職業任務與特徵、工作角色要求、職場文化─精簡 戊(4)+己(1) 未來職業任務與特徵、工作角色要求、職場文化
運作，據以規劃學習以及統整行銷自己。

5 生涯發展 甲(1)+乙(6)+
己(5)

以發展生涯願景為主軸，全面統整自我的過去現
在未來 並發揮創意 籌劃願景實踐行動己(5) 在未來，並發揮創意、籌劃願景實踐行動。

6 夢想實踐 甲(1)+乙(4)+
己(5)

以實踐生涯夢想為主軸，在切合實際與發揮創意
的原則下，持續籌劃、實踐與調整夢想。

課程模組之單元組合

編 模組名稱 主題組合 特色說明編
號 模組名稱 主題組合

（單元數） 特色說明

生涯融入系所專業課程
7 大 築夢 甲(1)+乙(2)+ 以激發築夢動力為主軸 探索志趣熱情 並發揮7 大一築夢 甲(1)+乙(2)+

己(1)
以激發築夢動力為主軸，探索志趣熱情，並發揮
創意、展開築夢行動規劃。

8 大二定向 乙(2)+丙(1)+
丁(1)

以探索職涯方向為主軸，釐清個人興趣與才幹，
丁(1) 了解就讀學系學習經驗、未來職場工作經驗。

9 大三增能 乙(1)+丙(1)+
丁(1)+戊(1)

以提升就業力為主軸，了解職業運作與要求，具
體規劃專業學習，據以統整與行銷自己。

1
0

大四轉換 己(1)+庚(1)+
戊(2)

以準備進入職場為主軸，了解工作角色與要求，
據以統整與行銷自己。

1 個人主體 乙(1)+丙(2)+ 以個人主體融入專業為主軸，探索個人生涯經驗1
1

個人 體 ( ) 丙( )
己(1)

以個人主體融入專業為主軸 探索個人生涯經驗
與職業文化，並學習因應變動。

1
2

專業夢想 乙(1)+丙(1)+
己(2)

以個人夢想融入專業為主軸，善用生涯發展資產，
同步發展個人夢想與專業生涯。2 己(2) 同步發展個人夢想與專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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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單元提供班級輔導/跨系所主題工作坊
應用CCN興趣、價值觀、開展風格、開展力等測驗 應用CCN技能、學職涯信念等測驗提供四

大學生涯 學涯發展

應用CCN興趣 價值觀 開展風格 開展力等測驗
提供三種「釐清想要」班級輔導/主題工作坊

應用CCN技能 學職涯信念等測驗提供四
種「提升能要」的班級輔導/主題工作坊

自我成長 生涯籌劃 挑戰學習大學生涯

開展
風格 開展力 生涯資產 學職涯

信念

學涯發展

興趣 價值觀 技能

信念

修課規劃自我行銷
興趣 價值觀

發掘熱情

技能 With
課程地圖

With or 
Without
歷程檔案發掘熱情

職涯準備

大一/碩一 中年級 高年級

大學生涯
發掘熱情

自我行銷
職涯準備

修課規劃
學涯發展

跨年級

資料來源：劉淑慧（2014）。系所脈絡個人創意生涯輔導。

**
自我成長 ******* 生涯籌劃 ******* 生涯資產 ******* 挑戰學習

跨年級

生涯理念生涯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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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素養：發展生涯所需的基本能力

掌控力

生涯素養：發展生涯所需的基本能力

掌控力理性選擇目標與規劃實現行動

執行力付諸行動、承擔壓力以完成所願

建構力知道為何並統整出有意義的故事☆

開放力透過欣賞與嘗試開啟新的可能性

生命力承擔抉擇的限制、自由與責任★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大專學生的階段性生涯發展任務

發掘志趣熱情 透過客觀心理評量與主觀生活經驗，觀察與反思個人特質傾向，據以發掘
志趣熱情。
掌握學習資源與方法 培養基本素養 博雅素養 學習創新力 職場軟實

建立才幹資產
掌握學習資源與方法，培養基本素養、博雅素養、學習創新力、職場軟實
力、專業硬實力等才幹資產，並發展出個人特色與優勢，據以作為實現生
涯願景的憑藉。
藉由搜尋與掌握多元的學習、工作與生活資源，發掘有助生涯發展（例如

掌握資源網絡
藉 搜 元 資 發掘有 涯發展（例如
帶來學習或工作機會）的各種機會與管道；以及藉由溝通、人際、政治、
組織等技能建立與維持有助生涯發展的人際網絡。

勾勒生涯願景 在教育或職業環境脈絡中，勾勒出呼應個人志趣熱情與才幹資產以及照顧
群體需求與福祉的生涯願景勾勒生涯願景 群體需求與福祉的生涯願景。

實踐理想生活 針對個人生涯願景，盤點個人才幹資產、資源網絡，應用個人生涯籌劃與
管理方法，勾勒出實際可行的實踐歷程，在大學校園中實際活出理想生活。

展現行銷自我 針對爭取學習、工作或生活相關機會的需要，儲備梳理個人經歷、展現個展現行銷自我 人特色優勢、爭取未來發展機會。

準備適應職場
針對未來適應職場的需要，瞭解與適應職場運作、職場潛規則以及工作角
色扮演，需要瞭解與適應的範圍包括執行工作任務所需才幹、職業道德與
職場倫理 工作相關法律規範與安全守則以及其他職場相關文化與規則職場倫理、工作相關法律規範與安全守則以及其他職場相關文化與規則。

持續建構調整
持續關注自己的生涯發展，應用個人生涯籌劃策略與管理方法來探索與實
踐自己的生涯願景，在此歷程中欣賞與享受各種預期和非預期的經驗，並
時時反思與調整生涯願景或生涯管理與實踐方法。

劉淑慧、陳斐娟、吳淑禎（送審中）。知識經濟時代的大專學生之學習目標與生涯發展任務。114



主題甲：生涯理念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生
甲1

釐清生涯理

1. 生涯是什麼：探索個人對生涯、生涯規劃的定義。

(1) 以小組方式進行分享討論，並以海報進行報告。

生
涯
理

釐清生涯理

念：釐清個

人的理想生

(2)教師簡要彙整大家對於生涯、生涯規劃的觀點，指出大學生常見的

生涯發展議題，說明生涯發展的本質與籌劃方向，引發探索行動力。

2 我的理想生涯/生涯願景：生涯楷模範例激發追求生涯夢想的動力 透理
念

人的理想生

涯與生涯理

念

2. 我的理想生涯/生涯願景：生涯楷模範例激發追求生涯夢想的動力，透

過學習單構思自己的理想生涯、設計10年後的名片彼此介紹討論。

4. 請學生以一句話分享心得。念

楊育儀 5. 教師介紹校內生涯發展資源。

自我探索：生涯願景自我探索 生涯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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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願景：想要+能要的組合

想要：您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生涯願景：想要+能要的組合

想要 您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興趣：喜歡的

•工作價值：看重的

•工作風格：個性傾向的

能要：您具備專業能力能夠達能要：您具備專業能力能夠達

成工作任務？您具備基本能力能夠
扮演工作角色?

•性向：學習潛能

•知識：懂得的

•技能：會做的•技能：會做的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生涯發展具有一體兩面

生活經驗：活在世間生活經驗：活在世間

生命意義 活出價值生命意義：活出價值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16



整體生涯發展課程架構

有錢
有閒

成就
快樂

意義

生涯願景 What do you want?

興趣 價值觀 性向 知識 技能

生涯願景 What do you want?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生涯素養：發展生涯所需的基本能力

掌控力

生涯素養：發展生涯所需的基本能力

☆ 掌控力理性選擇目標與規劃實現行動☆

執行力付諸行動、承擔壓力以完成所願

建構力知道為何並統整出有意義的故事☆

開放力透過欣賞與嘗試開啟新的可能性★

生命力承擔抉擇的限制、自由與責任★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17



大專學生的階段性生涯發展任務

發掘志趣熱情 透過客觀心理評量與主觀生活經驗，觀察與反思個人特質傾向，據以發掘
志趣熱情。
掌握學習資源與方法 培養基本素養 博雅素養 學習創新力 職場軟實

建立才幹資產
掌握學習資源與方法，培養基本素養、博雅素養、學習創新力、職場軟實
力、專業硬實力等才幹資產，並發展出個人特色與優勢，據以作為實現生
涯願景的憑藉。
藉由搜尋與掌握多元的學習、工作與生活資源，發掘有助生涯發展（例如

掌握資源網絡
藉 搜 元 資 發掘有 涯發展（例如
帶來學習或工作機會）的各種機會與管道；以及藉由溝通、人際、政治、
組織等技能建立與維持有助生涯發展的人際網絡。

勾勒生涯願景 在教育或職業環境脈絡中，勾勒出呼應個人志趣熱情與才幹資產以及照顧
群體需求與福祉的生涯願景勾勒生涯願景 群體需求與福祉的生涯願景。

實踐理想生活 針對個人生涯願景，盤點個人才幹資產、資源網絡，應用個人生涯籌劃與
管理方法，勾勒出實際可行的實踐歷程，在大學校園中實際活出理想生活。

展現行銷自我 針對爭取學習、工作或生活相關機會的需要，儲備梳理個人經歷、展現個展現行銷自我 人特色優勢、爭取未來發展機會。

準備適應職場
針對未來適應職場的需要，瞭解與適應職場運作、職場潛規則以及工作角
色扮演，需要瞭解與適應的範圍包括執行工作任務所需才幹、職業道德與
職場倫理 工作相關法律規範與安全守則以及其他職場相關文化與規則職場倫理、工作相關法律規範與安全守則以及其他職場相關文化與規則。

持續建構調整
持續關注自己的生涯發展，應用個人生涯籌劃策略與管理方法來探索與實
踐自己的生涯願景，在此歷程中欣賞與享受各種預期和非預期的經驗，並
時時反思與調整生涯願景或生涯管理與實踐方法。

劉淑慧、陳斐娟、吳淑禎（送審中）。知識經濟時代的大專學生之學習目標與生涯發展任務。

主題乙：自我探索─綜合理性、直觀方法

測驗
公眾理

想要：志趣熱情

測驗
結果

CCN量表結果與解釋

公眾理
論架構單元己2、3

自我理解
自我認同

統
整

CCN量表結果與解釋

單元己1 4
單元己5

生活

自我認同整
體驗性自我探索活動

單元己1、4

生活
體驗 個人理

解架構

單元己6

綜合理性分析與感性直觀加以統整 建立自我理解並建構自我認同 生涯願景

能要：才幹優勢

綜合理性分析與感性直觀加以統整，建立自我理解並建構自我認同、生涯願景。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18



自我發展

創造新我

統整舊我

創造新我

統整舊我

客觀 主觀客觀
評量

主觀
體驗

概念
架構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主題乙：自我探索─連結經驗與意義地圖

意義地圖

反思此刻經驗

• 敘說高峰經驗
建構理解架構
梳理情節記憶 • 開創未來工作

單元乙1 單元乙5、6

• 認同正向經驗
• 釐清願景要素
• 盤點策略資產

• 評估個人特質
• 發掘志趣熱情

掌握才幹優勢

• 統整生涯願景

點策略資產

概念化舊經驗
• 掌握才幹優勢

• 檢視今日學習 建構未來願景單元乙2、3、4

經驗地圖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19



主題乙：單元重點摘要

主題2：自我探索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乙1

1. 引起動機：課前一週提醒帶成功經驗的成果或紀念品
來課堂分享。

2 我的光榮史：展示個人過去成功經驗的成果或紀念品。

自
我

乙1
敘說往
日生涯：

2. 我的光榮史：展示個人過去成功經驗的成果或紀念品
3. 教師示範生命線：說明以美勞素材之細鐵絲折出個人

過去生命經驗的方法，並展示與分享教師個人之生命
線。我

探
索

從正向經驗
肯定個人興

線。
4. 學生製作生命線：學生折出自我獨特的生命線
5. 三人小組分享：一位敘說、一位訪談、一位記錄，每

位學生輪流分享生命線 成員回饋其所展現的個性索 趣與技能

陳斐娟

位學生輪流分享生命線，成員回饋其所展現的個性、
興趣、價值、技能。

6. 大課堂分享心得。
7. 給自己的話：學生寫給現在或過去的自己的一句話。
8. 說明課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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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2：自我探索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引發生涯開展風格探索動機：以旅行為例說明生涯開展風格

的意涵，引發學生探索動機。

乙2

的意涵，引發學生探索動機。
2. 實施生涯開展風格量表。
3. 說明生涯開展風格定義及測驗分數解釋。
4 引發興趣探索動機：以生涯典範【人因夢想而偉大!吳季剛自

自
發掘志趣
熱情：

4. 引發興趣探索動機：以生涯典範【人因夢想而偉大!吳季剛自
信發光】影片說明興趣之重要性，引發興趣探索動機。

5. 實施CCN職業興趣量表。
6. 說明興趣類型並連結系所經驗：介紹職業興趣六類型定義，自

我
探

填寫興趣量
表並創造個
人與系所的

6. 說明興趣類型並連結系所經驗：介紹職業興趣六類型定義
並讓學生練習做系所活動、人格特質和價值觀的六型歸類。

7. 進行測驗結果分析─檢視自我了解程度：比較自評和測驗結
果的差異，並統整個人興趣傾向。探

索
人與系所的
獨特契合度

許鶯珠

8. 進行測驗結果分析─發掘個人在系所中的優勢和資源：導引
學生比較個人與就讀學系/理想職業的對照折線圖（低年級用
就讀學系、高年級用理想職業），用以發掘志同道合、個人許鶯珠

吳淑禎
劉淑慧
許菊芬

優勢和系所資源之所在。
9. 創造獨特契合方式：介紹系所次領域的Holland類型，探討

如何透過掌控力與開放力來善用資源、發揮優勢，創造個人
獨特的興趣契合方式獨特的興趣契合方式。

10.總結─活出你的夢想：以生涯典範鼓勵學生追求自己的夢想。
11.延伸活動—說出熱情：演練夢想職業應徵。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主題2：自我探索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以生涯典範引發技能探索動機。
2. 說明技能優勢之意涵與探索方法。
3 說明技能定義並連結工作經驗：導引學生熟悉十二類技

乙3
掌握才幹

3. 說明技能定義並連結工作經驗：導引學生熟悉十二類技
能定義，並以互動方式協助學生連結系所典型職業的工
作任務。

4 實施CCN技能量表

自
我

掌握才幹
資產：

4. 實施CCN技能量表。
5. 發掘個人優勢＝精熟強項+個人優勢+系所資源+志同道

合+理想強項。

我
探

填寫技能量
表並形塑個
人獨特才幹

6. 命名個人才幹優勢。
7. 實施與解釋學職涯信念量表。
8. 創造獨特才幹優勢：想像自己畢業時遞出的履歷表上期

索 優勢

吳淑禎
許鶯珠

創造獨特才幹優勢 想像自 畢業時遞出的履歷表 期
望凸顯哪些知識、技能。

9. 總結：以生涯典範鼓勵學生追求自己的夢想。
10 延伸活動1─創造優勢畢業履歷：應用學職涯信念，透許鶯珠

劉淑慧
許菊芬

10.延伸活動1 創造優勢畢業履歷：應用學職涯信念 透
過小組活動幫助個人籌畫畢業履歷上的優勢技能與學經
歷。

11 延伸活動2─創造獨特職業舞臺：透過小組活動幫助個11.延伸活動2─創造獨特職業舞臺：透過小組活動幫助個
人觀想未來世界需求並發揮創意練習組合不同技能量身
打造獨特職業舞臺。121



主題2：自我探索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引起動機：以【動動腦─我的創意食譜】激發創意。
2. 統整自我認同：回顧先前課程，回想自己擁有的興趣、

價值、技能、知識等條件並寫在小卡上。

自
乙4
開創未

價值、技能、知識等條件並寫在小卡上。
3. 探索創意自我組合：依照指定情境，自由挑選夥伴的

三到五個條件組合，敘說我以及職業。
4 勾勒生涯發展空間自

我
探

來工作：

探索框定未

4. 勾勒生涯發展空間：
(1)找出與創意職業舞臺相映的傳統職業：使用CCN

名稱篩選的全文搜尋功能。
鍵【搜】查線 引導學生使 條件篩 功探

索

探索框定未
來方向的條
件組合

(2)關鍵【搜】查線：引導學生使用CCN條件篩選功
能，組合各種條件，以發掘不同自我組合可展現
的就業方向。

吳淑禎
劉淑慧
許菊芬

5. 發掘理想職業的契合點與差異點：針對 想要的一至
三個職業，檢視其工作任務，挑出喜歡與不喜歡的、
擅長與不擅長的任務。擅長與不擅長的任務

6. 總結─獨特自我組合：擇己所愛、愛己所選。並再次
提醒天下沒有完美的工作。

主題2：自我探索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引起動機：以動畫短片【人的一生】導引反思自己

乙5
檢視今日

正上演的人生劇碼。
2. 目前生活安排：以生活餡餅的活動，引導大學生思

考自己一周的活動，並請同學思索在這些活動當中

自
我

檢視今日
學習：

考自己 周的活動 並請同學思索在這些活動當中
自己喜歡的部分以及不喜歡的部分。

3. 採訪目前生活：透過三人小組輪流採訪導引學生反
思自己的目前生活如何和興趣/熱情、技能/才幹優我

探
索

反思目前生
活與個人熱
情才幹如何

思自己的目前生活如何和興趣/熱情 技能/才幹優
勢相映，並透過訪談過程中的記錄便利貼，分類、
盤點剛剛分享的回饋。

4 反思今日生活劇：索 相映

洪雅鳳
吳淑禎

4. 反思今日生活劇：
(1)反思當下：現在的生活是否活出自己期待的樣子
(2)調整現在：重新繪製今日生活劇。
(3)敘說新生活 透過三人小組分享吳淑禎 (3)敘說新生活：透過三人小組分享。

5. 總結─發展行動與統整：鼓勵學生以實際行動，進
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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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2：自我探索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乙6 1. 暖身：動畫短片導引「天下沒有完美無缺的工作」，
但人可以發揮創意打造獨特而完美的工作

自
我

統整生
涯願景：

但人可以發揮創意打造獨特而完美的工作。
2. 增強繪圖創作信心：隨興塗鴉並命名敘說。
3. 統整性創作：創作一幅包含所有喜歡與不喜歡的、擅我

探
索

創意整合理
想職業的正
反元素

長與不擅長工作任務的以及外在社會環境影響的因素、
具有主題的、統整的圖畫。

4. 看圖說故事：命名圖畫，並進行小組分享，敘說個人索 反元素

劉淑慧

（彰師教材）

看圖說故事 命名圖畫 進行小組分享 敘說個人
未來的生涯願景。

5. 在大課程宣告個人生涯願景。
6 總結：創造所愛。（彰師教材） 6. 總結：創造所愛

生涯籌劃：籌劃策略生涯籌劃 籌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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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重要做法目前的重要做法

人
‧瞭解人

人
瞭解人

瞭解事
事

‧瞭解事

人事
‧理性媒合人與事

人事
理性媒合人與事

大學生需要理性籌劃策略─
精挑+掌控精挑+掌控

知己知彼 善用資源 穩定守舊知己知彼

理性抉擇

善用資源

縝密規劃
積極行動

穩定守舊

固守理性抉擇

消除

縝密規劃

控制
對抗

不確定性

固守

既定目標

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

和行動計畫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24



只有理性卻不夠只有理性卻不夠

現代人需要現代人需要
多元的籌劃策略

過去的
線性線性

生涯發展

現在的循環式生涯發展歷程
生涯籌劃與發展-- 沒有終點

現在的循環式生涯發展歷程

只有 持續不斷的循環歷程

Richard St. John: Success is a continuous journey. http://www.ted.com/playlists/125/tv_special_ted_talks_educatio125



facebook營運長雪麗‧桑德伯格（Sheryl Kara 
Sandberg）勉勵哈佛畢業生:

「職涯與人生是曲折的」。

職場生涯不再是爬梯子 而是攀爬 座立職場生涯不再是爬梯子，而是攀爬一座立
體方格的攀登架，你不要只是上下移動或

往上看 還得 時左顧右望並 視各個只往上看，還得不時左顧右望並環視各個
角落。

YouTube 執行長沃西基（Susan Wojcicki)2014 年在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演講，透露了自己人生中重
要的3 個故事，她說：要的3 個故事，她說：

機遇總在你不期望它出現時出現；

世界改變永不停歇，

計畫都是用來被打破的計畫都是用來被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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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生涯=交織活用兩種籌劃策略之優點

• 悅納變通有助提升生涯圓滿程度
（洪瑞斌，2012；陳建丞，2008；遊潔謙，2011；盧怡任、劉淑慧，付印中）（ ； ； ； ）

• 精挑掌控（掌控力）、悅納變通（開放心）、兩種籌劃策
略兼備 能提升生涯圓滿程度

（李玉婷，2010；高先瑩，2005；高先瑩、劉淑慧，2012；劉淑慧、王智弘、陳弈靜、鄧志平、楊育儀、林妙穗、
蘇芳儀、盧怡任，2013；蕭景方，2006）

兩種籌劃策略之運用必須依循著根本的原理原則• 兩種籌劃策略之運用必須依循著根本的原理原則，包括：
– 兩種策略各自的核心精神（蕭景方，2006）

兩種籌劃策略的共同核心– 兩種籌劃策略的共同核心
（李玉婷，2010；彭心怡、洪瑞斌、劉淑慧，2013；張靜怡，2008；蕭景方，2006）

精挑掌控 悅納變通兩種籌劃策略彼此之間• 精挑掌控、悅納變通兩種籌劃策略彼此之間具有緊密關連，
既對立消長，也有相互轉化與支援（李玉婷，2010；蕭景方，2006）

兩種籌劃策略透過持續反思 辯證 交織而形成螺旋迴圈的生涯開展• 兩種籌劃策略透過持續反思、辯證、交織而形成螺旋迴圈的生涯開展
（彭心怡、洪瑞斌、劉淑慧，2013；張靜怡，2008）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釐清生涯願景
自我探索

釐清生涯願景
自我探索 自我探索

拓展可能
自我探索

發現所是
掌 開

建立籌劃策略
生涯理念
生涯籌劃

建立籌劃策略
生涯理念
生涯籌劃

安 享

掌
控
力

開
放
心

生涯籌劃

開放體驗
生涯籌劃

精挑掌控 安
穩

享
變 置身學校

學涯發展

廣博求知

置身學校
學涯發展

精專實用
穩 變

廣博求知精專實用

置身職場
職涯探索
學職轉換

創新出路

置身職場
職涯探索
學職轉換

典型出路 創新出路典型出路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27



整體生涯發展課程架構

籌劃策略 H d t h t t?籌劃策略 How do you get what you want?

精挑 掌控 悅納 變通 創造

有錢
有閒

成就
快樂

意義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生涯素養：發展生涯所需的基本能力

掌控力

生涯素養：發展生涯所需的基本能力

☆ 掌控力理性選擇目標與規劃實現行動☆

執行力付諸行動、承擔壓力以完成所願

建構力知道為何並統整出有意義的故事☆

開放力透過欣賞與嘗試開啟新的可能性★

生命力承擔抉擇的限制、自由與責任★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28



大專學生的階段性生涯發展任務

發掘志趣熱情 透過客觀心理評量與主觀生活經驗，觀察與反思個人特質傾向，據以發掘
志趣熱情。
掌握學習資源與方法 培養基本素養 博雅素養 學習創新力 職場軟實

建立才幹資產
掌握學習資源與方法，培養基本素養、博雅素養、學習創新力、職場軟實
力、專業硬實力等才幹資產，並發展出個人特色與優勢，據以作為實現生
涯願景的憑藉。
藉由搜尋與掌握多元的學習、工作與生活資源，發掘有助生涯發展（例如

掌握資源網絡
藉 搜 元 資 發掘有 涯發展（例如
帶來學習或工作機會）的各種機會與管道；以及藉由溝通、人際、政治、
組織等技能建立與維持有助生涯發展的人際網絡。

勾勒生涯願景 在教育或職業環境脈絡中，勾勒出呼應個人志趣熱情與才幹資產以及照顧
群體需求與福祉的生涯願景勾勒生涯願景 群體需求與福祉的生涯願景。

實踐理想生活 針對個人生涯願景，盤點個人才幹資產、資源網絡，應用個人生涯籌劃與
管理方法，勾勒出實際可行的實踐歷程，在大學校園中實際活出理想生活。

展現行銷自我 針對爭取學習、工作或生活相關機會的需要，儲備梳理個人經歷、展現個展現行銷自我 人特色優勢、爭取未來發展機會。

準備適應職場
針對未來適應職場的需要，瞭解與適應職場運作、職場潛規則以及工作角
色扮演，需要瞭解與適應的範圍包括執行工作任務所需才幹、職業道德與
職場倫理 工作相關法律規範與安全守則以及其他職場相關文化與規則職場倫理、工作相關法律規範與安全守則以及其他職場相關文化與規則。

持續建構調整
持續關注自己的生涯發展，應用個人生涯籌劃策略與管理方法來探索與實
踐自己的生涯願景，在此歷程中欣賞與享受各種預期和非預期的經驗，並
時時反思與調整生涯願景或生涯管理與實踐方法。

劉淑慧、陳斐娟、吳淑禎（送審中）。知識經濟時代的大專學生之學習目標與生涯發展任務。

主題己：在開展循環中活出生涯

安 享個體在生涯開展循環中安
穩

享
變

個體在生涯開展循環中
建構、落實、反思與重構生涯觀
創造出個人生涯經驗與生涯故事

領會真實
• 生涯開展風格

• 掌控力
• 生涯開展風格

• 開放心
單元己11

單元己13
籌劃體驗

• 掌控力
• 生涯開展力

• 解析力

• 開放心
• 生涯開展力

• 夢想力

單元己21
單元己22

單元己13
單元己24

決心
抉擇

積極
行動

• 堅韌力
• 生涯管理習慣

• 主動積極

• 調和力
• 生涯管理習慣

• 雙贏思維

單元己12
單元己23

• 主動積極
• 以終為始
• 要事第一

• 雙贏思維
• 知彼解己
• 統合綜效

善用機緣力
冒險、毅力、要事第

• 不斷更新
統合綜效

• 發現內在聲音
冒險 毅力

好奇、樂觀、彈性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129



主題己：活出陰陽調和、頂天立地

生命意義：活出天道
生涯願景：

頂天立地頂天立地
活在世間
活出天道

籌畫策略
享變
創新

悅納籌畫策略：
陰陽調和

精挑掌控

安穩
守舊

創新精挑掌控
悅納變通

掌控
守舊

領會
籌劃

真實
體驗

決心
抉擇

積極
行動 生活經驗：活在世間抉擇行動

原作：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劉淑慧

主題己：單元重點摘要

夢想實踐系列籌劃變動系列

延伸延伸 己24

夢想實踐系列籌劃變動系列

延伸延伸

應變應變己13

己24

實踐實踐

己22

己23

資產資產

籌劃籌劃己12 己21

己22

籌劃籌劃

願景願景己11

己12

乙6

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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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6：生涯籌劃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暖身：藉由影片欣賞，引導出「生涯微電影

己11
剪輯理想

1. 暖身：藉由影片欣賞，引導出 生涯微電影」
的概念。

2 勾勒理想生涯 透過生涯幻遊引導學生勾勒未
籌
劃

生涯：

勾勒落實

2. 勾勒理想生涯：透過生涯幻遊引導學生勾勒未
來的理想生涯。

3 微電影海報創作 繪製成理想生涯微電影海報劃
未
來

勾勒落實
理想生涯
的樣貌

3. 微電影海報創作：繪製成理想生涯微電影海報。
4. 微電影記者會：透過訪問活動來聚焦、清晰個

來
劉淑慧
管貴貞
彭心怡

人未來理想生涯面貌，並提供回饋使理想生涯
微電影被肯定支持。

彭心怡
鍾雅惠 5. 總結：每個理想生涯都值得被期待，相互肯定

彼此生涯樣貌。

主題6：生涯籌劃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暖身：以短片「為人生乾一杯」引導出「生涯

己12
宣告未來
故事

是活出來的」的概念。
2. 進行生涯微電影推薦會：由生涯典範與重要他

人進行推薦
籌
劃

故事：

勾勒實現

人進行推薦。
3. 穿越時光機—從現在到未來：以目前生涯微電

影海報為起點，理想生涯微電影海報為終點，劃
未
來

勾勒實現
理想生涯
的歷程

影海報為起點 理想生涯微電影海報為終點
進行連環畫創作，勾勒出理想生涯的實踐過程

4. 夢想九宮格：透過夢想九宮格的情境模擬體驗
來

劉淑慧
洪瑞斌
彭心怡

思考並規劃個人理想生涯的實踐行動。
5. 替代活動：藉由「看圖說故事」，在他人與主

角交替敘說中勾勒理想生涯的實踐過程彭心怡
鍾雅惠

角交替敘說中勾勒理想生涯的實踐過程。
6. 總結：理想生涯之視覺圖像與故事敘說有助於

追尋理想生涯的動力與方法。追尋理想生涯的動力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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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6：生涯籌劃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暖身：透過吳寶春生涯故事的欣賞 鼓勵學

己13
享受生涯

1. 暖身：透過吳寶春生涯故事的欣賞，鼓勵學
生以開放而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涯中的意外、
挫折、機緣。

籌
劃

享受生涯
變動：

挫折 機緣
2. 創作接龍：夥伴集體創作為彼此生涯帶來變

化和不確定性。劃
未
來

練習享受
變動的多
元方法

3. 危機百科：生涯夥伴設身處地協助彼此看見
變動中的新契機。

4 突破創作：藉由個人的再創作 引導創意思來
劉淑慧
鍾雅惠

4. 突破創作：藉由個人的再創作，引導創意思
考並找到自己面對與突破生涯的風格與態度。

5. 分享心得：小組或大課程。鍾雅惠 5. 分享心得：小組或大課程
6. 總結：以開放態度迎接精彩未來。

主題6：生涯籌劃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引起動機：以「夢騎士」影片激勵學生思考

這輩子想做什麼

己21

這輩子想做什麼。
2. 製作圓夢九宮格：以自由書寫發想專業學習

及個人生活上的夢想，並以九宮格草擬圓夢
實
踐

勾畫圓夢
計畫

及個人生活上的夢想，並以九宮格草擬圓夢
行動。

3. 圓夢計畫分享會：全體欣賞彼此的圓夢九宮踐
夢
想

劉淑慧
彭心怡
鍾雅惠

格，再進行小組分享圓夢計畫、大課程宣示
圓夢決心，以增加圓夢決心。

4 總結 善用易經智慧 以易經乾坤兩卦自強想 鍾雅惠

（彰師教材）

4. 總結—善用易經智慧：以易經乾坤兩卦自強
不息、厚德載物精神展開圓夢歷程。

5 延伸活動─看見資產、見證決心：將自選與受5. 延伸活動 看見資產 見證決心：將自選與受
贈的生涯資產寫入夢想九宮格，並相互宣示
圓夢決心和簽名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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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6：生涯籌劃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探討生涯資產概念：以林懷民「失敗是我

大的本錢 作為素材 思考生涯資產的概念大的本錢」作為素材，思考生涯資產的概念。
2. 回顧突破經驗：以自由書寫方式回顧生命中

的重大挑戰。

實
己22
盤點生涯
資產

的重大挑戰。
3. 生命與故事交流：小組進行故事分享、故事

回應，相互見證。實
踐
夢

資產

劉淑慧

4. 生涯資產搜查隊：小組清點自己與夥伴生命
故事中蘊含的生涯資產。

5 生涯資產大集合 小組彙整大家的生涯資產夢
想 彭心怡

鍾雅惠
5. 生涯資產大集合：小組彙整大家的生涯資產，

形成生涯資產分類架構，並清點自己已經具
備和值得補強的生涯資產。

（彰師教材）
備和值得補強的生涯資產

6. 創作個人生涯資產圖：將個人擁有的生涯資
產創作成一張統整圖。

7. 個人生涯資產圖發表會：鋪陳所有學生的生
涯資產圖，彼此欣賞見證。

主題6：生涯籌劃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雕塑自己與圓夢的關係：以圓夢九宮格做象

徵，以肢體雕塑表達自己與夢想的關係。

實
己231
落實實踐
之道

2. 體驗挑戰：在圓夢九宮格外劃上挑戰框，寫
下挑戰及感受，在小組分享。實

踐
夢

之道（同
心圓版） 3. 應用生涯資產來啟動突破：在挑戰框外劃上

突破框，依次應用掌控力、開放力、陰與陽夢
想

劉淑慧
彭心怡
蔡羽柔

突破框 依次應用掌控力 開放力 陰與陽
兩類開展力、陰與陽兩類生涯籌劃習慣來發
想突破之道。蔡羽柔

（彰師教材）

想突破之道
4. 勾勒持續圓夢計畫：透過統整圖畫調整實踐

之道。之道。
5. 總結：持續圓夢，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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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6：生涯籌劃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雕塑自己與圓夢的關係 以圓夢九宮格做象

己232

1. 雕塑自己與圓夢的關係：以圓夢九宮格做象
徵，以肢體雕塑表達自己與夢想的關係。
啟動改變決心 畫出挑戰 後進行 人小組

實
踐

己232
落實實踐
之道（對

2. 啟動改變決心：畫出挑戰圖後進行三人小組
演練，展開主角、挑戰與改變的對話。

踐
夢
想

之道（對
話版）

劉淑慧

3. 應用生涯資產來啟動突破：依次應用掌控力、
開放力、陰與陽兩類開展力、陰與陽兩類生

想 劉淑慧
彭心怡

（彰師教材）

涯籌劃習慣來發想突破之道。
4. 勾勒持續圓夢計畫：利用生涯挑戰圖與生涯（彰師教材）

資產圖調整實踐夢想之道。
5. 總結：持續圓夢，就有希望。5. 總結：持續圓夢 就有希望

主題6：生涯籌劃

主題 單元重點 教學內容/活動
1 回首來時路：透過幻遊方式引導學生回想圓1. 回首來時路：透過幻遊方式引導學生回想圓

夢歷程。
2 分享 頒獎與見證實踐經驗 學生課前將圓

實
踐

己24
延伸實踐
經驗

2. 分享、頒獎與見證實踐經驗：學生課前將圓
夢計畫活動作品彙集成冊，在小組中相互分
享 回饋 再以個人頒獎活動幫助學生將外踐

夢
想

經驗

劉淑慧
彭心怡

享、回饋，再以個人頒獎活動幫助學生將外
在鼓勵轉為對個人內在的圓夢力量。（同時

想 彭心怡

（彰師教材）

進行同儕評分）
3. 學習心得分享：在大課程中自由分享對同學

的感想、對自己的期許。
4. 總結：持續追夢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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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聆聽
歡迎交流歡迎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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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說明及試教分享 

 

主講人：辛宜津  

講師介紹： 

現職：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專技教授兼系主任 

學歷：英國倫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工業關係與人力管理碩士 

研究專長：心理學、生涯發展與輔導、諮商督導、非營利組織管理、 

學習歷程檔案(E-Portfolios)、服務學習、行銷企劃實務 

136



103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校院生涯輔導交流分享 

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 

        主題簡介: 丙 職涯探索(1~3); 庚:回顧展望(1) 

主講人：辛宜津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一、主題丙單元連結概念: 

 

二、主題丙單元連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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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1 職業視窗六宮格】設計者:辛宜津、吳秉衛 

藉由 uthinkido 網站操作，將前週從自我探索主題及華人生涯網搜尋

到的適配職業，從重要他人社會觀感，簡述摘要他人所期待該代表職

業工作者呈現的樣態，並將上述訊息填寫入「職業視窗六宮格」學習

單對應的欄位中(示例: 老師) 

 

 

「職業視窗六宮格」學習單 

 代表職業：                 

《重要他人 1》對此職

業的期望特質與觀感

是… 

(請摘要條列簡述) 

《重要他人 2》對此職

業的期望特質與觀感

是… 

(請摘要條列簡述) 

《重要他人 3》對此職

業的期望特質與觀感

是… 

(請摘要條列簡述) 

《重要他人 4》對此職

業的期望特質與觀感

是… 

(請摘要條列簡述) 

我自己對此職業的期望

特質觀感是… 

(請摘要條列簡述) 

事實上我的反思是 

附件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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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2 職涯焦點人物誌】設計者:辛宜津、楊曜瑗 

運用職涯單位主辦之校友或業師演講活動，營造如「看板人物」之電

視訪談節目之氛圍，依據節目腳本進行校友/業師座談會流程。 

1. 建議以主講人事先提供「職業視窗六宮格簡介」簡介業師背景

暖場為開場 

2. 現場強調互動角度放在人的生涯發展敘事歷程與轉折。 

3. 以「想要」與「能要」進行分組提問。 

4. 可先列訪談題綱供學生參考。 

附件二 

職涯焦點人物誌訪談提問單 
 

 焦點人物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 畢業科系:_________職場群科領域

別:___________ 

職場年資:□2 年以下 □2-5 年 □5-10 年 □10 年以上 

對應生涯議題:□勾劃心願夢想．□開展理想生涯．□穿越誘惑挑戰．□

創造轉彎新機．□投入生涯議題．□和不確定性共處．□編撰未來劇本．

□打造獨特工作舞台．□欣賞職業你我他．□旅途•履途 

 

 分組討論並填入你想問的問題 

1.個人生涯探索歷程 

(想要→興趣、價值觀、家

人期待、其餘影響因素) 

2.學涯發展 

(能要-所需知識、

專業職能的養成方式） 

3.學職轉換 

(能要-困境挑戰、挫折適

應、心理能耐、人生願景） 

1-A 2-A 3-A 

1-B 2-B 3-B 

 

 摘錄來賓佳句訂訪談故事標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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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3 職場停看聽】設計者:辛宜津 

本單元融入目標需含: 職場倫理、工作態度期待及勞動權益及 UCAN

平台資源應用，進行方式以 Youtube 影片分享為主。 

1.從古魯家族電影預告片分析探討人物之 UCAN 共通職能。 

2. BOSS Coffee 外星人瓊斯廣告片系列，從情理法角度，多元觀看職

場倫理。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06E0461C7DFA5199  

附件三       古魯家族看角色之對應 UCAN 八大共通職能 

以影片古魯家族為例，依據所刻畫劇中人物的各自角色特質，分組以

擇一主角(討論其在八大職能面向的表現排序 (依序職能表現①最

佳→⑧最需加強) 及判斷依據分組進行報告。(約 30min) 

① ② 
 

③ 

⑧  

代表人物擇一 

 

□一妹(古魯長女) 

□咕嚕(古魯爸爸) 

□阿蓋(鄰村孤兒) 

④ 
 

⑦ ⑥ ⑤ 

  

參考資料:UCAN 共通職能清單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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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1 回顧與展望-展開未來行動】設計者:辛宜津 陳思帆 

 引導學生進行本學期課程心得整理與分享。透過同儕分享，強化學生

生涯效能。引導學生展望未來，啟動生涯。進行方式以手作生涯圓球

歷程進行成員互動與自我反思。 

指導語摘錄: 從 2D 到 3D 生涯圓滿球手作 

「常說生命之初始是一張平面白紙，建構人生就是努力在白紙上彩繪

豐富色彩，再藉由與他人的磨合折衝修補，從 2D 平面，才得以進化

成 3D 立體的珍藏價值。紙模為 12 方體，請再置中格填入自己及生涯

期許，再分請 11 位同學夥伴為你填上期末生涯祝福及回饋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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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說明及試教分享 

 

主講人：王思峰教授 

講師介紹： 

現職：輔仁大學心理學系教授 

學歷：國立中山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 博士 

研究專長：工業與組織心理學、職涯心理學、社會網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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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職轉換」大單元簡介 

王思峰（輔大心理系教授） 

 

「學職轉換」(school-to-work transition)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1995）、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1999）與 Journal 
of Education & Work（2009）都曾出版過學職轉換專刊。「學職轉換」不僅是學生

個體的議題，更是個多層次的議題，各種巨觀的社會脈絡與微觀的個人心理機制

都會影響學職轉換（詳可參：周志明，2014）。圖 1 是本單元逼近學職轉換議題

的概念架構，反映出學習轉換複雜性。 

學生 工作者

角色脫離 角色進入

多層面轉換
角色轉換
高效習慣
情境學習

實習,
綜作,
社參

求職
職場

社會化

 
圖 1 學職轉換之歷程模式 

圖 1 為學職轉換之歷程模式，由「學生」轉換為「工作者」，涉及「可見」

與「不可見」兩部分，在「可見」的部分，學生至少要經歷三種任務： 

(1) 前轉換任務：學生仍在校園中的前轉換期，社會與教育機構要求或鼓勵學生

進行的專業實習(internship)、產訓學分(work placement)1、綜合實作(capstone 

course)（彭森明，2010）、社會參與(community engagement)（王思峰等人，

2012）等種種前轉換期之準備性任務。 

(2) 求職任務：一般對此任務的印象相當簡化，化約為「撰寫履歷」與「面試」

兩個技術性任務，然而，若對比於 Saks(2005)的模式，則會發現它們只是部

分，更關鍵的可能是心態～學生得把求職視為一種自我調控的職場任務，「求

職」本身就是學生的第一份工作，一種「解析求職目標與就業目標，而後分

頭設定目標與完成任務之自我行銷與自我調控等行為」。亦即，牽涉到圖 1 上

半部「不可見」的角色轉換等部分。 

(3) 職場社會化：進入職場後，比較績優的機構或企業，會有比較好的職場社會

化方案設計，讓學生能更有效地轉換角色、進行情境學習、以及培養職場高

效習慣等。 

                                                 
1 專業實習(internship)、產訓學分(work placement)等職場經驗，可參見英國高教生生涯網 Prospect 
  http://www.prospects.ac.uk/work_experien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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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時代，學職轉換任務的承擔者，偏重於機構與企業。然而，在當今

惡化的機會結構中，社會開始要求學校承擔這些任務，企業也愈來愈不願意花費

資源於培育新鮮人，傾向於把這些轉換所需成本，移轉到校園。然而，有效的轉

換很難脫離情境，以實習而言，一些績優企業會付給實習生薪水，也會在賦予任

務時有所協助與督導，如此學生才能切身地感受到角色轉換、切身地在情境中學

習與培養高效習慣及共通、產業與專業職能等。然而，假若把實習生當成免費低

階勞工或廉價勞工，那麼實習的作用是相當堪憂的！ 

苦勞網一篇「無薪實習為什麼對你這麼糟？從《黑天鵝》的訴訟風波談起」

文章中指出（徐沛然，2003）：全美大學和雇主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三年來針對畢業班學生調查，詢問那些已經找到工作

的人，是否具備無薪或有薪實習的經驗。三年下來得出的結論是：無薪實習無助

於求職。2013 年 2 月至 4 月，NACE 針對 9,200 多位大四畢業生做的調查結果顯

示，63.1%有薪實習的學生已經收到至少一份聘書。而無薪實習的學生中只有 37%

收到聘書，和從來沒有實習經驗的學生的 35.2%相比，只多出了 1.8%，幾乎可

以忽略不計。 

若以圖 1 模式來理解實習的作用，真正關鍵的或許是那些「不可見」的部

分，有薪實習意謂著機構與企業比較把實習當一回事，相對較會提供協助與督

導，學生也較能切身感受到角色轉換、切身地在情境中學習。相對的，無薪實習

則較難有助於學職轉換，因為那些不可見部分比較沒有機會發生，包含一些「三

個月工作、三個月回校」等建教班，也可能變成廉價勞工，相對較無助於就業與

學職轉換（林俊宏等人，2010）。 

圖 1 不可見的部分是多層次的，圖中僅列出角色轉換、高效習慣、情境學

習，「角色轉換」包含由學生角色脫離、工作者角色進入、以及共構於角色之結

構角色佈局等（周志明，2014），乃多層次轉換中的根本層。美國就業與職訓局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ETA)曾發展出如圖 2 之多層次模式

(Ennis, 2008)，其分為根本層、基礎層、產業層與職業層四層，國內大多只注意

到共通職能以上，卻忽略了根本層與基礎層之重要性，但此模式卻指出，從小到

大教育體系所養成之學術能力與個人高效習慣，都是各種職能（共通、產業、職

業職能）的重要基礎，但國內卻好像認為教育體系是與職能培養是脫勾、是分離

的，卻不知沒有基礎，這些職能都是不穩固的。學職轉換會出現問題，很可能是

出現在諸如角色轉換、個人高效習慣與學術能力等根本或基本層面，而非一定是

出現在共通職能、產業職能、職業職能等職能層面。因此，圖 1 以情境學習來含

括「共通、產業、職業職能」職能部分，並特別突顯出角色轉換與高效習慣之重

要性，畢竟，以圖 2 概念而言，這乃是根本或基礎。 

另外，這個根本層中，若只以「高效習慣」來標明，也恐有過度個體化的

化約風險，或應採更社會性與更情境性的視角，同時並列。故圖 1 分別標出角色

轉換與高效習慣，同時作為根本層的內涵。此二者有相當的交集，但二者的視框

是有差異的，高效習慣偏向個體性視框，角色轉換則偏向社會性與情境性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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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層
-共通職能
-學術能力

產業職能

職業職能

根本層
-高效習慣

 
圖 2 美國就業與職訓局的職能模式 

 

立基於圖 1 與圖 2 的概念模式，本大單元共設計了四份教案：角色脫離-進

入、求職與自我行銷（分為觀念篇、履歷篇、面試篇）、職場社會化、高效習慣，

全部都排入課程，共需 12 節，兩學分課程之六個週次，若僅有 8 節四週次，則

建議選擇：角色脫離-進入（2 節）、求職之觀念篇（2 節）與履歷篇（2 節）、

與職場社會化（2 節）。最後，前轉換任務並未成為獨立單元，因為：(1)這是個

結構性更重的議題，關鍵在於實習的結構設計，而非教學生如何實習，(2)在學

涯發展「多元經驗」單元本即有所討論，討論方向乃將實習等前轉換任務視為大

學多元經驗中的乙環，讓學生綜合性地安排自己的大學生活。 

 

表 1  單元安排建議表 

單元 節數 安排建議 

角色脫離-進入 2 建議優先選入 

求職與自我行銷 4~6 
分為觀念篇、履歷篇、面試篇，若僅

四節課者，建議採觀念篇＋履歷篇 

職場社會化 2 建議優先選入 

高效習慣 2 若時數不足，可不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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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單元能得以完成，得感謝各單元作者願意在微薄酬勞與壓縮時間

內，無私而辛勞地付出其智慧與時間，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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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涯發展」大單元簡介 

王思峰（輔大心理系教授） 

 

本大單元主要設計邏輯，乃以高教能耐發展模式為立基，該模式分為主模式與調節

模式。主模式有著一些地位取得論與人力資本論之影子，但筆者在立論或立場上，主要

參考了諾貝爾經濟學獎 1998 得主 Amartya K. Sen 所提議的能耐發展與生活品質論（戴

台馨，2010），以及成人學習與知識管理學者 Wenger（2009）所提議的「學習的社會理

論」（A social theory of learning），而後與生涯觀點作結合。調節模式則來自筆者與同事

們近年的研究工作（王思峰、劉兆明、吳濟聰、蔡秦倫，2012；王思峰、黃思聞，2012；

蔡秦倫、王思峰，2012；周志明、王思峰、劉兆明，2009）。 

本大單元分為三個小單元：(1)多元經驗，(2)看見變化的樣子，(3)學用關係與學習

策略。「多元經驗」單元主要對應於主模式之下半部，以經驗為核心，期盼學生能在愈

來愈市場化、技職化的高教環境中，仍保有最珍貴的多元人生經驗，在條件許可下，分

配若干時間去接觸多元的情境資源（前因），因為高等教育不單僅是傳授專業，更是培

育全人與公民的重要土壤（後效）。 

「看見變化的樣子」單元則聚焦於主模式上半部，以大學四年之學習進展為核心，

特別是有關於專業知識與技能的進展變化，期望讓同學與教師針對此學習進展有所溝

通，並了解校系所提供的課程等資源與學習進展的邏輯關連（前因），也期望讓同學感

受到學習進展與擴展生涯空間的漫長而隱含之關連（後效）。整體而言，希望讓同學有

所定向感與方向感，也讓師生互為主體地達成某種心理契約感。 

 

學習資源
＠高教環境

能耐
(capability)

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

學術資源
專業主修
全人教育
跨界選修

專業實作

情境資源
社團、交換生
、社會參與、
實習見習

知識
(knowledge)
技能(skill)

經驗
(experience)

才幹
(competence)

Learning as living
& belonging

Learning as knowing
& sense making

生涯空間
(career space)

身份認同
(Identity)

Learning as becoming

 

圖 1  高教能耐發展模式之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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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專業資源
情境資源

能耐
知識、技能
經驗、才幹

生活品質
生涯空間

認同

學用信念
博雅vs實用(學涯)
適應vs資格(職涯)

機會結構
文理vs專業(水平)
學校分層(垂直)

共同潛在維度：
所學與所用間的關係

學習策略

 

圖 2  高教能耐發展模式之調節模式 

 

「學用關係與學習策略」單元則以圖 2 調節模式為概念架構，在以往時代中，主模

式大抵夠用，然而，二十一世紀以來，大環境之極度與急速惡化，讓主模式不再夠用了，

機會結構（環境面）與學用信念（個體面）對主效果有著愈來愈強烈的調節效果。學生

的學習被學用關係的焦慮所綁架，而這種焦慮則來自家長、教師、校方、教育部、媒體、

立法院等多層次影響，而其底層則是整個社會之機會結構不斷衰減中。本單元則嘗試讓

學生看到身上的學用焦慮，進而盡量地不要受焦慮的影響而自亂陣腳。這個工作相當困

難、也相當挑戰，因為社會整體都無能於解決機會結構衰減問題，更糟的是，包含政府

與學校，在難以對症下藥時，也只好推出一些緩解來自立法院或主管機構壓力之無效作

為，反而更強化了校園整體焦慮。 

立基於圖 1 與圖 2 的概念模式，本大單元共設計了三份教案（表 1）：多元經驗、

看見變化的樣子、學用關係與學習策略，共需 6 節，兩學分課程之三個週次。若想延伸

開設院系本位的相關單元，則可將先行盤點對院系比較重要而具體的多元經驗，邀請高

年級學長姐（含研究生），逐一分享各種情境經驗，譬如：跨界學習（雙主修、輔系、

學分學程）、實習與社會參與、實驗室甘苦談、海外交換生經驗等。 

 

表 1  單元一覽表 

單元 節數 設計者 

多元經驗 2 

王思峰（輔大心理系教授） 

張慈宜（輔大心理系專案教師） 

劉兆明（輔大心理系教授） 

鍾億儕（輔大心理系碩班研究生） 

蔡秦倫（輔大心理系兼任講師） 

看見變化的樣子 2 

王思峰（輔大心理系教授） 

劉兆明（輔大心理系教授） 

林  楠（輔大心理系博士班研究生） 

學用關係與學習策略 2 
蔡秦倫（輔大心理系兼任講師） 

王思峰（輔大心理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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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單元能得以完成，得感謝各單元作者願意在微薄酬勞與壓縮時間內，無私

而辛勞地付出其智慧與時間（詳可參各單元備註欄所列工作項目），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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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說明及試教分享 

 

試教教師：蔡佩蓉老師 

講師介紹： 

現職：臺北市立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學歷：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所博士、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研究專長：網路行銷、 媒體與公共關係、服務品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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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
發 試教經驗分享發—試教經驗分享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佩蓉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佩蓉

103.12.16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教學目標設定
教材的肯定→教材的肯定

→教學過程甘苦談→教學過程甘苦談
→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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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柯維(Stephen R. Covey):史蒂芬柯維( p y)
真正的成功是什麼?

◆比起物質的充足，品德上的富足◆比起物質的充足，品德上的富足
更能帶來真正的成功和幸福。
◆鼓勵學生培養出真誠、謙虛、勇
氣 正義 勤勉 節制等真正有價氣、正義、勤勉、節制等真正有價
值的品德。這就是所有成功的前提值的品德。這就是所有成功的前提
。

教學目標設定教學目標設定

◆提醒自己務以不變的教學熱情贏得學生的
信賴。信賴。
◆學習面對自己，自我探索；認知想要、能
要的不同要的不同。
◆鼓勵學生勇於表現自己獨特處，展現自信
。清楚自己未來生涯發展。
◆汲取團隊合作精神，成為更友善的人:不批◆
評、不責備、不抱怨。
◆累積品德上的富足，邁向真正的成功與幸◆累積品德上的富足，邁向真正的成功與幸
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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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肯定教材的肯定

◆集相關領域專家學者彙編完成。
◆教材教法方向明確◆教材教法方向明確。
◆量表測試有助於學生學習效果。◆量表測試有助於學生學習效果。
◆教學方式多元多樣，強調互動。◆
◆學生普遍反應極佳。

教學過程甘苦談教學過程甘苦談

課程歸類:通識課
選課對象:天母校區不分學系、年級
選課人數超過65人選課人數:超過65人
學生屬性:球類、技擊、水上、陸上學生屬性球類 技擊 水上 陸上
、運健、休管、動藝，多半屬專項
運動培訓 甚至國家代表隊員 有運動培訓，甚至國家代表隊員；有
些則以運動防護員或取得相關證照些則以運動防護員或取得相關證照
為職志。 153



教學過程甘苦談教學過程甘苦談

課程設計:依多數學生需求。無法課程設計:依多數學生需求 無法

使用電腦設備，由同學手機先行練
習。視主題需要採小組討論。

最怕面臨 學請 假最怕面臨:同學請公假

(參與世大運、全國運等重要賽事)(參與世大運、全國運等重要賽事)

學習成果分享學習成果分享

1.小組成員感情佳。
2.小小鼓勵與讚美，造就同學自信
心心。
3.樂意公開分享10年後的自己與理3.樂意公開分享10年後的自己與理
想生活。不再視上台說話為畏途。

動手做 各組用心完成作品4.動手做，各組用心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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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分享學習成果分享

5.打破傳統考試評分方式，期末成
績請自評。
6 成果照片上傳每位同學 並鼓勵6.成果照片上傳每位同學，並鼓勵
大家勇敢追求自己夢想生活，向目大家勇敢追求自己夢想生活 向目
標邁進。

感謝聆聽感謝聆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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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說明及試教分享 

 

試教教師：趙娟黛老師 

講師介紹： 

現職：龍華科技大學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學歷：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雙語教育博士 

研究專長：英語文教學、商用英文教學、第二語言習得、雙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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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生涯發展教材研發
及試教分享】

趙娟黛趙娟黛

甲 導論 生涯理念風格 (個案討論)甲1 導論&生涯理念風格 (個案討論)

利用導論與個案探討引領學生瞭解職涯意
涵與激發對自我的職涯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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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2發掘熱情根源(興趣、價值觀、乙2發掘熱情根源(興趣、價值觀、
生涯規劃模式)

將同學的學習單掃描後投印在螢幕上，並請學生做經驗分享談論，能
讓同學及老師更加瞭解學生彼此的生命經驗。讓同學及老師更加瞭解學生彼此的生命經驗。

丙1 工作視窗六宮格丙1 工作視窗六宮格

利用一人一機之電腦教室，融入網路資源及發想，實行團體創作及討論利用 人 機之電腦教室 融入網路資源及發想 實行團體創作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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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2 求職與自我行銷 (1/2)戊2 求職與自我行銷 (1/2)

英文履歷撰寫以及與業師面對面談面試溝通術英文履歷撰寫以及與業師面對面談面試溝通術

戊2 求職與自我行銷 (2/2)戊2 求職與自我行銷 (2/2)

英文履歷撰寫以及與業師面對面談面試溝通術英文履歷撰寫以及與業師面對面談面試溝通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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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1 剪輯理想生涯理念 (藍圖敘說)己1 剪輯理想生涯理念 (藍圖敘說)

利用藍圖敘說生涯理念與規劃極可能遭受的困難後的突破利用藍圖敘說生涯理念與規劃極可能遭受的困難後的突破

庚1 展開未來行動 (未來藍圖)庚1 展開未來行動 (未來藍圖)

利用分組討論以及圖畫的方式，讓學生們規劃出自己未來的道路，也能與同學
分享自己的理念 讓同學之前更加瞭解職涯規劃的意義分享自己的理念，讓同學之前更加瞭解職涯規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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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1 展開未來行動/學習心得分享庚1 展開未來行動/學習心得分享
(電影與職涯) (1/2)

學功夫就是要吃苦！你將來走什麼路都可以，但只有一條路不能走，
就是絕對不能放棄就是絕對不能放棄

庚1 展開未來行動/學習心得分享庚1 展開未來行動/學習心得分享
(電影與職涯) (2/2)

利用電影欣賞，將職涯的意涵導入並做討論與分享，回顧職涯相關議題利用電影欣賞 將職涯的意涵導入並做討論與分享 回顧職涯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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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業務簡介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綜合企劃 （02）7736-5596 

推動在學青年生涯發展 （02）7736-5127 

開拓青年多元職場體驗機會 （02）7736-5131 

辦理青年創新創意培力 （02）7736-5138 

◎公共參與組 

促進青年政策參與 （02）7736-5174 

加強青年志工參與 （02）7736-5178 

推動青年社會參與 （02）7736-5232 

◎國際及體驗學習組 

促進青年國際參與及交流 （02）7736-5522 

推動青年服務學習 （02）7736-5548 

推動青年壯遊 （02）7736-5582 

署長：羅清水 

副署長：施建矗 

地址：臺北市徐州路 5號 14 樓 

青年署官網：http://www.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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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業務簡介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壹、業務主軸 

一、辦理綜合企劃業務 

研擬「青年發展政策綱領(初稿)」，作為各部會施政及民間團體推動青年發展工

作之參考依據。 

二、辦理在學青年生涯發展業務 

（一）辦理大專校院生涯輔導教材研發，提供大專校院教師/導師參考與運用，進

而協助在學青年進行生涯規劃。 

（二）編撰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提供各校運用以提升生涯輔導效能。 

（三）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整合資源，強化生涯輔導效能。 

（四）辦理生涯輔導相關研究，研究成果作為政府及學校相關措施規劃之參考。 

三、開拓青年多元職場體驗機會 

 （一）維運「RICH 職場體驗網」，提供青年公部門、營利企業部門及非營利組織

各類職場體驗之資訊。 

 （二）辦理「青年暑期社區工讀計畫」，提供大專以上在學青年利用暑假期間至非

營利組織體驗職場。 

 （三）辦理公部門見習，協助學生透過實地見習，瞭解政府部門運作，鼓勵青年參

與公共事務。 

 （四）協助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年重返校園、參加職業訓練或就業，點亮青

少年希望方向。 

四、辦理青年創新培力業務 

（一）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培育大專校院學生創新智

能及創業能力。 

（二）辦理大專女學生領導力培訓計畫，提升大專校院女學生領導知能，培植未來

有潛力的女性領導者。 

（三）辦理「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提升臺灣設計能量，展現設計教育成

果，促進臺灣學生設計能量與國際設計教育接軌。 

（四）辦理「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引導並激發高中職學生自發性追求

創意，培養學生具備多元的創意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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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服務項目 

綜合企劃科聯絡電話：（02）7736-5598 

研擬青年發展政策綱領(初稿) 

生涯發展科 聯絡電話：（02）7736-5127 

1、辦理大專校院生涯輔導教材研發 

2、編撰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參考手冊 

3、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 

4、辦理生涯輔導相關研究 

職場體驗科 聯絡電話：（02）7736-5131 

1、維運 RICH 職場體驗網 

2、辦理青年暑期社區工讀計畫 

3、辦理大專生公部門見習計畫 

4、辦理少年 On Light 計畫 

創新培力科 聯絡電話：（02）7736-5138 

1、補助並推動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2、辦理大專女學生領導力培訓計畫 

3、辦理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4、補助辦理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参、活動網站 

1、RICH 職場體驗網：http://rich.yda.gov.tw/ 

2、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網站：http://ustart.moe.edu.tw/ 

3、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網站：http://www.tisdc.org/ 

4、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網站：http://ironman.creativit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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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參與組 

壹、業務主軸 

一、建構青年政策建言平臺，培育青年政策參與人才 

(一) 辦理青年政策大聯盟各項專案計畫。 

(二) 辦理教育部青年諮詢會相關事宜。 

(三) 辦理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及相關培力。 

二、深化青年志工中心功能及服務，發展多元志工服務方案 

(一) 加強青年志工中心功能，擴建在地青年志工服務網絡，配合區域需求研發新增

服務。 

(二) 補助 12-30 歲青年志工自組團隊，拓展多元面向的志工服務。 

(三) 舉辦青年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及表揚大會。 

三、鼓勵青年積極參與社區公共事務，啟發青年以行動發揮影響力 

(一) 辦理青年社區參與行動計畫，鼓勵青年發揮創意與實踐力，促進社會發展。 

(二) 辦理青年公共事務人才培訓，並鼓勵理念與實踐的連結，發揮改變的力量。 

(三) 辦理校園講座，邀請青年達人分享經驗及知能，提升青年價值及貢獻。 

貳、服務項目 

政策參與科 聯絡電話：（02）7736-5174 

1、推動青年政策大聯盟系列活動 

2、成立青年諮詢會 

3、辦理大專校院學生會聯繫服務 

志工參與科 聯絡電話：（02）7736-5178 

1、辦理青年節系列服務活動 

2、設置各地青年志工中心 

3、補助青年志工自組團隊 

4、辦理青年志工服務競賽及表揚志工典範 

社會參與科 聯絡電話：（02）7736-5232 

1、辦理青年社區參與行動計畫 

2、辦理青年公共參與校園講座 

3、青年發展事務財團法人管理及監督 

4、補助團體及學校辦理公共參與活動 

参、活動網站 

1、青年政策大聯盟 YPU 網站：http://www.youthhub.tw/ 

2、區域和平志工團網站：http://gysd.y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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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等。 

 青年國際志工及海外僑校服務計畫：鼓勵大專校院青年組成志工服務團隊，研擬自

己的服務計畫，在暑假期間赴海外進行志工服務，不但服務相對弱勢的世界友人，

也擴展自己的國際視野。 

 真人典範跨界對談講座：邀請大師級典範人物和您一起分享服務學習理念和經驗交

流。 

 服務學習故事微電影創作競賽：徵選青年學生自行拍攝具主題性、有創意、融入地

方社區服務與互動的微電影，分享深化服務學習經驗。 

相關資訊請參閱服務學習網( http://servicelearning.yda.gov.tw) 

青年壯遊體驗學習 

青年壯遊體驗學習讓您更認識自已、審視未來的方向，並能經由旅程中的成長，累

積出實力和競爭力。年輕人，讓我們勇敢出走、壯遊去！ 

 

 遊學臺灣及青年壯遊點活動：青年署為 15-30 歲青年規劃多元化的壯遊體驗學

習活動，於暑假辦理遊學臺灣深度旅遊活動，也在全國各地陸續建置青年壯遊

點，提供全年度常態性且深度的在地服務，包含旅遊諮詢、背包寄放、導覽解

說等，並辦理以文化、部落、生態、農村、漁村、志工、體能等類型為主題之

體驗學習活動，以不同方式讓青年體驗各角落的在地特色、生活及文化等。 

 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補助 18-30 歲青年結合環保、文史工作與公益旅行等新

觀念，自行規劃提出獨特、有創意、具主題或議題性、與地方社會文化互動或

有自我挑戰精神的壯遊臺灣實踐計畫，每年約於 1-2 月徵求青年提案，入選者

將可獲得一筆實踐獎金，讓夢想成真。 

相關資訊請參閱青年旅遊網（http://youthtrave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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