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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職涯探索活動的實施來探討當前國中適性輔導工作推動。本研

究採質性研究方式，以雲林縣一所國中 103學年入學、105學年畢業的六位學生
為對象，進行半結構訪談，以內容分析方式進行資料分析，探究國中生參與職涯

探索活動的動機和學習成效。

研究結果：參與動機方面：一、興趣引導學生選擇參與技藝教育職群之屬

性，環境因素亦產生影響；二、希望能在升學上獲得加分；三、師長及同儕影響

國中學生之職涯抉擇方向。學習成效方面：一、技藝教育實作課程能幫助學生發

覺自身潛能，發現學習樂趣；二、短期職業試探活動結合實作體驗課程有助於學

生探索職群類科；三、生涯發展教育課程搭配多元活動能協助學生探索自我；

四、《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歷程資料紀錄能有效幫助學生思索職涯方向，

提供親子溝通資訊。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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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2014年台灣國中生未來志向調查報告》顯示青少年對自我瞭解、職業的認識

和未來升學進路等問題仍充滿困惑（兒童福利聯盟，2014）。面臨少子女化衝擊的臺

灣，加上嚴重升學主義，以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影響，長期忽略青

少年在國中學習階段探索自我與適性發展之重要，導致多數人日後才驚覺所學與自

身志趣性向不合，出現職業選擇與生涯迷惘。國中階段是青少年邁向適性發展的重

要階段，「自我探索」更是青春期的關鍵議題，攸關其未來人生滿意度（賓靜蓀、李

宜蓁，2016）。

「人盡其才」為適性教育核心理念之一（吳清山，2018）。為落實十二年國教適

性揚才理念，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以及社會職場和就

業結構的基本型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教署〕，2017）。此外，教育部頒

布《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據以規劃技職教育向下深耕，在國中小階段推動職

涯探索的教育政策，將「職業試探教育」納入核心概念，以建立國中小學生「有效

職涯認識、職業試探及推動職場體驗與校外實習，培養專業技術價值觀」為推動方

向（教育部，2021），目的在開啟青少年職涯探索，提供多元學習與探索志趣的機

會，增進職業認知和職業陶冶，認識自己、工作世界樣貌及所需知識與能力；透過

職業探索及技藝教育，找到未來方向（羅梅英，2018）。因此為落實國中適性輔導，

透過生涯發展教育和職業試探教育的推動，在國中端規劃職涯探索活動，協助學生

了解其性向和興趣、認識職群類科及增進探索體驗，以利其適性發展。

國中教育資源對後期中等教育（係指高中職、五專前三年，本文簡稱後中）進

路分流體系有著鉅大的影響（林大森，2001），正當各級教育單位如火如荼推展職業

試探教育之際，是否真能滿足國中青少年探索職業與生涯發展的需求，並展現學校

職業試探教育適才適性之具體成效，實有瞭解之必要。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家庭收支調查發現，雲林縣平均每戶家庭收支可

支配所得與消費支出低於臺灣多數縣市，家庭型態以隔代教養、外配和單親家庭居

多，且家庭功能較薄弱。家庭財務資本相對偏低的經濟弱勢家庭，其子女往往就讀

技職體系學校機會較高（陳科仁等人，2017），足見環境資源對學生發展之影響。研

究者一來自於都市，在雲林縣國中服務八年，期間曾擔任六年導師，發現城鄉教育

資源落差、區域資源失衡情形嚴重，引發研究者對雲林縣國中生在適性輔導所獲得

協助之關注。推動生涯發展教育過程中應建置績效評估之回饋改善機制，從服務對

象參與經驗與想法等加以瞭解，以探討其成效（楊育儀，2012）。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雲林縣一所國中（簡稱 A國中），103學年入學、105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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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的六位學生進行訪談，瞭解學生參與學校實施之職涯探索活動的經驗，藉以探

討當前國中適性輔導工作推動之效益。

本研究欲探究的問題有二：

一、國中學生參與職涯探索活動動機為何？

二、國中學生參與職涯探索活動的學習成效為何？

文獻探討

臺灣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Database, 

TUSED）於 103學年針對高一及專一學生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國教署，2015a），就

國中學習狀況之全國描述性分析報告顯示：多數學生認為國中學校課程或活動「有

幫助」了解自己興趣及能力；亦認為國中適性輔導「有幫助」瞭解後中學校類型之

差別，以及確立升學目標。國中學校規劃適性輔導活動以「透過電腦或紙本測驗瞭

解自己的性向或興趣」和「要求或鼓勵我們和家人討論未來生學規劃」居多，有關

職涯相關認知和探索之資訊則較缺乏。由此可見仍待教育單位積極推展職涯探索活

動來幫助國中生更深入認識自己，了解後中學校與職群類科學習方向，增進對職業

世界的認知，以協助學生生涯與職涯探索，俾利適性發展。

以下針對當前國中職涯探索活動概況與相關理論基礎進行探究。

一、當前國中職涯探索活動現況與內涵

職涯探索活動涵蓋在「生涯發展教育」與「職業試探教育」中。《技術及職業教

育法》（2019）第 9條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或採融入式之職業試探、生涯

輔導課程，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建立正確之職業價值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實施計畫（國教署，2017）提出「適性揚才」理念，規劃於「適性輔導國民素養」

面向進行，透過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與職業試探教育來推動職涯探索活動，應用於適

性輔導。

（一）生涯發展教育

生涯輔導與性向探索，導引學生多元適性發展，乃當前國中生涯輔導工作重要

方針（田秀蘭、盧鴻文，2018）。國教署（2015b）編訂「國民中學推動生涯發展教

育手冊」，該手冊與學校適性輔導工作融入WISER模式，可分為發展性、介入性和

處遇性三大層次（教育部，2020）。發展性以 3W為原則，推動層面以行政措施與

組織運作、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與生涯檔案之建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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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為主，是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工作核心內涵；介入性以 ISE為原則，提供生涯輔

導，以及校內系統合作為重點；處遇性以 R為原則，提供高關懷學生中輟輔導和校

外系統合作為主。

生涯發展教育目前在國中學生實行兩大重點，一為生涯發展教育的課程實施，

二為國中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現已更名為《國中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的紀錄與輔

導。

1.「生涯發展教育」的課程實施

國中目前將生涯發展教育以：（1）融入各領域課程入教學的方式進行、（2）綜

合活動的輔導活動、（3）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等方式進行之，其中（1）、（2）項需行

政、課程與教學共同規劃執行，（3）則是輔導老師和導師共同協助學生完成。

民國九十七年教育部頒布九年一貫 97課程綱要「生涯發展教育議題」（2012），

三大主軸為自我覺察、生涯覺察、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以及五大課程目標。其後

在教育部正式發布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2014b）將「促進生涯發展」列入四

項總體課程目標之一，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目標

與主題軸將「促進自我與生涯發展」明訂於領域內涵架構中（教育部，2018），以及

將生涯規劃教育議題融入於各學習領域課程中，其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包含生涯規

劃之基本概念及重要性、自我探索與生涯規劃的關係、工作 /教育環境探索與生涯規

劃的關係、生涯決定分析與生涯規劃行動計畫等方向（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

生涯發展教育是推動國中適性輔導的重要途徑。以中學青少年而言，廣義生涯

輔導工作能協助學生在學習及生活角色上適性表現潛能（田秀蘭，2012）。因此，透

過學校教育協助青少年覺察自我與探索生涯，結合學生自身興趣、性向能力，引導

多元展能與適性發展，提高學習意願，拓展生涯視野。適性輔導是生涯輔導在教育

現場之應用與實踐，生涯輔導亦是適性輔導推動的基礎和依歸（李佩珊，2020）。
2.《國中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的紀錄與輔導

《國中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為生涯發展與探索的輔助工具。手冊參考 Swain

（1984）生涯規劃模式，以個人特質的展現、教育與職業資料之應用、個人與環境的

聯繫為架構，主題包括：我的成長故事、各項心理測驗、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生

涯統整面面觀、生涯發展規劃書和其他生涯輔導紀錄等，著重「資料紀錄」與「輔

導」兩方面（教育部，2014a）。

每位學生進入國中，皆持有專屬的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經三年詳實的學習成長

紀錄，學校輔導老師、導師從旁指導，和家長給予孩子鼓勵與建議小語，幫助國中

生釐清自身潛能與條件，該手冊對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而言是重要輔助工具（羅

珮瑜，2012）。近來國教署（2016）更針對家長製作《國中生生涯發展教育家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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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內容包含學習表現、性向測驗、多元智慧、興趣測驗、適性入學與升學資訊、

價值觀與親子溝通等，提供家長有關孩子適性發展資訊。

（二）職業試探教育

「職業試探教育」為十二年國教生涯發展教育的一環（鍾怡慧、徐昊杲，

2019）。目前國中職業試探教育推動可分為七、八年級職業試探活動和九年級技藝教

育學程，開啟國中生對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精神的認識。

1.七、八年級職業試探活動

七、八年級職業試探活動主要引領學生透過實地參訪和實作體驗來瞭解區域產

業發展、認識技術型高中、各職群類科學習特色與內容。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2018）由各

國中規劃全體八年級學生赴產業參訪，和至技術型高中進行實作體驗與職群類科認

識；或由技術型高中利用該校申請「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

施方案」（2017）協同鄰近社區國中學生到高中職參加職涯探索營或實作體驗活動，

讓國中生提早認識與了解後中學習景況，獲得適性學習機會。後更研擬「產業參訪

建議模式」（國教署，2020）協助學校安排國中生藉由參訪清楚了解在地產業現況與

未來職場趨勢，並透過學習單進行省思與回饋。

105學年度教育部策劃各縣市建置以國小高年級和國中生為對象的「國民中學

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鼓勵學生從模擬真實職場情境中實作探索與體驗學

習，以達青少年認識職業與工作、進行職業試探和興趣探索、培育良好工作態度及

正確職業價值觀等三大目標（《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區域職業

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作業要點》，2019），期待經由職業試探活動提供國中生多元探

索機會，增進對職業世界的接觸與理解，從而建立價值觀和態度。

2.九年級技藝教育學程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依據《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2015）辦理。以九年級

學生為對象，實施技藝課程，有意參加者需接受導師、輔導老師之諮詢，經學生及

家長同意後，再召開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委員會評估。技藝教育開辦可分為自

辦與合作兩種方式；上課可採抽離式或專案編班；以 15~35人為原則，離島或偏遠

地區可視需求酌減人數；各校開設一至四個職群，學生可在上下學期分別擇一至二

個職群試探。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提供長時間深入的技藝實務探索，給予國中生較為紮實的試

探機會，肩負職業試探重任（梁綺修，2014）。課程安排上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多元探

索與實作技藝，讓國中生透過實作，探究職涯與增長職業視野，啟發青少年優勢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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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亦是澄清職涯價值的好時機。

綜合所述，七、八年級以自我探索、生涯與覺察為主，透過生涯發展教育課程

實施，並結合職業試探活動的實作體驗，再搭配《國中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的紀

錄與輔導等方式進行。九年級除原有的生涯發展教育課程進行、手冊的紀錄與輔

導，並結合加深的職業試探—技藝教育，來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以及

各職群類科的學習內容和進路發展，以探索生涯，為未來預做準備。

如圖 1，可知當前國中職涯探索活動的實施，係生涯發展教育和職業試探教育結

合的一環，從七至九年級逐步落實國中適性輔導工作。

圖 1　當前國中職涯探索活動與適性輔導關係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職涯探索活動之理論基礎

下列以國中階段為焦點，探究職涯探索活動相關理論基礎：

（一）Ginzberg、Ginsberg、Axelrad與 Herma生涯發展階段論

Ginzberg等人（1951）以生涯發展角度提出此論點，主要探討職業抉擇行

為。國中生 13~15歲為生涯發展「試探階段」（tentative），此階段個體從潛能期

（capacity）進入價值期（value），逐漸表現未來生涯方向。

青少年由實際參訪，初步了解產業發展與未來職涯前景，發掘自身能力、特質

和志趣等主客觀條件，進一步透過學校教育協助學生澄清職涯價值觀，促使國中生

儘早發揮潛能，展現優勢能力。

（二）Super生涯發展論

Super認為個人隨著年齡增長與學習經驗累積，生涯發展為連續不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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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生涯發展階段從「成長後期之能力期」進入「探索前期之試探期」（Super, 

1953），是嘗試有興趣職業活動階段。此階段重視自我概念的逐步養成、興趣與能

力培養，建立正確生涯態度，以及對未來生涯趨勢的了解。生涯發展的拱門模式，

以生理基石、地理基石為基礎，兩者向上延伸逐步構成角色自我概念（金樹人，

2015），此亦與國中階段學生之生涯發展任務息息相關。因此教育單位應協助國中生

探索生涯價值，興趣、能力，職業世界等，進而規劃與實踐，終能勝任職場（連廷

嘉，2012）。透過職涯探索活動，提供青少年在國中階段多方認識工作世界、摸索個

人興趣能力和生涯認知的建構，對其生涯成熟將產生正向影響。

（三）Gottfredson職業抱負理論

Gottfredson曾指出職業發展過程的自我概念在個人生涯探索中具關鍵因素（吳

芝儀，2004）。Gottfredson（1981）將自我概念分為四階段，當青少年成長至 14歲時

即進入「自我傾向期」，此時期個體藉由自我認識開始思索個人生涯規劃，進而增進

自我覺察能力，衡量適合的工作，對將來生涯發展有更具體看法。

由此可知，青少年如能透過職涯探索活動的參與，及早從中發掘個人志趣、特

質和潛能，擴展職業眼界，形成生涯目標，將裨益國中生創造自己的職涯舞台，是

當前我國技職教育向下延伸的目的。

（四）優勢中心理論

優勢中心以後現代思潮的社會建構主義與正向心理學為基礎，主張促進青少年

正向發展，建立內在優勢特質（王玉珍，2012）。個體在學習歷程中逐步開展其優

勢，且能感受到成長、快樂、滿足及有意義感，在困境中發展正向力量（王玉珍、

田秀蘭，2016）。

以此來看，國中職涯探索活動主要在輔助學生自我覺察和生涯探索，以及認識

後中與職群類科。一方面讓國中生透過體驗和試探，找到自身優勢；另方面，促使

青少年適性適才適所的正向發展，使學習更具有意義感。

（五）生活設計（Life designing）

生活設計為後現代取向之生涯輔導，注重自我建構和生涯建立（Savickas et al., 

2009）。Savickas（2012）指出生涯設計介入主要為生涯教育，透過建構、解構、重

建、共構、行動的歷程，建立個體生活設計意義。

當前十二年國教重視實作、生活實踐與應用的體驗學習，透過素養導向的 108

課綱與多元彈性課程、學校教育資源和探索職涯的生活設計規劃，連接國中適性輔

導需求，期能幫助青少年適性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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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國中職涯探索活動情形

A國中為 25班的中型學校，位處雲林交通樞紐且為重要農業產地，職涯探索活

動為 A國中輔導工作重要業務，由輔導組和資料組進行籌劃。周明蒨等人（2014）

指出國中端在生涯發展教育中認識技職教育具體做法包括：了解後中職群基本概

念、實作體驗課程和認識工作世界。而 A國中試著將生涯發展教育、職業試探活

動、技藝教育加以連結辦理「職涯探索活動」，本研究所指之職涯探索活動即涵蓋此

三者。

（一）生涯發展教育

為落實生涯發展教育，A國中成立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推動相關工

作，由輔導室擬定每學年生涯發展教育計劃，依國民中學推動生涯發展教育工作手

冊規範，以學校本位、全面實施和多元彈性原則，各年級教學主題及活動之核心內

涵：七年級為自我覺察與探索、生涯覺察與試探，八年級為生涯覺察與試探，九年

級則為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協助學生自我覺察、生涯覺察及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

（國教署，2015b）。A國中實施生涯發展教育包括融入各領域課程與教學、彈性學習

節數及運用相關活動等方式進行。

1.領域課程與教學

生涯發展教育實施主要在兩方面，一在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立生涯發展教育議

題課程教學組，規劃七至九年級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課程之實施，及生涯發展教育重

大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與教學，其重點：七年級為自我覺察與探索、生涯覺察

與試探：產業初探；八年級為生涯覺察與試探：認識生涯類群；九年級為生涯探索

與進路選擇（國教署，2015b）。二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課程進行生涯輔導

和職涯心理測驗施測等。

2.彈性學習節數及運用相關活動

（1）生涯講座和生涯檔案比賽

利用早自習時間，安排七至九年級生涯發展講座，由 A國中輔導室人員及專

輔老師擔任講師，引導國中生自我覺察、生涯覺察和找出適合自己的生涯進路與選

擇之能力。從七年級開始教導學生發掘自身的潛能和興趣、建置生涯檔案和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填寫要領，八年級學習職涯資訊應用和建立正確職涯價值觀，九年級時

引導學生思索未來就學進路與發展，對即將面對生涯抉擇的畢業生進行生涯規劃之

適性輔導；並結合生涯檔案之應用，由輔導室主辦，導師、輔導老師先進行班級初

選，各班擇優推薦參賽。

在九年級下學期則由各班級導師與輔導老師針對應屆畢業生做志願選填說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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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路輔導，校方安排家長、學生場適性入學宣導；另與高中職、五專合作國中教育

會考後的升學宣導等。

（2）技職教育宣導、職群類科介紹講座和職業達人講座

以七、八年級學生為主要對象，運用年級活動，由科大教授或後中教師擔任講

師，簡介技職教育特色，多元入學管道、職群類科、策略聯盟學校宣導，並且不定

時利用午餐時間撥放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宣導影片。此外，邀請各行業達人或家長

到校，進行職場達人講座，與學子分享職場資訊及甘苦談等。

（二）職業試探教育

A國中的職業試探教育主要有下列兩大類：
1.職業試探活動

以七、八年級學生為對象，主要為一日職業試探活動或職業體驗營。在七年級

下學期和八年級上學期安排全年級學生一日職業試探暨產業初探活動，參觀雲嘉在

地產業、職業體驗，和至公私立技術型高中進行實作體驗活動，了解不同群科學習

主題及職業特性（國教署，2015b），開展學生多樣化職涯體驗，參訪後填寫國中生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和學習單回饋省思。另與科技大學、雲嘉區公私立技術型高中的

優／均質化計畫協辦國中生技職教育體驗營和職業體驗營，由各班級學生輪流參加。

2.技藝教育學程

以九年級學生為對象，技藝教育學程利用每週三下午空白課程，與鄰近公私立

技術型高中以合作式抽離上課進行。八年級下學期邀請合辦之技術型高中到校簡介

開辦職群、技藝競賽和選讀後相關職涯進路；再由各班導師和輔導老師深入瞭解，

有意參加者先填寫「技藝教育學程意願調查表」及取得家長、學生同意，學生選填

有興趣的職群志願，再依校內技藝教育薦輔會決議之比序標準評估，採計七、八年

級四個學期在校學習表現。

九年級上下學期開辦職群分別有：化工群、藝術群、電機電子群、食品群、餐

旅群、動力機械群、機械群、商業與管理群、設計群、家政群等。技藝表現優異學

生將被選拔為選手，參加全縣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若獲獎則有助於學生技優甄選、

實用技能班等多元入學申請，及高中職、五專免試入學之超額比序。

（三）小結

A國中之職涯探索可分為實地體驗和個人自我探索。實地體驗有職業試探活

動、技藝教育學程，以及偕同技專校院或技術型高中舉辦技職教育體驗營和職業體

驗營；自我探索則以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教學、國中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心理測驗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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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的向下扎根，國中職涯探索活動的推動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青少年

多向動機主要由生活轉變、個性形成的過程及外部支持與影響等三種因素所形成

（Malin et al., 2013），此時期也是建構職業認同發展過程，包含探索、承諾和重新思

索職業選擇等任務（Porfeli & Lee, 2012）。教育體系與社會環境對青少年的職業認知

與探索影響甚鉅（黃逸懷等人，2015），透過職涯探索活動，提供國中階段學子課堂

知識外的學習管道，當前國中職業試探教育的推動被期待為實踐十二年國教「適性

揚才」重要途徑。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以職涯探索活動實施來探討當前國中適性輔導之推動。採質性研究

方式，以國中七至九年級的生涯發展教育和職業試探教育（職業試探活動和技藝教

育學程）等職涯探索活動，探討國中生參與職涯探索的動機及學習成效。

一、研究方法

國內有關國中職業試探教育、技藝教育和生涯發展教育等多以量化研究及文獻

回顧進行探討，鮮少以學生為主體深入探究。故研究者以質性研究方式，從實際參

與來了解國中三年職涯探索活動在學校現場推動的情境脈絡，及平時和研究對象間

建立良好互動，透過半結構訪談，能清楚瞭解學生在國中三年間參加職涯探索活動

的真實感受。

二、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雲林縣 A國中職涯探索活動實施來探討適性輔導工作推動進行分析，

以了解學生的參與動機與學習成效。研究者一時任導師，因陪同學生參加校內外舉

辦的職涯探索活動，以及協助輔導室推動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引起研究者一欲進一

步探究此議題。研究中，透過文獻探討來了解國中適性輔導在職業試探教育與生涯

發展教育的落實方式、A國中實施現況，經研究者二建議進行半結構訪談，探究學

生的參與動機與學習成效對其影響。最後，撰寫成本文並提出建議。

三、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 A國中 103學年入學、105學年畢業之應屆畢業生為研究參與者。A國

中依現行國中生涯發展暨職業試探教育之教育政策，規劃實施職涯探索活動，符合

亦可反映多數學校之執行現況，故以其為研究對象。A國中採常態編班，103學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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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級數共十一班，以立意選取男女生各三位，共六位應屆畢業生為研究參與者，

其必須在國中三年完整參加學校自辦與協辦的職涯探索活動，並由導師推薦能表達

豐富的參與感受者為選取標準，如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技藝教育參與職群 擔任技藝競賽選手／名次 升學進路

A 女
藝術群、

商業與管理群
是／第三名

嘉義區免試入學

私立高職綜合高中

B 女
食品群、

設計群
是

嘉義區實用技能班

私立高職時尚造型科

C 女
化工群、

機械群
是／第一名

雲林區免試入學

國立普通高中

D 男
藝術群、

商業與管理群
否

雲林區免試入學

國立高職生物產業機電科

E 男
電子電機群、

餐旅群
否

嘉義區特色招生

私立高職餐飲管理科

F 男
化工群、

機械群
是

雲林區免試入學

縣立普通高中

四、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有訪談大綱和研究者本身。

（一）訪談大綱

本研究之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乃依研究問題、文獻探討和研究者實務經驗設計。

以教育部生涯發展教育重大議題三大主軸：自我覺察、生涯覺察、生涯探索與進路

選擇為架構，擬定訪談大綱初稿，再由第二位研究者、A國中輔導室業務行政人員

和六位班級導師等提供意見，經修正調整後，邀請兩位學生進行預訪，確認能蒐集

本研究關切之問題，即發展成為正式訪談大綱，主要包含學生選擇參加學校的職涯

探索活動的原因？印象最深刻的職涯探索活動與原因？參與這些活動後的體會或學

習？參與後對自己的了解或影響？參與後對自己未來發展的想法等。

（二）研究者

研究者群具備技職教育、生涯發展與輔導等專業背景。研究者一為現職國中輔

導組長，曾任 A國中 103學年入學、105學年畢業該年段導師，擁有國中技藝班教

師證，和指導學生參加全縣國中技藝競賽之實務經驗，長期關注國中職業試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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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研究者二在科技大學擔任輔導行政工作，同時亦教授生涯發展與輔導相關課

程，對此研究議題亦相當熟悉。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茲說明本研究資料蒐集和分析如下：

（一）資料蒐集

主要蒐集資料的方式為訪談，輔以三年之參與。研究者一分別與六位研究參與

者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希望從訪談內容中了解當前國中職涯探索活動的實施對

國中生生涯發展的影響，以及適性輔導工作推動之具體成效。

訪談於 2017年 3月份進行，先向六位研究參與者說明，並取得學生及家長之同

意。訪談約 50~60分鐘，全程錄音，並將訪談內容繕打成逐字稿後讓研究參與者再

次確認資料的信實度。

（二）資料分析

研究者先就逐字稿內容進行編碼，如「A-1-03」表 A學生編號、1為第一次訪談

所得資料、03為段落別。經由連續比較與反覆檢視（Bogdan & Biklen, 2007），以內

容分析方式，綜合歸納分析出核心論點。將內容分為兩類，一為參與動機，二為學

習成效，再依訪談內容加以區分。例如：「我選擇化工和機械，還有想要了解一下這

所學校」（F-1-1）為參與動機；「國中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有幫助到吧！因為那是紀

錄自己〔國中三年〕的成績、還有幹部、競賽⋯的紀錄都會記載在上面」（D-6-1），

則為學習成效。

研究團隊在研究過程中不定期將發現、困惑與專家學者、A國中輔導室行政業

務人員及導師們等討論，交叉比對相關資料，檢核其一致性，降低主觀偏誤。

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如下：

（一） 研究參與者：本研究以三年完整參加職涯探索活動，以及由導師推薦能豐富表

達參與感受為其選取標準，所得資料無法反應其餘非此類背景狀態之學生的參

與動機與學習成效。

（二） 研究者本身：研究者一進行本研究之質性訪談，可能受限於訪談技巧，或其身

為導師，與研究參與者之師生關係致使研究參與學生之言談有所保留，影響資

料之豐富度。

（三） 研究區域：礙於時間、人力、物力等問題，僅以雲林縣 A國中為研究場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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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僅能提供類似背景狀態之學校的理解。

（四） 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惟所蒐集內容為學生事

後回溯其參與職涯探索活動之動機與學習成效，恐受時間因素影響其所能回溯

資料之豐富性。

研究結果

適性輔導為十二年國教政策重要任務。賴協志（2018）指出當前國中適性教育

指標系統在「學生學習與輔導」層面的「重要程度」及「實際做到程度」皆高。然

國中職涯探索活動的推動，學生參與動機及學習成效之具體內涵為何，應做進一步

探討。根據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參與動機

動機是一種促進行為活動的內在作用（張春興，1995）。從研究參與者參加職涯

探索活動的動機來看，大致可分為：

（一）興趣引導學生選擇參與技藝教育職群之屬性，環境因素亦產生影響

國中技藝教育的核心宗旨是促進國中生提早發掘自己的特質、性向和興趣，增

進自我與生涯覺察，並探索職涯進路。技藝教育推動是藉由模擬真實情境，擴展與

增長學生職涯知能的探求，適才適所開展自身專長，培養青少年應具備的職場競爭

力。

透過技藝教育期望國中生能藉由深入接觸，來認識職業生涯之內涵，和務實致

用之技能學習，「我選擇化工和機械，還有想要了解一下這間學校。」（F-1-01），以

提供國中生多方探尋潛能與生涯發展之管道；此外，有學生提及希望經由參加技藝

教育更進一步了解自己有興趣的學習方向。

看到學校舉辦的技藝教育宣導合作學校他們來講，感覺很有趣，就去參加

了。（C-1-01）

因為其他群類比較普遍，我沒有什麼興趣，對多媒體動畫這種比較少看到

得比較有興趣。（D-1-02）

E學生也表示「我家隔壁是一間電子工廠，〔再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歡煮東西；

剛好學校〔上下學期〕有開電機電子和餐飲。」（E-1-01），周邊產業加上自身興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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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設職群相符等因素，皆對 E生選擇職涯探索活動產生影響。

國中職涯探索活動以「學生」為主體，是職業準備教育前期，也是兒童和青少

年職業試探的重要方式，家長與學校老師共同合作，在不同學習階段提供正式和非

正式的機會（Patton & Porfeli, 2007），透過學校職業試探活動和技藝教育職場體驗，

豐富其在生涯探索上的經驗，使學生對職場有基本認識，建立青少年對工作的想

像，到後中階段才能更清楚職業興趣之所在（張仁家，2018）。

13至 15歲的國中生正處於生涯發展階段論之試探階段（Ginzberg et al., 1951），

在青春期需鼓勵青少年進行廣泛且多樣目的探索，和勉勵其專注計劃如何實現人生

目標（Bronk et al., 2009）。以生涯諮商進行生命設計（life design）時，將工作角色

融入生命角色的藍圖中（金樹人，2015），在此生命設計過程中，工作角色為不可或

缺的角色之一。以此觀之，藉由職涯探索活動的實施，結合技藝實作與探索生涯等

教育活動進行生活設計規劃，將工作角色融入生涯藍圖，也就是在此階段開啟青少

年職涯探索之路，為未來職涯發展做預備。也可謂強化國中時期職涯探索，讓學生

提早找到自己志趣與未來出路（廖年淼，2017），當國中畢業生面臨分流時，能基於

自我與職涯之探索與瞭解，作出適性選擇與規劃，藉此亦能達成發掘及培育務實致

用的技職人才之目標。

然而相較於其他縣市，雲林縣學生可選擇的在地後中學校和職群類科有限，對

國中端辦理職涯探索活動也造成極大困擾，無法面面俱到滿足國中生的探索渴求，

甚至有部分 A國中學生在畢業後選擇跨區就讀，或是從鄰近學區中挑選自己不感興

趣的職群類科就近入學之現象。因此，除探索並初步確認興趣外，如何協助學生瞭

解其所處環境，也就是 Super（1990）所謂的「地理基石」對生涯發展之影響，思考

問題解決策略，例如跨區就讀等必須有家庭支持；若遷就而選擇自己不感興趣之職

群類科就近入學，對其後續生 /職涯所產生之影響亦值得關注。此外，亦有學校遷就

在地學校的職群類科而限縮了學生探索的範圍與可能性，也是職涯探索活動需面對

的現實考驗，亟需尋求解決之道。

（二）希望能在升學上獲得加分

目前多元進路發展提供國中生適性選擇高中職、五專入學管道的機會。在免試

入學超額比序積分項目、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和實用技能學程申請等，

將「技藝優良表現」和「技藝競賽成績」列入。學生談到起初參加技藝教育學程的

緣由如下：

我以後想要讀五專，然後參加技藝班的話可以加分，所以參加了。（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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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學長他參加電子電機﹝技藝競賽﹞拿到第二名，他就有跟我講，我

也覺得可以參加覺得還不錯。因為本身他自己無法領到畢業證書，因為技

優保送就進入了高職。（B-1-02）

聽我班導說去技藝競賽，好像可以放入超額比序的分數。（F-6-02）

從上述動機之描述可發現，參加技藝班或競賽以使在升學中獲得「加分」是重

要的參與動機之一；A是在明確的生涯目標下為之，其餘則從學長或導師處得知資

訊，為達成保送等目標而做的生涯選擇。國中技藝教育具有職業試探功能，將其定

位為職業基礎教育（吳天元、洪照南，2004）。從 A國中後續追蹤 103學年入學學生

畢業後進路調查得知，多數應屆畢業生以「技職」體制為其後中就學的主要方向，

其生涯選擇的影響因素為何？

從上述發現可知結構因素及社會環境脈絡對青少年生涯探索與決定之影響，從

生態系統觀理解學生所呈現之生涯發展現象（楊育儀，2012），探討主客觀因素限

制，透過職涯探索活動使學生對自身所處生態系統之「生理基石」與「地理基石」

（Super, 1990）有更多瞭解與掌握，對國中生的生涯發展不可謂不重要。

正向生涯發展歷程，有別於靜態適配的概念，能讓個體發揮優勢、活出生命意

義（王玉珍、田秀蘭，2016），並結合生活設計介入措施幫助個人識別其主觀身分或

生活角色（Savickas et al., 2009），探詢決策影響因素，發展適切之目標與計劃等。然

當學生為了多元入學需求而學習技藝，只為能在超額比序積分項目獲得加分與升學

的機會，是否違背技藝教育之本質和適性揚才精神，其合宜性實有商榷的必要，值

得深思；但也反映國中階段學生生涯選擇之諸多影響因素，爭取分數，達成考試目

標似為無法迴避之壓力。然某些學生的特殊能力也影響其在環境中的學習經驗，伴

隨此經驗而來的興趣與技能，也和個人未來的職業選擇關係密切（金樹人，2015）。

爰此，惟強化分化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提供後中多元入學管道，適性選擇各職群類

科以順應學生需求及差異（王麗雲，2014）。

（三）師長及同儕影響國中學生之職涯抉擇方向

家庭是生涯輔導推動的關鍵（唐思涵，2016），家長更是青少年生涯選擇的重要

影響因素（林蔚芳，2012，2018）。國中生畢業前，面臨高中職、五專或實用技能班

等後中學習管道的分流抉擇，除考量自身志向、潛能外，也受到師長和同儕影響。

尤其是家庭成長環境、家長觀念的確對於青少年的職涯抉擇有著重大影響。以下學

生分別提到在國中畢業前，面對職涯抉擇時所遇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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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導她就說要叫我努力一點，看考不考得上高中；如果不行了話，就是有

一些職科可以讓我選，她有列出來給我看。（F-4-06）

因為姊姊是讀護理的，爸爸希望我能夠去讀護理，可是我真的沒興趣，但

媽媽覺得自己興趣最重要。我就跟爸爸說就算我去讀護理，可是我沒有興

趣讀也不見得讀得好，所以還是想往自己的興趣發展。（B-5-05）

有些同學他們會說他們喜歡的科系，然後告訴別人﹝身邊好朋友﹞，或許也

會有興趣，〔同儕之間〕就會往那邊走。（A-6-06）

家庭、學校、同儕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等生態系統對於青少年適性發展具關鍵影

響力。Bronfenbrenner（1979）生態系統論指出個人與環境的互動型塑其發展。父母

親教育方式強烈地影響兒童期探索，且延續到青春期之探求（Schmitt-Rodermund & 

Vondracek, 1999）。由於國中生生活經驗有限，加上部分學生曾有過學習受挫經驗，

以致於對學業喪失興趣，再加上對職涯想像與職業選擇較為懵懂；因此，師長期

待、同儕、媒體、性別刻板印象和社會價值觀等，特別是家庭中重要他人皆影響國

中生生涯成熟之發展歷程（柯儀明，2016），凡此種種對青少年適性發展影響深遠，

且扮演著關鍵角色。如何讓家人與同儕成為生涯抉擇助力而非阻力，是當前國中適

性輔導工作面臨的嚴峻考驗（王玉珍、田秀蘭，2016）。

綜合上述，青少年受層層生態系統之影響，個人發展來自家庭、學校和社會等

多層系統間交互作用。生涯探索與規劃對國中生極為重要，通常他們傾向於向父

母尋求協助（Brardick et al., 2004），父母師長也常主動提供資訊或表達期待等。因

此，增加父母對孩子生涯發展的了解，有助於形成對子女職業和未來看法的共識

（Bardick et al., 2004）。家庭中重要他人應多傾聽孩子想法和觀察其興趣能力，從學習

過程中發掘孩子的專長和優勢，並與老師保持良好溝通互動，教育單位則可規劃建

置親子生涯溝通平台（林蔚芳，2018），如此方能達成協助子女適性發展之目標。

二、學習成效

動機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何英奇等人，2015）。茲將當前國中職涯

探索活動之學生學習成效，分述如下：

（一）技藝教育實作課程能幫助學生發覺自身潛能，發現學習樂趣

在後中分流前，透過學校教育提供之多樣化探索活動，給予不同學習成就的國

中生認識自己、多方嘗試體驗和探索學習樂趣，來了解各行業工作內涵、建立職涯

觀念，以及認識產業發展潮流。藉由技藝教育實務操作引導，讓國中生有動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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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試探機會，增進學生對職業世界與工作內涵的理解，而有深刻的感受。學生透

露「我當初完全不會，老師在還沒有講以前我對電機電子是完全沒有接觸的。」（E-

2-02）。以下從學生談到在技藝探索過程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學習內容可略窺一二：

製作影片的時候，讓裡面的人互動會有點難度，很多步驟要完成。（A-2-

01）

義大利麵。因為老師在做的時候有一個步驟叫做「蜻蜓點水」，然後當時大

家都覺得很好笑，可是他真的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你要做這個過程，

麵才會 Q。（B-2-01）

天氣瓶的原理是天氣熱的時候，裡面的結晶會因為天氣熱而溶解，天氣冷

時結晶就會跑出來，這個實驗比較有趣。（F-2-01）

國中階段為 Super（1953）生涯發展論探索前期之試探期。透過技藝實作體驗鼓

勵青少年從動手做的學習歷程，發掘自身潛能，發現學習樂趣，從探索過程尋找評

估適合自己的生涯目標。有學生提到「因為我學科不如人，所以一定要在技巧上面

贏別人。就做東西吧！做東西會比別人快一點。」（B-4-01）。從下述訪談發現，透過

體驗與實作更能確定學生自身興趣和潛能。

有一次去科大職業體驗營，那一次做木工，覺得很好玩，剛好姑丈也是做

木工的，然後覺得很有趣。（A-4-01）

自然做實驗這部分我覺得我這方面的能力有被挖掘出來。（C-4-01）

從上述學生反應確實可印證：體驗式學習歷程所引發之經驗反思與抉擇行動的

力量遠大於知識性的學習（楊育儀，2012），然而目前國中正式課程中具實作性質

的領域科目，以及彈性課程和非正式課程實施實作之課程時間，仍顯不足。在生

涯發展教育中，技藝教育是重要一環，對國中生生涯進路選擇提供參考指引（吳明

振、游玉英，2014），生涯規劃方案需要從國中階段或更早開始進行（Bardick et al., 

2006），因此循序漸進鼓勵國中生體驗與實作，充分接觸不同在地產業與職群類科，

其所能引發之個人特質與目標的反思，探索自身性向、興趣和優勢；使能充分覺知

各種發展可能，對學習動機之提昇應多所助益，更能達適性發展之目標。

加深加廣體驗學習過程，是國中生涯探索與發展的養分。九年級國中生選習技

藝教育學程時，可參考職涯心理測驗工具內涵與技藝教育之職群對應（徐昊杲等

人，2012），以瞭解自己的志趣潛能及適合的職涯方向，提升主動學習的動機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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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精進青少年職涯知能，啟蒙個人學習和實務技藝及經驗累積，重塑正確職涯價

值觀。學校開設職業試探體驗或技藝教育學程提供國中生選習，將有助於國中端適

性輔導工作之推動（吳清山，2012）；更符應「成就每一位孩子」的願景精神。

（二）短期職業試探活動結合實作體驗課程有助於學生探索職群類科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明定在國中階段應融入職涯認識與探索之相關內容，俾利

協助青少年瞭解性向與興趣。A國中在七、八年級時安排一日職業試探活動，有學

生透露「應該是八年級比較多吧！八年級時去有比較多介紹一些，而且有實作的課

程。」（E-3-01）。另有學生針對在七、八年級時參加職業試探活動對其幫助提出如下

回應：

我覺得去高職參訪比較有幫助。因為你可以知道你現在去參訪的那個科到

底在做什麼，很多人都分不清楚電子、電機和機械這一些，我們去 O農那

一次是電子，你就可以知道它﹝有教﹞在接線路。（B-3-01）

應該是八年級。七年級有點當作去玩吧，走馬看花⋯⋯，八年級職業試探

有那些實作上，然後比較能了解說那個學校﹝和職群﹞在做什麼之類的。

（D-3-02）

原本以為化工就是了解化學的東西，和在學校裡教得差不多，但去了之後

才發現是做實驗操作部分比較多的。（F-4-03）

職業試探是職業認知後的必要程序（孫仲山，1999）。國中端設計職業試探活動

以區域性為主，由各校自行規劃產業參觀與職業試探活動，或參加技術型高中均質

化計畫的職涯試探、技專校院職業探索營等，亦可透過經濟部、教育部等跨部會合

作，寬籌經費來補助國中小學校舉辦產業參訪，讓學生瞭解區域產業現況協助探索

（廖年淼，2017），以大手牽小手的產學攜手策略，提供國中生擁有多方體察與探索

的機會，透過貼近學習現場，更清晰學習內涵與自身之關聯性。

職涯發展必須仰賴青少年時期的深厚奠基（李芳然，2005）。若能及早協助青少

年發覺自己的興趣與能力，習得一技之長，當可從中獲得自信心與成就感，尤其對

於學習低成就的學生，需儘早發掘自己在學科外的優勢才能，找出其他方面的學習

熱忱，或幫助具技能技藝傾向的學生展現多元潛能；提早規劃未來合適的職涯進路

藍圖，方能落實是當前技職教育向下延伸的目的。

（三）生涯發展教育課程搭配多元活動能協助學生自我探索

「適性揚才」為十二年國教重要理念。A國中生涯發展課程、議題融合教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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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心理測驗施測，可幫助學生探索專長、志向，以及未來職涯規劃，受訪學生在

作完測驗後所表達的想法感受如下，需要進一步協助其探索：

有點吧！因為我記得學校它上次有給一個興趣量表題本要我們寫，然後算

出來的東西是你的性向〔興趣〕之類的；就是可能原本想說〔要讀〕電機

電子，可是在那張〔興趣量表施測結果〕上面都沒有。（E-5-01）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學生在訪談中反應，目前國中生涯適性輔導無法滿足探索需

求，主要是：

無聊的時候會看網路，因為有些自己已經知道了！然後又再講一次。（C-5-

01）

提早進行生涯探索具有意義，反倒在九年級時因現實要素，限縮探求職涯的動

機與創意（王玉珍，2018）。國中學習階段為 Gottfredson（1981）職業抱負論的自我

傾向期，多數國中生尚未定向，學習歷程中缺乏如「我是誰？」和「我將要做什麼

呢？」等探索職涯的活動，也極少有機會認識真實工作世界（Tien & Wang, 2016；王

玉珍、田秀蘭，2016），但現今學生透過網路等多元管道極易取得各類資訊，因此理

解學生的起點行為，據以設計課程更形重要。換言之，教師亦應強化國中職業探索

和適性輔導知能，以協助青少做好職涯發展準備（吳清山，2018）。

如何提供青少年探索自我的機會，澄清並認識自我特質與潛能，是極為重要的

學習歷程（王玉珍、田秀蘭，2016）。結合國中職業試探活動與技藝教育，再搭配實

務操作課程，從終身、整體、情境和預防性的生活設計基本框架，建構個體生涯需

求（Savickas et al., 2009）。若能將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和職業試探教育資源加以統整，

系統化推動國中職涯探索活動方能讓青少年更為了解自身的志趣與性向（柯儀明，

2016）。

（四）《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歷程資料紀錄能有效幫助學生思索職

涯方向，提供親子溝通資訊

智性、心性的正向特質和困境韌性的因應為青少年發展所需之優勢心理能力

（王玉珍等人，2019），如何有系統地探索與統整，以協助學生有完整之自我圖像也

是生涯輔導成效的關鍵。《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將學生自身在國中三年學習

成長與職涯探索的歷程做完整紀錄，有助於自我資訊之統整。「因為上面資料都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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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寫的啊，如果沒有那一本我可能也不會去想。」（E-6-02）。以下可從學生講到手冊

的應用對其助益略知一二：

如果沒有紀錄了話就會忘記自己喜歡過什麼？或者是原本去做木工的時

候，如果沒有紀錄的話，我有可能會忘記，國三的時候我可能就不會選擇

它﹝和設計、藝術有關的技藝課程﹞去學校﹝做試探﹞。（A-6-04）

可以更去深入的認識自己和更了解，還有歸納一些興趣啊！爸爸媽媽也可

以看到我在學校的表現⋯⋯，看最後面的成績有沒有達到自己的標準，然

後再去加強。（C-6-01）

有幫助到吧！因為那記錄自己﹝國中三年﹞的成績，還有幹部、競賽都會

紀錄在上面；每學期的自我反省可能就想一下同一個職位，今年和去年有

什麼不一樣的想法。（D-6-01）

了解國中階段學習整體表現，可做為後中適性輔導入學參考（鄭博文等人，

2018）。手冊的紀錄能提供學生、師長清楚了解該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各方表現與展現

學習成果，主要在輔助國中生將三年的各項學習表現、參與職涯試探和師長輔導建

議等加以紀錄，學生是否認真詳實填寫紀錄及省思？家長是否能由手冊充分了解孩

子生涯適性發展的需求？而學校輔導人員、導師是否有足夠的生涯輔導專業知能？

因此，如何充分運用手冊功能，也是協助學生職涯發展值得思考的角度。

青少年的職涯決策在積極參與方面是以探索和計畫來定義，對其職涯的一致性

和決定性至關重要（Hirschi et al., 2011）。教育單位如能建立職業試探回饋機制，可

作為後續職涯課程設計、分流進路選擇之參考（陳淑娟，2015），以利國中生畢業前

面臨進路抉擇時，有較為完整資料供家長及學生參酌。同時，可供國中端研擬規劃

具學校本位特色的職業試探與適性輔導之參考，落實適性輔導之發展性輔導工作全

校做、聰明做和雙贏做的學校三級輔導WISER模式之精神（教育部，2020）。

在參與動機方面，學生因興趣參加技藝教育，進一步探索生涯與認識職群類科

學習內容，但環境限制也影響其探索之範疇與進路選擇；其次，部分學生因超額比

序加分制度之誘因而參與職涯探索活動，此亦影響其就學選擇；第三，師長建議與

同儕效應影響學生自我與生涯之覺察，以及職涯抉擇方向。在學習成效方面，透

過技藝教育和職業試探活動的實作體驗能使學生感受學習樂趣及發掘自身潛能，探

索職群類科；其次，國中三年的生涯發展教育課程與多元化活動能幫助學生自我探

索，然課程與活動的設計需更貼近國中生之學習需求與起點行為；最後，《國中學生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學生三年詳實的紀錄與老師從旁指導，能幫助國中生逐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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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職涯方向，並供親子溝通之參考。

國中階段是適性輔導關鍵時期。透過職涯探索活動的實施，國中三年循序漸進

啟發國中生自我覺察、生涯覺察和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以達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

理念。

建議

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作為爾後辦理國中職涯探索活動之參考，期能有助於協

助青少年適性發展與輔導。

一、�以興趣為起點，鼓勵學生多方嘗試；學校亦宜克服環境限
制，豐富學生生涯探索經驗，協助適性選擇與發展

本研究發現，興趣是引導學生選擇參與技藝教育及其職群類科的重要因素。因

此，如何鼓勵學生探索興趣，進行多方嘗試是協助處於試探階段的國中學生適性發

展的重要面向。

然研究發現一般國中端設計職業試探活動以區域性為主，由各校自行規劃產業

參觀與職業試探活動，或參加技術型高中優／均質化計畫的職涯試探、技專校院職

業探索營等，學校可能遷就在地學校的職群類科而限縮了學生探索的範圍與可能

性，這是職涯探索活動需面對的現實考驗，亟需尋求解決之道。

因此，建議各校依其特色規劃彈性學習課程，並突破其地理區位既有之後中學

校和職群類科限制、導入各類學術與產業資源等，以豐厚學生之生涯探索資源與學

習經驗，使能適性學習與發展。

二、�重要他人從旁協助，鼓勵學生多方探索，並善用各式輔導
資源，增進親師合作，提升適性輔導成效

本研究發現教師、家長和同儕在國中生之生涯進路選擇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

生態系統各層面亦交互影響青少年的探索。對仍處探索階段的國中生而言，有時是

完全在家長建議或是以其自身對後中階段職群類科有限了解下做選擇。因此，師長

若能多鼓勵孩子提早探索，適時給予引導，並透過親師溝通合作，發掘孩子特長與

優勢，對青少年適性發展當可扮演關鍵推手的角色。

同時，本研究發現，《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歷程資料紀錄能有效幫助學

生思索職涯方向，提供親子溝通資訊等。因此，如何善用各式資源輔助青少年生涯

覺察，發現個人亮點，釐清就讀普通型高中或技術型高中、五專等發展方向，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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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志趣的舞台。同時具體引導家長如何透過相關資訊清楚了解孩子的生涯發展志

向與潛能等，使家長成為孩子適性發展之重要助力。

三、�提供學生多元實作體驗，深化學習反思；發掘優勢能力，
建立生涯自信心

本研究發現透過實作體驗的職涯探索活動，把想像變具體，以及經由實作體驗

引發之多方嘗試探索與學習，有助於學生發掘自身潛能與體驗學習的樂趣，並且更

瞭解職群類科，有助於未來生涯抉擇。因此，如何在職涯探索活動中提供更多元豐

富之實作體驗，以引發更深刻之反思與學習行動是國中適性輔導可努力的方向之一。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實作所過程中，協助學生發現其優勢能力，建立生涯自信

心。長期以來社會的主流觀價值觀認定學業成績佳者以就讀普通型高中為主，而非

學業成績優異者則就讀技術型高中；或以加分為目標而選擇職涯探索之學習活動等

現象，本研究之參與者亦有此反映。因此如何透過職涯探索活動協助學生發掘其優

勢能力，尤其是透過實作體驗幫助學生確立其強項之所在，而非優劣之分，讓每一

個學生皆能知其長才，方能適性發展。

四、�強化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與職業試探教育的鏈結與統整，以
提升學生參加職涯探索活動的學習成效，健全學校適性輔
導工作

以 A國中職涯探索活動分別在生涯發展教育與職業試探教育的內涵架構下，其

中職業試探教育則又包含七、八年級職業試探活動與九年級技藝教育學程。

本研究發現生涯發展教育課程與多元活動的結合能幫助學生探索自我，但也有

學生反應學校所提供的教育資源無法滿足學生需求。生涯發展教育所涵蓋面向應相

當廣泛，職業試探實為其中重要一環。因此，如何以廣義的生涯發展教育觀之，加

強國中職業試探與生涯發展教育的資源連結和整體規劃，引導學生對自我生涯之

思考與豐富探索體驗，擴展學生的生涯視野，不僅侷限於科系或職業選擇，而能從

試探過程中對自身與外部環境有更清楚與開闊的認知，從建構主義觀點來看，每一

位學生的學習經驗不同，以生活設計為建構，搭配多元活動與實作體驗的解構、重

構，將過去與現在經驗共構，發掘優勢能力朝正向發展，為未來生涯行動做預備；

以生活設計的概念視之，據以發展生涯目標，「適性」符合後現代思潮之理念，亦滿

足當前適性輔導實務之需求。

研究也發現部分學生對於教師提供已知的網路資訊則覺得較無興趣與幫助。在

科技資訊發達的時代，學生透過網路等多元管道容易取得各類資訊，因此，了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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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點行為，方能有效規劃與實施生涯教育，滿足學生發展需求。

整體而言，教育主管機關應從國中七至九年級規劃整體適性輔導工作方針外，

學校如何立基於自身主客觀條件，深化校本生涯發展教育作為等相關作為，方能使

適性輔導工作更符合以學生發展為主體之學校本位需求。

五、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雲林縣 A國中進行探究，建議未來可針對不同背景特性之學校進

行研究。此外，適性輔導涵蓋相當廣泛，而職業試探、生涯輔導和學習輔導皆屬發

展性輔導工作之範疇，兩者如何相輔相成？再者，亦可針對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在

國三至高一適性教育之銜接，適性入學選填志願和學習輔導等加以深入研究。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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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discuss the promotion of adaptive guidance in junior 

school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eer exploration activities. Using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with six students who started in 2014 academic year and graduated in 2017 
from one of Yunlin County’s junior high schools. Data 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by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s for 
participating in career exploration activities.

There were two main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s. Regarding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ree aspects were 
concluded. First, interests guided students on the slec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technical arts training groups they participated. Second, students expected the 
participation would bring benefits to their high school application. Third,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s and decision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learning effects, there were four areas 
of main findings. First, hands-on courses of technical arts training programs could 
help students uncover their potentials and bring up the joy of learning. Second, 
short-term career exploration activities combined with hand-on courses was helpful 
for students in exploring vocational groups. Third, career development education 
courses paired with various activities could assist students in self-exploration. 
Fourth, the portfolios of Career Counselling Manual for Middle School effectively 
helped students think about the career directions and provide parents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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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Keywords: career development education, technical arts training program, adaptive 
guidance, vocational expl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