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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家庭是青少年職業發展的重要環境、父母對青少年職業發展的深具影響（侯

志瑾，2004），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也包括在 108 課綱中 19 項議題中的生

涯規劃教育議題下，「家庭教育」方式和父母對學生擇業的影響作用重大，運用

「『家庭』-學校-社會教育體制」，可幫助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姚朝華，2006），

事實證明，家庭參與教育活動可以提高孩子的學業成績（Flecha，2015）。教育部

（2013）「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提到須提升「家長」有關家庭教育知能，增

進家長對適性發展內涵之認識，落實適性輔導於「親職教育」中推動。教育部

（2019）「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報告」也提到：讓學生在「家庭生活」、學校生活

中，培養良好的生活及學習習慣與態度。行政院（2023）也提到：「…技職教育

之認識，…須由家長或教師將職業探索之概念，落實於「家庭活動」或融入課程

活動設計」，本文所指的「教學規劃」是教師應主動安排或是促進家長落實職業

探索於「家庭活動」中，成為我國技術與職業教育新的任務，也是本研究主要的

焦點。綜合以上所述，可知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之教學規劃成為職業教育與

人才培育的新渠徑！ 

有鑒於此，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於：(1)探究「教師」促使家長落實職業探索

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的困難與策略；(2)「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

學規劃的困難與策略；(3)從國家、社會、學校、家庭、自己具體落實家庭活動的

職業探索；(4)根據以上結果，提出教師促使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

規劃政策修訂或改革的方向。本文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方法，運用自編之質性問

卷表單與課堂集體運思討論紀錄，彙整某教育大學師培課程選修學生 50 人問卷

表單課堂討論紀錄（問卷表單質性編號為：單 S1-S50/0801、課堂討論紀錄質性

編號為論 1/0725），研究設計採取線上 google 表單問卷、討論則是運用職業教育

與生涯規劃課程進行集體討論、單表示為半結構式問卷表單，集體運思討論由主

持人提出焦點問題，請學生事先收集資料與準備相關資訊，運用分組與全班聚焦

討論問題交互腦力激盪而成。本研究流程乃為發現問題、收集資料、運用課堂集

體運思討論、填寫線上問卷表單、資料分析與討論、參考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撰

寫研究結果與建議等，質性語料運用資料來源多元性與資料種類多元性進行三角

檢證，本研究倫理秉持知情同意、互惠互重精神。 

家庭活動落實職業教育深具重要性，以進步主義教育兒童為中心觀點來看，

教師須培養學童有其獨立創造發展之精神，協助擴展個人經驗與興趣，並透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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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家庭建立合作關係，以期適應兒童生活之需求（陳筠晶，2022）。從他國經

驗來看，例如：中國中小學實施職業教育方法，也整合學校、家庭、社會，使學

生尊重熱愛勞動（張麗娟，2011）。現代社會個體運用家庭與學校保護期間探索

自己，可以清楚了解自己以及將來要做些什麼，具有社會正當性（陳杏容，2021；

Smith, Bahar, Cleeland, & Davis，2014）。 

家庭教育是正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的核心，提供學習不受時間、空間和機構

限制的事實，是孩子出生後的首要教育環境，深具關鍵影響，家庭養育方式影響

全面人格發展，因此必須關注家庭在個人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教育活動，以及家

庭應對社會變革帶來的挑戰的能力問題（Popović, Minić, & Popović，2022）。青

少年的主要休閒活動，與家庭等分享休閒時間經驗是青年發展的一個重要性領域

（Doistua, Lázaro, & Bru，2017）。家庭的成功行動的例子包括家庭參與閱讀與非

學術互動、家庭數位和媒體素養以及家長和兒童俱樂部，使家庭參與學生學習成

果產生聯繫，家庭和社區對教育的參與改變了學校、社區和家庭的教育互動

（Flecha，2015）。而技職教育的範疇應可自國家、社區、家長、學生的整體思考

（胡茹萍，2010），但國內有關此主題的文獻缺無。因此，本文從探究「教師」

或是家長實踐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的困難與策略，爾後從國家、社會、

學校、家庭、自己等角度，具體落實家庭活動的職業探索，最後希望根據結果，

提出教師促使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政策修訂或改革的方向。 

二、「教師」促使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的困難

與策略 

在 19 項議題融入說明手冊中「性平教育」議題規範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

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顏佩如，2022），重視少數族裔就業市場所需的職業技能

的發展，「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報告」也提到教師需要持續專業發展以促進學生

學習（教育部，2019），然而「教師」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有些

困難與可因應之策略如下（論 1/0725）： 

(一) 「教師」促使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的問題 

1. 教師無法掌握各學生家庭背景與家長條件、資源：無法確保課後職業試探教

學資源和活動適應各種家庭情況和需求（單 S7/0801）。 

2. 教師無法確保家長參與度、教育背景：家長不一定都具備參與職業試探動機、

專業時間、人力與物力等資源，無法確保職業試探教學品質與實施成效（論

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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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無法掌握學生學習成效：無法確保學生對課後家庭職業探索活動，能保

持足夠的動機、興趣、參與度與成效（論 1/0725）。 

4. 缺乏評鑑與反饋的機制：教師沒有有效評鑑反饋機制，評估與修正各家庭職

業試探的進展與成果（論 1/0725）。 

5. 教師無法弭平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議題：職業教育深具多元性與多樣性，各地

區職業探索資源與家庭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不同，影響學生課後職業試探的

教育機會，無法確定是否滿足不同學生的職業興趣和需求（論 1/0725）。 

(二) 「教師」促使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的策略 

1. 導入家長、社區資源的資源和情境（單 S1/0801、單 S5/0801、單 S7/0801、單

S8/0801、單 S9/0801、單 S10/0801、單 S11/0801、單 S13/0801、單 S21/0801、

單 S22/0801、單 S24/0801、單 S27/0801、單 S28/0801、單 S46/0801）。 

2. 運用親師懇談會、班親會、親子共讀、親職講座，與家長合作發展職業試探

方案（單 S2/0801、單 S7/0801、單 S12/0801、單 S26/0801、單 S30/0801、單

S34/0801、單 S38/0801、單 S42/0801）。 

3. 整合學校內人員的各職業人事時地物資源；提供實作、體驗、義工、比賽、

夏令營等職業探索活動（單 S12/0801、單 S15/0801、單 S17/0801、單 S18/0801、

單 S23/0801、單 S31/0801、單 S32/0801、單 S33/0801、單 S45/0803）。 

4. 整合學校外公私立資源，開發學校內外職業探索活動與實作、職業教育與訓

練日活動，打造多元適性試探課程與職業探索與發展。教師可以提供事後檢

核表、省思單、學習單、事後展演、發表成果、課堂分享討論等，以了解孩

子參與度和成效（單 S7/0801、單 S16/0801、單 S35/0801、單 S36/0801、單

S37/0801、單 S44/0801、單 S50/0803；論 1/0725）。 

三、「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的困難與策略 

為促進學生從小對職業有所認識，應協同教師與家長之參與，安排學生參與

認識職業及技術價值之活動（陳筠晶，2022）。然而「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

庭活動」的教學規劃有些困難與可因應之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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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的困難 

1. 家長可能缺乏職業教育教學動機與專業知識，特別是新興職業（單 S7/0801、

單 S17/0801）。 

2. 家長家庭時間壓力，缺乏教材和資源：尤其是需要配合不同年齡階段學生理

解能力與教學方法。 

3. 教育資源不均、學習資源限制：家庭因社經背景與文化資本因素，可能缺乏

參觀職場活動所需的資源與機會。 

4. 家長缺乏對職業試探風險與安全問題的瞭解：或因學生年紀較小，如交由家

長進行，有些家長無法注意到一些職業探索活動可能涉及安全風險與管理問

題（論 1/0725）。 

(二) 「家長」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的教學規劃的策略 

1. 家長可帶孩子影片觀看或體驗部分職業工作或活動（單 S2/0801、單 S7/0801、

單 S12/0801、單 S21/0801、單 S23/0801、單 S36/0801）。 

2. 家長培養學生學習家務分擔、工作責任感、自我管理與自我實現感（單

S3/0801、單 S5/0801、單 S38/0801）。 

3. 家長可帶領學生參與政府與民間職業試探體驗、親子營、俱樂部，安排職業

場域家庭旅遊培養探索能力（單 S1/0801、單 S9/0801、單 S14/0801、單

S18/0801、單 S29/0801、單 S31/0801、單 S44/0801、單 S45/0801、單 S47/0801、

單 S50/0803）。 

4. 家長可建立正確的職業觀，善用各產業行銷的體驗活動（單 S5/0801、單

S13/0801）。 

5. 家長可發展親子共讀或共學，紙本與數位閱讀、影音、網路、AR、VR 與元

宇宙職業探索與體驗（單 S10/0801、單 S33/0801、單 S34/0801、單 S40/0801）。

家長或教師可以與學童互動質性與量化評量，以了解孩子參與度和成效（論

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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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國家、社會、學校、家庭、自己如何具體落實「家庭活動」的

職業探索 

從國家、社會、學校、家庭、自己等層面，具體落實「家庭活動」的職業探

索可思考的焦點如下（單 S1-S50、論 S1-S50）： 

(一) 國家層面 

1. 從政策、課綱、經費等方面，進行落實「家庭活動」的職業教育整體系統規

劃（單 S12/0801、單 S25/0801、單 S26/0801、單 S32/0801、單 S36/0801、單

S45/0801、單 S50/0803）。 

2. 豐富落實「家庭活動」職業教育相關的教育資源網、課程教學評量工具和教

材，尤其是針對國小和學前教育階段（單 S42/0801；論 1/0725）。 

3. 提供線上線下「家庭活動」可運用職業教育與就業資訊（Flecha，2015），宣

導新興職業和產業未來方向（單 S35/0801）。 

(二) 社會層面 

1. 各公私立機關應提供「家庭活動」可運用職涯體驗和認識的課程、活動、展

覽、職業探索會等（單 S7/0801、單 S16/0801、單 S24/0801、單 S26/0801、單

S49/0801）。 

2. 提供「家庭活動」可運用的職業教育學習，主動提供職人講堂、成功人士的

發展分享等資源。 

3. 營造職業不分貴賤的社會環境，避免重理科輕人文的風氣（單 S18/0801、單

S50/0803）。 

(三) 學校層面 

1. 學校教職員工、家長和社區共同發展「家庭活動」可運用之職業教育及生涯

規劃的校本課程和親職教育（論 1/0725）。 

2. 主動發展家庭職業教育教材和學習資源，提供家長職業探索資訊，訂定推動

方案和評鑑指標，分析成效提供反饋（單 S6/0801、單 S2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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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校際間「家庭活動」的職業教育和生涯規劃已提供觀摩學習與同盟發展

（單 S8/0801、單 S43/080）。 

(四) 家庭層面 

1. 家長提供家庭成員工作或活動的認識和體驗，與孩子一起參與學校相關事務

和活動（單 S5/0801、單 S16/0801、單 S30/0801）。 

2. 運用家庭生活時間善用公私機構提供的職業體驗和活動（單 S3/0801、單

S26/0801、單 S30/0801、單 S34/0801、單 S50/0803）。 

3. 家庭生活中應培養學生尊重各職業職業道德與職業倫理（單 S16/0801、單

S50/0803）。 

(五) 學生個人層面 

1. 自我規劃「家庭活動」時間的職業學習體驗和參訪，主動學習和實踐協助家

務及學校事務（單 S27/0801）。 

2. 自我在家運用心理測驗等工具了解自己的特質和性向，做好職業試探與了解

工作世界（論 1/0725）。 

3. 課餘在家期間主動參與職業教學活動，擴展職業視野，培養良好的職人精神

和積極正向的做事態度（單 S32/0801、單 S44/0801）。 

五、結語－針對落實職業探索於「家庭活動」政策修訂或改革的方向 

(一) 垂直與橫向整合「家庭活動」職業教育發展課程 

國家政策與學校教育應垂直與橫向整合職業教育課程，從學前、國小階段開

始到大學研究所階段垂直整合「家庭活動」中職業教育，並橫向跨學科領域與非

正式教育、家庭活動。從現有規定的「家庭活動時間」中的「職業探索」，擴大

到「學生自主學習」和「職業教育的職業試探、職業準備與職業繼續教育」，培

養職業與職人素養，以規劃自己終身學習的生涯。 

(二) 統整「家庭活動」職業教育資源平台、發展課程與教材評量學習資源 

政府可以設立一個「全國性」整合各縣市「家庭活動」職業教育（包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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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試探、職業準備與職業繼續教育）資源平台，提供師生和家長、社會人士的診

斷評量、學習資源、實習、職業試探、就業轉銜等資訊。 

(三) 各縣市或各校應成立「家庭活動」職業教育的教師專業成長課程與社群 

政府應該提供教師職業教育成長經費補助，建立相關影音、虛擬實境與元宇

宙、AI 與線上資源，結合家長與專業人士參與一同學習，提供同步與非同步在

職教師業教育的職業教育專業知識和技能，建立全國線上平台稽核與加強宣導理

念，以分享與確保教師和家長的參與度和執行力！ 

(四) 建立產官學合作推廣「家庭活動」職業教育、建立評估、研究與改進職業教

育機制 

政府與產業工會、學界可以促進學校和區域產業的合作，利用寒暑假或假期

提供學生家庭活動的職業體驗、試探與實習機會，讓他們更早地接觸工作環境，

各級政府與學校須建立評估學校職業探索課程效果的機制，以確保這些課程達到

預期的目標。 

(五) 擴大家長與社區參與、考量多族裔、多元性別和多元文化職業探索 

政府可以鼓勵學校、社區舉辦親職教育活動，提供家長了解職業探索的工具

和資源，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協助學生家庭活動的職業體驗。政府應該強調族裔、

性別平等和多元文化，鼓勵學生不受性別和種族限制，探索各種職業選擇。 

(六) 加強於「家庭活動」中宣導永續發展的職業與未來新興職業 

政府、產業與學校應鼓勵學生了解「永續發展與永續發展」職業與未來新興

職業相關職業，培養終身學習與無所不在的學習素養，因應未來產業變遷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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