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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先就業、後升學」的年青人成為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生涯輔導觀點 
陳斐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目前政府在跨部會合作下，自 106

年起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戶專案」

政策（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專

區，2018），青年生涯發展可以多一項

選擇，此政策乃希望協助學生先有職

場體驗，或是擔任非政府組織之志

工，透過多元的探索，進一步確定生

涯目標後，再決定生涯方向。此時之

升學選擇當更能反映個人之志趣與學

習需求，學習目標明確，學習動力必

定更強大，或繼續就業其生涯目標想

必是更篤定的選擇。 

此理念基本上符合諸多西方的生

涯理論，如 Super（1984）與 Ginzberg

（1984）等強調青年期生涯探索與試

驗對往後生涯發展之重要性，也能回

應過往廣為流傳，十分貼切但不知確

切出處的一個說法：我們的教育體制

在大學之前都是升學（讀書考試）、升

學、升學，而到大學之後必須同時完

成「生活管理、環境探索、夢想尋找、

生涯抉擇、實務能力培養」等歐美學

生從學前至大專階段逐級而上、循序

漸進完成的生涯發展任務。也無怪乎

在大學階段的諮商輔導中，「自我瞭

解」常高居學生最感困擾的議題的第

一順位，因為青年生涯探索的發展任

務延後至大學方才開始面對。 

 

「先就業、後升學」政策之推出，

意謂著青年必須提早進行生涯選擇，

過去多數人一路直通大學，念完大

學，甚至研究所再來決定人生發展方

向，如今提早到高中畢業前面臨多一

種選擇，青年究竟如何選擇？以生涯

發展與輔導之觀點來看，學校如何協

助學生做出適切選擇是本文所關心

的。換言之，本文將從生涯發展與輔

導專業提供若干見解或概念，讓執行

本計畫或方案的相關人員可以有所依

循的呵護與協助這群年輕人—我們大

家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二、生涯輔導觀點 

筆者認為青年本身對此政策之理

解、訊息從何而來、師長的想法和回

應的方式，家庭支持與否，以及社會

氛圍等關乎此方案能否對青年之生涯

發展確實產生正面意義與影響。因

此，仍需從自我知識、職業知識和生

涯抉擇（金樹人，2011）等三個生涯

輔導的面向，結合生態系統觀的角度

著手： 

(一) 瞭解青年對「先就業、後升學」

政策之想法 

畢竟青年是此生涯選擇方案之主

體，試想青年面對「先就業、後升學」

政策，他該如何做選擇？是略過不

看，走一條過往大家都在走的路，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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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升學就是了，畢竟那是多數人在走

的路。還是停下腳步想一想，這會不

會是適合自己的一種選項？同儕、家

人和師長又怎麼看？ 

所以，在學校進行生涯輔導的過

程中，學生對此新選擇的看法是必須

被理解的，唯有回到生涯實踐的主

體，我們所關心的學生身上，用他的

眼睛去看，才能知道此政策在他的生

涯發展歷程中有何意義？欲陪伴學生

成長或提供協助的師長方才有著力

點。 

(二) 提供高中階段青年更多的自我探

索瞭解、澄清生涯價值觀與認識

此政策之內涵 

高中階段之各種與職業有關的探

索活動並不多，因此，要做就業之選

擇，除必須有某種程度之自我瞭解

外，更重要的是要就什麼業？有哪些

業可以就亦是關鍵，否則會是難以面

對之生涯抉擇。對技術型高中學生而

言，其入學前在職業類科的決定上看

似已做過一次生涯選擇，但不可諱言

地，仍有許多技術型高中學生以升大

學為學習目標，就業並非其努力之方

向，所以，若要選擇就業也可能面臨

和學術型高中學生同樣的困擾。 

其實即便是要升學之學生其自我

探索與瞭解一樣是重要的，因其關乎

科系選擇，因此，自我瞭解是生涯選

擇之關鍵，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學

習活動和生涯探索活動的提供和經驗

之整理，協助學生對與自我生涯發展

有關之各層面有更多的認識，以及協

助學生認識其所擁有之選擇，並沙盤

推演此生涯選擇後之可能發展，想像

三年後可預見的未來為何，把生涯理

想與現實作一結合，讓青年學子立基

現在，放眼未來，則此生涯路徑才會

是充滿希望的。 

(三) 結合生態系統觀點，協助學生檢

視自我價值信念 

筆者認為，協助學生瞭解自我、

探索在此政策下其所擁有之生涯選

項，如職場體驗或擔任志工等，關鍵

因素在如何做決定，以及做決定的勇

氣。諸多影響生涯決策的因素中，「先

就業、後升學」政策執行面之最大困

難 仍 在 社 會 的 主 流 價 值 觀 ， 以

Bronfenbrenner（1979）生態系統理論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觀之，影

響青少年發展的包含微觀系統、中介

系統、外在系統和巨觀系統，而此巨

觀系統即為主流的價值觀。此價值觀

深深地影響著青少年的父母和家庭系

統，以及學校系統中的人員。 

近日學測放榜媒體爭相報導各校

有多少學生考滿級分，多少學生可上

醫學院，不難發現主流價值之不斷複

製，對於沒有滿級分學生、沒有學生

上醫學院的學校會是多大的壓力，更

遑論鼓勵學生先就業去。因此，高中

學校本身，包涵教師與行政系統對此

政策之理解與支持與否亦為關鍵之

一，畢竟學校教師扮演著學生生涯發

展引導者與諮詢者之重要角色，學生

及其家長在面臨學生生涯選擇之困惑

時，諮詢的對象多半是學校教師，教

師也多戰戰兢兢地扮演著這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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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業、後升學」生涯選擇之

實踐過程更是需要師長的諸多協助，

除資料之準備外，當學生對生涯選擇

或政策內容有困惑，尋求師長的意見

時，師長的回應態度其實也是價值觀

念的傳遞，師長如何協助學生檢視其

價值信念、探討個人生涯選擇和主流

價值觀念的關係，中立客觀地和學生

對話討論，是影響學生能否正向積極

看待的重要關鍵。 

(四) 持續宣導多元價值觀，避免負面

標籤化 

一般大眾、家長及學校師長、青

少年本身其及同儕如何理解此政策，

為「先就業、後升學」政策能否被接

受的關鍵，若被解讀成弱勢者的選項

則容易使方案被標籤為弱勢學生的扶

助方案（廖年淼，2017），甚為不公平

和可惜！不公平的是限縮弱勢學生生

涯選擇之可能性，可惜的則是並未能

真正瞭解對就業充滿期待與興趣的學

生其生涯選擇之初衷。 

在政策推動之初，校內更多的溝

通與討論，並協助學生與家長理解此

政策，使積極彈性的角度看待學生不

一樣的生涯選擇，鼓勵適性多元的發

展成為一種校園氛圍。巨觀系統主流

價值觀之鬆動有賴學生所處之微觀系

統、中介系統和外在系統中人的價值

觀念一點一滴之改變，如此才可能使

每位學生的才能得以發揮。 

 

 

三、結語 

過往在升學目標的追趕下，學生

無暇也不被鼓勵自我探索，即便對自

我志趣和生涯熱情之所在有所瞭解，

但若其非主流價值之走向，也多不被

鼓勵發展，此種社會價值深深影響著

學生的生涯發展。因此，西方生涯發

展與輔導理念遇上東方文化時，在看

重學業成就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

書高」的集體價值下，要能忠於個人

真實感受和需要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因著「先就業、後升學」政策之

推出，再次提醒青年階段為生涯探索

與自我瞭解的重要階段，一直以來，

我們的青年不論出於自願或非自願多

以升學為不二選項，缺乏多元試探之

可能性。因此，從生涯發展理論來看，

政策面宣示就業不失為青年生涯發展

之路徑，打破過往高中直通大專之一

貫生涯路徑，確實有其生涯探索與自

我瞭解，形成自我概念與職業概念，

為未來生涯奠基之重要意義。 

實務面則有賴學校端從生涯發展

與輔導之角度，結合學生的生態系統

一起努力，如此方能使學生適才適

所，在生涯發展的道路上善用政策資

源，走出屬於自己的生涯路。 

政府配合「先就業、後升學」政

策推出｢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及青年體驗學

習計畫，除了部份解決產業缺工外，

最主要就是希望這群年輕人能夠有更

適性的發展，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本

文從生涯發展與輔導專業觀點提供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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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建議供相關人員參考運用，期望讓

配合政策參與方案的年青人可以從中

感受到他們真的是我們心中最軟的那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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