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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鼓勵 18 歲高級中等職業學校應

屆畢業生探索自我，透過職場學習及

國際體驗，累積多元經驗，更清楚自

己未來目標，政府以「青年就業領航

計畫」搭配「青年儲蓄帳戶」及「青

年體驗學習計畫」，由教育部及勞動部

每月撥付準備金至個人儲蓄帳戶，作

為青年未來就業、就學或創業之用，

以國內外志工、壯遊等學習類型，訓

練青年企劃能力，探索並確立人生方

向（教育部，2017）。雖然本計畫預估

一年為 5,000 名，且已經參加教育部核

定的產學攜手計畫、勞動部核定雙軌

訓練旗艦計畫、產學訓合作訓練，因

為已有完整的就業與升學配套措施，

不能申請參加職場體驗，正式提出申

請職場體驗者計 2,383 人。以 2016 年

度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約 233,642 人

而言，提出申請之比例確實不高，但

換個角度思考，有 2 千多位的學生認

同先就業再升學的職場體驗理念。 

二、社會傳統觀念仍待改變 

回想 2000 年首度實施替代役，設

有 7 種役別，核定有 5,000 名，初期役

男申請意願不高，歷經多次調整修正

制度，至 2017 年，設有 16 種役別，

核定有 23,900 名（役政署，2017）。替

代役因服勤單位多元且融入職場，實

施多年來改變社會大眾的傳統觀念，

更影響就學期間已具有專長或證照

者，多屬意申請對應之替代役別服

役。臺灣社會之多數家庭伴隨著經濟

發展，家境歷經從貧苦到小康，普遍

存在著好好讀書，考上好學校，畢業

後有好工作的思潮，這些觀念非一朝

一夕所能改變。在教育改革要求廣設

高中大學後，人力素質提升，學校也

開始面臨少子化的壓力，當高級中等

職業學校學生升學機會已不再狹窄，

隨之受批評的是學校與工作職場的學

用落差、學生學習態度大不如前、學

生素質普遍低落等等。但相對的，目

前學生多會自行善用科技產品解決自

己的問題、參與志工活動且熱心公

益，跨學科領域的學習需求增加，在

課室內的填鴨式學習逐漸式微，傳統

的教學內容已逐漸被網路上的搜尋系

統取代，因現代科技造成種種社會現

象的改變，課室教學無法滿足莘莘學

子的求知慾望。此時，有識之士呼籲

推動開放式大學，讓人們需要學習

時，得以終身隨進隨出，累積學分再

拿學位，這將改變以往按部就班的生

涯發展，政府推動的「青年體驗學習

計畫」適時提出，期能改變社會大眾

直達車式讀書的觀念，社會各界也在

觀望首批職場體驗學習者的表現。職

場體驗學習若能持續推動，亦能落實

終身學習的觀念，而且，臺灣擁有充

沛的高等教育資源與師資，已適合成

為完整的學習型社會，可依據產業發

展，透過繼續教育的開放式系統，強

化職場所需的專業知識（馮靖惠，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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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倡先就業再升學的理念，

教育部已規劃青年於計畫完成後可繼

續接軌升學，內政部則暫緩參與計畫

者的徵兵措施至申請期間結束，勞動

部則協同各部會以技術性、發展性、

安全性、優良的勞動條件及優於最低

工資等條件，進行優質職缺盤點與公

告，並辦理媒合；雖然媒體指出各部

會提報行政院 6000 多個職缺，包括家

禽屠宰作業員、科技業技術員、木工、

信用卡業務員等，其中許多工作薪資

僅符合基本工資，大部分要輪班和做

夜班（蘋果日報，2017）。顯然社會期

待與實際現況依然存在落差，值得省

思的是大眾非常期待政府媒合的工作

職缺，當實際工作職缺公告時，與大

眾的期待果真頗有落差，這並無對

錯，只是價值觀念不同，也涉及到生

涯發展的規劃。例如報載的作業員、

技術員、木工、業務員等，都是職業，

職業無分貴賤，至於工作內容才應是

關注的焦點，但政府公告的工作已有

考量技術性、發展性等相關層面，例

如木工要刨木技巧，須具備專業知

能，而操作性質的工作，也有其技術

性。想想農業社會的時代，社會大眾

學歷普遍不高，有技術門檻的行業，

多先跟隨師傅學技術，擔任學徒時態

度恭謙，認真的規劃自己的生涯發

展，薪資不是重點，而是期盼哪天自

己也成為師傅，能夠獨當一面、出人

頭地、衣錦返鄉。 

三、職場體驗有助於生涯發展 

過 往 經 驗 佐 證 Career 
Development（生涯發展）是一串由經

驗、決定交互作用所組的一生發展的

過程，且由其累積能使個人具有自我

生存的意志，以提供每個人實現其自

我觀念於職業或一般生活之中（楊朝

祥，1984）。Super 提到 14-24 歲是個人

試圖瞭解自己並在工作世界中找到自

己位置的時期，經由課堂、工作經驗

和興趣喜好，試圖找出自己的興趣與

能力及如何適應不同的職業（Gerard, 
G. A., & Greenhaus, J. H. ,2006），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正在此年齡階層間。職

場體驗提供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畢業

時，能實際參與自己有興趣的工作場

域，瞭解工作、熟悉職責，想清楚是

否這是自己所期待的工作，也可知道

工作的未來性，檢核自己適不適合這

職業。有關職場體驗對於課堂學習、

工作經驗和興趣喜好三項，在規劃生

涯發展會面臨的考量與產生之影響，

省思如下： 

(一) 課堂學習 

按照教育部統計處分析之高級中

等學校專業群科（高職）應屆畢業生

流向概況顯示，105 學年度就業率中，

動力機械群佔 29.7%；其就業者有 9
成 3 主修汽車科，家政群佔 23.0%；其

就業者有 6 成 3 主修美容科（教育部

統計處，2017），汽車科與美容科都強

調專業技術的精熟及對應的就業市

場，課堂的學習與就業緊密關連。雖

然高級中等學校中的技術型高級中學

分為 15 群，各有其專業性，在課堂學

習外，亦有辦理職場觀摩。但透過職

場體驗直接進入產業，有助於學生瞭

解自我性向，探索適合的職業，政府

若常態性推動職場體驗，未來的課堂

學習可借重職場體驗者的經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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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體驗的講述比起課本內容的陳

述，更有助於學生職涯的思考與規劃

未來的生涯發展。 

(二) 工作經驗 

由於國中畢業進入高中職五專就

讀時開始分流，進入技職教育系統的

技術型高中或專科學校的學生，有就

讀日間部、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等，

由於學生多在學校接受正規的教育，

專業課程的多樣性與技術精熟要求不

同，雖然有實習實驗課程或職場觀摩

參訪，但畢竟與踏入社會，成為上班

族有所差異。工作經驗需要累積與經

歷，透過職場體驗學習，提供學生畢

業時，可選擇踏入自己想要的職場，

獲得實際的工作經驗，並有儲蓄帳戶

存有準備金，以供未來就業、就學、

創業或發展之用，是良好的方向。藉

由工作經驗獲得啟發，瞭解自己的強

項或待補強的弱點，再回到學校來學

習時，想必會有不同的學習態度，提

昇自我，也將工作職場實際經驗帶回

課室，促使教師提昇教學內涵與教

法，間接翻轉教學，檢討自己過去的

學習與未來的需求，更能妥善規劃自

己的生涯發展。 

(三) 興趣喜好 

技職學生與一般學生不同之處，

在於分流時，就對準專業群別，學習

時則課程內容兼顧理論與實務。倘若

國中時期的學習輔導已讓學生清楚自

己專長的發展方向，學生也挑選適合

自己的專業群別中的科別就讀，在學

三年期間之學習內涵與興趣喜好相

符，在學習的過程應能得心應手，但

對懵懵懂懂的學子而言，也多能平順

的完成三年學業。透過職場體驗，先

就業後升學，先踏入職場當新鮮人，

無論是人與人互動或專業的操作，更

能讓學生明白認識自己，確認自己的

興趣喜好。雖然參與職場體驗後，可

能因工作與原本就讀科別相關，更認

同或更排斥；也可能獲得的工作是屬

於自己夢想嘗試的，與原本就讀科別

無關，這其實都會讓學生有收獲，認

清自己，更能審慎構思未來的生涯發

展。學習有興趣、有樂趣，亦有助培

養正確的工作態度，能接受挑戰、面

對問題，以務實致用的精神完成職場

的任務。 

四、代結語 

教育是百年大計，也是培育各行

各業需要優質人力的主要管道。以往

大眾熟悉的教育，是學生到學校上

課，學習既定的課程，轉化所學的知

能為日後工作所需，若是興趣不符，

也是到職場才知道。平順的接受教

育、去考試、升學、再讀書，以直達

車的方式先學完再就業，是多數人的

生涯發展，並無對錯，也是一種選擇。

課室的學習以課本的知識為主，進入

技職教育系統的學生，畢業時需要具

備熟練的專業知能，但課本內容講述

的是既有的知能，產業界機具設備則

面對產能不斷的推陳出新。導致產業

界認為學校教學應融合產業現況才不

致學用落差，學校教師則認為學校並

非職業訓練所，產業應肩負職前培訓

的責任；產業與教授時常有所爭論，

也難以有定論，學校畢竟是學習的場

 

第 37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4），頁 35-38 

 

先就業，後升學 主題評論 

 
所，機具設備難以跟業界同步是事

實。教育需要改變、產業需要蛻變，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可以選擇

自己願意接受的學習模式，規劃自己

專屬的生涯發展。適逢政府推動先就

業後升學的理念，職場體驗學習有助

於驗證課堂學習、增加工作經驗、確

認興趣喜好，經由職場的歷練與體

會，更可在日後運用儲蓄帳戶準備金

進行創業、就業或升學，有助於學生

規劃生涯發展。升學的窄門不再，但

面臨先升學或先就業，身為學生難免

舉棋不定，透過職場體驗學習是良好

的歷程，期盼政府多加宣導，有毅力

的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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