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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教育部統計，目前大學錄取率超過 90％以上的趨勢下，進入大學校園

學習已是多數青少年生涯學習歷程的必經階段；而在大學錄取率提高的同時，每

年卻也有為數不少的大學生從大學校園中休退學而離開校園；大專校院學生之休

退學率逐年上升，亦顯示當前大學生在其生涯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徬徨與猶豫的

現象，以及大學教育中相關生涯輔導、生涯課程已不符現今大學生之需求。進一

步分析 107 學年休退學原因，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原因中休學者有 14.7％為志趣

不合，退學者更有 24.6％，顯示每五位退學學生中就有一位認為所學科系與自我

興趣不符合的情形。進言之，大學生應該要在進入大學前即明確自己的志趣，抑

或是透過大學教育以尋求本身的職志，不僅是大學生本身該進一步省思，更是各

校該衡酌其系所學制之規劃與推展。 

而在高教環境供需逐漸失衡下，學校面臨少子化的衝擊，除要面臨招生上挑

戰，更要預防每一位學生流失，維持整體校務經營與運作。因此在如何考量大學

生生涯發展歷程建立有效學習制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符應學生學用合一的期

待，降低因自我興趣不合而導致的休退學率，實為學校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之

一。而為提供學生有更多探索志趣、適性學習的機會與彈性，許多大學推出不分

系學士班，期透過跨領域的課程設計，紓緩學生系科選擇的焦慮，以提供更符合

學生生涯發展需求的學習方式，進而降低越來越高的休退學比例。 

二、大學休退學與大學生生涯發展 

「系上課程跟我想的不一樣，但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我不知道自

己為什麼來念大學？是父母要我念的。」這些是筆者多年在大專校院擔任輔導工

作面對休退學學生時，學生常見的回應；李沂蓁、郭瓈灔（2015）指出大學生生

涯未定向之因素中包含對於自我探索的不足及對於教育或職業世界資訊的缺乏

等等因素，對照教育部休退學的統計資料可以發現其中除了工作及經濟因素外，

「志趣不合」是大學生休退學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對逐年升高的休退率及休退學

因素，筆者試從大學生的生涯發展任務來探討大學的休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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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學休退學之分析 

依據教育部統計，107 學年大專校院學生人數 124.5 萬人，申辦休學人數計

7.7 萬人，休學率為 6.2%，退學人數計 8.9 萬人，退學率為 7.2%；近 5 年大專校

院學年間申辦休學人數在 7.7 至 8.0 萬人間，退學人數在 8.7 至 9.2 萬人間，觀

察近 5 學年休、退學率，休學率分別提高 0.4％及 0.7％。而進一步分析其休退學

原因中，以近三年六個學期為例，因志趣不符而休學比例平均每學年約佔 12-13
％；退學比例每學年平均約佔 23-24％，近三年因志趣不合休退學比例如下表。 

表 1 107 學年度休學因素一覽表 

因素 工作 
需求 

志趣 
不合 

論文 
撰寫 

成績 
不佳 傷病 經濟 

困難 兵役 出國 其他 

休學 25.1％ 14.2％ 8.5％ 7.1％ 5.4％ 4.9％ 4.3％ 3.7％ 26.7％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表 2 107 學年度退學因素一覽表 

因素 
逾期 
未復學 志趣不合 

逾期 
未註冊 成績不佳 工作需求 其他 

退學 33.2% 24.6% 17.7% 11.3% 3.9% 9.2%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表 3 近三學年因志趣不合休退學比例一覽表 
學期 105-1 105-2 106-1 106-2 107-1 107-2 
休學 11.58% 12.5% 12.69% 13.15% 12.48% 14% 
退學 27.79% 19.44% 30.47% 18.49% 28.35% 18.8%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筆者自行整理。 

從上述資料中可以發現大學生休退學原因中，「志趣不合」已是難被忽視的

原因之一，大學階段是個人探索自我生涯方向並能確定生涯目標的階段，因少子

化的現況，目前大專院校錄取率已接近百分百，想要念大專校院並非難事，但能

否知道並選擇符合自己志向的科系卻非易事。薛曉華（2006）研究即發現，有超

過一半以上大學生自覺所讀科系不符合自己原本想像，更有超過三成以上學生想

轉系；這與筆者自身在校園面對休退學學生進行輔導時之經驗相符，學生們在進

入大學階段後仍對於選擇的科系及自我未來生涯感到懷疑，例如發現系所課程與

自己原先所想不同，甚至是不清楚自己的志趣，對於自我產生懷疑與探索，有些

則是在不同的志趣中遊走，進而希望透過不同的學習領域或經驗來滿足自我對於

生涯的探索；因此這些同學往往感受到與自我期待或需求的落差而選擇休退學，

而休退學原因則註記為「志趣不合」。 

(二) 大學生的生涯發展 

「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是一生中連續不斷的歷程，發展的目標

在對於自我及生涯的認同，並增進生涯規劃與生涯成熟度，是終其一生的行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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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影響，導引出個人的工作價值、職業選擇、生涯型態、角色整合、教育水準

和相關現象等（呂春嬌，2012）。因此在連續不斷的生涯發展歷程中，不論在哪

一生涯階段中都有其任務及所需建構達成的目標。 

依據 Super 的生涯發展階段論，個人的生涯發展是持續變動的，而大學時期

是個人在「探索期」的階段（吳芝儀，1996），在此階段中個體最重要任務即在

於透過認識自我、認識外在環境、蒐集生涯資訊，並能做出生涯決定展開生涯行

動；金樹人（1997）對於大學階段中四年的生涯議題學習，分為大一新生定向與

適應，大二自我評量與探索，大三設定目標與接受現實考驗，以及大四謀職準備

並為自我生涯決定負責等。而從逐年升高的大學生休退學比例，及因為「志趣不

合」而產生的休退學現象，都顯示大學生亟需對於自我生涯發展、志趣有進一步

探索與釐清；Kelly 和 Lee（2002）指出生涯未定向是當個人沒有能在教育上或

職業上做出選擇。 

綜合不同學者所述大學階段即是個人開始進行職業的試探活動，發展職業技

能，設定職業目標，以作為就業準備之階段，由此可見，大專校院學生在大學階

段生涯發展仍處在探索、生涯轉換的過程，其生涯的發展目標仍然在對於自我內

在的職業興趣、外在的職業環境再做探索，並且透過內外在資源的掌握以設定未

來目標，因此在生涯發展上仍有許多的變動與不確定性，對於自己的生涯仍是未

定的。綜合上述，大學階段的學生對於個人的價值、興趣與性向仍然感到疑惑，

急需要在此階段中探索發展自我的生涯定位，並建立自我認同。 

三、大學生涯課程限制及大學不分系規劃 

「學業志趣」因素在學生休退學原因中實為一重要的影響關鍵，我們亦可發

現現今學生之學習定向較為模糊且延遲，許多學生仍不知自己的興趣在哪，甚至

不知道自己所修讀的科系是否符合自己的志趣，以及如何在學習的過程中探索、

發掘自己的學習方向，而協助學生如何定向自我「學業志趣」更已成為大學教育

中，教學單位及輔導單位應共同協助學生的目標之一。大學生涯輔導教育的重要

目的之一，即在於協助大學生增進對自己的瞭解、建立目標，並能成為自己理想

中的人（柯今尉，2012），然而當前各大學階段之生涯發展課程能否協助大學生

之生涯發展，以下從當前大學生涯課程的限制及大學不分系的規劃來探討大學生

的生涯輔導。 

(一) 大學生涯課程之限制 

田秀蘭（2000）對大學生涯規劃課程研究指出，大學生涯課程已不能僅止於

認識自己、認識工作世界、以及決策計畫或謀職技巧的教導，更應重視對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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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趣及生命意義的探尋。劉麗薇（2006）針對大學生涯課程的探討指出，目前大

學生涯課程面臨無法滿足學生多元需求、時間不足及課程與系所合作不足等問

題。依據目前多數大學生涯規劃、生涯發展等相關課程多由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授課對象非單一科系學生，故實無法針對不同需求學生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亦無

法深化對於每位學生的生涯輔導，其次因課程多為通識課程，修課人數多屬大班

級授課，更容易影響每位學生參與程度，此外目前大專校院開課的方式，通識教

育中心即為單一運作教學單位，甚難契合不同系所學生的不同生涯需求。筆者以

自身開設生涯規劃與發展課程之經驗，其所遭遇之限制可從「課程面」、「教學

面」、「學生面」來說明。 

1. 課程面 

生涯規劃、生涯發展等相關課程多定位在通識課程，因此在課程規劃下涵蓋

的是多元生涯議題，然也因此較難深入針對某類群或科系學生探討其個別化的生

涯需求，此外課程的開設也較難跨領域不同系科。 

2. 教學面 

課程雖積極連結業界師資資源，但在每學期時數固定、開課資源固定情形下

較難廣泛連結不同領域師資共同參與；此外課程的開課人數相對較多，在教學上

多為講述式或分組討論方式進行，對於學生個別化的問題，較難有實質且深入的

探討。 

3. 學生面 

學生生涯探索需求除越來越多元外更有個別差異而有所區別，因此當學生因

個別差異而衍生的個別化需求越來越高時，如何滿足不同學生的不同需求，是當

前對於大學生生涯輔導所急需滿足的。 

因此當現階段大學生所需的生涯發展、生涯轉換甚或是生涯抉擇時，較難以

從所修習的生涯發展相關課程中獲得所需的協助，大學教學與輔導環境中，對於

生涯輔導應有更多的資源整合性與服務持續性。 

(二) 大學不分系規劃 

在面對逐年升高的休退學比例，建立大學初期階段不分系教育方式，協助學

生在大學階段仍能持續探索其生涯興趣，建立其跨領域多元學習；臺灣大學規劃

最快於 111 學年將設不分系學系，此外成大、清大、交大、政大及陽明及多所科

技大學都有學院陸續推動不分系的學位學程，顯示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與生涯

探索，打破原有的教育制度更能培育符合現代社會多元跨域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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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槐（2016）對國內外大學前段不分系制度的探討中，針對國內 37 所實

施前段不分系的大學科系進行課程分析，目前國內實施模式可歸納為三類： 

1. 前段不分系，後段分系：採前段不分系，後段分系的方式設計，前段統一招

生，後段則在院內或跨院選系。 

2. 前段不分系，後段選主修：採前段不分系，後段提供多元學程的方式設計，

前段以專班方式招生，後段則在院內或跨院選主修的方式進行。 

3. 整合領域學程：採跨領域性質以學位學程方式設計，打破原有科系建置，將

以往不同科系的相關課程整合成一學程。 

從上述不分系規劃模式發現不論何種模式，其大學不分系的價值就是希望能

讓學生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透過多元探索的方式去確認，而老師的責任是在於

引導而非只是教導；從促進大學生生涯發展與探索的面向觀之，不分系的設計能

打破過往單一學科領域限制，課程結構能更強調跨領域的自主規劃與學習，讓學

生能透過多元探索來學習跨領域的知識內涵，進階以跨領域的實作，最後能專精

於特定領域的選擇，符合大學生生涯發展之需求。 

四、結語 

本文從休退學率檢視大學生因各項原因中止求學，更偏重「志趣不合」因素

之探討，並據以檢視大專校院輔導機制及其可改善之處，期能透過不分系之規

劃，讓尚未確認志向的大學生稍有彈性探索的時間與空間；大學不分系的規劃以

減緩分流，藉以促進不同領域跨專業的知識交流，這也是反映了全球化、知識經

濟下創新知識與跨越學科疆界之趨勢，更符合先進國家大學課程跨越界線與統整

的潮流（薛雅慈，2013）。大學階段不論在生涯發展、探索上仍是持續探索、釐

清與轉換的重要階段，如何在適應發展、多元化知識學習的趨勢下，降低大學生

因自我興趣、志趣不合而導致的生涯與學習中斷，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 規劃「跨領域專業」的不分系課程，打破原本科系建置，透過不同領域及專

業的不分系課程讓學生能在大學階段探索不同領域的學習。 

2. 改善大學科系分流制度，規劃前段不分系學程，以大一、二不分系或分學院

不分系方式，提供學生更多元化、跨界的探索學習機會。 

3. 結合通識課程和學生生涯諮商輔導，培養學生通識素養及奠定基礎，並強化

校內學生生涯諮商輔導單位角色與功能，落實個別化的生涯輔導需求。 

隨著現今數位化與變遷的時代，強調多元與跨領域的學習，教育方式更需要

與時俱進，高等教育從過往培育「專才」的教育模式走向培養「通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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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學生更大的自我探索、學習和選擇的空間，「跨領域」學習已是教育的趨勢，

大學「不分系」便是因應教育變化及個人生涯發展的趨勢。然而我們亦當慎思在

在「跨領域」學習的趨勢下，雖然能提供學生更多元的生涯探索與生涯進路的選

擇，但畢竟在臺灣現有強調「學歷」，各專業科系本位建制的制度下，學校應考

量各校不同的校園文化與校務經營，設計更嚴謹的不分系制度與配套措施；教師

們也應打破原本專業間的藩籬，透過跨專業合作改進已漸趨僵化的教學方法提昇

自身「跨領域」的教學能力；而大學生們則必須瞭解「不分系」的設計是在提供

自我更多元的生涯探索選擇契機，以讓自我找到適性的生涯發展。主動休學與被

動退學都是學生在人生道路的抉擇，然而在可掌控的因素下，高等教育體制與大

專校院學程設計、課程規劃、輔導機制如何提供學生適時適當協助，發揮實質效

能。蘇格拉底曾說「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協助學生們找到志趣所

在，確認方向，實屬教育工作者的職志，也是必須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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