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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認識我的興趣喜好？ 

6 



1.如何認識我的興趣喜好？ 

•提示一：我平常在做什麼事情時，會覺得快

樂、高興、喜悅、有趣？ 

•提示二：我平常在做什麼事情時，會投入到

忘記時間的流動？ 

•提示三：想想看家裡或是學校會做的事情？

一個人或是和好友在一起時會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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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認識我的興趣喜好？ 

興趣

喜好 

在家裡

會做的

事情 

和朋友

一起做

的事情 

一個人

時會做

的事情 

在學校

會做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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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認識我的興趣喜好？ 

•玩手遊、電腦遊戲、睡覺、看影片……等等，

做這些事情的感覺很好，這就是我可以在生

涯中發展的興趣喜好嗎？ 

•某些感覺很好的事情，有些是因為我們一時

的身心需求，而不一定會繼續在生涯中成長

發展，有幾個關鍵可以幫助自己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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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認識我的興趣喜好？ 

身心需求 合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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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認識我的興趣喜好？ 

•合適發展的因素占比越多，你也會更願意學

習、持續，代表是生涯中值得探索的事情。 

•身心需求的因素占比越多，可能你正需要被

好好照顧，邀請你與師長討論，在保留身心

需要的照顧時，再探索一些想要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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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的所在， 

正是我們的特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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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認識我的擅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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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認識我的擅長能力？ 

•提示一：我平常在做什麼事情時，比別人快

速、不費力就能完成？ 

•提示二：生活中與我經常相處而且可靠的人，

認為我擅長的事情有什麼？ 

•提示三：想想看，食、衣、住、行、育、樂

的生活中平常就會做的事情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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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認識我的擅長能力？ 

自認擅長 

經常在

做的事 

別人認

為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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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認識我的擅長能力？ 

•自認擅長的能力是自己主觀的評估，也會帶

來最大的動力，需要核對的是這個評估是不

是與別人的意見一致，如果一致，那代表目

前的能力已經很好。 

•如果不一致，就代表能力上還有成長的空間，

或是你還沒遇到欣賞你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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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認識我的擅長能力？ 

•別人認為擅長的能力是從其他人的觀點認定，

希望提供意見的人是有相關經驗的人(師長、

教練)，或至少是有長期認識你的人(親人、

朋友)，比較能收集具有專業與穩定的意見。 

•建議你可以多邀請幾位你覺得可靠的人給你

回應，會更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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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認識我的擅長能力？ 

•日常生活中經常在做的事情，是最容易被忽

略的能力，有些同學每天上學要走路、騎車

半小時以上，體力其實很好。家裡人手不足

要照顧年幼的弟妹、年長的長輩，還要烹飪

三餐，其實照顧人的能力很好。這些能力有

時候因為自己害羞不敢表達出來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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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認識我的擅長能力？ 

•有可能你的擅長能力完全符合三個提示，我

們仍然想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喜歡的？ 

•即便你沒有100%喜歡這個能力，但仍然可

以使用它為你自己創造更多成就感與機會，

我們記得不過度勉強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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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的能力是一種祝福， 

而不用成為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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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麼找合適的討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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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麼找合適的討論對象？ 

•想找人討論時，通常是在對生涯沒有明確想

法或是需要被人支持的時候。 

•擅於理性提出明確想法的對方，可能比較不

會顧及心情，讓你感到壓力而抗拒。 

•擅於感性提出溫暖支持的對方，可能比較不

會顧及現實，讓你覺得安慰而保持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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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麼找合適的討論對象？ 

理性意見：

具體、分

析、直接、

易於感到

壓力。 

感性意見：

彈性、同

理、間接、

可能忽略

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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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麼找合適的討論對象？ 

•發現自己對生涯許多資訊不清楚的時候，可

以找掌握訊息的人，如：導師、註冊組長。 

•發現自己徬徨焦慮需要支持的時候，可以找

願意同理可靠的人，如：導師、輔導教師。 

•許多時候，會需要輪流和兩種角色的人討論，

或是和同時具有兩種功能的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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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看法開啟更多視野。 

25 



4.可供生涯探索的職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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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訊息 
• 對於各個職業與職缺的全面性訊息。 

個人經驗 
• 對於各種職業有關的親身工作經驗、想法。 

特色工作 
• 對於特色工作有興趣，想認識具體環境與甘苦談。 

4.可供生涯探索的職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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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訊息 

• 104工作世界─https://guide.104.com.tw/wow/ 

• 資訊：學歷、科系、待遇、證照、興趣、發展、職缺。 

個人經驗 

• IOH開放個人經驗平台─https://ioh.tw/talks?type=Work 

• 以大學18學群科系連結個人工作經驗的影片與文字。 

特色工作 

• 《目映台北：百工職魂》─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

wOEj7Kwk_7xn8_bL6iBTAGMCrXRewon、《木曜4超玩：一日系列》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_mdITDph7YjdClTzHJJwBv
07ws_W7w9Z 

4.可供生涯探索的職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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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供生涯探索的職業資訊？ 

自我內

在狀態 

外在生

涯資訊 

整合後做

生涯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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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供生涯探索的職業資訊？ 

•自我的內在狀態需要覺察、感受、探索。 

•外在的生涯資訊需要收集、整理、評估。 

•這些整合，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希望你也體諒自己，在這個任務上，

只要有比之前的自己對這兩個面向有更多的

認識，就已經是很好的進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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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讓色彩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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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家長討論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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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家長討論的準備工作？ 

•我們都希望家長可以充分了解你的想法，也

願意支持你，並且在你與家長之間隨時能夠

友善而開放的溝通。 

•實際上，有好多家庭在生活中經常因為忙碌

或關係緊張而忽略溝通，需要有意的安排，

才有機會真正討論你的生涯選擇。 

33 



5.與家長討論的準備工作？ 

•有些時候，家長會很有堅持，也許家長有一

些面向是我們還沒有機會理解的。 

•如果家長能夠和我們分享，那是最理想的狀

態，如果家長沒有主動分享，也許我們可以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理解家長與家長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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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家長討論的準備工作？ 

家長的考量 

對你的能力合適 

• 根據家長平時對你的認識。 

可接收最多資源 

• 可獲得的經濟與學術資源。 

家長的成功經驗 

• 家長自己的生涯成功路徑。 

家長的遺憾經驗 

• 家長曾經錯過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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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家長討論的準備工作？ 

討論的目標與資料 

邀請家長認識自己 

你的興趣喜好 

你的擅長能力 

生涯選擇想法 

提供家長最新訊息 

多元入學管道 

職群科別介紹 

產學合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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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家長討論的準備工作？ 

討論之後的結果 

•請你肯定自己願意與家長溝通的行動，而且你

為此做了好多準備，你有勇氣也有智慧。 

•討論結果不如預期時，會感到難過也很正常，

溝通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你已經是那位

願意先釋出善意的人了，若家長的堅持仍與你

的生涯選擇落差很大，邀請你可以找學校導師

或輔導教師再諮詢討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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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前進， 

讓時間帶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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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當我沒有具體的生涯想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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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當我沒有具體的生涯想法時？ 

•日本有一個概念「ikigai」意思是你「生命的

意義」，當我們能夠認識自己的「ikigai」時，

就往「生命的意義」與目的更進一步，而這

個概念也可以化為圖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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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當我沒有具體的生涯想法時？ 

你所熱愛的事 

世界所

需要的

事 

別人願意聘用你

做的事 

你所擅

長的事 

圖片參考來源：《富足樂齡：IKIGAI，日本生活美學的長壽祕訣》 

熱情 

職業 專業 

使命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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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當我沒有具體的生涯想法時？ 

•你所熱愛的事：想要更多了解與覺得有趣的事。 

•你所擅長的事：覺得容易完成，平常在做的事。 

•世界所需要的事：會對環境與他人更好的事。  

•別人願意聘用你做的事：有人願意付錢給你解

決問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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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當我沒有具體的生涯想法時？ 

•這4個面向提供我們探索的方向，而我們會

在當中來回的擺盪，感受自己更熱衷什麼、

享受什麼、在乎什麼。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探索過程中的感覺，有舒

服也會有不適的感覺，這會指引我們往更合

適的方向繼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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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當我沒有具體的生涯想法時？ 

你所熱愛的事 

世界所需要的事 

別人願意聘用你

做的事 

你所擅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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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當我沒有具體的生涯想法時？ 

•留意我們是不是有持續探索的動力，以及某

些方向是不是被自己忽視或抗拒，可能在當

中藏著我們個人生涯的故事，歡迎你/妳找可

靠的師長討論。 

•如果感覺到失去動力的時候，我們就換個方

向試試吧！做點不一樣的事情，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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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起動力的探索都好。 

46 



7.學生篇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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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生篇小結 

•生涯是整個人生的事情，往後的人生中你還

會做出成千上百個決定，目前的決定也許對

你未來幾年重要，但不會決定你整個人生。 

•即便這次做錯決定也沒有關係，我們值得被

幫助，相信我們都有能力與資源修復它，並

且從中學習之後，如何做出更合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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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是每一次無意間犯錯之後的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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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花蓮縣志願選填試
探後適性輔導策略問答集
（家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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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長可以了解的生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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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長可以了解的生涯資訊？ 

花蓮縣資訊 

• 主要學習內容與目標、畢業後就業。 

• 主要收費項目。 

高中職、綜合高中

與五專職群介紹 

• 產攜2.0、廠商專班、建教合作。 

• 實習單位、工讀單位。 

產學合作、實習與

工讀相關資料 

• 重要日程表。 

• 花蓮區各入學管道簡章。 
免試入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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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長可以了解的生涯資訊？ 

全國類別資訊 

• 最新消息。 

• 宣導手冊、宣導簡報。 

國中畢業生適性

入學宣導網站 

• 各項招生資訊。 

• 學校簡介、交通地圖。 

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及五專資訊網 

• 課程計畫及課程地圖、學生圖像。 

• 學校網站、學校願景。 

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計畫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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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夥伴一起了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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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孩子迎接生涯任務時需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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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孩子迎接生涯任務時需要的支持？ 

•孩子的生涯發展隨著角色變化，需要迎接的

任務會隨之增加，家長可以評估孩子所接收

到的支持是否有對應的增加。 

•每一位孩子的狀態，可能和同齡同學不同，

能夠承受的壓力以及需要的支持也會和別人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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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孩子迎接生涯任務時需要的支持？ 

任務 支持 

各方資源連結 

身心調節知能 

符合擅長能力 

符合興趣喜好 

畢業升學 

專業知能 

人際互動 

出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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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孩子迎接生涯任務時需要的支持？ 

•壓力的評估會受到主觀與刻板印象影響，也

可以同時諮詢孩子的師長或是助人工作者。 

•青少年階段若遇到低潮時的保護因子，如：

自我價值感、家庭和社區的人際支持、解決

問題的能力、處理關係議題的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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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身心平衡是支持的提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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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孩子的生涯決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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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孩子的生涯決定過程？ 

•發展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c H. Erikson）提出社會

心理發展階段理論，其中在童年期與成年期之間有

一個緩衝的過程，稱之為「心理社會延宕期」

（psychosocial moratorium）。 

•此刻的青少年對自我的認同還在形成中，艾瑞克森

認為如果沒有歷經這個過程，不易成為一位健康且

對自我認同清楚的成年人，而這個過程會有對自我

的質疑與生活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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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孩子的生涯決定過程？ 

•青少年需要在過程中探索，透過思考許多外在

的訊息，以及感覺內在的感受、價值觀，通過

質疑與統整，而逐漸形成對自己一致性的理解

與認同，並從而知道自己是誰，以及明白自己

能成為誰。 

•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試著理解，家中的青少年

對於生涯決定的形成過程。 

 62 



3.孩子的生涯決定過程？ 

這個生涯決定的考量因素？ 

• 興趣、能力、他人建議……等等。 

執行生涯決定的實際方法？ 

• 入學管道、資料收集、考試準備……等等。 

生涯決定的其他備案？ 

• 志願排序、其他入學管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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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孩子的生涯決定過程？ 

•有些青少年能夠把這些過程分享得很清楚，同時也

有可能，有些青少年並不容易說清楚，受到他/她原

本的思考脈絡的影響(如：直覺的、感性的)，也受到

他/她自己表達能力的影響(如：簡短的、抽象的)，

還有可能受到原本親子關係的影響(如：緊張的、存

在誤解的)。 

•不勉強孩子一定要說，也不勉強自己追問，讓他/她

感受到尊重的關心也是關係中重要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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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心智超乎我們想像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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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可使用的經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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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可使用的經濟資源？ 

•經濟議題始終是每個家庭所面對的不同程度

的困難，而我們希望孩子在升學過程中可以

被支持。 

•經濟資源可以分為：生活扶助、學費補助、

就學貸款、工讀獎助金與建教班實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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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可使用的經濟資源？ 

生活扶助 

• 向戶籍所在地知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 業務諮詢：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婦幼科。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

年緊急生活扶助 

• 向戶籍所在地知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 業務諮詢：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婦幼科。 

花蓮縣兒童及少年

生活扶助 

• 家扶中心、世界展望會、兒童福利聯盟、

慈濟基金會……等等。 
民間社福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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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可使用的經濟資源？ 

學費補助 

• 高中職、五專前3年：不分公私立學校全面免納學費。 

12年國教 

學費補助 

• 就讀建教合作教育班、實用技能學程、產業特殊需求類

科之高職學生。3年學雜費全免。 就讀班別補助 

• 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

原住民學生、新住民及其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

子女、經濟弱勢學生、失業勞工子女……等等。 

身分別補助 

高級中等學校全面免學費常見問答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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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可使用的經濟資源？ 

就學貸款 

• 第一學期：每年8/1 ~ 9月底。第二學期：每年1/15 ~ 2月底。 

• 若學校註冊截止日早於對保截止日期，則須於學校註冊截止

日前，辦妥對保手續。 

申請時間 

• 家庭年收入120萬以下。 

• 家庭年收入120萬以上，但家中有2位以上子女就讀高中以上

者。 

申請資格 

• 學生本人與保證人身分證、印章（第一次申貸需要保證人一

同前往）、學校註冊繳費單、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3個月內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對保手續費100元。 

所需文件 

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https://sloan.bot.com.tw/customer/portal/PortalFlow.action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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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可使用的經濟資源？ 

校內工讀獎助金與建教班實習津貼 

• 部分學校提供「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

金」，可諮詢校內行政單位。 

校內工讀 

獎助金 

• 上騰工商建教班：汽車科、時尚造型科、餐飲

科。 

• 階梯式建教合作學制的學生在三年級赴事業單

位實習，並領有實習津貼，每個月26,400元起。 

建教班 

實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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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有機會使用資源投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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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轉學/轉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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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轉學/轉科的方式？ 

•孩子有可能在入學後，經與學校師長討論後

仍有適應困難，或志趣落差太大，而開始思

考想要休學。 

•休學後的生活安排，需要考量的面向較多，

希望可以在休學之前評估另一個選項：轉學/

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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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轉學/轉科的方式？ 

校內轉科 適性轉學 

轉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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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轉學/轉科的方式？ 

校內轉科 

•適用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下學期學生。 

•部分學校依各科別缺額，會於學期第二次段

考後於校內公告相關訊息，請依各校所公告

之校內轉科缺額進行報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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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轉學/轉科的方式？ 

適性轉學 

•適用一年級上學期學生。 

• 12月公告簡章及接受報名(實際招生名額依簡章公告)，

1月份辦理面試及後續公告放榜名單。 

•申請條件：凡原畢業於花蓮區各國中，現就讀花蓮

區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之一年級學生(國

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實用技能學程及適

性輔導安置、進修部之學生除外)，因學習適應(性向、

興趣)問題者，得報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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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轉學/轉科的方式？ 

適性轉學 
每一學生僅可申請一所學校，並限一科報名，且以一次為限。原則如
下： 

(一) 原就讀普通高中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請綜合高中學校報名。 

(二) 原就讀綜合高中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請普通高中學校報名。 

(三) 原就讀普通高中、綜合高中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技術
型高中學校專業科報名。 

(四) 原就讀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科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技
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科報名。 

(五) 原就讀技術型高中學校專業科之學生可選擇申請與原就讀不同普
通高中、綜合高中學校報名。 

(六) 原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之學生可選擇申請普通高中、綜合高中或
與原就讀學校不同之技術型高中專業類科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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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轉學/轉科的方式？ 

適性轉學 
• 應繳文件：學生申請適性轉學時，應填具經家長(監護人)同意簽

名之申請書，並向原就讀學校檢附下列文件辦理。 

1. 經導師及輔導教師簽名之適性輔導資料表，其內容包括生活、

學習及生涯等輔導。 

2. 讀書計畫(以 A4 格式繕打，內容至少包含轉學動機、補修學

分規劃、在校學習規劃及未來規劃等)。 

3. 高一第一學期各次期中考(或定期評量)個人成績單(面談時繳

交)。 

4. 獎懲紀錄表(面談時繳交)。 

• 錄取方式：文件審查及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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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轉學/轉科的方式？ 

轉學考試 

•適用學生之學期、學年級別依各校簡章而定。 

• 6月、12月公告簡章及接受報名(實際招生名額依簡

章公告)，7月、1月接受報名，辦理考試、面試及後

續公告放榜名單。 

•應繳文件：成績證明資料及獎懲缺曠記錄(各校所需

資料依簡章公告)。 

•考試科目：國文、英文、數學(考試內容依各校簡章

而定)，並進行後續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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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孩子轉學/轉科的方式？ 

轉學與休學重讀學費補助差異 

•學費補助政策：重讀、復學者，若原學期已

申請過補助，無法重複申請，以及延修也無

法申請學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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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得經驗過後才會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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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業需求的休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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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業需求的休學規劃？ 

•孩子會想到休學這條道路，想必都經過了很多

考慮，若是因為就業需求而規劃休學，有許多

單位的社會資源可以參考使用。 

•如：花蓮縣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台灣世界

展望會花蓮青少年中心、基督教芥菜種會東區

服務中心、花蓮就業中心、玉里就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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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青少

年生涯探索

號計畫 

探索

課程 

工作

體驗 

台灣世界展

望會花蓮青

少年中心 

團體

營隊 

職場

實習 

基督教芥菜

種會東區服

務中心 

職前

培力 

技能

訓練 

花蓮、玉里

就業中心 

職訓

補助 

就業

準備 

6.就業需求的休學規劃？ 

輔導探索 職訓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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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業需求的休學規劃？ 

花蓮縣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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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業需求的休學規劃？ 

台灣世界展望會花蓮青少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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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業需求的休學規劃？ 

基督教芥菜種會東區服務中心 

88 



6.就業需求的休學規劃？ 

花蓮就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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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條道路都具有探索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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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長可以為孩子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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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長可以為孩子做什麼？ 

•升學適應的探索過程需要支持：課業的學習

資源、人際關係的連結、身心的輔導資源、

共同參與……等等。 

•入學後的受挫或能量消耗：需要被接納個人

身心狀態、情緒需要被安慰、需要不被指責

的一起面對感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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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長可以為孩子做什麼？ 

•引自《安全圈教養》書籍。 

•孩子探索時需要：支持、看顧、幫助、一起

享受。 

•孩子受挫時需要：被歡迎、被保護、被安慰、

統整感受。 

•孩子任何時候都需要家長因他/她而感到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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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長可以為孩子做什麼？ 

鼓勵

探索

成就 

給予

接納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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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長可以為孩子做什麼？ 

•我們留意自己，過去習慣在哪個面向做得更

多，是鼓勵孩子探索、尋求成就感，而覺得

與孩子的情緒、身體親近感到彆扭？ 

•對於孩子向外探索時會感到擔心、不習慣，

希望孩子不要離自己太遠，希望孩子經常需

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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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長可以為孩子做什麼？ 

•我們感到彆扭、焦慮的部分，是我們家長需

要面對的功課，有一些方法可以參考。 

•《不是孩子不乖，是父母不懂！》、《教養，

從跟孩子的情緒做朋友開始》，這兩本書都

有提到家長在教養孩子遇到困難時可以使用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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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互動需要好多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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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家長篇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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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家長篇小結 

•陪著孩子長大始終是充滿挑戰的任務，孩子

需要有人適時指引與提供資源，而最平凡卻

也最可貴的是，孩子想要被家長看見與欣賞，

那是其他再有功能的人都無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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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從焦慮中放鬆自己， 

珍惜地陪伴孩子的生涯決定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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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花蓮縣志願選填試
探後適性輔導策略問答集
（教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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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學生生涯未定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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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學生生涯未定向時？ 

可留意的項目 

學生的興趣喜好？ 

• 心理測驗、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生涯檔案。 

學生的擅長能力？ 

• 成績單、心理測驗、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生涯檔案。 

學生未表達的顧慮？ 

• 個人的考量、家庭的需要、朋友的約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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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學生生涯未定向時？ 

學生生涯探索資料 

•讓我們留意學生的興趣喜好、擅長能力，有

沒有任何資料可以顯示出學生的傾向，透過

成績單、心理測驗、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生

涯檔案，了解學生可能的發展方向。 

•進一步，可以聯絡與學生親近的家人、朋友，

諮詢他們對學生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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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學生生涯未定向時？ 

學生生涯探索工具 

•各國中於民國109年年初領取《人生電影公司》

桌遊、9月領取《Gemblo Deluxe 寶石陣》桌

遊、民國110年9月領取《Feelinks 同感》桌遊、

民國111年4月領取《尋‧嘗日：生活興趣探索

卡》牌卡。 

•歡迎教師可以使用上述桌遊與牌卡與學生互動，

探索學生的生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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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學生生涯未定向時？ 

學生未表達過的顧慮 

•部分學生會因為某些顧慮，無法自在的表達

生涯發展的意願與想法，表面上是無法做出

生涯決定，內在可能是擔心家人的意見，也

可能是在意與朋友的約定，或者其他學生自

己也尚未清楚的擔憂或害怕，需要有師長與

他/她進一步討論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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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未說出口的， 

有可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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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家長因孩子生涯想法而困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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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家長因孩子生涯想法而困惑時？ 

可留意的項目 

生涯資訊 

•花蓮縣資訊、全國類別資訊。 

諮詢工作 

•情緒連結、個人期待、關係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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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家長因孩子生涯想法而困惑時？ 

生涯資訊 

•若家長較不熟悉生涯資訊，可以參考問答集

「家長篇─1.家長可以了解的生涯資訊？」。 

•家長需要時間閱讀生涯資訊，可以先與家長

約定之後聯繫的時間，了解家長有沒有解除

困惑，或是探詢家長是不是還有其他困難或

需要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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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家長因孩子生涯想法而困惑時？ 

諮詢工作 

•當資訊無法解惑時，有可能是焦慮在影響家

長，若能有諮詢對象，在心情上有人連結同

理，生涯資訊也較有機會消化吸收。 

•親子關係也可能是影響家長的因素，此時的

諮詢工作看似是生涯資訊的整合討論，同時

也是家長個人期待與關係界線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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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家長因孩子生涯想法而困惑時？ 

諮詢工作 

•如果家長有要求孩子選擇特定的學校科別，

其要求的背後，可能有對於某些事物的擔憂

需要被看見，也有對於孩子學有所成的期待

需要被理解，更有親子關係界線隨著青少年

成長而調適的困難需要被協助。 

 

 112 



孩子正在長大， 

家長也正在練習跟上。 

113 



3.跨系統的學生志願選填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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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系統的學生志願選填輔導工作？ 

可留意的項目 

啟動時程 

• 國中三年級上學期或提前。 

連結功能 

• 評估適配性、現有資源支持度、新資源

引入、個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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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系統的學生志願選填輔導工作？ 

啟動時程 

•跨系統的學生，意指學生因其個人或家庭需求，

而正在接受學校以外的系統資源服務，如：社

會工作系統、醫療系統。 

•這些系統，以不同的專業觀點為學生提供評估

與服務，如：社會工作系統擅長以家庭、環境、

生態的觀點進行整體的評估，而醫療系統擅長

於以臨床心理、神經生理的醫學觀點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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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系統的學生志願選填輔導工作？ 

啟動時程 

•面對著學生的國中畢業，各系統若有足夠的時

間，也會以各自的專業觀點提出生涯選擇意見，

供學校彙整資訊。 

•若學校能及早啟動學生的志願選填輔導工作，

讓其他系統同步啟動此議題的工作，對於國中

畢業後仍持續接受資源的學生與家庭，更有機

會得到跨系統間具共識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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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系統的學生志願選填輔導工作？ 

啟動時程 

•若能於國中三年級上學期時啟動學生的志願

選填輔導工作，學校連結跨系統間的合作，

讓各系統的專業意見交流整合，有可能在上

學期時讓學生與家庭形成初步的生涯方向。 

•便於下學期初參考各入學管道簡章，開始規

劃使用合適的入學管道與志願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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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系統的學生志願選填輔導工作？ 

連結功能 

•這些生涯選擇是不是適合學生的興趣與能力？ 

•共同評估家庭資源是不是足以支持學生選擇？ 

•各系統單位是否有可能連結新的資源協助？ 

•有沒有可能召開個案會議共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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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許多大人的協助才能夠長大， 

而大人們需要彼此的幫忙而一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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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篇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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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篇小結 

•後現代的生涯輔導工作觀點中，「心理幸福

感理論結構」(Ryff & Keyes，1995）有6個

向度：「自主、情境主控感、個人成長、正

向人際關係、有生活目標、自我接納。」 

•生涯輔導工作可以是留意這些向度上的逐步

進展，讓個人在生涯中感受到幸福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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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黃素菲（2016）。後現代的幸福生涯觀：變與不變的生涯理論與生涯諮商
之整合模型。教育實踐與研究，29(2)，137-172。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故事裡活出最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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