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表單 

主軸名稱 B 主軸：發展學校特色 
成果類別 □ 活動 □ 演講 □ 座談會 □ 工作坊 □ 課程 ■ 會議 □ 創作 □ ____________ 

分項計畫名稱 Bb特色研究團隊 

成果名稱 弱勢大學生專業學習及生涯發展之研究專題演講及座談會 

舉辦日期 107 年 10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18 日 舉辦時間 12 時至 13 時 

主辦單位 輔導諮商學系 舉辦地點 民雄校區初教館 
參
加
對
象 

(校內) 
主辦單位 
參加人數 

2 
(校內) 

參加人數 合計 35 人次 其他  
參加人數  

執行重點及具

體作法 

 舉辦 2 場小型研究會議：每個月進行一次會議，分別在 10/12 、11/2

進行，討論弱勢大學生在專業學習及生涯發展所呈現之現象，彙集來

自不同學院觀察重點以形成符合嘉義大學在地文化特性之結論。 

 辦理 2 場專題演講：邀請教育統計學領域之專家，從量化分析角度討

論和弱勢大學生成長經驗有關之專題演講，從心理發展特性及資料分

析角度理解目前已知的弱勢大學生專業學習及生涯發展現象。 

 進行 3 場焦點座談會：以校區為主軸，舉辦以弱勢學生為對象之座談

會，了解在大學期間的學習經驗以及生涯發展議題，提供實徵回饋基

礎。 

執行成果 

目前初步研究，整合質性分析，統整出以下結果: 

 發展空間小、競爭大的時候，容易因競爭失敗而導致自信心低落。 

 這些願意參與座談的學生，本身具有的共通特性:積極、願意/希望改

變、熱心、思考成熟。 

 弱勢學生皆有經濟開源的迫切需求，卻又必須衡量課業與活動參與

等，相較於校外的工讀，爭取獎學金確實有改善經濟之極大助益。 

 有些有實質弱勢但礙於政府行政上對於弱勢的定義與資格規定，未能

取得求學階段相關補助。 

 在衡量個人興趣、喜好以及經濟限制的現實之下，弱勢學生會選擇一

條較為保守且穩定的路(例如:當老師)，也因為沒有經濟支持或機會

去挑戰及冒險，可能在學習過程中產生遺憾，但也顯示這些學生對於



未來的思考皆是經縝密衡量後才作決定，並事先規劃好的。 

 校內工讀機會，在篩選或實務上的工作時間安排，其實並不那麼理想

地能幫助到真正需要的弱勢生。 

 因經濟因素造成的生活經驗差異，心理所產生的不甘心/不服輸，會

促使弱勢學生向上更加努力的動力。 

 或許是從小的成功經驗累積，弱勢學生們面對逆境的態度，反映出面

對逆境的內心轉換與心理調適似乎有一套熟練的自動化模式，且都蠻

正向而堅韌有力。 

 弱勢學生對於未來是有目標與想像的，也都正努力嘗試與實踐個人生

涯藍圖；但少數表示，其實因為家境的社經狀況，相較於同儕間對於

未來夢想的思考，自己是比較不敢想像的。 

 相較於一般或家境較好的同學來說可享有較多的付費資源(如:補

習)，弱勢學生往往只能靠個人的努力以達成個人生涯目標。但，有

趣的是，當個人的努力成果與享有付費資源之後的成果一樣時，此時

對於個人努力的肯定與成就感，對於往後生涯發展具有極大的正面鼓

勵。 

活動剪影 
 

  

研究會議 研究會議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焦點座談 焦點座談 
 

自評（成效或

優點、待改進

之處）與改進

建議： 

小型會議與專題演講，集結不同學院，而非單一的專業觀察，共同分析、

討論出在地弱勢大學生專業學習及生涯發展現象；焦點座談，能夠直接

性的瞭解部分弱勢學生對於專業學習與生涯的想法及處境，也從學生的

角度去看見並思考嘉義大學可以如何在未來提供弱勢學生協助，同時從

專家與學生的視角去反覆檢視。後續研究規劃，可持續進行個別性深度

訪談，以蒐集第二階段更豐富之訊息，並根據第二階段質性分析結果，

提出量化驗證之理論基礎，同時進行問卷調查，最後，比較嘉義大學與

先前研究發現是否存在特定差異現象，並根據所得結論提出適用於本校

學生特性之生涯輔導諮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