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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指出，參與本研究的大學生普遍在一般教育歷程中的生涯探索

途徑有著相當程度的參與，隨著高等教育脈絡開展之「生涯探索模組」對於當

前大學生而言發揮了基本生涯探索功能。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從「系上活動」、

「校內活動」、「服務學習」等教育歷程中經驗到相當頻繁的生涯探索經驗，

並能從中感受到對個人正面對的生涯議題有所幫助，而且在正式教育歷程以外

的「校外活動和生活經驗」中也學習到許多有助於面對生涯發展和職業選擇之

探索經驗。 

       相對於高中職階段，大學生在大學期間即應試探未來職業選項，進入生涯

抉擇狀態。個人在專業領域之學習除了受到進入大學時初始的科系選擇影響以

外，在大學期間更為重要的是必須試著從學習和試探經驗中建立符合個人生涯

特性之「專業認同」，同時在心理上為未來就業作好準備。 換言之，大學生在

大學通識教育致力培育的跨職業領域知識和正向態度基礎之上，透過專業領域

殊異化的訓練課程累積有助於連結至特定職場範疇的專業職能，有效提升面對

未來職場所需之核心職能或就業能力。 

        此外，若從生涯階段來看，大學生正經歷縱貫學職轉銜過程之生涯轉換，

在此歷程中嘗試找到自己在職場的個人位置、建立專業認同，在不久之後藉由

發揮工作角色以展現個人潛能，開啟職業生涯。除了個人歸屬專業領域的正式

課程學習有助於生涯探索及職業選擇以外，對許多大學生來說，身處進入職場

前的「最後一哩」教育過程，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參與課外活動或者投入社會服

務，而這些課程之外的試探、學習及參與也正呈現出大學功能和先前中學教育

階段主要不同之處。也就是說，透過參與多重形式的課外活動，或者由於開始



接觸職場從事部份時間或兼職工作，因而開始擺脫單純「學生」角色的侷限，

藉由社會參與經驗、建立和職場間的連結，進而開展出有焦點且更全面的生涯

型態，在學習、工作、家庭和休閒等多重角色中平衡以及更新自我概念，準備

面對和開啟職業生涯的建立期。 

        本研究發現，近年逐漸普遍推動的「職涯探索模組」致力於提升大學生在

「專業課程及活動」方面的深化，以及著重和職場端緊密連結，舉凡「校外參

訪」、「跨領域學程或相關活動」、「產學合作課程或計畫」、「實習課程及

實習工作」等這類當前聚焦在學職轉銜的生涯工作不侷限在過去以「興趣」或

自我特質為主軸的生涯探索歷程，而更為強調如何從專業所學出發、積極開展

出以「能力」發展為核心的就業準備以及職涯規劃，這類的工作推動落實在各

專業系所，並強調和其他專業領域之間的跨領域結合，以及在就學期間即能將

專業所學付諸於現實職場環境進行觀察、試驗、反饋，進而調整在校的專業所

學。本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從這些和職場直接連結的參與經驗中感受到相當

高度的受益，此類以建立職涯為核心的生涯探索模組將逐漸成為未來高等教育

生涯工作之核心，值得大學生積極參與。 

       最後，根據研究發現，和橋接式社會資本有關的生涯人際能力有助於促成

大學生的生涯決定。在學期間如何有效拓展弱連結、學習如何在未來職場強化

人際影響力，以及學習如何發展沒關係找關係能力，此方面的能力評估和面對

未來的生涯選擇有所關係，也和大學生在高等教育期間是否主動參與前述生涯

探索和職涯探索歷程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