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職涯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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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我的未來該長成什麼樣子？
什麼才是我想要的？
大學畢業出來的工作是和我讀的科系相關的嗎？
真的是適合我嗎？
還是迫於現實的選擇呢？



人生的分岔路 竟成了轉機

      高中分班的時候選擇了理組，而選理組不選文組的原因，主要還是
受到了傳統觀念的影響，因為在傳統觀念中理組出社會工作比較好找，

畢竟臺灣還是偏向加工出口、科技業為導向，反觀文組的出路可能相較

之下會比較受限。

      到了大學的時候，用了繁星的方式上了聯合大學的臺灣語文與傳播
學系，成績的關係讓原本高中三年一直往理科的道路突然出現了分岔

路。會上這個科系其實也算是誤打誤撞，因為它是我所有志願選填裡的

最後一個選項，所以把這個既不討厭也不排斥的科系就放在了最後一

個，怎麼也沒想到就從那時改變了我的未來。

在迷途中找尋光 經歷成了養分

      理組到文組的課程轉變對我來說其實反而負荷較小，因為高中會選理組
是在傳統觀念下所選的，而我的理科成績相較於文科又差很多，所以選理

組比較偏向於現實因素所選擇的；但現在心理負荷雖然少很多，卻讓我一

直以來的目標失去了方向，對於這個科系我是很迷茫的。

 系上其中一項畢業門檻就是寫一定篇數的報導，並刊登在系上的報紙—予傳
報，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要訪問的內容是工程計畫的施行，還有一

▲報導採訪過程



 些相關單位的看法，我原本以為受訪者只會依問題回答，而實際上我卻得
到了更多的答案，甚至我還當場依答案延伸了更多我自己想知道的問題，

一來一往的交流讓我的報導更完整，也讓我學到更多的東西，滿足了自身

的求知慾，還有藉由訪問讓我能勇於開口，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

這讓我學到問題該怎麼問，如何引導對方說出自己想要知道的問題答案。

      為了想探索我還能走出什麼
路，所以我選了一堂教育部職涯輔

導的相關課程—高齡學，老師規劃

了許多專業課程，更值得一提的是

校外參訪的行程更是肯定了我對於

採訪寫作的興趣。參訪過程中我看

到了原來這個社會除了政治或經濟

之類的議題，更多的是被忽略、甚

至遺忘的高齡化以及眷村問題，而

那些正是我們更應該要去討論的議

題，所以我想藉由我微小的力量開

始做起，我相信只要有人關注，這

個問題就有被改善的可能。

探索自我 確認自身方向

未來由我開啟 世界我來記錄

      到了現在大三，因緣際會下當上
予傳報的副總編，這除了讓我對新

聞報導有一份責任感，我也從中看

到了更多人對於不同事件的想法及

看的角度；藉由予傳報讓我對於未

來的規畫更加得清楚，我想未來我

還是會朝記者這份工作去做努力並

學習，我想把世界正在發生的大小

事寫下來讓大家知道，讓人能對於

這些事件、這些議題能更加關注。

這，就是我想要的未來。

▲桃園忠貞新村戶外參訪

▲台北世貿銀髮科技展戶外參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