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開課建議 

這套教材可以透過不同單元組合開設跨系所選修的通識課程或針對單一系所

或同質系所（例如學院）的專屬職涯課程。授課教師可以綜合考慮單元組合比例

建議和跨主題單元組合建議來挑選單元，並針對學校或系所特色、學生需求、教

師風格來調整課程設計。此外，有鑑於開設學分課程需要通過正式的課程發展機

制，不見得所有學校都能夠在現階段實施，也建議針對特定系所的在學學習與未

來升學就業脈絡，透過不同單元組合開設給提供序列性工作坊或營隊。 

就單元組合比例來看，通識開課和系所開課的差別在於：通識課程開放跨系

所學生選修，因此著重在提升普遍性生涯發展能力的生涯發展，系所課程則可以

深入探索跟個別院系所特色相關的細節，因此除了職涯探索主題可以特別針對系

所出路之外，學涯發展或學職轉換也會深入探討系所的課程地圖或學用連結。至

於高低年級的差別則在於：低年級以學涯發展為重，也就是著重在學期間的學習

經驗之規劃，高年級以學職轉換為重，也就是為轉換在學所學並為未來進入職場

做準備。 

有關跨主題單元組合的建議（參見圖 1），主要是幫助授課教師瞭解跨主題單

元彼此之間的關聯脈絡，以方便授課教師挑選出關聯性較強的單元以形成較具統

整性或聚焦性的課程設計。生涯理念和自我探索兩個主題的 7 個單元組合可幫助

學生從多元面相完整開發自我；釐清生涯理念、剪輯未來理想、宣告未來故事、

享受生涯變動等 4 個單元組合可幫助學生學會籌劃未來的關鍵態度與方法；敘說

往日生涯、發掘志趣熱情、勾畫圓夢計畫、盤點生涯資產、落實實踐之道、延伸

實踐經驗、展開未來行動等 7 個單元組合可幫助學生在實際展開圓夢行動中學習；

掌握才幹資產、檢視今日學習、多元經驗、看見變化的樣子、學用關係與學習策

略等 5 個單元組合可幫助學生周延規劃大學的學習；開創未來工作、統整生涯願

景、工作視窗六宮格、職業訪談報告等 4 個單元組合可幫助學生具體瞭解職業世

界；開創未來工作、職業訪談報告、職業停聽看、角色脫離-進入、求職與自我行

銷、職場社會化、職場高效習慣等 7 個單元組合可幫助學生深入瞭解職業世界並

預做準備。 

以下以一位學生傑之為例，說明學生應用這些課程進行探索學習的經驗。在

大一修生涯發展時，在生涯願景的選擇上，傑之藉由「L11-乙 1 梳理高峰經驗」、

「L12-乙 2 發掘志趣熱情」、「L13-乙 3 掌握才幹資產」，傑之有系統而深入地瞭解

自己長久以來的興趣、價值觀、才幹、知識，藉由「P22-乙 4 開創未來工作」，他

創意組合了生物興趣和電機工程專長而形成醫學器材研發的夢想職業，並進一步

發現生物醫學工程師這個職業跟他夢想中的工作很接近。他非常具體地瞭解到生

物醫學工程師最主要的工作任務是「開發與提供技術協助殘疾人士」、「利用工程



與行為原理，設計與開發醫療診斷和臨床診斷儀器、設備和流程」、「與生命科學、

化學、醫學人員一同進行人類與動物生物系統方面的工程研究」，其次是「針對儀

器的臨床應用，提供諮詢與協助」、「開發能源的新用途，例如將核能運用於生物

醫學工程」、「安裝調整維護修理，或提供生物醫療設備技術上的協助」；最需要精

熟的知識是「工程與科技」、「生物學」、「數學」，其次才是「電腦與電子科技」、

「精密技術之設計」。而他最需要仰賴的技能是「運用科學方法」、「閱讀理解」，

其次是「運用數學方法」、「批判性思考」、「積極學習與運用」；其中，他滿有興趣

與信心學習大部分的知識與技能以及執行大部分的任務，但他對自己的「批判性

思考」、「積極學習與運用」沒有信心，對於自己的人際溝通技巧也沒信心，擔心

自己無法跟不同專業的人共同合作，或者無法提供好的諮詢服務。透過「P11-丙

1 職業視窗六宮格」和「P12-丙 2 職涯焦點人物誌」，他深入瞭解生物醫學工程師

的甘苦、挑戰與生活型態，也瞭解醫療圈的生態與生存之道，他覺得這工作真的

很吸引他，因此透過「P23-乙 6 統整理想現實」建構出一個以「用生醫工程專業

助人離苦」為核心、以「用誠懇踏實達成溝通合作」為助力的生涯願景。 

在學習職涯的籌劃上，傑之藉助「L21-丁 1 多元學習經驗」、「L22-1-丁 2 提

升才幹之道_看見變化」，他瞭解到高年級的專題以及參與老師的研究團隊都可以

同時磨練「批判性思考」和「運用數學方法」，並刺激「積極學習與運用」，也有

助於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調，於是就安心了，知道系會提供相關學習機會來幫

助他學習到必要職能。更重要的是，經由接連幾個禮拜的學系課程介紹、學長姊

學習訣竅分享、校友職場經驗分享，他開始深入而有系統地瞭解電機工程這個領

域的學習與工作狀況。因此，傑之透過校內的課程地圖平臺做出四年的修課規劃，

雖然知道未來不一定就會照著做，但有個大概框架，他對於自己的未來感覺踏實

多了。 

在另一方面，經由「L23-乙 5 檢視今日學習」，他也發現自己的學習經驗過於

局限於系課程安排，無法滿足他未來想投入生物醫學工程領域的願望，在「L13-

乙 3 掌握才幹資產」和「L22-2-丁 3 提升才幹之道_學習策略」中有關學涯（學

習）與職涯（應用）信念的探討，讓他發現自己需要調整信念，好讓自己更加肯

定而積極地廣泛地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技能，並且做好終身學習的心理準備。他

瞭解生物醫學工程師這個職業具有濃厚的跨域性，需要規劃學習電機工程學系沒

有教授的「生物學」知識，將來進入職場時，需要憑藉著跨領域的、基礎學理的

學習以及職場上的靈活應用，持續學習與適應工作要求與組織文化，才能維持職

場競爭力。因而，他除了積極瞭解校內生物系的相關學習方向與經驗之外，也積

極主動打聽校外的生物醫學方面的學習機會，做出跨系、跨校的修課規劃。 

最後，他還透過「A11-甲 1 圓滿人生怎麼過」和「A12-2-己 11 打造未來願景

_勾勒圖像」具體勾勒出未來理想生活的樣貌，透過「A12-1-己 12 SMART 規劃個

人發展」預先構思自己打算如何處理夢想實踐過程需要面對的挑戰，透過「A21-

2-己 13 享受意外變動」磨練正向積極迎接各種意外變動的態度，並發揮創意善用



意外機緣，創造出更豐富活潑的未來職涯願景與實踐歷程規劃。 

大二時，傑之選修通識中心的「生涯夢想實踐」，藉由「A13-己 21 籌劃圓夢

行動」、「A21-1-己 22 盤點實踐資產」，在老師和同學的相互幫助與支持下，他找

到一群同樣對生物醫學工程有興趣的夥伴，共組讀書會並進行輔助長者步行的自

動調整型助步器之專題研究。學期中的「A22-1-己 23 落實實踐之道_回歸圓心」，

幫助傑之通盤檢討夢想實踐狀況，他發現原先的夢想太高太遠，用來做實驗的研

究空間和設備經費卻相對太少，因此重新調整該助步器的功能定位，並透過輾轉

介紹牽線找到目前正在研發相關產品的產學合作研究團隊，兩邊團隊的相互討論、

激盪，大大幫助傑之的團隊突破研發瓶頸。同時，傑之也發現自己的時間管理策

略不佳，常常因為突發狀況或個人情緒而延擱原本規劃的研發進度，因此開始有

系統地使用「要事第一」原則來幫助自己做好時間管理。到了期末，傑之在「A23-

2-己 24 延伸實踐經驗_展望未來」非常開心地分享自己的成功經驗，也梳理出自

己在逐一克服困難的過程中運用了哪些籌劃策略，因而大幅提升未來持續投入夢

想實踐的決心和信心。 

到了大三，他藉由教學資源中心發現擔任國際交換生的機會，到美國的生物

醫學工程學系進修一年。大四那年，就輔組提供的「進軍職場工作坊」幫助他瞭

解學校學生與職場工作者的角色差異，並且在盤點自己競爭生物醫學工程師工作

的優勢後撰寫履歷，順利地在職業博覽會上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工作。 

 

圖 1：跨主題之單元組合 



資料來源：劉淑慧、陳斐娟、吳淑禎、許鶯珠、洪雅鳳、楊育儀（2014）。知識

經濟時代的大專生涯發展課程設計：陰陽調和、頂天立地之道。載於華人生涯研

究中心（主編），系所脈絡個人創新大專生涯輔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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