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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社會的變遷與社會中個體的發展息

息相關。徵諸史實，可以發現，不同時代社

會與其個體成員的關係，具有多元的形式，

或是和諧，或是緊張，或是衝突。社會達爾

文主義強調個人適應力優化的重要性，主張

社會的進步源自於人類的競爭，而在自由放

任的資本主義推波助瀾下，進化提升的個人

競爭力與社會發展，如魚幫水，水幫魚，相

輔相成，各蒙其利。盧梭則認為，人是生而

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中，反映出個人

所受的壓迫與桎梏，難以逃脫。準此以觀，

社會與個人的關係密切，其品質的良窳攸關

兩者的發展。

誠心而論，近年來世界在政治、經濟、

社會及文化等環境方面，產生了急劇的變

化，帶來挑戰。然而，隨著知識經濟社會的

形成與全球化浪潮的襲捲，加以公民與社群

主義的發展，各國政府大抵不敢輕忽代表其

國力的國民素質之提升，希望創造雙贏的局

面。有鑑於此，愈來愈多的國家社會，積極

投入資源，致力於提高學校教育的品質，藉

以開展國民的潛能，培養健全且富競爭力的

國民。

事實上，各國政府透過學校教育的革

新，據以提升國民素質的作法，的確是有效

且可行的途徑。綜觀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

其內容主要涵蓋：（1）公平、效率與全球化

議題；（2）教育政策受政黨輪替的影響；

（3）教育行政的轉型問題；（4）學制調整

與義務教育年限延伸問題；（5）教師專業組

織的功能；（6）教育經費投資問題；（7）

視導制度是否應予以加強；（8）公立或私

立學校系統是否受到政府干預；（9）單軌制

或雙軌制孰優；（10）課程與教學的有待提

升；（11）國際教育評比越來越受重視（周

祝瑛，2010）。然而，整體而言，無論是政

策、制度、課程、教學、經費或評量，其目

標都旨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培育具備

關鍵競爭能力的健全國民。換言之，教育的

主體是學生，針對學校教育所推動的各項改

革，最後都應該回歸到學生的身上，有效提

升其學習的成效。

準此而論，任何有助於學生學習和成

長的教育作為，無論是與學生直接相關的課

程、教學、評量或制度，抑或是間接相關的

行政、視導、專業等教育革新，都應該加以

正視並持續關注。值得一提的是，既然學校

的教育革新都應該聚焦於學生，那麼相關的

革新措施就必須考量學生的個別差異，不能

一昧地採取工業時代大量生產的機械觀，只

強調一致性和標準化，忽略了個別性和差異

化。

換言之，若能針對學生不同的興趣、

能力、特性、需求，提供適性教育，自然能

使相關的改革成效，達成預期，甚至可能發

揮加乘的作用，擴大成效。當然，適性教育

本來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學校教師必須顧

及學生的差異，因材施教，促進其潛能的開

展，此種教育觀點普遍獲得認同。不過，隨

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學生多元歧異的特性，

愈趨明顯，學校如何做好適性教育，讓不同

特性潛質的新世代學生，能順其性，盡其

才，成為當前教育發展的重要課題。

適性輔導之推動與挑戰
高博銓／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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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本文將以學校適性輔導的推

動與挑戰為探究的主題，首先指出適性輔導

的重要性：其次，說明適性輔導的涵義；再

次，提出適性輔導的推動策略；最後，指出

適性輔導的挑戰並總結相關的討論。

二、適性輔導的重要性
綜觀自然萬物的生長，可以發現，相

較於其他的生物，人類不但擁有較長的依賴

期，同時也具有較高的可塑性，而此種發展

特性也促使人類凌駕於其他生物，演化出高

度複雜的認知思考和環境適應能力。奠基於

此，人類社會從最原始的游牧社會，逐步演

進到農耕社會、工業社會、資訊社會、知識

社會，以至於當前的創新社會。由是觀之，

相較於宇宙萬物的演化歷史，雖然人類的演

化期相形見絀，但其所創造的進化成果，卻

是超越諸多的物種，甚至自許為萬物之首，

宰制萬物。凡此，凸顯人類生存競爭及其社

會永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進而言之，人類掌握基因演化與環境變

遷交互影響所產生的成效，為人類社會創造

了卓越的成就。就此而言，Aamodt和Wang
（2011）指出，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可以

對於個人行為的差異，產生重大的影響。是

以，人類的生活經驗，能以演化的時間尺度

來修改人類的基因組，也就是透過文化變

遷，例如知識、技巧、語言、價值、習俗、

信仰等，對天擇造成影響。由此看來，個體

在家庭、學校、社會成長的過程中，是否可

以獲得有利於驅動其基因方程式運作的環境

變遷，殊為重要。基於此，學生在學習成長

的過程中，學校所選擇和組織的社會經驗，

會透過精心的課程和教學實施來傳遞，期待

學生可以經由豐實的文化陶冶，驅動基因的

全力發展。

不過，平心而論，此教育歷程若能夠

針對學生學習及其本身特質所產生的差異

性，提供學生適性輔導，將能發揮更大的功

效，不但可以啟迪其心智，也能夠達成人類

社會永續發展的目標。事實上，從國家的競

爭力來看，經濟學家發現，孩子每多念一年

書，國家的生產毛額就增加3.6％，越是小

的國家越是不能忽略孩子，因為每一個人都

關係到國家的生產力，真的是「一個都不能

少」，國家負擔不起這個人力的損失（洪

蘭，2012年10月31日） 。此外，諾貝爾經

濟學獎得主Spence（2012）的研究也指出，

人們在乎精神層面的事物，包括價值觀、宗

教，以及和其他人的關係。而在物質領域方

面，人們在乎的是機會（成功受雇和展現創

意的機會）；是表現自己對社會的用處；是

教育與健康。換言之，人類在乎的是能否發

揮他們潛能的自由與機會。依此，學校教育

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幫助學生建立合宜的

精神和物質觀念，尤應確保其潛能特質的自

由開展，適性輔導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三、適性輔導推動之策略

適性輔導的重要性及其涵義，誠如上

述，其推動之急迫性，自不待言。尤其學校

教育具有專業化的學習設計並且擁有較豐富

的資源，因而可以提供較多元的機會，獲致

較佳的適性輔導成效。至於學校如何有效地

推動適性輔導，相關策略說明如下：　　　

（一）理解適性輔導的理念基礎

推動適性輔導首先應該要讓教育工作

者理解並認同適性輔導的理念，才能成為其

教育決策和行為活動之指引。綜合言之，適

性輔導的理念基礎植基於個體本身的獨特性

以及社會環境的差異性，這可以從心理、哲

學、社會、經濟、文化、神經科學等不同領

域來加以解析。首先就心理層面來看，人類

的發展由於基因與環境因素的交互影響，促

使個體之間，會在智能、道德、人格、情緒

等方面的發展上，產生明顯的差異。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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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熟悉的多元智慧理論，即為箇中代

表。從哲學角度來看，關懷人的存在處境之

呼聲，從蘇格拉底、奧古斯丁、巴斯卡、齊

克果、尼采等哲學家，不絕如縷。強調個人

具有特殊的價值，必須藉由一連串的抉擇來

塑造自己，否則個人易在國家意識、社會階

級、經濟條件、人性觀念、絕對思想中被消

解 （傅佩榮，2011） 。
其次，從社會的觀點來看，人類的行為

不單只是來自個人的行為和動機，同時也受

到所處的社會背景及其結構所影響，舉凡社

會階級、種族、族群、性別、家庭、教育、

宗教、政治、人口、年齡等，都可能帶來不

同程度的影響，個人要能對本身的這些特

性，存有意識，甚至必須突破此鳥籠般的結

構，才能開創自我，促進平等多元社會的發

展（Andersen & Taylor, 2007）。

再者，就經濟的立場而言，人類經濟

活動的型態，由於科學技術的推動，帶來

了經濟結構的重大變革。17世紀到18世紀

的產業革命使經濟結構由農業經濟走向工

業經濟；20世紀70年代以來高科技的發展

產生了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

出的「後工業經濟」（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之後，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後資本主義社會》 （Post-
Capitalist Society） 一書中，提出「知識經

濟」的概念，強調知識社會重視知識的應

用與創新。而當前有關創新的研究指出，

創新者的DNA具有五項的發現技巧：疑問

（questioning）、觀察（observing）、社交 
（networking）、實驗（experimenting）以

及聯想（associational thinking），這些技巧

的培養有賴個人的認知技巧、經驗洞察、

行為作用、原型打造、跳脫框架等「不同

凡想」（think different）和「不同凡行」

（act different）的能力（Dyer, Gregersen, & 

Christensen, 2011）。換言之，在知識經濟

活動中，一個企業組織之所以能創造價值，

乃在於知識之有效利用和創新，而這完全繫

於知識工作者的努力與貢獻。整體而言，人

類的經濟結構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進入

到以知識為基礎的知識經濟，而人才乃是知

識經濟的核心要素，必須加以培育並珍惜，

其在國家社會中的角色，舉足輕重。

此外，依文化的層面而言，文化是某

特定團體或社會生活方式之複雜意義與行為

系統，包括語言、習慣、習俗、法令、藝

術、信仰、價值觀、穿著、知識、人工製品

等思維方式、行為模式以及有形物質，都納

入文化的範疇內。而透過這些習慣、技能與

型態的工具箱，具有共同文化者可以建立和

獲取知識，此文化傳播使其擁有共同的生活

方式，增進社會互動。不過，隨著科技的發

展，產生了文化擴散（cultural diffusion），

造成「社會的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現象（Schaefer, 2011）。然而，

對某些文化來說，此種趨勢也激發出社會文

化的創新，甚至如Godi（2011）所言的「怪

咖時代」（We are all weird），強調當前產

業的變化愈來愈快，其發展逐漸揮別工業革

命時期的大眾思維，取而代之的是，重視獨

特、多元、奇特、自主、創作的小眾勢力文

化崛起，成為個人和組織的生存之道。

最後，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神經系

統（nervous system）是我們能夠知覺、適應

周遭環境及與其產生交互作用的基礎，藉著

這個系統，我們可以接受和處理來自環境的

訊息並做出反應（Sternberg, 2011）。而個

體神經系統中的終極器官—大腦，特別是控

制我們思考歷程的大腦皮質，因具有複雜的

神經細胞體及綿密的神經連結，所以使得每

一個個體獨樹一幟，各具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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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適性輔導方案間的配適性

為帶動整體教育環境的改善與品質的

提升，政府將自103年起，推動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揭櫫「有教無類」、「因材施

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

質銜接」五大理念，並且提出「成就每一個

孩子」、「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厚植

國家競爭力」三大願景。而在前述的理念和

願景下，特別將「引導多元適性發展」列為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六大目標之一，希望

學校的任務不只是協助孩子身心健全發展，

更要幫助他們了解自己的興趣和潛力，在多

元升學管道中，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教

育部，2012）。有鑑於此，教育部積極推動

適性輔導，並配合規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實施計畫」、「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

性輔導及品質提升方案」、「國中及高中職

學生生涯輔導實施方案」、以及「技職教育

宣導方案」等不同方案，以落實中學生性向

探索與生涯輔導，據以引導多元適性升學或

就業。

值得關注的是，在前述有關適性輔導

的相關方案中，涉及政策制度、組織任務、

輔導人力、知識管理、專業成長、家長參

與、以及社區關係等諸多層面，若無法強化

相關方案的配適性來發揮加乘效果，恐將事

倍功半，降低成效。競爭策略大師麥可．

波特 （Michael Porter）指出，欲提升組織

的整體效能和競爭優勢，就必須重視活動之

間的配適性，思考促使每項活動可以符合組

織的價值主張，或是增加其他活動的價值，

或是產生替代作用，減少其他人力資源的耗

費，從而增強競爭優勢和持續性（Magretta, 
2011）。質言之，配適性創造的價值鏈，取

決於各項活動的連結性及其相互增益的成

效。

由是觀之，適性輔導的各項方案要能發

揮互相拉抬的效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實施計畫」強化了適性教育的核心價值，並

揭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整體輪廓；「落

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方

案」確保每一個學生可以有成功的學習經驗

並增進其對自我的認識；「國中及高中職學

生生涯輔導實施方案」協助學生培養生涯規

劃與決策能力，進行生涯準備與發展；「技

職教育宣導方案」幫助學認識教育與職業環

境。是以，依據這些方案的價值主張，包

括：學生能夠瞭解自我、具備生涯發展的能

力、做適性的進路選擇、適性揚才等，會形

成最優化的價值鏈。而各方案的實施成效與

方案間的配適性，將直接影響適性輔導實施

的成效。　　　　　　　　　　　　　　　

（三）掌握社會變遷的發展趨勢

古 希 臘 哲 學 家 赫 拉 克 利 特

（Heraclitus） 曾言：「你不能兩次把腳伸

入同樣的河水中。」意謂環境的變化一直在

進行。所以說，世界上唯一永恆不變的事，

就是事物不斷在改變。審視人類社會的變

遷，確實如赫氏所言，環境持續地變化，而

當前社會變化的速度比過往任何時期都要

快，未來的變化恐更甚於此，甚至超出我們

的預期之外。事實上，人類社會的發展從管

理學大師杜拉克所聲稱的「不連續時代」，

到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提出的「十

倍速時代」（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再從約翰．奈斯比（John Naisbitt）所形容

的「全球弔詭」（Global Paradox），再到

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所強調的

「非理性時代」（The Age of Unreason），

這些傑出的學者和未來學家所共同強調的，

就是這個世界已非往昔那種可以「鑑往而知

來」的狀況，個人所面臨的挑戰，愈來愈險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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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ton（2011）就認為，未來社會的

發展將會受到五大力量所影響：科技發展、

全球化、人口結構改變（包括世代差異、高

齡社會、少子現象）、社會變遷以及能源問

題。而此五種因素及其所產生的交互作用將

會對於社會與個人生活帶來衝擊。就未來的

工作來看，科技發展將使得企業的產品、服

務、流程、行銷等活動，產生改變，也會促

使新事業的出現；全球化造就了愈來愈多的

跨國企業，也使得部份的產業外移；人口結

構改變使得有些工作行業式微，但也因高齡

化社會的形成，讓銀髮族的服務需求增加。

Pearce（2011）更提出值得關注的發展，強

調社會的高齡化必然會改變經濟結構，重塑

家庭，重新定義政治，甚至改變下一個世紀

的地緣政治秩序；至於社會變遷則會影響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等各個層

面的發展，也會使得社會對於個人的能力條

件、公民素養、專業技能等要求，產生改

變；而能源問題也將使耗能產業尋求替代能

源，綠能產業及環保意識抬頭，近來國際社

會公益基金的成長就是最好的註腳。

是以，社會變遷急劇推進，明顯影響學

生未來的生涯規劃。然而，學生畢竟社會經

驗較為缺乏，且青少年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

色彩，對於現況實務的關照往往不足。有鑑

於此，學校教師應該掌握變遷的可能動向，

增進學生認識和洞悉社會變遷的發展趨勢，

同時相關的輔導也應該要鏈結產業的發展，

以利學生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　　　　　

（四）洞悉新世代學生的特性

誠如上述，隨著人口結構與社會變

遷的持續變化，家庭型態、經濟結構、

政治運作、教育制度、文化思維等方面的

發展，亦受到影響。而此種環境的改變，

從生態系統的觀點來看，自我的發展將

為個體周圍的微系統、中系統、外系統與

巨系統所左右，形塑新世代的學子。事實

上，Tapscott （2008）研究指出，各世代

的發展，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呈現不同

的特性，從嬰兒潮前世代（1946前）、

嬰兒潮世（1965~1976）、Y世代或N世代

（1977~1997），以至於Z世代或下一世代 
（1998~至今），可以發現不同世代的價值

觀和工作觀。而N世代與Z世代的學生普遍

具有重視自由、表現個性、凡事存疑、誠信

為上、協同工作、不忘娛樂、講求速度、喜

愛創新等特性。

有鑑於此，學校與教師在實施適性輔

導的過程中，也應該跳脫過去制式化或慣性

化的思維框架，洞悉新世代學生所具有的特

性：他們重視自主性與創新性，強調速度與

變化，追求工作與休閒的平衡等。奠基於這

些特性上，適度地調整適性輔導服務的方

式，將能獲致較佳的成效。例如自主性的探

索活動、班級與團體輔導、職場參訪與體

驗、跨校轉科及跨學制互轉機制、選修課程

的多元選擇等，都能符合新世代學生的需求

和特性。尤其對於學生個人自主性和創新性

的尊重，更應為適性輔導的基礎理念。

就像Hamel（2012）所言，未來的管理

及有競爭力的組織，必須能夠充分反映人性

中對自主性的需求，方能釋放個人無窮的創

新能量。而其所倡導的「重建價值觀，回歸

人本，釋放創新能量」，指出個人自主、價

值觀、創新、調適力以及熱情的重要性，也

是未來個人的競爭力所在。適性輔導能以此

為核心，不但有助於其成效的提升，更有利

於學生未來生涯發展所需的關鍵能力，可謂

一舉兩得，發揮綜效。不過，推動適性輔導

除了應該洞悉前述所提及的新世代學生特性

外，也要關注學生「ｅ－人格」特性，此種

虛擬人格不受行為、社交、禮節，甚至網路

禮儀等舊規範限制，因此顯得武斷，不受

拘束、有些黑暗面。雖具優點，卻也可能

表現自私、魯莽的行為，甚至離線後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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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自我，影響其心理發展（Aboujaoude, 
2012）。換言之，新世代學生因為花在網路

上的時間愈來愈長，也造成他們易表現出破

除現實生活的警戒線、社交禮儀與商務規則

的行為，展現另一面的自我，其因網路成癮

症所形成人格無法離線，將帶來心理適應的

問題。　　　　　　　　　　　　　　　　

（五）採取自主選擇的生涯發展

適性輔導的目的旨在協助學生，依據其

本身的能力、性向和興趣，提供適性的進路

選擇建議，以開展學生的潛能並促進其人格

的健全發展。由是觀之，適性輔導是幫助學

生了解自己的個性和需求，以及周遭環境，

增進其對自我的覺察，進而建立自我統合形

象（ego-identity），選擇適性的生涯發展。

因此適性輔導是一種「協助」和「引導」

的過程，學生是主體，教育工作者就像人

本主義心理學的創始者卡爾．羅杰斯（Carl 
R.  Rogers）所強調，應該以「非指導」

（nondirective）的態度和方式來進行輔導工

作，尊重學生個人在未來生涯探索與選擇過

程中的自主性。

雖然適性輔導的主體是學生，學校與教

師也瞭解尊重學生生涯發展自主選擇的重要

性。但誠心而論，學生中心的理念在當前的

學校教育環境下，是否可以完全落實，仍待

考驗。畢竟，自工業時代沿用至今的學校管

理模式，把學校視為如工廠般的生產線，重

視標準、效率、一致性的思維，仍影響著當

前的學校教育（Robinson, 2011）。例如限

制性的選修課程、僵化的教學方法、齊頭式

的評量標準、量化式的績效評鑑、軍隊式的

生活管理等，都可能深植於學校。英國喜劇

演員查理．卓別林（Charli Chaplin）在1936
年所主演的經典影片《摩登時代》（Modern 
Times），描述生產線上的員工，每天重複

單調枯燥的裝配工作，幾乎和無人性的機器

融成一體，明顯失去了工作的意義，令人印

象深刻。不過也凸顯出個人在機械式的管理

思維下，失去了自我，也喪失了鬥志。

Duhigg（2012）就指出，個人、組織

和社會影響所養成的習慣，會成為神經系統

的自然反應，形成自動化的型態後，人腦便

停止全心全意參與決策過程，雖然省卻能量

的消耗，但也降低偵測和辨識周遭變化的能

力。有鑑於此，吾人如果可以掌握「習慣迴

路」，就能加以拆解，具備駕馭習慣的力

量，突破慣性的思維，進而改變本身的行為

模式，促進個人人生及生涯事業的發展。而

此種解放心智枷鎖，聆聽內在聲音的自主意

識，更應該成為教師在實施適性輔導時的重

要指引。

事實上，學校和教師之所以必須採取讓

學生自主選擇的生涯發展觀，乃是因為當學

生自己找到想要走的人生道路，他才會主動

採取行動，而且當選擇的理由愈充分，行動

的速度也就會愈快。換言之，當學生找到理

由說服自己，為什麼想改變，為什麼想走這

條路，那將可以激發出他們真正的動力，也

會對他們的生命帶來深遠的影響（Pantalon, 
2011）。尤有甚者，關係未來個人生活和工

作所需的創新能力，其所要具備的疑問、觀

察、社交、實驗以及聯想等關鍵技巧，都植

基於個人的自主思維，更應正視。　　　

（六）蒐集多元翔實的學生資料

學校和教師在推動適性輔導的過程中，

必須積極蒐集學生多元翔實的資料，以利適

性輔導的實施。此外，豐富厚實的個人資

料，也有助於學生進一步認識自我的特質和

能力，作為其選擇生涯進路之依據。誠如上

述，當前個人和環境的變化頻仍，未來雖難

以精準預測，但透過多元翔實資料的蒐集，

可以幫助教師對於學生有更深入地認識，協

助個人選擇最優化和合理的抉擇，避免落入

十里霧中，茫然不知所措。而學生多元翔實

資料的蒐集概念，可以效法品牌行銷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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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Lindstrom（2012）分析當前行銷的策

略，從消費者的數位足跡，如購物刷卡、會

員資料、線上瀏覽、手機通話、個人電腦、

臉書訊息、網路論壇、部落格等多元個資，

掌握消費者獨特的心理剖面圖，量身打造所

需要的產品或服務。適性輔導可以效法企業

的行銷思維，為了提供顧客優質的服務，廣

泛地蒐集顧客資料。同樣地，學校與教師用

心蒐集學生相關資料，提供學生適性的服

務。

至於學生相關資料的蒐集則可以透過

平時觀察、師生晤談、測驗工具、問卷調

查、自陳量表、小組座談、資訊平台等不同

形式，廣泛地蒐集學生個人心理、生活、學

習、人際、工作、家庭等相關資料。尤其相

關測驗工具的使用，可以使得學生資料的蒐

集更有效率，更具客觀性。事實上，教育部

為順利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對於適性

輔導方面，教育部（2012年6月）已研擬若

干具體的措施，包括：規劃自七年級實施智

力測驗，八年級進行性向測驗，九年級進行

興趣測驗，五月參加國中教育會考，並提供

畢業生升學進路輔導的建議書等。同時，鑑

於目前學校所使用的心理測驗工具，諸如，

智力測驗、性向測驗、興趣測驗以及人格測

驗等心理測驗，編製時間多數已超過十年，

其內容恐難以因應時代的發展，確有重新研

發或加以修編的必要性，以契合當前學生的

需求。

有鑑於此，教育部（2012年8月24日）

就現行學校常使用之性向測驗及興趣測驗，

已委託國內學術機構研發「適性生涯發展檢

測工具與職涯輔導系統」、「情境式職涯興

趣測驗」、「性向探索實作評量工具」；另

考量學生、家長及教師在進行生涯決策或輔

導之困難，爰提供整合性的「職涯輔導系

統」，其內容包含「職涯測驗系統」、「職

涯資訊系統」和「職涯決策系統」。以供直

轄市、縣市政府之輔導諮商中心統籌運用，

以利學校使用；同時並鼓勵民間相關出版社

亦進行研發或編修適合我國學生使用之測驗

工具，供學校運用。

當然，除了積極研發或編修適合我國學

生使用之測驗工具外，也應該辦理相關測驗

施測及結果解釋的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學

校及教師對於測驗使用及結果運用之了解，

落實心理測驗施測與解釋，同時採取個別諮

商或團體諮商等方式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興

趣及性向，並完成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

冊（含生涯發展規劃書），以有效協助學生

探索與認識自我，了解自我能力，進而培養

學生生涯規劃與決策能力以及進行生涯準備

與生涯發展，讓學生可以就其未來之進路選

擇有更完善之認識及了解。

四、適性輔導之挑戰

自孔子以來，講求以學習者個別差異為

核心的因材施教思維，一直是學校教育實施

的指引。在此理念引導下，學校教師會運用

不同的課程與教學方式來協助不同智能、性

向及興趣的學生。同時在此過程中，為有效

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以及社會

職場和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學校教師會採

取適性輔導的方式來落實因材施教的理念，

達到適性揚才的目標。特別是隨著社會的快

速變遷，國際環境的競爭與挑戰加劇，學校

如何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提

供多元進路，進而協助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

進路，以充分發揮所長，貢獻社會，逐漸成

為當前學校教育革新的重要課題。

有鑑於此，政府宣布自103年起實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藉以全面提升教育品

質及國家競爭力。而為了順利推動十二年國

教，教育部也已規劃了二十九個方案，希望

提供多元學習的機會，並落實因材施教，成

就每一個學生。本文前述已針對適性輔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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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提出策略，但不可諱言地，推動適性

輔導也必須正視可能面臨的挑戰，詳加考察

並評估方案執行的情形，採取必要的修正或

調整，才能有利於十二年國教的持續推動。

至於相關挑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適性輔導理念的認同

適性教育雖然是學校教育實施的重要

依據，教師也瞭解適性輔導的重要性。但誠

心而論，相關理念的落實，一直未受到重

視。現在隨著十二年國教的推動，讓學校和

社會有機會重新檢視適性教育實施的成效，

期能藉此革故鼎新，強化教育工作者與相關

利害關係人的認同，進而內化並加以實踐，

形成校園中的新文化，避免舊瓶換新酒，成

效依然不彰。

知名的領導和變革學者Kotter（2008）
指出，隨著時間的推演，個人和組織會產

生慣性，成為變革的重要阻力。是以，任

何的革新必須要讓組織成員看到未來的機

會，獲得認同，形成「急迫感」（A sense 
of urgency），才能啟動組織變革的引擎，

引導成員產生專注與積極行動的能量。適性

輔導的推動亦然，過去社會「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深植人心，如何改變

此慣性思維，藉由覺察當前的社會變遷，激

發急迫感，以凝聚動能，殊為重要。　　　

（二）教師獲得授權與支援的程度

教師是適性輔導工作的主要執行者，

也是攸關適性輔導目標是否達成的關鍵者。

就像作戰的士兵一樣，戰場的環境瞬息萬

變，諸多狀況必須立即決斷，馬上因應，所

以必須給予充分的授權和支援，才能應付詭

譎多變的情勢。是以，適性輔導所涉及的輔

導工作，舉凡實施智力、性向及興趣測驗；

辦理各項試探及實作活動；安排轉銜機制與

轉換軌道；因應在地文化與社區需求的輔導

方式；調整課程結構及增加高中職選修課程

的多元選擇；辦理輔導知能相關的工作坊

和研習；建置推動適性輔導的組織人力、任

務、工作項目以及時程等，都應給予教師充

分的授權，並且支援所需的人力和資源。唯

有植基於信任的授權與厚實的後勤支援，才

能激發教育工作者的熱忱，增進適性輔導的

成效。　　　　　　　　　　　　　　　　

（三）尊重學生生涯發展的自主性

適性輔導的基本理念是依據學生不同

的能力、性向和興趣，提供適切的教育內容

和方式，以激發學生潛能和促進學生人格健

全發展。基於此，由學生個人覺察，自主選

擇的作法，誠屬自然且合理。不過，教育工

作者在職業慣性的影響下，欲從指導者的角

色轉為引導者，心態的調整，形成考驗。特

別是學生的能力、性向和興趣，並不全然一

致，其判斷有時未盡周延，有些可能是個人

一時的興緻；有些可能是旁人的建言；有些

則可能是追求潮流，貿然而行。教育工作者

本於專業，不願見到學生虛擲時間，因而直

接進行指導，但卻也可能降低了學生自我探

索的機會。

此外，教育工作者也容易本於個人

的社會經驗和氛圍，給予學生直覺的建議

或指導，然而這些建言對學生不一定最有

利。以選填大學科系、主修與生涯發展為

例，爾來，有諸多學者專家主張，除了少

數特定領域外，大學的主修與職業的生涯

不一定相關，如果一定要必然連結，可能

會窄化學生未來的職業選擇。事實上，值

此充滿挑戰性和多元特色的環境，探索知

識、學習理解、找到熱情、跨界（域）視

野、彈性靈活、批判思考、社交技巧、人

際溝通、創新思維等重要知能，更具關

鍵（Bader, 2011）。是以，過去學生、家

長以及教育工作者本於沈沒成本、損失

趨避的心理，產生框架效應，總是要扣

緊主修科目與職業選擇的思維，值得商

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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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和支持

任何的革新要能成功，應該要讓受革

新影響的相關人員，可以參與其中並取得他

們的支持。同樣地，適性輔導的推動也要尋

求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和支持。就此而言，教

育當局已透過座談會或說明會、研討會或講

習、競賽活動、展示等多元方式進行宣導，

讓教育工作者、家長、社會人士、學生等利

害關係人有機會一起參與，凝聚共識。特別

是在推動的過程中，必須隨時保持警覺，注

意各界的反映意見，廣為蒐集、整理和分析

相關的回饋性訊息，迅速回應並調整策略和

作法。同時也要將具體的成果公諸於大眾，

廣為周知，才能減少反對聲音，擴大支持

度，以累積更多的動能，持續執行後續的政

策和方案。　　　　　　　　　　　　　　

（五）鞏固成果並形成學校文化

適性輔導的推動除了尋求利害關係人

的參與和支持外，就學校層面而言，學校

若能將適性輔導相關的執行成果，具體呈

現並加強宣導，也能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支

持。Hamel（2012）指出，人類的工作能力

層次，可以區分為服從、盡職、專長、主動

精神、創造力、以至於熱情等不同層次。而

工作的意義和動機，也會隨著層次的提高而

逐漸增加。教育工作者所釋放的熱情，將產

生催化作用，發揮加乘效果。誠如哈佛學

者Christensen（2012）所言，人生中最重要

的，不是幫助別人賺了多少錢，而是我們影

響了多少人的人生，我們讓多少人轉變成更

好的人，活出更有意義的人生。是以，教育

工作者能發揮其工作的熱忱，鞏固適性輔導

的成果，並感染同仁，將會深植適性輔導於

組織文化之中，重塑學校文化，幫助更多的

學生，發現自我，實現自我。

五、結語

適性輔導是落實孔子「有教無類」、

「因材施教」理念的具體作法，也是學校教

育實施的基本信念。近年來，隨著社會的多

元發展以及經濟結構的變遷，自我發展與人

力資源的概念普遍受到重視，適性輔導的工

作，也格外受到關注。尤其自政府宣布實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來，特將「引導多元

適性發展」列為六大目標之一，適性輔導的

重要性更受到彰顯，而其實施的成效更攸關

十二年國教的成敗，因而備受重視。為順利

推動適性輔導，本文提出了六項策略，包

括：（1）理解適性輔導的理念基礎；（2）
重視適性輔導方案間的配適性；（3）掌握

社會變遷的發展趨勢；（4）洞悉新世代

學生的特性；（5）採取自主選擇的生涯發

展；（6）蒐集多元翔實的學生資料。

其次，適性輔導的推動過程，涉及理

念認同、組織制度、人力資源、學校文化、

學生差異、家長參與、成果分享等諸多層面

的問題，而可能成為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1）適性輔導理念的認同；（2）教師獲得

授權與支援的程度；（3）尊重學生生涯發

展的自主性；（4）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和支

持；（5）鞏固成果並形成學校文化。總而

言之，十二年國教堪稱是近年來，國內最重

要的教育改革，攸關新世代和國家未來的發

展，實施的成效，至關重大。是以，推動

十二年國教需要有效的推動策略，同時在推

動的過程中，必須掌握相關方案的實施績效

並且適時調整，也要做好準備，保持靈活和

彈性，因應隨時可能面臨的挑戰，才能協助

學生邁向新學習時代，開啟孩子的無限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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