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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的生涯難題

對青少年而言，在人生中第一次面對重

要的抉擇時機點，即是「教育和未來職業的

選擇方向」（Gati & Saka, 2001; Vondracek & 
Porfeli, 2003）。依據Ginzberg、Ginsburg、
Alelrad及Herma（1951）觀點，根據生涯發展

階段理論，青少年前期（11~17歲）為試驗階

段，此階段的青少年透過興趣、能力及價值

觀等開始決定未來的職涯方向，透過不斷的

試探、選擇及澄清，藉以瞭解自我，並追求

自我統合（self-identity），進而確立自身生

涯定向之發展。以臺灣而言，青少年在面對

生涯定向時經常遭遇到以下困擾。　　　　

（一）教育分流迫使提早生涯抉擇

青少年尚處於生涯發展的探索階段，

然而教育分流（streaming）制度卻可能迫使

青少年必須提前進行關鍵的生涯抉擇。教

育分流係指人才的分流，當學生完成基礎

教育之後，便根據不同的條件進行分類，

使其接受不同類型的教育（如：技職學

校、一般高中），以培養社會所需之各式

各樣之人才（Adams, 1988）。臺灣現行的

教育體系是學童在完成九年的國民義務教

育之後，透過基本學力測驗結果進行申請

入學或考試分發，選擇普通高中、綜合高

中或是高職（五專）來作為下個學習階段

的學習，根據分流的時間點來區分屬於中

期分流。根據教育部100學年度之統計，國

中畢業學生進入高中（137084人）及高職

（131943人）的學生比例為1.04：1（教育

部，2011）。這意味著國中畢業學生有超過

13萬的學生選擇高職就讀，然而現行高職學

制為15群、80餘個類科，這群學生如何在眾

多類科中進行選擇，一直是個值得關注的議

題。青輔會於98年度青年暨少年趨勢調查

中提到，15-19歲的青少年約36.7％在國中

階段開始進行職涯思考（行政院青輔會，

2009）。這意味著多數學生在國中階段對於

職涯思考明顯不足。對中期分流制度的國中

學生來說，身處於生涯探索及發展的階段，

卻必須面臨關鍵的生涯抉擇，學生應該如

何面對生涯抉擇呢？如果學校或教師未能

提供及時的生涯輔導，讓他們瞭解自己的

興趣以及潛能所在，很可能使學生處於對

自身沒有深入了解的狀況下，以致於無法

做出適當的生涯抉擇，因此對學生的生涯

發展因此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　　　　

（二）生涯抉擇時所面對的困難

青少年通常在生涯決擇歷程的初步階

段面臨最多的困難（Gati, Saka, & Krausz, 
2001）。而決定困難（dec i s ion-making 
difficulties）早已是生涯問題中常見的情形，

其中包括缺乏準備、缺乏資訊與資訊不一

致等方面的困難（Amir & Gati, 2006; Gati 
& Amir, 2010）。在進行生涯決策的歷程之

中，牽涉到三個不可或缺的成份，分別為

對自身狀態之訊息、外在世界之訊息以及

如何將前兩者訊息加以適配。對自身條件

（包括能力、興趣和價值觀）進行思考，並

且對升學或就業等外在環境的各項內容有

具體和明確的瞭解，皆有助於青少年的生涯

職涯測驗和資訊系統於國中生

適性生涯發展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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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Hirsich & Vondracek, 2009）。有鑑

於此，國外多透過電腦輔助就業輔導系統

（Computer-assisted career guidance systems, 
CACGS），一方面紀錄使用者的測驗紀

錄，一方面透過網路提供外在升學或是職

業資訊，如：Discover系統（http://www.
act.org/discover/）、美國職涯探索工具系統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O*NET, 
http://www.onetonline.org/）來協助學生進行

自我探索以及瞭解外在工作世界。歐美國家

使用網路科技運用於生涯輔導方面發展的起

步較早，此乃拜於科技與資訊技術之發展，

因此對於生涯輔導資訊與輔導服務的傳遞提

供了最便利的管道。　　　　　　　　　　

（三）可用之生涯輔導工具功能不彰

在現今入學管道多元化的教育環境下，

學校常用各種職涯心理測驗來幫助學生進行

自我探索，其中最常使用為性向測驗及興趣

測驗，並根據測驗結果提供學生教育與生涯

輔導方向之參考。綜觀職涯心理測驗在國內

中學的使用現況，可歸納出下列幾項問題

（宋曜廷、田秀蘭、鄭育文，2012）：

1.性向測驗的缺失

（1）常模建置年代久遠：

多數常使用性向測驗，多為一、二十年

前所編製，使用數十年前所建置之常模來解

釋現在學生的測驗結果，其效度是否恰當，

則有待商榷。

（2）職涯測驗包含之能力向度不符需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學校教育對

於學生能力的培養更加多元；而國內高職職

業學群分為15大類，其中包含近年來新增的

科別，如：家政群、餐飲群、設計群等。現

有的測驗向度不符合於目前教育環境的需

求，測驗結果難以與職業學群對應，造成輔

導工作的不便。

（3）題目過多，施測時間過長：

現有的性向測驗題目過多的結果容易導

致受試者在作答過程中花費許多時間，受試

者容易失去耐性、虎頭蛇尾，有可能因此減

少測量的有效性。

2.興趣測驗的缺失

（1）測驗之內容未具真實性：

現有的興趣測驗其內容皆直接以職業

名稱和簡單文句呈現，要求受試者選擇自己

「喜歡」的程度。當受試者缺乏職業相關經

驗、對工作性質不甚了解時，此種測量方式

對於職業選擇與職業行為的預測力便會大大

降低。

（2）職業種類不足，無法涵蓋現今社

現有興趣測驗所包含之職業項目較為

傳統或是部分已不存在於目前的職業世界當

中，而近年來出現許多新興職業，如：模特

兒、多媒體動畫、網路行銷等，並未將現有

常見的職業涵蓋其中，測驗內容不能與時俱

進，在測量的效度上有待商榷。

（3）試題編排枯燥乏味：

雖然國內外陸續發展電腦化興趣測驗，

但多數興趣測驗版面僅單純呈現文字描述，

難以引發作答動機，因此影響測量效果。

綜合上述可知，臺灣的國中生有面對

生涯抉擇的難題，此外，亦缺乏有助於生涯

發展的相關訊息以及工具。面對種種困境，

國內關於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抉擇的工具相較

於國外，卻顯得十分有限。根據Gati和Asher 
在2001年提出PIC生涯抉擇理論模式，將生

涯抉擇分為篩選、深度探索、抉擇三個階

段（Gati, Saka & Krausz, 2001）。「篩選」

階段為透過一系列的過濾程序使聚焦於一個

小範圍的職業偏好。「深度探索」階段乃蒐

集所有職業偏好的相關資訊並比較驗證該職

業與個人的適合程度。第三階段就是做「抉

擇」，從可能的職業中選擇一項最適合自己

求，測驗結果無法對應職業學

群：

會所有職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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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Gati et al., 2001）。因此，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心測中心）透過電腦化技術、心

理計量技術以及多媒體科技等，編製線上職

涯心理測驗以及提供外在環境之相關訊息的

生涯資訊系統，並此作為適性輔導之工具。

二 、 電 腦 化 職 涯 輔 導 系 統 　

　　（computer-assisted career 
　　　guidance system）

一個完善的職涯輔導系統中提供了電

腦化之生涯發展測驗，如：性向測驗和興趣

測驗等，透過網路的即時傳送，使得測驗結

果之傳達性能更具時效性，且較不受限於時

間及地點，可以立即的提供給學生。同時，

使用者能在職涯輔導系統中搜尋生涯相關資

訊，如：某類科的學習內容、需具備的能力

或特質以及未來之發展等，將測驗結果與之

作立即性媒合。本中心所開發之電腦化職涯

輔導系統之架構，如圖1所示，以下分別說

明之。　　　　　　　　　　　　　　　　

（一）� 職涯測驗子系統

心理測驗是教育、輔導和研究的重要

科學工具之一，具有評估、預測及診斷的功

能。生涯發展相關測驗扮演提供資訊之角

色。透過生涯發展測驗提供青少年瞭解其自

身之優勢能力、興趣或學習狀況，將有助於

學生探索與掌握自我、培養生涯決策與規劃

能力、進行生涯準備與生涯發展。適當的生

涯發展測驗將能提供多元訊息，以作為青少

年生涯決策之參考資訊，也能作為教師與家

長進行生涯輔導之工具。而在過去研究中指

出，國中階段常使用的生涯發展測驗包括性

向及興趣測驗（宋曜廷、田秀蘭、鄭育文，

2012），因此本測驗系統建製此兩項測驗，

以下將分別介紹之。

圖1 電腦化職涯輔導系統

1.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

 性向測驗（aptitude test）是用來測量

個人潛能的一種工具，多用在學生自我探

索、生涯抉擇或企業篩選人才等。然而，現

有之性向測驗存有許多問題或限制，因此未

能發揮測量個人潛能之效果（宋曜廷、田秀

蘭、鄭育文，2012）。有別於過去傳統之性

向測驗，結合電腦化、多媒體和計量技術編

製「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以下簡稱性向

測驗），測量學生多面向之潛能。透過性向

測驗，提供青少年瞭解其自身之優勢能力，

將有助於學生探索與掌握自我，進而培養生

涯決策與規劃能力。適當的生涯發展測驗將

能提供多元訊息，作為青少年生涯決策之參

考資訊，以及教師與家長進行生涯輔導之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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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向測驗共計有八個分測驗，包括語

文、數學、空間、邏輯推理、觀察、科學推

理、美感與創意測驗，如圖2所示。此架構

除了參酌過去相關研究和數種多因素性向測

驗內容外，並針對現今所需之能力，納入新

的測驗向度，擴充測驗內涵，以便能真實測

量出學生之能力。性向測驗適用對象為國中

二至三年級學生，作答時間為兩節課。該性

向測驗之特色，如下所述之。

（1）新架構與新題型的開發：

有別於過去測驗向度，為融入高職類群

與高中所需之能力，在新開發之測驗架構方

面，增加了觀察、創意以及美感等分測驗。

此外，透過多樣化之題型，如：空間測驗使

用模型題型來測量空間定位能力、美感測驗

使用拖曳題型來測量學生對於美的感受，透

過電腦做為媒介，在題型設計上可以更活潑

以及能更貼近所欲測量之能力。

（2）適性技術：

透過電腦化適性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AT）的計量技術，根據學

生的作答反應，讓他們可以做到最接近自身

能力的題目，亦僅需透過較少的題數就能達

到與傳統測驗相同的測量精準度。透過此技

術，可以提升學生因題量過多而不願作答之

動機。

（3）快速獲得測驗結果：

透過測驗系統的及時運算，學生能在最

短的時間得到測驗結果，學校教師能於線上

系統直接印製測驗報告，縮短獲得報表的時

間。

（4）全國常模定期更新：

將有效的結果資料納入常模計算，且透

過定期更新常模，以確保測驗對個人分數的

解釋力。本測驗至2010年上線後，已完成三

次常模更新。

（5）提供客製化常模：

能夠針對各校、地區或特別需求提供常

模資料。

（6）提供學生類群配對：

提供學生自身之個人性向組型與高職類

群、高中建議，增加兩者媒合的效度，作為

生涯抉擇之參考工具。

圖2 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之測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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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測驗在 IRT 之樣本層次信度介於.53-
.79；在效度方面，各分測驗之相關係數介

於.18-.41、與多因素性向測驗中名稱/性質相

近之分測驗兩者間所得知相關係數普遍高於

性質不同之測驗、創意測驗和新編創造力測

驗和有限解答之擴散性思考測驗之相關分別

為.39及.57、與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相關系

數介於.28-.67（詳細數據請參閱指導手冊，

宋曜廷，2012a）。大致上，該性向測驗具

有不錯的信度及效度。在報表結果方面，每

位學生可以取得兩頁的報表結果，該報表提

供八年級學生量尺分數與百分等級的換算

表，並根據百分等級繪製長條圖，及其優勢

能力之說明。透過測驗結果，提供高中與高

職15群科適合發展之群科建議，並且針對建

議群科進行介紹，如圖3所示。

圖3 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之測驗結果報表

2.情境式職涯興趣測驗

為了讓學生瞭解自身之特質，可透過專

業心理測驗工具，協助其進行自我探索。隨

著教育制度的轉變，越來越多的教師與家長

對於職涯輔導議題之關注日趨增加，希望能

有更多合適的工具協助學生將其特質與未來

方向加以結合。然而，多數坊間使用之興趣

測驗，有題意不清、內容不合現況以及應用

上所提供之訊息略顯不足的問題。「情境式

職涯興趣測驗」透過研發新的題型以及作答

方式，並提供高職群科及高中之建議。「情

境式職涯興趣測驗」（以下簡稱興趣測驗）

是一種結合多媒體技術之電腦化測驗。目的

在了解學生的興趣類型分布情況，並找出喜

歡程度較高的興趣類型。興趣測驗適用對象

為國中學生，作答時間約為一節課。興趣類

型採用Holland（1985）所提出的興趣類型

理論作為參考依據，此理論將興趣類型分為

六大類型，分別為實用型、研究型、藝術

型、社會型、企業型、以及事務型。該興趣

測驗之特色，如下所述之。

（1）電腦化測驗：

結合資訊技術以及多媒體技術，發展有

別於傳統紙筆式測驗採用文字描述的題目內

容以及李克特的作答形式，提供文字及非文

字的情境式試題以及新的計量技術。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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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系統之自動化計分、報表申請及下載技

術，可大幅節省時間及人力成本。 
（2）情境式試題：

使用大量圖片強化試題與日常生活經

驗的連結，以改善學生面對不熟悉或未接觸

的事物，造成無法適當判斷其喜好程度之測

驗偏誤。 
（3）新式計量技術：

結合自比式與李克特式作答方式的優

點，協助學生更能區分不同興趣類型的喜好

程度，並增加測驗的信度與效度。 
（4）依據作答反應傾向評估作答品質

                   與分化程度：

針對學生之作答反應傾向及作答紀

錄，提供有關興趣分化程度和作答一致性之

說明。 
（5）提供高中職群科推薦：

本測驗根據學生Holland六種興趣類型

之分數，提供高中及高職15群科之建議及說

明，以利後續職涯輔導之應用。 

本 測 驗 在 六 類 興 趣 類 型 試 題 之

Cronbach's α 係數均為.93 以上；在效度方

面，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內部相關以及

多特質多方法等分析，亦有不錯的建構效

度（詳細數據請參閱指導手冊，宋曜廷，

2012b）。在報B表結果方面，每位學生可以

取得兩頁的報表結果。在這份報表中，可知

六個興趣類型的原始分數和得分最高的興趣

類型。在作答分析方面，測驗系統透過作答

速度的偵測以及其他的檢測，來瞭解學生的

作答動機或是反應，以此提供初步的判斷，

讓學生及教師瞭解該份測驗結果是否具有參

考。此外，提供學生「分化程度」，以此說

明學生自身在不同的興趣類型中，是否有明

顯的喜好差異及其興趣傾向。最後勾選出3
個與受試者興趣類型較高相關的領域學群

（包括普通高中及高職十五群科），並針對

學群內容加以說明與介紹，協助學生了解自

身興趣在未來發展中有關連的部分。以下為

結果報表之範例圖與說明，如圖4所示。　

圖4 適性化職涯興趣測驗之測驗結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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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涯資訊系統

Kelly 與Lee（2002）在研究中發現生

涯未定（career indecision）主要受到資訊

的缺乏（lack of information）、資訊的需求

（need for information）以及特質的未確定

（trait indecision）等因素所影響。由上述可

知，生涯未定向主要是受到資訊以及對自身

瞭解不足所導致的。因此，職涯輔導的過程

中職涯資訊的蒐集與利用成為重要輔導工作

的重要利器。而職涯資訊具有下列之功能：

1.能更聚焦生涯抉擇的方向：

在完成生涯相關測驗取得測驗結果以

後，可根據所提供得建議發展方向，透過生

涯資訊來界定之學習方向或是職業類型，抑

或是幫助自己思考在做生涯決策以前哪些事

項對自己而言是重要的。

2.自我瞭解：

幫助個人瞭解哪些職業符合個人的價值

觀、能力與興趣。

3.教育輔助：

瞭解哪些教育機構與訓練計畫對個人準

備進入職場是有所幫助的。

職涯資訊不僅提供了外在世界的資訊，

更可以協助學生更聚焦於生涯抉擇的範圍。

而職涯資訊系統提供了一個管道，讓學生在

完成了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以及情境式職涯

興趣測驗以後」，根據測驗結果根據性向以

及興趣所推薦的高中或高職群科，讓學生在

不同的條件下所小選擇的範圍，並能夠在資

訊完備、豐富的條件下探索以及瞭解。本職

涯資訊系統提供了高職及五專學校共計76個
職科介紹，如圖5所示。每一個職科包括七

大內容，以下分別說明之。

圖5 職涯資訊系統高中職介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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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科大觀園：

透過心智圖的呈現方式，可以快速的瀏

覽該類科之資訊，提供學生關於各類科之全

貌。

2.職科介紹：

首先透過影片的方式進行介紹，由高職

各科主任介紹核心課程、所需具備之能力、

特質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等內容。其次現在就

讀該類科之學生提供第一手的選讀科系經

驗，以及給未來就讀該類科學生之建議。透

過文字與圖片介紹該職科與日常生活當中的

聯結，讓學生進一步思考對這些學習或是職

業環境是否感興趣？

3.知識、能力與技能：

介紹各類科所需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技

能，並且可以參考「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

之報表結果來瞭解自己是否具備相關的能

力，若有不足的地方，也可以多加訓練或是

學習。

4.興趣及特質：

介紹各類科所需具備興趣及特質，並可

以參考「情境式職涯興趣測驗」之報表結果

來瞭解自己是否具備相關興趣，並可以思考

該類科所需要面對的相關活動或事務是否和

自己的人格特質相符合。

5.證照及競賽：

此部分著重於各類科之專業發展，選讀

高職各類科即為培養專業技能的管道之一，

而專業證照以及相關競賽皆是可用來證明自

己是否具備相關專業技能。學生透過此部分

可以清楚的瞭解未來自身所具備的專業優

勢。

6.未來進路：

提供升學和就業兩方面之資訊。首先，

提供該類科在各縣市學校之名單，學生可以

根據所處之地進行最快速的瀏覽。此外，對

於進入高職以後未來的升學管道以及方向，

亦提供了可選讀的大學相關科系。最後，在

就業方面，提供未來可以從事工作的相關領

域或是職業，並透過該領域之代表人物的經

驗及經歷，讓學生可以對未來的發展有更清

楚的瞭解。

7.經驗分享談：

透過相關報章雜誌的報導、教師或是就

讀該科的學生提供更具體的建議以及想法，

給未來可能選讀此科的學生有更豐富的參考

資訊。

由於並非所有的國中學生都會將高職作

為未來升學的方向，但是，即使是現在選擇

念高中的同學，未來仍有進行生涯抉擇的需

求（如：大學科系），因此亦可以透過此系

統進行初步的探索以及資料蒐集，在未來的

高中三年期間，培養相關的能力、興趣或是

從事相關的活動，更聚焦自身之未來生涯發

展。

三、電腦化職涯輔導系統於生

　　涯發展之應用

本中心所開發之電腦化職涯輔導系統，

不僅能夠提供各項職業的相關訊息，更能透

過系統的平台，整合不同測驗之結果進行交

叉分析，提供具體之建議，作為學生進行生

涯決策之輔助工具。生涯相關測驗的使用目

的在於希望能夠透過測驗，提供學生更具體

的訊息以協助生涯決策的方向。另一方面，

透過生涯資訊系統提供豐富的外在世界資

訊，能夠擴展學生的視野以及增加對外在世

界的瞭解。電腦化職涯輔導系統在職涯輔導

上有下列之功能：　　　　　　　　　　　

（一）提供線上職涯心理測驗服務：

透過該系統提供線上即時之職涯心理測

驗服務，讓學生能在第一時間進行自我瞭解

與探索，瞭解自身之性向以及興趣，並可將

其測驗結果與高職、高中之資訊作一適配，

以作為未來生涯決策之參可依據。透過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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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能夠瞭解自我之潛能，有助於自我探

索。進而提升對於自身優勢能力的瞭解，進

而在進行生涯抉擇時，除了既有之學業成績

以外，能有更多面向之訊息進行決策，期許

能降低生涯決定之困難。　　　　　　　　

（二）瞭解外部世界之訊息：

協助學生掌握各類科之發展以及介紹，

藉由建置生涯資訊系統，使得生涯資訊之傳

達能更具及時性。透過資訊科技的發展，對

生涯資訊與輔導服務的傳遞提供了最方便的

管道，能以較不受限於時間及地點的方式傳

達給學生，以彈性的方式搜尋生涯資訊，提

供較具體視覺魅力、吸引力且多元的職業之

資訊。　　　　　　　　　　　　　　　　

（三）提供青少年在進行生涯決策時能更聚

� � � � � � 焦之選擇：

整合自我、外部世界等資訊來做為生

涯決定之篩選依據，能夠更聚焦其選擇之範

圍，並且進一步加以行動。　　　　　　　

（四）學校教學與輔導之應用：

可以提供學校在規劃生涯發展教育正式

課程、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或相關輔導活

動之相關資訊，讓學生於學習過程中能認識

自我與職業與動態發展，適性選擇正確的發

展方向，學習如何自主的做好生涯抉擇，亦

期使教師、行政人員及家長能培養多元價值

職業與生涯發展觀，摒除錯誤刻板印象。　

（五）提供家長多面向的訊息協助學生進行

� � � � � � 決策：

除了平日對於孩子的觀察，亦可透過測

驗結果，多面向瞭解其孩子的潛能及興趣。

以興趣測驗為例，有些孩子喜歡的事物，可

能是家長平常可觀察到的，但未必瞭解該興

趣的意涵，對於孩子的未來發展有何影響或

幫助。透過情境式職涯興趣測驗所提供之報

表，可作為未來生涯抉擇之參考。亦或是有

些孩子具有的興趣，但家長未曾察覺，透過

測驗工具，或許會意外發現孩子對不同的事

物感興趣，值得家長與孩子一同去探索與了

解。若發現孩子對大多數的事物都缺乏興

趣，此時更需要透過家長或學校，提供更多

的機會，讓孩子能有更多元的探索及嘗試，

將有利於孩子自我瞭解。家長能參考測驗結

果與其他相關之資料，與孩子一同討論未來

生涯方向，協助孩子適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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