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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一、前言　　　　　　　　　

教育部於1998年9月30日公布「國民教育

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正式把「生

涯規劃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列為十大基本能

力之一，同年的10月17日召開「九年一貫課

程分科綱要小組召集人聯席會」中，正式將

「生涯發展教育」的議題納入六項重大議題

之一(教育部，2008)。至此，「生涯發展」

的議題確認為一至九年級學生所應具備之生

涯發展核心能力。經過92年正式課程綱要的

公佈，到97年的課程綱要微調，雖新增「海

洋教育」而成為七大議題，但皆持續關注兒

童生涯發展教育，且愈來愈多的研究也開始

重視小學生的職業探索，因為此時是職業印

象的萌芽期，此一階段對學生將來的職業選

擇，有著深遠的影響（李姿容，2004）。所

以希望藉著教師的教學，融入各領域學習

中，期能增進兒童對自我的認識，更瞭解自

己與工作世界的關聯，儘早規劃自己的生涯

藍圖，為將來的升學或就業做準備。

現今的社會環境資訊發達，學童較為早

熟，許多學童在國小階段就已經確立了未來

的工作方向，知道自己將來想從事的職業類

別，生涯發展教育在小學階段的重要性可見

一般，藉由教育階段的引導與重視，讓孩子

們盡早確立人生的方向，自信的朝自己的理

想與目標邁進，才能實現自我，達到全人發

展的教育。

二、國小階段生涯發展教育的

　　必要性

「生涯」（career）是個體在家庭、學

校、工作與社會等各方面生活經驗的總合，

它的發展包含整個人生歷程，開始於孩童時

期，並且持續至整個成人時期（黃昭勳，

2008）。「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
的過程就如同一座金字塔，小學與中學階段

的探索經驗，能提供未來生涯選擇一個穩

固而寬廣的基礎，每個人的生涯發展有其

獨特性、方向性，只有在追求它的時候才存

在，其內容包括生涯認識、生涯探索、價值

澄清、決策技術、生涯定向及生涯準備等

（金樹人，1997）。生涯發展教育（career 
development education）是全民的教育，從

義務教育開始，到成人的終身教育的整個過

程，也可以說從幼稚園階段即開始這種兼具

學術與職業功能的教育（教育部，2008）。

而兒童時期更是個人生涯發展的成長階段

（growthstage），此時對於職業世界開始產

生好奇心，經由對成人職業行為的觀察、模

仿，生涯的觀念就已經悄悄地萌芽，發展的

經驗是為往後學習其他行為的先導，是不容

忽視的。

雖然兒童不必太早決定自己的生涯發展

方向，但在這個階段，教育者應該提供兒童

多方面的生涯輔導，加強對自我的認識，給

予更多的探索機會，找出未來的發展方向。

國小階段實施生涯發展教育之探討
許淑真／雲林縣馬光國小教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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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的重點應以「認識自己」、「認識職業

世界」、「體認個人與外在環境的關係」為

主，我們更應提供更多方面的生涯輔導，使

兒童建立正確的生涯觀，擴展並探索自我潛

能，避免過早形成不正確與不適當的決定

（田秀蘭，1999）。目前九年一貫生涯發展

教育課程，就是讓學童從國小階段開始，自

家庭教育或是學校教育中，獲得有關生涯覺

察的相關知識，使其能瞭解社會趨勢和自我

需求，以妥善規劃自己的生涯藍圖，為繼續

升學或是就業預做準備。因此，兒童的生涯

發展任務能否順利完成，將會影響其未來的

生活滿意度。

生涯發展為個人一生的事，有人稱之為

「志業」或「進路」，無論如何，均是以積

極的態度面對無限的未來，其重要性不可言

喻，為學生一生的發展著想，要從生涯輔導

的角度協助其尋覓到適切的生涯方向，才能

順利的邁向生涯坦途（林幸台，1994）。學

校的教育活動應該和學生的未來生涯發展銜

接，各領域的教師亦應加強個人的生涯理念

和素養，在該領域教學時，加強對學生個人

生涯發展的可能貢獻，協助學生運用個人潛

能及社會資源，提升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的

能力，才能適應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也才

不會在學校學的，出社會之後用不著,或是

要再重新學習，導致學校教育與社會脫節，

讓人詬病。

學者吳芝儀（2005）認為，生涯發展教

育相較於其他知識領域的學習更為重要，因

其與人生全程的發展息息相關，應是中小學

課程領域的核心，是奠定學生情緒、社會、

心靈、體能、智能等全人教育的基石。生涯

發展既是個人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而國民義務教育階段之生涯發展教育重點任

務也在協助學生做好生涯的覺察與探索，期

能透過融入各科的教學活動方式，達成學童

適性的發展，充分發揮個人潛能。

新修訂的課程綱要希望在正式教育的階

段，適度啟發學生終身教育之觀念，培養其

終身學習之能力，以適應未來生涯之需求。

因此，生涯發展教育課程須符合時代需求，

朝向生活化、活動化、豐富化、多元化，使

學生瞭解時代的快速變遷，自己必須具備多

元的能力，才能在工作世界，為生涯規劃做

好準備工作。

三、國小階段生涯發展教育的

　　實施方式與輔導重點

　　在學校中，生涯發展教育的實施，可利

用小團體輔導、專題演講、主題統整、競賽

活動、座談、班級輔導活動等方式進行，也

可配合社區資源的運用，規劃相關活動來進

行。因為沒有獨立設科，要融入各領域中實

施，所以必須仰賴各學科教師個人的生涯理

念和素養，在該授課的學科教學活動中，融

入生涯教育，以下提出國小階段生涯發展教

育的實施方式。

1.各學習領域教學中，適時的融入。

2.主題統整的設計規劃，融入學期中教

　　　學。

3.利用綜合活動領域教學時間，規劃相

　　　關課程。

4.彈性時間規劃出一節生涯探索的課

　　　程，進行教學。

5.規劃全校性的活動，如專題演講、參

　　　訪等方式實施。

其他如：利用導師時間、課堂上、課後

等，任何適當的時機，都是可以幫助學生完

成生涯發展任務，教師可以視情況來協助他

們。　　　　　　　　　　　　　　　　　

（二）輔導重點

國小學童正處於探索階段，對事物充

滿好奇、新鮮，有著濃厚的興趣，興趣是影

響活動和期望的主要因素，學童透過學校與

�(一�)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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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對師長、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觀察或認

同，與同儕之間的相處，以及社會��與，會

發展出一套自我概��和生涯覺知，統整學童

的自我形象，逐漸發展學童的能��與興趣。

所以培養學童的能力、興趣，是這個階段的

發展重點，能力和興趣是從小就要去培養

的，培養的問題與教育職業訓練有關（林幸

台，1991）。

在國民教育階段，生涯發展教育應培養

學生「自我覺察」、「生涯覺察」和「生涯

規劃」能力為重點。期望學生能運用個人潛

能及社會資源，提昇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的

能力，進一步適應社會環境的變遷，創造有

價值、有意義的人生。（黃能堂、楊明惠、

陳燕君，2005）
基於此階段學童的特性，生涯發展教

育的推展甚為重要，根據課程綱要的能力指

標，在國小階段需培養的能力，歸納以下幾

點為此階段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工作的重點，

是教師實施融入教學時可以參考的重要依

據，亦可以從中獲取與學生對話的範疇與素

材。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工作的重點如下： 
1.養成良好的生活態度與習慣

國小學童的可塑性高，只要循循善誘，

必能有所改進。此階段重在生活習慣的養

成，好的生活習慣可以讓孩子一生受用無

窮，當我們在注重學業成就的同時，不妨先

從生活態度及習慣的養成著手，必能達到事

半功倍之效果。不管在家庭或學校的生活

中，應重視孩子勤勞、整潔、守規矩的好習

慣，例如：認真做打掃工作，幫忙做家事，

洗碗、掃地、拖地、整理自己的房間等，不

但能養成勤勞的好習慣，也能體會父母辛

勞；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潔牙，每天換

洗衣物，讓自己整潔乾淨；按時繳交作業、

專心上課、遵守學校的規定、班級的約定、

守時守法等，養成負責任的態度及專心學習

的好習慣，做一個現代的好公民。

2.認識自己的長處與優點

透過各個領域的融入學習，加上老師

平時的觀察或是家庭訪問的瞭解，甚至運用

量表或測驗的方式，協助學生瞭解自己，且

師長能適時給予正面的肯定，增加孩子的自

信，讓其更容易接納自己、認識自己的優點

與長處。例如：愛畫畫的孩子，除了課堂上

給予肯定，也可以給其機會畫壁報，或將其

作品送去參賽，如果得獎，對孩子必是正面

的肯定；不善表達但寫作能力佳的學童，鼓

勵他多創作投稿、比賽，如果作品入選或得

獎，都可以增加其自信心。發掘孩子的優

點，由自己本身的長處出發，令其有面對未

來的信心。

3.培養互助合作及人際互動能力

我們在這個社會上生活，無法離開群眾

而獨居，我們需要友情、需要關懷、需要與

別人互助合作，所以人際的互動關懷是非常

重要的。在學校的各種活動中，讓學生有機

會學習團體互動及和他人合作學習的方式與

態度，例如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分組彩繪圍

牆、合演一齣戲劇，甚或一起完成打掃工作

…等，藉由分派工作、與他人溝通協調的過

程，到分工完成，都可以讓學生學習與人相

處之道，促進和他人良好的人際互動。

4.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學會規劃、安排時間是一個人成功的

要件，平時即要學生能養成「今日事，今日

畢」的好習慣，包括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

育、正式學習課程與非正式學習課程。例如

每日按時繳交作業，在規定時間內能按時完

成家課，不會邊吃、邊寫、邊看電視，不需

要父母、師長每天再三叮嚀，與孩子的對

話不再只是「趕快去寫功課」、「趕快起

床」、「趕快…」。另外，課餘時間的規劃

也非常重要，週休二日的時間安排、寒暑假

的生活計畫……等，若能妥善安排、運用時

間，將是時間的主人，也是成功的必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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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對生涯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5.培養正確的職業觀念及工作態度

現在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父母親的職

業、工作性質和內容，有的孩子可能覺得父

母親的工作不是很光榮，會令其丟臉，我們

應該給其正確的職業觀念，正所謂「職業無

貴賤」，能付出勞力工作，賺錢養家，都是

值得我們驕傲的，沒有什麼丟不丟臉。每一

樣工作在社會上都有其貢獻，就算是一支小

小的螺絲釘也有其價值，是不容忽視的，所

以父母也應該讓孩子瞭解自己的工作內容，

一方面讓他們知道工作的辛苦，更能體會父

母的辛勞，養成愛物惜物的生活態度；另一

方面也能讓其對職業世界有初步的認識，作

為將來職業選擇的參考。

在學校中，利用社會領域、綜合領域或

彈性時間等課程或安排校外參觀，讓學生觀

察、扮演不同工作類型及角色，實地參訪社

區機構或單位，例如超商店員、送貨司機、

醫生、護士…等不同職業類別，或是參觀當

地的郵局、派出所、超級市場、醫院…等，

實地去體驗，也能增進兒童對職業形成初步

的概念，但也應避免性別刻板印象所導致的

限制，而侷限了對未來職業期望的範圍。

在工作態度方面，應讓學生瞭解各行各

業在社會上都有不同的貢獻和社會責任，小

學生也可以從日常生活當中學會自己所應負

的責任，例如在學校擔任排長、小老師、掃

地工作等，擔任這些幹部或職務時，對於老

師交代的工作事項，應該盡到哪些責任才算

完成任務；在家裡也是一樣，家事的分工、

分攤，自己應該獨立完成哪些事項，自己是

否能負責任的完成。瞭解自己在學校及在家

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應負的責任，對其將來

踏入職場所應具備的工作態度有正面的影

響。

6.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當兒童遇到困難時，師長及父母可以引

導孩子去思考，一步一步慢慢引導他如何解

決難題，而不是替他解決，現代所謂的「直

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凡事都替

孩子做好、打理好，代替他做比教他做來得

快又有效率，但是卻會喪失孩子解決問題的

能力。所以教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教育

的一大課題。

雖然國小的學童並不急著在現階段對

自己將來的職業作選擇，但教師及父母也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提供各種情境，拋出各種議

題，進行討論，培養其作決定的能力。例如

認養掃地工作、選擇參考的書籍、選擇課後

要學的才藝，寒暑假想參加的營隊…等，這

些都能提供孩子自己做決定的實例。

7.瞭解教育與未來職業之間的關係

學校教育所學習的科目，在小學階段均

是基礎學科，透過這些學習領域，讓學童更

認識這個世界：知道學習國語，可以幫助閱

讀，獲得更豐富的知識；可以有效與人溝通

合作，獲得良好的人際關係；可以提昇寫作

能力，除了應付考試之外，甚至還可以為自

己將來寫一份自傳或履歷求職。知道學習數

學，可以計算買賣東西時的價錢，可以算出

時間、距離、及生活中所需的任何數量。現

在所學的知識，都與將來的職業有所關連，

學校的學習，應該讓學生體會任何的學習均

與未來的工作有關，如此，學生才能在學習

中注意到與自己想要從事的職業所需具備的

技能，將來能更快適應職場。

四、國小階段生涯發展教育的

　　困境

學習是多元的，教育部將生涯發展教育

列為七大議題之一，希望藉由課程的融入，

達到教學的目的，雖然立意良好，但仍會有

一些問題產生，在實際推展生涯發展教育議

題時，仍有許多問題及困境待解決，以下提

出四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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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入學習領域的困難

生涯發展教育雖然列為七大議題之一，

但必須融入各科教學，在授課時數的限制之

下，教師忙於學習領域的教學，趕進度及升

學壓力已力不從心，有多少時間是真正拿來

推展生涯發展議題，所以是否能真正融入，

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二）實施的時間有限

雖然生涯議題可以融入七大學習領域，

可以利用彈性時間、綜合活動時間等方式進

行，但是學習領域的課程緊湊，想要利用學

科時間來融入教學確有困難，除非課程中有

生涯相關的議題，可以延伸教學，將知識做

統整；彈性時間要分割部分時間實施資訊教

育、閱讀活動、充實教學或是補救教學等，

幾乎排不出時間；而綜合活動則要配合全校

性活動、全學年活動、專題演講或宣導活

動，常常挪不出時間來運用。　　　　　　

（三）教師的專業素養

教師的專業素養與教學態度，深深影響

實施的成效。教師各有所長，對生涯議題方

面的專業素養不盡相同，是否都具備足夠的

能力傳授相關知識，來協助學生自我覺察、

省思、作決定是很重要的，因此多舉辦相關

研習、座談等進修活動，來解決教師此方面

專業的不足，是教育單位應正視的問題。　

（四）性別因素

社會上仍存在著男生不可以玩洋娃娃，

女生不適合玩飛機模型，男性較適合從事這

些行業，女性較適合從事那些行業，這些都

是一般人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會不會影響學

童將來的選擇呢？如果能多提供社會上有成

就的範例、成功的楷模，作為學童的學習榜

樣，才能打破性別迷思。雖然此時的學童不

一定能立刻接受這樣的觀念，但讓學童實際

去接觸這樣的案例，是有助於發展兩性平等

的生涯觀念。

五、結論

生涯即是生活，生涯發展是一個人一生

持續發展的��程，是可以主動塑造的，生活

中處處是生涯輔導的素材，早期的經驗對一

個人的影響深遠，唯有透過學校教育的學習

及師長適當的引導，才能讓孩子探索自我，

瞭解自我，以及儘早覺察工作世界。

生涯發展是人人都需面對的問題，生涯

發展教育在國小階段尚可透過主題活動或融

入教學的方式來引導學生自我覺察，以瞭解

自己的興趣、性向、能力、價值觀與人格特

質。此外，提昇親職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功能

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現今社會不容忽視的一

環。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帶著走的能力，生

涯發展對個人的重要性又不亞於其他學科領

域，期待藉由學校生涯教育及輔導的實施，

讓學童習得各種生涯探索與規劃的能力，完

成其生涯發展任務，即希望其能具備從自我

覺察、生涯覺察，進一步到生涯規劃的能

力，擁有職業探��的技能，不論是升學與就

業的選擇、科系的選擇、進入職場的選擇，

都能明確知道自己的需要與能力所在，且能

因應新世紀時代發展的需要，做出適性、適

當的抉擇，實現自我，開創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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