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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看生涯規劃教育老師的

角色及其啟示

李子建、秦偉燊

香港教育大學

摘要
自從施政報告於 2014 提倡全面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生涯規劃教育成為高中教育的

一個嶄新領域。政府建議生涯規劃教育應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老師則可以由升學

及就業輔導老師逐步過渡至生涯規劃教育老師，扮演協調者、指導者和輔導者的角

色。本文嘗試引用一項香港國際比較研究的部份數據，探討老師在生涯規劃教育的

角色，以及未來香港生涯規劃教育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
生涯規劃教育，生涯規劃教育老師，全校參與模式

香港生涯規劃教育推行的背景

面對全球化及社會日益複雜的環境，新一代的青年需要應對前所未有快速的資

訊科技發展及知識增長。加上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擁有優秀表現的教育系統，

可見是一個追求創新的自由經濟城市（Marsh & Lee, 2014）。在這種脈絡下，全球
化及知識型經濟下青年需要迎接不同的挑戰，生涯規劃教育的發展將有助培養香港

的青年成為創新型人才，提升個人競爭力（李子建、江浩民，2015，頁 94-95）。有
見及此，2014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及有意全面拓展生涯規劃教育，支援現時學校提
供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政府建議在 2014/15學年增撥約 50萬的額外經常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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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同時支援「商校合作計劃」的發展，鼓勵不同的社區組織和工商機構加強合作，協助學生從實習中吸收更
多職場經驗，加強中學生理解個人生涯的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4）。2015年施政報告則提出持續
性的支援，推動社區組織和工商機構與學校建立完善的協作系統，驅使不同工商機構和組織及學校參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2015，頁 156）。2016年的施政報告中，甚至進一步投放資源，鼓勵更多合約教師變為常額
教師職位，兩年後再檢討學校的做法，支援生涯規劃教育與其他有關輔導服務的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6，頁 190-191）。

2 教育局的最新指引對生涯規劃教育有以下定義：「生涯規劃不但是一項持續和終身的過程，還可協助學生達成
人生不同階段目標。⋯⋯透過生涯規劃教育，培養學生獲得所需知識、技能及態度，連繫學生個人的學業 /事
業抱負發展，促成學生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的需要，為學生在需要時能夠作出正確的升學和就業選擇。」（教育
局，2014a，頁 4-5）。

大概相約於一名學位教師職級薪金予學校支援生涯規劃教育的發展，並在繼後的兩

年的施政報告中持續加強支援 1，顯示政府對生涯規劃教育的重視，有意將生涯規

劃教育成為未來教育發展的重心之一。

香港生涯規劃教育的源起，可追溯至《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中提倡學生應

該獲取更多與工作有關的經歷，為未來就業作好準備（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
17-18）。 繼後則進一步將生涯規劃的理念初步提及於新高中課程之中（教育統籌局，
2006，頁 16）。直至 2015年，生涯規劃教育更進一步與職業教育結合，推動香港職
業專才教育的發展（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2015，頁 12）。教育改革無疑為生涯
規劃的推行提供重要基礎，一方面希望學生認識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另一方面可以

瞭解未來的職場世界，當中老師仍然最能影響學生的生涯規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計劃，2015，頁 9）。

簡而言之，生涯規劃教育 2不能與事業發展完全切割，兩者是相輔相成。生涯

規劃除了觸及個人事業的發展路徑，當中亦包括了不同的生命範疇，例如人際網絡、

家庭、學習和工作等。生涯規劃強調生涯抉擇應該深思熟慮，方可令學生從整全

（holistic）的角度規劃自己的生涯方向（梁湘明，2005，頁 81）。

從教育局最新的文件顯示，現時生涯規劃教育整體成效令人滿意（立法會，

2015，頁 2-3）。超過八成的學校已融入生涯規劃教育的元素，顯示生涯規劃教育已
出現範式轉變。學校將採用全面的模式，推動生涯規劃教育，而並非再只屬於發放

升學就業資訊的場所（立法會，2015，頁 2-3）。在政府的支援下，生涯規劃教育發
展基礎漸趨穩固，局方並承諾會定期檢視業界需要，令香港的生涯規劃教育得以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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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的演變

香港推行生涯規劃教育之前，大多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負責學生的生涯規劃，

但傳統上仍側重於升學歷程，對工作歷程的著墨及重視不多（楊家正、鄭立德，

2003，頁 41-42）。一般而言，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的主要職責包括為學生安排個人 /
小組輔導和籌備不同有關升學及就業的活動等（教育署升學及輔導服務組，2002，頁
4）。不過，在全新的生涯規劃教育發展中，需要與升學就業輔導服務互相配合，提
供不同類型的服務。有關服務除了提升學生的能力，協助他們作出知情和負責任生

涯選擇外，還應加強技能的裝備，使學生能夠在職場中充份發揮個人的潛能，協助

學生適應從學校到職場的過渡，促使學生邁向豐盛人生（教育局，2014a，頁 11）。

在最新的架構下，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將與生涯規劃教育融合，升學及就業輔

導組的角色將變成由整體學校策動。在校本原則下，整體架構將會由學校管理層統

籌，升學就業輔導老師、輔導老師，科任老師、班主任、其他學校人員和家長將會

擔當其餘諮詢和教育職責。學校需為升學就業輔導人員提供靈活度，鼓勵他們嘗試

作出角色或職責上的範式轉變，在此基礎下安排與工作經驗相關的活動，提供與之

前不同的全面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服務（教育局，2014a，頁 15）。因此，
生涯規劃教育適宜考慮採用「全校參與」的模式，讓不同角色人士包括學校管理層、

班主任、科任老師和輔導老師等通力合作。「全校參與」模式是指從不同範疇的互

相配合，在校園政策、措施和文化三方面提升整體的教學效能（教育局，2014b，
頁 11）。這種模式不但有助加強教師之間的合作，也帶動學生得到廣闊的學習空間，
支援不同學生的實際需要（馮育意，2006）。生涯規劃教育在「全校參與」模式推
動下，輔導老師主要負責與班主任和其他校內人士協調，關注學生成長路途上的起

跌和轉折，協助規劃人生未來的路向，全面發展自己的潛能（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2014，頁 2-3）。

生涯規劃教育老師的角色

學生畢業後不論持續升學還是進入職場，兩者均屬於青少年人生的轉捩點

（Crites, 1969; Heinz, 2003）。可是有許多的學生未必有妥善的規劃，甚至並不瞭解
自己歷程需要作出甚麼決定。教師此時就要適當的引導學生，參與這方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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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大角色分別為升學及職業資訊主任（Career information officer）、教育者（Career educator）、輔導者（Career 
counsellor）、顧問（Career consultant）和協調者（Career coordinator）。

與規劃，作出個人生涯的抉擇。根據 Li（2007, p.7）的研究，香港的職業輔導老師
（Career teacher）可分為五大角色 3，但在生涯規劃教育推行之下，一位教師未必能

完全發揮所有功能。經作者重新整理，老師在生涯規劃教育中的角色亦出現範式轉

變，新的角色將變成協調者（Career coordinator）、指導者（Career facilitator）、和
輔導者（Career counsellor），老師理應不會只單一地扮演某一類角色。

協調者（Career coordinators）—提升學生參與生涯規劃教育的機會和個人能力

若要支援老師建立優良的校園環境，便應採取「全校參與方式」（whole school 
approach），建立屬於香港模式的學校輔導人員的專業分工和合作（鄭之灝，2006，
頁 121）。鑑於生涯規劃需要與各方協調，包括家長、老師、校長、僱主和其他公眾
人士，協調者的角色舉足輕重，因為一切制訂生涯規劃教育內容的安排，將全由協

調者一手包辦（徐光興，2006，頁 96-97）。身為經常與學生接觸的對象，老師需要
更新的升學和就業活動，以其專業的知識和學術經驗，協助學生對其生涯有進一步

的理解和規劃外，還要教授應用於職場的實務技能，務求學生的生涯規劃能夠滿足

整全的條件（周明蒨，2006，頁 216-218）。老師之間亦可安排不同的專業分享時段，
令所有老師最終對生涯規劃概念有基本的瞭解，共同幫助學生規劃人生。 

指導者（Career facilitators）—經觀察後協助學生找出適合的自我特質與環境需求  

指導者的角色是需要細心觀察每位學生的不同特質，發掘出學生的自我特質，

繼而提供適合學生的歷程方向，以便學生能夠將個人的生涯規劃逐步實踐（劉玉玲，

2007，頁 125-129）。在生涯規劃教育中，老師身為指導者便不應再只是教授知識。
老師應透過日常觀察學生所得，致力協助處於生涯探索階段的學生找出各自的人生

目標和取向。若要推動學生的生涯發展，老師便需引導學生察覺個人價值觀的不足，

擴闊學生的個人的眼界，拓展更寬闊的個人發展空間（吳芝儀，2000，頁 249）。
Super（1990）的事業發展理論中，青少年是從自我概念（self-concept）判斷個人的事
業選擇和發展，故每位青少年需要視乎個別的獨特質素以勝任不同類別的工作和職

業。既然個人事業探索需要在不同時段實踐，務必借助老師的協助建構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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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老師的指導角色不可或缺且非常關鍵，因為學生需要借老師的指導和分析不同的

生涯抉擇，從而作出關乎個人生涯的最終決定（葉至誠，2013，頁 154-163）。

輔導者（Career counsellors）—協助學生規劃自己的生涯

老師輔導工作一貫集中於處理學生個人性格、品德和情緒問題，較少觸及學生

個人生涯的發展。生涯規劃教育無疑使老師的輔導工作增添額外功夫，卻是一教學

相長的過程。透過與學生進行個人和小組輔導，不但提供機會讓老師與學生交流各

自對生涯的觀點，老師亦可從中分享個人過往的生涯經驗，啟導學生對生涯規劃的

視野（金樹人，2006，頁 79-82）。進一步而論，老師能夠在輔導的過程中，辨認出
學生的性格特徵及學生的職場興趣，引導學生嘗試發掘個人的優劣，尋找適合自己

的職業方向。因此，這個角色是眾多角色中最不可或缺，因為學生的生涯規劃可能

因時制宜變化，定期的輔導將有助老師緊貼學生的需要，發展出最適合學生的生涯

規劃（Niles & Harris-Bowlsbey, 2012）。

研究方法

回顧香港生涯規劃教育的發展，生涯規劃教育始終處於起步階段，政府推行的

方針主要倚賴學校依據校本形式實踐。不過，有關做法是否最為恰當，教育界有不

同見解（〈誰明老師心：雞肋的生涯規劃津貼〉，2014；蔡若蓮，2016）。有見及此，
本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項城市青年國際研究（International Study of City Youth）。作
為一項國際比較研究，城市青年國際研究致力了解世界上不同地方年輕人於學校及

學校以外地方的不同人生旅程、不同學校和課程會如何影響他們的人生體驗，特別

是了解世界不同城市的中四（或同等）學生有關他們完成中學課程後，對升學、就

業及畢業後生活的看法。

是次研究於 2013年 12月開始，為期 3年。總共訪問了超過 50所中學，超過
5,000名 15歲的本地中四學生有關他們對其個人畢業之後的選擇方向，以及其擇業
條件。之後，再邀請所有中學安排學生和老師參與焦點小組訪問，最終有 11間學
校答允參與，接受訪問邀請共有 22名老師（香港教育學院，2016）。本文從中再揀
選適合的 2間學校，9位老師的訪談意見作比較個案探討。在 2015年 3月起，研究
團隊到訪中學向老師進行焦點小組訪談。每所學校會邀請四至五位老師參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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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一位副校長（專責學生發展）、一位升學及就業輔導（或生涯規劃教育）

主任、最少兩位升學及就業輔導（或生涯規劃教育）老師及一位專門處理生涯規劃

教育的導師（或助理）。透過與生涯規劃老師進行訪談，部份內容涉及理解現時學校

支援生涯規劃教育的情況，探討老師在生涯規劃教育的角色與對生涯規劃教育現況

的意見，以及前線老師安排和設計生涯規劃教育課程和活動時遇到的困難和挑戰。

寄望藉此建議老師在生涯規劃教育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推動香港未來生涯規劃教育

的發展（訪談大綱請見附錄）。每次焦點小組訪談完成後，研究人員會將訪談錄音

謄寫成逐字稿。根據內容分析法，將上述老師在生涯規劃教育中角色的三大範疇進

行分類及分析，得出老師在現時教學實踐情況下的角色。以下的闡述將根據其中兩

間學校的實況作個案探討。

研究結果和討論

學校一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教學理念是針對貧苦失學的青少年提供接受教

育的機會。根據學校文件資料，2014-15學年共開設超過 20班，學生人數約 800人，
屬於第一批直接資助學校。學校二是一所成立大約 20年的學校，初期是一所職業
先修學校，及後才轉型為文法中學，以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為主要教學理念。根據

學校文件資料，2014-15學年共開設 20餘班，學生人數約 700人。表一總結了兩所
學校 9位老師數據經整理後結果：    

表一　生涯規劃老師在生涯規劃教育中角色的三大範疇實踐內容

生涯規劃老師的角色 學校一 學校二

  協調者

（Career coordinators）
• 生涯規劃教育主任會與生

涯規劃老師協調，擬定不

同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

內容。

• 生涯規劃主任邀請家長與

學生一同參與考察外國大

學，生涯規劃老師會負責

與家長聯絡解釋活動的細

節安排。

• 生涯規劃主任及老師主責

協調如何融合生涯規劃教

育概念至日常課程中。

• 生涯規劃組老師經協調後

一致同意在高中的課程加

入職業導向和課程選擇的

內容和更新升學及就業資

訊，讓學生認識不同的行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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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生涯規劃老師在生涯規劃教育中角色的三大範疇實踐內容（續）

生涯規劃老師的角色 學校一 學校二

• 生涯規劃老師會共同負責

安 排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CRE）的課節，是一門與

職業有關的課程。

• 生涯規劃老師安排和鼓勵學

生參與不同活動，共同監督

學生的營商體驗，提升學生

自信。

  指導者

（Career facilitators）
• 班主任與生涯規劃師一同處

理學生在生涯規劃的疑難，

具有互補作用。

• 高中學科老師會分享個人經

歷引導及鼓勵學生尋找適合

他們自己人生範疇的目標，

學生亦會因較為熟絡而主動

求助。

• 班主任在學生參加職場考察

後，會向學生指導其可行的

生涯規劃方向。

• 考察外國大學之後，班主任

和生涯規劃老師與家長和學

生共同商討學生的未來生涯

發展。

• 生涯規劃老師會提醒學生要

選讀一些自己有興趣的科

目，或從事自己有興趣的工

作。

• 高中學科老師致力發掘及維

持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科目興

趣。

• 生涯規劃老師會從不同的行

業人員分享中，鼓勵學生應

該對有興趣的行業多作清晰

瞭解，以及參與不同的職場

體驗活動和行業講座分享。

  輔導者

（Career counsellors）
• 經班主任建議和鼓勵，學生

會願意找生涯規劃師尋求輔

導。

• 學生向生涯規劃師要求協助

向家長解釋有關他們的生涯

抉擇。

• 高中學科老師、班主任及生

涯規劃師在學生有需要時，

會提供生涯輔導。

• 設 立 中 六 級 學 生 個 別

輔 導 計 劃（face-to-face 
counselling），高中學科老

師可以近距離圍繞升學和就

業問題和學生進行輔導，每

次 15 分鐘。

• 生涯規劃教育主任會為進行

輔導的老師提供指引，方便

高中和科任老師輔導學生。

• 高中學科老師因應學生的選

擇，在每個月各自進行一次

輔導，協助學生訂立生涯目

標，指引學生的實踐方向。

從訪談結果所得，兩間學校的老師在協調者角色的演繹上有所不同。學校一協

調的重任將落在生涯規劃主任及老師身上。生涯規劃主任會與生涯規劃老師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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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不同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內容。主任亦會保持與家長聯絡和溝通，以家校合

作的模式推動生涯規劃，因為家長對於學生出國升學的抉擇影響力較大。生涯規劃

老師則提供支援，負責與家長聯絡解釋活動的細節安排。生涯規劃老師亦會共同負

責與工作有關的經驗（Career-related Experience, CRE）的課節，有系統地展示不同的
升學途徑，當中有本地和外國的升學資料，亦有分自資院校和資助院校。學校二的

生涯規劃主任及老師主責協調如何融合生涯規劃教育概念至日常課程中。生涯規劃

教育融入德育課程後，初中的課程內容會集中個人成長、面對前路如何作出抉擇和

認識自我優劣，高中的課程會加入職業導向和課程選擇方面，讓學生認識不同的行

業。一切生涯規劃的活動安排，均交由生涯規劃老師負責，監督學生的參與成效。

從中可見，學校一注重家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對學生生涯發展的關係，學校二則將

生涯規劃概念融入在課程和活動中，期望學生能夠觸類旁通。

根據訪談資料，學校一將由高中老師擔當學科前途的指導者，負責指導學生的

學業和就業前景發展，班主任則負責學生的自我成長發展階段。受訪老師表示，學

生的規劃方向採取務實角度，中四的時候對自己的前途較為模糊，中六時由於臨近

公開試，抉擇方向愈趨清晰。高中老師和班主任的作用，就是從旁觀察後，引導學

生在四方八面的資訊中，為自己的生涯抉擇訂下目標。在家校合作模式中，亦會由

生涯規劃老師、生涯規劃師和班主任一同為家長分憂，分析學生面對不同生涯抉擇

的影響，顯示生涯規劃老師、生涯規劃師和班主任除了需要面對學生的生涯疑問，

還有家長方面的疑問。學校二則由高中老師和生涯規劃老師擔當指導者，從發掘學

生的個人興趣為主要目標，指導學生作出最適合的抉擇。生涯規劃老師會提醒學生

要選讀一些自己有興趣的科目，或從事自己有興趣的工作。知識傳授方面，學校最

近一年曾邀請婚禮統籌師、寵物美容師、領犬員等社會上不同行業的從業員分享行

業背景和資訊，期望讓學生知道社會上的職業十分多元化。從不同的行業人員分享

中，生涯規劃老師和班主任會鼓勵學生應該對有興趣的行業多作清晰瞭解，以及參

與不同的職場體驗活動和行業講座分享，在生涯規劃老師和班主任的協助下規劃及

制訂最後的生涯抉擇。受訪老師表示，參加「學校起動計劃」後，整體學生的發展

漸趨成熟，生涯規劃老師和班主任能夠指導予參與學生需要注意地方，作為一寶貴

的工作和人生體驗。生涯規劃老師和班主任的指導者角色已不再局限於指導學生有

關職場的技能的重要性，還包括監察學生的身心得以健康發展。



35

香港教師看生涯規劃教育老師的角色及其啟示

從學校一的老師訪談中，透視了生涯規劃師擔當和家長學生之間的橋樑。在班

主任的建議和鼓勵下，學生會願意找生涯規劃師尋求輔導，甚至向生涯規劃師要求

協助向家長解釋有關他們的生涯抉擇，故師生之間的信任度對生涯輔導的成效和推

行有關鍵影響。學校的生涯規劃的課程方向是以達致學生全人發展為目標，全校參

與模式下老師一同擔當輔導者角色。這種全人發展的框架，全體老師的輔導角色非

常重要，因為將陪伴學生最重要的生涯發展階段。學校二的生涯輔導特色，是設立

中六級學生個別輔導計劃（face-to-face counselling），高中學科、生涯規劃主任和老
師可以近距離圍繞升學和就業問題和學生進行輔導，每次 15分鐘。老師輔導前，
生涯規劃主任會為進行輔導的老師提供指引，方便高中學科老師、生涯規劃主任和

老師輔導學生。高中學科老師因應學生的選擇，在每個月各自進行一次輔導，協助

學生訂立生涯目標，指引學生的實踐方向。受訪老師認為，每一位老師在學生的生

涯規劃中都擔當重任，故此生涯規劃不應只針對中六學生。除了生涯規劃老師，班

主任由於在中一至中六都負責同一班學生，在六年過程中不斷啓導學生成長和思考

人生，在他們不同的選擇中提供意見，儘管班主任的角色並不明顯，卻是不可或缺。

綜合訪談所得，老師在生涯規劃角色的最大挑戰，除了取消了 50萬的額外津
貼，主要是輔導者與協調者的角色難以有效執行。受訪老師明確指出，生涯輔導成

效其實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才可成功。首先學生要願意尋求協助，其次老師要有額外

的時間為學生進行輔導，還要老師和學生的時間能夠互相遷就。然而，事與願違的

情況較為明顯，因為學生普遍積極性不足，減少學生接受輔導的機會，加上學生為

應付公開試需要溫習和補課，難以強迫學生接受輔導，使輔導成果可能事倍功半。

老師的工作量繁多，大多同時兼任不同的行政職位和工作，加上本身的教學工作，

對老師工作量而言是百上加斤，令老師分身不暇。由於各自時間未必能互相吻合，

老師只能在其餘閑時間主動多與學生交流，一同商討其生涯發展，對生涯輔導的實

踐及發展帶來負面影響。老師有心擔當學生的生涯輔導者，卻心有餘而力不足，故

專責處理生涯規劃的老師便顯得十分關鍵，因為專責的老師有助減輕其他老師於生

涯規劃教育中的工作量。

在協調者的角色當中，當中最大困難是要協調與事各方以全校參與的模式推動

生涯規劃教育。有生涯規劃主任表示，倘若想推行全新的生涯規劃項目，除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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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限制，老師的配合是較為困難。由於現時老師的工作量已經非常繁重，往往不

願花太多時間推動新項目，亦不願意因應項目製訂相應的教材和工具。譬如推行個

別輔導時，有生涯輔導老師明言不熟悉具體的執行細節，生涯規劃主任便要為有關

老師準備輔導問題及範圍外，亦需要制訂生涯輔導指引和最新升學就業概覽的補充

資料供輔導老師參考，對生涯規劃主任是一種莫大的負擔。另外，生涯規劃老師往

往面對學生和家長對生涯抉擇意見分歧時，均處於一尷尬的狀態，有時難以達致面

面俱圓的效果。這時候，生涯規劃主任擔當協調角色時，便需盡力平衡各方面對生

涯規劃教育內容的期望，卻未必每次能達致雙贏的效果。同時，老師對於生涯規劃

教育內的分工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見時，生涯規劃主任便擔當斡旋者的角色，令生涯

規劃主任有時出現「左右做人難」的狀況。

總結與啟示

從上述的研究和討論中，不但呈現職業輔導老師角色的範式轉變將如何有效推

動生涯規劃教育的發展，亦闡述學校支援生涯規劃教育的現況。因應現時的發展方

向，老師除需要協助學生開始個人的生涯規劃，還要致力與其專業發展融合而促使

生涯規劃教育邁向多元化和推動社區與學校的協作，老師的橋樑角色應是未來生涯

規劃教育發展的重點（何瑞珠、姜培芝、楊鎮偉、李文浩，2015）。隨著生涯規劃
教育鼓勵以校本的形式運作，容許學校彈性處理是否最明智的做法？

綜合老師訪談結果，本文嘗試建議老師於生涯規劃教育角色上的範式轉變，應

用於現時的教學實踐情況：

1. 生涯規劃主任和老師可加強協調者的角色：由於生涯規劃老師較為熟悉生涯

規劃教育的概念，他們亦是主要負責安排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因此，生

涯規劃主任和老師可嘗試協調各方的要求，調整各方的合理期望和工作內容。

譬如針對學生的需要提供升學和就業資訊外，亦能安排相關的工作實習和「就

業影子計劃」，增加學生接觸職場的體驗。生涯規劃主任和老師亦需要就生

涯規劃的課程和內容深入討論，制訂不同的工作計劃，達致合理的分工，協

調非生涯規劃組的老師的工作量，才有效達致全校參與的目標，吸引非生涯

規劃組的老師參與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當家長對學生生涯規劃有疑問，生涯



37

香港教師看生涯規劃教育老師的角色及其啟示

規劃主任和老師亦應嘗試擔當家長和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處理家長與學生

對生涯目標的分歧。

2. 高中學科和班主任可加強指導者的角色：由於班主任班務繁重，未必可全面

兼顧學生的生涯發展需要，故高中學科老師便能夠彌補當中不足。高中老師

由於熟悉學生的學科表現，在幫助學生選取合適的就讀科目將較為適當，可

為學生的個人生涯奠定良好基礎。並就其長期觀察所得，對學生的生涯進展

提供意見，甚至運用個人在個別學科的經驗，回應學生於升學或就業的提問。

譬如語文科的老師，可考慮教授撰寫履歷和求職信的技巧；歷史或地理科的

老師，則可從課程內容出發，透過介紹歷史的痕跡或現時全球化的發展，協

助學生發掘對個人生涯發展的觀點。相反，班主任的主要職責是觀察其所屬

班別學生的個人成長情況，在有需要時擔任勸說及關心的前線人員角色。因

此，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後，班主任需要協力推行生涯輔導計劃，與負責升學

及就業輔導老師合作與學生一同籌備生涯規劃。

3. 全體老師可加強輔導者的角色：在全校參與的原則下，生涯規劃就不再局限

於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和輔導組負責。故除繼續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和輔導

組攜手籌辦綜合性的升學就業輔導計劃，協助學生瞭解個人於升學及就業發

展的需要外，全體老師均應考慮定期參與學生的生涯輔導，協助學生在個人

的生涯規劃中，滲透相關的元素，讓學生的生涯成長得到充份的指導。學校

亦可舉辦幫助學生了解個人生涯發展和生涯規劃技巧的活動，期望學生得以

認識自我優劣，在升學或就業方面作出正確的生涯抉擇。

參考英國經驗 4，香港以校本形式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應優先處理高中老師及

升學就業輔導老師的裝備，確保生涯規劃教育得以持續拓展。在生涯規劃教育的新

範式下，老師將會有多重的角色，而非再單一地引導學生學習及規劃。故此，老師

對生涯規劃概念的理解是否充份於教學，將與其專業發展息息相關。回顧現時的專

_______________

4 英國於 2012年推行改革，將生涯教育和輔導重新納入於校本課程管理的範疇後，研究顯示成效亦遠較改革之前
欠佳。學校因預算、時間限制和人手不足，根本未能有效推行新模式的生涯教育和輔導（Youth Employment UK, 
2015）；僱主亦同意並非正規課程下，老師往往缺乏足夠支援與商界合作安排學生接受職場技巧的培訓和實習
機會，削弱學生個人的競爭力（Career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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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支援措施。除了 50萬的額外津貼及增加生涯規劃教育的培訓名額至 240名外，
其他的配套支援相應缺乏，加上培訓對老師帶來壓力，這將成生涯規劃教育未來發

展的一大挑戰（余卓希、李晉榮，2015）。長遠而言，如何嚮應政府要求由專業人
員主要處理生涯規劃的教育工作，達成分擔老師工作量的目標，將成未來討論重點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2014）。

因應現時推行生涯規劃的情況，未來生涯規劃教育的發展方向應該集中深入

探討生涯規劃教育的理念，發揮「全校參與方式」和校本形式的優勢。加上大多

數老師未曾接受專門的生涯規劃教育的訓練，職業輔導老師的壓力也比一般老師

嚴重（袁文得、陳子康、劉兆瑛、于璐、陳茂釗、Gyshers、佘文基，2010；Yagi, 
2008）。故此，採用「全校參與方式」有助增加各人在有關方面的交流，達致融合
式生涯規劃教育的目標，推動校本生涯規劃教育方向。校方管理層和老師需要協商

如何平衡生涯規劃教育和日常教學帶來的工作量失衡的問題，以推動老師成立校本

生涯規劃教育的「專業學習社群」，支援老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方向，提升老師於生

涯規劃教育的專業水平（陳茂釗，2012，頁 10-12）。長遠而言，與事各方需探討老
師如何與專業人員合作，一同發展生涯規劃教育，甚至長遠考慮是否將生涯規劃教

育獨立成科，以及參考美國的做法培訓專業的生涯輔導教師，化解現時老師專業水

平的不足和工作量繁重未能兼顧生涯規劃教育的死結，促使學生從生涯規劃教育啟

迪個人的全人發展（吳芝儀，2005，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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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師焦點小組訪談問題（節錄與本文相關的問題）

1. 在甚麼程度上， 學校 /校內老師 /就業輔導老師 /父母 /同學或同輩，曾幫助
/曾給建議 /曾協助 你的學生為中學畢業後的升學和工作做準備？

 A.   在這方面，你曾做些甚麼？

 B.   貴校現有甚麼相關支援 /輔導 /課程 /活動？

 C.   還有甚麼額外的支援會對同學有所幫助？請列舉一些示例。

2. 學生在中四至中六級選擇『選修科目』時，受甚麼因素影響 ? 請具體解釋這
些因素為甚麼對他們尤其重要？ 

3. 你的學生有甚麼願望 /志趣？ 

4. 你認為你的學生會考慮 /喜歡甚麼樣的工作或受訓的機會？為甚麼？你覺得你
大部分的學生獲得專上教育的機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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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teachers: Implications for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LEE Chi Kin John & CHUN Wai Sun Derek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recent introduction of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CLPE) around 2014 in 
Hong Kong has become an educational agenda in senior secondary schools. There are 
call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whole-school approach and the gradual change of career 
teachers to career planning teachers who can assume the roles of career coordinators, 
career facilitators and career counsellors. In this paper, the roles of teachers in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are explored with reference to data from an international project 
conducted in Hong Kong. Th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CLPE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teachers, whole-
schoo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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