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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學職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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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職轉換」大單元簡介 

王思峰（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 

 

 
「學職轉換」(school-to-work transition)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1995）、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1999）與 Journal of Education & Work（2009）都曾出版過學職轉換專刊。 

「學職轉換」不僅是學生個體的議題，更是個多層次的議題，各種巨觀的社會脈 

絡與微觀的個人心理機制都會影響學職轉換（詳可參：周志明，2014）。圖 1 是 

本單元逼近學職轉換議題的概念架構，反映出學習轉換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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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職轉換之歷程模式 
 

圖 1 為學職轉換之歷程模式，由「學生」轉換為「工作者」，涉及「可見」 

與「不可見」兩部分，在「可見」的部分，學生至少要經歷三種任務： 

(1)前轉換任務：學生仍在校園中的前轉換期，社會與教育機構要求或鼓勵學生 

進行的專業實習(internship)、產訓學分(work placement)1、綜合實作(capstone course)

（彭森明，2010）、社會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王思峰等人，2012） 等種種

前轉換期之準備性任務。 

(2)求職任務：一般對此任務的印象相當簡化，化約為「撰寫履歷」與「面試」 

兩個技術性任務，然而，若對比於 Saks(2005)的模式，則會發現它們只是部分， 

更關鍵的可能是心態～學生得把求職視為一種自我調控的職場任務，「求職」本 

身就是學生的第一份工作，一種「解析求職目標與就業目標，而後分頭設定目標 

 
 

1 
專業實習(internship)、產訓學分(work placement)等職場經驗，可參見英國高教生生涯網 

Prospect 

http://www.prospects.ac.uk/work_experien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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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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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rospects.ac.uk/work_experien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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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完成任務之自我行銷與自我調控等行為」。亦即，牽涉到圖 1 上半部「不可見」 

的角色轉換等部分。 

(3)職場社會化：進入職場後，比較績優的機構或企業，會有比較好的職場社會 

化方案設計，讓學生能更有效地轉換角色、進行情境學習、以及培養職場高效習 

慣等。 

在以往時代，學職轉換任務的承擔者，偏重於機構與企業。然而，在當今惡 

化的機會結構中，社會開始要求學校承擔這些任務，企業也愈來愈不願意花費資 

源於培育新鮮人，傾向於把這些轉換所需成本，移轉到校園。然而，有效的轉換 

很難脫離情境，以實習而言，一些績優企業會付給實習生薪水，也會在賦予任務 

時有所協助與督導，如此學生才能切身地感受到角色轉換、切身地在情境中學習 

與培養高效習慣及共通、產業與專業職能等。然而，假若把實習生當成免費低階 

勞工或廉價勞工，那麼實習的作用是相當堪憂的！ 

苦勞網一篇「無薪實習為什麼對你這麼糟？從《黑天鵝》的訴訟風波談起」 

文章中指出（徐沛然，2003）：全美大學和雇主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三年來針對畢業班學生調查，詢問那些已經找到工 作的

人，是否具備無薪或有薪實習的經驗。三年下來得出的結論是：無薪實習無 助於

求職。2013 年 2 月至 4 月，NACE 針對 9,200 多位大四畢業生做的調查結果 顯示，

有薪實習的學生已經收到至少一份聘書。而無薪實習的學生中只有 收

到聘書，和從來沒有實習經驗的學生的 相比，只多出了 ，幾乎 可以

忽略不計。 

若以圖 1 模式來理解實習的作用，真正關鍵的或許是那些「不可見」的部分， 

有薪實習意謂著機構與企業比較把實習當一回事，相對較會提供協助與督導，學 

生也較能切身感受到角色轉換、切身地在情境中學習。相對的，無薪實習則較難 

有助於學職轉換，因為那些不可見部分比較沒有機會發生，包含一些「三個月工 

作、三個月回校」等建教班，也可能變成廉價勞工，相對較無助於就業與學職轉 

換（林俊宏等人，2010）。 

圖 1 不可見的部分是多層次的，圖中僅列出角色轉換、高效習慣、情境學習， 

「角色轉換」包含由學生角色脫離、工作者角色進入、以及共構於角色之結構角 

色佈局等（周志明，2014），乃多層次轉換中的根本層。美國就業與職訓局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ETA)曾發展出如圖 2 之多層次模 式

(Ennis, 2008)，其分為根本層、基礎層、產業層與職業層四層，國內大多只 注意

到共通職能以上，卻忽略了根本層與基礎層之重要性，但此模式卻指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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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大教育體系所養成之學術能力與個人高效習慣，都是各種職能（共通、產業、 

職業職能）的重要基礎，但國內卻好像認為教育體系是與職能培養是脫勾、是分 

離的，卻不知沒有基礎，這些職能都是不穩固的。學職轉換會出現問題，很可能 

是出現在諸如角色轉換、個人高效習慣與學術能力等根本或基本層面，而非一定 

是出現在共通職能、產業職能、職業職能等職能層面。因此，圖 1 以情境學習來 

含括「共通、產業、職業職能」職能部分，並特別突顯出角色轉換與高效習慣之 

重要性，畢竟，以圖 2 概念而言，這乃是根本或基礎。 

另外，這個根本層中，若只以「高效習慣」來標明，也恐有過度個體化的化 

約風險，或應採更社會性與更情境性的視角，同時並列。故圖 1 分別標出角色轉 

換與高效習慣，同時作為根本層的內涵。此二者有相當的交集，但二者的視框是 

有差異的，高效習慣偏向個體性視框，角色轉換則偏向社會性與情境性視框。 
 

圖 2 美國就業與職訓局的職能模式 

 
立基於圖 1 與圖 2 的概念模式，本大單元共設計了四份教案：角色脫離－進 入、

求職與自我行銷（分為觀念篇、履歷篇、面試篇）、職場社會化、高效習慣， 全

部都排入課程，共需 12 節，兩學分課程之六個週次，若僅有 8 節四週次，則 

職業職能 

產業職能 

基礎層 
 
 

根本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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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擇：角色脫離－進入（2 節）、求職之觀念篇（2 節）與履歷篇（2 節）、 

與職場社會化（2 節）。最後，前轉換任務並未成為獨立單元，因為：(1)這是 個

結構性更重的議題，關鍵在於實習的結構設計，而非教學生如何實習，(2)在 學

涯發展「多元經驗」單元本即有所討論，討論方向乃將實習等前轉換任務視為 大

學多元經驗中的乙環，讓學生綜合性地安排自己的大學生活。 

 
表 1 單元安排建議表 

單元 節數 安排建議 

角色脫離－進入 2 建議優先選入 

求職與自我行銷 4~6 
分為觀念篇、履歷篇、面試篇，若僅 

四節課者，建議採觀念篇＋履歷篇 

職場社會化 2 建議優先選入 

高效習慣 2 若時數不足，可不選入 
 

最後，本單元能得以完成，得感謝各單元作者願意在微薄酬勞與壓縮時間 

內，無私而辛勞地付出其智慧與時間，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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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戊 1 角色脫離－進入 

 
本單元設計者為： 周志明(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

理教授、輔仁大學 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兼任督導) 

 
 
 
 
 
 
 

主題 

與 

單元 

甲、生涯理念風格 □甲 1 課程導論&生涯理念風格 

 

乙、自我探索 
□乙 1 梳理高峰經驗 □乙 2 發掘志趣熱情 

□乙 3 掌握才幹資產 □乙 4 開創未來工作 

□乙 5 檢視今日學習 □乙 6 統整生涯願景 

丙、職涯探索 
□丙 1 職業視窗六宮格 □丙 2 職涯焦點人物誌 

□丙 3 職場停看聽 

丁、學涯發展 
□丁 1 多元經驗 □丁 2 看見變化的樣子 

□丁 3 學用關係與學習策略 

戊、學職轉換 
▓戊 1 角色脫離－進入 □戊 2 求職與自我行銷 

□戊 3 職場社會化 □戊 4 職場高效習慣 

 
己、生涯籌劃 

□己 11 剪輯理想職涯 □己 12 宣告生涯劇本 

□己 13 享受生涯變動 

□己 21 勾畫圓夢計畫 □己 22 清點生涯資產 

□己 23 落實實踐之道 □己 24 延伸實踐經驗 

庚、回顧展望 □庚 1 展開未來行動/學習心得分享 

授課 

時數 
2 節 場地 

■一般教室 □電腦教室 

□其他特殊場地:   

課堂場 

景設定 

1. 本課程設計的主要教學對象為應屆畢業生。 

2. 上課教室須使用可活動的課桌椅。 

3. 本教案在院系或通識開課皆可。 

授課者 
本課程設計強調情意層面的引導，故任課教師須具備較成熟的帶 

領團體討論能力；擅長 facilitator 者尤佳。 

 
 
 
 

教師課 

前準備 

1. 授課者課前需要熟悉筱婷的故事內容（參見附件二）。 

2. 授課者課前需要先自行練習過三份學習單的內容（附件三～五）， 

並可參閱周志明（2014）之分析。 

3. 印出學生手冊，份數即為學生人數，包含： 

- 筱婷的故事（附件二） 

- 學習單 1—學生角色布局圖（附件三） 

- 學習單 2—工作者角色布局圖（附件四） 

- 學習單 3—學職情境角色對照表（附件五） 

- 空白 A4 紙一頁 

教學資 

源工具 

1. 角色脫離－進入單元投影片（附件一）。 

2. 筱婷的故事（附件二）。 

3. 學習單 1—學生角色布局圖（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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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習單 2—工作者角色布局圖（附件四）。 

5. 學習單 3—學職情境角色對照表（附件五）。 

 課前作業：完成 CVHS 系統中的求職力診斷（附件六） 

 （建議請學生課前繳交，上課進教室時各自領回） 

作業 
課中作業：下課時繳回學習單 3 

課後作業：求職角色圖 

 （請學生上完求職力單元後，完善繳回；看其對結構中他人有哪些？ 

 對求職者有那些期待？以供後續輔導參考。） 

 1. 此課程設計以情意層面的養成為主，請以課程最後的綜合討論現 

評量 場，觀察個別學生參與程度作為主要評量來源。 

方式 2. 學習單 3 的評量：對照解答版，瞭解各組學生對角色變化的覺察程 

 度。 

備註  

 

一、單元學習目標 

整體學習目標 本單元學習目標 

 
 
 

 
生 

涯 

素 

養 

 
 
 

掌控力 

1. 對學職轉換之脈絡角色變化有所覺察 Awareness about 

the role change in context on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task。 

2. 邊界覺察(awareness of boundary)：在後現代社會中， 對

隱含性的社會性與文化性邊界（如：學生 vs 從業者）， 有所

敏感性。 

執行力  

建構力  

開放力 
透過筱婷故事，在情境層面上，讓同學注意到角色轉換議 

題，並有意願於參與或反應於本單元後續內容。 

生命力  

 
 
 

生 

涯 

發 

展 

任 

務 

發掘志趣熱情  

建立才幹資產  

掌握資源網絡 
透過筱婷故事，在認知層面上，讓同學理解到角色脫離、 

角色進入、結構角色佈局等概念。 

勾勒生涯願景  

實踐理想生活  

展現行銷自我  

 

準備適應職場 

應用角色分析，嘗試分析自己在學職轉換歷程中的角色脫 

離與進入之可能困難與狀況。（可用求職任務來想） 課前

先進行 CVHS 求職力診斷，而後小組逐一討論分析那些 

「避免行為」，以及這些行為背後隱含的角色佈局；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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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1 課前作業 請每位

同學，完成： 

CVHS 系統中的求職力診斷（附件 0） 

  逐一討論分析那些「積極行為」，以及這些行為背後隱含的 

角色佈局。 

持續建構調整  

*表中空白目標欄表示這個項目並非此單元欲注重、凸顯之能力指標。 

二、授課計畫（含課程進行方式、時間、搭配教材、注意事項） 

 
 
 
 
 
 

內容與活動 時間 
分鐘 

教具 

一、 前言：從就業環境到角色觀念   

1.引言：大家即將或未來就要踏出校園，成為眾多求職群眾的 5  

一員，但對於這幾年來，跟大家一樣大學畢業的學長姐們畢業   

後的求職環境有沒有過一些瞭解？   

 藍色的直線圖是這幾年台灣整體失業的概況，而紅色表示  p.2(ppt) 

的是跟在座的各位一樣，大學畢業求職者的失業狀況。從   

這二條曲線的趨勢來看，很明顯的，大學以上畢業的求職   

者失業率，遠高於沒有繼續升學的人。   

 所以這些年來，政府與各所學校都很努力在提升與協助大   

家各種知識與基礎能耐的養成。若我們聚焦在學校到職場   

轉換這個較短暫卻重要的生涯階段時，必須要讓大家認識   

到未來環境，特別是職場。   

 但我們生涯發展的課程，說到各類知識或能耐，大多不及   

各個科系教育的深度，那麼，我們還能夠提供大家些什   

麼？   

2.說明現代「工作」概念的完整樣貌 10 p.3(ppt) 

 引言：在這裡，我們首先要先跟大家澄清關於「工作」的   

基本觀念。   

 引言：到這裡，大家應該瞭解到，一個完整的工作，特別   

是在當代社會，工作角色佔了重要的比重。   

 早期在工作中，或許將多數明文規定的任務都好好的完成   

了，就能獲得高度肯定；但在當代社會中，如果仍然只完   

成明文規定的任務，那很有可能只會獲得一個普普通通的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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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角色的觀念如此重要，但從小到大的學校中卻沒教   

過，那要怎麼辦？而這個單元，我們正是要跟大家來探討   

這個議題。   

二、結構性角色概念 
  

1. 引言：當我們談到角色的時候，很容易會想到「學生」、「小 2  

孩」、「部屬」等，但當我們繼續追問，學生的角色是什麼？   

部屬的角色是什麼？卻常常碰到形形色色好像有些類似，卻   

又不太一樣的回答。   

 這很大一部份，是來自不同的人告訴我們，在扮演那些角   

色的時候，被期待的反應不太一樣，被規範的行為，其實   

也大不相同。   

 就結構性角色的觀念來看，每個人其實從小面對不同人的   

時候，其實有一直在學習與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像我們看   

似最單純的親子之間，相對於父母，我們具有子女的角   

色，但單就子女角色是如何，爸爸和媽媽各自期待的樣貌   

就有可能很不同，更何況是我家的子女和隔壁家的子女角   

色。   

2 講述角色布局的概念架構 
  

 引言：既然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中，接觸到不同人所逐漸養 13 p.4(ppt) 

成的角色會大不相同，那麼，我們從人際結構的觀點來   

看，會更容易認識自己如何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養成或   

學到各式各樣的角色。   

  說明他人期待或群體慣例對角色建構的影響方式   

  說明個人角色反應風格的典型樣態   

三、學職發展歷程中的角色轉換 
  

1.學職轉換與個人：導讀筱婷的故事 15 筱婷的故 

  引言：現在，這裡有個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是真  事（附件 

人真事改編，故事主角筱婷是這二年畢業的，一路寫到他  二） 

就業後一年左右。請大家一邊聽著導讀，一邊嘗試對照看   

看我們剛才跟大家介紹的觀念。   

（邀請學生全文或分段朗讀） 
  

 大家正處在學校到職場轉換階段，我們其實會跨越不同的 5 p.5(ppt) 

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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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任意 3~5 人為一組。要請大家用剛才筱婷的故事，   

練習應用角色觀念，掌握學職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變化。   

2.小組討論：以筱婷為例，探討其校園角色 10 學習單 1 

 問題一：他人對他作為一個校園中的一員，有哪些期待或   

偏好？   

 問題二：筱婷對不同的他人的期待或偏好，各有哪些反應   

方式？   

 問題三：在這樣共構的過程中，筱婷建構出哪些校園角色   

內涵？   

 問題四：本組會如何描述筱婷扮演這些校園角色時，整體   

的反應風格？   

3.小組討論：以筱婷為例，探討其工作者角色 10 學習單 2 

 問題一：他人對他作為一個員工或部屬，有哪些期待或偏   

好？   

 問題二：筱婷對不同的他人的期待或偏好，各有哪些反應   

方式？   

 問題三：在這樣共構的過程中，筱婷建構出什麼樣的工作   

者角色內涵？   

 問題四：本組會如何描述筱婷扮演工作者角色時，整體的   

反應風格？   

4.綜合討論： 
  

  教師解析本故事，供同學比對（請參考：周志明，2014） 10 學習單 3 

a.說明學—職情境中，角色內涵的相似處與不同  （邊解析 

b.說明學—職情境中，對角色期待反應風格的相似處與不  邊填寫） 

同   

（可嘗試勾連小組討論過程中，學生主動提出的內涵；討   

論目的在提供學生角色線索覺察的參照，而非提供「解   

答」）   

5. 應用：小組討論求職歷程的結構性角色樣貌（課前作業討 
  

論）   

 引言：課前請大家完成的這份求職力診斷，應該都有注意   

到自己有些題目的結果會有不同的表情符號。哭臉，指的   

是自己這項行為低於雇主的期待，笑臉，指的是自己這項   

行為比雇主預期的好。為什麼會有這種差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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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從結構性角色的觀點來看，我們很有可能在這些 10 A4 白紙 

情境中，還在扮演著我們過去熟悉的某種角色；有的角色   

複製過來，或許極為有利，但也有的會帶來很不好的評價。   

  問題一：首先，請大家彼針對各自的結果，先就避免行為   

這類，在這張白紙上繪出可能的角色結構：並探討結構中 10  

的不同他人，可能對求職者有哪些期待或偏好？（低於雇   

主期待的求職者角色行為，可能是過去哪些經驗中建構出   

來的角色，未能轉換或脫離？）   

  問題二：接下來，就鼓勵行為這類，在白紙的另一面繪出   

可能的角色結構：並探討結構中的不同他人，可能對求職   

者有哪些期待或偏好？（低於雇主期待的求職者角色行   

為，可能是過去哪些經驗中建構出來的角色，未能轉換或   

脫離？）   

（請學生將繪好的結構性角色圖，在求職與自我行銷單元後，   

完善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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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1 附件二 
 

筱婷的故事 

國中的時候，因為我爸的學校離公寓很近，所以那幾年，我都是從家裡搭車 

到學校，然後搭校車回三阿姨家一起吃飯。SSjun.國中在三年級的時候是依照直 

升或要外考重新分班，我從小學就讀這所私校，直升國中部，因為我不想繼續待 

在同一個地方讀高中，所以編到外考班，考上區域性的 CShig 高中，所以國一、 

國二要好的朋友現在雖然都知道動態，但沒有聯絡。真正要好的，最早也大概是 

高中開始的好朋友，現在有一個從 RFuni.理學院畢業，還在軍中，我們有事沒 

事就會打電話聊天；另一個從 HWuni.人文科系畢業後，在 CZuni.念研究所，我 們

聯絡得比較不會那麼頻繁，比較多是有事的時候才會聯絡，我也不知道他為什 麼

要繼續唸一樣的研究所。 

高中的時候我大多在忙社團。因為小學的時候練過朗讀，所以高一剛進去的 

時候是參加朗讀社。CShig 那時候詩社剛創立沒二年，而跟朗讀或辯論這類口語 

表達的比較有關，就從裡頭找人去參加；社團活動就是拿一篇詩，定期練習用不 

同的方式去呈現，有點像是又念詩又表演，可能包括語調、表情、動作，或者是 

情緒，吸引我的就是我們會一群人一起亂想一些有的沒有的表演方式。另外，我 

也很投入學生會；我高一的時候當班代，就進了學生會開始參與一些活動，高二 

擔任學生會幹部，到了高三就是畢聯會。有一次跟高中同學聊到以前的事，他們 

就說高一的時候，我在他們眼裡是個很奇怪的人：「上課就是上課，然後有時候 

睡覺；下課就是不見，不然就是睡覺。」他們對我的高一印象就是這樣。 

我升大學是依照成績分發來到 RFuni.管理學院。大一入學，我就去參加服 

務原住民的社團；社團活動一開始都會玩一些好玩的遊戲，然後介紹原住民的一 

些特色，到最後就準備要出隊，我們叫做「上營」，那時候會教要怎麼撰寫教案， 

教案寫完之後要怎麼帶，然後去準備，最後就是記得去村落裡面帶小朋友，帶互 

動。大二之後，因為我沒接幹部，加上我前男朋友也在社團，那時候跟他鬧得很 

不愉快，所以我後來只會參與小隊的聚會，而不參加全社團的，因為小隊對我來 

說，至少第一年建立的感情還滿深厚的，所以到現在我們都還是會有小隊的連 

繫，也和大家有互動，但熟不熟是其次。 

大二的時候沒什麼事，就想說去打工賺錢。第一份打工的地方，是我幼稚園 

園長開的幼稚園補習班，我媽跟幼稚園的園長很好，知道這裡有個缺，問我有沒 

有空可以去，反正我也想要打工，就去那邊當櫃台，工作很單純，後來我也介紹 

同學去。大概做三個月，我們就離開了，因為我們自以為自己學過管理，用那些 

知識去看那間幼稚園，會覺得工作非常不明確，造成工作屬性很複雜，沒有所謂 

很好的制度。我國中同學的朋友跟一家安親班加補習班的老師很好，後來就介紹 

我去打工；那裡有個電腦互動的兒童英語課程，是用電腦發音，讓小朋友跟著念， 

再把那個單字拼出來，小朋友回家要上機練習，然後寫作業，答案都是制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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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就是批改作業，很單純。 第二份打工大概做了三個月，我就離開了。

我覺得那個老師的情緒管理有問 

題，就是像小朋友沒有繳作業或是什麼沒有背好，他會用很激動的口氣跟小朋友 

說話，讓我聽了覺得很不舒服；我自己會覺得不需要罵成那樣。因為我在那裡只 

是個改作業的工讀生，跟他沒那麼熟，沒有熟悉到我需要去多嘴講那些東西，所 

以我私下跟我國中同學討論過這個老師的情況，他可能稍微跟他朋友透露這樣子 

的事情，他朋友可能就看了我的部落格，就回頭去跟那個老師說。 

就在我寫完關於這事的網誌沒多久，有一天，那個老師就默默的走來跟我 

說：「妳是不是覺得我對小朋友不太好？或是不行？」我就很納悶：「我從來沒有 

告訴過你，你怎麼會知道？」唯一的可能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去連貫這個消息，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但我就是決定離開。主要是我覺得自己做了什麼、 

想了什麼、有什麼感覺，在網誌上抒發出來，但你卻會知道，那我就會不信任這 

個人際連結；另一方面，就是當他知道我有這樣的想法，會不會對我的態度有改 

變？可能以前都覺得我只是一個工讀生，所以我就只是一個工讀生，可是當這樣 

一個訊息被你知道以後，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工讀生對我很有意見之類的。我覺 

得在那個關係上面他可能會覺得有一些變化，也剛好三年級課業很重。 

另外，我在系上有參加女排，但不是去打球，是去當球隊經理服務大家的。 

畢業後，我比較會跟一起做畢業專題的同學往來；我們有六個人一組，其中三個 

就是球隊的。現在有一個在電子業做業務；他公司是新公司，一開始好像是做採 

購，公司覺得他還不錯，就調到業務部。另一個在電子商務之類的公司當業務， 

幫 HYinc.這類大型的網路平台做一些廣告的平台，或是架設網站。還有一位， 是

在製造業當業務。有一個他們家本來就是做會計師事務所，所以他是在做家裡 的

業務。最後一個從以前就有自己在學服裝設計，也很有興趣，現在去義大利念 藝

術。除了出國和做家裡事業的，我們其他四個都是用方案找到第一個正職。 

大四上的時候，畢業專題剛好告一個段落，學校也只剩三四門課要修，我暫 

時也不打算讀研究所，想說乾脆早一點進入職場加強工作經驗，就又跑去應徵當 

工讀生。哪種類型的工作對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反正當作去學習工作經驗就好 

了。所以我頭一次繳了履歷，經過簡單的面談，就進來 MGinc.的管理顧問公司， 

開始做起打雜的工讀生。 

當工讀生期間，我主要會跟二位主管互動。其中一位負責教育訓練的主管， 

是 SgCh，平常大多數的事情都是她交待我處理的，比如說印資料、key in 東西、 幫

忙準備場地等等，工作過程中，如果碰到我做錯東西或弄不太清楚的部份，她 會

注意到我需要學習的地方，然後會找時間跟我討論並鼓勵我好好加油。另一位 

SsEg 是負責系統輔導的主管，偶爾會交待我幫他印東西或 key 資料，並且負責 確

認客服信箱有沒有客戶有使用上的意見或問題。簡單來講，我當時的工作，就 是

主要幫 SgCh 打雜，兼幫 SsEg 打雜。大四那年幾乎都是學校公司兩邊跑，過著 既忙

碌又充實的生活，而且還多了額外的零用錢。 

我工讀了將近一年，到了六月底即將領到畢業證書的時候，MGinc.預計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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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個專案助理的正職職缺。那時候，我其實經歷很大一段掙扎：是決定要繼續 

留在現在這個公司？還是去外面跟這麼多人競爭？當時的薪水是一個原因，還有 

當時的就業狀況，失業率很高也是一個問題，所以後來有跟媽媽聊這個事情，最 

後，抱持著「那就留下來好好學」的心態，也沒有另外投履歷，就在公司準備轉 

正職。七月開始，我就被調整工作內容，做些專案助理要做的事，而「不再只有」 

打雜，當然，我新的工作崗位，仍然會包括一些打雜的事情。 

記得剛轉正職的時候，我第一次能夠跟 SsEg 去接一位講師。車剛停，他就 冒

出一句說：「妳不知道下車去等老師是基本的禮貌嗎！」我那次就難過了好幾 天。

我又不是不懂，就算他要提醒我，也沒必要用一副我什麼都不懂的樣子，跟 我說

這種我認為是最基本的事情。後來我們走在路上的時候，我走在他們後面， SsEg 

好像跟那位老師滿熟的，他竟然在跟那位老師講剛才要下車去等的事情。 我真

的感到好委屈，我明明不是那樣的人，結果他不但把我說得好像是連基本禮 貌都

不懂的新人，而且這位老師是第一次碰面，人家會怎麼看我，更何況，SsEg 有必

要把這種事到處跟人講嗎？我已經很用心在學習工作該怎麼做，而且碰到問 題也

都會主動去詢問 SgCh。從七月開始，我大概沮喪了三個月左右吧，每天都 哭喪

著搭公車回家。 

轉正職後半年多，在公司剛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很難過，若是換成七月剛轉 

正職時候的我，可能又要沮喪著回家抱棉被哭了。那天公司週會的時候，我當場 

被 SsEg 點名說，我為什麼沒有即時處理並回覆客戶使用上的問題，結果客戶很 

不滿意的直接打電話給他抱怨，讓他當天還必須找空檔去客戶那邊道歉，並現場 

處理客戶使用系統的小問題。因為那幾天我負責的案子正忙得一蹋糊塗，而且客 

服信箱通常不太會有信件進來，所以我剛好有一二天沒有去確認那個信箱，偏偏 

就那一二天有人寄 mail 來。 

沒有每天確實的確認客服信箱是我的疏失，因為這事被罵是當然的，真正讓 

我難過的是，SsEg 講完這事之後，在會議上當著各主管和同事的面，繼續說：「那 

之前在會議上問妳客服信箱有沒有客戶來信，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去確認 

過！」雖然當天中午吃飯的時候，SgCh 有跟我聊了一下當天會議的事，我還是 

感到很難過。以前他問我的時候，我都真的有確認過，只是大多時候都是「沒有！」 

只有這次有了疏失，他為什麼要這樣懷疑我。 

其實轉正職之後真的很不一樣，我覺得最主要的差別是，當工讀生的時候， 

工作上的事情出了錯，SgCh 會去解決，或教我怎麼做才對。變成正職員工之後， 

一些專案會開始交由我來處理，雖然工作有狀況的時候，主管還是會幫忙解決， 

但是我自己要承擔專案成敗的責任，過程中碰到的很多細節都需要進一步的學習 

和改善，而且工作越來越多，工作也不再像以前一樣等著別人叫我去做什麼就好 

了。另一方面，同事和主管跟我在工作上的溝通或互動也很不一樣，雖然我沒辦 

法說清楚那是怎樣不同，但是，七月開始，很明顯感覺到怎麼好像動輒得咎，這 

邊沒注意到，那邊也需要改善，而且事情越來越多，每天下班都是疲憊沮喪著回 

家，跟爸媽說工作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有時候也會教我在一些情況下，要怎麼講， 



20 
 

算是話術吧！像是 SsEg 問我有沒有客戶來信的時候，我應該回答他說：「我 OO 

時間確認的時候，沒有來信。」會更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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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1 附件三 
 

學習單 1—學生角色布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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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1 附件四 
 

學習單 2—工作者角色布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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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1 附件五 
 

學習單 3：學—職情境角色對照表（解答版） 

校園 職場：工作者角色 

角色 
類型 

他人 角色內涵 反應風格 他人 角色內涵 反應風格 

學生 國中小 
老師 

  幼稚園 
補習班 
園長 

  

 
 
 
 
 
 
 
 

友伴 

詩社與 
朗讀社 

  

學生會   

原服社   

系女排 
經理 

  

畢業專 
題 

  安親班 
加補習 
班教師 

  

國中同 
學 

  教育訓 
練主管 
SgCh 

  

高中同 

學 

 主動性 系統輔 
導主管 

S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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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1 附件六  
課前作業單 

作業任務：上網進行「求職力檢測」，印出報表帶到課堂 
 

Step1 登入 CVHS 

輔仁大學 CVHS (http://www.cvhs.fju.edu.tw )，登入方式： 

a) 全台參加「TANet 無線網路漫遊交換」之各大學或高中，該校師生都會有一 

個跨校無線網路漫遊帳號（可洽詢各校電算中心），皆可以此進入 CVHS。 

b) 訪客帳號「guest1」至「guest50」共五十組，密碼 0000。 
 

Step2 找到 CVHS―學職轉換―就業力檢測斷 
 

 

Step3 進行就業力診斷 
 

http://www.cvhs.fju.edu.tw/


 

Step4 印出求職力檢測結果解讀與分析頁面 
 

 
*詳細說明或操作，可至 http://eao.dsa.fju.edu.tw/CVHS/docs_manual.aspx 

點選學職轉換模組使用手冊「手冊下載」，進行登入與診斷。 

**其他登入帳號、系統問題，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8:10~下午 4:30，聯繫職輔 組鄭

心理師：2905-4143。 

http://eao.dsa.fju.edu.tw/CVHS/docs_manual.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