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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青少年位於人生的重要階段，是兒童開始轉型為成人的時期，除了價值觀、

認知方式等的轉變，對生涯的發展與規劃也尤其重要，青少年因此需做好培養工

作知能、生涯探索、做生涯規劃及建立生涯價值觀等重要課題。 

  青少年的生涯發展有以下幾個理論。 

（一）社會理論：以社會學為基礎，任為青少年的生涯發展受社會體制影響。 

學者 理論重點 

舒波 

與 

巴西瑞奇 

影響大至小── 

I. 家庭、學校、教會 

II. 同儕、鄰居、種族團體 

III. 地理區域 

IV. 文化價值 

羅伊 家庭因素、父母教養方式── 

父母有愛、接納、要求→人群取向 

父母命定、排斥、忽視→非人群取向 

※強調幼年生活 

克萊帝斯 學校是個人職業化的場所，學校應提供機會使青少年建立價值觀，進

一步做出生涯選擇。 

（二）發展理論：更強調發展特徵與生涯轉折的影響。 

學者 理論重點 

金茲伯 11 歲前：幻想各種職業可能性。 

11~18 歲：試驗期。開始對特定領域感興趣、查覺個人能力與價值觀、嘗 

     試實際選擇。 

19 歲後：現實期。具體化（投資時間與心力）、特定化（選定特定職業）。 

哈維葛

斯特 

四大任務── 

I. 向重要他人認同：形成職業概念與自我理想。 

II. 工作習慣獲得：透過遊戲學習。 

III. 真實工作認同 

IV. 成為生產工作者 

舒波 生涯發展五階段── 

I. 具體化階段：價值觀與態度的建立 

II. 明確階段：開始選擇一項職業 



III. 執行階段：開始進入職場 

IV. 穩定階段：穩定發展 

V. 鞏固階段：已穩定，並獲得地位與進步 

（三）特質因素理論：認為人格是職業選擇的基礎。以荷倫德的理論最出名，認

為選擇職業亦是人格的表現，可細分為實際、智慧、社會、傳統、企業、

及藝術等六種類形的人格與職業。 

（四）動機理論：相信內在與外在的動機需求直接影響個人職業選擇，代表人物

為馬斯洛。馬斯洛認為職業不只完成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也可以發展到

最高層次自我實現的心理需求。(P.402) 

  影響青少年的生涯發展因素重多，主要有父母、同儕、學校、社會文化與工

作機會，還有個人因素（能力、興趣），此外青少年多有打工、失業等情況，應

多加注意及開導，若青少年的失業情況嚴重，也會直接導致偏差行為滋生，直接

的輔導辦法便是生涯諮商。生涯諮商即是由輔導人員提出一系列與生涯發展相關

的活動，引導學生提早規劃未來發展，不同年齡層也會有不同的生涯引導，如下

表。 

年齡 生涯指導 

幼稚園－小六 生涯覺察 

國中 生涯探索 

高中 生涯準備 

大學 生涯安置 

→高等教育 

→成人與延續教育 

→就業 

  此外，學校應發揮協調（規劃）、溝通、諮詢、連結（提供、尋找資源）等

功能，可服務的項目包括生涯諮商、生涯評估（如職涯測驗）與資訊提供和聯絡。

應及早培養青少年做自我認識、認識工作世界、認識自我工作價值觀及文化環境



評估等，使青少年及早做好準備，需師生互相合作。 

  最後提到休閒活動的發展與輔導，休閒輔導因老人安置、青少年偏差行為等

日漸受到矚目，也可幫助青少年做生涯發展，而青少年的休閒活動應具有以下功

能── 

I. 允許青少年安全嘗試 

II. 提供角色演練 

III. 學習負責任 

IV. 促進認知發展 

V. 取代遊戲，促進身心發展 

  由以上可見，休閒娛樂並非只是讓學生發洩情緒、方鬆心情的方法，也是避

免學生出入不正當場所，若能培有好的休閒娛樂，也可調劑身心，情緒與個性的

穩定與成熟度皆會上升。 

二、心得 

  之前輔導一名學生，聊天過程發現他的父親並沒有很照顧他，雙親又離異，

孩子的內心常常很難受，為了轉移他的注意力，我勸他多找其他休閒娛樂來做，

此時才突然憶起國中，我也常有苦悶的時候，卻因為有小說、動漫的陪伴，才讓

我的身心有個寬慰，而這些小說、動漫不乏堅毅動人的故事，勉勵面對現實、勇

敢邁進，因此我認為，如何培養學生有好的休閒娛樂也是相當重要的，我們教育

的知識學生未必未來能用到，但教育、培養學生有個精神抒發的管道，未來即使

遭遇挫折，也能從這些休閒裡找到安慰，同時，如此也能增加學生的生活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