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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碧鶴‧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輔導教師

高職輔導老師看學生選擇大學
的考量因素──臺南高工觀點

在
1985年左右高職生仍以

職業教育為目標，畢

業即就業。不到幾年功夫，在

2010年左右高職生升學大學已

超過76%，各大學可以不必設招

生組，臺灣從北到南的各個大

學學生來源自是源源不斷；有

趣的是，一樣不到幾年功夫，

從南到北大學逐漸面臨招生嚴

重不足，從聯招招生不足、獨

招又招不足再獨招，面臨不得

不退場的冏況。這樣的改變有

其社會、經濟、時空、價值觀等變化因素，茲小

述如次。

社會變遷與價值觀

對於高職造成顯著影響

一、家家少子化傾向

少子化已是全球性的家庭成員模組，臺灣家庭

也不免迎向此威暴之中。七、八十年代時生育政

策以「2個孩子恰恰好，1個孩子不算少。」鼓勵

國人少生，看到生育率節節下降之時，加以政經

因素促使失業率爬升、薪資低靡、社會價值觀念

由「養兒防老」改變為「養自己最好」，科技發

達網路友誼助長遲婚、不婚、不育，視養兒育女

為畏途，諸此因素導致目前臺灣人口結構已出現

的少子化型態的社會現象。如今臺灣各縣市政府

以發獎金鼓勵生育，仍引不出國人勤於生育的誘

因。影響所及，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各

階段學程學生來源短缺，學校甚至面臨招生不足

學校即將關閉的現象，少子化顯然影響了各級學

校招生來源。

二、學以致用比例降低

傳統社會中讀書、學習目的單一化，總會順利

高中職
  櫥窗

▲高中職會依據學生情況提供建議，做為校系選擇參

考。（臺南高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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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畢業走出校門接著依所學專業直接無痕接

軌進入職場就業是很自然的事，那時候深信不移

的哲理是：只要多讀點書、比別人多點學習就可

以為自己改變命運，可以為家庭、社會做出貢

獻。

曾幾何時，「學」與「用」的聯結比例日趨淡

薄。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高職或科大畢業生在各行

各業如餐飲店、便利店、大小賣場、大小企業公

司等服務，常發現所用非其所學，所學卻無所用

之處，所學與所用的相關性已有相當差異。四年

專業學習卻與職場靦腆脫軌，常猶豫大學期間所

讀專門學系能為學生的未來帶來什麼契機？

三、科系選擇考量性降低

由於社會浮現學以致用的想法已經淡了，高職

生選擇大學科系就讀所培養的專長與自己將來畢

業後就業工作內容相關不大，既然「學」與「用」

之間的關係降溫，科系選擇考量性自是隨之降

低。不乏高職生以讀大學為目的，為讀大學而讀

大學，好不好讀、好不好過、輕不輕鬆，未來工

作好不好找，「學習」放兩邊，「學歷」擺中間，

「船到橋頭自然直」，當前的熱門學系，未來可

不一定保證也是一枝獨秀的熱門產業需求。科系

選擇不必煩惱太早，先讀大學為目標，其實未來

轉行稀鬆平常，進入職場後，「邊做邊學」很自

然，不斷換工作不會很徬徨。大學選擇也以較輕

鬆的態度來面對。

四、打工比例有增無減

不少高職學生期待有打工機會，學生打工各有

各的目的，也許是為體驗、為生活費、為協助家

庭負擔、為學費等，能在課餘有打工機會，滿足

一邊打工一邊讀書的成就感，尤其是課餘能活動

在車水馬龍繁華的都會區賺取生活零用錢，滿足

自己生活所需的欲望，似乎成了高職生就讀大學

頗為期待的必修功課。學生打工的動機不盡然是

家人少給而缺錢，有大部分的想法是想獨立、想

體驗、想考驗自己的能力，大部份學生感受家用

不足，無法滿足在外生活需求，且現行物價高於

所得，一杯飲料費用竟直逼一個午餐價格。青春

本無價，學生打工之時是以青春換金錢，所得是

否與青春等值？是否有其附加價值？也是值得衡

量深思的問題！

五、迷惘難解的新世代

高職輔導老師最常接觸到學生在高三下學期初

階段，帶著憂慮迷惘的眼神走進輔導室，因為對

於接下來的生涯路很迷惘，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

走才是最適合的自己。

事實上，這個「聲光時代」的年輕人不是「海

浪滔滔我不怕，張起帆兒向前划」年代的父母容

易理解的，但不可否認的，他們卻是最值得陪伴

和培養的孩子。因為他們是最富於創意和獨特性

的，高職階段的孩子常常没有目標卻很有夢想，

不知道什麼是苦卻很想和同伴一起去嘗試苦滋

味。他們與父母不很熟，與學校的老師又時有衝

突，不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兒，卻很有闖盪社會

的勇氣，這群孩子是在迷惘中成長，迷惘或許是

他們成長的關鍵。

六、大學威望淪落

讀大學是高職生的生涯重要階段，能從大學畢

業代表已榮獲高智識能力人才保證的表徵，成為

大學生便是高職生力求上進的動力，隨著廣設大

學的結果，學測70分可上大學、統測100分可上

科技大學，曾幾何時大學的威望淪落，大學學術

能力保證的招牌已難振聾發聵，已經有許多大學

為招生焦頭爛額，招生快成為學校行政單位最困

難的惡夢工程。

二十年來臺灣教育歷經不斷教改，各階段的教

育制度都有大幅度調整和不斷創新，加以資訊發

達，鄰近國家大學教育經營樣態也多有所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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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的可以看到大學如百貨公司般林立，大

學校系更因應學生選課需求設立出奇推新的系

別，例如因應高職生對烹飪的喜好設置了餐飲

系、因應高職生在運動健身的需求，許多大學都

開設運動休閒相關學系等等；臺灣的大學教育已

廣開門扉，正邁向普及化、自由化、多元化甚至

社區化了。

大學端應注重學生需求以吸引更多學子

就讀

我們這個臺灣土地面積有限，大學設立密度卻

不低，正因為大學廣設，學系五花八門如雨後春

筍，學生有更多的機會來選擇更適合自己的興

趣、性向、能力的大學校系來培養自己、教育自

己。時下高職畢業生以怎樣的角度、眼光來選擇

大學就讀？在輔導室每年陪伴輔導如何選擇大

學的高職學生不知凡幾，不同家庭樣態對子女

選讀大學校系也各有選擇的思考背景，以下即

以綜理本校高三學生怎樣選擇大學的思維舖陳一

二。

一、產業合作的吸引力

目前高職畢業生一畢業即就業的比率大約不到

5%，大部分的高職生還是選擇升學科大，事實

上學生真正的想法是想就業卻又想和大家一樣升

學，希望既能早日進入職場卡位，又希望能在學

歷上與人一較長短，不落人後，所以科大若能同

時與產業合作機制，當能吸引學生意願就讀。例

如南部某金融管理學院即以畢業即可進入集團服

務為號召。

二、國立收費提升學生就讀意願

私立大學註冊費看科系大約是國立大學的2-3

倍，常發現一些比較有想法的高職生對某科大

某學系特別鍾愛，心中極盼望能就讀，但如果

礙於高昂的學費而無法就讀，對大學端或高職

生都是一種遺憾，若能比照國立收費栽培有意

願有能力的學生，不但校方能贏得栽培人才的

美譽，學生更是獲益良多，若學習有成他日亦

是社會國家棟樑，南部某私立大學以國立大學

收費廣為人知，同時意外成就了學校的招生亮

點。

高中職
  櫥窗

▲地球村、世界一家的思維已成為世界大學教育的潮流。（臺科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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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上國際化潮流，注入彩色校園

地球村、世界一家，已是世界上大學教育的潮

流，臺灣英語教育學了10年無法開口，外國人在

臺灣1年即可在臺灣通行無阻，大學端若也廣納

外籍師資、外籍學生，塑造一個國際化的大學校

園，活絡國際化師生交流，刺激學生學習外語的

附加目標，學生自覺確信自己外語能力必將提

升，也將吸引學生選校焦點，引領學生參與國際

化潮流，地球村大學原來就在眼前。

四、教授走出研究室向高職生SAY HELLO

世界大學名校美國哈佛大學為因應世界性少子

化也遊走世界宣導校系，各大學教授又怎能安坐

研究室？高職生每年都為甄選入學的面試而忐忑

不安，為解決學生的擔心，學校一定請到大學端的

科系教授為學生模擬面試，感謝大學教授不吝指

導，言無不盡，為學生提出中肯的建言，教授對學

生的盡心指導也感動了在場師生和家長，紛紛表示

眼前就有最優秀的科系指導教授值得追隨，為什

麼要去讀完全不知是否會受完善指導的校系呢？

五、精彩的通識教育，學長姐來宣揚

高職生2學分的生涯規劃課程要將12課內容包

括自我探索、生命教育、性別教育、婚姻教育全

部授完簡直不可能，即使授完也可能是騎馬看花

難以盡興，如果大學能延伸生涯規劃課程，與高

職教師協同教學，提供精彩的通識教育，培養學

生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且對不同的學科領域也

有所涉獵，以至能將不同的知識融會貫通，最終

培養出人格完全、完整的人。

這樣的課程是能感動人的，當學弟妹為修課內

容諮詢學長姐時，這科令人刻骨銘心的教學內容

將也能吸引高職生認識大學教授的教學品質，心

中自有定奪。

六、配合興趣，建立彈性主、輔修機制

高一入學時已經分流高職3年的研讀科別，高

職3年的學習有些學生固然清楚自己的方向，也

有不少學生在轉修或輔修的十字路口彳亍猶豫，

選擇了志願學系卻不是自己的志願科大，選擇了

志願科大卻上不了自己的志願學系，大賣場式的

科大友善的提供一次買足所需，釋出更多協助興

趣探索的機會，建立彈性自主輔修機制加上優良

師資所提供專業諮詢，如此友善校園相信能令更

多的高職生有更多的安全感。

七、關注家庭教育，親師座談不缺席

雖然有不少父母認為子女要為自己的決定負

責，這句話對不少的高職生而言仍有不輕的壓

力，選校或選系徵詢父母的想法意見占有不低的

比率，父母的現實考量，校系選擇比較對高職孩

子相信有一定的影響因素。高職生的父母親對子

女讀哪個科大的關心度並不少於孩子，當初入學

高一的想法是決定走職業教育，延伸的科大是否

能實現加深研究、累積專業實力？對父母而言是

一種檢核，在高職階段三年中有6次的親職座談

會，科大若能提供校系經營願景，讓父母理解校

系的發展方向與未來出路，更能堅定校系選擇考

量。

「條條道路通羅馬」雖然是一句老掉牙的話，

但是每年都用這句話撫慰了多少高職生選擇大學

時忐忑的心，每個人都想要一個心目中的第一

校，事實上，選對了校，日後永遠幸福快樂嗎？

選錯了校，日後永無翻身之處嗎？張忠謀說失敗

的經歷使他知道怎麼成功。馬雲也說他的成功來

自失敗，清楚選擇大學這件事之後更重要的事是

確立日後長遠的人生方向，以及面對未來所需要

的專業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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