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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初探索：想像與真實

 天下沒有白吃的高薪，也沒有毫無理由
的低薪

 compensation＝薪酬‧補償

 高薪≠快樂(護理師)，低薪≠不滿(遊戲
動畫師)

 看到月亮的另一面：任何工作不可能完
美，也不可能爛到一無是處



職涯初探索：想像與真實

 這些工作真的那麼棒嗎？空姐‧廚師‧
記者‧建築師‧動物園管理員‧出版社
編輯‧諮商心理師‧公務員‧健身教練
‧造型設計師

 這些工作真的那麼爛嗎？科技工程師‧
修車師傅‧司機‧業務員‧護理師‧美
術設計



職涯初探索：想像與真實

 這些領域的出路真的那麼熱嗎？生物科
技‧環境工程‧醫學院

 這些領域的出路真的那麼冷嗎？外交‧
數學‧物理

 不要看電視選未來



未來能見度較高的搶手人才
 高齡社會相關→醫護、復健（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聽語治療）、營養、社工

 智慧科技相關→資工、資管、數學（應
數）、統計

 創意相關→(文字/影像/設計/行銷/活動
∕顧客體驗設計)

 新南向相關

 跨界人才



生涯選擇的綜合考量因素

 外在因素1：產業與就業趨勢

 外在因素2：家庭經濟條件

 內在因素1：興趣

 內在因素2：性格特質

 內在因素3：能力優勢：輕鬆達到高成就

 內在因素4：人生理想：金錢地位or社會
貢獻or自由無拘or自我實現or小確幸



生涯選擇的綜合考量因素

 職業由盛而衰的生命週期縮短

 3年後的熱門職業，可能現在尚未誕生

 台灣冷門，不代表別國也是如此

 改善家計脫貧的最快方式不是去當軍警

 清寒小孩養不起家的低薪職業

 興趣：娛樂興趣還是職業興趣？階段性
還是已定型？當成業餘還是正業？



生涯選擇的綜合考量因素

 能力跟不上興趣怎麼辦？

 把自己放在能力最擅長的戰場：各領域
只要到達頂尖，收入、地位與影響力無
太大差別

 寧可當冷門領域的A咖、而非熱門領域的
C咖

 人生理想沒有是非對錯，但有得必有捨



找人生方向，請你跟我這樣做

 人生跑得快，不如跑得對

 倒推法

 人力銀行藏寶圖

 廣泛涉獵課外書

 瞭解周遭長輩的所學所做

 參加比賽

 聽演講



找人生方向，請你跟我這樣做

 參加學校營隊

 運用心理測評工具

 聽聽別人眼中的你

 從功課成績與成就感找線索

 尋找角色楷模

 人生的想像力

 勇敢當開路先鋒



 勇敢做開路先鋒：很多科系的出路，尚
未被人走過：過去的社會系、護理系，
現在的人類系為例

 有時是否冷門，要看落腳何國，台灣冷
門不代表別國亦如是→教育（幼教/線上
教育） 、環保、電影在中國；生技、醫
檢、醫學放射師在新加坡



社會組VS.自然組

 有些未必能截然二分（ex心理系）

 學測無差(護理系為例) ，指考差很多

 自然組很容易學以致用；但社會組想要
學以致用，出路選擇比較少，反倒是學
非所用機會多，因此轉行稀鬆平常

 自然組「科系—職務」對應明確，社會
組則頗為模糊，因此畢業頭幾年很徬徨
，會不斷換工作，摸索尋找合適的落點



社會組VS.自然組

 自然組大部分的專業是在學校習得，社
會組大部分專業則是進入職場後，再從
工作中「邊做邊學」

 社會組對應的服務業或業務職工作，大
都不限科系，中文系、企管系、社會系
、哲學系…，任何科系都可應徵。這也
意味著對社會組來說，沒有所謂「就業
冷門科系」



社會組VS.自然組

 服務業與業務行政職，都是人際互動的
工作，因此特別重視溝通、禮儀等軟實
力，以及親和力、貼心等性格特質；相
對來說，科系等學歷條件較為次要

 差別不在工作機會多寡，而在平均薪資

 社會組與自然組殊途同歸→跨界

 政府與大學開始強制要求人文社會科系
學生接受資訊教育



社會組VS.自然組

 學歷掛帥：科技業→中前段大學＋碩士
學位→構成95%就業競爭力→決戰點不在
大學部

 比賽與作品掛帥：創意設計&手藝

 證照掛帥：師字輩如律師、會計師、土
木技師



社會組VS.自然組

 個人特質掛帥：金融服務業&業務職→社
會組的學歷只佔就業競爭力50% ，另外
50%取決於個人特質&軟實力

 服務業重視：打工實習經驗＋課外社團
活動＋志工＋語言力＋軟實力（溝通/人
際力/察顏觀色/同理心/EQ/AQ） ＋氣質
儀態＋外型＋體能＋狀況反應力



科系怎樣選—從成績

 物理強→電機系、電子系、光電系

 化學強→化學系、應用化學系、化工系
、材料系、環境工程系、藥學系、食品
科學系、化妝品系、生化系

 數學強→統計系、資工系、電信/ 通訊
系、財金系、經濟系

 中文強→廣告系、影視/傳播/戲劇系



科系怎樣選—從成績

 外語強→國貿/國企系、觀光休閒系、
外交/國際關係系

 歷史強→社會系、政治系、新聞系、企
管系

 公民社會強→法律系、社會系、政治系
、公行系、國關∕外交系

 地理強→地政/土地資產管理系、水土保
持系



科系怎樣選—從性格

 商管與社會科學/理工/醫藥衛生/生命科
學的對應性格

 性格要求鮮明的科系：以會計系與新聞
科系為例

 名校小系的問題：牙體技術、口腔衛生
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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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甄選入學著重溝通力、同理心
、情緒管理能力→住院醫師每周工時達
100小時

 牙醫系：疾病治療VS.美容：後者如齒顎
矯正，醫師手要巧→加考素描與雕塑

 口腔衛生系與牙體技術系的問題

 中醫的與時俱進（醫美、氣喘、過敏、
不孕 ）



 藥學系未畢業被搶→陸客商機

 醫藥化學系（製藥/生醫/醫材/香粧）

 中草藥‧化妝品相關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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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營養/保健營養系在醫療體系外的機
會多（醫美健檢診所/月子中心/生機食
品連鎖店/瘦身美容業/藥妝店）

 營養科系的口語表達力

 腎臟糖尿病專科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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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學系新亮點：伴手禮‧便利超商/
冷凍食品‧健康食品‧銀髮慢性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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