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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部地區技專校院學習障礙學生（簡稱學障生）生涯輔導需求，及不

同背景變項之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與獲得之差異。採自編「技專校院學生生涯

輔導需求與現況調查問卷」為工具，共回收 212 份，回收率 70.7%；有效問卷 210 份，問

卷有效率 99.1%。結果顯示：(1)整體技專校院學障生生涯輔導需求皆高於獲得；需求程度

由高至低為「外在資訊的掌握」、「自我瞭解與評估」、「社會支持系統」；(2)技專校院學障

生在生涯輔導需求程度，不因背景變項不同而有差異；(3)除「入學管道」外，不同職群類

別、就讀學制、就讀年級及生理性別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涯輔導獲得程度皆有差異；(4)

不同背景變項之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皆高於獲得；(5)技專校院學障生最需要之

生涯輔導內容為「外在資訊的掌握」，且以職涯資訊提供、職場體驗、職場訓練與實習的需

求為最高。文末，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生涯輔導相關工作者實務應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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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在國內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

對弱勢族群權益重視的浪潮下，教育部為

提升身心障礙學生（簡稱身障生）進入大

專校院就讀的機會，除現行繁星入學、個

人申請、考試分發等多元入學管道外，亦

辦理身障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另外，自

96 學年度起，學校依身障生之特性，辦理

單獨招收身障生考試，提供更多元升學的

機會。是以，身障生進入大專校院的機會

逐年提升，自 2008 年的 9,302 人，到 2018

年已增加至 13,339 人。依教育部特殊教育

通報網(2017)統計資料顯示，在所有身障

類別中，學習障礙學生（簡稱學障生）已

是目前就讀大專校院的身心障礙者人數最

多的一群，佔所有大專校院身障生的

26.4%（共 3,528 人）；其中，人數分布為

一般大學(14.4%)、技職體系(84.6%)、師範

體系(0.9%)；可看出國內高等教育階段之

學障生，有相當高比例偏好選擇技專校院

就讀。 

隨著越來越多的身障生進到高等教育

階段就學、取得高等教育之學歷，某種程

度是認為擁有大學文憑能為其生涯發展奠

定良好基礎(Abreu, Hillier, Frye, & Gold-

stein, 2016)；但也不禁讓人思考，特殊教

育延伸至高等教育階段的這番美意，是否

真能提供身障生有利未來生涯發展之所

需，成為具充分就業力及生活品質的成

人？陳麗如(2014)的研究指出，身障生進

入高等教育所擁有的多元管道，對他們而

言，看似是種學習權益的保障，但也因為

他們在起始點的學習能力常不如同儕，較

無多餘的心力修習第二專長提升自身就業

力，以致對自身專業能力較無信心，影響

其職涯發展。此外，當今社會大眾對障礙

類別外顯之身障者，多能給予同理與接

納；反觀障礙類別內隱、無法直接從外觀

判斷者，如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者，

往往在向他人解釋其因為障礙而需要進行

各項服務調整時，是感到有壓力，且較易

受人質疑的(Adams & Proctor, 2010)，長遠

來看，不僅影響其自我認同，亦會降低他

們向外求援的動機。由此可知，欲使身障

生得以在其生涯發展上自信展能，需透過

相關輔導人員就其障礙特徵，擬定適性化

的生涯輔導內容，藉此了解自我與社會環

境，擬定出個別化的生涯計畫，方能協助

身障生做出適性適才的生涯抉擇，進而達

到自我實現之目標。 

研究者目前於高中從事生涯輔導工

作，深知當今社會正面臨快速的變遷，生

涯輔導已是不容忽視的重大議題。面對為

數眾多的學障生進到技專校院就讀的趨勢

下，究竟他們在生涯輔導的迫切需求為

何？相關輔導人員該提供什麼樣的生涯輔

導？方能有效協助他們順應未來離校後的

生活，皆為本研究欲探究之主因。回顧近

年來，針對高等教育階段學障生之相關研

究，多聚焦探討學生就學期間生活適應之

問題（周佳樺，2013；洪秋慧，2009；謝

秀卿，2013）；生涯輔導領域的研究相對較

少，有必要進一步了解學障生於技專校院

之生涯輔導需求與獲得情形。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據此，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中部地區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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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技專校院學障生之生涯輔導需求與獲

得現況，並回答以下待答問題： 

1. 技專校院學障生生涯輔導之需求程度

與獲得程度現況為何？ 

2. 不同背景變項之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

涯輔導的需求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3. 不同背景變項之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

涯輔導的獲得現況，是否有顯著差異？ 

4. 不同背景變項之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

涯輔導之需求程度與獲得現況，是否有

顯著差異？ 

5. 技專校院學障生對學校所提供之生涯

輔導相關建議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生涯輔導之概念 

（一）生涯輔導之意義 

關於生涯輔導的定義，吳芝儀(2000)

認為生涯輔導工作旨在協助個人達成每一

階段之生涯發展任務，並為下一個階段之

發展做好預先的規劃和準備；而林幸台

(2007)則指出在個人每一階段的生涯發展

任務中，藉由生涯輔導的介入，協助個人

建立並接受一個統整且適切的自我概念，

同時將此等概念轉化成實際的工作選擇與

生活方式，藉由適切的角色與行為展現，

滿足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需要。此外，金樹

人(1997)特別強調生涯輔導相關人員與其

專業性的重要，指出生涯輔導係指輔導人

員結合自身專業知識，提供一套有系統的

計畫，用來促進個人的生涯發展；而連秀

鸞(2015)認為，生涯輔導是學校相關人員

協助學生從自我瞭解、自我試探的活動

中，針對各種生涯選項，做出最適配自己

的生涯抉擇過程；後者在定義上，更著墨

生涯輔導過程中的自我瞭解與試探。 

對身障生來說，有效的生涯輔導能促

進自我了解、發展生涯抉擇能力，並透過

事前模擬與計畫訂定個別化的未來目標，

有助於增加個人成就感與自我肯定；對其

家庭而言，則能減輕負擔，進而化解許多

因孩子障礙而衍生的家庭問題；對社會而

言，更是能透過學校端生涯輔導之教育，

使每位身障生擁有一技之長、貢獻社會（林

宏熾，2003；林幸台，2007；姜樹仁、林

玉如、陳淑青，2006）。 

綜合上述，生涯輔導係指專業人員利

用專業知識，協助個體了解自我與社會環

境，並從各種生涯選項中擬訂出適配性最

佳之計畫、並作出抉擇，以達到個人自我

實現之過程；而無論普通教育或是特殊教

育領域，培養學生生涯規劃能力皆為相當

重要的教育議題。 

（二）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實施現況 

目前國內大專校院多數由各校學生諮

商輔導中心、學生輔導組或實習就業輔導

組、職涯發展中心等單位，進行生涯輔導

服務之研擬與推行；此外，為提供大專校

院身障生更多的支援與個別化輔導，教育

部也在各校設立資源教室，作為身障生主

要尋求協助之管道（林坤燦、羅清水，

2008）。 

林素貞(2006)彙整全臺 13所大專校院

資源教室相關服務項目與內容，主要包括

學業輔導、生活輔導、轉銜輔導及諮商輔

導四大項目；其中，在轉銜輔導方面，各

資源教室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可歸納為(1)

入學輔導及能力評估；(2)生涯探索活動；

(3)提供就業訊息與專長訓練；(4)轉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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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從中可知，在轉銜輔導的實施項目中，

多數大專校院資源教室相當著重學生個人

層面之探索，並適時提供相關就業資訊與

訓練，並在學生畢業前邀集相關人員一同

參與轉銜會議。 

林月仙與何明珠(2013)則以雲林一所

科技大學資源教室為例，分享其輔導大專

校院身障生之經驗，其中，在生涯輔導方

面，資源教室曾辦理的活動包含(1)成長團

體活動：著重讓學生找到自己的興趣與優

勢能力；(2)職業輔導活動：包括身心障礙

校友返校座談會、邀請企業主管到校職業

講座、實際面試技巧之演練、撰寫求職履

歷以及企業參訪；(3)與科技產業合作計

畫：由產業端與學校端互相合作，一起協

同管理身障生在工作端的出勤與表現；(4)

召開身障應屆畢業生就業轉銜會議：於身

障生畢業前一學期，邀請身障生本人、其

家長、系主任、導師、就業端相關服務人

員一同參加，就身障生未來就業權益、及

地方政府及就業服務站所能提供的就業服

務進行座談。 

陳秀芬與張正芬(2003)以臺灣師大為

例介紹資源教室之服務模式，其校內在生

涯輔導方面主要提供之服務包括(1)心理

測驗；(2)經驗分享；(3)就業轉銜講座；(4)

訊息提供；(5)實習輔導；(6)轉銜資源連結

通報。此外，亦會提供定期追蹤輔導，檢

視上述執行情形並做適當的修正。 

國內曾有多位學者針對大專校院資源

教室提供身障生之服務措施進行研究（曲

智鑛，2009；林月仙、何明珠，2013；林

坤燦、羅清水，2008；邱睿，2015；許天

威、蕭金土、吳訓生、林和姻、陳亭予，

2002；陳秀芬、張正芬，2003；張馨予，

2016；蔣忠惠，2015），其中，大致可將大

專校院資源教室所提供之服務項目歸納為

以下四大面向：(1)學習輔導：包括選課指

導、課後輔導、彈性調整評量方式、同儕

輔導等；(2)心理輔導：如協助身障生自我

探索、對自身障礙的悅納、心理諮商等；

(3)生活輔導：包括校園生活適應、定期舉

辦支持性團體聚會、住宿生座談等；(4)生

涯輔導：如個人能力評估、心理測驗、職

業訓練、辦理職涯參訪活動、校友講座、

口面試指導、履歷撰寫、辦理轉銜會議等。 

另外，關於大專階段生涯輔導內涵與

時程安排，教育部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資

源手冊(2014)中提到，若期望轉銜服務能

發揮成效，學生對畢業後的規劃與前置準

備應從入學即開始進行，且可提早在大一

至大三提供職涯探索講座，以協助學生了

解自身興趣與職涯方向；在學生畢業前一

年，除生涯輔導活動外，亦當加入就業準

備活動，如提供職場資訊、與準畢業生探

討未來生涯規劃；一旦學生獲得充分的資

源服務，便能在畢業後應用生涯輔導所發

掘之能力，選擇適性適才的職業與生活方

式，達成自我實現。林宏熾(2003)更特別

提到，身障者的生涯輔導與一般社會大眾

之最大差異，在於其「外在支持系統」，如

家庭支持、社區關懷、相關團體的協助等

相關生態系統介入之必要性。 

綜上所述，手冊中所提，除提供大專

校院第一線專業人員工作指引外，也可一

窺國內大專階段生涯輔導工作著重之面

向；在此前提下，各大專校院也因著校內

人力、財力、資源分配等差異，發展出多

元化的實施策略與方法。儘管如此，在實

務研究中仍發現，身障生在生涯的實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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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如預期，如林坤燦與羅清水(2008)的

研究發現，大專身障生對校內生涯輔導相

關支持服務的需求與現實仍存有相當程度

的落差；邱睿(2015)與蔣忠惠(2015)同樣以

大專校院階段為範疇，就情緒行為障礙與

自閉症、智能障礙學生進行研究，其結果

顯示大專身障生在生涯輔導有高度的需

求；陳麗如(2014)的調查更指出，有就業

傾向之身障生畢業後能順利就業者僅佔

51.4%。由此可知，面對未來離校後的生

涯發展，若未能在大學及早規劃與瞭解，

將會影響其未來就業之表現，因此，大專

階段生涯輔導之重要性不容小覷。 

關於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實施成效，林

坤燦與羅清水(2008)的研究結果指出，大

專身障生主要尋求資源教室提供之輔導服

務項目中，以學習輔導為主、其次即是職

業與生涯輔導；其中，針對學校資源教室

所提供之支援服務覺得還想進一步了解

的，以「就業層面」需求為最多，包含畢

業後的就業輔導、就業服務方案、職業訓

練以及職場就業的相關資訊、協助取得相

關證照等。上述結果與曲智鑛(2009)的研

究結果相互呼應；該研究發現，身障大學

生對於校內提供之生涯輔導的滿意度為最

低，得分最低的題目中包含「提供就業市

場的趨勢與分析」、「提供求職面試技巧」、

「提供不同職業所需資歷和證照訊息」以

及「提供升學或進修相關的訊息」，由此可

知大學身障生對生涯輔導服務之高度需求

與期待，是一不容忽視的課題。 

二、學習障礙者生涯輔導之概況 

學障生在成長過程中往往受到學習障

礙身心特質的影響，以致其在校園生活中

時常在學業學習、社交技巧、情緒與行為

管理方面備感壓力，甚至容易產生挫敗感

（徐含宜，2016）；伴隨障礙所衍生出的困

難並不會因為離開校園便煙消雲散，而是

會成為他們接觸工作世界時的阻礙，一旦

阻礙沒能被克服，便容易導致學障者難以

適應。因此，如何讓學生在邁入職場前，

使其具備生涯規劃的能力便是一個很重要

的課題。 

在當前高等教育學歷愈趨普及的時

代，如何擴展眼界、充實自我，以具備面

對未來未知挑戰的能力已成了所有準畢業

生相當關切的問題，對學障者來說也不例

外。 

社會上普遍存在著對學障者的迷思，

認為學障者在學習方面所產生的困擾，會

隨其離開校園後消失殆盡，自此一帆風

順，但事實並不然；Johnson 在 1984 年的

研究中提到，高等教育階段學障生離校

後，仍受到其閱讀理解、書寫能力與口語

表達能力等方面之障礙特徵所困擾，而這

些阻礙更延續至工作環境中，讓就業一事

更加雪上加霜（胡永崇、黃秋霞、吳兆惠、

胡斯淳、顏玉華譯，2006）；上述結果在二

十年後的研究中，仍有 72.8%大學畢業的

學障成人認為學障的特徵影響了他們的工

作表現，其影響的範圍包括書寫相關的工

作、閱讀理解與組織的技巧 (Madaus, 

2006)。由此可知，若學障者對其自身障礙

的認知不足，亦會連帶影響其職涯探索與

規劃未來生活的能力 (Hitchings et al., 

2001)。 

Cheong 與 Yahya (2013)指出，對學障

者來說，其轉銜的需求共同點包括合作的

支持系統、工作指導、自我倡議的訓練、

生涯輔導和轉銜評估、職業訓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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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障者提到在轉銜計畫訂定過程中，希望

能邀請家長、教師、轉銜相關專業人員一

同參與，也希望職訓相關人員能對本身的

障礙情況與學習方式能有所了解。 

吳佩倫(2015)研究指出：(1)學障者就

業歷程部分，參與者的「特質」與「環境

支持」會影響其學習速度及工作適應；在

生涯探索與抉擇時會考慮自己的優弱勢能

力，並探索自己的興趣；也有參與者會考

慮家人的建議。(2)學障者工作適應部分，

其工作適應困境多與參與者的「學障特質」

有關，參與者在工作上仍須面對閱讀或書

寫困難所帶來的適應問題。而參與者採用

的解決策略較多元，會依據個人需求及環

境限制，採用單一或多種的因應策略以克

服其適應問題，如減少接觸機會、大量練

習、請他人協助以及研發替代方式。 

黃筱惠(2016)以全國大學校院學障生

為對象，探討其就業轉銜服務之需求與學

校提供其就業轉銜服務程度之現況；其結

果發現：(1)大學校院學障生需求程度最高

之就業轉銜服務依序為職業探索與準備、

資源連結、校內就業支持、自我探索。(2)

大學校院提供學障生相關之就業轉銜服務

中，提供程度最高者依序為自我探索、校

內就業支持、職業探索與準備、資源連結。

整體而言，針對大學校院學障生在就業轉

銜服務的「自我探索」需求有被滿足，但

在「職業探索與準備」方面，學校所提供

的服務並未滿足學生之需求。 

Getzel、McManus 與 Briel (2004)特別

點出，職涯探索服務為大專階段學障生最

重要的支持服務，而這其中包含提供其就

業相關知識、面試技巧、工作技能和工作

態度等，才能使職涯探索更具備全面性。 

Piers 與 Duquette (2016)在其研究中強

調應提升學障生之復原力，使他們得以在

生涯任一時間點遇到困難時，得運用自身

能力去克服或有效尋求資源予以協助；從

該研究的訪談資料中可以發現，復原力的

提升仰賴的是環境中的保護因子累加，包

含越早診斷出學障者對障礙的接納越高、

父母與手足的支持、學校同儕與師長的接

納與協助、清楚自我目標、自我倡議的學

習、障礙的自我悅納等。由此可知，復原

力是可以透過個人與環境交互作用之下被

培養的，當復原力日亦茁壯時，即便是離

開校園生活的保護傘，也得以在未來環境

中做良好的調適，並將這樣的能力延續到

個人未來生涯的任一個階段。 

張馨予(2016)的研究顯示，整體而言

大專校院學障生的需求程度是高於獲得程

度的，其中以「生涯輔導」向度的需求為

最高，需求排序由高至低分別有：提供工

作職缺或公職考試、提供校內外實習或建

教合作的機會、提供各種職業證照考試之

訓練、指導求職相關技巧、提供畢業後之

就業輔導、協助探索個人職業性向與興

趣、提供就業能力的增能課程或學程。但

從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在生涯輔導該向度的

實際獲得程度卻是最低的，可以明顯看出

現階段學校端所提供的生涯輔導支持服

務，尚無法滿足大專校院學障生之需求。 

綜上所述，在探討學障生生涯輔導時

皆強調學生之「自我認識與了解」，尤其考

量學障生障礙特徵，過程中應避免使用生

難字詞，或需留意學業困難所導致的生涯

抉擇與生涯目標訂定之阻礙。此外，「外在

環境的資訊掌握」則強調對升學進修或工

作世界的多方認識；部分研究也留意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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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系統」方面，家庭成員的支持、

學校相關單位的協助，甚至相關人員一同

參與轉銜會議對學障生生涯發展之必要

性。故本研究擬以「自我瞭解與評估」、「外

在資訊的掌握」及「社會支持系統」三向

度，作為本研究生涯輔導問卷之架構，探

討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涯輔導之需求與獲

得現況。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苗栗縣技專校院學障生進行調查，共發出

300 份問卷，回收 212 份，回收率 70.7%；

有效問卷 210 份，問卷有效率 99.1%。研

究對象基本資料分析見表 1；受試對象之

取得，係電話聯繫委由各校資源教室教師

詢問學生填答意願後，再行施測與從旁協

助。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自編之「技專校院學生生涯

輔導需求與現況調查問卷」進行調查，問

卷架構基礎，參考Swain於1984年所提「生

涯金三角」之概念設計，其認為個體在做

決定時，要考量自我了解、教育與職業資

訊、個人與環境的關係三向度（引自金樹

人，1997，頁 50）；惟研究者考量研究對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分析 (n = 210)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職群類別 

人文 

理工 

商管 

醫藥 

設計 

71 

45 

46 

19 

29 

33.8% 

21.4% 

21.9% 

9.0% 

13.8% 

就讀學制 
四技 

二技及五專 

189 

21 

90.0% 

10.0% 

就讀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88 

51 

40 

31 

41.9% 

24.3% 

19.0% 

14.8% 

生理性別 
男性 

女性 

124 

86 

59.0% 

41.0% 

入學管道 

聯合招生 

身障生甄試 

身障生獨招及技優 

58 

101 

51 

27.6% 

48.1%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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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特殊性，將生涯輔導需求與獲得程度分

為自我瞭解與評估、外在資訊的掌握、社

會支持系統三向度，每向度各 16 題，共

48 題（詳見附錄一）；其中，亦設兩題開

放式問題，以深入了解學障生對生涯輔導

之看法。 

學者專家審查方面，係委託學者專家

針對自編問卷進行內容效度評鑑，以建立

研究問卷內容效度；並根據審查建議，將

不適切之題目予以修正或刪除（表 2），遂

進行預試。 

本研究取樣中部兩所科技大學學障生

作為預試對象，共發出 39 份問卷，回收

31 份，回收率 79.5%。於問卷回收後，以

Cronbach’s α係數檢驗問卷之內部一致

性，並將刪題後整體α值提升之 1、20、

26、42 題予以刪除；整體而言，預試問卷

之係數介於.887 至.984 之間；正式問卷之

係數則介於.930 至.983 之間，皆具高度可

信度。專家效度方面，經專家審查認為，

問卷之編製與研究架構相符合，具有良好

內容效度。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正式問卷回收後，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20.0 進行統計問卷分析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計算受試學生在問卷各題項分數平均

數，以此回答待答一。 

（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技專校院學障

生，在生涯輔導三向度需求程度、獲得現

況的差異情形；統計結果若達顯著差異，

則以最小顯著差異法 (LSD)進行事後比

較；並以此回答待答二、三。 

（三）相依樣本 t 檢定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技專校院學障

生，在生涯輔導需求與獲得程度間的差異

情形；並以此回答待答四。 

（四）開放式回答統整歸納 

統整受試學生填寫之開放式回答，依

本研究三向度「自我瞭解與評估」、「外在

資訊的掌握」及「社會支持系統」進行同

屬性歸類，例「探索個人、能力」即歸類

於「自我瞭解與評估」層面、「生涯資訊的

提供」即歸類於「外在資訊的掌握」、而「同

學協助」則歸類為「社會支持系統」；並將

此歸類與統計分析結果進行比較，以回答

待答五。 

肆、結果與討論 

生涯輔導需求程度方面，計分方式

為：非常不需要（1 分）、不需要（2 分）、

需要（3 分）、非常需要（4 分），故各題目

得分平均值為 2.50 分，高於平均值 2.50 

表 2 

學者專家審查結果總表 

向度 刪除題項 修改題項 
自我瞭解與評估 9 5, 8, 9, 13, 16, 17, 18, 19, 20 
外在資訊的掌握 36, 40 22, 28, 29, 30, 32, 33, 34, 35, 39 
社會支持系統 42, 48, 49, 56, 57 41, 43, 44, 45, 47, 51, 58, 60 



 
 
 
 
 
 
 
 
 
 
 
 
 
 
 
 
 
 
 
 
 
 
 
 
 
 
 
 
 
 
 
 
 
 
 
 
 
 
 
 
 

 

˙39˙ 

 

中部地區技專校院學習障礙學生生涯輔導需求之研究 
 

分，表示學生在該向度的生涯輔導需求程

度較高；而生涯輔導獲得程度方面，計分

方式為：完全無獲得（1 分）、少數獲得（2

分）、大多獲得（3 分）、充份獲得（4 分），

因此各題目得分平均值為 2.50 分，高於平

均值 2.50 分，表示學生在該向度的生涯輔

導獲得較多的協助。以下依問卷結果予以

說明： 

一、整體技專校院學障生生涯輔導需求高

於獲得程度 

由表 3 可知，技專校院學障生整體生

涯輔導之需求程度 (2.85)高於獲得程度

(2.57)。其中「外在資訊的掌握」之得分高

於整體需求平均值 2.85 分，顯示在生涯輔

導次變項中，學障生對外在資訊的掌握有

較高的需求程度。尤其是「能提供更多就

業相關資訊(3.03)」、「能舉辦模擬面試增加

實際經驗(2.99)」及「提供校內外實習或建

教合作的機會(2.98)」。獲得程度排序最低

之後 10 名中，包含自我瞭解與評估 0 項、

外在資訊的掌握 9 項、社會支持系統 1 項；

此結果顯示，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涯輔導

向度中，對於「外在資訊的掌握」獲得程

度較低。尤其「請企業主到校進行職場講

座 (2.36)」、「能協助安排參加職業訓練

(2.39)」以及「能了解身心障礙權益相關法

律條文(2.39)」。整體而言，技專校院學障

生在生涯輔導之需求高於獲得，與林炯承

(2011)與張馨予(2016)結果相符，顯示學障

生之生涯輔導仍有多數需求未被滿足，有

待相關單位更多的服務提供。 

另一方面，技專校院學障生在「外在

資訊的掌握」有高需求、低獲得的情形，

而在「自我瞭解與評估」方面，則是學障

生感受獲得程度最高之生涯輔導服務，其

次則是社會支持系統；此結果與黃筱惠

(2016)與張馨予(2016)之研究相符，即大專

階段學障生需求程度最高為職業探索與準

備、相關資源的連結；而獲得程度最高為

自我探索以及校內就業相關支持；顯示在

職業探索方面，學障生自覺學校所提供的

服務並未滿足其需求。 

此外，王文珊(2009)研究之對象雖是

高中職學障生，但研究結果同樣顯示學障

生對生涯發展有高度需求，且需求最高為

了解畢業出路、取得職業證照、教導面試

面的生涯輔導服務項目；且該研究中同樣

指出學障生認為「教導面試技巧」的獲得 

表 3 

技專校院學障生生涯輔導全量表與各向度需求與獲得程度摘要表 (n = 210) 

向度 
需求程度  獲得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自我瞭解與評估 2.84 .68 2  2.70 .57 1 

外在資訊的掌握 2.90 .63 1  2.47 .61 3 

社會支持系統 2.80 .62 3  2.53 .64 2 

全量表 2.85 .59   2.5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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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認識升學管道、了解想做的工

作等，皆屬本研究「外在資訊的掌握」層

程度偏低，與本研究結果相符，關於此研

究結果，推論可能與學障生在閱讀理解、

書寫與口語表達等障礙困擾，使其在口面

試技巧及考取證照方面需要更多的協助。 

二、不同背景變項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涯

輔導需求程度與獲得程度之差異。 

 

（一）不同職群類別 

表 4 為不同職群類別學障生生涯輔導

需求程度之統計摘要表。其中，設計類學

障生在「自我瞭解與評估」、「社會支持系

統」與全量表平均數皆為最高，顯示其需

求程度高於其他職群類別之學障生；而醫

藥類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之需求

程度平均數為最高，顯示此職群類別之學

障生對外在資訊的高需求。 

表 4 

不同職群類別學障生需求程度之統計摘要表 (n = 210) 

向度 類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 

人文 

理工 

商管 

醫藥 

設計 

71 

45 

46 

19 

29 

2.75 

2.87 

2.91 

2.77 

2.93 

.69 

.63 

.66 

.86 

.69 

外在 

人文 

理工 

商管 

醫藥 

設計 

71 

45 

46 

19 

29 

2.92 

2.80 

2.85 

3.09 

3.01 

.67 

.60 

.58 

.59 

.68 

支持 

人文 

理工 

商管 

醫藥 

設計 

71 

45 

46 

19 

29 

2.81 

2.69 

2.81 

2.79 

2.92 

.57 

.64 

.66 

.49 

.70 

全量表 

人文 

理工 

商管 

醫藥 

設計 

71 

45 

46 

19 

29 

2.82 

2.79 

2.86 

2.89 

2.95 

.61 

.56 

.59 

.5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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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顯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

發現不同職群類別學障生在各向度與分量

表皆未達顯著性，說明不同職群類別學障

生在生涯輔導需求上並無差異。 

表 6 為不同職群類別學障生生涯輔導

獲得程度之統計摘要表。不同職群類別學

障生在生涯輔導獲得程度，經考驗該變項

在生涯輔導三向度之差異後，發現在各向 

表 5 

不同職群類別學障生需求程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 = 210)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自我 
組間 
組內 

 1.16 
96.31 

  4 
205 

.29 

.47 
 .62 

外在 
組間 
組內 

 1.65 
82.33 

  4 
205 

.41 

.40 
1.03 

支持 
組間 
組內 

  .99 
78.32 

  4 
205 

.25 

.38 
 .65 

全量表 
組間 
組內 

.58 
  70.99 

  4 
205 

.15 

.35 
 .42 

表 6 

不同職群類別學障生獲得程度之統計摘要表 (n = 210) 

向度 類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 

人文 
理工 
商管 
醫藥 
設計 

71 
45 
46 
19 
29 

2.81 
2.59 
2.77 
2.52 
2.58 

.54 

.63 

.54 

.67 

.50 

外在 

人文 
理工 
商管 
醫藥 
設計 

71 
45 
46 
19 
29 

2.51 
2.55 
2.51 
2.09 
2.41 

.62 

.60 

.63 

.50 

.58 

支持 

人文 
理工 
商管 
醫藥 
設計 

71 
45 
46 
19 
29 

2.61 
2.53 
2.62 
2.09 
2.50 

.60 

.65 

.66 

.57 

.63 

全量表 

人文 
理工 
商管 
醫藥 
設計 

71 
45 
46 
19 
29 

2.64 
2.56 
2.63 
2.23 
2.50 

.50 

.56 

.56 

.49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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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分量表中，不同職群類別學障生在社

會支持系統(p < .05)及全量表(p < .05)差異

達顯著，顯示不同職群類別學障生在社會

支持系統與整體生涯輔導的獲得程度有明

顯差異。在表 7 中顯示，經事後比較發現，

人文、理工、商管、設計類別之學障生，

在社會支持系統的獲得程度皆大於醫藥類

學障生。過去研究指出，就讀不同科別學

障生的生涯輔導需求及獲得程度有顯著差

異（王文珊，2009；徐含宜，2016），與本

研究結果不相符；推論原因可能是受試學

生之教育階段不同所致。前述研究對象皆

為高中職學障生，其在身心發展成熟度、

生活經驗豐富度，甚或對自身專業科目的

熟悉度、對未來升學或就業的明確程度，

皆與大專生不同，使得高中職不同科別學

障生在生涯輔導有顯著差異；而大專階段

學生則不分職群類別，在生涯發展的需求

皆相當關注如何順利轉銜進入職場、獨立

生活（吳佩倫，2015；林育陞，2016；黃

筱惠，2016；Getzel et al., 2004），因此，

在生涯輔導的需求上並沒有特別顯著之差

異。 

（二）不同就讀學制 

表 8 為不同就讀學制學障生生涯輔導

需求程度之統計摘要表；「就讀二技及五

專」學障生在全量表及外在資訊之掌握、

社會支持系統兩向度之平均數皆高於四技

學障生，說明就讀二技及五專學障生在生

涯輔導大部分需求皆高於四技學障生。 

表 9 顯示，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

發現在各向度與分量表中，不同就讀學制

學障生之間皆未達顯著性，說明不同就讀

學制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程度上並無顯

著差異。 

表 10 為不同就讀學制學障生生涯輔

導獲得程度之統計摘要表；「就讀四技」學

障生在全量表及各向度之平均數皆高於二

技及五專之學障生，說明四技學障生在生

涯輔導各向度之獲得程度皆高於二技及五

專之學障生。

表 7 

不同職群類別學障生獲得程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 = 210) 

向度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自我 組間 
組內 

 2.60 
65.94 

  4 
205 

.65 

.32 2.02  

外在 組間 
組內 

 3.27 
74.21 

  4 
205 

.82 

.36 2.26  

支持 組間 
組內 

 4.51 
80.35 

  4 
205 

1.13 
 .39 2.88* 

人文＞醫藥 
理工＞醫藥 
商管＞醫藥 
設計＞醫藥 

全量表 組間 
組內 

 2.87 
56.87 

  4 
205 

.72 

.28 2.58* 
人文＞醫藥 
理工＞醫藥 
商管＞醫藥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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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就讀學制學障生需求程度之統計摘要表 (n = 210) 

向度 就讀學制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 
四技 

二技及五專 
189 

21 
2.84 
2.80 

.67 

.82 

外在 四技 
二技及五專 

189 
21 

2.88 
3.11 

.64 

.56 

支持 四技 
二技及五專 

189 
21 

2.79 
2.84 

.63 

.48 

全量表 四技 
二技及五專 

189 
21 

2.84 
2.91 

.59 

.51 

表 9 

不同就讀學制學障生需求程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 = 210)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自我 
組間 
組內 

.04 
97.43 

1 
208 

.04 

.47 .08 

外在 組間 
組內 

.96 
83.02 

1 
208 

.96 

.40 
2.39 

支持 組間 
組內 

.03 
79.27 

1 
208 

.03 

.38 .09 

全量表 組間 
組內 

.11 
71.47 

1 
208 

.11 

.34 .31 

表 10 

不同就讀學制學障生獲得程度之統計摘要表 (n = 210) 

向度 就讀學制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 
四技 

二技及五專 
189 

21 
2.71 
2.57 

.57 

.64 

外在 四技 
二技及五專 

189 
21 

2.50 
2.15 

.61 

.52 

支持 四技 
二技及五專 

189 
21 

2.57 
2.18 

.63 

.61 

全量表 四技 
二技及五專 

189 
21 

2.59 
2.30 

.53 

.50 
 

表 11 顯示，不同學制學障生在生涯輔

導獲得程度，經考驗該變項在生涯輔導三

向度之差異後，發現不同學制學障生在外

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及全量表差

異達顯著，顯示不同學制學障生在外在資

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與整體生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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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程度有明顯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

四技學障生在上述向度的獲得程度顯著高

於二技及五專學障生。 

（三）不同就讀年級 

表 12 為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生涯輔

導需求程度之統計摘要表；在各向度與全

量表之平均數中，四年級學障生之需求平

均數整體來說屬最高者，顯示四年級學障

生在整體生涯輔導需求高於其他年級。 

由表 13 可知，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後，發現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之間皆未達

顯著性，說明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在生涯

輔導需求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 11 

不同就讀學制學障生獲得程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 = 210)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自我 組間 
組內 

.36 
68.18 

1 
208 

.36 

.33 
1.10  

外在 組間 
組內 

2.40 
75.08 

1 
208 

2.40 
.36 6.64* 四技＞ 

二技與五專 

支持 組間 
組內 

2.83 
82.03 

1 
208 

2.83 
.39 7.19* 四技＞ 

二技與五專 

全量表 組間 
組內 

1.63 
58.11 

1 
208 

1.63 
.28 5.84* 四技＞ 

二技與五專 
*p < .05. **p < .01. 

表 12 

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需求程度之統計摘要表 (n = 210) 

向度 就讀年級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88 
51 
40 
31 

2.77 
2.87 
2.85 
2.95 

.65 

.75 

.73 

.61 

外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88 
51 
40 
31 

2.89 
2.90 
2.93 
2.93 

.62 

.67 

.62 

.65 

支持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88 
51 
40 
31 

2.77 
2.85 
2.74 
2.86 

.60 

.65 

.61 

.62 

全量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88 
51 
40 
31 

2.81 
2.88 
2.84 
2.91 

.57 

.62 

.5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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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需求程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 = 210)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自我 
組間 
組內 

  .88 
96.59 

  3 
206 

.30 

.47 
.63 

外在 
組間 
組內 

  .07 
83.91 

  3 
206 

.02 

.41 
.06 

支持 
組間 
組內 

  .47 
78.83 

  3 
206 

.16 

.38 
.41 

全量表 
組間 
組內 

  .30 
71.27 

  3 
206 

.10 

.35 
.29 

 

過去研究指出對大部分大學生來說，

其生涯輔導的需求會因其「就讀年級」不

同，而有所差異（邵慧綺，2007；紀雅惠，

2005），與本研究結果不相符；推論原因可

能與學習障礙特徵所伴隨之困擾有關，即

任一年級之學障生，在求學過程中皆會因

閱讀理解、書寫能力、口語表達、組織技

巧等困難，影響其進行職涯試探、專業訓

練，甚至是規劃未來之能力；故皆同等希

望相關專業人員能多提供其適切且個別化

之生涯輔導，協助將艱澀難懂之職業資

訊，轉化為能使用之資源。其次，當今世

代網路訊息流通快速、資訊更新頻繁，且

具有資訊量豐富之特性，使用者得以透過

關鍵字搜尋，即時獲得大量相關資訊；在

此文化脈絡之下，推論高等教育階段學生

皆有能力透過網際網路搜尋之管道，瀏覽

所需資訊，惟在資料閱讀理解與篩選有用

資訊方面，仍希望學校能有較多的協助，

以致技專校院不同年級學障生在生涯輔導

的需求程度上較無明顯差異。 

表 14 為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生涯輔

導獲得程度之統計摘要表。 

由表 15 可知，經考驗該變項在生涯輔

導三向度之差異後，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

在外在資訊的掌握差異達顯著，顯示不同

就讀年級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的獲得

程度有明顯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就讀

三年級與二年級之學障生在此向度的獲得

程度顯著高於就讀一年級之學障生。 

根據研究者過去接觸大專校院之實務

經驗，針對三年級學生所提供的相關服務

中，多數資源教室會考量學生即將面臨就

業市場的挑戰 且在各學習領域上之專業

性加深加廣，而有更多相對應的生涯輔導

介入，包括教導履歷撰寫、辦理模擬面試、

職業導向相關講座等；而針對一二年級學

生，則會在生活適應、學習輔導等方面有

較多的輔導提供。此外， 本研究對象之教

育階段雖與王文珊(2009)不相符，但其結

果指出高中職三年級的學障生 因迫切面

臨升學或就業的轉銜需求，故學校的轉銜

支援也多集中在三年級，使得三年級學障

生在生涯規劃的獲得程度顯著高於一年

級，值得作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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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獲得程度之統計摘要表 (n = 210) 

向度 就讀年級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88 
51 
40 
31 

2.68 
2.69 
2.78 
2.65 

.56 

.60 

.54 

.63 
外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88 
51 
40 
31 

2.30 
2.59 
2.64 
2.50 

.61 

.62 

.52 

.59 
支持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88 
51 
40 
31 

2.42 
2.67 
2.56 
2.59 

.64 

.71 

.59 

.53 
全量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88 
51 
40 
31 

2.47 
2.65 
2.66 
2.58 

.53 

.57 

.47 

.54 

表 15 

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獲得程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 = 210) 

向度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自我 
組間 
組內 

  .43 
68.11 

  3 
206 

.14 

.33 .43 
 

外在 組間 
組內 

 4.27 
73.21 

  3 
206 

1.42 
.36 

4.00** 三＞一 
二＞一 

支持 組間 
組內 

 2.19 
82.67 

  3 
206 

.73 

.40 1.82  

全量表 組間 
組內 

 1.59 
58.15 

  3 
206 

.53 

.28 1.87  

**p < .01. 
 
（四）不同生理性別 

表 16 為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生涯輔

導需求程度之統計摘要表；男性學障生在

「自我瞭解與評估」與全量表之平均數高

於女性學障生；女性學障生則是在「外在

資訊的掌握」與「社會支持系統」向度中

顯示出較高的需求程度。 

由表 17 可知，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後，發現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之間皆未達

顯著性，說明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在生涯

輔導需求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 18 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生涯輔導

獲得程度之統計摘要表；從全量表與各向

度可知，女性學障生平均數皆高於男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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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生，顯示女性學障生在生涯輔導獲得程

度較男性學障生高。 

由表 19 可知，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後，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在生涯輔導獲得

程度，經考驗該變項在生涯輔導三向度之

差異後，發現在各向度與分量表中，不同

生理性別學障生在社會支持系統向度之獲

得程度差異達顯著，顯示不同生理性別學 

表 16 

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需求程度之統計摘要表 (n = 210) 

向度 生理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 男性 
女性 

124 
86 

2.89 
2.77 

.67 

.70 

外在 男性 
女性 

124 
86 

2.90 
2.91 

.65 

.61 

支持 男性 
女性 

124 
86 

2.78 
2.83 

.63 

.60 

全量表 男性 
女性 

124 
86 

2.86 
2.83 

.58 

.60 

表 17 

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需求程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n = 210)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自我 組間 
組內 

.75 
96.73 

1 
208 

.75 

.47 1.60 

外在 組間 
組內 

.001 
83.98 

1 
208 

.001 

.40 .002 

支持 組間 
組內 

.12 
79.18 

1 
208 

.12 

.38 .32 

全量表 組間 
組內 

.03 
71.55 

1 
208 

.03 

.34 .08 

表 18 

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獲得程度之統計摘要表 (n = 210) 

向度 生理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 男性 
女性 

124 
86 

2.63 
2.78 

.57 

.56 

外在 男性 
女性 

124 
86 

2.44 
2.51 

.63 

.57 

支持 男性 
女性 

124 
86 

2.45 
2.65 

.63 

.63 

全量表 男性 
女性 

124 
86 

2.51 
2.65 

.5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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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獲得程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 = 210) 

向度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 

比較 

自我 組間 
組內 

1.16 
67.38 

1 
208 

1.16 
.32 3.59  

外在 組間 
組內 

.29 
77.19 

1 
208 

.29 

.37 .78  

支持 
組間 
組內 

2.03 
82.83 

1 
208 

2.03 
.40 5.10* 女＞男 

全量表 組間 
組內 

01.03 
58.71 

1 
208 

1.03 
.28 

3.64  

*p < .05.  

 

障生在社會支持系統有顯著差異。經事後

比較發現，女性學障生在社會支持系統層

面之獲得程度顯著高於男性學障生。 

三、不同背景變項技專校院學障生生涯輔

導需求與獲得現況之差異分析 

（一）全體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與獲得

程度有差異，且需求高於獲得（表

20）。 

（二）不同職群類別 

1. 人文類別學障生 

由表 21 可知，在外在資訊的掌握與社

會支持系統兩向度達顯著差異，說明人文

類別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與社會支持

系統兩方面明顯有差異，且皆為需求高於

獲得程度。 

2. 理工類別學障生 

由表 21 可知，在自我瞭解與評估、外

在資訊的掌握與全量表均達顯著差異，說

明理工類別學障生在自我瞭解與評估、外

在資訊的掌握及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

得程度有明顯差異，且也有需求高於獲得

程度之情形。 

 

3. 商管類別學障生 

由表 21 可知，在外在資訊的掌握此向

度達顯著差異，說明商管類別學障生在外

在資訊掌握層面之需求與獲得程度有明顯

差異，且需求高於獲得程度。 

4. 醫藥類別學障生 

由表 22 可知，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

會支持系統與全量表均達顯著差異，說明

醫藥類別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

支持系統與整體 生涯輔導需求與獲得程

度有明顯差異，且需求有顯著高於獲得程

度之情形。 

5. 設計類別學障生 

由表 22 可知，在自我瞭解與評估、外

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以及全量表

均達顯著差異，說明設計類別學障生在各

向度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程度有

明顯差異，且均有需求高於獲得程度之現

象。 

（三）不同學制 

1. 就讀四技之學障生 

由表 23 可知，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

會支持系統與全量表均達顯著差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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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全體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程度」及「獲得程度」量表得分之 t 考驗摘要表(n = 210) 

向度 
平均數 

t 值 
需求程度 獲得程度 

自我瞭解與評估 2.84 2.70 2.24* 
外在資訊的掌握 2.90 2.47 7.82** 
社會支持系統 2.80 2.53 4.80** 
全量表 2.85 2.57 5.47** 

*p < .05. **p < .01. 

表 21 
人文、理工、商管類別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及獲得程度量表得分之 t 考驗摘要表 

向度 
人文(n = 71)  理工(n = 45)  商管(n = 46)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自我 2.75 2.81 -.50  2.87 2.59 2.06*  2.91 2.77 1.01 
外在 2.92 2.51 3.90**  2.80 2.55  .41*  2.85 2.51 3.05** 
支持 2.81 2.62 1.99*  2.69 2.53 1.52  2.82 2.62 1.52 

全量表 2.82 2.64 1.94  2.79 2.56 2.33*  2.86 2.63 1.96 

*p < .05. **p < .01. 

表 22 
醫藥、設計類別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及獲得程度量表得分之 t 考驗摘要表 

向度 
醫藥(n = 19)  設計(n = 29)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自我 2.77 2.52 1.20  2.93 2.58 2.25* 
外在 3.09 2.09   6.78**  3.01 2.41  3.75** 
支持 2.79 2.09   5.68**  2.92 2.50 2.74* 

全量表 2.89 2.23   4.48**  2.96 2.50  3.37** 

*p < .05. **p < .01. 

表 23 
不同就讀學制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及獲得程度量表得分之 t 考驗摘要表 

向度 
四技(n = 189)  二技及五專(n = 21)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自我 2.84 2.71 1.97  2.80 2.57 1.20 
外在 2.88 2.50 6.47**  3.11 2.15  6.75** 
支持 2.79 2.57 3.75**  2.84 2.19  5.51** 

全量表 2.84 2.59 4.49**  2.92 2.30  4.53**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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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

系統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程度有

明顯差異，且均有需求高於獲得程度之現

象。 

2. 就讀二技及五專之學障生 

由表 23 可知，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

會支持系統與全量表均達顯著差異，說明

二技及五專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

會支持系統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

程度有明顯差異，且均有需求高於獲得程

度之現象。 

（四）不同就讀年級 

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生涯輔導需求與

獲得現況之差異分析，可見表 24，說明如 

下。 

1. 就讀一年級學障生 

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與

全量表均達顯著差異，說明就讀一年級之

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

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程度有明顯

差異，且需求顯著高於獲得程度。 

2. 就讀二年級學障生 

在外在資訊的掌握與全量表方面達顯

著，說明就讀二年級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

掌握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程度有

明顯差異，且需求有高於獲得程度之情形。 

3. 就讀三年級學障生 

在外在資訊的掌握此向度達顯著差

異，說明就讀三年級之學障生在外在資訊

掌握層面之需求與獲得程度有明顯差異，

且需求高於獲得程度。 

4. 就讀四年級學障生 

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與

全量表均達顯著差異，說明就讀四年級之

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

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程度有明顯

差異，且有需求高於獲得程度之情形。 

（五）不同生理性別 

由表 25 可知，經相依樣本 t 考驗之結

果顯示，男性學障生在自我瞭解與評估、

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以及全量

表均達顯著差異，說明男性學障生在各向

度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程度有明

顯差異，且均有需求高於獲得程度之現

象；而女性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

會支持系統以及全量表達顯著差異，顯示

女性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

系統及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程度有

明顯差異，且同樣有需求高於獲得程度之

情形。 

（六）不同入學管道 

不同入學管道學障生生涯輔導需求與

獲得現況之差異分析，可見表 26，說明如

下。 

1. 聯合招生入學 

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與

全量表均達顯著差異，說明透過聯合招生

入學之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

持系統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程度

有明顯差異，且有需求高於獲得程度之情

形。 

2. 身障甄試入學 

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持系統與

全量表均達顯著差異，說明透過身障甄試

入學之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握、社會支

持系統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程度

有明顯差異，且有需求高於獲得程度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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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獨招與技優入學 

在自我瞭解與評估、外在資訊的掌

握、社會支持系統及全量表均達顯著差

異，說明透過獨招與其他管道入學之學障

生在各向度與整體生涯輔導的需求與獲得 

程度有明顯差異，且有需求高於獲得程度

之情形。 

四、技專校院學障生最需要且希望校方多

提供「外在資訊的掌握」向度之生涯

輔導內容。 

本研究期能以開放式問題之回答彙

整，補充量表調查的完整性，當項目「被

提及次數」越多，顯示學障生在該部份之

需求程度越高。結果顯示，對技專校院 

表 24 
不同就讀年級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及獲得程度量表得分之 t 考驗摘要表 

向度 
一年級(n = 88)  二年級(n = 51)  三年級(n = 40)  四年級以上(n = 31)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自我 2.77 2.68 .96  2.87 2.69 1.54  2.85 2.79 .40  2.95 2.65 1.86 

外在 2.89 2.31 7.04**  2.90 2.59 2.51*  2.93 2.64 2.28*  2.93 2.50 3.17** 

支持 2.77 2.42 4.39**  2.85 2.67 1.58  2.74 2.56 1.17  2.86 2.59 2.15* 

全量表 2.81 2.47 4.47**  2.88 2.65 2.09*  2.84 2.66 1.44  2.91 2.58 2.51* 

*p < .05. **p < .01. 

表 25 
不同生理性別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及獲得程度量表得分之 t 考驗摘要表 

向度 
男性(n = 124)  女性(n = 86)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自我 2.89 2.63 3.09**  2.77 2.79 -.20 
外在 2.90 2.44 6.65**  2.91 2.51  4.30** 
支持 2.78 2.45 4.53**  2.83 2.65 2.06* 

全量表 2.86 2.51 5.38**  2.83 2.65 2.22* 

*p < .05. **p < .01. 

表 26 
不同入學管道學障生在生涯輔導需求及獲得程度量表得分之 t 考驗摘要表 

向度 
聯合招生(n = 58)  身障甄試(n = 101)  獨招與其他(n = 51)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需求 獲得 t 值 

自我 2.83 2.76 .64  2.75 2.72 .34  3.02 2.58 4.01** 

外在 2.92 2.50 3.79**  2.88 2.48 5.01**  2.93 2.40 4.77** 

支持 2.78 2.57 2.11*  2.78 2.50 3.56**  2.84 2.55 2.43* 

全量表 2.85 2.61 2.34*  2.81 2.57 3.16**  2.93 2.51 4.38**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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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障生而言，其認為最可幫助未來升學或

就業的生涯輔導內容以「外在資訊的掌握」

佔最多數，包括生涯相關資訊的提供（32

次）、職場體驗（18 次）、職業訓練（18

次）、實習（18 次）、教導履歷自傳撰寫與

面試技巧（10 次）等內容；其次則是「自

我瞭解與評估」，包括探索個人興趣（14

次）、能力（14 次）、未來就業規劃與生涯

目標（9 次）、瞭解個人人際互動之模式與

技巧發展（7 次）等內容；最少被提及的

則是「社會支持系統」，此部分也點出了同

儕之幫忙（1 次）是有助於學障生適應生

活與未來生涯發展的，此部分亦有學障生

指出，盼未來校方能多提供心理輔導與諮

商或線上諮詢的服務，以更適切地針對其

生涯需求安排生涯規劃相關活動；上述結

果與表 3 生涯輔導各向度需求程度之研究

結果相似。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可歸納出下列五點結

論。 

一、整體技專校院學障生生涯輔導需求高

於獲得；需求程度由高至低分別為「外

在資訊的掌握」、「自我瞭解與評估」

與「社會支持系統」。 

在需求程度最高的「外在資訊的掌握」

向度中，「能辦理校友升學或就業座談」、

「能提供社會福利相關資訊」、「提供各種

職業的工作分析」與「辦理就業能力增能

課程或學分學程」題項中，皆有高獲得低

需求的現象，顯示技專校院已在這些項目

上提供適當的協助，惟「能舉辦模擬面試 

 

增加實際經驗」在需求與獲得程度的排序

有較大的落差，屬高需求低獲得的項目。 

在需求程度次高的「自我瞭解與評估」

向度中，「協助建立對自身障礙的接納與自

我認同」、「協助了解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型

態」、「協助了解自己的價值觀」與「協助

探索自己的興趣」屬高獲得低需求；而「協

助探索在生涯發展上更多的選擇」、「能協

助訂定自己的生涯目標」與「協助探索個

人的優勢與劣勢」則有高需求低獲得的情

況；顯示相關單位提供之生涯輔導服務與

學障生實際需求有所落差。 

而在「社會支持系統」向度中，「能教

導我掌握應徵工作的面談技巧」、「能依據

我的能力協助進行就業媒合」、「家人與師

長能綜合評量結果擬定我的生涯輔導計

畫」及「畢業後仍能持續獲得生涯相關輔

導」，皆有高需求低獲得的現象；而在「在

生涯選擇上父母會積極與我討論並提供意

見」、「其他心理輔導人員能提供生涯輔導

支援」、「學校行政單位能提供生涯輔導的

支援」及「能邀請我參與自己的轉銜會

議」，則有高獲得低需求的情況。整體而

言，在社會支持系統向度的需求與獲得程

度的排序差距較大。 

二、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涯輔導各向度需

求程度，不因其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

差異。 

本結果與徐含宜 (2016) 、張馨予

(2016)、黃筱惠(2016)之研究相符，即生涯

輔導之需求不會因就讀學制、生理性別、

入學管道而有所差異。 

 

 

 



 
 
 
 
 
 
 
 
 
 
 
 
 
 
 
 
 
 
 
 
 
 
 
 
 
 
 
 
 
 
 
 
 
 
 
 
 
 
 
 
 

 

˙53˙ 

 

中部地區技專校院學習障礙學生生涯輔導需求之研究 
 

三、除「入學管道」外，其餘背景變項之

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涯輔導獲得程度

皆有差異。 

人文類別學障生在社會支持系統向度

獲得程度，顯著高於醫藥類別學障生；就

讀四技學障生在整體生涯輔導及各向度獲

得程度，皆高於就讀二技及五專之學障

生；就讀三年級之學障生在外在資訊的掌

握獲得程度，顯著高於就讀一年級之學障

生；女性學障生在社會支持系統向度獲得

程度，顯著高於男性學障生。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技專校院學障生在生

涯輔導需求皆高於獲得程度。 

五、技專校院學障生認為，最需要之生涯

輔導內容為「外在資訊的掌握」，且以

生涯與職涯資訊的提供、職場體驗、

職場訓練與實習需求最高。 

依據上述結論，針對相關工作者與後

續研究提出具體之建議如下。 

一、給生涯輔導相關工作者之建議 

（一） 針對各校學生輔導中心 

1. 定期邀請各領域專家舉辦模擬面試技

巧指導 

本研究顯示，技專校院學障生需求程

度最高之題項為「能舉辦模擬面試增加實

際經驗」，此現象與學障本身障礙特徵多在

閱讀理解、語文表達與書寫能力上易感困

擾，需要學生輔導中心邀集相關模擬面試

之專家，針對即將面臨職場挑戰之三、四

年級學障生，給予更貼近實際求職上的具

體建議。 

2. 持續善用資訊科技傳遞重要生涯資訊 

本研究結果顯示，技專校院學障生在

「外在資訊的掌握」方面有高度的需求，

尤其是生涯與職涯資訊的提供、職場體驗

的機會、職業訓練與實習等項目，學障生

反映甚少獲得。目前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及

校內相關單位對於身障學生提供的生涯輔

導實施策略與方法，主要包括團體活動、

職涯講座、職前訓練、產學合作及召開轉

銜會議等項目。 

研究者建議各校學生輔導中心將來在

訊息傳遞的方面，可善加利用網路多媒

體，如資源教室官方網站、部落格、電子

郵件、社群粉絲專頁、通訊軟體群組等方

式，讓即使無課未到校的學生也得以接收

到重要的資訊。亦可於大一新生剛入學

時，教導如何使用網路找尋職業訓練或實

習機會，讓學生可依個別需求進行相關資

訊蒐集。 

（二） 針對一般系所 

1. 安排專業技能訓練及指導課程 

研究結果發現，技專校院學障生在整

體生涯輔導的需求高於獲得，且「外在資

訊的掌握」有高需求低獲得的情形。其中，

「協助安排參加職業訓練」更是學障生反

映甚少獲得的部分，此現象反映，能夠實

際接觸就業市場或進行職業訓練、從操作

的過程中學習，對學障生來說，才是具實

際效益的生涯輔導。 

2. 透過建教合作或實習提供職場體驗 

由研究結果可知，對技專校院學障生

來說，其在生涯輔導的需求除了專業訓

練、模擬口面試指導之外，也希望學校能

多提供校內外實習或建教合作的機會；建

議各系所平時能建立友善工作單位之資料

庫，提供學生及早試探工作環境、工作性

質與內容的機會，也為將來進入職場預先

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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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生涯輔導教師 

1. 持續以個別化方式進行活動設計 

從研究結果可知，學障生在自我瞭解

與評估方面之獲得程度最高，尤其在「探

索個人能力、興趣、特質與障礙限制」、「發

展良好人際互動與溝通技巧」、「協助生涯

探索與生涯規劃」皆為學障生認為最可幫

助未來發展，且希望學校相關單位能持續

提供的生涯輔導內容。建議在辦理生涯輔

導相關課程或活動時，可針對學生對未來

工作選擇之需求，發展個別化的生涯輔導

內容。 

2. 增加線上生涯諮詢管道 

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學障生在整體生

涯輔導有高度需求，且最需要之生涯輔導

內容中包含生涯相關資訊的提供、依據個

人需求發展個別化的生涯輔導活動，例自

我探索、優劣勢能力分析等，且根據研究

者實務經驗，高年級生因課務較少而不常

到校，進而影響其尋求所需之協助；建議

在現行個別諮商或諮詢之外，能增加線上

諮詢的管道。 

二、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囿於人力、財力與時間的因

素，僅就「中部地區四縣市」技專校院學

障生進行調查，故研究結果無法完全推論

至其他地區；建議未來相關研究者能擴大

取樣，以完整高等教育階段學障生生涯輔

導之研究。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技專校院」學障生，

不包含一般大學及其他體制學障生；建議

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者能將對象延伸至一般

體系及師範校院學障生，使高等教育階段

生涯輔導工作發展得以有更全面性地參考

依據。 

（三）研究方法 

1. 除問卷調查之量化研究外，能輔以質性

訪談 

本研究以自編問卷進行調查，雖在問

卷設立開放式問題區，但多數研究對象甚

少表達想法；建議未來研究者能輔以質性

訪談，進一步了解技專校院學障生生涯輔

導需求與獲得情形。 

此外，因本研究受試對象為學障生，

其障礙特徵在聽、說、讀、寫等學習與應

用有顯著困難，在問卷設計中除避免文字

太過艱澀之外，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閱

讀與書寫能力明顯困難之學障生，提供問

卷報讀或電腦語音填答之方式，使其能更

具體表達對研究之真實想法。 

2. 未來可針對相同對象與主題進行趨勢

研究(trend studies) 

本研究僅就目前在技專校院的生涯輔

導需求與獲得程度進行調查，建議未來研

究者可針對相同對象進行長期觀察與資料

蒐集，了解其在不同時期的生涯需求演變

及生涯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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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技專校院學生生涯輔導需求與現況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協助填寫問卷，這份問卷主要是想要了解技專校院學生在學校生涯輔導相

關資訊的獲得現況與需求，並分為兩部分：第壹部分為您的基本資料，第貳部分則是生涯

輔導需求與獲得程度之調查。 

所有的題目皆沒有標準答案，請您依照每一題的實際狀況勾選最符合的答案，並不要

遺漏任何一題。當您有看不懂的題目時，請記得詢問老師，以協助您填這份問卷。本問卷

採「不記名」的方式，您所填答的資料僅做為學術研究使用，不會洩漏任何隱私，因此請

您安心作答，再次感謝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所 

                                          指導教授：周台傑 博士 

                                          研 究 生：黃筑筠 敬啟 

【第壹部分：基本資料】 
  ※作答說明：請在適當選項的□中打勾，或在_______中作答 

一、學校型態 

  1. 職群類別：□農業群  □管理群  □設計群  □電子機械資訊工程群 

              □建築群  □家政群  □餐旅與食品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就讀學制：□二技     □四技    □五專   □其他：_______ 

  3. 就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以上 

二、生理性別：□男性     □女性 

三、入學管道：□聯合招生(含學測、指考、統測、繁星計畫) 

              □身心障礙學生甄試  □學校自辦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翻開下頁，開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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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生涯輔導需求與獲得現況】 

一、自我瞭解與評估 
※ 請逐題填寫需求程度與獲得現況，並在適當 
   選項的空格中打 □ 

需求程度 獲得現況 
非           
常          非 
不  不      常 
需  需  需  需 
要  要  要  要 

完 
全  少  大  充 
無  數  多  份 
獲  獲  獲  獲 
得  得  得  得 

例題：提供校內外的休閒娛樂設施資訊 □  □  □  □ □  □  □  □ 

1. 協助探索自己的興趣 □  □  □  □ □  □  □  □ 

2. 協助探索自己的能力 □  □  □  □ □  □  □  □ 

3. 協助了解自己的障礙程度與限制 □  □  □  □ □  □  □  □ 

4. 協助建立對自身障礙的接納與自我認同 □  □  □  □ □  □  □  □ 

5. 協助了解自己的價值觀 □  □  □  □ □  □  □  □ 

6. 協助探索個人的優勢與劣勢 □  □  □  □ □  □  □  □ 

7. 協助了解自己做決定的態度與傾向 □  □  □  □ □  □  □  □ 

8. 協助了解自己的學習風格 □  □  □  □ □  □  □  □ 

9. 協助了解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型態 □  □  □  □ □  □  □  □ 

10.協助探索自己的人際互動方式 □  □  □  □ □  □  □  □ 

11.協助發展良好的人際互動技巧 □  □  □  □ □  □  □  □ 

12.能協助訂定自己的生涯目標 □  □  □  □ □  □  □  □ 

13.協助了解自己在生涯上的阻礙 □  □  □  □ □  □  □  □ 

14.協助增進自己生涯抉擇的技巧 □  □  □  □ □  □  □  □ 

15.協助發展克服生涯阻礙的方法 □  □  □  □ □  □  □  □ 

16.協助探索在生涯發展上更多的選擇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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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在資訊的掌握 
※ 請逐題填寫需求程度與獲得現況，並在適當 
   選項的空格中打 □ 

需求程度 獲得現況 

非 
常          非 
不  不      常 
需  需  需  需 
要  要  要  要 

完 
全  少  大  充 
無  數  多  份 
獲  獲  獲  獲 
得  得  得  得 

17.提供各種職業的工作分析 □  □  □  □ □  □  □  □ 
18.從職業試探活動了解自己有興趣的內容  
   （例：職場體驗） □  □  □  □ □  □  □  □ 

19.提供第二專長學習管道 □  □  □  □ □  □  □  □ 

20.辦理就業能力增能課程或學分學程 □  □  □  □ □  □  □  □ 

21.提供校內外實習或建教合作的機會 □  □  □  □ □  □  □  □ 

22.能提供更多就業相關的資訊 □  □  □  □ □  □  □  □ 

23.能提供職業訓練相關的資訊 □  □  □  □ □  □  □  □ 

24.能協助安排參加職業訓練 □  □  □  □ □  □  □  □ 

25.能提供社會福利的相關資訊 □  □  □  □ □  □  □  □ 

26.能辦理校友升學或就業座談 □  □  □  □ □  □  □  □ 

27.提供參加職業考照或國家考試的協助 □  □  □  □ □  □  □  □ 

28.能教導我如何撰寫求職履歷表 □  □  □  □ □  □  □  □ 

29.請企業主到校進行職場講座 □  □  □  □ □  □  □  □ 

30.能舉辦模擬面試增加實際經驗 □  □  □  □ □  □  □  □ 

31.協助了解就讀科系的未來出路選擇 □  □  □  □ □  □  □  □ 

32.能了解身心障礙權益相關法律條文 □  □  □  □ □  □  □  □ 
 

太好了！快完成囉～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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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支持系統 
※ 請逐題填寫需求程度與獲得現況，並在適當 
   選項的空格中打□ 

需求程度 獲得現況 

非           
常          非 
不  不      常 
需  需  需  需 
要  要  要  要 

完 
全  少  大  充 
無  數  多  份 
獲  獲  獲  獲 
得  得  得  得 

33.在生涯選擇上，父母會積極與我討論並提供

意見 □  □  □  □ □  □  □  □ 

34.在生涯選擇上，身旁好友會傾聽我的意見，

並給予我支持 □  □  □  □ □  □  □  □ 

35.在生涯選擇上，系上教授會傾聽我的意見，

並給予我支持 □  □  □  □ □  □  □  □ 

36.能提供生涯發展的個別或團體諮商 □  □  □  □ □  □  □  □ 

37.能針對我的需求安排生涯規劃活動 □  □  □  □ □  □  □  □ 

38.能教導我掌握應徵工作的面談技巧 □  □  □  □ □  □  □  □ 

39.家人與師長能綜合評量結果擬定我的生涯輔

導計畫 □  □  □  □ □  □  □  □ 

40.其他心理輔導人員能提供生涯輔導支援 □  □  □  □ □  □  □  □ 

41.學校行政單位能提供生涯輔導的支援 □  □  □  □ □  □  □  □ 

42.系上教授能提供生涯輔導的支援 □  □  □  □ □  □  □  □ 

43.能邀請我參與自己的轉銜會議 □  □  □  □ □  □  □  □ 

44.就業服務單位能一同參與轉銜服務規劃 □  □  □  □ □  □  □  □ 

45.家人與師長能一同參與轉銜服務規劃 □  □  □  □ □  □  □  □ 

46.學校能定期檢核轉銜計畫並適時做調整 □  □  □  □ □  □  □  □ 

47.能依據我的能力協助進行就業媒合 □  □  □  □ □  □  □  □ 

48.畢業後仍能持續獲得生涯相關輔導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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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說明：以下兩題請依照題意，寫下您個人的想法，沒有標準答案唷！ 

四、開放式問題 

1. 您認為在大學期間，哪些生涯輔導內容最可以幫助您未來升學或就業？ 

 

 

 

 

2. 若可以的話，您希望在大學階段，學校能多提供哪些生涯輔導的服務？ 

 

 

 

 

終於完成囉！ 

非常感謝你／妳的填答  

記得確認一下都沒有遺漏，再交給老師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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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demand for career counseling of all 

technical colleges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s higher than the acquisition. Moreover, the 
orde is“mastery of external information”, “self-understanding and assessment” and “social 
support system”. (2) It’s nonsignificant in the demands for career counseling needs of tech-
nical colleges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whether the occupation categories, study 
system, grade of study and gender.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the obtainment 
of career counseling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the occupation categories, 
study system, grade of study and gender except in admission. (4) The students in technical 
college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have higher demand for career counseling than 
for their career counseling. (5) The most needed career counseling content for technical col-
leges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s “mastering external information” and on top of 
that, the needs of career information, workplace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and internship.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areer counseling related workers. 

 
Key words: technical colleges, learning disabilities, career counseling needs 

 

Corresponding Auther: Chu-Yun Huang  Email: quest521@gmail.com 

mailto:quest521@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