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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由於高等教育體系的快速發展，青年因就學而延遲進入職場，加以產業結構變遷，引起

就業條件及工作結構之轉變，青年就業觀念改變，轉職頻率亦相對較高(勞動部，2012)。現代高中職、

大學等有許多科系供學生選擇，大部分學生會依據自己興趣做抉擇，但因為教育制度及名額限制，學

生不見得能就讀自己所愛之科系，而種種研究結果顯示，青年興趣、專攻科系與工作相符程度會影響

投入工作的意願。青年是國家重要的勞動力，他們對於工作上的付出有可能會影響國家經濟發展、職

場上的風氣，新鮮人興趣與專攻科系之符合度、工作與所學之相關程度也是未來國家教育改革能納入

考量的資訊。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小組歸納出下列的研究目的： 

1. 得知社會新鮮人的學以致用程度。 

2. 當專攻科系和興趣相符時是否能於就業過程中得到更高的成就感與快樂。 

3. 現在社會新鮮人對於過去所學是否感到浪費時間、毫無用處，還是覺得需要更多經驗。 

 

三、研究方法 

 

  為了達到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小組採用下列的研究方法： 

1. 全組組員腦力激盪構思相關議題。 

2. 與指導教師討論，獲取專業意見。 

3. 全面蒐集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期刊、書籍、報紙、網路等相關文獻資料。 

4. 透過問卷設計，訪問相關人員之意見，並將數據繪製圖表予以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如下所示：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們是蘭陽女中的學生，基於課程需要，現正進行『社會新鮮人學以致用程度』的調查，非常

需要您的協助，本問卷純供課堂教學使用，保證不涉及個人隱私或移作其他用途，耽誤您寶貴時間，

十分感謝。 

國立蘭陽女中小論文研究小組 指導教師：李健浩 研究學生：吳采凌、吳雲豔、藍詩函 敬上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22 以下 □23~25 □26~28 □29 以上 □拒答 

3. 學歷：□國中 □高中職 □五專 □大學 □碩博士 □拒答 

4. 找到第一份正職年齡：□22 以下 □23~25 □26~28 □29 以上 □拒答 

5. 工作職位：□自行創業(老闆)  □主管 □員工 □家族企業(員工)  □拒答 

二、問題 

請針對以下各題的文字敍述，按照個人感受勾選答案，其中 5 表示『同意程度最

同意程度 

５ ４ ３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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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然後依數字大小逐漸遞減，1 表示『同意程度最低』 

1. 就學時期的專攻科系與您的興趣相符      

2. 工作與您的興趣相符      

3. 您的工作與專攻科系相符      

4. 您覺得過去所學毫無用處      

5. 若有第二次機會，您會想重新選擇科系      

6. 您覺得現在的工作對您是大材小用      

7. 您時常有想轉換跑道的念頭      

8. 您很不滿意現在的工作      

9. 您能夠從這份工作中得到成就感      

10. 您認為您的工作能力價值不止現在薪資      

11. 您在工作上常受因專長不符的不平等待遇      

12. 您認為您還需要更多的職業訓練      

13. 您認為現有的證照對工作很有幫助      

14. 與您專長相符的工作您會一心一意投入且為公司賣命      

15. 您認為有份薪資穩定的工作即可，不需學以致用      

 

四、研究限制 

 

1. 研究對象：社會新鮮人 

2. 時間：2015 年 4 月 24 日至 4 月 26 日進行訪問 

3. 地點：宜蘭火車站、新月廣場、礁溪火車站、住家附近商店、網路 

4. 進行方式：親自至車站、店家進行訪問，其中 5 份問卷是透過網路發問。 

 

         
訪問時間：2015/4/24 訪問地點：宜蘭火車站.  

訪問人：吳采凌 受訪者：男性，社會新鮮人 

 



社會新鮮人學以致用程度 

 3 

         

訪問時間：2015/4/24 訪問地點：新月廣場 

訪問人：吳雲豔 受訪者：女性，社會新鮮人  

 

         

訪問時間：2015/4/25 訪問地點：住家附近商店 

訪問人：藍詩函 受訪者：男性，社會新鮮人  

 

貳●正文 

 

一、 文獻整理 

 

1. 職業選擇的重要性 

    

    人們為了維持生活，會投入一份工作，依照自己的能力、興趣等因素做職業選擇，而職業選擇不

只是為了維持生計，更關係到對於社會的貢獻，如果選擇了一個自己不喜歡或是與個人能力不相符之

工作，則不可能對社會、對企業有重大的貢獻，且個人也會缺乏堅持的動力，使自身對於工作處在不

穩定的狀態。  

 

2. 學以致用的定義 

 

  此句出處：《論語‧子張》：「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是指將所學知識充分應用，在工作方面發揮自己所長，貢獻於社會及企業。 

 

3. 社會新鮮人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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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剛畢業２～３年內，具有熱忱與抱負，不斷挑戰適應新環境的人，對於工作量及薪水不平

等較不計較，在新的工作環境中學習成長，且較有動力去實踐自身理想。 

 

4. 父母職業的影響 

 

  從人力資本投資觀點來看，事業成就高的父母常鼓勵他們的孩子追隨他們的教育路線，期許他們

的孩子達成他們原來想實踐卻無法達成的理想，這樣的家庭通常較有足夠的財力資源支持孩子的教

育，但研究顯示，父母職業對年輕人生涯選擇的影響並不一致，有些人選擇繼承家族企業或遵從父母

的指導完成自己的學業接著從事相關行業，也有些年輕人自身的理想則與父母親的期望大不相同，選

擇走向自己的道路，因此父母親的職業其實並無太大的影響。 

   

5. 證照與職業的相關性 

 

  『具備專業證照/證書』與『投入職場決定』呈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因擁有專業證照而取得就

業的資格或機會，多數人選擇目前放棄升學的可能性將提高許多。導正國人的職業觀念，擁有職業證

照的技術人員依法可享受就業上之若干保障，甚至可以取得比照高職或專科學歷之進用資格，其益處

顯而易見，如此當可逐漸改變國人「升學第一，文憑為先」的觀念，視「專業技能」為有價值的謀生

之道，有助於導正青少年盲目升學的偏差觀念，舒緩社會上的升學壓力，專業技術工作人員能自尊自

負地樂於從業，社會大眾對技術工作者更能以尊敬的態度視之。 

 

6. 職業訓練 

 

  勞工失業原因除了環境不景氣，致使企業縮編之外，要避免失業的方法，最好還是充實自己的專

業技能；在這個多元職工的時代，擁有一技之長往往已不足應付職場所需，故政府各部門辦理許多職

業訓練計劃，歡迎民眾踴躍參與，強壯自身的職場好體質。 

 

二、問卷分析 

 

  本次問卷訪談共發出 60 份完全回收，剔除無效問卷 6 份，有效回收率為 90%。經編碼、統計後，

結果歸納如下： 

 

(一). 受訪者對各問題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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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圖可知： 

 

  所有受訪者針對各問題傾向於同意者（平均數＞3.5）共有 3 項，前三項依序分別為： 

1. 問題 9「您能夠從這份工作中得到成就感」（平均數為 3.77） 

2. 問題 14「與您專長相符的工作您會一心一意投入且為公司賣命」（平均數為 3.72） 

3. 問題 12「您認為您還需要更多的職業訓練」（平均數為 3.59） 

 

  所有受訪者針對各問題傾向於不同意者（平均數＜2.5）共有 4 項，前三項依序分別為：  

1. 問題 4「您覺得過去所學毫無用處」（平均數為 2.19） 

2. 問題 8「您很不滿意現在的工作」（平均數為 2.43） 

3. 問題 6「您覺得現在的工作對您是大材小用」（平均數為 2.48） 

 

  受訪者對其他問題則呈中立意見（平均數介於 2.5～3.5 之間）。 

 

綜合討論： 

   

  根據數據顯示，當專長與工作相符時，較願意替公司賣命，代表著學以致用能提高工作意願，也

能提高工作效率，而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於需要更多職業訓練同意度很高，代表所學還不夠，有更多訓

練才能更學以致用。而根據數據顯示，對於過去所學毫無用處同意度極低，代表對於以前的學習，還

是很有幫助的，不滿意工作、覺得大材小用的同意度也很低，表示大部分的社會新鮮人對於工作的選

擇都很貼近自己的興趣，較願意投入自身於此。 

 

(二). 不同類別受訪者對各問題之看法 

 

A.性別 

 

 
 

  從上圖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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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性別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共有 2 項達到較明顯差距（差距值＞0.5），其中差距最大的前

三項依序為： 

1. 問題 15「您認為有份薪資穩定的工作即可，不需學以致用」（男性認為工作不需學以致用的同意

度大於女性，差距值達 0.65） 

2. 問題 7「您時常有想轉換跑道的念頭」（女性想轉換跑道的念頭大於男性，差距值達 0.58） 

 

綜合討論： 

 

1. 針對問題 15：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男生比較趨於穩定，覺得有工作能養活自己就好，反之

普遍女性認為學以致用很重要，而這樣工作起來也會比較輕鬆。 

2. 針對問題 7：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女性較愛好自由不像男性個性較穩重，喜歡追求卓越突

破自我尋找更好的發展。 

 

B.年齡 

 

 

  從上圖可知：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共有 8 項達到較明顯差距（差距值＞0.5），其中差距最大的前

三項依序為：  

1. 問題 2「工作與您的興趣相符」（22 歲下的人同意程度明顯高於 29 歲以上的人，差距值達 1.26） 

2. 問題 3「您的工作與專攻科系相符」（22 歲以下的人同意程度明顯高於 23~25 歲、29 歲以上的人，

差距值達 0.94） 

3. 問題 7「您時常有想轉換跑道的念頭」（22 歲以下的人同意程度明顯高於 23~25 歲、29 歲以上的人，

差距值達 0.86） 

 

綜合討論：  

 

1. 針對問題 2：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現今教育制度已非常多元，只要有興趣或志向篤定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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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選擇就讀自己想要的科系，因此以往的學徒制已經大減，故 22 歲以下的年輕人工作類型較符合

興趣。 

2. 針對問題 3：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中等教育學校已開始注重學生將來選擇科系的重要性，

造就大部分學生走向屬於自己的未來，也較符合個人專長。 

3. 針對問題 7：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年輕人工作時間較短、不穩定，因此會思考別的工作是

否優於目前的工作，或者當初所學可能不是唯一的專長，又或者專長與興趣不符而導致等問題。 

 

C.學歷 

 

 

 

  從上圖可知：  

 

  不同學歷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共有 11 項達到較明顯差距（差距值＞0.5），其中差距最大的

前三項依序為： 

1. 問題 1「就學時期的專攻科系與您的興趣相符」（五專的數據明顯大於高中職，差距值達 1.67） 

2. 問題 5「若有第二次機會，您會想重新選擇科系」（高中職的數據明顯大於五專，差距值達 1.61） 

3. 問題 15「您認為有份薪資穩定的工作即可，不需學以致用」（高中職的數據明顯大於碩博士 ，差

距值達 1.56） 

 

綜合討論： 

  

1. 針對問題 1：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五專要讀五年，學生往往會考慮清楚自身興趣才會就讀；

而現在許多高職的學生可能因分數不及高中，也無篤定的志向能夠用心付出五年。 

2. 針對問題 5：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五專生在就讀前會考慮清楚所以不太容易反悔自己所擇。 

3. 針對問題 15：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碩博士已將自己所擇科系研讀精細，出社會不太選擇不

合自身所學的工作；高中職則可能因學歷較低，能找到薪資高的工作對自己而言已足夠。 

 

D 找到第一份正職年齡 

 



社會新鮮人學以致用程度 

 8 

 

  從上圖可知： 

 

  不同年齡找到工作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共有 5 項達到較明顯差距（差距值＞0.5），其中差距

最大的前三項依序為：  

1. 問題 3「您的工作與專攻科系相符」（23-25 歲找到工作的人認為工作與專攻科系相符程度較 22 歲

以下找到工作的人高，差距值達 0.59） 

2. 問題 12「您認為您還需要更多的職業訓練」（23-25 歲找到工作的人認為需要更多職業訓練同意程

度較 22 歲以下找到工作的人高，差距值達 0.53） 

3. 問題 6「您覺得現在的工作對您是大材小用」（22 歲以下找到工作的人認為現在工作是大材小用的

同意程度比 23-25 歲找到工作的人高，差距值達 0.52） 

 

綜合討論：  

 

1. 針對問題 3：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 23-25 歲找到工作的社會新鮮人通常是大學畢業生，能有

更多管道接受不同職業訓練，也較能被企業看中而找到與專攻科系相符的工作。 

2. 針對問題 12：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 23-25 歲找到工作的社會新鮮人較 22 歲以下找到工作的

人有更多的歷練，更希望能追求更好更卓越的工作，因而需要較多的職業訓練幫助自己找到更佳

的工作。 

3. 針對問題 6：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 22 歲以下找到工作的人大部分是高中職畢業而已，相對

來說企業老闆也很難看重這些人，因而他們只能找到一些社會相對低層的工作，才會感到大材小

用。 

 

E 工作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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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圖可知： 

 

  不同工作職業受訪者對各問題的看法，共有 8 項達到較明顯差距（差距值＞0.5），其中差距最大

的前三項依序為： 

1. 問題 3「您的工作與專攻科系相符」（自行創業的人數據明顯高於員工，差距值達 1.35） 

2. 問題 13「您認為現有的證照對工作很有幫助」（員工數據明顯超越自行創業，差距值達 0.87） 

3. 問題 6「您覺得現在的工作對您是大材小用」（員工數據明顯高於自行創業，差距值達 0.81） 

 

綜合討論： 

 

1. 針對問題 3：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對自己的專業有足夠的信心才會選擇自行創業，因此數

據會高於幫老闆工作的員工。 

2. 針對問題 13：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員工與自行創業的老闆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價值觀，大部

分員工認為上司喜歡能力和專業極佳的員工，而大部分老闆看重的其實是態度和忠誠度佳的下屬。 

3. 針對問題 6：本小組認為其可能的原因為員工對於目前工作待遇的不滿以致於認為自已被大材小

用。 

 

叁●結論 

 

一、研究發現 

 

  基於上述的文獻探討及問卷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有 5 項，分述如下： 

1. 學歷高的人，工作與專攻科系較相符，因為他們接受的訓練與經驗較多，數據也顯示他們對工作

滿意度較高，較願意為公司賣命。 

2. 本小組認為接受更多的職業訓練會更好，幫助自己提升專長實力，使自己的未來更為穩定，顯示

了學以致用的重要。 

3. 選擇就讀五專或碩博士的受訪者對於學以致用同意程度較高，因就學時間長所以志向明確，對於

工作要求也高，因此幾乎貼近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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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攻科系和興趣相符時在就業過程中能得到更高的成就感與快樂，但年紀輕找到工作的人，工作

還沒有很穩定，因為專長興趣可能不只一個。 

5. 自行創業的人工作與專攻科系相符的比例比一般員工高，他們明確知道自己的方向，朝目標發展

所以更能學以致用。 

 

二、相關建議 

 

  針對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 3 項建議： 

1. 教育部對學生的適性輔導應該執行得更徹底。 

2. 政府對社會新鮮人提供更多職業諮詢使他們更明確找到自己的方向。 

3. 社會新鮮人應累積更多正確的經驗，以免常常轉換跑道。 

 

三、研究心得 

 

  現今台灣的教育制度明顯影響了年輕人的未來，多元化的升學管道提供學生多元的選擇，只要有

興趣就不用擔心自己是否會沒有學校可以讀，選擇了符合自己的興趣或專長的科系可以幫自己造就更

多的工作機會。社會上許多企業公司已和許多公私立大學、四技等等的學校合作，以求符合自己企業

所需的人才，不會遇到員工不專業或態度不佳等等的問題，學生也能有更多的機會接受關於將來的工

作的專業訓練，因此工作效率會提升，對於企業家來說有好無壞。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學以致用是

重要的工作條件，若沒有達到此條件可能要面臨轉換跑道的問題，而有了這項優勢的人會選擇接受更

多的職業訓練讓自己的能力更加提升，將來在工作上也能更加穩定。大致上和研究前的猜測相差不

大，原先認為學以致用非常重要，研究結論也證明了社會新鮮人大部分確實在意學以致用這項工作條

件。最後總結以上研究，皆符合本小組所需的資訊，也符合原先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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