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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三的我們，做了各種人格特質探索及性向測驗，目的就是統整、檢視自己

的興趣、能力，來幫助我們鎖定目標，選擇職業，但是我們發現，有的同學雖經

過測驗，還是不能確定自己的志向，還是很迷茫，有的人是對什麼志向都沒有興

趣，有的人則是對什麼志向都有興趣，甚至有的人是對很多志向都有興趣，卻不

知道該如何選擇，欠缺行動力，因此浪費很多時間在遲疑，所以，我們想調查化

仁國中同學們對未來志向的想法，透過問卷分析，來幫助對志向迷茫的同學們。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

 
 

貳●正文 

 

  一、志向？ 

(一) 志向的定義：我們查詢了很多資料，歸納出 : 志向是由階段性的目標所

組成，透過找尋人生的意義、追求理想的生活，不同於「目標」，它可

以是未來的職業與夢想，將能長遠陪伴你的一生。 

 

(二)影響志向之因素 

1、影響志向的外在因素 : 背景、性別、家庭、同儕、媒體文化、學校教

育。 

(1) 背景因素 : 青少年可能因出身背景，被外界批評，而影響志向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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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擇。 

(2) 性別因素 : 會受性別刻板印象而影響志向的選擇。 

(3) 家庭因素 : 家人與親戚的想法可能與自身不同而產生摩擦，或是家

人與親戚從事的職業吸引自身的注意，進而影響志向的選擇。 

(4) 同儕影響 : 青少年在同儕之間容易相互影響，每人想法不一，可能

會產生負面事情，不過也會因同儕的支持而受到鼓勵，影響志向的

選擇。 

(5) 媒體文化 : 青少年從網路資訊媒體上所獲訊息，可能會左右青少年

對志向的想法，而改變所做的選擇。 

(6) 學校教育 : 學校舉辦的職業參訪能幫助青少年更加認識未來職業。

輔導課所上的課程及介紹高中職科系，讓同學更多方面了解，在選

擇上也能有更多想法，更容易影響原本的志向。 

 

  2、內在因素 : 如心理、性格、能力等等。 

(1) 心理：如果內心的極端變化，則會影響正常的思維，難以去做重要

的選擇，例如：長期被人欺負、嘲笑，則會讓人的內心極度敏感和

害怕，容易影響自身的選擇志向的思維。 

(2) 性格：個性和性格會使青少年對志向的想法改變，例如：未來的職

業是歌手，那麼外向的性格和活潑開朗的個性，就會非常適合，進

而影響未來志向的選擇。 

(3) 能力：青少年對自身擅長的特殊能力，會更有興趣和自信，如果未

來的志向也是和自身的特殊能力相符，那麼將會更提起興致，更有

動力而去堅持自己的路程，而影響志向的選擇。 

 

（三）國內外關於「志向」的討論 : 

      

      1、依「志向的有無」 略分為三類 : 

       (1) 有明確志向的人：這類人通常很有鬥志、信心、毅力，較有行動力，

而且有自已的生活規劃，時間觀念分配較好，因為知道要做什麼，

會明確地朝目標前進，但是風險也很大，容易受影響，而遲疑要不

要繼續朝這個志向前進，放棄了，再找其他志向就會比較困難；但

是如果因為乏味或堅持太久都沒有成功，或許不是因為不夠努力，

而是在堅持志向中迷失，人活著就是為了更快樂、幸福，如果因為

一直堅持想要成功實現志向，而忽略自己最初的感受，只會在低沉

中惡性循環，反而找不到為什麼最初要做這件事，所以，除了要努

力奮鬥，也要讓自己時時回到「出心」。 

 

(2) 沒有志向的人：這類人通常較為簡單，過好時間就好了，沒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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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最後逼不得已必須做選擇，常會措手不及，因為時間都消耗完

了，沒有足夠時間面對未來的難題，在生活上感到無聊，每天都只

是在消耗時間。如果沒有目標沒有關係，但不能沒有方向，一個人

如果沒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那他的人生會感到低迷、消沉，可能

會覺得活著沒有意義，相反，一個人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他會整

天精力旺盛地為它奮鬥，會覺得活著真好。 

 

(3)多重志向的人: 又稱多重潛能者，意思就是有多種志向，但我們現今

社會，身邊的人卻常會告訴你，志向只能選一個，為什麼「目標」

就可以有很多個？其實志向也可以有很多個，但是最後確實只能有

一種，不過沒關係，因為在志向的道路上，會繞來繞去，可能會突

然改變，或是直接放棄，但很幸運的是，多志向的人並不是不好，

就像討厭吃某種食物或是不能吃某種食物，如果像多志向一樣，喜

歡吃很多種類型食物，是不是比較多「可能性」去做選擇？而且就

算失敗了，還有別種的選擇能夠接受、喜歡，但這也不代表只有一

種志向的就不好，一種志向的風險較高，多重志向的人能夠有更多

自己喜歡的目標可以選擇與融合，也能有更多的毅力和行動力去實

現理想的志向。 

 

 2、依「目的感」分類：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威廉．戴蒙針對全美國 12～

22 歲的年輕人大型調查「目的感」及訪談結果，將目前的年輕人分

成 4 類 :  

(1)第一類：疏離者（25％）他們沒有採取行動去追求對自己有意義的人

生，對於自己的未來漠不關心。 

(2)第二類：空想者（25％）他們只會憑空想像，並不會真正的去追求。 

(3)第三類：半吊子（31％）他們的興趣太短暫，以至於無法持久的目的 。  

(4)第四類：目的者（20％）他們清楚自己未來要做什麼，也清楚為什麼

要這樣做。（威廉‧戴蒙，2019） 

 

 3、依「國中生對未來規劃」的三個狀況分類，兒童福利聯盟進行「2014

年台灣國中生未來志向大調查」: 

(1)沒有清楚未來：面臨升學的選擇點，國中生對未來不清楚，調查有

(31.6%)的國中生對未來生涯不清楚。 

(2) 親子間沒有共識：家長對孩子的選擇意見分歧，24.9%國中生在選擇

升學上與家長有意見衝突，雙方價值觀不同。 

(3) 沒有遠大抱負：在國中生工作價值觀中，「要能穩定久做」是目前國

中生選擇工作最主要的條件，約佔 89.1%，但這些都只是薪水稀少的

暫時性工作。 

https://www.marketersgo.com/trend/201809/dg10-how-to-be-everything2/?fbclid=IwAR1f3iL0F9NUC-Nwd-9ML3sdT6w8fryGj_F3oSabKC3usFEBbZjS5NPW6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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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成志向薄弱的原因，我們分成四個面向：個人因素、家庭影響、社會環

境、學校因素等來做分析。 

 

（一）個人因素： 

 

1、理想模糊、沒有明確的方向和目標：對自己以後的「志向道路」很模

糊，很容易因為一點點失敗而放棄。對以後的志向道路，只有想到「賺

錢」這件事，也很容易迷失自己，希望以後上大學後找個心目中理想

的工作，卻沒有去擬定、規劃如何實現，經歷過一次失敗之後，就被

徹底地打倒，站不起來，不再和別人交流自己的想法，這都是被失敗

打擊的結果，膽子變得非常小，不敢再前進。規劃好未來的志向，不

要總是過著「理所當然」的生活，「主動去行動」是最好的選擇，遭

遇挫折，正向地看待它，尋找原因之後整理心情，迅速地站起來，一

定會有崛起的一天，如果你只是沉默看待，你也只能是一個永遠的失

敗者。如果志向明確，一定不會輕易被打倒。 

 

2、國中生對未來缺乏志向：學校課程大多注重讀書、考試的態度，在平

日的生活中缺乏探索自我、很少有引發學生觸動心靈的機會。求學過

程中，志向、興趣的探索很少被重視，考試、課業壓力等因素，常會

限制孩子探索與創意的動機，有時還會因為一句話而抹滅孩子的想像

力，讓孩子感到被批評，而不敢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可以試著多

瞭解孩子真正喜歡的是什麼、為什麼喜歡、以及其中的內涵，多注意

孩子對自己有興趣的事物如何採取行動、去接觸的情形，並且給予他

們鼓勵，是個不錯的方法。只要慢慢去挖掘孩子藏在他內心深處的興

趣，觀察支持他們的異想天開和創造力，就能夠增加孩子的各種可能

性。 

 

3、學習能力差：有些孩子學習能力差，孩子若無法從學習中得到成就感，

在選擇或規劃志向的方面上當然顯得困難。老師可以了解孩子的學習

障礙以及不擅長的科目與作業，家長也要長期關照孩子在校的學習狀

況以及成績表現，也要讓孩子避免在網路上或朋友中學習壞事物，家

長可以讓孩子參加一些活動來讓孩子找到他喜愛的事物、並從中培養

能力。 

 

4、否定自己：國中生常常因為分數而否定自己。一次段考考不好，覺得

分數就代表一切；就放棄了，常用分數定義自己，就無法看到自己的

其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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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身心障礙者：因為有身體上的缺陷或者身心上的疾病，沒有受到適當

引導，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有哪些志向可以選擇。學校可以先開導他

的心理，再告訴他，以他現在實際的情況，他可以往哪些志向發展，

並給他一些專業的建議。 

 

6、生活習慣：日夜顛倒，晚上在家玩遊戲，早上上學時在學校睡覺補眠，

因為精神不佳，上課根本聽不進去，導致無法有更多選擇，考上一些

需要學力的志向會更加薄弱。看到問題所在，調整對自己生活上的規

律、早睡早起、減少使用用網路時間、對課業訂出要求，從生活態度

開始改變，一定會有幫助。 

 

（二）家庭影響： 

 

1、國中畢業後的升學選擇，是人生中第一次面臨升學與職涯發展的重要

抉擇，需要身旁大人協助做出「最適性」的教育進路選擇，但有時候

因為親子間沒有共識，容易與父母有意見衝突。 

 

 2、對弱勢家庭的孩子來說，因家庭功能不彰，缺乏家長提供的生涯幫助，

「家庭的經濟不足」使得孩子對未來志向的想像、資源協助都很有限。

保羅‧塔夫提出：「逆境中成長的孩子在學業上落後的原因，不是貧

窮本身，而是因貧窮和失能家庭產生的成長壓力，入學後化為學習障

礙，學習落後又增加心理壓力，最後放棄學習」。（江美滿：2017） 

 

4、孩子在和家長討論志向時，如果家長使用指責、否定、嘲諷的方式，

孩子想選擇任何興趣時，會因為感覺沒希望、不受到支持，而放棄了

自己的選擇。心理師洪美鈴建議：「父母只要帶孩子『長出觀察自己

的眼光，像 monitor（監視器）就好。』在孩子面對挑戰過程中，父母

適時標記出孩子的喜好，幫助他了解自己的強弱項」。（江美滿：2017） 

 

（三）社會環境的影響： 

 

1、受到外界的影響、或隨著環境改變：因時代不停進步，有很多新興職

業出現。可以先了解自己比較感興趣的志向，再慢慢依序刪除自己覺

得不太喜歡的志向，也可以向師長提出想法以及問題，共同討論，或

使用網路搜尋符合自己的志向與興趣，擴大思考範圍。 

 

 2、經濟的影響：因為經濟力不足，而沒辦法去選取自己心儀的志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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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假期或者假日去打工存錢，累積一些志向所需要使用的錢，幫

助自己向心儀的志向前進。或是調查通往自己的志向過程，有沒有獎

助學金能夠協助。 

 

 3、科技的影響：現在網路科技越來越發達，可以了解更多的志向，因為

有太多選擇，會讓自己變得迷茫，不知道可以選擇哪個。去搜尋比較

符合自己理想的志向，並且主動去了解，這個志向需要具備什麼能力，

善用科技去規劃如何培養自己的能力。 

 

（四）學校因素： 

 

1、學校注重讀書、考試，在平日的生活中缺乏讓學生有足夠探索興趣的

機會，尤其是在會考、段考前的高峰期，沒有足夠時間去探索自己的

志向。「一○八課綱裡，適性多元的升學時代正式展開。在生涯探索

的核心精神下，教育制度設計裡，讓孩子不要用分數定義自己，而是

要探索自己、認識自己」。（陳雅慧、賓靜蓀：2019） 

 

2、在學校的挫折感：被老師指責，或者在校內與同學關係不好，總是被

排擠在外，排山倒海的功課壓力、人際關係，讓自己對未來志向感覺

沒有希望。因為考試考不好，在一些科目覺得很困難，有些學生選擇

了放棄學習，放棄了學習，很容易導致學生放棄未來生涯道路，影響

他們未來在志向上的選擇。 

 

3、學習態度養成：在學校上課時，老師交付的作業總是遲交或未完成，

養成了一種不積極的做事態度，將來進入了社會，如果老闆交付的工

作沒有完成，很有可能就是被炒魷魚、到處碰壁，最後變得意志消沉，

就更難追求更高遠的志向了。這個原因導致孩子在選擇未來志向的道

路上更艱辛。 

 

4、未來是否成功的要素：過去十年，世界頂尖的教育學家，不約而同指

出，恆毅力、自信力、自制力，主動學習的內在動機，這些學校課表

和成績單上的「非認知能力」才是幫助自我實現的關鍵特質。 

 

三、化仁國中九年級對於「志向」的想法之問卷分析：從化仁國中九年級

各班收回的問卷中，我們統整了以下幾個問題，以下是我們所設計的

題目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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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給予志向方向的「他人」：從圖表來看，九年級的學生，在志向上，大

多數是家人給予想法幫助的最多，可能是覺得要詢問有經驗的大人會

比較可信，佔了 37％。33％的學生則是沒有任何給予方向的人，這三

分之一的同學為什麼會沒有可商量的對象？有可能是旁邊最親的人

離自己太遙遠或最親近的人無法好好溝通，在學校也沒有可信任的老

師可以討論，或者有些同學根本沒有考慮過這件事情，一直在迷茫中。

「其他」佔 12％，從同學們的說明中看到包括有 : 自己、網路媒體、

教練。「老師」，佔 11％，代表化仁國中的學生在志向上很少與老師討

論。最後，比例最少的，竟然是平日最常接觸到的「同學」，只佔 7

％，明明同學是年齡最相近、想法可能也差不多，為什麼比例卻是最

少的呢？也許在重要的抉擇上，最可信的、最有經驗的，身邊最親近

的大人，就是「家人」，同學們的想法，還是會覺得家人才是有更好

建議的「他人」。  

 

 3~5 歲 6~8 歲 9~11 歲 12~15 歲 

有 19.9% 21.2% 27.4% 23% 

無 33.3% 28.5% 21% 16.3% 

在各年齡階段時的想法 

(二) 這張圖表是我們針對大家在各年齡階段時，心中有無「志向想法」，所

製作的百分比圖表，同學們在 9~11 歲對志向較有自己的想法，12~15

歲時，「志向」的想法反而變少，可見年齡愈小，愈容易存有各種志

向。 

（三）同學們對志向的了解是？根據問卷分析「同學們對志向的了解」如下：

自己長遠未來的職業、目標、夢想、理想、人生道理、適合的事、喜

歡的事、有興趣的事、未來想當的人、想做的事，未來的發展方向。 

家人

37% 

同學 

 7% 
老師 

 11% 

其他 

12% 

無 

33% 

家人 同學 老師 其他 無 

給予志向方向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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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志向曾遭反對過嗎？ 

（四）志向曾遭到反對嗎？根據以上圖表，我們發現在化仁國中九年級，除

了三班的同學。「受到反對」的“有”比例較高外，其他班都沒超過

20％，“有”的平均是 12%。九年二班中曾遭反對的比例是完全沒有

的，化仁國中二至四班是普通班，普通班的同學們曾遭反對的比例平

均是 13.7，高於整個九年級，我們認為，可能和家長對孩子的期許有

關，若家長認為未來是要讓孩子升學至普通高中繼續讀書，就讓孩子

進入普通班，應該是已經為孩子設計好未來發展的路線，至於舞蹈班

及體育班，是學習技能專長，大部分志向較統一。 

 

 

(五)同學心中認為志向所需能力及條件：從圖表來看，最高的「心理」佔

20.1％，可能心理素質比較重要，心理越強大，越可以把自己所有優

秀的地方，完美地展現出來，也會對自己更有信心，在堅持中更能夠

戰勝困難，打敗重重關卡，通往那理想志向。再來是「學歷」(佔 18.3

％)，學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夠更直接地看到你身上擁有的經驗、

技能。最後，「社交和其他」佔 11.4％，社交能夠擴展事業和人脈，

有更多的資訊能夠獲取，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朋友也許能夠幫助自

己。其他，同學們寫得最多的都是關於未來志向職業的必備能力，例

如：體能、技術等等與「志向」相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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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遇到挫折也會堅持著自己的志向嗎？ 

(六) 即使遇到挫折也會堅持著自己的志向嗎？從圖表來看，可以看出化仁

國中九年級的學生，此時認為能夠堅持自己志向的人佔 91.7%。 

 

參●結論 

    從我們的探討中，總結出志向是非常長遠的，要一步一步的付出行動，在這

個路程上會遇到很多岔路，任何選擇都會影響結果，堅持中可能會迷失自我、會

迷茫，心理會受到社會上各種人對於自己的評價，同時成長、也自我質疑，開始

懷疑在這趟追尋志向的旅程中，所做的糾結是不是正確的？是否該放棄還是堅持？

從問卷中看到，化仁國中九年級現階段「有志向」的同學，只有 23%，對未來的

志向顯得薄弱。根據學校數據，化仁國中弱勢家庭佔了全校的 75%，從我們做的

小論文報告中，也驗證了弱勢家庭會造成志向薄弱。在問卷中，給予志向方向的

「他人」裡，老師只佔百分之十一，我們建議，學校提供更多有關「志向」的資

源、幫助安排輔導老師為學生心理諮詢，家人再多些陪伴、支持與鼓勵。另外，

我們給予在選擇志向的方向中迷茫、迷路的青少年們以下建議﹔ 

 

建議一、認識自我：了解自己的興趣、愛好，能夠接受的、與不能接受的。從別

人視角中認識自己，看看它與「實際的自己」有什麼區別：試著理解其中的差異，

讓自己更深刻的「認識自己」。 

 

建議二、做好任何能夠準備的，隨時應戰：如果突然有個機會，就是你往前一大

步的天梯，但如果你沒做好應戰的準備，機會將消失在你眼前，所以調整好自己

的學習態度，提高自己的學習力，變得很重要。 

 

建議三、從挫敗中累積經驗：把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全部好好的吸收，然後要

找出自己錯誤的地方並改正，才有可能成長。沒有進步不代表沒有前進，不是努

力不夠，而是你在堅持志向中迷失了，要先找回原點，看看自己最原本的方向在

哪裡，再繼續努力，方向一定錯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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