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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前些日子在新聞上看到了外太空旅行的行業，這項工作令人覺得非常的特殊而且困

難重重。所以，我們開始對「未來職業」產生興趣，甚至常常會不經意的思考著未來要

從事的工作，並且會隨著年級的改變，想法也跟著變化。一開始，我們認為成為科學家

或發明家，可以讓全世界都看見；也曾想當企業家，來賺取更多的金錢並累積不同的經

驗。現在的我們有人想當法官或醫生，擁有專業能力且受人尊重;有人則希望能成為一名

插畫家。因此，我們也對其他的國小學生在未來工作的想法與選擇感到好奇，決定以此

進行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現有的職業類別。 

（二）調查國小學生對職業的看法。 

（三）探討未來職業的發展。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及工具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的方式，先探討現有的職業類別，再利用這些資料作為參考，

編製出「國小學生對未來職業想法」之問卷，並透過 SurveyCake 的網路平台，採取立

意抽樣的方式，進行量化施測，以了解現今國小學生對職業的看法及對未來職業發展的

意見。 

（二）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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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正文 

一、 現有的職業分類方法 

本研究先對職業的的定義進行說明，並且參考政府部門及私人機構對職業種類的介

紹進行了解，最後參考相關文獻，整理出國中小學生的學習偏好及較喜歡的職業類別。 

（一）職業的定義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2015)的說明，「行業」是指所從事職業的種類，如農、工、商、

演藝等。「職業」指個人所從事的職務或工作或必須擔負的責任。「產業」是指農、礦、

工、商等經濟事業的總稱。 

（二）職業的種類 

本研究將先針對現有職業類別進行了解，因為種類五花八門，從以前到現在，許多

工作慢慢消失，但也有許多新興工作出現。傳統的職業大多是已存在許久或發展很久的

工作，例如：商店的店員、老闆、老師、捕魚的漁夫、種植物的農夫……等；新興職業

則是遊戲、動畫設計工程師、職業規劃師、理財規劃師……等，都是早期沒有的。以下

分別就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兩種資訊對職業的介紹進行了解，以作為本研究問卷內容編

製的參考。 

  1.政府部門—中華民國勞動部 

     參考美國勞工統計局（勞動部，2015），撰寫出行業、職業的就業指南，行業有 46

種、職業有 135 種。「行業」是指工作者所隸屬場所單位之經濟活動種類，像是餐飲業、

批發業等。「職業」則指工作者本身所擔任之職務或工作，如專業人員、銷售員等。例如：

如果有一個人在飯店內餐廳負責帶位，表示他從事「餐飲業」，他的職業名稱為「餐飲服

務人員」。 

  2.私人機構—民間企業 

     在臺灣也有幾家公司在協助學生和求職者查詢工作資訊，比如：104、1111 和 518

等人力銀行。利用這些企業網站能夠讓使用方便又快速的利用不同的產業、職務及地區

等篩選條件，找到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也可以再根據年齡、工作時間及酬勞多寡等選項

尋找職缺。在這些民間企業的網站上，可以發現他們是利用「產業」和「職務」來做分

類，以幫助民眾更加方便地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工作。「產業」包含電子科技/資訊/軟體

/半導體、一般傳統製造、政治/宗教/社福、金融投顧/保險相關、一般服務業、餐飲/住

宿服務等。「職務」則是指在職位上所必須擔負的工作及責任，職務的分成經管金銷、

工程製造、資訊科技、文化創意、樂活服務及其他專業。 

    由上述可知，政府部門雖將職業種類分別列出，但是民間企業為了方便民眾找尋，

將各式各樣的職業分別別類，讓民眾更方便查詢。 

（三）職業與學習偏好 

    除了上述提到的職業類型之外，日本知名作家村上龍(曹姮、江世雄、王昱婷，2008)

在其「新工作大未來」一書中，依照學科類別將許多工作分類，總共可分為 12 類，主

要是為了能夠讓國中小學生能直接從學科來了解自己的喜好並且進一步認識相對的職

業，而且鼓勵學生思考並尋找自己喜愛的事物，再依此來選擇工作。研究者將本書內容

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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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目分類及喜好與工作對照表 

科目分類 喜歡的事情 工作舉例 

國語文 

閱讀散文及小說 

撰寫詩歌或文章 

朗讀詩歌與文章 

編輯 

手機小說家 

腹語表演者 

社會 

看著地圖及地球儀 

了解日本及世界歷史 

想了解世間事務如何連結 

對經濟及商業有興趣 

地方情報誌 

古董店 

公務員 

納棺師（禮儀師） 

數學 
計算、思考圖形 

證明公式，並加以分析 

證卷分析師 

土地代書 

自然 

觀察、培育花卉與植物 

觀察及培育動物、爬蟲類、魚、鳥、蟲 

思考人類的身體與遺傳 

遙望雲朵、天空、河川和海洋 

觀看或實驗火焰與爆炸 

觀看或憧憬星辰、宇宙 

森林官 

獵熊人 

按摩指壓師 

潛水用品店 

銲接工 

西洋占星師 

音樂 唱歌、聆聽、演奏 
聲樂家 

電動遊戲配樂師 

美術 

繪畫、設計海報、玩黏土 

在美術館欣賞繪畫及雕刻 

收集漂亮的、美麗的物品 

風景攝影師 

裱框師 

集郵社 

工藝．家政科 

使用道具做出各種東西 

組合或分解機械、組合模型 

使用電腦 

製作料理、點心、蛋糕 

欣賞或自己製作漂亮的洋裝和小飾品 

廟宇木雕師傅 

電氣工程師 

調酒師 

打版師 

甜點師傅 

健康．體育科 

比賽練習足球等運動、觀看比賽 

跳民族舞等舞蹈 

載運動場、校園、街道、山野，跑步、漫步 

思考有關疾病及健康的各種問題 

總教練 

狂言師 

山岳救難隊員 

熱石療法師 

英語科 

跟外國人說外文 

閱讀文章、新聞、小說等 

嚮往其他國家 

旅遊作家 

留學顧問 

大使館工作人員 

公民科 
表達、討論意見 

思考正確的事，希望對社會有所貢獻 

法官 

監獄官 

休閒 

講手機或在教室、校園內聊天 

在圖書館看書、看電影 

旅行時，搭飛機、火車以及汽車 

圖書館員 

電腦特效 

熱氣球操控員 

其它 
喜歡武器、兵器 

喜歡打賭或分出勝負之事 

鍛治刀 

塑膠模型製造 

賽馬預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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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利用學科分類，可以將喜愛的科目直接來當成未來工作的思考方向。根

據自我興趣，了解相關的工作內容。每一項職業都非常重要，只要符合自己的興趣、專

長，工作就不是一件苦差事。文中並鼓勵十三歲的青少年可以將「喜歡」做的事，當成

工作的「入口」來思考，並多多注意一些類似的活動，來更了解它。作者認為「自我探

索」是一種浪費，意思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自我思考的層面，而要積極的去蒐集資料、主

動體驗，長大後才有可能找到適合的職業。 

二、調查國小學生對職業的看法 

(一) 受訪者背景資料 

本研究利用 SurveyCake 企業級雲端問卷製作問卷，並以台灣國小四到六年級的學

生為調查對象，採用線上填答的方式進行調查，以了解國小學生對工作及未來職業的看

法，平台開放調查為期一個月，共有 952 人次填寫本問卷，受試樣本次數分配如下表 2。 

 

表 2 

受試樣本的次數分配表 

 背景、地區 人次 百分比 

居住地區 
台中市 438 65.28 

花蓮縣 233 34.72 

就讀年級 

六年級 467 49.00 

五年級 314 32.90 

四年級 171 17.90 

性別 
男 333 49.63 

女 338 50.37 

 

由上表可知，男性占了 54%，女性占了 46%。以就讀年級來看，以六年級的填答人

數最多為 49%，其次是五年級的 33%，而四年級最少是 18%。以居住地區來看，以東部

50%的比例最多，其次是中部的 41%，而南部和北部的比例分別只有 5%和 4%，相較之

下施測人數較少。 

(二)探討對未來職業的想法 

本問卷是為了要了解現階段國小學生對職業的想法，依調查結果，有 147 人 15%的

人沒有思考過此問題，有 85%共 805 人的學生曾想過未來要從事的工作。進一步分析此

兩群人，分別是為何沒有思考此問題的原因在及哪個階段思考此問題。從 147 人未曾思

考過工作的學生的問卷內容中可了解有 44%的學生表示「就是沒有思考到這個問題」，

其次是「覺得未來很遙遠」佔 37%；也有 15%人覺得任何工作都可以。另外，在思考

過未來工作的學生中，大多數是在中年級時思考到這個問題，占 40%，其次是高年級，

占 26%，而最早的還有幼稚園階段就思考過此問題，將此相關圓餅圖整理如圖 2。由圖

中可知，思考未來工作的階段，高年級的比例小於中年級的比例，這與一般社會認知有

所不同，以研究者當時也是高年級時的想法，認為在高年級思考工作問題時，常常會因

旁人的想法和外在經驗等訊息，夢想與現實不同，進一步影響他們的思考，這或許也是

高年級學生無法定向、抉擇，甚至不願思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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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生是否思考未來工作的原因及階段分析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關於未來工作的選擇，這一題的回覆非常多樣，由圖 3 文字雲中可知，大多數學生

未來想要從事的職業是老師，占 10%；其次是醫生，占 7%，廚師位居第三，占 4%。老

師這個職業與學生的接觸時間最多，且老師相對學生而言是個權威者，因此所占的比例

最高，而醫生一直以來是高所得及高社會地位的代表，因此也是學生喜歡的職業，令人

較為意外的是，廚師排名第三，研究者推估「食」本來就是基本的民生需求，加上近年

來美食節目、型男主廚頻繁出現，因此讓廚師這個職業為學生所喜愛。除此之外，由問

卷中可知，社會文化的轉變會直接影響學生對未來職業的選擇，許多職業會隨著時代變

遷而出現(張詠晴，2015)，例如現今社會網際網路普遍加上資訊科技發達，讓人們可透

過視訊直播，展現自己的才能或分享自己的喜好，而影片中有很多是關於遊戲的影片，

所以使這個新行業特別引起學生注意。因此，有許多學生選擇成為 YouTuber 和實況主，

這是以往行業中所沒有的。研究者進一步對照學生選擇工作和個人興趣、專長的關係，

發現大部分的同學專長和興趣都集中在肢體運動類和藝術類，而且會從這裡延伸出想要

的工作類型，例如：體育老師、音樂老師等。所以個人的專長和興趣，會影響對未來職

業的選擇。 

85% 

15% 

請問你有沒有思考過未來想從事的工作？ 

有 

沒有 

44% 

37% 

15% 
4% 

為什麼你沒有思考過未來想從事

的工作？ 
就是沒有思考

到這個問題 

覺得未來還很

遙遠 

覺得任何工作

都可以 

覺得不需要花

時間思考 

40% 

26% 

19% 

15% 

請問你最早從什麼時候開始思

考未來想從事的工作？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幼稚園 

國小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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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未來工作選擇的文字雲圖 

資料來源：取自 SurveyCake 

 

  關於工作的動機調查如圖 4，本題可進行複選，有高達 86﹪的學生認為工作的目的

是用來維持生活經濟，所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 62﹪為結交更多的朋友，拓展人際關係。

其中在選填「其他」的學生中，有寫著讓自己適當忙碌，不然會養成懶惰的習慣，對工

作抱持著相當正面的想法。 

 

 

 

 

 

 

 

 

 

 

 

圖 4 學生認為人需要工作的原因 

資料來源：取自 SurveyCake 

 

  在本問卷中，設計了兩個題目來了解學生對「好」與「適合」的工作定義，由圖 5、

圖 6 可知，在「好」和「適合」的工作特質在前三項的選答比例相當一致。這個結果反

應出一般學生都認為只要適合自己的工作就是一份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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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學生認為「適合」工作的條件           圖 6 學生認為「好」工作的條件 

資料來源：取自 SurveyCake        資料來源：取自 SurveyCake 

 

 

而學生是否會擔心未來的工作就業以及對工作的期待部分。由圖 7 中發現有 65%的

學生會擔心未來找工作這件事，這也顯示即使在國小階段的學生，還是會擔心未來是否

有理想的工作。且有高達 99%的學生都希望能找到與自己專長、興趣相符的工作(如圖

8)。此外，本問卷也調查國小學生對學校的學科學習、社團活動及校隊活動和未來工作

的關係，由圖 8 可知有七成的學生，認為學校學科的學習、社團和校隊活動都會影響未

來工作的選擇，由此可知在學校的各式各樣的活動，對選擇未來工作是有影響的，學生

也希望學校可以舉辦體驗或參觀各行各業工作的活動來幫助他們更加了解。 

 

     
   圖7 是否擔心未來工作的圓餅圖          圖8 是否希望有符合自我興趣的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66% 

34% 

請問你是否會擔心未來找工作

這件事？ 

會 

不會 99% 

1% 

請問你希不希望未來能夠找到

符合自己興趣、專長的工作？ 

希望 

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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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學校的學科學習、社團活動及校隊活動是否影響未來工作的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未來職業的發展 

根據天下雜誌曾經報導專家預言，未來 10 年許多工作將被機器人和演算法取代，

所以現階段學童學習的課程將會不斷更新、改變，也必須要了解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的存在。人工智慧是指通過電腦實現的智慧，例如：機器人可以

做到辨識人臉、無司機的自動化公車或自動結帳的便利商店等等。因為人工智慧的出現，

有些專家認為某些工作會漸漸地被人工智慧代替，像是電話客服員等(鄭閔聲、楊俊傑，

2017)。 

從問卷調查可知，79%的學生都曾聽過 AI 人工智慧，仍有部分學生不知道，而現

今人工智慧的興起是未來一定的趨勢，所以另外 21%的學生應該也應該要了解，而學校

課程應隨著社會變遷而隨時調整，讓學生能獲取最新的資訊。此外，有 57%的學生贊同

工作會漸漸地被人工智慧所代替，而有些學生可能認為工作並不會完全被取代，只有部

分會被取代。 

      

   圖 10 是否聽過人工智慧的圓餅圖     圖 11 是否贊同人工智慧取代工作的圓餅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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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欲參加學校舉辦有關各行各業活動的人數比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参、結論 

一、研究結果 

（一）關於現有的職業類別，政府部門是利用行業與職業來做分類，而私人機構是利用

職務與產業來做分類，方便民眾查詢。而村上龍的分類更是依據學科來進行職業分類，

更方便國中小學生對照。不過職業的類別在現今的社會正快速改變，許多傳統產業由於

時代的變遷而勢微，例如郵差、記者、作業員等，所以學生也沒有此職業選項；反觀許

多新興職業 Youtube 電競師、旅行體驗師到是許多學生的選擇。 

（二）大部分的同學在小學時都曾想過未來想從事的工作，而他們認為適合和好的工作

必須符合自己的興趣或專長。他們會擔心未來找工作這件事，也認同學校的學科、社團

及校隊有助於更進一步了解職業，但仍然期待可以增加相關的職業探索活動或課程。 

（三）人工智慧的興起，讓許多人開始思考著未來的工作，在本問卷中，大部分的同學

都曾聽過人工智慧一詞，但僅有少數同學贊同工作會漸漸的被取代，因為現在的課程不

會探討到未來職業的趨勢，因為學校課程更新的速度比不上資訊科技。 

二、未來建議 

（一）希望未來能夠探討職業與天賦的關係。 

  本研究將來可以擴大去探討現階段在工作的人，詢問他們從小的志向，看與現階段

工作有何關係，並了解他們小時候的興趣與專長是否與現階段的工作有些關係，也有可

能他們接觸一個不是原本興趣專長所在的工作，但開始嘗試、接觸後，反而從中發展出

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二）國小的教育可以加入探索職業的課程。 

  英國社會學家及教育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提倡生活預備說，認為教

育的目的，是為了未來的職業而準備（張春興，2002）。有些同學可能在國小階段職業

的性向就很分明。像是有人從小就對昆蟲產生興趣，對其他事都不專心，就只熱衷於觀

察昆蟲。因此建議學校可以設立多元選修課，並了解未來新興職業與要被取代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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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研究者提出幾點可供國小學校課程設計時參考： 

1.尋找各行各業的人來學校分享職涯經歷 

2.將社團的種類增加且更多元化 

3.長期參觀各行各業的工作場所 

4.定期播放認識各行各業的影片 

  未來的我們是什麼樣子？許多的成功名人，其實就是努力做「好」一件事，因此研

究者認為學生其實只要找到屬於自己的專長或興趣，就可以漸漸的找到自己未來從事的

工作方向，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並不需要樣樣都專精。現今國小目標是五育優異，

或許每個小孩不一定都要德智體群美皆優。如果工作是人生必須的選項，那麼為何不要

在國小階段就開始認識自己，這樣是不是可以趁早規劃，朝夢想的目標邁進。另外，隨

著時代的變遷，人工智慧的興起，未來職業的趨勢勢必也會跟著轉變，所以學校的課程

也要跟著潮流異動，學生需要了解哪些職業要消逝了，哪些新興的職業興起了，才能積

極地調整自我未來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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