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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 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頒佈「補助大專院校辦理大專就業學程計

畫」，其中規劃 48 小時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期待能協助大專生提高職涯規

劃力，增加職場競爭力並順利與職場接軌。本研究目的期能透過研究者設

計的自我探索三部曲課程的反思與啟發，提升大學生自我探索的能力，進

而建構個人工作願景。本研究以便利取樣選取參與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170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課堂觀察與反思、學生學習歷程討論、學生課

程學習單、學生學習心得報告以及個案深度訪談來收集質性的資料，進行

內容分析。經由內容分析發現：(一)透過精雕人生三部曲課程設計可以提升

學生的自我探索能力；(二)學生提升自我探索能力對於設定工作願景有助

益。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並提供共通核心職能

課程教師作為規畫課程及精進教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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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為因應時代潮流趨勢與職場需求，行政院經建會於 2004 年 6 月完成之

院訂頒「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提列 12 項國家前瞻性服務產業，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委會依該方案辦理「核心職能課程訓練」，同時規劃

與推動「共通核心職能課程」計畫。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涵蓋三個領域職能

為核心，分別為「動機職能」(driving competencies, DC)、「行為職能」

(behavioral competences, BC)以及「知識職能」(knowledge competencies, KC)

等課程內涵（勞動力發展署，2020）。研究者在大學擔任共通核心職能課

程教師超過 10 年，深感學生畢業後要獲得企業的青睞，成為具潛力人才，

展現正面的心態外，積極培養未來職場所需的核心能力是重要關鍵，不只

是專業知識而已。研究者在教授這門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之初，即思考如何

以自身職場經驗和生命體悟來啟發學生，讓學生能建立未來職涯的遠景以

及正確工作價值觀。讓學生未來進入職場工作前，能夠充份瞭解並思考職

場的願景，進而規劃學習目標為理想職業目標做 周全的準備。 

研究者投入於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期間，聚焦於動機職能課程，深感本

課程能啟發與影響修課學生，是以將動機職能列為本課程的核心精神。回

顧 2016 年 6 月 30 以及 2017 年 6 月 22 日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師資回流培

訓暨研習會議中，研究者擔任此二年動機職能課程細目綱要及教學方式案

例分享之講師，深切體悟「共通核心職能講師扮演角色」是課程關鍵因素，

在上課過程中並非只是分享課程的「技法」，更是真誠分享「心法」，以

開啟學生生命職涯的鑰匙。自己不只是講師身分而已，而是激發學生的生

命價值與價值感，是以從課前備課的態度，課後教學反思，研究者都是精

益求精，再三斟酌。當教師感知到自己是關鍵角色，就會戰戰兢兢去面對

每一堂課，持續展現教學熱情（邱麗家，2018）。 

回顧研究者的研究歷程，於 2012 年發表首部曲為「職訓局共通核心職

能課程實施現況與展望」，了解目前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實施現況與問題以

及了解未來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應有發展方向；於 2013 年起進行第二部曲「影

響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實施成效因素之探究」，從講師與學生探討影響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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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職能課程關鍵學習因素，透過研究結果與建議，能提供共通核心職能

課程講師重要參考。 

共通核心職能在職場就業力扮演其重要性為何?無論是從產業需求角

度，畢業生應具備核心為導向的能力，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已成為培養職場

核心能力的基礎以及職場就業力很重要之歷程，因此，大學通識教育應該

更關照職場需求的核心能力（李隆盛，2007；張銘華、張吉成，2010）。

臺灣大學生在即將進入職場時，應培育具備哪些能力可以從共通核心職能

課程規劃中看出端倪。學生在習得共通核心職能基本能力外，同時也能由

課程的案例、故事或影片中，自我體察意涵及典範故事的脈絡與影片情境

的感受。而如何透過 48 小時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引領學生融入並體驗其歷程

是需要教師用心規劃課程與教學內涵（邱麗家，2020）。由上述研究顯見，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已成為培養職場核心能力的總基礎以及職場就業力很重

要之歷程。本研究以動機職能課程「工作價值與工作願景」單元為主要探

究範疇。 

本研究在回顧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在教學場域中，研究者透過實際教學

場域觀察學生互動對話發現，在動機職能課程中多數學生的關鍵問題是對

未來沒有目標，自我瞭解不足，不知道自己的優勢、特質以及興趣等，這

些發現讓研究者產生很大研究動力，例如：曾經有位學生在 後一週上課

前，告訴我「下週看不到老師怎麼辦？」，這句話讓我除了感動外，心裡

更是不捨，我問她這幾週課程對她的幫助是甚麼？她說：老師引導我思考

從來沒有想過的事，這些都是這麼重要。在授課歷程許多的學生回饋，促

發研究者在共通核心職能課程的「工作價值與工作願景」單元，全班學生

透過自我對話中的引導與反思，來解決學生不瞭解自我、不知道自己的優

勢、沒有目標等問題。本研究經歷三部曲之研究，從「政策面」到「課程

實施面」，乃至本篇第三部曲之「教學實踐面」。期許本論文能提升大學

生自我探索能力及建構未來的工作願景。 

有鑒於此，本研究目的是希望透過啟發式的教學模式，來提升學生自

我探索的能力，進而建構個人工作願景。爰此，本研究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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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課程設計的反思與啟發是如何提升學生的自我探索能力？ 

二、本課程如何建構學生的工作願景？ 

貳、文獻探討 

一、自我探索與工作願景  

Marcia(1980)提出當一個人開始思考關於自身的議題，包括：性向、個

性、生活態度、人生目標、情感歸屬以及自我價值等為何時，若周遭的人

同時給予愛與支持，有助於個體知道自己是獨特的人，並趨於成熟、穩定

和獨立（邱然偉等，2019；陳蓉，2015）。認識自己及了解與他人的關係，

是在成長階段過程中極為重要的部分。自我發展理論指出，青少年時期對

自我察覺是重要課題，青少年階段能對自己有深入了解，了解人生意義與

方向將有助個人價值體系的形成（吳鳳珠，2018）。自我探索是指個人經

由生活經驗與體驗，進而瞭解自己的興趣、價值觀以及各種有助於成功發

展之能力。自我探索除可透過自我對話、自我了解中找到自我的優勢，進

而規劃並提升自我的競爭力，也可藉由專業的測驗工具的協助增進自我了

解，作為後續生涯規劃的基礎（黃能堂、邱麗家，2015）。 

古語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職涯發展的歷程中，「知己」

是了解自我能力、性向、興趣、特質及價值觀等，找出個人的優勢競爭力，

積極促進自我成長，以達到自我實踐的目的；而「知彼」則為職場環境探

究，並為未來的職涯做好準備工作（黃能堂、邱麗家，2015）。因此，從

「知己知彼」著手，經由對「自我」與「職場環境」的了解後，才能夠為

求職、就業進行分析與比較，透過「知己」的自我探索歷程，了解自我、

並規劃職涯，更清楚個人職涯發展路徑，並據以擬定適切的行動計畫，把

自己安置在 適當的位置（黃能堂、邱麗家，2015）。另外，以「自我環」

理論中所提及的八個不同面向，涵蓋了個體的生理、心理、社會和靈性等

層面，頗適合運用於由外而內、由淺至深的自我整體探索（轉引自邱然偉

等，2019）。生涯目的感是指從個人獨特的興趣、特質、能力與其他意義

層面出發，形成未來能從事什麼職涯以達到具意義和服務貢獻的目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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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用與實踐的過程中，感到喜悅與滿足感（王玉珍等，2020；Damon, 

2008）。Blustein 與 Flum（1999）則著重生涯探索態度與行為之內化歷程，

探討影響職業興趣發展之關係脈絡，指出來自家人和朋友的人際支持對於

探索工作世界以及實踐個人興趣有所幫助（楊育儀、陳秀芬，2018）。張

春興（1975）指出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主，教師的責任主要是提供學習情境，

在學生活動中，教師的角色是教室中參與的一份子，一種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稱之為「啟發法（heuristic method）。因此教學方法的重點不在於

教師如何「教」，而是在於學生自己「學」。而本研究教學過程採用啟發

式教學來引導學生。 

過去文獻大部分聚焦在純粹自我探索以及職業興趣發展的研究，較少

發現有對自我探索系統之歷程，並連結於職業目標的工作願景相關研究。

因此，本研究期望可透過系統化的自我探索以建構工作願景，來幫助學生

有系統地思考未來職涯發展，而找到職涯的方向。 

二、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相關研究 

美國伊利諾大學教授 Swain(1984)提出做生涯決定時要考量「自我」、

「教育與職業資料」及「環境」三個向度，即為生涯金三角。其中「自我」

部份包括個人的興趣、性向與價值觀等，在「教育與職業資料」部分包括

對各種生涯選項的了解與資訊收集，「環境」部分包括家庭、學校的重要

他人影響，及工作、社會等發展趨勢。江文雄（2000）認為生涯規劃（career 

planning）即對自己的一生做具體的規劃，重要是除了向內看，看清內在條

件及自我世界；同時要向外看，看清外在環境及工作世界，然後做正確的

生涯決定，確立目標，明確方向，妥善規劃自己。吳思達（2005）認為生

涯規劃由探索自我、探索生涯環境、探索生涯資訊及生涯發展的時機，形

成生涯適當的「生涯決定」後，擬定「生涯目標」及「生涯計畫」並努力

執行。 

Schein(1975) 提出個人職涯途徑(Career Path)以瞭解職業生涯是如何被

有效管理以及人是如何學習在員工組織中做正確的價值判斷？從 De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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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研究指出，生涯自我概念無論個人自我概念正確與否，皆會指引與

限制個人未來的生涯決定，強調生涯定錨是一種個人的生涯需求、態度、

價值以及自我才能之綜合概念。除此外，McLean 等（1991）研究亦發現，

生涯上的自我概念會影響到工作的偏好與選擇。而 Igbaria 等（1995）亦提

到生涯定錨或生涯定位會顯著的影響到生涯及對特定職業之選擇。 

由此可知，自我探索關鍵在了解自我，了解自己的興趣、人格特質、

能力以及專長等，才能有效規畫自己的職業生涯。而從工作價值觀（work 

values）之概念性定義係指個人對工作的一般態度、對工作條件與結果的信

念、偏好、與重視程度，以及做為個人選擇職業工作的參考架構與對職業

工作的評價標準。同時，亦了解自我的工作價值觀的取向，並作為對職業

選擇的考量參考。綜觀而言，本研究期望能透過系統化的自我探索來建構

工作願景為基礎開端，而幫助學生形成職涯規劃的前置準備奠定關鍵基礎。 

三、臺灣大學生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研究 

大學時期是自我探索、改變與成長的重要階段，是面對獨立與做決定

角色的挑戰（吳淑禎，2012；Hinkelman & Luzzo, 2007）。Super ( 1963 )強

調生涯抉擇與個人職涯自我概念具有重要關聯性，而大學生階段的職涯發

展與自我認同是青年 重要的兩大任務（陳書梅、劉益君，2014）。 

對於即將邁入社會的大學生而言，必須學習規畫與整合個人的工作能

力與興趣，並投入各種有助於職業選擇的試探性活動，再根據經此所獲致

之相關經驗，進一步選擇具體的職業目標，進而進行專業的就業準備（吳

芝儀，2000；陳書梅、劉益君，2014）。如吳淑禎（2012）研究發現大學

生在自我探索、職涯資訊、職涯準備及整體職涯，皆有中等程度以上的需

求。由此可見，對大學生而言，從自我探索到職涯規劃的歷程有一定程度

的重要性連結，而如何有系統化引導自我探索，進而有職業目標方向，有

需求要做進一步探究。 

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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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藉由研究者本身為授課老師能方便收集到學生的

第一手資料，研究內容包括學生學習觀察、學生完成活動單與心得報告、

以及訪談等三部分。因此，在學生能力評估方面，研究者在共通核心職能

課程授課歷程，老師須從學生之角度來感受面臨的困境與難點，配合自行

設計之課程，讓學生能夠依據老師的引導過程完成課程。 

本研究歷經超過十年的教學歷程，透過教學過程中師生互動、學習觀

察等，不斷修正後，研究者所建構的「精雕人生三部曲」，如圖 1 所示，

作為自我探索的課程設計核心主軸，並配合逐步引導完成活動單。 

圖 1：本研究建構之精雕人生三部曲 

 

 

 

 

 

 

二、研究工具 

（一）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本研究所使用工具為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內涵，並透過研究者自

行發展設計的精雕人生三部曲為核心教材之一，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說明如下： 

研究者將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內涵作為課程發展重要之基礎。共

通核心職能課程，如圖 2 所示，以三個領域職能為核心（林建山，

2016）。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內涵以及學習訓練模式，林建山所提出

的訓練課程模組，亦即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之目標任務與策略取向，

（轉引自邱麗家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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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之目標任務與策略取向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為研究者本身，研究者為共通核心課程授

課老師，研究者本身即為 主要的研究工具。研究者本身具有十年

以上共通核心職能講師之年資，累積授課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外，同

時研究歷程中，持續不斷藉由每次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交流例會、講

師回流訓練擔任分享講師等進行觀察與反思資料蒐集，另外，研究

者扮演課程設計者、教學觀察者，透過不斷反思與觀察，有助於奠

定研究者之教學基礎，同時對本研究進行產生莫大幫助。 

（三）學生參與學習之應用 

本研究第一部分對於學生參與應用，係由研究者所設計課程及

心得報告學習總結作為學習歷程檔案。課程期間學生能夠完成相關

課程設計，詳附錄一至附錄三，以及課程結束後完成繳交「one page 

report」心得報告。依據選取 107 年至 108 年參與大專院校就業學程

計畫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學生歷程檔案之心得報告進行內容分析。依

據本研究所發展的「精雕人生三部曲」之課程，歷經超過十年使用，

透過逐步修正，使用在學生身上產生效果。 

（四）訪談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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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第二部分之訪談題綱，乃針對參與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後

就業學生之個案作深度訪談，研究者以研究問題及考量其內容適切

性完成訪談題綱，詳見附錄四。訪談進行經過受訪者同意，進行訪

談全程錄音，研究者先進行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文字稿經過受

訪者確認，以確保資料之完整蒐集。 

三、教學歷程 

本研究依據自行建構出來的「自我探索三部曲」，作為動機職能的課

程設計主軸，分述如下： 

首先，課程前引發自我探索動機及感受重要性，接著開始第一部曲是

「我的優點」，讓學生進入內心自我了解之探索思考後，歸納自己的優點、

優勢、特質、興趣、專長等，完成大手印課程並進行兩兩一組的對話，詳

如附錄一，這階段的關鍵目的是透過自我對話歷程發掘的自己優點，而逐

漸提升自信心。 

第二部曲是「我的挑戰」，學生過去所了解的是企業 SWOT 分析的內

涵與目的，本課程引導重點在自我 SWOT 分析，先透過學生分組討論，共

同決定一個職業目標來練習討論完成，有了分組腦力激盪的思維基礎後，

開始對自己職業目標與「優勢」有了連結及想法之後，再進行個人 SWOT

分析，並完成自我 SWOT 分析課程，詳見附錄二，這階段關鍵目的是讓學

生理解每個人都有不足之處，尤其針對職業目標來連結的「劣勢」，也就

是要能勝任這職務，應具備知識、技能以及態度。 

第三部曲是「我的行動」，透過訂定學習/工作目標的 SMART 法則說

明，包含明確化（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可達成的（Achievable）、

有意義的（Relevant）以及有完成期限的（Timely），引導學生從個人 SWOT

劣勢中選出 關鍵的項目，作為學習行動目標練習，詳見附錄三。本階段

關鍵讓學生理解如何讓自己的劣勢，透過行動學習目標規劃，未來能有機

會從劣勢轉變成優勢，這也是三部曲的循環歷程。 

因此，本研究之焦點在 實際的教學環境場域與學習情境中，探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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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對提升學生自我探索能力為何？本研究透過教學現場課程實踐中觀

察學生學習歷程的狀況，作為蒐集分析主要資料，並深入了解實際狀況呈

現真實感受。 

四、研究對象 

（一）參與學生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選取參與就業學程課程之學生為研究對象。

參與對象選定近二年內（107 年～108 年）參與大專院校就業學程計

畫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學生為主要研究樣本，共計包含六校 170 位學

生，平均年齡為 21 歲，性別分別男生與女生各為 66 位與 104 位，

所佔比分別為 39%與 61%（如表 1）。 

表 1：共通核心職能課程男生與女生參與人數統計 

學校 A（男/女） B C D E F 合計 

107 年度 21(0/21) 39(15/24) 21(1/20)    81 

108 年度    31(27/4) 20(0/20) 38(23/15) 89 

合計 21(0/21) 39(15/24) 21(1/20) 31(27/4) 20(0/20) 38(23/15) 170 

註：男生與女生人數於刮弧（男/女）顯示。 

 

（二）訪談對象 

本研究為進一步了解參與課程之後，對於選定就業的影響為

何？以便利取樣選定一位參與大專院校就業學程計畫共通核心職能

課程畢業學生，及一位畢業後已就業三年並維持與研究者保持聯繫

的同學，進行深度訪談一個小時。 

五、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的嚴謹度（rigor），依據 Lincoln 和 Guba（1985）質性研究

的可信指標，檢視資料的確實性（credibility）、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

可靠性（dependability）及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以達到研究的嚴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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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楊孟麗、謝水南譯（2011）的內容分析法。透過內容分析法之

主題分析，了解學生們對自己的學習心得，同時透過研究者本身為授課老

師，透過參與式觀察進行學生課堂學習情境之歷程。 

研究者資料編碼過程與分類分別為，(1)關鍵字句註記，透過反覆閱讀

文字內容，再將其關鍵字句註記，並進行編碼。例如，編號「a1-11-01」表

示「學生代碼-主題-流水號，編碼原則如表 2 所示；(2)同概念分類，將不同

研究參與者之相同概念關鍵字句進行歸納與整理；(3)形成主題並歸納及回

應研究問題。編碼原則依序以學生代碼(a)、主題(11)以及編碼號(01)作為編

碼，例如，a-11-01。 

表 2：編碼原則說明 

編碼 學生代碼 =主題 編碼號 

a-11-01 a 11 01 

 

研究資料分析之過程，包含：反覆閱讀原始資料、形成編碼及範疇，

與綜合歸納。首先，研究者反覆閱讀原始之逐字稿等原始資料，並依照研

究參與者的角度來瞭解內容，排除主觀及誤解。接著，研究者根據研究問

題，形成編碼及範疇，依據原始資料，找出關鍵字或關鍵事件，並加以命

名編碼。編碼命名時，盡量使用研究參與者的語言，以求能反映研究參與

者想法（陳向明，2002）。例如： 

「我從來不知道原來我擁有這麼多的優點，原來別人是這樣看我的，

發現了更多自己不曾認識的自己，從「認識自己」開始，到慢慢了解

別人的優點，還有了解自己未來適合走的方向。」（a3-11-03） 

後，形成數個核心範疇後，本研究者進一步彼此間的關連性，歸納

形成主題以及回應研究問題。例如： 

歸納形成主題「運用精雕人生三部曲課程設計引導學生提升自我探

索」；以及回應研究問題「學生透過研究者設計的精雕人生三部曲課程設

計可以提升自我探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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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探討「學生透過課程設計提升自我探索能力」以

及「學生自我探索能力對工作願景建構之影響」二個主題，以下依二個主

題之順序說明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基本資料分析 

包括年齡、性別、學習完成率。依據六校參與的學生共計 170 位，平

均年齡為 21 歲，男學生有 66 位（佔 39%），女生有 104 位（佔 61%）完

成本課程。其中有三所學校（A、C、E），學生共計 62 人，課程完成率達

100%，而其中內容的完整度呈現較佳同學達 72%；另外，二所學校（B、F），

學生共計 77 人，完成 69 人，完成度達 90%，而未完成的學生有 8 位學生，

大部分主要為缺課因素以致無法完成；而針對 D 班學生，若採自由提交，

僅完成心得報告，且只有 1/3 的學生完成。顯見，課程完成仍需要結合評分

標準作為參考依據，才能有效讓學生積極完成。 

二、學生透過研究者設計的精雕人生三部曲課程可以提升自我探索

能力 

（一）運用精雕人生三部曲課程設計引導學生提升自我探索 

透過精雕人生三部曲之課程設計與應用，引導學生從「我的優

點」、「我的挑戰」、以及「我的行動」之課程設計，讓學生對自

我探索的認知與啟發，從上課前詢問學生：你了解自己嗎？幾乎沒

有一個人舉手，而經過課程引導後，學生漸漸有了自我認識，能找

到自己的優點，並於課程活動中展現對自己的自信。學生表示：「老

師帶領我們做了很多自己的探索，其實很多是我們已經知道或是可

能知道的，但往往不是那麼得肯定和有自信，可是在課程中老師的

帶領讓我找回自己。…這樣的課程可以讓我們更加認可自己，對於

未來就業是有幫助的。」（a1-11-01）自我探索深度自我對話歷程，

可以逐步建立學生對工作願景的目標方向；「大手印的自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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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才開始讓我真正學會仔細思考自己身上的優、缺點，並把缺

點、劣勢轉換成優勢！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謝謝老師這五週

的用心讓我們受益良多，帶給我們很多想法以及對未來就業的方

向，我會好好善用這幾週的所學，讓自己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不

要讓未來的自己後悔現在的自己。」（a2-11-02）；「我從來不知道

原來我擁有這麼多的優點，原來別人是這樣看我的，發現了更多自

己不曾認識的自己，從「認識自己」開始，到慢慢了解別人的優點，

還有了解自己未來適合走的方向。」（a3-11-03）；「這門課給我最

大的收獲就是認識自己、樂於生活、工作，這些看似簡單又很困難

的事，我們大家都應該好好實踐，並且將這份精神傳承下去。」

（a4-11-04） 

因此，在本研究運用課程設計精雕人生三部曲之應用，透過啟

發式的引導與反思，能助於提升學生自我探索的能力，並對未來的

想法有逐步方向及影響。  

（二）透過對話與分組討論能夠對學生建立與同儕連結與學習 

透過「對話」讓自我探索學習產生不同意義與連結，可以讓學

生之間彼此對話，也可以讓學生與教師對話等，學生對話過程，能

促進同儕之間的學習，問題的解決，也因此能幫助自己未來的目標，

學生說：「不像之前是那麼迷茫連自己都不認識，我也漸漸覺得在

這幾堂課程當中，我敢開口去跟同學說話，我也敢去開口跟同學討

論我的想法給他們做參考，就像學會溝通一樣，我也明白這一切好

像沒有那麼恐怖，那麼令人畏懼，覺得這幾堂課我收獲很多。」

（b2-24-03）「在這幾週的上課中，使我學習到如何與別人溝通以及

互助合作，也讓我更清楚自己想要做什麼以及適合做什麼。」

（b3-25-04）同時，課程設計團隊討論以及上台發表，亦可以提升學

生多元思維能力與溝通表達能力。「這門課我不只了解了自己與未

來的規劃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學習團隊之間的相互合作，因為我

們無時無刻都在與人互動，所以，學習如何人際關係也是一個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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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事情，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我學會了如何溝通與上台表達，

更訓練了自己的膽量，以及養成團隊間的默契。」（a5-11-05）；不

像之前是那麼迷茫連自己都不認識，我也漸漸覺得在這幾堂課程當

中，我敢開口去跟同學說話、我也敢去開口跟同學討論我的想法給

他們做參考，就像學會溝通一樣，我也明白這一切好像沒有那麼恐

怖那麼令人畏懼，覺得這幾堂課我收獲很多。（b1-11-06） 

因此，自我探索過程，除了「個人」自己內在的對話外，另外，

交付學生學習任務，讓學生透過分組「團隊」合作與互動討論之連

結，能透由團隊分工，彼此交流想法，並能主動積極蒐集學習的相

關資訊，進而歸納整合重要的資訊，並運用文字或圖表，論述並呈

現於海報， 後，透過公開發表完成任務，達到學習成效。整體言

而，學生可以在這課程歷程中學習到團隊合作、表達溝通、整合能

力、想法見解以及上台發表等能力。如邱麗家（2020）指出共通核

心職能課程需融入體驗與統整學習方式，有助於長期培養職場核心

能力。 

三、學生提升自我探索能力對於設定工作願景有助益 

研究者透過所設計課程及「one page report」心得報告學習總結，分析

學生的感受與影響。並輔以「訪談題綱」之深度訪談個案畢業學生，驗證

對於共通核心職能之動機職能課程的看法與影響。 

（一）學生能夠理解自我探索對未來目標之影響 

在課程中，學生慢慢理解自我探索對未來的影響，學生說：「感

謝老師給予的忠言逆耳，讓我們探索自己了。」（b2-21-02）「課程

中也透過這幾個小活動更瞭解自己，也對自己的優點更加有自信。」

（b2-21-03）「老師不斷的再重複要入職場的我們必須要清楚自己的

目標，才能夠得到想要的東西，這門課並不是用一本課本說完就算

了，而是老師用簡單的 PPT 講解入職場前要先了解自己才是最重要

的」（b2-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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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也從課程中醒覺過去的錯過，學生說：「我認為自己要好

好把握接下來的時間，認識自己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b3-21-01）；

「我覺得這幾週上課對我有很大的意義，因為我覺得我以前都在

混，對自己的未來一點規劃、一點安排都沒有。」（b3-21-05）；在

這短短的這一個月，能在這堂課程中學習到更多，對自己的未來更

加的確定，而不是還活在迷惘之中，這樣對於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b4-21-01） 

有一次課堂同學分享讓我印象深刻，有一位同學說：「我很慶

幸今天有來上課，雖然遲到，但沒有翹課，讓我沒有錯過這堂課，

能夠讓我了解自己及未來方向…」同學說完這段話，其實研究者當

下內心真的很感動，給研究者很大的鼓舞力量，讓研究者更確信自

己努力在做「對」的事，對學生有幫助的事…，繼續加油。 

畢業學生個案說：從一開始會擔心畢業後，自己的未來要朝哪

個方向前進，什麼才是自己想走的路，但透過動機職能課程探索自

己的過程中，會了解自己的特質，也許沒辦法很斷定的就知道是要

往哪個方向，但至少有了一個明確目標，朝這目標前進。 

如 Gellerman (1963) 指出讓學習者選擇較符合學習動機的教學內容，以

增加其相關感，如增強學習者對成功的期望，可加諸學習過程中。因此，

自我探索對未來目標是很重要前置課題，學生能夠從了解自我增強自信，

更深刻體悟其對未來的重要及影響。 

而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有三大範疇包含動機職能、行為職能以及知識職

能，課程架構上動機職能是首要引發學生學習動機。邱麗家（2020）指出

強化教學內涵應用性來激發學生參與意願與態度，是講師實踐課程目標的

重要關鍵。如畢業學生個案說：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動機職能部份，也是

影響我最多的，老師很重要，因為老師的用心真的改變了我很多，老師教

學方式不是照本宣科或只是想把課程上完，而是帶領著我們去了解自己，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忽略了自己內心的聲音、想要的是什麼，透過動機職

能，讓我了解自己，不再對未來茫然或害怕，能朝著內心聲音方向勇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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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許過程會遇到困難、挫折，但至少有努力過，更是順著自己的心走，

我覺得是很開心和有意義的，更不會留下遺憾。 

整體而言，透過學習過程引導與反思，學生能夠逐步完成學習主題之

課程，可以證實學生透過課程設計啟發與反思引導，能對自我探索的能力

提升。具體而言，學生可以透過「知己」的自我探索歷程，了解自我、並

規劃職涯，更清楚個人職涯發展路徑，並據以擬定適切的行動計畫，把自

己安置在 適當的位置。在引導歷程中，發現老師需要先鬆動學生的防衛

心與表現，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再透過引導性的反思一步一步的

完成，這是很重要的歷程。 

（二）學生能夠將自我探索應用工作願景之建構 

在課程中，學生逐步將自我探索歷程應用於工作願景之建構。

學生說：「上了這門課程後，我對於未來的工作思考了很多，也充

滿想像，我跟著老師的指引思考，也才發現其實有很多出路可以去

闖，不像剛進來時那麼徬徨，完全不知道自己未來可以做甚麼。」

（b3-22-02）；「真的感謝老師有這個課程內容，使我更加熟悉自己，

也能清楚未來走向。」（b3-22-04）「最後感謝…老師這幾週的教導，

在未來的人生規劃中有了一個明確且可行的方向，並且不會讓我們

在重要的歲月中迷失在茫茫職場中…。」（b3-22-03）；「…講解後

讓我能夠很肯定的知道下一步想走的路，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心中會

有一大堆的疑問而不敢往下一步努力， 現在的我可以訂好屬於自己

的人生目標後努力去兌現，讓自己的未來不會再感到迷惘了。

（b9-22-09） 

畢業學生個案回顧說：在動機職能課程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畫手掌，靜下心想自己的優點是什麼，再做更進一步的分析，我

清楚的知道到細心、耐心、熱心是我的優點，缺乏自信心是我的缺

點，有了這樣的優點讓我更加確定自己適合什麼類型的工作，能夠

將自己優點的特質發揮到最好，同時也要找出一個突破點來克服缺

點，才能讓自己更加的進步。畢業學生個案再提及：透過課程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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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對我而言能夠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

作更勝於高薪資報酬的工作，唯有將自己獨特的特質運用在工作

上，樂於工作中，才能持續長久，而不是為了工作而工作。 

因此，自我探索不僅能對了解自我有幫助外，也能夠因為了解自我而

增強對自我的信心，同時能連結應用於工作願景之建構有重要的助益。 

（三）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回饋 

在課程中，透過分享個人經歷、故事以及影片等，對學生能夠產生印

象深刻外，並會留在他們內心。分享故事中提及「只要撐過痛苦點跟低潮，

新的東西就會找你」、「相信自己」、「自信是來自對自己的了解」等。 

1.找到自信 

同學說：「我發現透過這堂課，可以更快探索自我並增進自我了

解，反而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因為自信是來自對自我的了解之一，

有時候覺得自己想要完成的目標很難達成，但是只要撐過痛苦點跟低

潮，新的東西就會找自己。」（b2-23-01）；「我也相信只要努力一

定能改變未來的無限可能，只要不放棄希望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有

一個美好的未來。」（b4-23-01）；「讓我開始對自己有了自信並且

對於未來有了希望。」（b4-23-02）學生能夠深刻體悟到影片傳遞內

涵，思考對自身之幫助與影響，學生說：「燈塔影片讓我感觸最深刻，

一位懂得有感恩的心一定懂得珍惜，在每個當下擁有寬容與感恩的心

會讓一個人的生活變得比較快樂，擁有同理心與慈悲心較有智慧。」

（b4-23-04）或是，學生說：「佈局這兩個字就在那短短的影片中，

給了我大大的人生步伐，我的下一步要走哪，都是關鍵…。」

（b12-23-02）。學生說：「印象深刻的是老師在課堂上播放著馬拉

松的影片，人生是馬拉松嗎？」（b13-23-02） 

2.找到自我價值 

課程歷程中不斷融合生命教育之內涵傳遞給學生，也讓學生能對

自我價值及意義有所覺察，學生說：「…收獲了許多比專業知識更重

要的人生哲理，這些人生哲理也將讓我受益終身，…在這課程學習到

的哲理讓我受益匪淺。」（a1-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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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找到職業方向 

而學生慢慢對課程內涵有深刻的感受，學生說：「老師想告訴我

們的事情有很多，不是短短幾堂課能講完的，每個人都有它一定的價

值，但這個價值往往不是他人能夠衡量的，每個人都有擅長的地方，

能否發現自己的興趣，自己未來的方向，這才是重點，老師想引導我

們，去找到自己的方向，肯定自我，相信自己…老師想帶給我們的想

法，我們都有所感受到…。」（a6-23-06）從「認識自己」開始，…

了解自己未來適合走的方向。（a1-20-01） 

因此，老師在課程上所傳遞的內涵，無論是職場經歷、故事以及影片，

學生能夠受到潛移默化，也能夠透過內心的感受，逐漸在內部分析自我中

逐漸發酵，產生具體對未來職業目標的想法。 

（四）學生對老師教學風格會影響學習動機與成效 

在教學過程中，教學活動主要環繞在師生互動，互動論較能涵括教學

風格的內容（邱憲義、蕭佳純，2019）。而本研究強調互動論觀點，關注

於教室的師生互動，透過教師具體的教學風格，展現以學生學習主體。因

此，教師的教學風格對課程引導老師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決定學生學習

的動機與學習成效。學生對老師耐心引導與生動熱情教學風格會直接影響

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意願。學生說：「老師非常活潑熱情的帶動大家，從一

開始都害羞得連老師詢問問題舉手投票都沒什麼人舉手，到之後有自信大

方舉起手的大家，真的改變了很多，學習並不是讀個死板板的課本內容才

叫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甚至到自己未來夢想的規劃學習也是一大學問! 。」

（b3-25-02）；老師需要有耐心等待學生的改變，有些同學感受度較慢，一

旦他感受到影響甚巨，例如學生說：在第一堂之前，我只覺得這根本就是

沒用又無聊的一門課…..，透過三次課堂後，讓我了解自己的特性了解真正

適合我的職業，上了三次課不僅讓我完全對這門課改觀，更重要的是讓我

有很多收獲。」（b3-25-05）；學生說：「老師教學風格對學生學習影響，

這是一門很棒的課程，希望能延續下去留給未來學弟妹，使他們都能更加

清楚自己未來方向。」（A-b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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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提出問題引導學生，學生可以深入思考，「我最喜歡的部分是

老師將問題給我們，我們則將問題解決，每當以為自己做不到想放棄的時

候，我就會開始想想自己的優點是甚麼? 自己會那麼輕易放棄嗎？」

（b4-25-02）；「接觸到老師您的課程，開始覺得這堂課沒那麼無趣了，甚

至有些好玩，在每次上課的自我探索中，都感覺自己更了解自己了。」

（b2-25-02） 

動機職能課程需要透過耐心地引導、與學生直接的互動，老師須展現

教學熱情，學生可以會感受到，學生說：「老師上課真的非常有耐心，上

課方式也跟其他教授不一樣…. 大學能有這樣的課程真的很難得，雖然我知

道大部分的人一開始真的是抱著想拿學分的，但老師上課的態度真的很積

極，這積極真的會感染學生的。」（b7-25-02）。我很喜歡這種互動式教學，

老師循序漸進的帶領著我們一同思考（b10-25-02）；學生說：老師總是語

調生動、富有精神的教導我們…。（b13-25-02）學生說：老師所上的課程

都非常實在且吸引人，對我們真的很有幫助。（a1-42-01） 

畢業學生個案回顧說：老師的獨特的教學方式，從原先的疑惑，到了

解自己心裡最深層的聲音，這樣的影響，對每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

更深信需透過這樣的課程和用心的老師才能被挖掘出來。最重要的是「耐

心」，還有「知道學生想要的是什麼」，而不是給學生一本講義，照著上

面文字帶過去就結束，老師們的教學方式，也許不能夠影響全部的學生，

但也可能因為老師的一句話，改變了學生的決定，那是很難想像的。 

如同 Julia 與 Christian (2012) 研究指出動機和經驗在成人學習動機之

期望與價值具體學習機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邱憲義與蕭佳純（2019）

研究指出教師教學風格對於教師專業發展均有直接正向的影響，即為教師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風格，能以開放自主的學習態度，因應學生不同需求

的能力，主動積極尋求資源，可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因此，擔任動機職能課程老師，更需要發揮耐心的引導、走入學生內

心直接與學生面對面的互動，才能夠發現學生的困難點，適時給予引導與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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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綜合學習結果能去影響他人及提升工作價值 

學生原本覺得沒用的課，卻意外幫助正面臨對未來迷惘的一位朋友，

進而能推薦別人修課，同學說：…上週末我去找我朋友，朋友跟我說他對

未來很迷茫不知道幹啥，不瞭解自己時，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老師教我們畫

的那隻手！很奇妙，雖然這堂課我本身沒有什麼感想，但是卻意外地讓我

幫助到了我的朋友！我就照著老師前幾堂課教的，一步一步引導他，讓他

了解自己，認識自己。上了這堂課不單單是個人的收獲，而是能讓認識的

親朋好友都有收獲，上完這幾週的課，我改觀了，我不會說這是廢課，而

是會說這是一堂有深度內容的課，很推薦大家來選修！。（ b4-25-02） 

畢業學生個案回顧說：一開始在某眼鏡門市當工讀生，當時店經理曾

問過畢業要不要留下來轉正職，還是想做什麼？……不知道，……存疑這

是自己想要的嗎？但透過動機職能的課程，我明確的知道，對！行政是我

要也是想要走的路，因為這不僅符合我的特質，我也相信可以學到很多自

己想要的東西，更能夠幫助他人。 

訪談過程看得出這學生分享時的表情充滿喜悅，接著說：……目前在…

公司人資部門，畢業到現在已經做了五年多，到目前為止我還是非常喜歡

這份工作，…是因為我不是相關科系畢業，從零慢慢的去學習和摸索，增

加自己的專業知識，這些專業不僅成為自己能量，更可以去幫助其他人，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讓自己更加有熱忱的投入在這份工作上。 

    由此可知，學生對課程學習的結果，除了自己受益外，也能夠影響別

人，幫助面臨的同學，也能夠進一步推薦別人學習。如同個案同學指出，

動機職能課程對指引明確目標外，亦能對工作影響。饒紋慈（2010）研究

顯示有工作經驗之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的表現優於不具工作經驗者。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教師的角色是協助者、引

導者、學習過程的輔導者，更是解決問題者，因此，在授課教學現場的過

程中，能夠理解學生困難點，適時幫助學生，對於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及行

為改變，是扮演很關鍵角色，班級經營的過程，能隨時感受及掌握學生目

前學習的狀態，亦能適時因應與調整學習的品質，進而讓過程教師與學生

的關係能獲得信任、支持、協助以及互為主體， 後達到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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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透過以啟發式教學模式，來提升增進學生自我探索的能力，

進而建構個人工作願景。以下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啟發式教學三部曲 

本研究透過 170 位研究對象，包含一位深度訪談，依據課程大

綱所設計課程，透過啟發式教學，首先由老師提出問題，學生思考，

經由老師慢慢地耐心引導與鼓勵，以提升學生自我探索能力，並能

夠對未來有進一步思維，逐步建立未來目標雛形。因此，老師可以

透過課程作為工具引導學生有系統的思維，以符合本課程的內涵，

且能夠完成對自我探索並應用於職涯發展。 

（二）自我探索能力的提升有助工作願景之規劃與建構 

1.「理解」自我探索 

透過本研究對自我探索的應用，進而理解到自我探索的重要，學

生從迷惘中，找到目標，大部分同學能夠感覺到老師的引導與提醒，

是對他們是有實質的幫助。也在探索過程中了解自己，變得更加有自

信。由此可知，學生在動機職能課程中慢慢有達到課程「認知」訓練，

以建立「有我」條件。 

2.「應用與建構」工作願景 

學生從動機職能課程的啟發，探索自己的過程中，了解自己的特

質，有了明確目標，因此逐步應用於工作願景之建構，學生朝這目標

前進，能於畢業後找到工作的目標與方向。 

3.連結課程內涵對自我「分析」 

學生能夠將所學習到的課程內涵，進行於自我分析，並自我分析

後更清楚未來方向。一句「聽到內心的聲音」，在訪談過程中令人感

動。如學生回饋：「課程更加深入的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對我而言

能夠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更勝於高薪資報酬的工作，唯有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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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特質運用在工作上，樂於工作中，才能持續長久，而不是為了

工作而工作。」 

4.「綜合」職能課程反思與實踐 

透由啟發式教學引導，學生經由課程學習後，將課程傳遞重要內

涵深植於學生的內心，建立工作價值觀，而影響畢業學生在工作表

現。如畢業學生說：「…讓自己更加有熱忱的投入在這份工作上。」 

整體而言，呼應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之「動機職能」，旨在增實勞動力

之「認知」訓練。連結教學目標中「認知領域」，而認知領域教學目標層

次使用的動詞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以及綜合。顯見，啟發式教學很

適用於動機職能課程。 

本研究整體歸納發現，無論從教學現場觀察、與學生互動過程、收集

學生總結及報告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在共通核心職能之動機職能單元中，

讓學生 有感受及收獲的莫過於「自我探索」，學生從課程活動第一部曲

我的優點，開啟了認識自我，找到自己的優點，產生自信，接著，第二部

曲我的挑戰，啟動職業目標的想法，發現自己對職務目標不足之處，有了

憂患意識， 後，第三部曲我的行動，展開有目標的學習，能在學校的學

習有了目標及方向，這歷程對本研究有很深刻體悟與重要發現。因此，授

課動機職能課程單元時，對於自我探索的啟動，須重視學生的需求，這也

是開啟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引發動機的敲門磚。 

二、建議 

（一）實施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宜優先進行動機職能課程 

在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實施，包含動機職能、行為職能以及知識

職能，而動機職能課程是課程之鑰，老師課程安排建議要依照課程

順序進行授課，而動機職能課程中，又以自我探索為重要起點，學

生能透過自我探索增進自我了解，找到個人優勢與職業適性，進而

對職涯發展有明確目標及提升的方向，並進一步做好學習規劃與職

涯準備工作。簡言之，能夠協助學生建構對職涯發展明確的路徑，

並進一步規劃提升職業能耐，順利連結到對應性職務。因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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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工作願景這單元是第一步關鍵，是影響學生接續課程之學習

動機與否。 

（二）老師宜善巧運用引導與互動式的教學策略  

透過本研究對課程設計提升自我探索能力與應用，老師在課程

引導歷程扮演關鍵性任務及角色，要做到互動式引導，首先，能夠

「貼近學生的心」，運用互動式教學，課程互動中，聆聽學生的聲

音；再者，「理解學生的處境」，慢慢地了解學生目前所面臨的處

境與難點； 後，「指引學生方向」，理解學生處境之後，開始從

課程中一步一步啟發與引導，讓學生慢慢找到及建立職涯目標。 

整體而言，在情境教學引導歷程，學習者是主要的個體，而教

師的責任就是為學習者建立一個互動學習的環境，讓學生引導情境

中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使其能夠主動的理解、建構知識，讓學生

能融入教學情境中。簡言之，教師是主導，學生是主體，老師發展

多樣化的教學方式、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並激發學生的興趣，使學

生與教師所講授的內容產生共鳴，激發學生的主動積極學習意願。

如張忠良、黃昌誠（2013）指出強化通識教育內涵是關鍵重點，其

涵蓋對通識教育精神的認同、課程規劃、教學設計以及素質的培養，

都是重要的環節，將會直接間接的影響學生。 

（三）老師宜強化教學專業及展現教學的熱情 

本研究在動機職能課程的反思與實踐歷程中觀察發現，建議老

師宜從專業教學本身被學生認同外，另外，老師教學熱忱亦能被學 

生感受到，歷程能省思本身的教學模式，並適切的調整教學方法與

策略，不斷精益求精，有賴創新教學、教材內容等，這將有助於促

進老師教學效能。而教學過程中，首先，老師宜強化教授過程用啟

發引導取代教條式傳遞；再者，透過課程引發學生感受代替宣導式；

後，耐心引導取代恐嚇式。整體而言，能夠引導學生並感受到課

程內涵的重要性，相對較能讓學生因而改變，並落實實踐。邱麗家

（2020）指出共通核心職能老師強調對學生深層價值與意義，以及

展現講師教學的熱情與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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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宜重視及投入就業學程 

本研究觀察發現，學校及計畫老師對就業學程重視程度與學生

學習意願有直接的影響，包含學校班級學習風氣、就業學程老師是

否有扮演評量者之一、是否集中原班一起上課、還是多個班級集中

一班上課以及是否有獎勵措施等，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意願。 

（五）宜持續透過教學現場的觀察與反思，以達到教學實踐的優化 

從實際現場教學過程中發現，首先，透過走動式教學，解決學

生的問題需求是很重要。再者，教師本身教學風格，是學生直接

有感受，無論是說話的語態、表達的生動、展現的熱情以及激發與

鼓舞等，將決定是否引起學習的意願。另外，課程中除運用活動單

引導外，需配合教師能夠親和與耐心的引導，學生自然 能夠感受

到教師的關愛，並願意靜下來用心的進行自己對話與自我察覺，並

寫下對話的統整結果。 

綜合上述，本研究能有效透過活動單引導學生自我察覺，了解

自我並能建構自我中到自信，讓關鍵第一步曲獲得學習效果與意

義，也奠定第二部曲至第三部曲重要基礎。Freire 認為對教師和學習

者的看法促進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平等關係，無論對於學習歷程、課

堂氣氛、學習知識、師生互動都能夠相互理解、尊重以及發展有效

學習，再從教室裡教師教學歷程，運用提問式在教學上是重要轉變，

由傳統教師講述型的教學，轉而以促進學生主動學習、思考與表達

的翻轉教學（簡妙娟，2017）。 

總之，擔任大專院校共通核心職能老師，除了須能夠關切學生

需求，適時連結於課程學習中，對於傳授課程內涵連結實務內涵更

需要關注，這正是擔任共通核心職能老師需要擁有業界實務經驗的

理由，如此才能透由互動式、討論式、提問式、融合式等教學，達

到有意義的教學及目標。具體而言，與本研究結果歸納有具體呼應

外，另外，也獲得不同的重要意義，過去研究對於教師展現教學行

為的部分仍未有定論；而在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之「動機職能」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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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所扮演重要關鍵是「展現親和溫暖的關愛」、「體現高度耐心

的引導」以及「傳遞實務價值的連結」，逐步進入學生內心思維、

感受以及應用，結合有結構的體驗活動，從暖身、講解、領悟、反

思以及總結，完整結合教師的教學特質以及有系統的體驗學習歷

程。這也是共通核心職能教師體現的教學價值與藝術。是以，教師

不斷自我精進，才能實質幫助學生長遠發展。 

三、研究之限制與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選取北區（桃園以北）大專技院學生為研究對象，

是以研究結果在推論至其他區域，必須格外謹慎。再者，本研究維質性研

究，所獲得研究結論無法推論至其他研究場域，僅能作為相關研究參考，

此為本研究之限制。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探究不同科系學生對於動機職能課

程的反思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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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我的優點—大手印 

 

 
 
 

請思考你的優點…. 
…………………………………………………………………………………………………………….. 

將你的每一個優點寫在你所畫的大手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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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我的挑戰--自我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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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我的挑戰—目標與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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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訪談題綱 

（一）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對你的幫助？ 

（二）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對你的啟發？ 

（三）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對之後選擇工作的影響？ 

（四）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有三大部分（動機職能、行為職能、知識職能），

你對那部分印象深刻？為什麼？ 

（五）你覺得老師的上課用甚麼方法能讓你啟發？ 

（六）到目前為止喜歡這工作？為什麼？ 

（七）你覺得有上了共通核心職能，對日後工作的影響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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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lection and Practices of Implementing 
the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at th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Elevat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elf-Exploration 

Chiu, Li-Jia* 

Abstract 

In 2005, the Labor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Labor 

established a funding program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mployment courses. 

This program included 48-hour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aiming to help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enhance their career planning abilities, improve 

their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smoothly integrate with the workplace. 

The Taiwan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invested funds in the program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needed for employment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Each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mployment course was to 

be no less than 290 hours, including 162 hours of specialization courses, 80 hours 

spent on experiencing the workplace, and 48 hours of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Among these three parts, the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play an 

extremely crucial role because they provid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important pre-employment training.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focus on 

three types of competencies: driving competencies (DC), behavioral competencies 

(BC), and knowledge competencies (KC). The first promotes self-motivation in 

the national labor force and aims to reinforce the cognition training of the labor 

force so as to establish self-cognition. The second promotes tolerance of others 

in the national labor force and aims to reinforce the identification training of th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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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force so as to establish inclusion of others. The third promotes objective 

understandings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aims to enhance the 

conceptual training of the labor force so as to establish objectivity among the 

general labor force. 

The researcher has taught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for a decade 

and experienced a longitudinal research proces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focused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and outlook. In 2012, 

the researcher published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and Outlook of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by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Bureau, which investigated 

the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and issues of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and the directions that future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should progress 

in.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researcher examined the key factors in influe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aspect of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In 2019, the researcher published Exploring the 

Factors of Effectivenes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on Core Competencies 

Curriculum, which examined the key factors in influencing learning in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and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that impacte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Marking the third stage, this study reflects on 

and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es of DC courses from the teaching practice aspect. 

The researcher has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role which teachers play in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is a vital factor. Whil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share the techniques relevant to the course but also be sincere in sharing 

mental cultivation methods so as to help students open the door to their life career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help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enhance 

their self-exploration abilities and construct visions for their future careers via 

the Meticulous Life Trilogy worksheet, which wa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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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with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Meticulous Life Trilogy worksheet 

includes My Strengths, My Challenges, and My Actions as the cores of the self- 

exploratory course designs and offers step-by-step guidance on how to complete 

the worksheet as follows. Increasing motivation for self-exploration and concentrating 

on the self-awareness process are important preparations before the course. Next, 

the first part of the trilogy, My Strengths, commenced by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guidance as they concentrate on their journey to their inner selves, explore, and 

engage in self-dialogue, whereby they can catalogue their own strengths, advantages, 

traits, interests, and specialties and then complete the Big Handprint worksheet. 

The key purpose of this stage is to help students divulge their own strengths 

through self-dialogue and engender self-confidenc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rilogy 

is My Challenges, which focuses on personal SWOT analysis. The students first 

engage in group discussion and then, based on the brainstorming results of the 

discussion, form connections between their career goals and their strengths, conduct 

a personal SWOT analysis, and complete the personal SWOT analysis worksheet. 

The key purpose of this stage is to help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at everyone 

has their shortcomings and connect their career goals with their weaknesses, 

which are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needed to qualify for a job position, 

and that the current lack of any abilities is a weakness. The third part of the trilogy 

is My Actions, which requires students to select one of the critical weaknesses in 

their personal SWOT analysis as a learning goal and make a learning action plan. 

The key purpose of this stage i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to turn their 

weaknesses into strengths through learning action plans. This is the process of 

the trilogy.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help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enhance 

their self-exploration abilities and construct visions for their future careers via 

the Meticulous Life Trilogy worksheet, which wa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By use of convenience sampling, 170 students taking common core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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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were recruited a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Qual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 student learning process 

discussions, learning feedback from student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Results 

analyses present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 Meticulous Life Trilogy worksheet 

enhanced the self-exploration abilities of the students: (1) the Meticulous Life 

Trilogy curriculum provided students with guidance on how to explore themselves; 

(2) through conversations and group discussion, the students established ties with 

their peers and learned; 2. enhancing the self-exploration abilities of the students 

helped them develop visions for their future careers: (1) the students could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self-exploration on their future goals; (2) the students could apply 

self-exploration to career vision development; (3) the students found a. self-confidence, 

b. self-worth, and c. future career paths through their feedback on course content; 

(4) the teaching style of the teacher impacted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tudents; (5) the comprehensiv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students could 

influence others and increase work valu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students could improve their 

self-exploration abilities using the worksheet. 2. Their improved self-exploration 

abilities influenced their career visions: (1) the students could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self-exploration on their future goals; (2) the students could apply and 

construct career visions; (3) the students could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urse content and the benefits it had for self-analysis; (4) integrated learning 

outcomes could increase their perceived value of work.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s, 

the researche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DC courses should take 

prior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2. teachers 

should make skillful use of guidance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3. teachers 

should develop their teaching expertise and display enthusiastic recognition; 4.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engage in employment 

courses; 5.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via onsite observ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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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f teaching. Consequently, the researcher hopes tha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expected to provide teachers of common core competence 

courses with course planning and teaching improvement. 

Keywords: job vision, common core competency, self-exploration, career 
planning,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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