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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你的興趣了嗎？─生涯興趣面面觀! 

撰文/林文怡 

 

當我們開始思考未來的生涯規劃時，第一個跑到你腦海的想法是什麼？老

師、家人、同學可能會問:「你的興趣是什麼？」，興趣在生涯方向上確實扮演了

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有興趣的事物才能吸引個人持續的投入與鑽研，而在台灣

傳統的升學主義下，其實不太注重培養興趣這件事，所以直到要選填大學科系，

或面對畢業即將就業時，才會開始思考自己的興趣為何。 

 

興趣類型大觀園 

    在心理諮商領域裡，我們通常會使用一些工具來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興趣類

型，高中時你可能做過「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興趣量表」，在大學中也有「生涯

興趣量表」，這兩個量表都是參考心理學家 John Holland的類型理論，將人的性

格、工作環境類型、科系分為六類: 

 

(1)實用型: 

    喜歡在講求實際、需要動手的環境中從事明確固定的工作，例如機械、電子、

土木建築、農業等工作。 

 

(2)研究型: 

    喜歡用頭腦依自己的步調來解決問題，並追根究底，喜歡從事生物、化學、

醫學、數學、天文等工作。 

   

(3)藝術型: 

    常藉文字、聲音、色彩或各種形式來表達創造力和對美的感受，喜歡從事音

樂、寫作、戲劇、繪畫、設計、舞蹈等工作。 

 

(4)社會型: 

    常關心自己和別人的感受，喜歡傾聽和瞭解別人，也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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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別人的衝突，喜歡從事教師、輔導、社會工作、醫護、宗教等工作。 

 

(5)企業型: 

    精力旺盛、生活緊湊、好冒險競爭，做事有計畫並立刻行動，善用說服力和

組織能力，喜歡管理、銷售、司法、從政等工作。 

 

(6)事務型: 

    喜歡在有清楚規範的環境下工作，做事按部就班、精打細算，給人感覺可靠

有信用，喜歡從事銀行、金融、會計、秘書等工作。 

 

    雖然 Holland提出這六大分類，但他也認為每個人通常不會只單純的具備哪

一種特質或哪一類興趣，時常是具備兩種或更多的興趣特質，所以在測驗上，也

會幫你找出三個主要的興趣組合，並舉出相關對應的職業名稱，供同學參考。 

 

興趣 VS.能力 VS.人格特質 

    當我們得到自己的興趣組合時，一方面可以檢視自己對哪些工作或學習領域

感到興趣，一方面也可以檢視自己的人格特質是否也跟這些興趣類型所需的特質

相符，以及自己在這些類型的工作或學業活動上的表現如何，是否可以從中獲得

滿意的投入與正向的回饋感，或是還有更進一步提升能力與表現的空間。 

 

    透過與自我對話的過程中，比較能幫助自己瞭解自己的興趣、人格特質與能

力所在，在規劃生涯方向時，若能綜合這幾類因素去考量，較能幫助自己從現階

段的起點出發，往可見的未來前進。 

 

從現況中找到新的可能 

    除了將工作領域分為六大類去思考，針對已經在某個系所或領域中鑽研的

人，貿然轉換生涯跑道可能會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感與焦慮，這時候我們也可以去

思考在自己現處的領域中，是否有符合這樣興趣組型的工作？比如一位就讀機械

系的學生，他的興趣組型是企業型、實用型、社會型，那麼在機械領域能夠與人

接觸以及發揮規劃與說服能力的工作，例如專業機械的規劃銷售人員，也就是這

位同學可進一步瞭解的。 

 

    生涯規劃是一個需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的過程，所以我們需要不斷的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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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己，以及瞭解職業資訊，才能幫助自己在做每一個決定時獲得信心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