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準」職場新鮮人，你準備好了嗎？ 

撰文/郭欣榆 

我們帶著「學生」這個身分活了超過 16年，如今即將離開學校踏入社會，

難免會感到有些緊張、焦慮或擔心。身為職場新鮮人也就是所謂的「菜鳥」，除

了適應一個新的職場環境與生活，還有許多事情都需要學習。為了讓我們能夠更

順利地銜接學生與職場新鮮人的身分，我們先來看看企業對新鮮人有哪些特別重

視的特質、能力與態度吧！ 

1. 主動積極、認真負責 

根據勞動部「2017新鮮人職場競爭力大調查」的結果顯示，企業認為主

動積極、樂於付出，以及工作認真負責、吃苦耐勞的特質會成為職場紅人。

一位職場新鮮人不應太過於計較工作量或工作時間，而應著眼於職場前幾年

的學習機會。當然，這必須在可接受的範圍內，若權益嚴重被剝削仍可反映。 

工作上遇到問題是在所難免的，雇主會期待員工備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此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被賦予的責任與任務上，並針對問題提供好的解決

方案。其實大部分工作皆可允許錯誤空間，然而我們必須從錯誤中學習並不

重犯同樣的錯誤。 

企業認為表現不佳的新鮮人特別需要改進的就是工作態度敷衍了事、有

問題不主動反應、學習態度差、被動懶散，以及教過多次但仍無法上手。大

部分企業會希望新鮮人在到職半年內就能夠獨立作業。若能在適應與學習的

階段時勤作筆記，多花時間熟悉工作，將有助於儘快上手一份新的工作。 

2. 善於溝通、與人為善 

好的工作表現通常還包含可以正確和清楚地表達和傳遞信息。投入職場

時，定期回報工作狀況將有助於主管掌握我們的工作進度。適時表達自己的

想法與建議，不害怕與主管講話，可適度表現或呈現績效。俗話說「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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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不如多一個朋友」，在職場中與人為善和謙虛有禮也是企業認為的職場

紅人特質。身為職場中的晚輩，我們可以多向前輩學習與交流。若遇到問題

時，應適時尋求協助，避免自作主張任意作為。 

 

瞭解了企業所重視特質、能力與態度，那麼身為「準」職場新鮮人，可以做

哪些準備會對求職有加分效果呢？ 

1. 在學期間有實習經驗者 

實習是一種提早體驗職場工作的好方式。在實習的過程中，學生於在學

期間透過直接到相關職場工作一段時間，以累積實務經驗，使理論與實務能

相互結合，並能夠加強學生未來的職場適應與競爭力。在實習的過程中，學

生也可以學習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同時對於該職場領域有更多認識，幫助

未來生涯規劃。 

2. 在學期間已考取證照者 

在大學學歷普及化的社會，擁有證照的求職者能夠在應徵時提升履歷之

「能見度」。若已考取證照，能夠凸顯應徵者的個人特色，也提供了個人好學

度的另一個指標。證照的類型有很多，在面對證照的思考，應以「求精不求

多」，在考照前建議先確認證照與工作核心職能的關聯性。若對於考證照欲瞭

解更多相關資訊，可參考人力銀行所設立之證照中心，內有專門提供求職者

各類考照資訊以及企業觀點。 

3. 在學期間有打工經驗者 

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打工，除了可以賺取學費或生活費，亦能夠增加工作

經驗，且提前進入職場探索自己的職能。在打工的時候，不妨自己想一想這

些問題：我未來想從事哪一類工作？需要什麼技能呢？目前從打工所學習的

知識、能力或態度，可如何應用到我未來的工作當中？ 



4. 有社團經驗者 

在學生時期參與社團活動，有助於提升自信心、增強人際關係能力，以

及建立和同儕互相學習的平臺。透過參與社團活動可培養許多良好的能力。

踏入職場後，在社團經驗所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穩定性和抗壓性、主動學

習的意願、責任感與服務熱忱等素養都是獲得企業雇主賞識的特點。從社團

經驗所學習到的團隊合作、自我反思、表達溝通、問題解決、察言觀色的能

力亦是對於職場工作表現和未來升遷有其助益性。 

 

 

為了準備迎接生活上的變化與挑戰，「準」職場新鮮人在心理狀態的調整是

進入競爭性工作環境的必要條件。職場的環境與學校不同，身邊不再是同學與

老師，而是同事與老闆。面對角色的轉化，或許內在的心態或是外在的行為都

需要有所調整。在職場中，有些事情不一定會按照我們所想的方式進行，這時

保有彈性的心態可幫助我們增加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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