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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生涯阻礙等相關因素與職業選擇行為適

配性之間的關係。研究對象為 850 名大專學生，男生 370 人，

女生 480 人。研究工具包括性別角色量表﹑生涯重要性量表﹑

以及研究者自編之生涯阻礙量表。經逐步回歸分析及區別分析

之結果，發現對男生而言，本研究所關心的生涯阻礙因素及背

景與心理因素並不能有效預測適配性，同時也不能區別適配性

程度不同的男生﹔然而在女生方面，年齡、學業成績、生涯阻

礙、及女性化特質能預測其職業選擇適配性，同時也是區分適

配性程度最高及最低兩組女生的因素。本研究並根據相關之研

究結果討論男女學生職業行為上的差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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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新世紀的來臨，生涯規劃的觀念在台灣逐漸受到重視。而生涯發展也成

為一個相當受歡迎的研究主題，在教育﹑心理﹑輔導﹑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甚

至企業管理等領域裡，均有相關研究(Tien, 1997a)。一般大專院校裡，學生對輔導

的需求，也是以生涯輔導為最(Tien, 1997b﹔金樹人﹑林清山﹑田秀蘭，民 78)。各

大專院校並逐漸開設生涯規劃之相關課程，讓大專學生能透過課程學習規劃生

涯。而生涯輔導過程裡，除了認識自我﹑認識工作世界﹑以及決定技巧的學習等

幾個要素之外，生涯阻礙因素對大專學生而言，是個相當實際但經常被忽略的一

環。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影響大專學生生涯發展之阻礙因素，並探討生涯阻礙

及相關背景及心理因素與大專學生生涯選擇行為適配性之間的關係。

在大專學生所知覺到的生涯阻礙類別方面，依 Swanson 與 Tokar(1991a)的分類

方式區分為背景﹑心理﹑及人際互動等三大類﹔而生涯發展的課題則包括過去的

大學科系選擇﹑未來的謀職﹑晉升﹑平衡家庭事業﹑以及性別本身所形成的影響

等五個主題。大學生所知覺到的阻礙類型可能因為不同的生涯主題而有差異，針

對個人所關心的某一課題而瞭解其阻礙知覺類別，有助於輔導目標的選擇，並提

供具體的晤談架構。

在國內方面，陳麗如(民 83)試圖以具體之評量工具協助大學生了解個人所知覺

到的生涯阻隔因素。其所編製之「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中，包括意志薄弱﹑

猶豫行動﹑資訊探索﹑特質表現﹑方向選擇﹑科系選擇﹑學習狀況﹑及學習困擾

等八個分量表。測量結果可協助學生了解個人在這八個「主題」所知覺到的阻礙

情形，然而對所知覺到的阻礙「內容」，則需要進一步之深究。 田秀蘭(民 87a)

根據 Swanson 與 Tokar (1991a)對生涯阻礙的分類架構，探討南部地區三所大學 150

名學生所知覺到的生涯阻礙；並進一步編製「生涯阻礙因素量表」(田秀蘭，民 87b)。

而楊淑珍(民 87)亦編製「生涯阻力檢核表」，目的即在協助一般大學生面臨不同

生涯發展課題時，能針對不同需求而提供輔導服務。其檢核表分「職業抉擇」、

「謀職阻力」、及「工作阻力」三個部分。

有關生涯阻礙與女性生涯發展之間的關係，Matthews 與 Tiedeman (1964) 認

為因為種種阻礙因素的存在，使得一般女性無法充分發揮能力而成為事業上的低

成就者。Betz 與 Fitzgerald (1987)在解釋女性成就及能力之間的差距時，也認為生

涯阻礙是個重要的觀念。而長久以來工作世界所形成的職業性別刻板印象，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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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女性在做職業決定時，不知不覺地縮小了可以選擇的範圍。類似於此的生涯阻

礙因素，頗值得研究者做進一步的探究。

然而學者也批評一般的女性職業選擇行為模式，認為這些模式過於重視女性

所面臨個人問題對其生涯發展的影響(Luzzo, 1995)。雖然如此，研究者認為研究除

了應立基於穩定的理論基礎之外，本應配合實務方面的問題，對實務問題有所貢

獻。但不論如何，女性職業選擇行為模式的建立及統整，仍須一段長期的研究。

在國內文獻方面，有關女性生涯發展之實徵研究亦逐漸受到重視，李美枝 (民

70) 探討男女大學生性別角色特質、成就動機、婚姻﹑事業﹑及性態度方面的情形﹔

黃惠美(民 73)探討事業成功女性的人格特質及其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陳皎眉

(民 76)探討性別角色態度﹑個人現代性﹑事業逃避傾向﹑與工作滿意之間的關係﹔

王麗雅(民 79)則探討影響女性選擇傳統以男性為主之職業的相關因素。這些因素

多半偏重各因素之間的關係研究，而這些因素也的確都是一般女性在生涯發展過

程中所關心的問題。然而對這些女性所關注的因素，則並無有系統之分類研究。

一般學者們對現有職業選擇行為模式的批評，多半在於模式的建構內容定義

不夠明確(Luzzo, 1995)。同樣關心女性生涯選擇行為的學者，所關心的內容不見得

相同，即使所使用的名詞相同，但其內容架構也許不同，因而予人以定義不夠明

確的印象。本研究對生涯選擇行為的定義，參考 Fassinger(1985)所定義的「生涯選

擇現實性」(Career choice realism)，以及 Holland 的「適配性」(Congruence)觀念，

以個人所表達之職業期望與其就讀科系之間的符合程度為適配性。與個人生涯選

擇行為相關的因素，則以生涯阻礙﹑生涯重要性﹑性別角色態度，以及年齡﹑學

業成績﹑社經地位﹑及工作經驗等背景變項為主，探討這些因素與個人職業行為

適配性之間的關係。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階段所抽取之研究對象包括台灣地區12所大專院校28個科系共850名

大專學生，男生370人，女生480人。平均年齡為20.7歲。已婚者僅佔2%﹔有工作

或工讀經驗者約佔20%﹔學生自己所表達出的在校學業成績，平均分數為76.52。

而未婚者在未來的婚姻計劃方面，約9%學生表示未來不打算結婚﹔7%計劃要結婚

但不生小孩﹔13%計劃結婚並生一個小孩﹔57%計劃結婚並生兩個小孩﹔有14%

的受試並無表達其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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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階段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自編製之「生涯阻礙量表」(田秀蘭，

民87b)﹑「生涯重要性量表」(田秀蘭，民77)﹑以及「性別角色態度問卷」(李美枝，

民70)。此外亦調查其所就讀學校﹑科系﹑性別﹑年齡﹑學業成績﹑父母親職業及

教育程度等基本資料。而本研究所關心之職業選擇行為﹑所選擇職業類別﹑工作(工

讀)經驗﹑婚姻態度﹑婚姻及家庭計劃等研究變項也在基本資料部份一併調查。

(一)生涯阻礙量表

為研究者自編，其內容包括自我認識﹑性別上的差別待遇﹑家庭責任﹑學校

科系﹑他人支持﹑對女性態度﹑多重角色壓力﹑不被鼓勵選擇非傳統職業﹑對工

作不滿﹑競爭條件﹑不可控制之個人條件﹑以及婚姻子女問題等十二個分量表，

共80題。題型為六點量表形式，均採正向計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所知覺到的

阻礙越多。其信度考驗方面，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68至.92之間。

在內容效度方面，由各題項題意與其所屬分量表之間的關係來看，本量表具

不錯之表面效度。多數題項與其所屬分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較高，而與其他分量

表之間的相關係數較低，顯示本量表之聚斂及區辨效度頗佳。而在建構效度方面，

以850名受試為對象進行因素分析的結果，抽取十二個因素，發現多數題目的最大

因素負荷量均能落在其所屬之分量表上，足見本量表具足夠之建構效度。十二個

因素對生涯阻礙因素的累積解釋量佔總變異量的55.7%。

(二)生涯重要性量表

為田秀蘭(民77)所編製，其內容包括一般態度﹑計畫思慮﹑以及相對重要性三

個分量表，共30題。量表形式原為四點量表，在本研究中，配合「生涯阻礙量表」

而以六點量表形式施測，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越重視工作角色在其生命中的重要

性。此量表以92名台灣師大學生為對象，所求得間隔三週之重測信度係數為.79，

內部一致性係數則為.76(田秀蘭，民77)。在效度方面，原作者以最大變異法進行

因素分析，所得結果亦支持該量表之建構效度。

(三)性別角色量表

為李美枝(民70)以中國文化社會為背景，參考Bem(1974)的「性別角色量表」

(Bem Sex Role Inventory)所重新編製而成。量表內容分男性化項目及女性化項目，

各15題，總共30個題目。在本研究中改採六點量表形式，測量結果可得受試之男

性化分數及女性化分數，分數越高表示受試在該項特質上的傾向越強。原編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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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求之信度考驗，其重測信度係數在男性化項目上為.86﹔在女性化項目上為.81。

內部一致性係數在男性及女性化項目上則分別為.82及.88。

(四)基本資料及其他相關背景研究變項之測量

基本資料中，除就讀學校﹑科系﹑性別﹑年齡﹑以及父母親的職業及教育程

度之外，本研究所關心的職業選擇行為﹑所選擇之職業類別﹑學業成績﹑工作(工

讀)經驗﹑婚姻狀況﹑以及婚姻及家庭計劃等研究變項之測量方式，說明如下。

1.職業類別﹕研究者請受試具體填寫畢業後想從事的職業，如醫生﹑護士﹑教

師﹑工程師等等。之後由研究者依據Holland的類型論為基礎，並參考「生涯興趣

量表指導手冊(普及版)」(林幸台﹑金樹人﹑張小鳳﹑陳清平，民83)中對職業名稱

的分類方式，將受試所選擇的職業分為實用﹑研究﹑藝術﹑社會﹑企業﹑及文書

六個類別。

2.職業選擇行為﹕本研究所指之職業選擇行為係以所謂的「適配性」為其主要

定義。研究者將受試所就讀之科系依據Holland的類型論以及「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興趣量表」(金樹人﹑林幸台﹑陳清平﹑歐雅倫，民83)對大學科系的分類方式區分

為與職業類別相同的實用﹑研究﹑藝術﹑社會﹑企業﹑及文書六個類別。而所謂

的「適配性」，即是指個人所就讀科系類別與其未來想從事職業類別之間的一致

情形。本研究將適配的情形分為四個程度，若就讀科系類型與其所選擇未來要從

事的職業類型相同，則給四分﹔若兩個類型不同而在類型論六角型中為相鄰位

置，則給三分﹔若兩個類型在六角型中為相隔位置，則給兩分﹔若兩者為相對位

置，則給一分。

3.社經地位﹕由研究者將受試者父母親的職業及教育程度所屬等級依一定比

例換算而成(汪履維，民70)。所得社經指數分數越高表示受試之家庭社經地位越高。

4.婚姻狀況及婚姻家庭計劃﹕婚姻狀況係指目前是否已經結婚。婚姻及家庭計

劃則是詢問未婚之受試者是否打算結婚，如果要結婚是否生小孩，生幾個小孩。

由於此一態度與一般女性所知覺到的生涯阻礙因素有關，因而也納入研究變項之

一。

除此之外，研究者所關心的背景變項包括工作(工讀)經驗及在校的學業成績。

前者分有無工作(工讀)經驗兩類，後者則由受試者回答自己在大學以來的平均智育

成績。

三、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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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抽取台灣地區12所大專院校不同科系學生，選取過程中，盡量使科系

性質涵蓋Holland所提科系分類架構中的六類科系。受試者同時填答生涯阻礙量

表、生涯重要性量表、及性別角色態度量表，回答時間約需要50分鐘。

四、資料分析

除了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資料說明大專男女學生的生涯選擇行為

之外，研究者以生涯阻礙﹑生涯重要性﹑性別角色態度等心理因素，及年齡﹑學

業成績﹑工作經驗﹑及社經地位等背景因素為預測變項，以生涯選擇行為的適配

性為依變項，進行逐步回歸分析，用以瞭解這些變項對男女大專學生職業行為適

配性的預測能力。此外，也以同樣的變項組合進行區別分析，以觀察這些自變項

是否能有效區分適配性最高及最低的兩組學生。

參﹑結果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大專學生所知覺到的生涯阻礙及其他相關變項與其生涯選

擇行為之間的關係，男女學生在各相關研究變項上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各變

項之間的相關，如表1所示。職業選擇行為的適配性，則區分為四個程度，各程度

所佔人數及百分比如表2所示。以學生所就讀科系為其職業環境，並以其未來想從

事之職業為其所表達出的興趣，在興趣與環境之間的適配情形，不論男女學生，

均以適配程度最高者居多，男生佔64.1%，女生佔50.9%。

一﹑相關研究變項對生涯選擇行為適配性的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以生涯選擇行為的適配性為效標變項，以年齡﹑工作經驗﹑社經地位﹑學業

成績﹑生涯重要性﹑男性化態度﹑女性化態度﹑以及生涯阻礙等背景因素及心理

因素為預測變項，進行逐步回歸分析的結果，男生部份所得資料並無任何變項進

入預測公式﹔女生部份則有四個變項的預測能力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其進入

預測公式的順序由先至後分別為年齡﹑生涯阻礙﹑學業成績﹑以及女性化特質。

由表3可得知四個變項的係數均達顯著水準，而四個變項能對生涯選擇適配性此

一變項的解釋量分別佔總變異量的11%﹑1.9%﹑1.4%﹑以及1.3%。

表1 男女生在各研究變項上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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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GE SES GPA CB SRM SRF CS CO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AGE) -10 .25 -24 05 18 02 31

社經地位(SES) -08 -02 05 10 09 04 -05

學業成績(GPA) 33 -05 -14 04 18 10 25

生涯阻礙(CB) -21 -08 -13 -16 -07 -04 -24

男性化特質(SRM) 08 05 13 -11 .21 32 06

女性化特質(SRF) 08 -08 07 07 50 28 -03

生涯重要性(CS) 06 02 13 13 46 33 02

適配性(CONG) 02 03 14 02 02 01 0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均數 男生 20.44 55.11 73.83 254.79 60.59 58.31 130.21 3.38
女生 20.06 54.52 80.23 263.28 55.35 61.19 133.76 3.05

標準差 男生 3.38 15.73 7.78 56.35 14.51 12.94 21.59 .95
女生 2.49 15.18 5.13 58.76 14.78 11.10 20.44 1.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相關係數小數點省略﹑對角線以上為女生資料﹑對角線以下為男生資料

表2 男女學生在職業選擇適配性四個程度上的人數分佈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適配一 適配二 適配三 適配四 合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數 男生 21 44 52 209 326

女生 64 70 78 220 43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百分比 男生 6.4 13.5 16.0 64.1 100

女生 14.8 16.2 18.1 50.9 1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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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相關研究變項對女性大專學生生涯選擇適配性的逐步回歸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數 決定係數 增加量 F值 係數 t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332 .110 .110 43.22*** .261 4.81***

生涯阻礙 .359 .129 .019 25.76*** -.126 -2.45*

學業成績 .378 .143 .014 19.23*** .143 2.63**

女性化態度 .395 .156 .013 15.94*** -.116 -2.3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5 **p<.01 ***p<.001

二﹑相關研究變項對生涯選擇行為適配性的區別分析結果

為瞭解生涯阻礙及相關研究變項是否能有效區別適配性不同的大專學生，研

究者以前述八個背景及心理變項為指標，進行區別分析，以探討能夠區分生涯選

擇適配性最高及最低兩組學生的相關指標。在男生方面，所得區別函數並無達統

計上的顯著意義(L=.96, c2=7.07, p>.05)。女生方面，分析結果出現一個達到顯著意

義的區別函數，特徵值為.157，c2值為35.13，p<.001。

進一步探討此一顯著意義所代表的含意，表5中各變項的區別函數係數，以年

齡﹑學業成績﹑生涯阻礙﹑以及女性化特質四個變項的係數絕對值較高，表示此

四變項較具區辨力。而此四個變項與第一個區別函數的結構相關分別為.775﹑.593﹑

-.628﹑以及.012，表示所抽出的第一個區別函數可解釋此四個變項的變異量分別佔

各該變項總變異量的60.0%﹑35.2%﹑39.4%﹑以及1.4%。

表5中的形心位置，顯示適配性最低的一組，其區別分數較低，而對此一區別

函數而言，較具區辨力的變項為前述四個變項。表6為區別分析結果對適配性程度

最高及最低兩組女生的分類命中率及失誤率統計，其命中率達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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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相關研究變項對女性大專學生生涯選擇適配性的區別

函數顯著性考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區別函數 特徵值 典型相關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57 .368 .864 35.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001

表5 相關研究變項對大專女生生涯選擇適配性的區別分析摘要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區別 變 項 原始區別 標準化區別結構相關 組別 形心

函數 函數係數 函數係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生涯重要性 -.003 -.055 -.044 低適配組-.712

女性化態度 -.020 -.217 .012 高適配組 .219

男性化態度 .012 .178 .186

生涯阻礙 -.007 -.398 -.628

社經地位 -.002 -.028 -.162

學業成績 .083 .414 .593

年齡 .227 .607 .775

工作經驗 .045 .018 -.1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6 相關研究變項對大專女生生涯選擇行為適配性最高與適配性最低兩組受

試的區別分析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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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 測 組 別 合計

實 際 組 別 低適配組 高適配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低適配組 43(74.1%) 15(25.9%) 58

高適配組 63(33.3%) 126(66.7) 18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確命中率 (43+126)/247=68.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肆﹑討論

一﹑各研究變項對大專學生生涯選擇適配性的預測效果

以適配性為依變項，以年齡﹑社經地位﹑學業成績﹑工作經驗﹑男性化特質﹑

女性化特質﹑生涯阻礙﹑以及生涯重要性等因素為自變項，進行逐步回歸分析的

結果，對男生而言，這些變項並不能有效預測其職業選擇的適配情形。

然而對女生而言，年齡﹑生涯阻礙﹑學業成績﹑及女性化態度為能夠預測其

適配性的四個變項。其中年齡及學業成績為背景變項，年齡越大，成績分數越高，

其職業選擇的適配性程度也越高。而進入預測公式的兩個心理變項為生涯阻礙及

女性化態度，加權值為負值，顯示大專女生對生涯阻礙的知覺越低，其職業選擇

的適配程度越高﹔同樣的，女性化特質較低者，其適配性程度反之較高。

雖然男女大專學生在生涯發展方面所關心的議題類似，但本研究顯示同樣的

變項對男女學生職業選擇行為的預測能力不同。影響男性職業選擇行為的因素，

似乎有更多本研究所沒有探討的其他因素，而本研究所關心的生涯阻礙此一變

項，在統計上，也並不能有意義地預測其職業選擇行為的適配性。

然而對女生而言，她們對生涯阻礙的知覺情形是可以預測其職業選擇行為的

適配性的，且預測力僅次於年齡因素。文獻上對於阻礙因素與職業選擇行為之間

的關係，並沒有足夠的實徵研究來支持其間的關係。但Fassinger(1985)在驗證女性

的職業選擇行為模式時，所謂的「現實性」也包括個人興趣及環境之間的適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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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自變項中有不少因素是與生涯阻礙相關的變項，諸如對自己的態度(自我認

識)﹑他人的鼓勵(重要他人的支持﹑不鼓勵從事非傳統性職業)﹑以及家庭/事業傾

向(多重角色衝突﹑婚姻及子女問題)等等。

究竟影響男女學生職業選擇行為的因素如何，是否有需要以不同的模式來解

釋男女學生的職業選擇行為，本研究結果顯示有其必要。然而學者也批評一些用

以解釋女性職業選擇行為模式的建構內容不夠明確，而且過於重視女性所面臨個

人問題對其選擇行為的影響(Luzzo, 1995)，也許對女性而言的重要預測變項「生涯

阻礙」，其內容就包括太多來自於家庭或社會人際的個人問題，因而能進入女性

職業選擇行為的預測公式，解釋女性的職業選擇行為﹔但並不能進入男生的預測

公式，預測男生的職業選擇行為。

二﹑各研究變項對大專學生生涯選擇適配性高低兩組的區辨效果

本研究區別分析的結果，類似於前述的回歸分析，對男生而言，並沒有任何

一個變項的區別能力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然而對女生而言，較具區辨力的

變項包括年齡﹑學業成績﹑生涯阻礙﹑及女性化特質。由形心位置與標準化的區

別函數係數來看，學業成績越高，年齡越高，生涯阻礙知覺越低，女性化特質也

比較低的學生，其職業選擇行為的適配性程度也較高。與前述回歸分析同樣的情

形，生涯阻礙的知覺現象可以區別女生的職業選擇行為，而不能用以區分男性適

配性最高及適配性最低的兩組學生。

在第三階段的研究，以本研究所關心的生涯阻礙及其他相關背景及心理因素

為自變項，以生涯選擇行為的適配性為依變項，將男﹑女樣本分開，進行逐步回

歸分析，結果發現在背景及心理因素中，各有兩個因素能有效預測女生的職業選

擇適配性，分別為年齡﹑學業成績，以及生涯阻礙與女性化特質。其間的關係是﹕

年齡越高，適配性越高﹔成績越好，適配性也越高﹔所知覺到的阻礙程度越高，

適配性越低﹔女性化特質越高的，適配性卻越低。然而在男生資料方面，卻沒有

任何一個變項進入預測公式，有效地預測男生的職業選擇適配性。足見與男性職

業選擇適配性有關的其他因素，並不是本研究中的幾個變項所能解釋的。

在區別分析方面，為了解能夠區別職業選擇適配性高低的有關因素，研究者

選取適配程度最高及最低兩組學生，以上述背景及心理因素為自變項，以適配性

為依變項，進行區別分析。結果發現對女生而言，年齡﹑學業成績﹑生涯阻礙﹑

與女性化特質等因素具有較強的區辨力，能區分適配性最高及最低兩組女生。然

而在男生樣本方面，所得區別函數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影響男性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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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行為適配性的相關因素需進一步的探索。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 850 名大專學生為對象，以性別角色量表、生涯重要性量表、及研

究者自編的生涯阻礙量表為研究工具，經逐步回歸分析即區別分析的結果，發現

對男生而言，本研究所關心的生涯阻礙因素及背景與心理因素並不能有效預測適

配性，同時也不能區別適配性程度不同的男生﹔然而在女生方面，年齡﹑學業成

績﹑生涯阻礙﹑及女性化特質能預測其職業選擇適配性，同時也是區分適配性程

度最高及最低兩組女生的因素。

二、在生涯輔導實務工作方面之建議

一般而言，女性的潛能之所以未能充分發揮，與來自背景/環境、心理/態度、

及社會/人際等方面的阻礙因素有關。本研究結果發現對女生而言，生涯阻礙因素

可以預測大專女生的生涯選擇適配性，對來自於家庭的責任以及來自於社會對女

性的刻板印象也是他們比男生要在乎的，因而在與大學女生討論生涯規劃方面的

問題時，她們對未來的婚姻計劃及家庭計劃可能也是重要的話題之一。諮商師可

以努力的地方，是協助她們覺察她們對這些阻礙因素的看法，以及這些看法對其

未來生涯發展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所發展出的量表可提供具體的評量工具，或是作為晤談的參考

架構。而針對未來的研究方向，研究者認為除增加樣本的異質性之外，於阻礙因

素量表中宜增加種族及文化背景方面所形成的阻礙因素。種族或文化背景對個人

的生涯發展影響，在本研究中並非重點，因種族因素而引起的生涯阻礙，有待日

後進一步的研究。

三﹑針對未來進一步研究方面之建議

在研究內容方面，可進一步以訪談方式探討這些阻礙因素對個人的生涯發展

影響如何。對某些人而言，阻礙因素可能對其生涯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但對某

些人而言，這些阻礙卻是他們生涯發展過程中的挑戰，也同時是他們生涯進展的

主要動力。 此外，生涯阻礙與其他重要變項之間的關係，如生涯信念﹑生涯自我

效能預期﹑以及工作適應等變項之間的關係，亦可做進一步的探討。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對象來自大學裡近三十一個不同科系，就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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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言有其優點。但未來仍可以嘗試更多更廣的樣本，以增加研究結果的推論性。

總而言之，男女學生在本研究所提五項主題上的阻礙知覺整體反應並沒有性別上

的差異，但是單就他們所知覺到的阻礙類別而言，則有性別上的差異，女生比男

生更重視來自於家庭及社會所形成的阻礙。對女性個案而言，生涯探索工作除了

一般性的認識工作世界及認識自己之外，比男性有更多來自於婚姻及家庭的顧

慮。然而輔導工作者應當強調的並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要提醒自己，在針對女

性做生涯輔導時，應盡可能協助女性覺察這些阻礙因素對自己生涯發展的影響，

並理出適應及克服之道，進而能發揮天賦，追求生涯發展上的成就。

除此之外，可針對大學女生做進一步的訪談，以了解這些生涯阻礙因素對個

人的生涯發展影響情形。至於如何面對這些阻礙，化阻礙為生涯發展的助力，則

亦可嘗試實驗研究。Swanson, Daniel, 與 Tokar(1996)等人近來試圖將生涯阻礙此

一變項納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模式之中，認為生涯阻礙與個人的生涯自我效能及

結果預期有關，對於生涯阻礙此一變項在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中的中介角色，也頗

值得探討。

除此之外，本研究也發現年齡﹑學業成績﹑生涯阻礙﹑以及女性化特質四

個變項可以有效預測女性的職業選擇行為適配性，同時也能區別女生適配性最高

及最低兩組學生。然而對男生卻不然。綜合而言，女性的確知覺到較多的阻礙，

然而這些阻礙因素究竟如何影響女性的生涯發展，對這些阻礙，如何因應，各阻

礙因素之間的妥協，情形如何，則不得而知。未來研究可以朝質的研究方向進行，

以進一步探索女性對生涯阻礙的知覺及因應，並瞭解其職業選擇行為的其他相關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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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barriers

and career choice behavior. Eight hundred and fifty students in Taiwan completed the

Chinese Career Barriers Inventory, the Chinese Sex Role Inventory, and the Salience

Scale. Data obtained was analyzed b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discriminant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variables such as age, scholastic achievement,

career barriers, and femininity can predict female’s degree of career congruence. 

Those variables can also discriminate the females with highest degree of congruence

from those with lowest degree of congruence. However, for male students,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can not predict the degree of congruence. Neither can they discriminate

those with highest degree of congruence from those with lowest degree of congr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