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效率地完成該完成的事。你覺

得自己的興趣偏向於哪一個類型

呢？

此一活動背後的理念是美國學

者何倫德(Holland)所發展出來，

他認為職業興趣與個人的人格特

質有關，甚至興趣就等於人格特

質。舉例而言，企業型的人，人

格特質上就偏於外向、進取、冒

險、具領導能力、能說服他人，

所以喜歡從事與人接觸、領導他

人、且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如人

事經理、買賣推銷、或是律師等

等。

何倫德更進一步認為如果我們

能選擇自己喜愛的工作，從是符

合自己興趣的工作，則容易有成

就感、滿意度較高、且不會輕易

地更換工作，也會因此更喜愛自

己的工作，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

會有更為濃厚的興趣。

何倫德稱此為滾雪球效應，雪

球越滾越大。我們則說，能夠擇

我所愛、愛我所擇，會是件十分

幸福的事。雖然影響我們做決定

的因素相當多，也包括我們難以

掌握的就業市場結構。然而，在

自己能掌握的範圍內，選擇自己

感興趣的領域，能讓自己的職場

生活有較高的滿意度。

的人，如果沒有機會學彈鋼琴，

怎知道自己對鋼琴有興趣？所以

多接觸不同的活動，多嘗試不同

類型的活動，也是興趣探索的具

體方式。在此介紹讀者一項活

動，可藉此機會看看自己的興趣

方向，或協助周圍的人探索自己

的興趣方向。

假設在一個盛大的宴會裡，我

們邀請了一些古今中外的知名人

物，包括牛頓、貝多芬、柴可夫

斯基、莫札特、孔子、南丁格

爾、馬英九、陳水扁、紀政、王

建民、以及法院的書記官或圖書

館的管理員等。

在這些人當中，大概可分為六

大群，如圖中六角型所示，如果

有機會，你會找哪些人作為聊天

正值高中階段的兒子，段考結

束，又碰上學校的校慶運動會，

週六舉辦慶祝活動，週一還能補

假一天，真是輕鬆極了。然而，

天雨不能外出打球，線上西洋棋

遊戲又玩累了，剛考完段考又沒

有讀書的壓力，只道出「無聊」

這兩個字，不知做什麼是好。我

說，興趣太少了，要培養興趣。

然而什麼是興趣？我們如何理解

自己的興趣？如何培養興趣？在

做職業決定時，興趣佔了多少的

份量？

 

簡單的說，興趣就是自己喜歡

做的事。對什麼東西感到好奇，

關心什麼事物或主題，這些都可

能是個人的興趣所在。然而有些

人不清楚自己的興趣所在，有些

人又覺得自己的興趣非常廣泛，

反而不知道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是

什麼。這是因為興趣原本就有強

度上的分別，要確認自己的興趣

所在，可藉由探索活動或評量工

具的協助。

高中學生所做的大考中心興趣

量表即為一例，其目的在協助學

生了解自己的興趣，以供選擇大

學科系之參考。此外，興趣也是

可以藉由學習培養而得到的，怎

麼說呢？舉例來說，喜歡彈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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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真正的

「興趣」？

相同特質與興趣偏好

符合自己興趣的工作

的對象？想想看你有沒有跟這些

人類似的地方，或是希望自己將

來也跟他們一樣？如果能與選擇

同組的夥伴進行討論，則可進一

步分享彼此共同的特質以及興趣

偏好。

這六群人物有什麼特色呢？在

圖中我們用 R、I、A、S、E、C 

六個英文字母來代表這六群人，

他們所代表的意義分別是實用

型、研究型、藝術型、社會型、

企業型、以及文書型。實用型的

人個性較為憨厚、順從，具有機

械及運動方面的能力，傾向於從

事戶外方面的活動。

研究型的人個性較為內斂，具

好奇心，喜歡觀察、研究、或探

索新奇事物，且善於以分析或評

量方式來解決問題。藝術型的人

則較具美感及創造能力，喜歡用

直覺或想像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社會型的人熱心善良，喜歡

與其他人接觸，而且傾向於

幫助他人或協助他人解決問

題。企業型的人也喜歡接觸

他人，但不同於社會型的是

他們傾向於領導他人或控

制他人。這類型的人具說服

力，很容易影響他人，在經

濟方面的能力也頗強。

文書型的人個性溫順、細

心，而且頗具計算能力，他

們能聽從上司的指示，並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