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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方面的技巧探索，可以是

一般生活上會運用到的技巧，也

可以是個人工作上會需要具備的

專業技巧。總之，透過往日生活

經驗的回顧，我們更清楚更肯定

了自己所具備的技巧。昔日經驗

所呈現出來的技巧，是可以轉移

到未來的生涯職場的。以下，則

更進一步讓我們來看看職場生涯

應具備的技巧，大致有些什麼更

具體的內容，以便我們能清楚覺

察，並培養之。

（未完待續）

如何？從過去經驗的探索過

程，發現了不少自己所具備的技

巧吧？這些技巧是可以轉移，可

以攜帶到未來職場的，尤其是在

與人的互動方面。如果將這些技

巧的性質作進一步的歸類，你會

發現有些技巧是跟人的接觸有關

的，有些是以接觸事物為主，有些

則是與數字資料的統計分析處理

有關。

這對人 ( P e o p l e )、對 事

(Thing)、對資料(Data)的分類架

構，也是美國職業分類典將職業

分為三大類群的重要系統依據。

如果依照何倫(Holland)的架構，

亦即我們之前對生涯興趣探索曾

經提過的分類架構，六大類型，兩

大向度而言，除了人、事、資料之

外，還包括意念(ldea)。

在意念的部份，就十分強調創

意的開啟及發揮了。以下我們提

供一些與生涯技巧相關的動詞，

讓讀者們參考。

未來的工作領域中完成應當完成

的任務。這些技巧，我們稱之為可

轉移的技巧。

想想看，從小到大，你曾經完

成了些什麼事情？這些經驗的探

索，可以協助你澄清自己所具備

的技巧。你也不妨試著填寫以下

的表格，完成之後，或許能讓你更

肯定自己是具備了這些技巧的。

要注意的是，這些問題解決事件

的結果應當是正向的，也才能說

明其中所呈現的動詞(技巧)，是

你所具備的技巧。

技巧的探索，在生涯規劃裡是

非常重要的一環。你擁有些什麼

技巧呢？面對這個問題，很多學

生也許在想一想之後就會搖搖頭

說：「好像沒有呢！」

事實上絕對不是這樣的。從小

到大，每個人在不同場合完成了

不少的事情，而這些事情的完成

對我們而言就是成就，這些成就

的完成過程中，都應用了不少的

技巧。

舉例來說，辦活動以及寫報告

等等，這些技巧都可能讓我們在

黔驢技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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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自己具備的技巧

如何確定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如何找到一份工作、如何學

習職場上可能會碰到的困難及因應策略？技巧是可以培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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