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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傾向之大專離校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
銜需求滿足與就業力之探究

陳麗如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從大專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狀態分析探討其在轉銜過

程的就業轉銜需求及滿足情形以了解其就業力表現。研究第一年調查來自 37 所大專

校院 185 位高年級身心障礙學生，第二年取得來自第一年樣本中以就業為進路選擇

之 72 位剛離校樣本，追蹤分析所表達畢業前後就業轉銜需求及其變化。進而抽取其

中變化較多的樣本 14 位進行訪談。結果發現：(1) 有就業傾向之身心障礙學生畢業

後順利就業者僅佔 51.4%，就業情形仍不理想。(2) 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就業狀態不

因個人背景條件而不同，但因個人工作經驗而差異；(3) 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所存在

之部分就業轉銜需求與畢業前有所不同；(4) 畢業後無工作者在離校前的就業轉銜需

求在數目或程度上均較有工作者多且高；(5) 就業轉銜需求滿足對其就業力影響可分

生涯行動表現、專業學習、個人特質及社會因素，是學生畢業後在短期內找到工作

的關鍵所在。本研究建議為了增加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機會，應從提升學生個人的

就業力、政府推動維護學生相關權益的政策、及他人的態度等方面著手努力。

關鍵字：大專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轉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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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2006）調查大專畢業生就業力，提出建言：「提升正式

教育過程中的就業力養成教育，強化政府教育投資在就業力養成之產出效益，讓畢業

青年具備足夠就業力」，希望大專學生在畢業時擁有相當的就業條件，順利進入職場。

特殊教育的最終目標在幫助身心障礙學生成功地轉銜至成人生活階段，使其過著獨立

而滿意的生活，並擁有適應的工作（Pearman, Elliott, & Aborn, 2004）。我們同樣期待

大專身心障礙學生在離開校園時具有良好的就業力，順利進入職場。升學大專校院為

許多身心障礙學生的目標，希望學歷與學習成果帶給個人更有利的成人生活條件，尤

其在就業表現上更具競爭力。事實上，確實有諸多研究證實大專學歷有助於身心障礙

者之就業（教育部，2006；Marshak, Van Wieren, Ferrell, Swiss, & Dugan, 2010; Piggott & 
Houghton, 2007）。究竟具有大專學歷身心障礙畢業生的就業狀態如何？因哪些條件而

不同？是提升大專身心障礙學生就業力的思考向度，為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工作應關心

的議題。

除了高學歷為就業的有利因素外，許多學者仍相信身心障礙學生在離校階段的需

求滿足是其生活狀況與轉銜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因此許多研究探討轉銜過程學生的

經驗與其就業的相關性（教育部，2006；蔡采薇，2011；Baer, Daviso, Flexer, Queen, & 
Meindl, 2011; Finn, Getzel, & McManus, 2008; Hopkins, 2011; Johnson, 2004）。例如把焦

點放在學生在學時的經驗，如專業訓練、課業表現、或生涯探索行為等等，去探討其

離校後的轉銜成果（Alverson, Naranjo, Yamamoto, & Unruh, 2010）。學生在學時沒有因

應其需求取得適當的服務或忽略生涯相關訓練，缺少社區工作經驗及生涯或技能教育

方案等，就業轉銜的準備便不理想，可能導致其離校後的不佳成人生活表現，形成不

理想的轉銜成果（康春暖、林雍華、曾莞鈞、翟麗華，2010；Baer et al., 2011）。因此

了解學生離校前的就業轉銜需求，探討其需求滿足與就業狀態間的相關，將能掌握身

心障礙者就業的影響因素，進而思考轉銜服務的適當內涵。另外蔡采薇（2011）指出

身心障礙大專學生自評在應屆畢業時與畢業後一年之就業力有顯著差異。推論畢業前

後身心障礙學生所存在的需求應有不同。本研究即以順利就業為轉銜成果的指標，以

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就業情形，探討具就業傾向大專離校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離校前後的

就業轉銜需求及其間需求的改變。並為了確認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力影響因素，進一

步以質性方法了解其中促進需求滿足的因素及其對就業的影響。

在臺灣，由於過去身心障礙學生進入大專的比例不高，在就業轉銜或離校至成人

生活的轉銜，多只針對高職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進行探討及發展就業轉銜服務模式。目

前並無就業轉銜服務模式在大專校院推動，而大專學生在高年級時已是成熟個體，若

以高中職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轉銜服務概念或模式對這群學生進行服務也不適合。

我國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於近十年來增加快速（陳麗如，2008；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2013），但對於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的研究仍嫌不足，且主題著重在全面生活狀況

或生活品質的探討（林淑惠、黃韞臻，2009；許天威、蕭金土、吳訓生、林和姻、陳

亭予，2002；張英鵬，2001），對於大專身心障礙學生離校就業轉銜服務的探討尚少

篇幅。而在探討大專學生離校就業的議題上，已發表的四十多篇研究性學術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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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中卻無一篇是針對身心障礙者的就業議題進行論述。我國 2009 年修正《特殊教

育法》首度明定特殊教育在高等教育階段執行，大專身心障礙學生離校後的就業發展

為何，是對大專特殊教育工作的成果檢視。在大專身心障礙相關的就業服務系統資料

闕如的情形下，相關的議題資料待積極建立，以便因應大專校園環境資源，在《特殊

教育法》的期待下，發展適合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條件的大專就業轉銜服務模式。

本研究以就業傾向的大專離校身心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以二年時間探討研究目的如

下： 
1. 了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就業傾向大專離校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狀態。

2. 了解就業傾向的大專離校身心障礙學生離校前後就業轉銜需求之內涵及其改變

情形。

3. 探討就業傾向大專離校身心障礙學生促進就業轉銜需求滿足之因素及其對就業

力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

工作對一個人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障礙者在就業上較不容易順利（Hillier, Fish, 
Cloppert, & Beversdorf, 2007）。根據英國畢業生生涯諮詢服務協會（Association of 
Graduate Careers Advisory Services）2005 年的調查：整體而言，身心障礙畢業生無法

如一般非身心障礙學生一樣，完全進到技術性或全職的工作，他們比一般非身心障礙

者有更多的比例只能擁有兼職的工作（Piggott & Houghton, 2007）。但是根據統計有

大專文憑的身心障礙者較有正向的就業機會（Marshak et al., 2010; Piggott & Houghton, 
2007）。在我國方面，資料顯示具大專學歷的身心障礙學生就業率達 61.44%（教育部，

2006），與 1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的 22.5% 就業率相比，乃高許多。從就業的角度，可

見擁有大專學歷的身心障礙學生職涯發展有較好的成果。但是根據我國 2008 年的統計

資料，國民平均失業率為 4.14%，15 至 24 歲者失業率為 11.81%（楊明傳，2009）。

與一般人的就業情況相較，大專身心障礙學生仍具有較低的就業表現，似乎其中存在

問題使得大專身心障礙畢業生的就業狀態仍有許多改善空間。

在探討身心障礙學生離校後的就業表現上，最常被討論的是性別、障礙類型、

障礙程度等變項在就業上的不同表現（Carter, Trainor, Cakiroqlu, Sweden, & Owens, 
2010）。而另存在一個常被提及的議題為工作經驗。根據研究，離校前的工作經驗對

學生日後成功轉銜到就業市場有相當的助益（蔡采薇，2011；Johnson, 2004）。但因為

身心障礙學生除了生理問題外，往往比一般學生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在課業上，以致

於他們在求學階段要取得兼職的工作機會就更少（Piggott & Houghton, 2007）。使得身

心障礙學生在此方面的就業轉銜需求較未能獲得滿足。

二、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之就業轉銜服務

轉銜服務是以「成果為基礎」（result-based）的服務觀點。在轉銜服務過程中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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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障礙學生所執行的轉銜服務效益能夠在下一個階段發揮（Pearman et al., 2004）。

因此一個轉銜服務工作的效益往往會從下一個階段進行檢視。大專身心障礙學生未繼

續升學者就業輔導為重要轉銜服務之內涵。因應就業轉銜服務措施，教育部制定《大

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服務工作注意事項》指出，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就業

轉銜服務應於學生畢業前提供就業相關資訊，依其就業意願將名冊通報當地勞政單位

輔導就業銜接及規劃服務。這些制度成為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時就業的重要資源。但是

只有消極地提供就業資訊並不能全然滿足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轉銜需求，一個適當的

轉銜服務計畫仍應該在身心障礙學生仍在校時找出其需求 (Winn & Hay, 2009)。分析身

心障礙學生所表達的就業轉銜需求情形，並了解其與就業之相關，是提供大專就業轉

銜服務的最直接訊息。本研究即以此思考架構，希望從成果掌握大專身心障礙學生的

就業轉銜需求，以便發展積極適切的就業轉銜服務方向。

Livneh 和 Wilson（2003）發現身心障礙學生生活需求的滿足與其適應狀態有高的

相關。許多國家所做的研究均發現身心障礙學生所取得的就業支持是不足的，身心障

礙者很難找到支持系統，或者所需要的支持系統其實是很複雜，難以用同一個模式服

務所有身心障礙者的（Piggott & Houghton, 2007）。遺憾的是如同Finn和Kohler（2009）
所指出：有將近 40% 學生認為所取得轉銜服務活動對其心理狀態的助益不太明顯。障

礙者的需求將依其生活經驗、物質、心理資源及社會環境而不同，其中含蓋著複雜的、

動態的、目標取向的過程（Livneh & Wilson, 2003; Strauser, Lustig, & Uruk, 2006）。

需求的內涵和性質相當複雜，受到個人生活狀態、環境、心理、個人條件等影響。

Lindstrom、Flannery、Benz、Olszewski 和 Slovic( 2009) 指出社區大專障礙學生服務中

心與職業復健服務中心建立聯結系統時，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在提供就業服務時未能確

切掌握身心障礙者的就業需求。發掘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轉銜需求，再依以規劃適當

的就業轉銜服務方向滿足其需求，將能促進學生就業力養成，為理想的身心障礙轉銜

服務工作應遵循的方向。本研究便希望探討促進滿足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需求的因素，

並探討其中與學生順利就業的關係。

在美國《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所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務只到中學教育階段（IDEA, 2004），大專校院對身心障

礙學生的支持系統乃依據《美國障礙者法案》（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及

《復健法案》504 條款（Section 504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各大專校院內的障礙學

生服務中心（Office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主要提供障礙學生課業的調整，學生

離校的就業服務則依賴各地方職業復健服務中心提供的資源，而且以社區大學與地方

復健服務中心較有密切的合作關係，主要目的在進行職業訓練（Lindstrom et al., 2010; 
Morrison, Sansosti, & Hadley, 2009）。一般大專校院對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至校外的工作，

因為社會支援不足，多較未予以著力。國內由於大專資源教室的服務工作歷史尚短，

國外又無完整的模式得以參考，目前大專校院轉銜服務內涵尚未建立完整明確的模式，

以致所提供的轉銜服務常因學校或服務人員的不同而有品質上很大的差異。教育部每

年均安排訪視各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即指出轉銜服務在大專資源教室服務普遍未理想

（教育部，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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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知，在大專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輔導工作上，提供就業資訊是當前政府

條例上最直接的做法。但在實務輔導工作上，學生的需求不可忽略。

三、身心障礙學生就業影響因素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2006）提出大專學生應包含的就業力技能有四項：一般

能力、專業知能、專業態度及職涯規劃。學生在離校前具備了這些能力，則可以有良

好的就業狀態。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雖然也被期待擁有這些能力，但是這些能力的

表現常受到身心障礙學生的行動表現影響，進而影響其離校的職涯發展，其中包括

（Graham-Smith & Lafayette, 2004）：

（一） 專業學習表現：許多大專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成績不理想，或雖然部分學生可能

在認知能力上沒有很大的問題，但是可能在學習管道上存在限制，使得學業表

現不佳，而影響其職涯發展。

（二） 生涯行動表現：障礙者若具有清楚的目標，採取生涯探索相關行動，則在生涯

上較定向也較有成就。這些行動如進行相關職業評量、職場參訪、提升求職

技能、訂定生涯目標或取得工作經驗等，在轉銜過程中均被鼓勵（康春暖等

人，2010；Alverson et al. 2010; Baer et al. , 2011; Graham-Smth & Lafayetle, 2004; 
Madaus, 2005; Winn & Hay, 2009）。身心障礙學生在離校階段採取哪些行動以滿

足其轉銜需求促進就業，為本研究擬探討了解的。

蔡采薇（2011）統計不同性別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一年的就業狀態，發現女性顯

著高於男性，但同時也發現女性身心障礙大專畢業生在校時的各種工作經驗顯著多於

男性。而結論身心障礙大專畢業生中女性較男性更為積極投入職場。顯示在探討身心

障礙者的就業時，不能只看到表面的個人背景條件，有更深層的因素值得探討，如個

人行動表現對其就業的影響。另有研究就將就業與未就業的兩群身心障礙者做比較，

發現就業的群體對工作更有動機，較能有效地做時間管理、能夠忍受批判、具有進取

心以及更專注於工作（Winn & Hay, 2009）。顯示障礙者個人的條件及促進需求滿足的

行動可能影響著其就業表現。而比較已就業和未就業者間在就業相關的表現差異是就

業轉銜研究上一個適當的向度。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首先以文獻探討、個別訪談及專家審查確認大專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內涵

及向度，而後了解個人變項在就業成果及就業轉銜需求的差異情形，並探討學生需求

滿足情形及其對畢業後就業成果的影響。其中包括量的處理及質性分析：

量的問卷處理：本研究以問卷調查了解就業轉銜需求及就業狀態的情形及不同變

項在其間的差異現象。

質性處理：問卷調查僅能了解現象或現象的改變，若要了解促使現象存在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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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因素，則需仰賴質性研究予以分析探討。這也是近來許多研究方法論的學者主

張質性研究與量性研究結合的論述（鈕文英，2007）。鈕文英指出質與量的研究可以

視為研究連續體的兩端。蔡采薇（2011）即以質性訪談豐富量化研究之結果。本研究

為了確實掌握促進就業轉銜需求滿足之因素及其對學生就業力及畢業後就業成果的影

響，即以質性研究方法了解發掘其中因素，以受訪者第一階段所填寫問卷之資料為

依據，繼續以訪談取得其間資料關係。訪談工作以「訪談導引法」（interview guide 
approach）進行，即事前編製訪談大綱，在訪談期間依當時的情境及對話內容調整呈現

問題的順序及用字遣詞。訪談者先向受訪者提出結構性的問題，再以開放性問題作進

一步的探究，以期獲得更深入的資料（Patton, 1987）。透過訪談與受訪者討論就業需

求滿足與就業表現之現象，以受訪者自身經驗或所接觸其他身心障礙朋友之經驗提出

其想法。對於尚無工作者主要在了解受訪者之就業準備與尋找就業的議題。對於有工

作者，則主要偏於求職的體驗與準備狀況，及職場適應的了解。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就業傾向之大專離校身心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即這些學生是以就業為

其畢業後之進路選擇。研究分二年進行，第一年乃將全國大專校院編碼後隨機抽取 41
所學校（全國大專數目 163 所，佔 25%）後，再請該校資源教室教師代為轉發問卷予

該校即將離校之高年級學生，依各校身心障礙學生畢業人數多寡抽取 5 至 8 位。共寄

出 260 份，回收並刪除廢卷 6 份後取得 185 位受試者資料（依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資料推估，約佔全國大專高年級身心障礙學生 9.5%），樣本來自臺灣北中南東共 37 所

大專校院，回收率為 71.15 ﹪。第二年由第一年問卷中受試者所留願意參與追蹤研究之

樣本資料進行追蹤，去除失聯、未順利畢業、繼續升學、服役者、其他原因不擬就業

者（如重病休養中、移民者）、以及不願意參與追蹤研究之樣本。共寄出 91 份，收回

75 份，廢卷 3 份，最後取得來自 27 所學校的 72 份樣本資料，回收率為 79.12%。其中

樣本之屬性人數請見表 1。
在訪談樣本的選取上，為了取得較多的資訊，乃依諮詢專家之建議先挑選兩次問

卷上就業轉銜需求改變最多的樣本共 20 位進行聯繫，但因意願及時間未能配合下，

結果取得 14 位訪談樣本，其中 6 位為焦點團體訪談，8 位為個別訪談，有 42.9% 為男

性，57.1% 為女性；感官障礙佔 42.9%，肢體障礙佔 35.7%，其他障礙佔 21.4%；輕度

佔 42.9%，中重度佔 57.1%；畢業前有工作經驗者佔 28.6%，無工作經驗者佔 71.4%。

畢業後有專職工作者及無專職工作者各佔 50.0%。

三、研究過程

本研究歷經二年。第一年發展問卷初稿後抽取身心障礙學生即將離開校園的預試

樣本 105 位，依受試者回饋調整後形成正式問卷。問卷施測於大專身心障礙學生，並

取得願意繼續參與第二年追蹤研究之樣本名單。刪除廢卷後進行資料的整理與統計分

析。

第二年追蹤樣本施測後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為了充分了解需求滿足的過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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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方法蒐集資料，乃從資料中取得就業需求變化大的樣本 14 位，依訪談樣本意願及

時間配合性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或個別訪談。其中焦點團體訪談以研究者為主持人，而

個別訪談工作由同一位訪談者進行，為一具有碩士學位之國小教師，大學畢業於特殊

教育學系，修過質性研究之 2 學分課程並經本研究之訪談訓練。訪談時徵得受訪者同

意後予以錄音，並於訪談一週內由訪談者完成逐字稿。在資料分析上，由一位質性研

究專長的特殊教育學者擔任協同分析者，對前四份個別訪談資料同時進行資料編碼，

經討論建立本研究訪談資料編碼原則。研究者依所建立編碼原則進行訪談資料編碼及

分類，而後並以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維持資料效度（Patton, 1987）：(1) 訪談大

綱的設計經由專家審查維持效度；(2) 訪談資料編碼經由二位分析者進行，結果取得其

中編碼一致性信度 r=.85；(3) 並將編碼分析結果請受訪者確認其意義，若有出入則進行

修正。

四、研究工具

（一） 大專學生就業轉銜需求問卷：本問卷以文獻探討、訪談及開放問卷為發展問卷

題項來源。其中以文獻探討發展就業轉銜需求之向度，而訪談及開放問卷主要

依據文獻探討所形成之向度進一步蒐集大專學生就業轉銜需求題項，編成初步

問卷後由專家學者（包括特教學者三位及大專具有三年以上身心障礙學生服務

經驗之資源教室教師九位）十二人修正問卷之形式及內涵，並依需求項目之性

質進行因素歸類之分析評估，發展問卷分測驗。而後取得 105 位樣本進行預試

施測，由受試者反應再調整問卷題項之敘述及呈現形式。由於受試者所表達各

領域就業轉銜需求項目數相當分歧，因此接受專家學者之建議將每個領域保留

有需求項目 4 項，成為正式問卷之題項。問卷內容除基本資料外，主要呈現就

業轉銜需求題項，請受試者依意見進行勾選，其中共有六個分量表，每題為不

需要、需要及很需要 3 點量表，分別計分為 0 分、1 分及 2 分，顯示樣本若在分

量表平均得分 1 分以上即為需求所在。本問卷以專家學者之參與建立內容效度，

而六個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68~.83，由於分量表題數較少，此信度

已屬不錯的範圍。其意義分別為：

1. 專業能力：指促進專業能力養成以提昇個人專業知能或職業技能的需求。

2. 職場適應：指提昇某些能力以增進職場適應能力的需求，如職場溝通、工作態

度、在職服務等。

3. 職業評量：指安排關於職場表現評估的需求，如進行性向測驗、職能評估、環

境評估等。

4. 就業尋找：指為能順利尋得工作的需求，尤其是尋得適合自己工作的需求。如

尋找工作技能、製造就業機會、精進求職技巧等。

5. 個人條件：指增進個人就業條件的需求，如取得相關證照、累積相關經歷等。

6. 職業活動：指參與就業相關活動或接觸相關資源的需求，如探索發展職業方向、

參與相關生涯活動、轉銜會議等。

（二） 就業需求訪談大綱：訪談大綱方向的編制主要參考 Shifrin、Procto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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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tt(2010) 的研究問題，有四：(1) 提出受訪者在本研究前半段兩次關於就業

轉銜需求調查之量性研究結果，包括對兩次問卷答案及其間改變的討論，並談

及對本研究量性統計結果的想法。此部分主要目的在藉由與受訪者確認其需求

項目著手，以便引導到以下 (2) 及 (3) 的訪談問題；(2) 討論受訪者在前述就業轉

銜需求的滿足情形及如何促進這些需求的滿足；(3) 討論前述受訪者就業轉銜需

求滿足情形對就業相關表現的影響；(4) 討論受訪者在促進需求滿足行動上可能

的意義與內涵。

（三） 研究者：研究者為焦點團體訪談主持者、個別訪談督導者及主要質性資料分析

者。研究者具有諮商與輔導及特殊教育專長之博士學位。在學期間曾經受過相

當的諮商過程訓練，對於訪談過程的敏銳度，當有不錯的表現。並曾修習過質

的研究訓練課程，對於質的研究工作原則當能有一定的掌握。在質的研究經驗

上，研究者曾經進行質性研究的論文約十件，包括學位論文及政府相關部門委

託之研究，並因研究成果發表相關論文十數篇，及出版四份經質性處理的量表，

質的資料處理經驗無庸懷疑。並且在研究中研究者不斷地與協同分析者進行討

論，以規範研究資料編碼之進行原則，以便研究者能在研究中嚴謹地執行工作。

這些經驗及作法使研究者成為研究中不錯的研究工具。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17.0 版進行統計分析，以回答本研究中各項量性問題。包括描述統

計、卡方考驗及重複樣本 t 考驗發現不同條件大專離校身心障礙學生就業狀態之差異現

象，及其離校前後就業轉銜需求之內涵及其改變情形。

質性資料處理主要在探討大專離校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需求滿足情形及其對就

業狀態之影響：

（一） 分析者一致性：分析者（即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分別對前四份個別訪談資料

同時進行分析，計算評分者間一致性信度，以了解評分者間之一致情形。若具

一致性，則列為編碼原則，若具分歧情形，則提出各自看法後討論製定分析編

碼之原則。

（二） 資料分析編碼：依所訂訪談分析編碼原則，研究者將剩餘訪談資料進行需求概

念之編碼，分析及整理大專校院離校身心障礙學生轉銜需求滿足情形與性質。

每位訪談資料編碼分析後並請受訪者確認其中意義。

（三） 資料歸納分析：依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分析及歸納資料：將所有編碼後

資料進行檢視，發現其間的相互關聨性，將相似的編碼聚集在一起形成概念，

而後再形成現象（Glaser & Strauss, 1967）。以便探討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促

進就業轉銜需求滿足之因素及其對個人就業力之影響，並分析已就業及未就業

者兩群受訪者間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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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條件身心障礙學生就業狀態

陳靜江和鈕文英（2000）對肢體障礙及身體病弱青年進行調查，發現高逹九成五

的受訪者期望透過工作獲得更多自主性。就業是多數身心障礙者期待的成人生活狀

態。然而由表 1 發現就業傾向身心障礙大專學生畢業後在短時間內能順利就業的只佔

51.4%，比例並不高。本研究認為大專就業轉銜服務之內涵應再檢討，對於計畫於畢業

後投入就業巿場的身心障礙學生應有更積極的就業轉銜服務介入，以便身心障礙學生

在就業上有更好的準備。

由表 1 可知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狀態並不因性別、障礙類別或障礙程度而

有顯著差異。此與許多研究結果不一：許多研究指出不同個人條件（包括性別、障礙

類別、障礙程度等）的身心障礙者有不同的就業狀況（蔡翠娉，2008；Baer et al., 2011; 
Carter et al., 2010），本研究卻發現其間無顯著差異。唯本研究發現不同工作經驗身心

障礙者有不同的就業成果（χ2 =9.8, p<.01），經事後考驗了解，畢業前有工作經驗者在

畢業後有工作的多於無工作的，畢業前沒有工作經驗者在畢業後沒有工作的多於有工

作的。與蔡采薇（2011）及 Piggott 和 Houghton（2007）的論點一致，認為工作經驗對

身心障礙者成功求職是重要的元素。

表 1 
不同條件身心障礙者就業狀態之卡方考驗

個人變項 有工作 (%) 無工作 (%) χ2 事後考驗

性別
男 19(51.4%) 21(60.0%) 0.55

女 18(48.6%) 14(40.0%)

障礙類別

感官障礙 17(45.9%) 13(37.1%) 0.73

肢體障礙 13(35.1%) 13(37.1%)

其他 7(18.9%) 9(25.7%)

障礙程度
輕 19(51.4%) 16(45.7%) 0.23

中重 18(48.6%) 19(54.3%)

工作經驗
有 15(40.5%) 3(8.6%) 9.8** 畢業前有工作：有 > 無

畢業前無工作：無 > 有無 22(59.5%) 32(91.4%)

總計 37(51.4%) 35(48.6%)

**p<.01

二、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需求內涵及改變情形

表 2 發現畢業前在各服務需求項目上，有四項平均數均大於 1.00，以專業能力最

高，其次為就業尋找，第三為個人條件，第四為職業活動；畢業後則以就業尋找為最

高，其次為職業活動，第三為專業能力，第四為職場適應，有四項平均數大於或等於

1.00。在畢業前後需求比較上，經由重複樣本ｔ考驗發現，達顯著差異水準有：專業能

力 (t=2.31, p<.05) 及個人條件 (t=2.47, p<.05)，均為畢業前的需求高於畢業後。而事實

上這些需求在學生畢業後的生活環境中較難以取得資源或支持系統予以滿足，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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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學生畢業後需求降低的現象。此點在本研究後半段質性研究結果得到驗證。可知

畢業前的輔導工作更應著重在提升學生個人專業能力及個人條件的輔導上。

若從畢業後有無工作區分去探討學生畢業前後的需求狀態上，由表三發現，有工

作的身心障礙者在各服務需求項目上，畢業前以專業能力最高，其次為職業活動，第

三為職場適應，有三項平均數大於等於 1.00。畢業後則以職業活動最高，就業尋找次

之，共二項平均分數高於 1.00；而無工作者在各服務需求項目上，畢業前以專業能力

最高，其次為就業尋找，第三為個人條件，第四為職業活動，共四項平均分數高於

1.00。畢業後則以就業尋找為最高，其次為專業能力及職業活動，第四為個人條件，第

五為職場適應，共五項高於 1.00。整體而言，無工作者就業轉銜需求無論在數目及程

度上均較有工作者高且多。在畢業前後需求比較上，經由ｔ考驗發現，有工作者無任

何一項達顯著差異，無工作者則個人條件達顯著差異 (t=2.76, p<.01)，其畢業前的需求

高於畢業後。可知若從畢業後就業狀況分別探討，有工作者畢業前後的轉銜需求改變

並不顯著，而無工作者，在畢業前的輔導工作更應著重在提升個人條件活動的輔導。

秦夢群和莊清寶（2010）指出大專校院應多鼓勵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學程及通識

課程，並加強規劃社團、考取證照及提供工讀或實習機會等輔導措施，以有效協助學

生提升就業力。蔡采薇（2011）研究發現身心障礙大專學生在應屆畢業時與畢業後一

年自評之就業力有顯著差異。可見身心障礙學生在畢業前後對自己條件的認知已有所

改變。這些認知的變化可能來自其需求的改變，這些需求的改變又可能因為需求已滿

足而不需要或因為需求難以滿足而放棄（Chen, 2012）。這表示畢業前後需求滿足了將

有利於其就業的表現。但促進需求滿足的因素為何，則為量性研究難以探討的。本研

究接下來即以質性研究了解該部分內涵。

表 2 

身心障礙學生離校前後就業轉銜需求重複樣本ｔ考驗

畢業前 畢業後 ｔ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全體 (n=72)

專業能力 1.51 1.17 1.13 1.15  2.31*

職場適應 0.97 1.13 1.00 1.11 -0.17

職業評量 0.56 1.03 0.49 0.87 0.46

就業尋找 1.25 1.24 1.38 1.17 -0.78

個人條件 1.17 1.05 0.89 0.93  2.47*

職業活動 1.13 1.26 1.24 1.20 -0.55

有工作 (n=37)

專業能力 1.22 1.16 0.89 1.10 1.29

職場適應 1.00 1.08 0.97 1.21 0.11

職業評量 0.41 0.86 0.57 0.87 -0.83

就業尋找 0.78 1.16 1.03 1.17 -1.09

個人條件 0.78 0.89 0.70 0.85 0.60

職業活動 1.03 1.19 1.11 1.17 -0.27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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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無工作 (n=35)

專業能力 1.83 1.12 1.37 1.17 2.02

職場適應 0.94 1.19 1.03 1.01 -0.43

職業評量 0.71 1.18 0.40 0.88 1.41

就業尋找 1.74 1.15 1.74 1.07 0.00

個人條件 1.57 1.07 1.09 0.98   2.76**

職業活動 1.23 1.33 1.37 1.24 -0.54

*p<.05 **p<.01

三、身心障礙學生促進就業轉銜需求滿足因素及其對就業成果之影響

轉銜服務應探討身心障礙學生所取得支持過程中的需求為何，及如何滿足需求，

方才有利於將適當的策略傳達給相關服務人員（Marshak et al., 2010）。此部份研究乃

藉由訪談比較畢業身心障礙學生中已就業與未就業學生在離校階段的行為表現差異，

以了解促進需求滿足之因素及其對個人就業力表現之影響。由於篇幅考量，本研究不

引述訪談的內容，只依紮根理論將資料歸納分析後呈現其中概念。結果取得 4 個領域

13 項因素：

( 一 ) 生涯行為

1. 生涯目標訂定的時機影響就業方向的明確度：多數學生都在即將畢業時仍未規

劃自己的未來，而致對未來感到焦慮，導致對自我職業興趣及職場趨勢不瞭解，

並缺乏正確的職場價值觀、就業態度及職涯規劃（康春暖等，2010）。這些都

影響著大專畢業生的就業表現。本研究將就業與未就業者進行比較，前者中許

多身心障礙學生在工作選擇上有明確的目標，此群幾乎 73% 的學生在大三以前

就有清楚的就業方向。而在本研究第一階段的問卷調查時已幾乎確定其工作方

向，以致於在本研究訪談進行時，許多就業轉銜需求已滿足而不需要，此呼應

本研究前半段量性資料所發現：未就業者的需求比已就業者多且高；而畢業後

未能在短期內順利找到工作者，在畢業後多仍未能確定適合的工作方向，以致

於不知如何準備。關於工作目標也只是有工作即可，顯現無積極的野心在職業

表現上。

2. 生涯行動的積極性影響對就業環境的了解：研究發現一般大專身心障礙學生的

轉銜行動表現不理想（陳麗如，2008）。本研究發現有就業的身心障礙學生通

常在畢業前生涯行動即較積極，甚至在一進入大專時即已積極投入準備，如考

證照、修第二專長、攝取工作經驗等，積極參與相關的活動，瞭解未來可能在

職場適應得面對的問題，而具良好的就業力；無就業的畢業生在畢業前則多只

被動地參與這些活動，如取得證照等，許多學生只是為了符合畢業門檻，並不

覺得能因為取得證照而有較好的就業狀態，也不太敢伸出觸角提早接觸就業環

境。

3. 工作經驗的攝取有助於了解自己的職業能力及優弱勢：根據研究，50% 的

ADHD 學生認為在就讀大專期間應該有工讀經驗 (Shifrin et al., 2010)。本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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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許多身心障礙學生也認同此點，部分身心障礙學生能盡可能累積此經驗，並

因此了解自己的職業能力及優弱勢，以便修正。但由於課業壓力較大，需要比

同儕花費更多的時間在課業上，而較未能花費時間在工讀經驗的累積。這使得

許多身心障礙學生面臨就業有更多的不安，形成更大的壓力。另有部分未就業

者表示對於進入職場有莫名的擔心，所以不願提早接觸就業市場。一般僱主會

依社會新鮮人的工作或工讀經驗來評估學生的能力及歷練，工作經驗影響著其

就業的機會。根據康春暖等人（2010）的調查統計，具大專學歷的社會新鮮人

有工作或工讀經驗者高達 91%，顯示一般畢業生有工讀工作經驗者佔了大部分。

本研究顯示具就業傾向身心障礙學生在畢業前有工作工讀經驗者只佔 25.0%（見

表 1），在工作工讀的經驗未能充分取得，為身心障礙學生求職就業上的一個不

利因素。

當學生較少參與相關活動，社會支持網絡小，取得的資源不足，則就業狀態將受

到影響。本研究發現身心障礙學生的個人生涯探索相關行為主要影響其個人條件、就

業尋找、職業評量及職業活動需求滿足的程度，進而影響其就業狀態。

( 二 ) 專業學習

1. 對專長的期待影響專業養成的投注程度：專業能力表現促使個人更有信心地朝

更積極的目標發展。本研究發現有就業者在離校前多希望從事與自己專長相關

的工作，因而努力朝這方面成長，希望將來可學以致用，發揮所長。但約有一

半受試者（57.1%）所從事的工作與自己的所學無關；未就業者在找工作上多認

為只要找到工作即可，並不要求一定要與自己所學相關。未就業者多表示大專

只是為了文憑，不是為了什麼專業精進，甚至後悔花費四年的時間在大專。對

於個人，無論在專業能力養成的表現上或期待上均較消極。

2. 學習成果為就業力的重要指標：許書銘（2005）指出學生若修輔系、雙學位者，

其工作搜尋期間會較短。即在校期間多充實個人條件，提升個人的就業力，較

容易找到工作。本研究發現許多身心障礙者坦言其學習狀況並不理想，而身心

障礙學生進入大專多元管道的制度對於他們雖然是一種學習權益的保障，但是

也使他們在起始點的學習能力常不如同儕，在學習上遇到更大的困難，成績多

不理想。尤其在理工科領域更為明顯。這也使得身心障礙學生無瑕修習二專長

或輔系等，較難提升就業力，對自己的專業能力也較無信心。這種情形在已就

業者較不嚴重，在未就業者則困難度更為明顯。

蔡采薇（2011）的研究發現工作中之受訪畢業生對自己的就業力抱持肯定態度。

本研究發現專業學習影響著身心障礙者在專業能力、就業尋找及個人條件需求的滿足，

使個人的就業力有不同的表現，進而影響其在就業的準備度，而使身心障礙學生的就

業狀態有所不同。

( 三 ) 個人特質

1. 對障礙的接受度影響就業準備的心態：本研究發現已就業者對個人障礙雖然仍

有遺憾，但多已接受而且調適很好，障礙似乎對其現階段的影響相當輕微；未

就業者則有較多憤世嫉俗的情形，對學校、政府政策或圖書資源，尤其在對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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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的照顧上，有諸多的抱怨，也覺得很多就業轉銜服務均是其需求，但是卻

較不願花費時間精力在對自身能力的增進，總認為這些能力都無法彌補個人障

礙帶來的問題，以致於主張不需努力為就業準備，在各項就業轉銜需求的滿足

就較不理想。

2. 個性表現影響工作權益的爭取：許多已就業者呈現較外向的個性，願意與人交

談互動，主動表達需求，所以在資訊的取得及活動的參與均較理想。因此無論

在就業尋找、職業活動及職場適應等各面向的需求較能滿足。未就業者則個性

較顯得內向，對服務的取得較為被動，就業尋找的動作也較消極。另外，在職

場上也因為個性表現而有不同的適應情形：外向者在知道自己的權益後，會較

積極爭取自己的權益，內向者較會擔心訴求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如對雇主要求

就業環境無障礙空間的改造），會導致主管同事覺得自己很難相處、要求太多，

而形成他人對他的負向想法，因此較不會在合理合法的範圍內爭取自己的權益。

這些個性都影響著身心障礙者求職的機會，也影響個人在職場上的適應表現。

3. 自我關懷表現影響其監控就業力養成程度：已就業者較關心並積極監控自己各

方面議題，例如關心自己的課業學習成果、在意自己是否通過某些證照、對於

自己的選擇也較有主見；未就業者則多表現出不太關心自己可能影響順利就業

的議題。例如有學生已屆畢業，如何算畢業學分、那些科目需要重修等都不太

了解，自我決策表現或自我權益的維護均不理想。

身心障礙者個人特質的表現廣泛地影響著就業轉銜需求的滿足情形，其在專業能

力、職場適應、就業尋找、個人條件及職業活動等各項均有相當的影響，是在轉銜服

務工作上應注意輔導的向度。正如蔡采薇（2011）的研究所指出：正向自我顯著影響

身心障礙大專畢業生就業表現與就業力。

( 四 ) 社會因素

1. 資訊流通性影響就業相關訊息的取得：身心障礙者資訊的取得影響其需求的滿

足，例如地方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促進就業福利的政策影響其就業轉銜需求滿

足的機會，包括身心障礙者就業貸款的政策讓想創業的身心障礙者有較多的信

心去圓夢，但是身心障礙者如果不能適當覺知這些政策，則其對就業或職場適

應並無幫助。本研究發現許多未就業的身心障礙學生在離開大專時仍沒聽過《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或相關的權益政策，與他人也很少交流討論相關的訊息，

以致於對職場當前的趨勢未能瞭解，則資源不足，支持系統便不能充分，需求

的滿足機會將受限，也相對地影響到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及職場適應。已就

業的身心障礙者對政府的政策較能掌握，或雖然未完全了解但知道政府有關於

身心障礙者促進就業的各種政策，而在需要時可很快地進一步截取資訊。他們

並常有一群可以交流討論的夥伴，例如相關協會成員或是資源教室同儕等，較

能多方取得資訊，就業的機會則相對地高。但未就業者無論在畢業前或畢業後

在這方面的表現均不理想。

2. 積極的服務影響學生對就業需求的掌握及滿足：離校前學校轉銜服務的積極性

影響學生對需求的掌握及滿足。例如許多已就業的身心障礙學生指出離校前學



58 教育研究學報

校積極評估其就業轉銜需求後，學生才發現自己原來需要某些需求，也才有機

會採取行動，而有進一步滿足需求的機會。又如學校若有轉介職業輔導評量的

活動，或提供相關資訊，則身心障礙學生才有機會更了解自己的就業條件，取

得支持，而使得就業機會提高。許雅惠和黃雅羚（2005）指出身心障礙大專學

生確實需要支持，但資源教室所提供的服務與學生需求的適配上並不理想。此

現象降低學生就業轉銜需求滿足的機會。大專資源教室的服務內涵應該有更積

極的做法。

3. 他人態度影響學生嘗試職業相關活動：僱主、同事、親人等其他人的態度影響

身心障礙者的心理以及其在就業的準備信心，進而影響嘗試意願，以致影響

需求的滿足。另外，他人態度也是職場適應的很大影響因素。Draper、Reid 和

McMahon（2012）指出身心障礙者就業上所受到的偏見是因為存在敵意，而不

是身心障礙者在工作表現上的落差，但是這種敵意卻減少他們採取相關活動。

身心障礙者進入職場後受到歧視或偏見常使其在職場上不順利。許多研究指出

在職場中潛在的偏見仍存在著，使身心障礙者在職場上遇到較大的挑戰而影響

其工作的態度（胡蔓莉、林家繽，2011；Draper et al., 2012; Piggott & Houghton, 
2007; Winn & Hay, 2009）。許多未就業者即表示他們受到這些感受或預期心理

的影響而不願在職業準備或職場上努力。尤其當這些訊息若來自其學長姐或周

圍親友的經驗分享，則對身心障礙者在面對就業的心理有更大的負向影響。而

已就業者從他人得到的態度往往較正向，而產生較大的信心。

4. 親友支持影響工作資源的多寡：周圍親人朋友的支持與鼓勵帶給身心障礙者相

當多的需求滿足，有助於其尋找工作，參與相關職業活動等。本研究發現比較

之下，未就業身心障礙者較沒有取得親人朋友的協助或支持，使身心障礙者不

論在心理或實務的需求滿足上均不理想，取得工作的資源也較缺乏。而已就業

的身心障礙者往往與親友的互動較頻繁，從中取得較多的支持，有助其就業。

如同 Winn 和 Hay（2009）所說的，正向的情誼有利於身心障礙者達成正向的轉

銜成果。

5. 公司制度影響求職及職場適應的支持系統：大規模公司比較會注重法案的規範，

也多設有人力資源單位處理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問題，以致於較不會有型式上的

歧視僱用行為，也常常是職場適應的主要支持系統。這樣的環境常常促使身心

障礙者更易找到工作，在職場上也較能適應。本研究發現在受訪的已就業樣本

中，若他們是在較有制度的公司下，工作的穩定度較高。Draper 等人 (2012) 就
指出：一個公司若願意接納身心障礙者就業，提供他們充分支持，則身心障礙

者就有較正向的職涯發展。

社會環境的支持程度主要影響著身心障礙者在職場適應、職業評量、就業尋找及

職業活動的需求滿足，往往是身心障礙者在提升就業力的主要主持系統。資源教室教

師在規劃就業轉銜服務工作時應充分安排相關的就業準備活動，及提供充分的社會資

源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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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研究發現促進身心障礙者順利就業及提升職場適應的因素有許多。當身

心障礙者在其中越多項因素達滿足狀態下，則其就業力越佳，以致較能在短時間內順

利找到工作。此可理解本研究前半段量性研究結果：畢業後未就業者顯現出就業轉銜

需求多且高，而且畢業後已就業者需求的滿足在畢業前後出現較一致的現象。其在畢

業前已有充分的需求滿足狀態，就業準備度較理想，畢業前已能具有一定的就業力以

致畢業後就業能較順遂。蔡采薇（2011）的研究發現正向自我、證照取得、及工作經

驗與身心障礙大專畢業生之就業表現與就業力有顯著關係存在。本研究發現身心障礙

者的需求滿足除了政府政策、社會資源外，個人因素也是重要的關鍵，包括生涯行動

表現，專業學習及個人特質等，常常是造成身心障礙者能否在畢業後短時間內順利就

業的關鍵所在。

表 3 
身心障礙學生促進就業轉銜需求滿足因素及其對就業成果之影響

因素 滿足的需求 促進需求滿足 對就業成果影響所在 就業成果

一、生涯行為

1. 生涯目
標訂定

就業尋找
大三以前即建立明確目標 清楚的就業方向 已就業

至畢業後仍未確立目標 不確定的工作方向 未就業

2. 生涯行
動表現

個人條件
職業活動

積極參與相關活動；已滿足原
有需求

了解職場適應可能得面對的
問題；具良好的就業力

已就業

被動參與相關活動 未及時接觸或了解就業環境 未就業

3. 工作經
驗攝取

就業尋找
職業評量

盡可能累積工作經驗
了解職業能力及優弱勢以便
修正

已就業

未能花費時間在工讀經驗的累
積；不願提早接觸就業市場

面臨就業有更多不安，形成
更大壓力

未就業

二、專業學習

1. 個人專
長期待

專業能力
就業尋找

為能取得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工
作而努力

積極促進可學以致用發揮所
長

已就業

在能力培養或期待上均較消極 只要找到工作即可 未就業

2. 個人學
習成果

個人條件
專業能力

學習狀況佳 具較好的就業力 已就業

學習狀況不理想，無瑕修習二
專長或輔系等

難以提升個人就業力 未就業

三、個人特質

1. 障礙接
受度

專業能力
個人條件

對個人障礙已接受而且調適 障礙對就業影響已輕微 已就業

憤世嫉俗，諸多抱怨 主張不需努力為就業準備 未就業

2. 個性表
現

就業尋找
職業活動
職場適應

較外向，主動表達需求 積極爭取工作權益 已就業

內向，對服務的取得較被動
就業尋找的動作消極；避免
訴求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益

未就業

3. 自我關
懷

專業能力
職業活動

關心並積極監控自己各方面議
題，對選擇也較有主見

積極督促個人就業力成長 已就業

不太關心個人生涯相關議題
自我決策表現或自我權益維
護均不理想

未就業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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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四、社會因素

1. 資訊流
通

職場適應
就業尋找

了解並掌握相關政府政策及資
訊

掌握就業機會及促進職場適
應

已就業

未充分掌握相關政府政策及資
訊

就業支持系統不足 未就業

2. 服務積
極性

職業評量
就業條件

校方積極安排轉銜服務
更了解個人就業需求及條件，
取得支持

已就業

轉銜服務未切實實施或傳達 未充分掌握就業力養成機會 未就業

3. 他人態
度

職業活動
就業尋找

他人態度正向 就業意願及信心高 已就業

他人不接納；職場存在偏見 具負向心理而不願嘗試 未就業

4. 親友的
支持

就業尋找
職業活動

親人朋友支持與鼓勵
有助於工作；參與相關職業
活動

已就業

親人朋友支持與鼓勵不佳 工作資源不足 未就業

5. 公司制
度支持

就業尋找
職場適應

職場規範及身心障礙者的權益
維護充足

機會均等的受僱現象；職場
適應支持系統佳

已就業

職場規範及身心障礙者的權益
維護不足

存在歧視受僱現象；職場適
應支持系統不足

未就業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發現，與非身心障礙學生比較之下，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之就業情形仍不

理想，而其就業狀況並不因個人背景條件而不同，但有工作經驗者則明顯有較高的就

業情形。在就業需求上，整體而言，離校大專身心障礙學生所表達的就業轉銜需求可

分為專業能力、職場適應、職業評量、就業尋找、個人條件、職業活動共六個領域的

24 項需求，身心障礙學生在畢業後所存在之部分就業轉銜需求與畢業前的有所不同；

若從畢業後有無工作區分探討，則整體而言，畢業後無工作者就業轉銜需求無論在數

目或程度上均較有工作者多且高；就業轉銜需求滿足情形可分生涯行動表現、專業學

習、個人特質四個因素，是身心障礙學生在畢業後可否在短期內找到工作的關鍵所在。

二、建議

( 一 ) 在實務上的建議

1. 鼓勵學生累積工作經驗：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障礙類別、或障礙程度的身心

障礙學生畢業後就業狀態並無顯著差異，其在就業上的發展與一般生一樣受到

生涯表現，如生涯目標訂定、生涯行動等影響。尤其在大專期間具有工作經驗

者，在畢業後短期內取得工作的機會較高並可縮短職場的適應期。工作經驗使

身心障礙者的職涯更順遂。建議大專資源教室進行服務時，能多鼓勵身心障礙

學生提早接觸工作環境，發現自己在職場上的優劣勢，提高其未來就業尋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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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度及職場的適應性。

2. 盡早積極培養就業力：本研究發現身心障礙學生在畢業前最高的就業轉銜需求

是提升專業能力，這個需求在畢業後明顯減少，本研究質性資料分析顯示學生

在畢業後已滿足該需求，或已無環境支援促進該需求的滿足，因此不需要。而

個人條件，如證照、輔系、第二專長等的條件具備需求也有此情形。在大專的

就業轉銜服務工作上顯然地不可以忽略輔導學生及早積極於專業能力及個人條

件的培養，包括提升專業能力、取得專業證照等，以便順利進入職場。除了前

述工讀經驗外，可安排在校生至職場實習、與已離校學長接觸等等。在發現因

應未來可能需要的條件後，將可在校園中積極做就業轉銜的準備。

3. 輔導學生對障礙的忽略：本研究發現身心障礙學生若能忽略個人存在的障礙問

題，則學生能專注於個人的專業能力養成及生涯表現。相反地，若學生執著於

自己的障礙問題，將形成裹足不前的窘境，限制其生涯發展。因此在輔導工作

上可了解學生在此方面的心理狀態，進而輔導其對工作也產生正向的感受。

4. 確實傳達相關權益：本研究發現資訊的流通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權益覺察是很重

要的措施。福利確實傳達，障礙者才會知覺到該需求。雖然政府政策有利於身

心障礙者就業，但若資源教室未在學生離校前積極規劃相關服務，例如資訊的

傳達、轉銜活動的設計等，則空有政策，仍不能落實於促進身心障礙者的就業

轉銜服務。在大專資源教室充分資源及支持系統下，積極為個人就業條件準備，

才是大專資源教室服務系統中可控制並且決定個人就業順遂與否的關鍵因素。

5. 教育他人對障礙者的正向態度：本研究發現他人態度影響學生嘗試職業相關活

動的信心與態度，而影響學生嘗試職業相關活動。教育其他人對身心障礙者具

有正向態度，則可以避免帶給身心障礙者心理上不必要的困擾，有助於身心障

礙者提出相關需求的意願，進而促進轉銜需求滿足。

6. 督導建立機構的支持系統：就業環境中的支持系統也不應該受到忽略，例如本

研究發現一個機構或公司有無為身心障礙者建立支持的機制影響身心障礙者的

就業機會及職場適應。政府主管機關在評鑑公司或機構時，應積極評核這個機

制，促進身心障礙者支持系統的運作。否則只有如定額聘用的政策仍無法徹底

支持身心障礙者的職場需求。

7. 擴充大專就業轉銜服務內涵：本研究發現部分需求因為所需人數少，相關服務

資源又不如中學以前，相關服務安排往往未受到資源教室服務的注意。例如一

般在校園對身心障礙學生安排職業輔導評量等促進就業措施多在高中職以前，

對大專身心障礙學生多缺此一就業轉銜服務。但這對中重度障礙學生卻是需求

所在，卻因這群學生在大專佔有比例少而受到忽略。未來在大專的身心障礙學

生就業轉銜輔導上，應擴充內涵。例如與各地方勞政單位做更積極的聯結，推

動相關的就業轉銜服務活動，並不可忽略對少數同學的照顧。

總之，在對大專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轉銜服務工作上，除了以對一般生的生涯輔

導觀點進行輔導，如鼓勵工讀、設定生涯目標、培養個人專長等之外，仍應提供針對

身心障礙者需求的相關資源與安排就業轉銜相關活動，包括就業福利、權益資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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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系統的接觸等。在資源教室就業轉銜服務上，應該有更積極的服務型式與內

涵。

( 二 ) 本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建議

1. 加長追蹤研究的期程：本研究以兩年的時間進行，但因為研究期程，所探討需

求的改變只在一兩年中。部分身心障礙學生在大三以前即已積極培養就業能力，

如考證照、修二專長等。大四上學期末時已有明確的就業目標，或已具備就業

的一定條件，甚而已經找到工作。因此在大四時可能已經滿足曾經有的需求，

以致於本研究可能未能看到更完整的就業轉銜需求滿足的過程。未來的研究可

嘗試拉長就業轉銜需求改變的時間後進行探討，如在學生大三時即介入了解，

將可看到更多需求滿足的過程及其對之後就業的影響情形。

2. 探討更多大專轉銜服務內涵：本研究大專離校轉銜服務只對就業轉銜進行探討。

大專畢業繼續升學者則其離開大專生活之轉銜需求非本研究可看到之現象。未

來研究可以探討大專離校身心障礙學生的就學轉銜需求，或其他更多的大專身

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內涵，如心理輔導、生活支持等。

3. 再次進行研究：本研究對象為即將離開大專校院的高年級學生，由於這一母群

人數已少，再加上本研究為長期追蹤研究，在不少樣本不適合及流失的情況下，

使最後研究樣本不多。近年來進入大專的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快數增加，未來母

群增大的情況下將可取得更多樣本，若再執行一次相似的研究，則研究的結果

將可以取得更豐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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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mployment outcomes of graduates with 

disabilities by considering their employment transition nee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over two years. Seventy-two subjects with disabilities who intended to obtain employment 
responded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Transition Needs Questionnaire before and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college. Fourteen subjects whose changed more were interview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needs and employment statu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1) graduate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disability types, or disability 
levels had no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status; (2) graduates with disabilities had different 
employment statuses because of their work experiences; (3) unemployed individuals had 
more employment transition needs than did the employed individuals before they graduated; 
(4) employability was affected by the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employment transition needs. 
Recommendations for college transition services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proposed.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transition,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ransition nee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