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十三期    Issue No. 93
生涯規劃

6

教育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項目，是要讓學生曉得生涯規劃。許多學校，便將昔日的「升學就業輔

導組」，改名為「生涯規劃組」。就憑這名稱上的不同，已看出師生在當中所需要作出的轉變。「升

學就業」是離開學校時馬上要面對的，相對較為短期，而「生涯」，則是畢生的安排，是長遠的考慮；

另外，「輔導」，學生是被動的，「規劃」，要學生主動為之。即是說，教改以來，期望學生對自己

的前途作更長遠、更主動的構想；在態度、能力、資訊的掌握上，都有別於往昔。而教師，也得在這

三方面作相應的轉變。

「生涯規劃支援津貼」，是為師生的轉變而設的，拿着五十萬圓，學校各施各法。倘若學校的教

師明白要有新的態度、能力和資訊掌握，則津貼會有發展性的用法；相反，教師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角

色上所需要的轉變，對津貼，便只作應酬式的安排。常見的，是學校用津貼來購買服務，動輒花費過

萬讓學生體驗求職、就職的模擬場景；又或多聘人手，是教學助理也好，是全職教師也好，都倚仗他

來帶隊外出、設計課程、處理資料；將津貼轉為常額教師的，期望也大致如此。不錯的，錢都用在學

生的「生涯規劃」之上，然而，這般的安排，大都離不開「搵人搞掂」的想法；假手於人之舉，說明

未有棄舊圖新之念。

在推動「生涯規劃」時，教師須認同多元出路的意義，而不再停留在大學獨尊的態度上；教師須

有協助學生認識自我、聆聽內心聲音，以至於自找方向的能力；教師亦須掌握各種學歷等級、各行各

業的資訊，以便學生多所選擇。這不是一位教師、一個主任了得。局方發表的《新學制中期檢討與前

瞻報告》指出，在這方面教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調查顯示，逾 85%高中生認為教師鼓勵他們思考

未來升學就業路向；但同時，「有要求加強教師在這方面的專業發展，讓所有教師更有效分擔相關工

作」。學校內所有教師都當得到培訓，從而一起支援每一位孩子在生涯規劃上的需要。

這樣的專業發展是有需要的。昔日由「升學就業輔導組」內三兩位教師專責提供資訊便可完事，

這是視角較短期、學生較被動的舊意識，如教師尚保留着這樣的想法，學校不能滿足一眾學生的需要。

另外，教師是相對安穩的行業，教師自身的生涯規劃，也相對簡單；由事不關己、簡單安穩，轉而要

共同參與、多元複雜，教師在當中需要有很大幅度的開拓。特別是弱勢學校的教師，開拓幅度就要更

大。一般弱勢學生對自己的興趣認識得較模糊，也擔心自己那或體或藝的非主流興趣不被重視；他們

的自我形象亦相對為低，認為自己能突破局限的可能性不高；還有，他們在這般的心態下，在掌握相

關資訊方面會較被動，或許在處理資訊的能力上也同時相較遜色。事實上，社會的安排，也未能完全

照顧這些弱勢學生的需要；上述的《報告》也指出：「五分之一校長認為

現時未有足夠的出路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尤其對於學業成績稍遜而在

中六前離校，或於公開考試中表現較差的學生……」要照顧這些學生，除

了校外的單位設法給他們增加機會外，校內的教師也當讓他們感到希望、

感到支持，因此教師要有更大的承擔、更正面的憧憬，以及更豐富的資訊。

說到底，生涯規劃，是校本的發展，需要有校本的全民意識，猶如早

年鼓吹的校本訓育、校本輔導一般。有偌大的教師專業發展需要，一筆撥

款，或一個教席，便可應付裕如嗎？大家心裡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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