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02/18發行 

※近期重要訊息  

一、【高三甄選入學相關活動】 

(一) 繁星推薦說明會 2/25(五)12：25-13：00。 

(二) 學生場選填志願說明會 3/1(二)18：00-21：00，採

實體與線上同步方式進行。 

(三) 家長場選填志願說明會 3/2(三) 18：30-21：00，本

場講座會錄影，3/8 後可線上觀看。 

二、【大學博覽會】：2022大學暨技職校院大學博覽會於3/5-

3/6 辦理，分為北中南三場次，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生涯輔導文章 

人到 30歲還沒方向，父母叫他去考公務

員…2案例看，為何要小心父母的過時建議 

作者：鍾子偉/商周網站專欄作者 

    作為現代子女，有件很重要的事，是必須記住，來自父母的建議，通常都已經過時 20

至 30 年了。  

    我記得幾年前，跟一個家族朋友小孩碰面。他比我年輕幾歲，當時快要 30 歲。在畢業

後，他換了幾個工作，試著追尋自己在攝影和設計的熱情，但始終無法確認什麼是自己有興

趣的全職工作或是真正的職涯熱情。  

    在轉換工作幾年後，他最終在父母的壓力之下搬回家，並像他們一樣去考了公務員。當

我遇見他時，他已經連續三年考同樣的試了。當我們談到這件事，他的朋友問他哪種工作或

產業是他真正有興趣的？ 他猶豫著無法真正給我們一個答案，我們問他，為什麼他最終決

定聽父母的話？  

    他也僅是聳聳肩，說在父母持續嘮叨，和年復一年的壓力下，加上他自己也越來越接近

30 歲，意識到他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人生想要追尋什麼，那或許也是時候乾脆放棄並遵循

父母想要的。  

    他父母都是退休公務員，40 年都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他們對自己兒子的夢想也是依循

同樣的公務員職涯。大學畢業就去考試，找一個穩定的基層公務員工作，薪水高於平均，福

利好，而且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最終可以存夠錢，買個房子，結婚成家。根據他父母的

人生經驗，他們人生最大的心得是：讓兒子邁向穩定正常健康的生活、快速結婚成家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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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最快速、最無風險的方式，就是去考試當個公務員。 那次碰面已經是 3 年前了。我們

在那之後沒有聽聞他是否真的有成功通過考試。  

    幾個月前，我在一個會議上巧遇一位老同學。這位同學比我年長 5 歲，也剛好是我們很

早結婚生子的幾位同學之一。他大女兒現在已經 12 歲了。我問他最近幾年過得如何，很自

然地，對話沒多久就轉到他的小孩，以及他整體而言的育兒心得。  

    他說： 「我姊姊有兩個小孩，大的那個現在剛剛 17 歲了。所以現在對於父母來說有很

大的壓力幫忙研究大學和未來主修系所。她跟我分享關於第一次看過她女兒所有學校簡介和

說明冊，甚至最近開始跑學校參訪行程，聽給所有新鮮人未來新的主修和可能重點科目等等

經驗。  

    她非常震驚，有些大學裡面最新的科目或主修，在 5 年前可能根本不存在，或是我們之

前連聽都沒聽過。現在年輕人最熱門的選擇通常包含了 AI、大數據、資料分析、自動化處

理、UI／UX，而這些熱門名詞很多在幾年前根本不存在。 透過她跟我分享的經驗，以及突

然之間我意識到，自己的女兒也已經 12 歲，很快也要面臨這一切，我才意識在現今這個變

化快速的全球經濟下一些非常基本的事情。  

    最基本的就是要讓我們的孩子記住，我們作為父母所提供的每一個建議，常常都是已經

過時了至少 20 至 30 年的點子。 有些是關於普世的的人生課題，像是誠實、誠信或友情，

那這類的建議通常沒什麼問題。但，我自己也需要記得一個事實，那就是，幾年之後，當我

要開始給我的孩子關於他們職涯、未來學校、或是就職產業的選擇的建議，或是哪個興趣可

以讓他們在未來人生的 40 年內，有光明的未來前景時，這是他們的人生，而不是我自己

的。」  

    成長過程中，我還記得我有些比較年長的堂兄姊們，可能大我 10 或甚至 15 歲，當時

熱門的系所多半是化工、材料科學、製造或電機相關科系。那代表了台灣發展歷史上不同的

經濟狀況。很難想像在僅僅 20 到 30 年間，我們的選擇，就從前面那些熱門科系，到現今

許多長輩根本沒經歷過或沒經驗的科系。  

    如果每件事現在與過去相比都如此不同、演變如此之快，整個世界每 5 到 10 年就看起

來完全不同，每一代該如何給下一世代適合的建議？ 每個世代的父母，現在需要非常清楚

意識到我們自身經驗的侷限，我們提供的建議不能夠太絕對、太極端，太過黑白分明。  

    我們一定要讓每個世代的年輕人被信任去做出自己的判斷，因為他們現在面對的世界，

跟我們成長時的世界，已經非常非常不同，而在未來這只會變得更快和更極端。  

    不管我們是老一代要給年輕世代建議，或是年輕一輩在聽取建議，重要的是雙方都要仔

細思考這點： 最基本的是孩子和父母雙方都要記住，所有上一代根據自身經驗所提供的每

一個建議，常常都已經晚了 20 到 30 年。 

 

資料來源：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careers/blog/300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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