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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長希望幫子女尋找……工作?職業?事業?召命? 

以上詞彙有什麼分別? 

 

1.1工作(Job) 

-以老師為例，改作業/簿、教書是一個工作，與職責相似。 

1.2職業(Occupation) 

-老師是一個職業 

1.3事業(Career) 

-不單是做一個老師，事業在心理學名詞中相等如生涯。 

生涯=事業 

生涯可引申為人生道路，人生道路不單包含工作，亦包含如何面對社會、自立及

處理自己生活的能力、是否計劃結婚及生兒育女等。而是次生涯劃規的講座是希

望教大家如何幫子女找他們的事業。 

1.4召命(Vocation) 

在心理學中召命是指人生中為什麼而生存，人生的目的及最大的義意是什麼。而

尋找召命是生涯規劃的終極目標。 

  

2.生涯規劃 

規劃: 

每一日怎樣坐車返工返學，我們是某程度上規劃我們的生活(即時的)。 

生涯規劃: 

是經過一個深思熟慮(意識地)的過程，考慮各種不同的因素及情況，去建立出來

的一個整體及完善的計劃，當中包括一些執行步驟。目的是將一個人在人生有限

的時間內能夠將個人的智能、性格性向、價值觀，以及人生的阻力及助力均能妥

善安排，讓他能成為完全發揮自我潛能的一個人。 

 

3.如何做生涯規劃? 

有不少有特殊學習需要子女的家長，希望改善子女行為上問題，在某程度上他們

是規劃子女的人生，他們的想法是:如果子女行為上有改善，上堂如主流的學生

般認真，得到基本的成績，將來可以行一條………..的路。 

而有關的規劃只是看到一個的限制(特殊學習需)，就着一個考慮因素便去規劃子



女的人生。 

在生涯規劃的角度，這是不夠全面及深思熟慮去規劃人生。 

 

3.1人生的主要角度 

事業不是一份單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是一份可用到自身的長處、找到興趣，在

工作上讓自己感到我是重要的，令生活有滿足感。生涯規劃的終極目標是幫大家

尋找意義，尋找自己對整個世界有什麼義務、責任、貢獻及影響等。 

 

3.2有效的生涯規劃 

探索規劃 

有效的生涯規劃需要經過詳盡的探索過程(生涯輔導)，在生涯規劃可以實踐有關

的規劃已經是行動的階段。在這之前是需要詳盡的探索(輔導)階段)。 

 

家長的角色 

3.2.1.探索家長自己的個人因素 

-了解家長自己的期望，及有關期望對子女的影響。 

例如:會否只焦點常放在特殊學習需要之上?如果焦點常放在特殊學習需要所做

的規劃會有什麼影響?會否出現只顧避免問題的規劃(例如不做對人的工作)? 

 

3.2.2.探索和接納子女的需要/限制 

包括:興趣、能力、信仰、喜好、價值觀、生活方式及決定方式。而最重要是幫

小朋友真正的認識自己。 

 

如何了解子女的需要及能力?是否每一個能力均可在行為去睇到? 

有一些行為及特質是否去表現可能受着社會的大氣候是否容許他表現的影響，所

以在生涯規劃中，如果我們明簡社會、父母、家庭及學校均會影響到一個人的行

為，我們在睇一個人的時候焦點便不會單單落在行為之上，而是透過了解去搵他

的潛能(一些未能過一些具體及實在的工具及找出的強項)。 

 

建議活動:與孩子一起做一個正向字詞表，之後由子女圈出自己有的特質。 

目的:讓子女建立自我效能感。因為最阻礙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是缺乏自我效能

感，例如當他們踏出社會的其中一個憂慮會是:是否應該讓人知道自己有特殊學

習需要?僱主會否因而不聘用我? 

 

SEN子女過渡至成人的心理變化 

階段一: 9-13歲是過渡發揮才能的階段 

-開始意識到社會有一套價值觀 

以往只是有屋企，而現在知到社會有一套價值觀，什麼是好/壞、優/劣，什麼事



會獲讚賞、什麼會獲尊重、學習/智能上的障礙在社會上是有負面的標籤 

 

在這個時期孩子會: 

1.在能力範圍以內擴大可以做到的效能 

例如知道社會/老師鍾認人讀書好，如她的成績不好，好會盡可能在可用的資源

中做到有關的要求。 

2.建立聲望 

-從身邊的人得到一個肯定，從而建立聲望。 

 

家長的角色: 

1.幫子女分辨社會的價值觀是否正確，與家長的價值觀是否一致,如有予盾可如何

處理。 

2.讓子女在家中盡量承擔多上能力範圍可以做到的事，他們可以在家庭的圈子、

子女的角色中有一些定位發能力。 

3.讓子女去嘗試他們有興趣的活動。 

 

階段二: 14-24歲是建立的階段 

1. 自己在社會及職涯獨特之處的定位 

2. 清楚自己的興趣、價值觀及能力 

-在社會上自己想做什麼，及分析社會是否接受 

懂得去排一個優先次序 

特別 20-24歲開始學習妥協及現實的考慮 

 

生涯規劃不是一個理想的過程，是透過辦別所有可以控制的因素及不可以控制的

因素，在衡量所有因素之後定立一個優先次序，如果計劃 1不成功，我們可改用

計劃 2,3,4…….這也是我們搜集不同出路的原因之一。而幫子女學習一個判斷的能

力去排一個優先的次序也是非常重要的。 

 

3.2.3協助子女探索客觀資訊 

 

4.決擇 

 

個人 

家 
外在
社會 

平衡三者才是最理

想的生涯規劃 



結語 

 

1. SEN 子女的心理發展階段。 

2. 有效的生涯規劃是先探索、後規劃。 

3. 父母的角色：探索者、引導和支持者。 

4. 多引導，並非主導。 

5. 注意個人因素對子女計劃將來的影響。 

6. 生涯規劃四部曲： 

7. 知己、協助子女知己、知彼、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