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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生涯輔導的角度，了解高中生進入大學前，如何選填工業設計為志願，並關心

學生在進入大學後學習工業設計，以及畢業後求職的狀況。以深度訪談方式，對國內某大學

工設系新生、畢業生、及教師進行研究。結果發現：(1)高中生選填就讀工業設計的原因不盡

相同，但家長及學生對其未來的發展性充滿不確定感。(2)即便是因興趣而唸工設系，普高畢

業生在學習過程中遭遇挫折、備感壓力，亟需他人肯定。(3)學生藉由作品從無到有的過程，

追求成就感及自我實現。(4)教學及評量過程，師生之間及老師之間對設計看法的差異，若無

法適當溝通，將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情緒。(5)企業對設計師的要求不全然以專業技巧為主，也

重視其工作態度及發展潛力。 

 

關鍵詞：工業設計、設計教育、生涯議題、學習狀況 

 

一、前言 
 

相較於其他行職的發展，工業設計在台灣的發展時間相當短，專業性的建立仍在進行當

中。高中生進入大學就讀前對工業設計的認識有限，對未來的發展性充滿不確定感，更別說把

工業設計當作生涯來規畫。雖然產業界對工業設計人才的需求急迫，但每年畢業的工設系學生

想從事本行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一，造成企業界感歎工設人才難尋 [39]。目前多元入學政策的

結果，大學工業設計系混合高中生及高職生，前者以學科為導向，而後者則以技能為導向。這

種學生來源背景差異的現況，不僅挑戰著老師的教學能力，學生也備感學習的壓力。學生在學

習時遭遇挫折之後，會開始質疑自己的特質與能力是否適合唸設計，對未來就業時能否勝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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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設計師的工作也很茫然。面對工業設計專業的特殊性，以及多元管道入學的政策實施後所衍

生的生涯輔導需求，凸顯出生涯輔導議題對工業設計教育的重要性。 

過去有關大學生生涯相關議題多半是在諮商輔導或教育領域探討較多，但是目前有些專業

領域開始融入生涯輔導的理念，針對其個別科系的特殊需求，研究學生在學期間及畢業後的職

涯相關議題。例如針對醫學院學生[19,20]；護理科系男性[8]，台灣地區護理人員[22]；專業

技術人員[30]；工業管理人才[17]；電腦專業[40]；以及視覺傳達[26]等。以生涯輔導的觀點

探討工業設計系學生生涯需求的研究並不多見 [25,27,28]，國內外可參考的相關文獻十分有

限。 

本研究是探討有關工業設計系學生生涯輔導需求的一項大型研究計畫的先期研究 (pilot 
study)，期望透過此初探性研究，發現工業設計系學生在入學前、在學期間、以及畢業後等不

同階段，對生涯議題方面的一些想法。包括進入大學之前如何選填工業設計為志願，入學後學

習工業設計的狀況，例如在學習上遭遇哪些困難或挫折、適應情況，以及畢業後求職狀況等，

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因此本研究的發現並非最終的研究結論，而是呈現工業設計系學生在學

習時所遭遇的困境及對生涯議題可能衍生的輔導需求。此初探的發現不僅有助於未來探討不同

背景的學生對生涯輔導需求的差異，並可作為未來規畫工業設計系學生生涯輔導的參考。工業

設計教育工作者了解學生學習時所遭遇的困境，進而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性向與特點，培養所

需的能力並做好就業的準備，才能在工業設計廣泛的就業領域中尋找可以發揮之處，解決工業

設計人才流失的問題。 

 

二、文獻探討 
 

2-1 設計的本質與特性 

Blaich[38]認為，沒有一項專業領域像設計一樣，投注這麼多時間在本身的定義上，幾乎

談論到有關設計的文獻或研討會，都會以 “設計是什麼?” 作為開場，他從 20 多種不同的字典

收集有關設計定義時，發現之間的差異很大。Heskett[44]主張，設計師也許知道他們所謂的設

計是什麼，但他們的了解經常是以經驗的知識為主，不是那麼容易表達或溝通，且對何謂設計

的困惑，不僅存在於設計本身的社群當中，同時也存在於一般的廣大群眾。 

設計到底是一門科學？藝術？或技術？Owen[47]主張「設計不是藝術。它既不是工程，也

不是科學或其他一些比較不可能相關的領域。設計不傾向於分離，它是整合性的。」Margolin 認
為「設計像感受的表達，又像推理的詳細說明；它是一項藝術與科學；一個過程與一件產品，

混亂的主張與秩序的展示」[41]。Doloughan[41]指出在造形與內涵、創造性與合理性、辯論與

敘說、科學與人文傳統之間，工業設計社群中存在許多批判與爭辯。由以上對設計本質的描述

與主張，顯示要在設計專業之間建立共識並不容易，更不必奢望以一致的共識，向大眾介紹何

謂設計、它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及這項學門的專業性。 

 

2-2 工業設計的職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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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 (IDSA) 對工業設計的定義如下：「為使用者及製造者的共同利益，

創造及發展最佳化產品與系統的功能、價值、外觀的概念與規格的專業服務」[46]。國際工業

設計社團協會 (ICSID) 賦予工業設計的任務包括：強化地球永續性及環境保護 (地球倫理 

[global ethics])；賦予整個人類社群、個別及共同的最終使用者、生產者、市場主角利益與自由 

(社會倫理 [social ethics])；即使世界全球化但支持文化多樣性 (文化倫理 [cultural ethics])；賦

予產品、服務及系統造形，用以表達 (記號學 [semiology]) 與協調 (美學 [aesthetics]) 其獨特

的複雜性[45]。從上述的定義及任務顯示，工業設計涵蓋工學、商學、及美學等範疇，甚至牽

涉到社會及文化方面的議題。 

相較於其他行職的發展，工業設計在台灣的發展時間僅有約 40 年左右的歷史，相關專業

性的建立尚未完成。根據行政院勞委會所編著的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5]中，職稱中有工業設

計字眼的職業，有工業設計工程師 (職業代碼為 2152.13)、及工業產品設計師 (職業代碼為 

3921.01)，前者隸屬在九大職業中的第二大類：專業人員類別的工業工程分項；後者隸屬在九

大職業中的第三大類：技術及助理專業人員類別的藝術、娛樂及運動助理專業人員分項下的室

內及商業設計細項。其他的職業如人因工程師 (職業代碼為 2152.14)、家具設計師 (職業代

碼為 3921.02)、以及產品包裝設計師 (職業代碼為 3921.06) 等，是目前部分工業設計科系

畢業生從事的職業。然而情況與上述類似，前者隸屬在工業工程分項；後二者則隸屬在室內及

商業設計細項。 

要如何衡量工業設計師的專業知能，到底是屬於專業人員？或是技術及助理專業人員？是

工程師或設計師？根據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的職業定義與工作描述，很難區別其中的差異。有

系統性地介紹工業設計行職的資訊並不多見，雖然行政院勞委會會定期更新中華民國職業典，

但是關於工業設計行職資訊的內容，有些多已陳舊並不適用於實際的就業情況。不少高中生在

選填大學志願時，對工業設計的認識有限，也因這項專業在台灣的發展尚未成熟，而對未來的

發展性充滿不確定感。 

2-3 工業設計的專業分工 

產品開發過程中牽涉到工業設計的環節很多，何明泉等[6]提出產品開發工作，可分為企

畫 (Planning)、設計 (Designing)、原型 (Prototyping)、工程 (Engineering) 四個階段，設計師須

具備不同的專業能力。分別是：(1)企畫階段：須具備市場、行銷、設計、工程、規畫等專業

知識。(2)設計階段：構思及創造能力、審美、草圖繪製、草模製作等能力。(3)原型階段：外

觀精模、操作精模、機構精模等原型製作及表達能力。(4)工程階段：機構、模具、電機、製

造等工程上專門知識。歐美的設計開發分工的比較明確，工業設計師多半只負責創意的部份，

後段的繪圖及工程另有專人負責，台灣則不然。台灣企業要求工業設計師能涵蓋上述的所有設

計工作，造成設計師須兼顧前階段產品創意的企畫發展，以及解決後階段的工程量產問題。由

於工業設計專業分工不夠明確，設計師卻被要求十八般武藝皆通，以致台灣工業設計師逐漸走

向不出問題、卻也不出色的設計風格。 

由於工業設計專業涵蓋廣泛，設計師必須找到自己的專長及興趣，才能有所發揮。張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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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將 (工業) 設計師的工作區分為：(1)企畫設計師：以敏銳的觀察力及獨特的創造力，考

量使用者為中心規畫產品構想的雛形。(2)工業設計師：根據商品企畫案，以 2D 草圖繪製及 3D
草模製作的視覺思考能力，分析評價及發表構想的能力，加上 2D 及 3D 電腦繪圖能力，發展

可能的機會點及構想。(3)機構設計師：以 3D 思考機構動作及結構，進行產品外殼及功能的設

計，並了解開模的原理及限制。(4)模型設計師：將 2D 或 3D 的圖面製作成立體的模型，須具

備工程圖、模型製作、材質特性等知能。然而工業設計的課程要如何安排，才能涵蓋這項廣泛

且多樣性的專業呢？才能讓學生對自己、也對工業設計的未來深具信心？由目前工設畢業生的

就業情況，以及求才廣告的職稱及工作內容來看，除了產品設計及機構設計等設計開發的工作

以外，也涵蓋產品企畫、概念研究、介面設計、設計管理、或設計推廣等相關工作。 

2-4 工業設計課程的安排 

Findeli[42]認為今日的設計課程必須包含藝術、科學、及技術等三方面的領域，但是大家

對於這三者的相對重要性及個別扮演的功能，以及應該表達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國內大學大

部分採用工業設計系的系名為主，少部分以工業產品設計、商品設計、生活產品設計等系名招

生。不同學校對於工業設計教育的重點略有差異，有些強調設計方法、觀念的啟發，有些則著

重設計實務技巧的訓練。大部分工業設計教育所提供的專業養成，多半是以基本設計、產品設

計、進階產品設計、及專題設計等構成核心系列課程，教學實施以工作室 (studio) 實作指導方

式進行。 

這些設計實作課程不但被列為必修，且佔有很重的學分數及上課時數，學生在創意發展、

畫草圖、作模型、及作品展示發表等不同階段，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心力、甚至金錢。為了如

期達成設計實作課程的進度，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翹課 (通常是英文等通識中心的共同科目，

或其他以講授為主的設計理論課程)、熬夜趕作業、沒時間參加社團，都是國內工設系普遍的

現象。有些學校甚至實施設計 studio 課程的擋修制度，導致有些學生無法如期在 4 年內修完學

分畢業。從每年大專校院工業設計科系的畢業專題成果展示，似乎也顯示目前的工業設計教育

是培養學生成為有創意、具備表現技法能力 (畫構想圖、作模型) 的工業設計師為主。 

工業設計系除了必修的設計核心課程以外，其餘的課程五花八門，涵蓋工程、管理、藝術、

人因、電腦等不同專業領域。有些學校以學程化的概念規畫工業設計課程，符合就業市場需求 

[1,10,13,23]。系上若未主動提供結構化的課程架構，協助學生有計畫性的修課，學生則無法

獲得連貫、系統性的知識。 

2-5 多元入學學生的輔導需求不同 

一般大學工業設計系透過聯招分發或推薦甄試、申請入學的管道，招收第一 (文組)、二 

(理工組)、或三類組 (醫農組) 的高中生。高職生也透過保送、申請入學及聯招方式進入一般

大學就讀。此外，科技大學除了招收技職體系的學生之外，也以申請入學方式招收普通高中學

生。因此同一班級當中，可能包括設計背景的美工、廣設、室設科的高職生，也有從未接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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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高中生，以及模具、電子、機械科等非設計背景的高職生。 

高中職生在背景、人格特質、性向及能力上的差異，必然對生涯輔導有不同的需求。來自

多元入學管道不同背景的學生，學習歷程(原料)顯著不同，目前工業設計的專業課程卻以統一

的方式(生產)規畫，形成教育生產過程單一、原料與消費多樣的現象[27]。綜合上述的探討，

面對工業設計教育的重心與就業領域之間的落差，加上多元入學政策的實施，可以了解研究生

涯議題對於輔導工業設計系學生及這項專業的發展其重要性及迫切性。 

2-6 大學生涯輔導的重要性及現況 

過去偏重職業輔導，認為只有國中技藝班或高職、大學、研究所的畢業生在面臨就業時，

才會有此需求，其實不然。自 1960 年代以後，逐漸以涉及個人整體生活發展的生涯輔導，取

代狹隘的職業選擇及適應的職業輔導[7]。生涯輔導屬於發展性、預防性、目標導向，學生對

生涯規畫有普遍體認，則生活目標明確、能務實穩定的成長，在學習、生活、與心理層面的困

擾程度可相對減少，所以生涯輔導成為輔導工作的主流[33]。根據 Super 的生涯發展任務，大

學生正處於生涯探索階段的過渡期，主要藉由學習活動、社團活動及工讀機會不停地摸索嘗

試，找出與本身能力、興趣、價值等相應的職業，個人的選擇與決定對目前與未來生活的影響

甚巨[9,18,29,35-36]。 

雖然生涯教育是目前高等教育的推動重點，但是目前大學仰賴校內輔導中心寥寥可數的輔

導人員，去滿足數千名、甚至數萬名大學生所面臨的生涯輔導需求。例如每學期 (年) 學輔中

心舉辦生涯探索週、不定期活動或被動地等待學生前來求助；就業輔導單位提供就業或升學的

資訊；或是由通識中心開設一、二門生涯規畫的選修課程。由於輔導人員不了解設計專業的特

殊性，往往只能提供心理上或一般性的學習技巧輔導。大學的生涯中心或輔導單位在提供學生

務實的工作世界面貌時不是很理想，尤其是面對各種不同科系學生的特殊需求[43]。此外國內

大學的導師制度也被賦予輔導學生的高度期望，但是現今大學生對導師功能的看法為「期末聚

餐、請假簽章」[4,21]。也有人主張大學生已是「成人」，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導師充其量

只是備詢的角色，不必主動提供輔導與協助[21]。但是須考慮以升學為主的台灣，涉世未深的

大學生除了會唸書考試以外，身心各方面是否足備成人的條件。 

自從 1998 年初發生大學女研究生殺害同學事件之後，行政院教改推動小組認為單靠訓導

輔導人員努力仍不夠，必須設法鼓勵所有教師一起投入大學生的輔導工作，於是促使教育部將

「訓輔整合」調整為「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方案」[34]。工業設計系學生面對學習及未來

前途等困擾，除了靠專業輔導人員所提供的生涯諮商，及大學導師制度的實施以外，必須仰賴

專業系所在課程規畫上與專業教師的積極參與，才能滿足大學生在生涯輔導方面的需求。 

 

三、研究方法 

3-1 質化研究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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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者提到質化及量化不同的研究典範之爭[15,16,32]。有關質化研究的理論基礎、特

色、及限制，請參考文獻[3,12,48,50]。即使在質化研究的典範中，也有不同的資料收集與分

析方法[2,31]。Savickas 曾指出，「今日絕大部分生涯發展與諮商方面創造意義的文章，並非

基於量化的研究」[43]。質化的生涯研究方法在於，揭示人們如何在生涯類型作解釋與創造意

義，以及提供洞察個人及群體之間的生涯過程，這些是傳統假設－演繹設計方法不可能做到的

事[43]。目前以中小學、高中職或專科等不同年齡層的學生生涯輔導需求的研究比較常見，可

以歸結出一般生涯輔導需求的內涵及範疇。韓楷檉[37]以空大所有科系的學生為調查對象，採

用結構化問卷廣泛抽樣調查全台灣空大學生的意見，並以量化的統計方式分析空中大學學生生

涯輔導需求，這是屬於一般性生涯規畫的研究範疇。但是探討特殊專業領域的生涯輔導需求，

以及個別性的輔導方案設計時，就須以質化研究方式進行；例如醫學院學生生涯發展需求與輔

導方案設計，以深度訪談及故事敘說的質性研究為主，可避免調查前預設的假設或偏見 

[19,20]。 

如前文所述，工業設計本質上就不具備統一共識的性質，學生背景、學習過程存在明顯的

個別差異。本研究旨在發現學生學習工業設計時的困境，以及所衍生的生涯輔導需求。這些生

涯議題及內涵的初探與發現，必須透過與學生、教師的深度訪談，並加上研究者本身從事工業

設計教育的教學經驗及實地觀察的體驗，以發現實際的現象及感受。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典範

之一的現象學方法，對現象進行探究。現象學領導者 Edmund Husserl 認為，知識是由檢視日

常的生活經驗而獲得，知識源自於事物本身，因此運用現象學方法，在沒有預設立場及期望的

前提下，對被研究者的生活經驗及主觀意義進行系統性的了解，呈現經驗的整體本質，以擴充

我們對人類經驗的了解[11]。 

3-2 研究對象及研究場域的選定 

本研究是以立意及方便取樣的原則，選擇國內某大學工業設計系 2名一年級新生 (F, M)、
1名畢業 7年的校友 (A)、以及 1名現任教師 (T)。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曾經授課且課後持續有互

動接觸的學生，以及就設計教育議題時常彼此交換意見的教師。因此在進行本次訪談之前，研

究者即與受訪者長期接觸，有過多次對話討論學習、就業、或教學上所遭遇的問題。其中除了

1名新生為女性 F) 外，其餘 3名受訪者皆為男性 (M, A, T)。3名學生受訪者的背景都是唸普

通高中後，選填工設系為大學志願，其中 1 名男性新生 (M) 是透過第三類組跨組參加推薦甄

選的管道，其餘 2名 (F, A) 都是以第二類組參加大學聯招分發的方式進入大學。 

至於研究場域的選定，以受訪者方便且感到自在的場所為首要原則。其中 F, M ,T 的訪談

是在校外的咖啡廳分別舉行，A 因在台北工作不便當面訪談，則以電話錄音方式進行。以一對

二訪談 2名新生的時間約為 2小時，一對一訪問教師及校友的時間各約 1小時。 

3-3 資料的收集及分析 

Patton[48]主張「質的研究之目的在於發現。蒐集資料的過程本身並非終極目的。…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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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活動是分析、詮釋以及呈現發現結果。」本研究不以結構式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而是在自

然的情境下以訪談大綱，與受訪者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讓受訪者有極大的彈性空間，說

出他們的學習經驗及主觀感受。訪談之後將內容謄寫為逐字稿，並採用以下五個具體的分析步

驟：(1)收集文本資料；(2)閱讀文本資料；(3)將文本資料分類成某種程度的個別主題；(4)重

新組織並粹鍊共同主題；(5)統整並陳述研究現象的本質[11]。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作為質化

研究的工具，分析及處理資料的原則為：(1)考量研究的整體性並符合質化研究的嚴謹度；(2)

同時在問題、資料收集、資料分析三者之間來回修正，以達到質化研究的概念多樣性及資料密

度豐富的目標[24,49]。因此，本研究為了力求研究的嚴謹，除了遵循這五個步驟及兩項原則

以外，在資料分析後並送交 4位受訪者進行確認。 

 

四、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發現包括：(1)高中生選填就讀工業設計的原因不盡相同，但家長及學生對其未

來的發展性充滿不確定感。(2)即使是因興趣而唸工設系，但普高畢業生在學習中遭遇挫折、

備感壓力，亟需他人肯定。(3)學生藉由作品從無到有的過程，追求成就感及自我實現。(4)在

教學及評量過程，師生之間及老師之間對設計看法的差異，若無法適當溝通將會影響學生的學

習情緒。(5)企業對設計師的要求不全然以專業技巧為主，也重視其學習態度及能力。 

4-1 高中生對工業設計有興趣，但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 

受訪的兩位新生選填工業設計為志願的原因不盡相同。女同學(F)因父親從事室內設計的工

作，因而從小就有機會接觸設計，感覺自己喜歡美工設計、動手做東西，所以在高中時即立志

將來要唸設計。本來她要唸商業設計，但是在第二類組的科系資料簡介中只找到工業設計，於

是就到書店去翻書找資料，想了解什麼是工設。受訪的男同學(M)表示，因為在高中時懶得讀

書，在班上的工藝美術還不錯，做科展、發明東西，很有成就感。雖然父親期望他考醫科而唸

第三類組，但是英文不好把整個成績往下拉，所以無法參加醫科甄試，於是就跨到第二類組參

加工設系的甄試。相較於電機、機械等工程領域整天讀書及計算，工設對 M 的吸引力在於彈

性大、可發揮的創意空間大、把模型做出來很有成就感、可接觸不同東西、且擁有多變的生活

形式等。比起造形藝術或視覺傳達等學系，工設比較不會那麼抽象，且對於先前的素描技巧及

美感素養的底子要求比較少。 

兩位新生都表示，進入大學就讀前對工業設計這項行業的認識有限，對未來的發展性充滿

不確定感。父母更曾因為「根本不知道設計的未來發展性」、「對我們的未來擔心」、「讀設

計出來要幹什麼？」等疑惑，而不鼓勵他們唸工設系，後來因為孩子堅持或已經通過甄試而不

再反對。校友 A 遺憾在學生時代沒機會與實務界接觸，以獲得一些有關工設職業的資訊，否

則將可對設計行業的工作內容事先了解。他強調自己是在就業後才開始認識設計這一行業。 

4-2 高中畢業工設人的壓力與挫折：亟需他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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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接觸過大學或設計相關的東西，F 表示上了大學之後的落差：「有時候有種想像

的天堂，突然就變得怪怪的…。」另一方面，美工背景的高職生純熟的表現技巧，讓普通高中

畢業生備感學習的壓力，認為自己和他們差一大截，而且因高職生的表現優異，讓老師無形中

提高了評分標準。雖然這兩位新生當初都是因為自己的興趣，以及在高中時比同儕表現出較優

異的美工能力而選填工設系為志願，但是進入大學之後才發現，那些原來唸美工科的高職生已

有三年的基礎，在繪圖技巧及模型製作精緻度上的突出，讓自己望塵莫及。造成高中生對自己

設計出來的作品沒信心，認為永遠比不上高職生，而需要獲得他們的肯定。以下是普高畢業的 

F 及 M 的感覺： 

 

…會有點感覺他們以前讀美工科的比較厲害，…我們的感覺比較死，以前我們看的都

是文字跟課本，他們從高中就開始玩圖形、玩色彩。…我們應該算是那種突然插進來

的。本來是幾乎不會碰到有關藝術的東西…，高中生就是整天讀書。…所以我們進來

這邊，因為水準的差距，自然因為他們的存在，所以老師就會把水準拉高，覺得一樣

是學生，既然他們都可以做的好。…我們的壓力就一直增加，總覺得自己做的沒那麼

好。我們的東西出來之後，都會拿去問他們：「你覺得這個東西怎麼樣？這樣可不可

以？」所以等於說，他們在我們的團體中比較屬於領導型的地位…。 

 

不過經過一學期的學習之後，加上老師們的鼓勵，兩位新生漸漸對自己的能力有些信心，

能夠自我肯定。作品出來後不一定要問那些高職生，甚至開始分析自己以前唸過理化也是一種

優勢，可以了解基本構造及原理，不只從外形、更能從功能上去創新。F 以「高中生像小孩而

高職生像青年，青年的模型精緻，但小孩有很多幻想的點子」的譬喻，來自我勉勵高中生也可

以有很棒的創意構想。受訪老師 (T) 在教學上遇到低年級學生因在技巧上的表現不如高職生而

自卑，這是讓他最難過、最想幫助學生的地方。他提到：「所有學設計的人最悲慘的事，就是

對自己沒有自信；對自己沒有自信的人，不會成為一位好的設計師。」所以他會運用一些電腦

工具，把技巧表現的受限降到最低，協助學生完整地呈現自己的構想創意。 

此外，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若沒有得到老師的肯定與鼓勵，做設計的樂趣與成就感會被挫

折的感受所取代。校友 A 提到自己在大學的遭遇：「雖然唸設計是自己的興趣，也是自己的

最愛，但大學 4年生活因常常被老師批評，且得不到他們的肯定而感到十分挫折、挫敗、甚至

氣憤…。我在畢業前，曾賭氣發誓永遠不碰工業設計的工作，所以畢業後的前兩份工作都與工

設無關。」 

4-3 作品對工設人的意義：從中追求自我實現 

選填工業設計為志願的學生，多半被能發明東西、把作品完成後的成就感所吸引。由開始

的模糊、不確定、不成熟的構想，藉著畫草圖、作草模的修正，透過補土、上色等精模製作逐

步把創意具體化，明確精準地傳達出自己想表現的概念，最後作品在眾人面前公開展示，整個

經歷了從無到有的孕育過程。雖然唸工設系耗費太多的能量及精力，且需要經常熬夜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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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F 及 M 一致感覺「唸工設雖累，但累得有意義」。整個構想實現的歷程，讓學生體驗到

夢想實現的樂趣與成就感，進而達到自我實現。 

學生是透過作品的構想實踐(idea realization)過程去追求自我實現 (self-accomplishment)，進

而圓個人的設計夢，因此每件作品對學生的意義重大。根據受訪教師 (T) 及研究者本身的教學

經驗發現，有些老師遇到思考很另類或比較晚開竅的學生，可能在未充分了解學生的特質及專

長之前，即告知該生不適合唸工設、最好轉系的建議。T 談到： 

 

…要非常小心去看待學生是否適合從事設計學習或行業的發展，…因為我們都不是專

業的輔導人才，我們也沒有資格去斷定。而應從輔導的角度，…老師不需要扮演一個

判斷的角色，設計這東西，能力強否是一回事，有沒有興趣反而更重要。能力不好的

同學，可是他有興趣，他花很多心思去充實，都會有一定不錯的表現。設計的方向太

多，路太多，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尋找到一條他想走的路。當他還不清楚有這麼一條

路時，才剛踏第一條路時，就把他封殺掉、否定掉，對他而言，比較不公平…。 

4-4 師生之間及老師之間的認知落差：影響學生的學習情緒  

在教學及評量過程中，師生之間以及老師之間彼此對設計看法的差異，若無法適當溝通，

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情緒。T 主張設計過程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學生應從發展的方向嘗試各

種構想找到最佳的解答，不應為了尋求自我表現而只做自己偏好的東西。如果老師與學生之間

沒有適當的溝通及調和的話，會發生某些想要自我表現的學生，承受到很大的挫折。不是因為

他們的能力差，而是設計的出發點，甚至最終解決的問題，未達到老師的理想或目的。但是有

些老師則會尊重學生想藉由設計來表現自我，甚至鼓勵學生進行個人的創意探險之旅。此外，

在評量學生作品時，有些老師重視創意的獨特性，認為技巧的熟練不是大學的主要訓練目標；

有些則被精緻的模型所吸引，認為學生很用心，也就不特別強調構想的創新與否。 

設計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若未明確地傳達自己的教育理念或對設計的要求時，同一件作品

可能受到某些老師的肯定，但卻被其他老師全盤否定，因而造成學生的困惑。學生若無法了解

老師們的評分標準，在學習時可能會無所適從，不是一味迎合老師的喜好而日漸失去自我主

張，就是因堅持己見而導致被當的下場，二者都可能造成學生的挫折感，進而影響學習情緒。

工業設計的授課教師來自工程、管理，及藝術等不同專業背景傾向，即使是受正統工業設計教

育出身的教師，也會因個人興趣或研究專長的領域不同，對工業設計的見解及詮釋有所差異。

T 提到： 

 

…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我們要不要把工設局限到那麼窄，一定就是從工業這個角

度，這倒是可以再思考的地方。工設光是這個名字，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到現在應

該要改，我寧可它是產品設計，而不是工業設計。因為它不盡然會跟工業完全相關，

產品的觀念也不盡然一定要量產。甚至適用手工式的、手工藝，都可納入產品設計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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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普高生及高職生的表現，受訪教師的看法不同於學生。T 認為先前未受過任何訓練的

普高生，對設計沒有錯誤的認知，反而更能吸收老師傳授的設計理念。有些高職生進大學之後，

仍以高職所學的模式做設計，未必有益於他在大學的學習。甚至有些高職生誤以為純熟的技巧

是主要的訓練目的，花在做 (模型) 的時間比想 (解決問題) 的時間還長，反而忽略了大學設

計教育，在於培養學生創意性思考能力的目標。 

4-5 企業對設計師的要求：專業技巧? 工作態度及發展能力? 

經過 4年學校的設計訓練後，學生需具備何種特質或能力，才會受到企業的青睞呢？根據 

A 的經驗，設計顧問公司 (design house) 著重設計專業的能力及技巧，企業設計部門 (in-house 
design department) 則不全然以此選取人才，反而是考量應徵者的學習潛力及語文能力。T 主張

企業重視工作態度甚於設計專業能力的看法：「在校表現好的學生，出去反而不見得會有一個

好的表現。反而是認真、規矩的人，在企業中的表現比較好。…可是那些 (學生) 也許在校表

現並不理想，也許創意不足，也許能力受限，可以去思考為何有這麼大的落差？」  

設計師的專業知識如同律師、醫師、會計師、建築師等執業工作，是不斷地從實務中累積

經驗而來。工業設計涵蓋範圍廣闊，畢業生的就業領域多樣，對相關設計知識的需求永無止境，

不是在大學 4年內就可以完全學會的。學校設計課程的規畫，不易同時滿足不同型態的企業、

不同背景的學生以及學校特色等三方面的需求。若以學生本位為考量，儘管未來的就業充滿各

種可能性，T 認為學生在學校時，主要是建立設計的基礎知識，並培養正確學習的態度及方法，

將來到社會再去增強設計的能力。面對多元、彈性的設計本質，學生須以更謙虛的態度，接觸

多元的觀點、接納不同的見解，逐步建立自己的一套設計哲學或理念。 

 

五、討論與建議 
 

5-1 多元背景學生的能力及特質略有不同 

目前一般大學的工業設計系除了招收理工組及文組的普高生以外，也透過不同管道招收不

同科別的高職生，而科技大學也同時招收技職生及普高生。目前工業設計教育是培養學生成為

有創意、具備表現技法能力 (會畫構想圖、作模型) 的工業設計師為主，但是從畢業生的就業

情況及求才廣告的職稱、工作內容來看，除了設計開發的工作以外，也涵蓋企畫、概念研究、

介面、管理、或推廣等設計相關的工作。以統一的方式規畫課程，卻忽略不同背景學生其學習

歷程及特質的顯著差異，而形成教育生產單一、消費多樣的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與其訓練不

同背景的所有學生，擁有新穎的創意、精緻的繪圖或模型技巧，不如依據學生的特質、興趣，

鼓勵學生朝向產品企畫分析或設計推廣等相關領域去發展。 

5-2 設計教學的挑戰性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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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混合高中、工職不同背景的學生，其學習歷程及需求顯著差異，設計老師要如何因應

及調適？該從頭教起？還是因材施教？即使面對同為普高畢業的學生，有些來自數理較強的第

二類組，有些則是較具人文傾向的第一類組，該如何根據其性向來引導呢？團隊合作(teamwork) 
時要採同質或異質的分組方式呢？如何降低高中生因缺乏純熟技巧而備感學習的壓力？如何

協助高職生「如何學習」呢？學生因起點不同所造成的差異，教師如何評量呢？如何透過作品

觀察學生的人格特質及能力，協助其根據自己的性向及興趣，在工業設計廣泛的就業領域中，

找到可以發揮的專長及特點？這些都是實施多元入學方案之後，工業設計教育者必須面對的挑

戰。 

5-3 設計教師的角色：Be a motivator, not a judge. 

每件作品對學生的意義重大，設計教師評量學生作品時，要明確指出需要改進之處，避免

使用情緒化的負面字眼，批評設計者及其作品，否則傷及學生自尊而使其逐漸喪失自信。學設

計有興趣最重要，能力會因興趣而培養出來。況且工業設計的就業範圍廣泛，設計教師不必扮

演法官的角色，去判定學生是否適合走設計這條路，應以開放、彈性、客觀、包容的態度，接

納各種不同背景或特質的學生，發現其長處並引導他朝向適合發展的設計領域。此外，當學生

面臨學習的挫折時，設計教師積極扮演能讓學生產生學習動機的觸媒角色，強調學生的長處以

協助其建立信心，鼓勵學生將挫折轉化為學習的能量。愈來愈多的企業重視工作態度甚於專業

能力，除了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以外，更要培養其積極的學習及工作態度，以適應未來多變且

不同的工作環境。但是目前的課程規畫中，有哪些課程是可以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及工作態

度、方法？如果沒有專門的課程傳授上述的態度及方法，那麼設計教師如何利用現有的課程融

入這些理念呢？ 

5-4 工業設計系的生涯相關議題 

高中生進入大學就讀前對工業設計這項行業的認識有限，因而造成學生與父母的擔心及惶

恐。即使進入大學工設系就讀的在校生，對於工作範圍廣泛的工業設計師，未來到底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自己的專長適合做什麼，也可能充滿困惑。工業設計教育是透過設計作品從無到

有的過程，孕育學生的自我實現，這種歷程協助學生規畫自我生涯的動機。但由於學校與企業

的設計專業理念不全然相同，可能造成學校課程與企業需求的落差，這種落差影響學生的生涯

規畫。設計專業教師須與學生輔導中心或就業輔導室合作，協助學生探索自我、了解其興趣及

性向、增進對工業設計師及其他相關發展機會的認識以及學習如何規畫及抉擇自己的生涯。 

5-5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質的研究在每個階段都有仰賴研究者的技巧、訓練、洞察力和能力，…人的因素在質的

研究和分析中既是偉大的力量、又是根本弱點之所在…。」Patton [48] 點出了質性研究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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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創意及嚴謹之間求得平衡。由於本研究是屬於初探性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發現工業設計

系學生在入學前、在學期間、以及畢業後等不同階段，對生涯議題方面的一些想法，並熟悉質

化研究典範的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因此，本研究的發現並非最終的研究結論，而是呈現工業

設計系學生在學習時所遭遇的困境及對生涯議題可能衍生的輔導需求。 

本研究訪談的樣本只有 4位，且學生背景均為普高畢業生，無法代表所有工業設計系學生

的狀況。後續將針對不同背景的高中職生、設計專業教師以及校內的諮商輔導人員，以了解不

同學生的生涯輔導需求及求助狀況。期望未來建構一個符合工業設計系學生需求的生涯輔導模

式，以有效協助工設人規畫生涯，這是工業設計教育者必須關心及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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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perspective of career guidance for the ID students,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senior high students how to choose industrial design as their major before entering the 
university, and to concern their frustrations when they studied ID, as well as the employment 
conditions after graduation. This study adopted a depth interview method to collect data. Two 
freshmen, one alumnus, and one design faculty from ID department were chosen to interview.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Although the reasons for senior high students to choose ID as 
their major are not similar, both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feel uncertai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ID profession. 2) Even though students from the senior high school 
decided to major at ID due to their interests, however, they confronted frustrations and 
pressures in the university and highly needed affirmations from others. 3) Students pursued 
achievements and self-accomplishment on their design works. 4)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if not appropriately communicate, the students’ emotions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t design between faculty and students as well as 
between faculty. 5) Corporations expect not only on designers’ professional skills, but also 
on their learning attitudes and ability. 
 
Keywords: Industrial Design, Design Education, Career Issues, Learning Situ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