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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及動機
已往有關年輕資優女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專業表現和潛能發揮的程度，但

少有研究考慮到女性的心理需求、她們在學業、工作和家庭場域內面臨的問題，

以及其中的助力和阻力，同時，也更難能深入地去探討其生涯發展的歷程及其中

的轉變。

在女性的心理方面，女性有「關係」和「連結」的傾向和需求，但是她們在

學業上或工作上的傑出表現，卻可能招致與她們在家庭生活的疏離與人際關係的

孤立(Miller & Kastberg,1995)，她們所接收到的相互衝突的雙重訊息—她們既是

全能的資優生，同時，也是應以家庭為重心的女性，或是她們必須在「聰明」或

「有吸引力」之間做選擇(Noble & Smyth,1995)。這些來自文化所隱含的刻板印

象和價值觀，長久以來也影響著女性的成就動機。若這些有別於男性的需求、價

值觀和刻板印象沒有被深究，以因男性為參照標準的成就表現評比就不適用於女

性。 Subotnik, Arnold & Noble(1995)就指出資優女性是否有「卓越表現」，是與

其所屬工作專業領域的同儕相互比較而得的，也就是說資優女性的生涯發展應該

放入與她們所處的「相關脈絡(relative context)」下來檢視，因此，本研究以生態

系統的觀點－個人、脈絡與互動三個面向來分析女性的生涯發展，本研究的目的

有二：

一、瞭解高中資優班畢業之年輕女性在生涯發展的阻力與助力；

二、瞭解高中資優班畢業之年輕女性在生涯發展的因應策略和轉變。

本研究為國科會三年期研究計畫「年輕資優女性生涯抉擇與生涯發展之追蹤

研究」報告。在第一年的問卷調查結果，我們已建立大量的樣本資料，包括過去

和現況發展、她們的認知觀點，和影響生涯抉擇的因素等，這些結果說明了「資

優女性在哪裏？」（郭靜姿、林美和，2003；郭靜姿、林美和、胡寶玉，2003）。

在第二年的追蹤研究中，我們以訪談方式來瞭解年輕資優女性在學業、工作及其

他人生抉擇上所面臨的助力、阻力及如何因應等，在「資優女性不見了？」的概

念下，本研究企圖由高中資優班畢業女性的生活脈絡，來說明女性在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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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處境，和自我詮釋中，如何交互作用而影響到她們的生涯發展。

貳、文獻探討
傳統的生涯發展理論將個體生涯獨立於社會脈絡之外，但這些以男性為基礎

的線性發展模式並無法解釋女性不連續性的生涯發展，因為由生命全程的觀點來

說，女性的「發展任務」和「角色期待」與同齡的男性並不相同，尤其對年輕資

優女性而言，她們身負「資優」和「女性」的認同，卻也承受著社會對她們的雙

重角色要求－兼顧家庭和工作。 這些女性對各自面臨的挑戰和機會各有不同的

詮釋和行動，這更讓年輕資優女性的生涯發展呈現歧異性。 因此，要瞭解年輕

資優女性生涯發展，除了解其間的助力和阻力外，更重要的是她們如何解讀和因

應這些生涯中的衝突與轉變。 以下先由與女性生涯發展的相關議題及年輕資優

女性的生涯發展模式做說明。

一、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因素與相關議題

受到資訊時代和教育普及的影響，Bierema(1998)認為女性的生涯發展與過去

的女性有許多的不同，首先，職場競爭激烈，科技讓家庭和工作生涯的界線不再

明顯二分，女性可以在家工作，甚至在家也必須工作；同時，壽命和受教時間的

延長，導致工作期限也拉長，女性任職的形式變得更為流動，她們可能因為家庭

因素暫時中斷、轉換職業或兼職，因此，資優女性的生涯發展也在選擇「家庭」

與「專業成就」的十字路口產生歧異(Subotnik & Arnold,1995)，甚至同一人身上

同時擔負「工作」、「學業」及「家庭」等多重任務。

首先在家庭方面，婚姻狀態及家庭形態對女性的生涯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一方面是由於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女性形塑出的性別角色。 以往，她們被視為「照

顧者(caretaker)」，與家庭相關的生育、家務及老人照護等問題會影響到女性的家

庭生涯；另一方面因為社會的變遷，現代女性尋求經濟獨立，她們也同時是「養

家者(breadwinner)」，在家庭與工作中求得平衡，成為難以言明的壓力，因而婚

姻對女性的生涯發展而言是種付出或折損，即使在現代分工繁複，生兒育女、老

人照護及家務等問題，可以透過育兒機構、安養中心及清潔公司等來待勞，但是

女性的「家庭責任」並沒有因為分工而減少(Grant,1989)，這和女性重視的價值

觀有關，因為女性在「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Jordan, Kaplan, Miller, Stiver

& Surrey,1991)」找到自身的成就感，她們認為追求「人際和諧」變得比外顯成

就更為有價值。

Hansen 與 Hall(1997)的研究發現，資優女性會把與別人的關係列為最重要，

尤其是她們的家人，包含配偶與其他成員，也就是說，家庭成員的態度會直接影

響資優女性在她們生命全程中如何看待和發揮她們所擁有的天份；Gro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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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指出資優女性會困在追求卓越和親密關係的兩難之間，即她們會修正探索自己

的興趣，而向那些未必瞭解她們的人妥協，以期盼別人能夠接受她們，因此，

Wentling(1998)認為女性要擁有成功的生涯發展，必須把家庭的需要納入生涯抉

擇的考量之中，才能平衡家庭與工作間的責任與效率。

其次，在工作方面，二分公私領域「男主外，女主內」等依性別分工的觀念，

雖然已漸被能力與專業取代，但是根據 Bascia 與 Young( 2001)對女性教師生涯的

分析，發現女性對家庭的責任和承諾，會使她們放棄接觸行政瑣事，阻礙她們對

管理階層甚或是其他更專業領域的追求；同時，Johnson-Bailey 與 Tisdell(1998)

也指出結構上的不平等，如分工和薪資，以及社會上對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規範，

更直接影響職場或上位者對女性的薪資、職位、專業表現的印象及升遷管道的提

供。文化上的刻板印象，例如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好母親及全職的專業人員，讓

女性在「家庭」和「工作」間難以兼顧，這些兩難不但在生涯抉擇時困擾著女性，

甚至其間的交互作用也持續且深深地影響她們的下一個生涯抉擇。

二、女性生涯發展的模式

早期的生涯發展模式忽略社會化的影響，例如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期待，甚至

是女性的主體性，因而無法解釋現代女性在各種場域中的傑出表現與生涯發展。

依據心理學的觀點，Holland(1992)認為個人及環境是影響生涯發展的二大因素，

而 Farmer(1997)更依據班都拉的社會學習論，進而提出生涯發展的三因子論—環

境、自我效能及性別角色期待。至於在資優女性的研究方面，則有 Walker、Reis

與 Leonard(1992)提出個人內在及外在環境的二因子論；Reis(1995)提出第三個因

子－社會文化脈絡因素。 除了融入脈絡化(contextualism)的觀點，女性生涯發展

的模式也開始注意到女性對情境脈絡的回應與策略等因素，這意謂著女性的生涯

抉擇或轉變不應由單一面向出發，因為女性有不同的聲音(difference voice)

(Gilligan, 1982) 及知的方式(ways of knowing) ( Belenky, Clincy, Goldberger &

Tarule,1986)，女性的生涯轉變在學業、工作和家庭的面向下，各有不同的取捨標

準和詮釋觀點。

另外，以社會學的觀點而言，人不只是社會脈絡的產物，也具有改變環境的

動能，女性與環境間的交互作用才是影響其生涯發展與轉變的主要關鍵，此點意

指分析女性生涯發展需要一個整合性的觀點。Kitano(1997)和 Cook, Heppner ＆

O’Brien(2002)就以生態系統的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去分析女性的生涯發

展。生態系統模式是由 Bronfenbrenner(1997)所提出，他認為有四種子系統會影

響人類的行為，其中微系統(microsystems)表示家庭、學校或職場環境中的人際

互動；次系統(mesosystems)為數個微系統間的互動，如個人、學校和她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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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外系統(exosystems)為次系統間之連結對個體產生的非直接的影響，如

鄰居或是媒體；而鉅系統(macrosystems)則代表整個社會的意識型態，包含規範

及價值觀等。Cook 等人認為微系統、鉅系統和個人的交互作用最適合用來解釋

生涯發展，以生態系統的觀點，他們指出個人的、脈絡的及互動的因素會影響女

性的生涯發展。因此，本研究由女性對自身生命經驗和生活脈絡的詮釋，以生態

系統的觀點來分析女性資優學生的生涯發展與轉變。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對象為 84 位 23-35 歲的年輕女性，她們在高中時代被鑑定為語文、

數理、音樂、美術及舞蹈類的資優生。在第一年對二千多位的樣本發出問卷調查

後，研究者依據受訪者自評目前潛能發揮程度及受訪意願來進行篩選，最後選定

84 位分屬不同年齡、就學就業狀況、婚姻狀況及職業類別的五類資優女性做為

受訪對象。在就業方面，除了 1 位全職母親外，受訪者中有 57 位女性有全職的

正式工作，其餘的也多有兼職的工作；在就學方面，有 29 位正在研究所就讀，

其中有 6 位就學者更同時具有全職工作；在婚姻狀況方面，有 22 位已婚，其餘

皆為未婚；在子女狀況方面，只有 9 位有子女（郭靜姿、林美和，2003）。

訪談時間為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4 月間，先以電話詢問受訪意願。訪談

的資料先以本研究第一年的回覆問卷為基礎，再針對本研究目的－生涯發展中的

助力、阻力、轉變和因應等，以半結構式的問題對受訪者進行訪談。訪談時間約

為一個半至二個小時，過程全程錄音。訪談內容是由受訪者目前的生命角色和生

命重心出發，在受訪者陳述其生命經驗及生涯發展的言談中，訪問者針對受訪者

在訪問過程中的反應、表達的情緒和感受提出討論和澄清，以進一步確認受訪者

欲表達的觀點，並在訪問後馬上將錄音帶謄逐字稿，透過電子郵件和電話與受訪

者確認無誤後，對全部訪談的逐字稿進行內容分析，並將受訪者依語文、數理、

音樂、美術及舞蹈的類別編為 V,S,M,A,D，第二碼為流水號。

資料的蒐集和分析在和其他訪問員的討論，以及和受訪者確認的過程中同時

進行，工作或學業中的「阻力」和「助力」是主要的訪問議題，其他還包括了挫

折、壓力、重大事件、重要他人、支援系統及夢想改變等議題，在訪問完所有的

受訪者後，將逐字稿中的文字資料重新編碼和歸類，再與受訪者個人的生活經驗

與現況脈絡來詮釋對照來再做分析。

本研究的編碼由二位專家學者及四位其他資優類別的訪談員共同參與，其方

式為以訪談員以第三人稱來重述受訪者的生活經驗與現象，再針對本研究的主

題：生涯發展的阻力、助力和改變等進行討論，進而形成描述單元，再將描述單

元加以群聚，做主題式的歸納，以受訪者使用的語彙或意涵來命名，在主題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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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成立後，用 QSR Nvivo 軟體將逐字稿中壓力有關的敘述句一一標示，劃為相

關意義單元，此階段會保留相關或意義模糊的敘述句，以備後面可以發現與主題

相關的線索或關連，因此，受訪者的同一陳述句可能有多重意涵而被重複編碼在

不同的主題。

肆、研究結果
由於受訪者同時具有多重身分，她們可能同時就學中、就業中，甚至已經為

人妻、為人母等，現將研究結果依其就學及就業的狀況，由生態系統論的觀點－

個人的、脈絡的及互動的因素，來呈現這五類年輕資優女性在學業和工作上的阻

力、助力，以及其轉變：

一、在學業上

由於受訪者多在研究所就讀，所以不約而同的提到「完成論文」是他們現階

段最困擾的事，但是真正阻礙她們的，是發生在她們生活脈絡的細節，以下分個

人的、脈絡的及互動的觀點來看學業上的阻力與助力。

（一）阻力

在學業方面，受訪者多完成大學學業進入專業領域的學習，阻礙她們繼續精

進的原因，綜合個人、脈絡和互動的因素來自：個人特質與能力、自我期待與要

求、家人期待，以及就業與經濟壓力等。

1. 個人特質與能力

就學中的受訪者雖然在就讀資優班的過程中，持續過關斬將，但個別的能力

仍有高低，到了大學之後，漸漸體認到「自己不是最佳」的事實卻重擊她們。受

訪者 S07 現為電機研究所的學生，她自述雖然學習速度較慢，她的個性和性別卻

讓師長同學都願意協助她，但在男性居多且表現優異的學習環境中，她仍備感壓

力。

另外，有些資優女性在多面向的突出表現，讓她們受到同儕的重視，加上

她們本身追求人際關係的傾向，有時也讓她們疲於應付，無法再專注在單一學科

專業上，而成為自己進步的一種阻力。受訪者 S06 是醫學院學生，由於高中參加

社團的經驗延續到大學，一週有三天晚上，至少十二個小時在處理社團事宜，因

而影響到她的學業。

對就學中的受訪者而言，科系與課程未必完全符合她們原先的想像，在應付

繁重學業的同時，還要面對週遭表現突出的同儕，她們會重新思考自己的能力和

定位；同時，大學生活也讓她們得以發展其他面向的專長，而女性「與人為善」

的個性使她們用在學業上的時間相對的減少，形成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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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期待與要求

受訪者多半十分自律，尤其在專業的表現上，她們對自己的嚴格的自我要求

來自於以往教育經驗中的訓練，由於長期和同領域的菁英相處，她們的自我期待

常建立在與同儕比較的基礎上，但當反映到她們目前的表現和所處的環境中，自

我期待與實際表現不相符時，所產生的落差與失落感造成她們對自我肯定的低落

及不確定，也因而形成她們發展時的瓶頸。

受訪者 D04 是舞蹈系學生，從國中開始就讀舞蹈班，到了大學卻開始產生

懷疑自己是否適合走這條路的疑慮，尤其是她描述看到其他科系的學生可以四點

下課，她們卻得在校不斷練習時…..。

高中之前的就學生涯，大多數受訪者都以考上大學為唯一目標，但進了大

學，年輕女性面臨重新檢核自我期待的考驗。她們被同儕推著向前，在對自己的

未來又尚未完全確定的狀況下，讓她們對繼續求學也充滿躊躇不前、既愛又怕的

矛盾情緒。

3. 家人期待

家人期待對受訪者的影響並沒有因為她們年齡的增長，或是她們進入高等

教育後而終止，相反的愈趨嚴格。受訪者 V08 是中文系學生，她提到父母的期

望雖然與子女的表現會有很大的關連性，對她而言，鼓勵的方式是一種正相關，

但她的父母採用比較的方式，讓她備感壓力。

「養女成鳳」的期望普遍存在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父母心中，有些父母會用要

求來取代關懷，用比較來代替重視，但當受訪者進入大學後，雖然她們努力地調

適自我認同和定位，以期發展出獨立的自我概念，但是她們的父母卻沒有忘記督

導的角色和責任，因而，家人期待成為受訪者放不下的包袱。

4. 就業與經濟壓力

大多數的受訪者在就學階段仍有兼職以維持經濟的獨立，或是做為日後出國

進修的準備，另外，未來打算就業的就學者中，不少已開始擔心就業的問題。關

於就業的壓力，她們有二種考量：一是就業市場的飽和，競爭激烈所造成的就業

困難，二是對就業遠景感到不滿意，因大材小用而產生的失落感。

受訪者 A05 的父母其實因為美術的出路不好，一開始就不贊成受訪者選讀

美術科系，然而受訪者仍繼續進到美術研究所。除了家人的壓力外，她本身也希

望在兩年的碩士班課程外，花更多的時間從事創作，但是她因面臨就業的壓力，

導致最終無法全力創作。

對就學者而言，即將踏入社會謀職對她們而言是一種挑戰和壓力，一方面是



7

職場的需求和她們的專業知識未必完全相符，她們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困境，同時

也害怕必須在現實與理想中取捨，最後像大多數人一樣，選擇現實而放棄理想。

（二）助力

就學者的助力來自於個人所學的可以同時結合她們的能力、特質與興趣、擁

有各自的支持系統來抗衡壓力和挫折感，以及她們參照別人，而肯定自己的表現

後所建立的成就感等。

1. 個人的能力和特質

受訪者在就學經驗、獲得的肯定和興趣中，找到自己的專長傾向和能力定

位，最重要的是在此學科中，他們能掌控也喜歡自己正在做的事，既符合她們的

特質，也符合她們能力。

受訪者 S09 原本在高中就讀數理資優班，但其間因為數理的成績低落，產生

極大的挫折感，完全不再想碰數學，因而在大學時也沒有依其興趣選系，而是依

據就業的考量選擇家政系，直至畢業又因為工作的考量而開始反思自己的興趣和

能力，進而進入美術研究所，她說：

「助力當然就是自己對這個領域有興趣。這個科系學得比較快樂。……然

後具有某些特定的敏銳度吧。就像我以前很喜歡國文，喜歡寫一些小東西。

我覺得我對文字有一定的……能力，對於研究……方面都會有一定的幫

助。」

並非所有的生涯抉擇都可以在高中或大學前完成，因應個別身心成熟度和境

遇的不同，年輕資優女性多勇於嚐試，在大學時代她們更將發展出多種的可能

性，來試探自己的興趣和偏好，然後再一次次的嚐試中，找到符合自己能力和興

趣的事。

2. 支持系統

就學者的支持系統多來自師長的開導、家人的支持，以及學長姐或同儕的互

助三方面，讓她們在做生涯決定時能夠更為有信心，也更能肯定自己的能力。

受訪者 M03 從小學習音樂，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父母、師長和同儕的協助，而

發展得很順利，但是在選擇學校和系所都由其自主意志來決定，包括她雙修企管

以方便未來與音樂結合的期望。就學期間，家人的支持非常重要，包括了精神和

經濟上的支柱，是資優女性發展專業能力的基礎，而師長和同儕的支持，更可以

在專業領域中提供學習模範或產生引導的作用，有助於她們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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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就感

就學者的成就感來自於所學與興趣相符，以及自己的表現受到師長、同儕

甚或外界的肯定等。受訪者 S12 在高中時成績表現優良，但並不喜歡數理相關科

系，大學雖然選了生物系，但也因為無法完成解剖課程而轉到教育系，進而讀出

自己的興趣來，目前仍在博士班就讀。受訪者 M02 則表示，大學時代參加的比

賽不再是為了得獎，而是其中的成就感，以及來自同儕或師長對其能力的肯定。

就學者的助力主要來自於所學和自己的興趣相符，進而從中獲得成就感，讓

她們更確立自己想走的路徑，也成為她們在學業上更精進的動力，因為擺脫考試

和競賽的束縛，她們面臨來源更不確定的成就感，大學之後的就學者成就感多來

自於專業生活中的點滴，讓她們覺得自己的能力「被知道」。

（三）因應與轉變

不同的受訪者在學業上遇到的阻力和壓力都各自有因應的策略，但她們透

過支持系統的調解，以及隨著心智的成熟、同儕的參照與外在成就的肯定下，她

們開始選擇適合自己人格特質的生涯發展路徑，或經過自我調適，進而培養出自

信。受訪者 V11 在就學階段因為面對眾多傑出的同儕而失去自信，一直到受到

師長的鼓勵和考上研究所，與其他同學平等競爭，讓她回復自信。受訪者 M02

則是考量到自己容易怯場的個性，因而儘量迴避需要上台展演音樂的壓力，對她

而言，這是一種「選擇」：

「……應該說，我的個性比較會怯場，雖然我很喜歡音樂，很喜歡彈琴，也

很喜歡表演的感覺，但要叫我站在舞台上，那要承受很大的壓力，而且要走

在很前面，萬一你在舞台上表演不好，那一次的演出就…這是很殘酷的。可

是研究工作需要很長時間，有努力投入很多心血後，就會比較有回報。我覺

得我比較適合這樣子的工作。(你不喜歡有太大的壓力？因為你覺得演奏必

須要保持在頂端？會對音樂人來講是個壓力？)對我來講是，不是說我不能

承受壓力，而是說那樣的壓力我不喜歡。總之就是說我比較喜歡唸書這種事

情。」

值得注意的是對部分就學者而言，同儕競爭的情況並沒有消失，而是在研究

所階段被受訪者轉化和解讀為成長的動力，受訪者 V08 認為同儕的競爭也可以

是正向的壓力，她提到：

「課業上的壓力來源哦？這可以分成很多種耶，同儕的壓力嘛…因為我覺

得是那種競爭上的壓力。(比較負面的競爭壓力嗎？)嗯，不能算是負面的，

可是會讓你覺得蠻緊張的。因為研究所的話，我覺得能夠考進來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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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應該說也是有經過考試的這一關卡挑選，所以我覺得在表現上都會

相當的積極啊，然後，程度上也是很不錯，應該算是一個正向的壓力，就

是他們讓我覺得說，其實，還是，有一個很好的同學，大家一起相處，他

要用功、那你也要用功、要用功這樣子。」

然而，並非所有的生命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本研究第一年的研究發現不少的

資優樣本脫離原資優領域，或改變她們原有的夢想，朝向不一樣的生涯發展路

徑。在就學期間，受訪者提到她們轉變的原因，主要有二：

1. 就業前景

當就學者體會到現實求職的前景不如預期，或是未來就業環境與所學不

合，她們常感到掙扎從而尋求其他管道，或改變原來志向。

受訪者 M05 在擔任實習教師的同時，也考上了研究所，因為同時面臨現實

和夢想的差距，讓她感觸特別深，尤其是要走向專業的演奏生涯，職場未必有空

位，因此受訪者必須不斷調整自己原先的期待。對舞蹈、音樂、語文、數理、美

術等類科的就學者而言，少有職場或職位能完全符合其對專業環境的期待，就學

者常擔心進入職場等同她們要放棄部分的專業執著，這也是她們感到困感而需要

自我調適的部分。

2. 健康因素

健康是一切事業的基礎，尤其是對音樂和舞蹈類的資優女性而言，她們的身

體就是她們展演天份的一部分，因此身體稍有狀況往往對她們而言是致命的傷

害，可能導致專業生涯的終止，另外，年紀漸長導致的體力衰退也成為一種隱憂。

受訪者 M01 因為手傷而必須放棄演奏的生涯，因而轉向學習其他與音樂相關的

事物。

長期以來的勤奮練習帶給這些資優生的不只有人前的光環，更會影響她們的

身體，而她們在面對這些學了數十年的最愛，卻因體力或健康因素考量而不能再

繼續時，有人選擇相關科系來取代原有的專業，有人則趁早自我調適、另覓出路。

二、在工作上

由於進入職場後，受訪者的職業結構、職位及工作性質的不同，導致她們在

工作上面臨的阻力、助力和因應也不同，在機構任職者，常有行政和業務上的壓

力，獨立作業者，也有經濟來源不穩的壓力，若以個人的、脈絡的及互動的架構

來看工作上的阻力，則分別為她們個人特質、自我期待與要求、家人期待、人際

關係、以及經濟壓力等；而助力則為支持系統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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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阻力

進入到職場之後，受訪者除了對自我和專業的承諾外，還面臨來自職場和社

會環境文化趨同的要求，讓她們的表現在資淺、缺乏人脈、職位不高等挫折中大

打折扣，其阻力為個人特質、自我期待和要求、家人期待、人際關係，及經濟壓

力等。

1. 個人特質

有些受訪者表示她們在專業領域獨來獨往的個性，以及缺乏社交技巧的特

質，讓她們無從建立人脈，獲得連帶的資源，在工作場域中，反而成為她們受到

職場肯定她們專業的阻力；另外，由於受訪者目前在 23-35 歲，在業界，年紀輕

意謂資淺，給人的錯覺是未具專業經驗。她們的外表、體型及個性容易影響別人

對她們能力的判定。

受訪者 V16 目前擔任研究員，因業務關係常需要和大眾接觸來解說其工作

內容，但是受訪者表示，她不擅社交的個性的確連帶影響其在工作上的發展機

會，她說：

「我不喜歡跟陌生人 social。主要是研討會，都要跟學者 social，我不喜

歡！(你的問卷上有說社交技巧是你潛能發揮的阻力？)對對對，應該是這

個。(是你的個性比較內向？)對！而且我的外表看起來很年輕，沒有給人

家很專業的感覺，他們看到你就覺得像小孩子一樣，跟第一次認識的人，

他們都會說，啊！你是助理研究員囉！我不會很喜歡那種…。（個性內向對

你在這個圈子會有影響嗎？）多少會！（你覺得人脈很重要嗎？）對！（升

等跟人脈有關係嗎？）如果你平常就拿你的文章跟別人討論的話，會獲得

比較多的意見，視野會比較寬廣，不然你每天都坐在那裡自己做研究都沒

和別人討論的話，是一個阻力。」

職場要求和學業不同，在職場中，資優未必是「護身符」或「光環」，因為

職場需要的是綜合專業、人際和執行的能力，而許多資優生缺乏人際社交技巧，

也造成她們在職場上的適應問題。

2. 自我期待與要求

和就學者一樣，受訪者的自我期待參考點也是來自於她們所處的脈絡－職場

中的同事，但是和就學者明顯不同的是，她們開始發展出特有的專業承諾與責任

感，以自己的表現為準，要求和期待自己能夠在專業領域有傑出的表現。

受訪者 S11 擔任醫師，因為醫療行為事關人命，加上對自己的專業表現要

求，而形成工作壓力。受訪者 A13 是美術老師，雖然從事和自己興趣專長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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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讓她得心應手，但是她對自我的期待卻讓她要求自己要繼續精進。

在職場的受訪者多在自我和專業間保有一種純粹的承諾，這種對專業的承諾

感不但讓她們力圖表現，也強化她們對自我的專業形象，隨之衍生的自我期待與

要求讓她們持續自我鞭策，保持戰戰兢兢的學習態度。

3. 家人期待

就業後的她們仍無法擺脫曾是「資優生」的形象，尤其在她們家人的心目中

和期待中。但當這些女性在學業上的傑出表現無法類推到工作、職位或薪水等細

節上時，她們就必須單獨承受面對家人的不解。

受訪者 V04 目前擔任公司創意文案，由於身負資優生的光環，不僅父母，

連週遭親友也會給予關心，使得父母又將壓力轉移到受訪者身上，希望她循著資

優女性的道路，找份類似教師般穩定的工作，所以對她而言，父母成了最大的壓

力源：

「(那工作上的阻力就是，您覺得是鬥爭？)鬥爭啦，還有我媽，她每天都

跟我講說，她不喜歡我做這個工作，因為我這份工作也是很忙，假日加班

呀，晚上晚回家呀！就是父母愛子女，他們會覺得這樣很累。(這樣聽起來

您還滿有那種長女的責任感？)我覺得我們家那個對我來說是個是…(是壓

力？)很重的壓力，其實，是很重的壓力。因為，我沒有辦法忘記是資優生，

他們也沒有辦法。(您覺得當資優生已經是給了您一種壓力了？)因為我做

不到很好，做不到我父母親的期望。(這對您來說，是壓力？)因為資優生

是那個，因為我從小孩算是、算還蠻皮的，可是他們還是覺為我算是品學

兼優呀！其實很多父母都會這樣，都會覺得說，我們小時候那麼乖的小孩，

怎麼長大了之後變成這個樣子了呢？你怎麼可以變這個樣子呢？就是愛漂

亮什麼什麼的，他們會這樣覺得啊，你已經跟一般女生沒兩樣，你怎麼不

去當老師？他們的想法就是，那個樣子，那我會覺得，我沒有辦法去達成

他們心目中一個完美女兒的原型，就是，一個女兒的形象，一個資優生女

兒的形象，我就是，別的地方，盡可能在別的地方滿足他們。（受訪者 V04）」

年輕女性在 20-30 歲之間，除了是職業的探索期，受訪者藉由更換工作類型

或型態來試探自己最新的需要，另一方面，她們也同時考慮婚姻的可能及其對工

作的影響，然而，她們的父母在文化的影響下，視子女的幸福為己任，因而在職

業的選擇上，父母給的建議多偏向能兼顧家庭的教職，或是以收入穩定的工作為

首要選擇，但是，這些並非是全部的年輕資優女性現在所企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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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際關係

對這些資優女性而言，「競爭」在職場中是習以為常的現象，她們不怕競爭，

但與人「合作」反而更為困難，因為職場內的工作不是單靠她們本身的能力一蹴

可成，而必須仰賴平時建立的人際關係，然而，她們以往相處的對象都是能力、

興趣和目標相近的同儕，現在職場中的同事和她們的專長和特質差異很大，造成

她們在社交溝通上的困擾。

受訪者 V06 擔任主管，然由於職務的需要，監督和回報別人的缺失讓她覺

得吃力不討好，而感到困擾不已，即使備受上級重用，但對她來說，和諧而非對

立的人際關係的工作環境更為有價值。受訪者 M15 在大學任教，她在專業上的

專注遠不及社交上的缺席來得受注意，也造成她的困惑。

依照職業類別和職場氛圍的不同，除了獨立工作者外，大部分的就業者都必

須仰賴人際關係的網絡來為自己爭取較多的機會，她們無法像就學期間，學業可

以靠自己獨立奮鬥而完成，職場內她們時時必須仰賴社交技巧所架構出的人際關

係網絡，來獲取得以順利工作的資源和人脈，但是，這卻是她們在專業教育過程

中較缺乏的一環。

5. 經濟壓力

女性在進入職場後正式開始經濟獨立，也開始負擔家庭經濟，尤其對已婚或

年紀漸長的女性而言，收入不只是獨立的表徵，具有支撐家庭的實質功用，更代

表能夠負起家庭的責任，另一方面，穩定的收入也帶給她們「安定感」。

受訪者 A11 自畢業後在教職、經營畫室、繼續進修和創業間移動，花了許多

時間在尋找自己的定位和走向，她自述未來五年對她而言是一轉捩點，因為她想

結合創作和創業，但是隨著年齡增長，經濟的獨立變成一種有形的壓力。

受訪者 S10 認為自己重視家庭甚於工作，因為以前任職的公司轉型，所以

她現在成為自由工作者，雖然經濟暫不成問題，但考慮到為人妻和人母的角色，

她希望能擁有穩定的經濟來源。

國內女性就業人數的提高，代表女性經濟獨立的現象漸普遍，部分受訪者認

為不工作會讓她們焦慮不安，女性在組成家庭前，經濟的考量為自己和原生家

庭，但組成家庭或擁有小孩後，經濟的考量則擺放在家庭及小孩身上，經濟的壓

力有時會阻礙她們在事業上的發展。

（二）助力

與學生的身分相比，就業者要面臨的不再只有同儕和師長，她們可能因為職

位、職稱的不同，而被賦予不同的期待和任務，再加上身負多種角色，資優女性



13

能夠發揮專長的助力來自於支持系統和成就感。

1. 支持系統

在職場上要成功，除了能力也要有機會的配合，因此年輕資優女性的資優

天份是否能發揮，有極大部分須仰賴她們能建立或接收多少人脈和取得多少資源

而定，此時的支持系統就顯得特別的重要，除了原有的家人，對已婚的女性來說，

還要加上配偶等人的諒解，另外，職場上司和同事的互助也成為不可或缺的要

素。受訪者 S17 在大學內任教，由於任教的學校即是以前自己就讀的學校，所以

她對校內的人事十分熟悉，與同事間的合作讓她工作得心應手，近來她正要迎接

新生命，因此她提到特別需要同事在工作上的協助。

受訪者 V02 自述未曾有實際就業的經驗，她的經濟不但受到父母和配偶的

照顧，她們更支持她去從事她想做的事，受訪者所從事過的工作雖然短暫，但多

出於受訪者的興趣而非經濟考量，受訪者目前正在進行寫作，她說到沒有金錢顧

慮，對她而言是實現理想的首要前提。

對就業者而言，支持系統有二大來源，一是來自於職場，一是來自於家庭，

支持的型式有多種，例如實質的行為協助、經濟的支柱，和精神的鼓勵等。

2. 成就感

並非所有的受訪者都從事其預期之職業，但是當她們感到「學有所用」、或

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獲得回饋及成就感，因而強化了她們在工作上的表現。

受訪者 M08 是一位在外授課的音樂教師，她因為較不喜歡固定的工作型

態，而選擇自由工作的教職，但是她對自己仍然有一定的期許和工作效率的要

求，在提到工作和自我期待的關係時，她描述：

「我的工作就是發揮我學習的音樂，我希望我之前學過什麼東西，我可以

很正確的傳達給其他的人,不要傳達錯誤的訊息給人，浪費別人的時間。這

雖是我一個謀生的工具，可是也得對自己的人生做個交代啦，好像是學有

所用。（受訪者 M08）」

受訪者 M03 本來就讀教育相關系，從小的志願也是從事教職，但是在大四

接觸直銷的行業後，決定改變原有的志向，提到工作上的助力，她認為是由工作

中得到的「經驗和成就感」。

對就職者來說，成就感並不是一個完全內控的因子，必須參照該領域對成就

的定義，以上述不同職業類型的受訪者來說，由於從事的工作融合了她們現有的

能力，她們在資優教育中所獲得的訓練也在她們目前的職場上有所發揮，因而產

生成就感與動機相輔相成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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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與轉變

就業者和就學者的壓力源不相同，前者多來自於工作上的互動，後者則來自

於對專業的追求，工作表現不只是在發揮專長能力，更在掌握或創造機會，有些

受訪者就在壓力的衝擊下找到新的發展路徑，這些轉變有些來自於自發性的自

覺，有些則來自於重大事件，因應和轉變都是她們因應自己生命情境的需要。

受訪者 S02 本來是就讀醫藥相關學系，畢業後在親友們「大材小用」的疑慮

下，仍然忠於自己，依據自己的興趣而選擇到國小任教，她覺得從事自己有興趣

的事帶給她工作上的成就感，雖然她自述原本的數理才能無法發揮，但是她認為

應該忠於自己的價值觀，選擇讓自己快樂的工作，而非外界認為的「好的工作」。

比較特別的是，就在受訪者的工作漸趨穩定之時，她們心中又對缺乏同儕競

爭的環境產生焦慮，她們認為太安逸的環境對她們專業的發展是一種扼殺。受訪

者 D01 目前從事教職，但對穩定缺乏挑戰的工作卻有有許多的擔憂。

「我是覺得學舞蹈的人不要這麼快投入教育的行列，因為舞蹈最大的就是

創作，以及肢體上的表現，如果你太早走入教育的話，一定有失有得，你

投入教學，你會有成就，相對你的身體能力會一直退，會一直往下掉。（不

像第一線舞者這樣。）對對對，後來去外面跟人家競爭，去參加 audition

的話，你一絕對是第一個被淘汰的那個人。因為你的肢體能力就是沒有辦

法比得上那些常在跳舞、做一些技巧動作的舞者。所以這對一個舞者、學

跳舞的人來講，其實很傷。而且走入學校，你的工作算很穩定了，但是舞

蹈這種工作，是一直在創新，如果沒當舞者，你變成是在舞蹈界沒有辦法

前進、沒有辦法進步的人。我覺得很傷耶，接受的資訊會相對的減少很多。

第一線舞者出去巡迴，你可以和別的舞者接觸，脫離台灣的舞蹈圈，可是

你從事學校教育的話，就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些。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是阻力

呀。」

進入職場若干年後，許多受訪者的同儕或同事可能因為身分角色的不同而無

法再找到一個類同就學時與同專長的同儕競爭的工作環境，與其說是懷念競爭的

氛圍，倒不如說是對切磋及精進自己的企盼。然而，目前的就業市場競爭激烈，

僧多粥少，因此受訪者不像以往終身都從事同一職務，她們遭遇一些意外的機會

或際遇，導致她們脫離原有的資優領域，也讓她們的生涯發展和原領域發展者產

生分歧，讓她們生涯轉變的原因有四：環境的改變和機會、身分的改變、家人期

待和健康等。

1. 環境的改變與機會

對部分受訪者而言，就業環境的變化常迫使她們走上與原先預期不同的道



15

路，但關鍵在於受訪者是否視其為機會而勇於改變。受訪者 A16 因排斥升學，

在高中畢業後直接就業，中間歷經教職、工作室、任職於公司等工作，對她而言，

換工作不代表人生的不定性，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她自述現在的工作是一個跳

板。

資優學生在就學期間對自己的才能多半已有自覺，在出社會幾年後，若遇到

的環境或職場無法完全符合她們的才能或期望，她們會漸漸生出對社會的不適應

性與「龍困淺灘」的挫折感，此時，一旦有讓她們發揮才能的機會出現，她們會

勇於嚐試，尤其對單身的女性來說，年紀漸長但沒有家庭的考量，更讓她們願意

正面地看待環境的改變和調整自己的步伐。

2. 身分改變

為人妻、人母，對女性而言，是人生的里程埤，也是家庭生涯的開始，她們

不僅要面對更多的家庭體系，也要費心支持和經營自己的家庭，面臨子女教養等

相關問題。

受訪者 M16 在幾所大專院校擔任教職，她認為畢業、工作、結婚和生子是

截然不同的人生階段，考量的重心都不相同，在就學時，她根本沒有考慮到工作

的問題，到了生子後，剛生完小孩的她提到重心已調整到以子女為主。

受訪者 M18 是一位擁有二名子女的音樂教師，因為考量到要自行照顧小孩，

盡到母親的職責，因而與配偶商量，由她辦理留職停薪在家照顧二名幼兒，提到

過去的夢想，她說到：

「（和過去的學生時代相比, 您的夢想已有改變, 理由是?）當然改變啦，

因為學生時代的很多夢想已經沒辦法實現了呀，什麼當演奏家，唸博士光

宗耀祖之類的....只好變成一些符合現在情境的，例如：小孩乖乖吃飯之

類的。」

部分受訪者認為結婚生子是必然的選擇，但是附加在結婚生子背後要付出的

心力和生命重要事件排序的改變，往往不是她們事先可以預期或規劃的，因此，

當她們面對養育子女和事業取捨的問題時，往往感到矛盾與無力。

3. 家人期待

女性角色、職業和她們現有的工作性質不相符時，家人會希望她們從事傳統

的女性職業，如教師，以便兼顧家庭與工作，甚至於在學歷的考量上，部分父母

也會有學歷太高會嫁不出去的迷思。

受訪者 A17 擔任教職，在提到工作的選擇和進修的考量上，父母的意見佔



16

了很關鍵的地位。受訪者 A07 放棄教職改任網站設計師，沒有辦法得不到家人

的諒解，一方面因為工作時間不像教職一樣固定，另一方面，則是薪水的考量。

對資優女性來說，來自家人的期待是無法忽視的負擔，即使自組家庭後，父

母對子女的連繫仍然透過許多無形的方式產生影響，因為女性重視這些關連，因

而在做生涯抉擇時也會將家人期待列入考慮範圍。

4. 健康

和就學者不同，年紀漸大及身體狀況的變化對部分以肢體展演的就業者來說

是一種轉捩點，不僅是生理條件的改變，心理狀態的調適更是一大挑戰，因為意

謂著她們前二三十年來的努力，在健康或體力的考量下，促使她們選擇完全不一

樣的生涯。

受訪者 D12 家人從事烘焙業，雖然她對舞蹈情有獨鍾，但考慮到日後年紀

大了體力可能無法再負荷，同時，因為家裏也希望她能回家繼續家業，因而改變

她的舞蹈生涯，她目前兼職擔任學校的教師，提到轉變生涯的原因，她提到：

「我畢了業之後還是繼續有在ΟΟ教，一直到前年我就想說念一點書，所

以才回學校任職。後來就沒有時間教舞，因為教學還要準備課程的內容、

選曲、編舞，都是蠻耗時間體力的。體力也不行，比起那些高中職、專科、

體育學院畢業的老師，真的體力不行。……因為很多人要轉系是因為受傷

了，或者跟同學的相處過程不好，可是我都沒有。……我轉到生活應用科

學系，屬於家政的範疇，我剛講因為我國中的家政課被剝奪，所以我覺得

這一塊蠻有趣的。」

對舞蹈科的年輕資優女性來說，身體傷害和復健交錯並行是習以為常的事，

但有時隨著對未來年紀和體力的考量，有些受訪者會因而重新審視自己的未來期

待，甚至是回應先前經驗的缺憾或內在需求的呼喚，而調整自己的生涯走向。

伍、結論
Gilligan(1982)的「不同的聲音」，提醒我們應重視女性抉擇和發展與男性的

差異。從女性的角度出發，我們不應用一般人所定義的成功與否來評斷女性的生

涯決定，因為女性自有其世界觀和成就價值。

對本研究所追蹤的女性資優學生而言，就學者因仍在生涯探索的階段，她們

對生涯中所面臨的各種阻力及助力的看法，受到先前與成就相關的經驗、對成功

的期待和個人對經驗的詮釋影響較大；而已就業者，她們對生涯發展中所面臨的

各種阻力及助力的看法，則因為要執行在工作、家庭上所做的選擇和任務，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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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會考量環境條件、個人的信念、個人主觀的詮釋和價值觀等。

由生態系統的觀點來看，尚在就學的年輕女性，個人的因素（如能力和特質

等）、脈絡的因素（如家人期待）及互動的因素（如自我期待）相互牽制或加乘

效果，讓其生涯多元而不同，其阻力為個人特質和能力、自我期待和要求、家人

期待，以及經濟的壓力等；助力則大多來自個人的特質和能力、由家人、同儕和

師長所形成的支持系統，以及能力被肯定的成就感，而影響其轉變的因素為就業

前景，和健康因素等。至於已經進入職場或家庭的女性，生涯發展的阻力主要來

自於個人特質、自我期待和要求、家人期待、人際關係，以及經濟壓力等；助力

則來自於支持系統和「學有所用」的成就感，而影響其生涯轉變的因素為環境的

改變和機會、身分的改變、家人期待和健康的考量等。

人是脈絡互動下的產物，了解女性資優生的生涯發展，可以由文化的、結構

的和行動的角度來理解。本研究中，受訪者各自承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面對環

境自有不同的詮釋，有些人因為重大事件如：921,911、結婚生子和患病等而改

變對人生的觀感和生命重心的排序；有些人因為重要他人如：配偶、師長等而改

變。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們仍然擁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影響她們可以付諸

行動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即使無法改變處境，她們也自有一套取捨標準。而以往

認為資優女性成年後的「低成就」或「潛能未發揮」的看法，也要放在她們的環

境脈絡中，以她們的眼光及標準來做為評量的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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