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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ColleGo!) 

「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ColleGo!)是教育部為配合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適性揚才之政策

目標，規劃開發之系統, 主要是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帶來的兩大改變(第一個改變：學習歷程檔案、

第二個改變：選課輔導與課程諮詢)以及預期變化(以大學的選才需求為探索的起點)，以協助高中生

了解大學選才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資源與生涯發展路徑。 
網址：https://collego.edu.tw/ 

 

一、 多元能力(111.10.20 更新) 

能力類別 能力名稱 說明 

認知能力 

語文理解與表達 
能透過語文理解他人想法形成特定概念，且能

說明特定想法或因果關係。 

敏銳創造 

能覺察特定事件與觀念、理論之間的差異，且

能對事物進行拆解、組合、重新詮釋，呈現新

穎之處。 

邏輯推理 

能捕捉事物運作的規律或關聯性，歸納或是推

演不同事物的差異或因果關係，並得到特定理

解。 

數理科學 

能選擇適當的科學、數理知識或邏輯來思考問

題，依據科學規律正確地推演出答案或排列資

訊。 

記憶詮釋 

能識別、儲存、喚起多項資訊、數字、知識內

容，且能以多種方式組合這些訊息間的差異與

關聯。 

快速知覺與總結 

能從散落的資訊中，快速分辨與覺察具有意義

的訊息，且能歸納出要點、關聯、架構等概

念。 

空間定向 

能覺察環境、物體與自己的相對位置，辨別出

方向、維度，想像物體在移動或重新排列後的

外觀。 

同時多工 
能同時接收多個訊息，切換心力在不同的訊息

組合。 

專注力 投入心力在特定訊息及排除外部干擾。 

https://collego.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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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動作能力 手工操作 

能依據物體變化（如移動速度），快速地調整出

肢體反應，或以運用手部與手指進行精細動

作。 

體能 肢體力量與協調 
能使肢體快速連續彎曲、伸展或扭轉，呈現力

量與平衡，做出跳躍、衝刺、投擲動作。 

感官能力 

遠觀細察 

能在遠、近距離中能分辨、比較色彩差異，在

不同光線強度下能觀察物體大小、距離、移動

變化。 

聽覺辨識 

能在有干擾的情況下專注於聲音來源，分辨音

調、音量，並將不同強度的聲音轉為可辨讀的

語句。 

基本技能 

批判思考 

運用不同觀點對問題進行理性分析，對問題的

解決方法或結論，評估出優缺點、支持、反對

的意見。 

主動學習 

積極尋求新資訊用以掌握問題的前因、後果以

及預期影響，並依據各環節選擇適合的學習行

為。 

自省促進 
收集、評估自己或他人的表現，提出可改善及

調整的方法或採取行動。 

跨功能技能 

社會覺察與合作 
覺察並理解他人的感受或想法，並調整自己的

做法，配合他人來完成任務。 

說服協商 

提出觀點與他人商議或說服他人同意，以積極

的態度引導他人，達成共識、目標，或解決困

難。 

問題解決 
分析並預判問題的成因與後果，設想出合適的

解決方法及使用的工具。 

運作分析 

分析特定需求並規劃合適的運作流程，運用技

術調整、組裝、設定設備，讓設備及系統正常

運作。 

程式設計 
了解程式語法以及邏輯架構，撰寫、修改程

式，開發並設計系統。 

機械操作 

能監控設備或系統，按程序運行、排除故障，

且能進行修繕、更換零件，檢測產製成果的品

質。 

系統運作 

評估與分析系統的運作方式、效能，考慮運作

成本與效益，制定系統運作可改善或調整的方

式。 

資源管理 
分配及運用可支配的資源，調配人力、物力、

資源運作的合理性、平衡性，發揮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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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特質(111.10.20 更新) 

大特質 小特質 說明 

內外向 
主動積極 

常常主動提出特定見解，樂於付出活力與熱情投入特定問題、活動，引領

他人的行動。 

樂群敬業 總是表現活潑、傳遞熱情，主動參與活動，樂衷於與夥伴一同完成任務。 

情緒性 

自信肯定 
總是相信自己能達成目標，會肯定自身的優勢、長處，面對挫敗能較好的

調整情緒。 

開朗活潑 
總是正向樂觀的看待事物的發展，即使事件發展不如預期，也能保持接

納、能看見正向價值，常常表現自在、不膽怯。 

友善性 

親和接納 
總是願意關懷他人情緒與感受，樂於接納與照顧他人困擾與情緒，表現和

藹友善、易於親近。 

合作互助 
總是願意優先關照、包容他人的需求，在不同意見中尋求最大的合作可

能，優先尋求團體的共同價值，信任團體成員的指引。 

嚴謹性 

堅毅負責 
常常長時間專注投入於特定事物，排除干擾訊息，會對所承諾的事物，會

負起責任目標、執行到底，享受追求成就。 

深思力行 
常常追求事物的條理秩序，審慎確認事物的彼此關係，行事仔細考量後

果。 

開放性 

探究冒險 
常常樂於探索未知事物、能夠容忍陌生情境，樂於把困難視為一種挑戰，

在探索、挑戰未知中偏好看見自己的成長。 

變通開創 
常常對多種事物，表達熱情興趣，對於既有事物，進行拆解、重組，給予

新的理解與觀點，並且喜愛創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新事物。 

三、 生涯發展 

編號 類型 編號 類型 

1 主管職類 13 餐飲相關職類 

2 經營與財務運作相關職類 14 環境清潔與維護相關職類 

3 資訊與數學相關職類 15 個人照護與生活服務相關職類 

4 建築與工程相關職類 16 業務相關職類 

5 生命、物理與社會科學相關職類 17 行政支援相關職類 

6 社區與社會服務職類 18 農林漁牧相關職類 

7 法律相關職類 19 營造與鑽探相關職類 

8 教育、訓練、圖書館相關職類 20 設備裝修相關職類 

9 藝術、設計、娛樂、運動、媒體相關職類 21 生產製造相關職類 

10 健康照護醫療相關職類 22 交通運輸相關職類 

11 健康照護支援相關職類 23 軍職 

12 保護服務相關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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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興趣類型種類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心理學教授 John Holland，在 1959 年提出職業興趣理論，把人格特質與

職業興趣結合，分為六種類型：實用型(Realistic)、研究型(Investigative)、藝術型(Artstic)、社會型(Social)、
企業型(Enterprising)、事務型(Conventional)。他認為：人和環境可以依照不同的性質而區分為不同類

型，個人人格特質與他所選擇職業之間的適配程度，會影響他對工作的滿意、成就、適應以及穩定程

度，並提供量表來測驗個人的興趣類型。以下為 John Holland RIASEC 理論的六種類型說明： 
分類 說明 重視學群/學類 

實用型

(R) 

情緒穩定、有耐性、坦誠直率，他們通常直接行動而不

多言，喜歡在講求實際、需要動手的環境中依既定的規

則，一步步地製造出有實際用途的物品。對操作工具的

技術活動較有興趣，在生活中眼前的事重於對未來的想

像，較喜歡獨自做事。 

 學群：工程、生物資源、建築

設計、地球環境、醫藥衛生、

資訊 
 學類：機械工程、土木工程 

研究型

(I) 

善於觀察、思考、分析與推理，喜歡用頭腦依自己的步

調來解決問題，並追根究底。做事時，他們能提出新的

想法和策略，但對實際解決問題的細節較無興趣。喜歡

和有相同興趣或專業的人討論，否則寧願自己看書或思

考。 對數理化、生命科學學群有興趣。 

 學群：工程、生命科學、生物

資源、地球環境、醫藥衛生、

數理化、資訊 
 學類：生命科學、生物科技、

數學、化學、物理 

藝術型

(A) 

直覺敏銳、善於表達和創新。他們希望藉由文字、聲音、

色彩或形式來表達創造力和美的感受。喜歡獨立作業，

但不希望被忽略，在無拘無束的環境下工作效率最好。

生活的目的是創造不平凡的事務，不喜歡管人和被人管

朋友關係比較隨興。 

 學群：藝術、大眾傳播、外語、

文史哲、社會心理、建築設計 
 學類：藝術設計、表演藝術、

工藝、商業設計、服裝設計、

美術、音樂、舞蹈 

社會型

(S) 

對人和善，容易相處，他們關心自己和別人的感受，喜

歡傾聽和了解別人，也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去解決別人

的衝突，喜歡教導別人，並幫助他人成長。不愛競爭，

喜歡大家一起作事，一起為團體盡力。交友廣闊，關心

別人勝於關心工作。 

 學群：大眾傳播、外語、法政、

管理、遊憩運動、文史哲、社

會心理、醫藥衛生、教育 
 學類：特殊教育、社會工作、

幼兒教育、輔導諮商、宗教 

企業型

(E) 

精力旺盛、好冒險競爭，他們做事有計畫並立刻行動。

不願花太多時間仔細研究，希望擁有權力去改善不合理

的事。他們善用說服力和組織能力，希望自己的表現被

他人肯定。他不以現階段的成就為滿足，也要求別人跟

他一樣努力。 對法政學群有興趣。 

 學群：法政、管理、遊憩運動、

財經 
 學類：法律、政治 

事務型

(C) 

個性謹慎，做事講求規矩和精確。喜歡在有清楚規範的

環境下工作。他們做事按部就班、精打細算，給人的感

覺是有效率、精確、仔細、可靠而有信用。他們的生活

哲學是穩紮穩打，不喜歡改變或創新，也不喜歡冒險或

領導。 

 學群：財經 
 學類：財務經融、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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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興趣類型－實用型 (Realistic) 

實用型(R) 
情緒穩定、有耐性、坦誠直率，他們通常直接行動而不多言，喜歡在講求實際、需要動手的環境

中依既定的規則，一步步地製造出有實際用途的物品。對操作工具的技術活動較有興趣，在生活

中眼前的事重於對未來的想像，較喜歡獨自做事。 
分類 說明 

科技設計(RA) 

對電腦與藝術結合的工作興趣特別濃厚，喜歡自己動手作出東西來，偏好實用性

與應用性的技能活動；喜好以電腦、機械、儀器、多媒體、光碟、網頁、及美工

素材來展現創意才華與和諧之美。和純藝術型的人相較，情緒較穩定、有耐性；

坦誠直率，獨立、充滿創意，行為舉止較有個性，較不喜歡受到限制。 

生產品管(RC) 

個性傾於內向、可靠、講求實際。不善與人交際、不喜歡公開演說或表演，喜歡

使用機器等工具來處理生產、製造、技術的事務。偏好"實用性"與"應用性"的技

能或活動，有著腳踏實地、堅持到底、非把工作做好不可的精神。重秩序感，物

品擺放清楚有序，講求一定的行事法則，凡事都能計畫妥當，喜歡具體明確、有

階段性、可按部就班、依序完成的工作內容。對交辦事項要求說明清楚，讓自己

能獨立去完成，份內的事會自動做好；但較不喜歡接受臨時交辦、需急促完成及

多變化的事務。希望未來能在環境安定、上班時間固定的機構及單位中工作。 

技術管理(RE) 

願意與人溝通交換意見，喜歡在生產、製造、或專業產品的工作環境中從事管理

的工作，會依原訂規範努力以赴，以獲得預定的成果。生活以實用為重，實事求

是，著重對眼前事務的解決，依據未來的目標而訂定目前的方向。比較喜歡自己

經營及領導中小型技術生產方面的企業，希望自己能處理工作中的各項事務。 

理工科技(RI) 

喜歡獨立完成工作，尋求自已的發揮空間，擅於使用機械、儀器或手藝來展現能

力，喜歡在講求實際、明確、需要動手的環境中工作。從實務操作中獲取經驗，

並以邏輯分析的方法，深思熟慮、有系統且耐心地解決問題，或製造新的物品。

故不喜歡在匆促間做決定。較不喜歡頻繁的人際互動，在溝通時多聽而少說。討

論時意見不多，有話直說、不善修飾言詞；但若遇爭執時，願意整合大家的意見

或配合多數人的意見而不堅持。 

科技服務(RS) 

喜歡從事與機械或技術相關的工作，但並不願終日埋首於此，他們志在機構及單

位中，從事與教育訓練或服務性的工作；習於以一對一的方式，有耐心地協助他

人學習及處理技術方面的問題。因為同時對技術與人群都有興趣，生活以實用為

重，實事求是，著重對眼前事務的解決，對未來較少去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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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興趣類型－研究型 (Investigative) 

研究型(I) 
善於觀察、思考、分析與推理，喜歡用頭腦依自己的步調來解決問題，並追根究底。做事時，他

們能提出新的想法和策略，但對實際解決問題的細節較無興趣。喜歡和有相同興趣或專業的人討

論，否則寧願自己看書或思考。 對數理化、生命科學學群有興趣。 
分類 說明 

生醫環境(IA) 

好奇心強，樂於嘗試新鮮事務；喜歡觀察、思考，探討理論或科學的問題，能在

研究發展新的理論模式或策略有好的表現。工作時會找出問題重點及提出解決方

案，觀察紀錄別人的工作方式，喜歡規劃，但對實際解決問題的細節較無興趣，

工作和思考學習的過程中不喜歡被打擾。喜歡自在的生活，不喜歡時間壓力，也

不喜歡過多的責任或干預。適合擔任幕僚或顧問的角色，能替別人解決工作上的

問題。喜歡獨立作業，不喜多言但會適時提出建言，為人隨興而致，心中雖有堅

持卻遇到爭執時會為配合而妥協。有時可能因思慮過多而難下決定。 

數學統計(IC) 

不喜歡冒險；善於觀察分析與推理，思考周詳，喜歡從事研究及問題解決的活

動，對精確的數字預測和分析、資訊管理都頗感興趣，會努力研讀及修習相關的

課程，擅長提出問題的重點與建議解決的方案，但不想扮演決策者的角色。與人

相處和順而不主動，做事認真負責；喜歡和興趣相投的人討論相關議題。 

管理科學(IE) 

喜歡研究觀察，有領導團隊的興趣，希望在社團或班級中成為幹部，做事有計畫

肯努力，在團體中能熱絡地與他人談話。由於對研究發展及市場經營都很有興

趣，所以喜歡發展實用且具有利潤的產品，並努力拓展銷路，證明產品的價值。

不精於儀器、實驗或手藝等事務，工作時將可擔任在研發設計部門和行銷部門之

間的協調溝通的角色。 

科技研發(IR) 

喜歡手腦並用、追根究底、有效率地完成工作或實驗。會去觀察別人做事的方

法，並以邏輯分析的方式，深思熟慮、有系統地解決問題，或製造新的物品。較

偏重於研究或新產品的開發，處理問題常有獨到的見解，不喜歡受別人的指揮或

干涉。喜歡自然科學，由於注重本身智能的成長，喜歡接近令他們感興趣的專業

人士，以獲得學習的機會，對自己喜歡的事物會全心投入學習。不刻意追求冒

險、較不喜歡擔任領導或依規定太多的工作。有時會顯得猶豫不決，也不喜歡頻

繁的人際活動，不太在乎別人的看法，但若遇爭執時，會願意配合多數人的意見

而妥協。 

身心保健(IS) 

喜歡觀察紀錄事物，行為與思考有時以研究規劃為導向，關懷生命，有興趣於生

物及人類行為的研究並與別人討論。頗熱衷人際關係的問題或新的管理方式，在

工作時常會提出問題解決方案，但不喜歡扮演決策或執行的角色。喜歡融入人

群，樂觀而不喜歡競爭，人際關係良好，擅於傾聽與幫助別人，是個好的支援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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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興趣類型－藝術型 (Artstic) 

藝術型(A) 
直覺敏銳、善於表達和創新。他們希望藉由文字、聲音、色彩或形式來表達創造力和美的感受。

喜歡獨立作業，但不希望被忽略，在無拘無束的環境下工作效率最好。生活的目的是創造不平凡

的事務，不喜歡管人和被人管朋友關係比較隨興。 
分類 說明 

設計執行(AC) 

直覺敏銳和創新。多以文字、聲音、色彩或形式來表達創造力和美的感受。創作

方式較細膩、素淨與次序感，喜歡獨立作業，但不要被忽略，做事認真負責且有

始有終，但有時也受情緒影響。和純藝術型的人相比較有現實感，在想法與作法

上較採取實用性、低風險的方式。個性謹慎不喜歡公開發表言論；和朋友的關係

良好，但較少主動發展友誼。 

創意企劃(AE) 

喜歡以文字、聲音、色彩或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有敏銳的觀察力；對

新鮮的事物很感興趣，力求改變，重視自己的表現和對機構的貢獻。和純藝術型

的人相比，他們較有組織能力與現實感，也較擅長規劃和解決問題。追求自由自

在不受拘束的生活、重視個人創意和自我主張。喜歡從事實用或典型藝術方面的

工作；不喜歡受工作時間和環境的限制，喜歡獨立作業，但也希望得到別人的肯

定和重視，頗適合成立個人工作室，有時會希望成為團體的領導人物。 

美術設計(AI) 

直覺敏銳，興趣廣泛，不喜多言，為人隨興而致，喜歡從事抽象、設計創造等方

面的工作，而對於依規章辦事的工作或固定上班的工作則較難接受。喜歡規劃，

適合扮演顧問角色，能提出具有創意的評論，提供他人改進。對藝術方面或對數

理實驗很有興趣，但對實際去解決問題的細節較無興趣，自己思考而不想受別人

的指引，喜歡自由揮灑發揮藝術天份，生活的目的就是創造不平凡的事物。但有

時陳義過高，無法一氣呵成。 

建築設計(AR) 

喜歡獨自動手從事藝術創作，慣於用電腦、機械、儀器、多媒體、網頁、及美工

素材來展現他們的創意才華與和諧之美。喜歡觀察，對具體的結構之美特別有興

趣。想法不受傳統限制，有創意，慣於思考物品的更多用途，獨立完成作品，享

受其中的成就感，並希望獲得他人的喜歡、欣賞，不要被忽略。生活品味與行為

舉止較有個性，生活隨興而較不重視規範。較不喜歡公開發表言論，與朋友交往

亦較不多言。 

媒體傳播(AS) 

直覺敏銳、對人和善。善於表現和創新，感覺細膩且豐富，情緒表達明顯。喜歡

處理人的事情，關心社會事務與人群的變化，特別是對人有幫助的事情。喜歡熱

鬧，擅長以文會友，與人的相處和諧。與兒童青少年相處頗有耐心，會依需要設

計相關活動與課程。喜歡直覺思考與分析，對機器與實驗操作較無興趣。喜歡接

觸新鮮的事物，接受挑戰。有良好的表達能力，喜歡用文字、聲音或色彩或形式

來表達創造力與美的感受，並帶給別人快樂。好惡分明且有自信，極有個人風

格。認為慢工出細活所以不講求精確效率，喜歡在無拘無束的環境中工作，較不

喜歡嚴格的作事規範。只在乎他在意人士的意見，不太在意一般人的看法；生活

隨性而不拘小節，雖不喜歡受約束，但仍能在規範中自闢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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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興趣類型－社會型 (Social) 

社會型(S) 
對人和善，容易相處，他們關心自己和別人的感受，喜歡傾聽和了解別人，也願意付出時間和精

力去解決別人的衝突，喜歡教導別人，並幫助他人成長。不愛競爭，喜歡大家一起作事，一起為

團體盡力。交友廣闊，關心別人勝於關心工作。 
分類 說明 

人文社會(SA) 

對人和善、心思細膩、感情豐富，思考敏捷，喜歡處理人的事情，對周遭環境和

社會人群的現象也很關心，特別是對人有幫助的事，對教育工作頗感興趣；在意

別人的想法注重人際關係的和諧。喜歡帶給別人歡笑，對團體活動興趣頗高。與

兒童或青少年相處有耐心，也會參與相關活動與課程的設計。看重提昇自我與協

助弱勢團體之事，擅長傾聽別人的心聲，為人分憂解勞，照顧別人。對新鮮的事

很感興趣，關心的議題廣泛但不喜歡深入研究。重視個人與群體的契合程度，喜

歡直覺思考與分析，相較之下對機器與實驗操作較無興趣。 

商業服務(SC) 

會替他人設想，在乎別人的感受，和朋友關係良好但較少主動與人攀談。喜歡與

人共事，服務他人，協助人們解決行政上的事務。為人自律有節。做事認真負

責，有始有終，講求規矩精確，條理分明，行事仔細，會替自己安排一個清楚的

工作順序，依法辦事。由於個性較謹慎保守，不能忍受冒險、變動、競爭，也不

擅長創意與設計，所以較不刻意追求獨當一面創業或擔任高階主管。喜歡在一個

有組織、有保障且福利好的機構中，從事服務、教學與人事等與人相關的工作。 

教育訓練(SE) 

好奇心強，關心自己和別人的感受，重視個人與群體間的契合程度，人際關係良

好。積極、精力充沛，不喜歡拖泥帶水，希望擁有權力去改善不合理的事。喜歡

和人一起工作，會激勵同仁跟他一起努力，並期待自己能受到他人肯定，甚至成

為團體中的焦點人物。對新鮮的事很感興趣，關心的議題廣泛，但對器械生產製

造技術則較無興趣。與純社會型的人相比，他們較願意去領導團體。他們喜歡在

為人服務的單位中，從事管理或教育行政管理等相關工作。 

心理研究(SI) 

重視生命的關懷，樂於與人分享，有時甚至好為人師。常考量他人的感受或建議

而調整態度與做法。喜歡瞭解與接觸人群，對人際關係的問題頗為熱衷，並與別

人討論。擅於傾聽與幫助別人，樂觀而不喜歡競爭，人際關係良好。喜歡追根究

底，觀察理論的實施與結果近而探究理論。由於願意參與團隊工作，也能獨立作

業，所以是工作上的好夥伴。 

健康促進(SR) 

喜歡與技術和服務相關的事物，與人相處還算融洽，關心自己和別人的感覺；由

於同時對技術與人群都有興趣，所以志在機構及單位中，從事與教育訓練或服務

客戶的工作；喜歡以團體教授的方式，協助他人學習及處理技術方面的問題。生

活以實用為重，實事求是，著重解決眼前事務，較少憂慮未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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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興趣類型－企業型 (Enterprising) 

企業型(E) 
精力旺盛、好冒險競爭，他們做事有計畫並立刻行動。不願花太多時間仔細研究，希望擁有權力

去改善不合理的事。他們善用說服力和組織能力，希望自己的表現被他人肯定。他不以現階段的

成就為滿足，也要求別人跟他一樣努力。 對法政學群有興趣。 
分類 說明 

廣告公關(EA) 

對自己有興趣的事會有計畫去達成目標；與別人合作時愛扮演領導者或決策者角

色，希望成為團體中有影響力的人物，有創意、自主甚強、不喜歡被人管；慣於

表達、說服，重視自己的表現。和純企業(E)型的人相比，他們的想法頗有彈

性，不會一成不變。 

執行管理(EC) 

慣於表達、說服，喜歡成為團體中的領導者，重視工作的成果，行事有計畫、按

部就班、負責、認真且有始有終。謹慎有計畫地分配、規劃與運用金錢。重秩序

感、生活作息規律。喜歡直覺思考、分析及創意設計，喜歡具體、可看得到、可

掌握及應用性的工作，對於企劃、財務及銷售細節有興趣，善於管理財務與產物

流通有關的工作。喜於團隊合作中，擔任有關銷售、市場及管理的決策者。 

政治經濟(EI) 

做事有計畫，對市場經營及研究發展都很感興趣。不喜歡囿於傳統與固定的事

務，喜愛接觸新奇事務或科技，能提出新的想法和策略。對自己的想法很有自

信，不願意接受太多的指引，但為了使事情更圓滿會願意與人討論，希望能得到

他人的肯定。在團體中能與他人維持熱絡的關係。 

科技管理(ER) 

慣於說服，人際關係良好，喜歡製造話題來為團體營造氣氛。實事求是，關心績

效與表現；著重對眼前事務的解決，對未來較少去想像，能果決並努力工作，並

且重視團體與個人間的契合程度。喜歡從事生產、製造、及專業產品的行銷工

作，由於自主性高，比較喜歡自己經營從事生產的企業、獨當一面擔任企業生產

部的主管、或經營管理、決策者的職務。 

服務管理(ES) 

喜歡表達、說服，以工作為導向，喜歡清楚的工作順序，關心績效與表現，但也

重視個人與群體間的契合程度，樂於人際互動，希望服務人群，人際關係良好；

認識別人的長處以有利於分工可達到最大效益，喜歡與人合作，並希望自己能成

為團體中的焦點人物。對新鮮的事很感興趣，關心的議題廣泛，喜歡直覺思考與

分析。他們志在與人有關的服務機構中，擔任著經營、管理與決策等相關職務，

協助機構謀取合理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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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興趣類型－事務型 (Conventional) 

事務型(C) 
個性謹慎，做事講求規矩和精確。喜歡在有清楚規範的環境下工作。他們做事按部就班、精打細

算，給人的感覺是有效率、精確、仔細、可靠而有信用。他們的生活哲學是穩紮穩打，不喜歡改

變或創新，也不喜歡冒險或領導。 
分類 說明 

金融行銷(CA) 

個性謹慎，做事認真、負責。喜歡按部就班而有效率的工作。能將混亂的工作理

出頭緒來，並找出更有效率處理的方法，適合提供各種幕後的協助與支援。與純

事務(C)型的人相比﹐顯得較有彈性﹐但不喜歡冒險及戲劇化的改變，所以適合

多樣性的工作來表現特長。 

金融財管(CE) 

個性謹慎，腳踏實地，做事專注，認真且有始有終。喜歡物歸原位，保持乾淨，

有規律的生活作息。會謹慎地、有計畫的分配、規劃與運用金錢，不隨便投注風

險。喜歡具體、可掌握、有清楚的工作順序及應用性的工作。他們是以工作為導

向，處理事情很有耐心，但也很堅持已見，對於自己份內的事會努力完成，然除

非對方提出需要，較少主動去協助他人。對企業、計畫、財務及銷售相關細節非

常有興趣，喜歡與財務執行、產銷流通及行政有關，且上下班時間固定的工作。 

會計統計(CI) 

個性謹慎，思考細緻，與人相處和順但不主動，做事講求精確，對於品質管制與

稽核工作頗感興趣，對於團體交辦的事及分配的工作，能按部就班、一步步地完

成，因此喜歡參與執行步驟、時間進度都已有詳盡規劃的研究方案。喜歡在有組

織有保障且福利好的機構中工作。 

資訊管理(CR) 

個性傾於內向、可靠、講求實際，慣於處理文件、表冊或品管方面的事務。偏好

"實用性"與"應用性"的技能或活動，有著腳踏實地、堅持到底、非把工作完成不

可的精神。重秩序性，物品擺放清楚有序，講求一定的行事法則，凡事都能計畫

妥當，喜歡具體明確、有階段性、可按部就班、依序完成的工作內容，對交辦事

項要求說明清楚，讓自己能獨立去完成，份內的事會自動做好；但較不喜歡接受

臨時交辦、需急促完成及多變化的事務。希望未來能在環境安定、上班時間固定

的機構中工作。 

金管服務(CS) 

喜歡數字圖表勝於文字，細心、做事有條理，喜歡清楚的工作順序，認真負責、

有始有終、奉公守法，易獲得他人信任，喜歡與人共事。愛乾淨整齊，為人自律

有禮貌，願意服務他人，在乎別人的感受，和朋友關係良好，有著忠心死黨。由

於較不喜歡競爭、冒險與變動，也不擅長創意與設計，所以不願意獨當一面創業

或管理。喜歡在一個有組織、有保障且福利好的機構中，從事帳務與檔案管理等

服務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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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UCAN 職場共通職能項目及說明 

為有效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能更有目標、動機的加強其職場就業相關職能， 教
育部推出「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niversity Career and Competency Assessment Network,簡稱

UCAN)，結合職業興趣探索及職能診斷，以 貼近產業需求的職能為依據，增加學生對職場的瞭

解，並透過職能自我評估，規劃自我能力養成計畫， 針對能力缺口進行學習，以具備正確的職場職

能，提高個人職場競爭力。 
UCAN 網址：https://ucan.moe.edu.tw/Account/Login.aspx 
職場共通職能項目路徑：首頁游標移至職能與職業查詢→點選職場共通職能查詢 

  

https://ucan.moe.edu.tw/Account/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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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共通職能項目可分為溝通表達、持續學習、人際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新、工作

責任及紀律以及資訊科技應用，共八項，以下將說明各項主要指標、相關知識技能與相關活動： 

一、 溝通表達 

 透過口頭、書面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使他人瞭解，並努力理解他人所傳達的資訊。 

主要指標 

1. 工作上與人談話時，能先確認彼此的主題與目的。 

2. 與人談話時，能專注傾聽觀察對方傳達的訊息，即使他人和自己意見不相同，仍然樂於傾聽接納。 

3. 會依據不同對象，運用適當方法技巧，清楚表達訊息及進行對話。 

4. 能夠正確解讀工作相關文件，如文字或圖表資料、技術文件、測試報告等。 

5. 能夠使用正確的文法、格式或邏輯製作符合組織或工作所要求之書面資料。 

6. 能對不同對象，能以書面方式適切地陳述欲表達之訊息。 

7. 運用組織或工作所要求之外語能力進行資訊溝通傳達。 
相關知識技能 

口語表達技巧 肢體語言表達技巧 談判技巧 
口語簡報技巧 資料收集及分析 簡報製作技巧 
企劃書撰寫技巧 寫作技巧 溝通表達 

相關活動 

1. 參與各類社團的運作或擔任幹部。 

2. 參加校內外簡報、演說或討論活動。 

3. 經常寫作，紀錄個人心得，例如筆記、學術文章、專題報告、部落格文章、文學創作。 

4. 參加說故事、辯論、廣播等活動，練習表達。 

5. 參加讀書會、經典著作研討會等閱讀活動。 

6. 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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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持續學習 

 了解能力發展的重要性，並能探索、規劃和有效管理自身的能力，並保持繼續成長的企圖心。 

主要指標 

1. 能夠持續表現出對學習新事物及知識技能的好奇心。 

2. 能明確掌握個人職涯發展所需知識、技能和必要條件。 

3. 能夠對自己能力的成長訂定具體目標 

4. 了解並進行職涯發展上所需的持續學習和訓練。 

5. 能夠持續因應產業趨勢進行專業能力發展 。 

6. 能從與他人的互動中，汲取正面有益的經驗。 

7. 持續應用各種方法及管道提升自己的能力。 
相關知識技能 

生涯規劃 目標管理 持續學習 
時間管理 終身學習  

相關活動 

1. 能夠持續表現出對學習新事物及知識技能的好奇心。 

2. 能明確掌握個人職涯發展所需知識、技能和必要條件。 

3. 能夠對自己能力的成長訂定具體目標 

4. 了解並進行職涯發展上所需的持續學習和訓練。 

5. 能夠持續因應產業趨勢進行專業能力發展 。 

6. 能從與他人的互動中，汲取正面有益的經驗。 

7. 持續應用各種方法及管道提升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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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際互動 

 依不同情境，運用適當方法及個人風格，與他人互動或共事。 

主要指標 

1. 能以同理心主動瞭解他人的需求與感受，藉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2. 能夠分析自己的領域，主動找出需要建立或改善的重要關係。 

3. 會尋找或製造機會去接觸他人，並與其建立人脈關係。 

4. 工作時對於能提供資訊或協助的人會主動表達善意。 

5. 工作上能提供他人協助及支持，以建立彼此未來的互惠合作關係。 

6. 會運用適當方法有系統地管理人脈資源。 
相關知識技能 

溝通協調 衝突管理 人脈管理 
傾聽技巧 情緒管理 人際互動 
人際心理 同理心  

相關活動 

1. 透過書報雜誌、傳播媒體、旅行、日常生活的觀察，探索多元生活環境與接觸不同領域及文化

的人。 

2. 參加校內外之有益身心活動，增進與他人(家人、師長、朋友、同學、陌生人)互動。 

3. 參與學科或主題的討論(如團體討論、讀書會、演講活動)分享個人觀點並提供他人回饋。 

4. 參與服務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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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團隊合作 

 能積極參與團隊任務，並與團隊成員有良好互動，以共同完成目標。 

主要指標 

1. 能夠以團隊目標為優先，支持團隊的決定。 

2. 積極參與團隊並真誠地表達個人的看法。 

3. 對於團隊成員提出的意見能夠給予建設性的回應。 

4. 真誠地重視團隊成員的意見和專業知識，願意向其學習。 

5. 會以正面的話語來談論團隊成員，不會背地批評。 

6. 能將個人喜好排除，在必要時調整自己的角色或行為。 

7. 能夠與團隊成員共同解決問題並承擔責任。 
相關知識技能 

目標管理 溝通技巧 團隊建立 
領導技巧 激勵理論與技巧 衝突管理 
團隊合作   

相關活動 

1. 參與各類社團的運作或擔任幹部。 

2. 參與各類學習分組專案。 

3. 參與團體活動或競賽。 

4. 主持會議或活動。 

5. 參加學校專題研究或產學合作計畫。 

6. 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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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問題解決 

 遇到狀況時能釐清問題，透過系統化的資訊蒐集與分析，提出解決方案。 

主要指標 

1. 系統化的收集與所發生狀況相關的資訊。 

2. 能夠根據事實證據、謹慎評估並合理判斷可能的問題所在。 

3. 能夠以系統化的方式釐清問題。 

4. 透過各種管道蒐集相關資料及意見，提供解決問題的各種可能方案。 

5. 能夠評估各種解決方案的利弊，找出最佳問題解決方案。 

6. 為可能發生的問題預作準備，找出解決問題可能需要的資訊。 
相關知識技能 

獨立思考 批判性思考 問題分析能力 
邏輯能力 問題解決  

相關活動 

1. 經常閱讀。 

2. 參加專題競賽或研究。 

3. 從事思考類休閒活動，如圍棋、象棋、跳棋。 

4. 養成動手做的習慣。 

5. 參加圖書館資訊檢索研習課程，熟悉資訊檢索策略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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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創新 

 在有限的資源下，不侷限既有的工作模式，能夠主動提出新的建議或想法，並落實於工作中。 

主要指標 

1. 能評估原來的作法，並提出有效改善、簡化服務、制度和流程的方法。 

2. 不會侷限於原有的作法，能夠嘗試用新的方式達成目標或解決問題。 

3. 能夠蒐集、分析及組織各方意見與想法，並提出嶄新的觀點或見解。 

4. 能提出新穎且具體可行的產品或服務構想。 

5. 能夠想像及預測可能的新趨勢及發展。 

6. 能夠在任務進行中保持彈性。 
相關知識技能 

組織能力 創意思考 問題分析 
分析歸納能力 觀察 創新 

相關活動 

1. 廣泛閱讀。 

2. 涉獵世界產經趨勢發展資訊。 

3. 參加校內外各類專題競賽、創業競賽、設計發明競賽。 

4. 常在日常活動中發想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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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作責任及紀律 

 瞭解並執行個人在組織中的責任，遵守組織及專業上對倫理、制度及誠信的要求。 

主要指標 

1. 能夠認同組織的目標或價值，並積極為組織的利益努力。 

2. 能了解並積極完成自己應負責的工作任務及確保產出品質。 

3. 了解並確實遵循組織的紀律、制度與工作規範。 

4. 能注意確保個人的工作安全與身心健康。 

5. 找出自我排解壓力的適當方式，並勇於承擔需要面對的壓力。 

6. 了解並遵循組織倫理及各部門及人員合理的互動關係與方式。 

7. 以誠信為行事原則，瞭解違反組織及專業上的道德法律標準之後果，並落實責任與紀律於日常工

作表現。 
相關知識技能 

工作倫理 誠信 職場安全 
健康管理 職場道德 公民教育 

工作責任及紀律   
相關活動 

1. 透過企業參訪、企業實習、短期工讀，體驗工作環境。 

2. 參與各類社團的運作或擔任幹部。 

3. 關心新聞時事案例與人權、法律議題。 

4. 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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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資訊科技應用 

 運用各行業所需的資訊技術工具，有效存取、管理、整合並傳遞訊息。 

主要指標 

1. 能夠依據不同的情況，判斷並選擇使用/運用資訊科技工具，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務。 

2. 透過網路瀏覽和檢索資訊，經過篩選與衡量後，進一步管理、儲存及分析資料。 

3. 能有效運用資訊科技工具，產出數位內容(如文字、照片、影像)，以符合組織或工作任務之要求。 

4. 能依據不同的狀況與情境，使用適當的資訊科技工具與他人進行溝通及互動。 

5. 瞭解使用資訊/數位內容版權與授權的規範。 

6. 瞭解數位環境中存在的風險及威脅，並以適當的措施保護個人資料及使用裝置之安全。 

7. 能夠透過使用資訊科技工具解決自己碰到的問題或找出相應的解決方法。 

8. 能將產業的相關知識與資訊科技工具結合，並應用在工作任務上。 

相關知識技能 
文書軟體使用 試算表使用 簡報工具使用 
資料庫應用 資訊倫理 電子郵件使用 
網路基本知識 資料儲存與管理 個人裝置防護 

相關活動 

1. 參觀資訊展或電腦展，了解資通訊科技(ICT)發展趨勢。 

2. 利用資訊網路工具進行資料蒐集。 

3. 運用網路工具與他人聯繫互動。 

4. 運用電腦管理個人檔案及製作報告、文件、作品。 

5. 參加校內外相關電腦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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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O-NET OnLine(美國國家職業資訊網) 
美國國家職業資訊網(The Occupational Informaiton Network, O*NET)，由不同行業的職業資料所

組成，您可查詢近 11,000 項職業之工作資料包含 1.個人執行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識要求；2.個人特

徵(能力、興趣以及工作價值觀)；3.經驗要求；4.職位要求；5.職業前景和薪級水準。相關資訊可用

於商業、教育、求職、人力資源專業人士以及官方勞動力投資之參考。 
網址：https://www.onetonline.org/ 
項目路徑：首頁游標移至 Advanced Search→點選 Abilities, Knowledge, Skills 

 

  

https://www.onet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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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ies 
(Enduring attributes of the individual that influence performance) 

 

1. Cognitive Abilities : Abilities that influence the acquis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in problem 
solving. 
(1) Category Flexibility－The ability to generate or use different sets of rules for combining or grouping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 
(2) Deductive Reasoning — The ability to apply general rules to specific problems to produce answers 

that make sense. 
(3) Flexibility of Closure —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or detect a known pattern (a figure, object, word, or 

sound) that is hidden in other distracting material. 
(4) Fluency of Ideas — The ability to come up with a number of ideas about a topic (the number of ideas 

is important, not their quality, correctness, or creativity). 
(5) Inductive Reasoning — The ability to combine pieces of information to form general rules or 

conclusions (includes finding a relationship among seemingly unrelated events). 
(6) Information Ordering — The ability to arrange things or actions in a certain order or pattern according 

to a specific rule or set of rules (e.g., patterns of numbers, letters, words, pictures,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7) Mathematical Reasoning — The ability to choose the right mathematical methods or formulas to 
solve a problem. 

(8) Memorization — The ability to remember information such as words, numbers, pictures, and 
procedures. 

(9) Number Facility — The ability to add, subtract, multiply, or divide quickly and correctly. 
(10) Oral Comprehension — The ability to listen to and understand information and ideas presented 

through spoken words and sentences. 
(11) Oral Expression —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and ideas in speaking so others will 

understand. 
(12) Originality — The ability to come up with unusual or clever ideas about a given topic or situation, or 

to develop creative ways to solve a problem. 
(13) Perceptual Speed — The ability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comp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sets of letters, numbers, objects, pictures, or patterns. The things to be compared may be presented at 
the same time or one after the other. This ability also includes comparing a presented object with a 
remembered object. 

(14) Problem Sensitivity — The ability to tell when something is wrong or is likely to go wrong. It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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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involve solving the problem, only recognizing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15) Selective Attention — The ability to concentrate on a task over a period of time without being 

distracted. 
(16) Spatial Orientation — The ability to know your loc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or to know 

where other objects are in relation to you. 
(17) Speed of Closure — The ability to quickly make sense of, combine, and organize information into 

meaningful patterns. 
(18) Time Sharing — The ability to shift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wo or more activities o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such as speech, sounds, touch, or other sources). 
(19) Visualization — The ability to imagine how something will look after it is moved around or when its 

parts are moved or rearranged. 
(20) Written Comprehension — The ability to read and understand information and ideas presented in 

writing. 
(21) Written Expression —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and ideas in writing so others will 

understand. 

2. Physical Abilities : Abilities that influence strength, endurance, flexibility,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1) Dynamic Flexibility — The ability to quickly and repeatedly bend, stretch, twist, or reach out with 

your body, arms, and/or legs. 
(2) Dynamic Strength — The ability to exert muscle force repeatedly or continuously over time. This 

involves muscular endurance and resistance to muscle fatigue. 
(3) Explosive Strength — The ability to use short bursts of muscle force to propel oneself (as in jumping 

or sprinting), or to throw an object. 
(4) Extent Flexibility — The ability to bend, stretch, twist, or reach with your body, arms, and/or legs. 
(5) Gross Body Coordination — The ability to coordinate the movement of your arms, legs, and torso 

together when the whole body is in motion. 
(6) Gross Body Equilibrium — The ability to keep or regain your body balance or stay upright when in 

an unstable position. 
(7) Stamina — The ability to exert yourself physically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 without getting winded 

or out of breath. 
(8) Static Strength — The ability to exert maximum muscle force to lift, push, pull, or carry objects. 
(9) Trunk Strength — The ability to use your abdominal and lower back muscles to support part of the 

body repeatedly or continuously over time without "giving out" or fatiguing. 

3. Psychomotor Abilities : Abilities that influence the capacity to manipulate and control objects. 
(1) Arm-Hand Steadiness — The ability to keep your hand and arm steady while moving your arm or 

while holding your arm and hand in one position. 
(2) Control Precision — The ability to quickly and repeatedly adjust the controls of a machine or a vehicle 

to exact positions. 
(3) Finger Dexterity — The ability to make precisely coordinated movements of the fingers of one or 

both hands to grasp, manipulate, or assemble very small objects. 
(4) Manual Dexterity — The ability to quickly move your hand, your hand together with your arm, or 

your two hands to grasp, manipulate, or assemble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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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ultilimb Coordination — The ability to coordinate two or more limbs (for example, two arms, two 
legs, or one leg and one arm) while sitting, standing, or lying down. It does not involve performing 
the activities while the whole body is in motion. 

(6) Rate Control — The ability to time your movements or the movement of a piece of equipment in 
anticipation of changes in the speed and/or direction of a moving object or scene. 

(7) Reaction Time — The ability to quickly respond (with the hand, finger, or foot) to a signal (sound, 
light, picture) when it appears. 

(8) Response Orientation — The ability to choose quickly between two or more movements in response 
to two or more different signals (lights, sounds, pictures). It includes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 correct 
response is started with the hand, foot, or other body part. 

(9) Speed of Limb Movement — The ability to quickly move the arms and legs. 
(10) Wrist-Finger Speed — The ability to make fast, simple, repeated movements of the fingers, hands, 

and wrists. 

4. Sensory Abilities : Abilities that influence visual, auditory and speech perception. 
(1) Auditory Attention — The ability to focus on a single source of sound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distracting sounds. 
(2) Depth Perception — The ability to judge which of several objects is closer or farther away from you, 

or to judge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 and an object. 
(3) Far Vision — The ability to see details at a distance. 
(4) Glare Sensitivity — The ability to see objects in the presence of a glare or bright lighting. 
(5) Hearing Sensitivity — The ability to detect or te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unds that vary in pitch 

and loudness. 
(6) Near Vision — The ability to see details at close range (within a few feet of the observer). 
(7) Night Vision — The ability to see under low-light conditions. 
(8) Peripheral Vision — The ability to see objects or movement of objects to one's side when the eyes 

are looking ahead. 
(9) Sound Localization — The ability to tell the direction from which a sound originated. 
(10) Speech Clarity — The ability to speak clearly so others can understand you. 
(11) Speech Recognition —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the speech of another person. 
(12) Visual Color Discrimination — The ability to match or detect differences between colors, including 

shades of color and brigh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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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Organized sets of principles and facts applying in general domains) 

1.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Knowledg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principles involved in 
strategic planning, resource allocation, human resources modeling, leadership technique, production 
methods, and coordination of people and resources. 

2. Administrative — Knowledge of administrative and office procedures and systems such as word 
processing, managing files and records, stenography and transcription, designing forms, and workplace 
terminology. 

3. Biology — Knowledge of plant and animal organisms, their tissues, cells, functions, interdependenci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environment. 

4.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 Knowledge of materials, methods, and the tools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r repair of houses, buildings, or other structures such as highways and roads. 

5. Chemistry — Knowledge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substances and of the 
chemical processes and transformations that they undergo. This includes uses of chemical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danger signs,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disposal methods. 

6. Conventional — Conventional occupations frequently involve following set procedures and routines. 
These occupations can include working with data and details more than with ideas. Usually there is a clear 
line of authority to follow. 

7.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 Knowledge of media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techniques and methods. This includes alternative ways to inform and entertain via written, oral, and visual 
media. 

8.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 Knowledge of circuit boards, processors, chips,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cluding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9. Customer and Personal Service —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for providing customer and 
personal services. This includes customer needs assessment, meeting quality standards for services, and 
evaluation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10. Design — Knowledge of design techniques, tools, and principles involved in production of precision 
technical plans, blueprints, drawings, and models. 

11.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 — Knowledge of economic an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the 
financial markets, banking, and the analysis and reporting of financial data. 

12.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curriculum and training design, 
teaching and instruction for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raining effects. 

13.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 Knowledge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includes applying principles, techniques, procedures, and equipment to the desig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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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of various goods and services. 

14. English Language — Knowledge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cluding the 
meaning and spelling of words, rules of composition, and grammar. 

15. Fine Arts — Knowledge of the theory and techniques required to compose, produce, and perform works 
of music, dance, visual arts, drama, and sculpture. 

16. Food Production — Knowledge of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for planting, growing, and harvesting food 
products (both plant and animal) for consumption, including storage/handling techniques. 

17. Foreign Language — Knowledge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a foreign (non-English) language 
including the meaning and spelling of words, rules of composition and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18. Geography —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describing the features of land, sea, and air masses, 
including their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locations, interrelationships, and distribution of plant, animal, and 
human life. 

19. History and Archeology — Knowledge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ir causes, indicators, and effects on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20. Law and Government — Knowledge of laws, legal codes, court procedures, precedents, government 
regulations, executive orders, agency rules, and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process. 

21. Mathematics — Knowledge of arithmetic, algebra, geometry, calculus, statistic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22. Mechanical — Knowledge of machines and tools, including their designs, uses, repair, and maintenance. 

23. Medicine and Dentistry — Knowledg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echniques needed to diagnose and treat 
human injuries, diseases, and deformities. This includes symptoms, treatment alternatives, drug properties 
and interactions, and preventive health-care measures. 

24.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for personnel recruitment, 
selection, training,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labor relations and negotiation, and personnel information 
systems. 

25.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 Knowledge of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systems and religions. This includes 
their basic principles, values, ethics, ways of thinking, customs, practices, 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culture. 

26. Physics — Knowledge and prediction of physical principles, laws,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and 
applications to understanding fluid, material, and atmospheric dynamics, and mechanical, electrical, 
atomic and sub-atomic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27.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 Knowledge of raw materials, production processes, quality control, costs, 
and other techniques for maximizing the effective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goods. 



26 

28. Psychology — Knowledge of human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interests;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behavioral and affective disorders. 

29. Public Safety and Security — Knowledge of relevant equipment, policies, procedures, and strategies to 
promote effective local, state, or national security oper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 data, property, 
and institutions. 

30. Sales and Marketing —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showing, promoting, and selling 
products or services. This includes marketing strategy and tactics, product demonstration, sales techniques, 
and sales control systems. 

31.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 Knowledge of group behavior and dynamics, societal trends and 
influences, human migrations, ethnicity, cultures, and their history and origins. 

32. Telecommunications — Knowledge of transmission, broadcasting, switching, control, and oper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s. 

33. Therapy and Counseling —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rocedures for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ysfunctions, and for career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34. Transportation —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moving people or goods by air, rail, sea, or 
road, including the relative costs and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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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Developed capacities that facilitate learning or the more rapid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1. Basic Skills : Developed capacities that facilitate learning or the more rapid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1) Active Learning — 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new information for both current and future 

problem-solving and decision-making. 
(2) Active Listening — Giving full attention to what other people are saying, taking time to understand 

the points being made, asking questions as appropriate, and not interrupting at inappropriate times. 
(3) Critical Thinking — Using logic and reasoning to identify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lternative 

solutions, conclusions, or approaches to problems. 
(4) Learning Strategies — Selecting and using training/instructional methods and procedures appropriate 

for the situation when learning or teaching new things. 
(5) Mathematics — Using mathematics to solve problems. 
(6) Monitoring — Monitoring/Assessing performance of yourself, other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to 

make improvements or take corrective action. 
(7) Reading Comprehension — Understanding written sentences and paragraphs in work-related 

documents. 
(8) Science — Using scientific rules and methods to solve problems. 
(9) Speaking — Talking to others to convey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10) Writing —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in writing as appropriate for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2.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Skills : Developed capacities used to solve novel, ill-defined problems in 
complex, real-world settings. 
(1)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 Identifying complex problems and reviewing related information to 

develop and evaluate options and implement solutions. 

3. Resource Management Skills : Developed capacities used to allocate resources efficientlys. 
(1)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Resources — Determining how money will be spent to get the work done, 

and accounting for these expenditures. 
(2) Management of Material Resources — Obtaining and seeing to the appropriate use of equipment, 

facilities, and materials needed to do certain work. 
(3) Management of Personnel Resources — Motivating, developing, and directing people as they work, 

identifying the best people for the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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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ime Management — Managing one's own time and the time of others. 

4. Social Skills : Developed capacities used to work with people to achieve goals. 
(1) Coordination — Adjusting actions in relation to others' actions. 
(2) Instructing — Teaching others how to do something. 
(3) Negotiation — Bringing others together and trying to reconcile differences. 
(4) Persuasion — Persuading others to change their minds or behavior. 
(5) Service Orientation — Actively looking for ways to help people. 
(6) Social Perceptiveness — Being aware of others' reactions and understanding why they react as they 

do. 

5. Systems Skills : Developed capacities used to understand, monitor, and improve socio-technical 
systems. 
(1)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 Considering the relativ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otential actions to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one. 
(2) Systems Analysis — Determining how a system should work and how changes in conditions, 

opera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 will affect outcomes. 
(3) Systems Evaluation — Identifying measures or indicators of system performance and the actions 

needed to improve or correct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the goals of the system. 

6. Technical Skills : Developed capacities used to design, set-up, operate, and correct malfunctions 
involving application of machines or technological systems. 
(1) Equipment Maintenance — Performing routine maintenance on equipment and determining when 

and what kind of maintenance is needed. 
(2) Equipment Selection — Determining the kind of tools and equipment needed to do a job. 
(3) Installation — Installing equipment, machines, wiring, or programs to meet specifications. 
(4) Operation and Control — Controlling operations of equipment or systems. 
(5) Operations Analysis — Analyzing needs and product requirements to create a design. 
(6) Operations Monitoring — Watching gauges, dials, or other indicators to make sure a machine is 

working properly. 
(7) Programming — Writing computer programs for various purposes. 
(8) Quality Control Analysis — Conducting tests and inspections of products, services, or processes to 

evaluate quality or performance. 
(9) Repairing — Repairing machines or systems using the needed tools. 
(10) Technology Design — Generating or adapt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o serve user needs. 
(11) Troubleshooting — Determining causes of operating errors and deciding what to do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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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8 課綱之願景、理念、目標及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一、 108 課綱之願景、理念與目標 

108 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希望能

兼顧學生的個別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對於學

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並善盡國家公民的責任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

身學習者。 
為落實課綱的理念與願景，訂定「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

公民責任」等四種總體課程目標，貫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考量各學習階段特性，結合核心素養

加以發展。 

 

二、 核心素養種類(三面九項) 

1. 定義：人為了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

習不局限於學科知識及技能，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2. 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回應基本理念（自發、互動、共好），分為三大

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 
(1) 自主行動：個人是學習的主體，學習者應選擇適當的學習方式，進行系統思考以解決問題，

並具備創造力與行動力。 
(2) 溝通互動：學習者能廣泛且妥善運用各種工具，包括物質工具（如人造物、科技及資訊等）

和社會文化工具（如語言、文字及符號等），與他人及環境能有良好且有效的互動，並具備

藝術涵養與生活美感。 
(3) 社會參與：學習者處在彼此緊密連結的地球村，需要學習處理社會的多元性，以參與行動與

他人或群體建立適切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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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面九項說明： 
A 自主行動 

核心素養項目 項目說明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

同時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規劃生涯發展，探

尋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精進，追求至善。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

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

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業知

能、充實生活經驗，發揮創新精神，以因應社會變遷、增

進個人的彈性適應力。 
B 溝通互動 

核心素養項目 項目說明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

號進行表達、溝通及互動的能力，並能了解與同理他人，

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

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

及媒體之關係。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

過生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

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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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會參與 
核心素養項目 項目說明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

進，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識，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

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

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

展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

的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積極

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且能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

要，發展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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