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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職場及學院走訪 

目的 

1 尋找學生興趣，探索多元出路 

因不少學生於走訪前都不大了解現時行業或升學出路，亦有不少學生對自己的興趣感到迷

茫，未能找到一項自己感興趣的行業，故此，職場及職訓院校走訪能夠讓學生於生涯規劃

的方向上有初步的概念，擴闊學生對職業及升學出路的眼光，引起他們的興趣，尋找多元

出路。 

 

2 興趣與工作配對，擴闊學生視野，協助學生思考職途方向 

在計劃之初，部份學生初步對自己的興趣有所了解及掌握。走訪能讓他們實地觀察該行業

/院校，並透過在職人士分享，認識該行業/學科的實際情況，從而引起他們反思自己的興

趣是否合適他們。此外，走訪亦讓學生了解平日生活較少接觸之行業/學科，擴闊他們的視

野，避免限制他們的選擇。 

 

3 認識實際工作/課程內容及環境，更全面及具體地讓學生了解工作/課程 

公司/職訓院校走訪能夠給學生一個具體認識職場/院校的機會。而走訪過程中的體驗式活

動及/或行業人士分享等能令學生更全面認識該行業/學科，從而拉近學生對工作/升學期望

與現實環境的差距，減低他們對未來的誤解及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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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1 流程 

 

2 導師準備 

2.1 導師方面 

2.1.1 了解該行業/課程背景資料，為學生作簡介 

因行業及課程的發展日新月異，導師需於走訪前先行了解該行業/職訓院校的概

況，包括最近的發展，工作/課程內容，入職/入學要求，薪酬待遇等。因學生大

多對這些資訊不甚了解，如導師能於走訪前令學生對行業/院校有初步認識，讓他

們走訪前有所準備。在走訪時，學生更投入過程，並更懂得發問問題，善用走訪

的機會。 

2.1.2 選擇合適課程走訪 

揀選合適的職訓院校進行走訪，有助幫助學生思考和探索多元出路的可能性。建

議原則可包括： 

 學生的興趣（於小組或個別面談中收集意見） 

 院校所提供的課程的收生要求貼近學生的學業表現（建議因應學生校內成績

作參考，介紹相應的學士/副學士/文憑/基礎文憑等課程，並清楚提供升學階

梯路徑作參考） 

 課程符合資歷架構 

 能安排體驗式活動 

2.1.3 選擇合適公司進行走訪 

揀選合適的公司/機構進行走訪，建議原則可包括： 

 學生的興趣（於小組或個別面談中收集意見） 

 該行業有不同入職要求的崗位，讓不同學歷的學生能夠進入職場 

 日常生活學生較難接觸的行業 

於面談
及小組
中收集
學生意

願

尋找合
適公司
或院校

與公司
或院校
商討活
動內容

走訪

(觀察學
生的情

況)

解說及
後續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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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探訪前聯絡 

除了掌握該行業基本資訊，最理想是探訪前可以和走訪機構/單位的負責人直接

聯絡，查詢該公司/機構的架構、日常運作、相關職位的具體職務等內容。在可行

的情況下，建議盡量與公司/機構協調以下的走訪形式、內容，大大有助提高學生

的參與度、興趣、好奇心，促進他們在短時間內對行業的理解、認知。建議形式、

內容： 

 職員（相類似背景的年青職員尤佳）分享、交流 

 30 至 90 分鐘體驗活動（按行業/課程調整形式、內容） 

 多參觀及互動，盡量避免純粹單向式講座介紹 

 

2.2 學生方面 

2.2.1 參考學生意願，安排合適走訪 

部份學生已訂下自己對生涯的目標，唯他們沒有實際了解過該行業，亦不了解如

何達至他們的目標。如安排學生到他們有興趣的公司或院校走訪，有助他們確立

自己的方向，亦能打破他們的一些誤解。但需留意的是導師亦不只側重學生的意

願，亦需平衡導師對學生的評估，安排學生到他們未曾接觸過的行業/課程，能引

起他們的興趣，擴闊他們的視野。 

2.2.2 走訪前簡介，帶出走訪需留意的重點 

導師在走訪應預留足夠的時間（建議最少 15 至 30 分鐘），向學生簡介該次走訪

的公司/院校概況，能讓學生掌握該行業/課程的初步資訊。此外，可利用此段時

間讓學生完成工作紙的「走訪前」的導入問題，協助學生知道自己在走訪時需要

留意的資訊，亦鼓勵學生於走訪期間更主動向負責人發問，深入了解該行業/課程。 

 

2.3 僱主或院校方面 

建議主辦單位能於走訪前與僱主或院校負責人溝通，讓對方了解參與學生的特性、

期望，共同磋商走訪內容。基本建議形式包括： 

 30 至 90 分鐘體驗活動（按形式、內容） 

 多參觀及互動，盡量避免純粹單向式講座介紹 

 職員/學員（相類似背景的年青職員尤佳）分享、交流 

 講解入行/入讀要求，以及晉升階梯/課程前景 

 配備參考資料/課程單張供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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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行策略 

3.1 安排體驗式活動 

因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於處理認知/文字訊息的過程較一般學生慢，如走訪都是以

文字為主的時候，這班學生都顯得較抗拒，並難以讓他們有效吸收資訊。故此，走訪

如能以體驗式活動為主，讓學生親身接觸及嘗試，不但能加深他們對行業/課程的了

解，而且能了解自己對該課程/行業的喜惡。導師可再配合個別面談及小組培訓，強

化他們於走訪時的所見所感，有助他們抉擇自己的方向。 

 

經驗分享 1：有一位學生說自己很喜歡甜品，將來希望於甜品行業有所發展。他於走訪時到甜

品工作室製作蛋糕，但他發現自己不喜歡撈麵團的感覺及需要重覆性的工作模式。走訪後，導

師在面談過程中與他回顧，因他不喜歡甜品的實際製作及操作過程，故此，他便重新思考自己

對甜品這個興趣是不是適合自己發展。 

 

經驗分享 2：該學生很喜歡玩電子遊戲，希望自己將來能做有關電腦的行業。導師與他到資訊

科技公司走訪。於走訪期間，他發現資訊科技不單是「玩電腦」，更包括一些程式設計、硬件

裝嵌的知識等，他便發現自己了解的電腦知識太渺小，如以電腦為自己的職業，他需要學習更

專業的知識。 

 

圖：學生於走訪過中實際體驗過程，了解到自己對該行業的喜
惡 

 

3.2 行業人士分享及提供課程資料/單張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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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走訪內加入行業人士分享的環節，能夠令走訪更全面。因走訪時負責人多從宏觀角

度分享該行業的情況，如行業前景等，而行業人士能從微觀的角度讓學生認識該行業，

如行業的樂與悲，困難的事及堅持的因素等。這些分享能引起學生的好奇心，追問行

業人士更多有關該行業的情況，從而了解自己能否面對該行業的挑戰。此外，於院校

走訪當中，導師應向院校索取課程內容及收生要求等單張給予學生，這些單張能留給

學生作一個參考，將來計劃完結後，也能提醒他們有一個多元出路的選擇。 

3.3 行業及學科與學生現時讀書的關係 

由於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學業成績稍遜，令他們對讀書的動機減低，而且學生不明

白學校當中所學的與將來工作或升學的關係，進一步令他們放棄中學的課程。如走訪

能夠帶給他們對就業/升學的一個新角度，讓他們了解中學時期可以作的準備，便能

鼓勵他們於某些學科上有所追求。此外，有些學生不懂得如何規劃自己的路向從而達

至心中的目標。而走訪時透過負責人說明讀書與行業的關係及職場與院校中的所見

所聞，讓他們知道自己現階段可怎樣預備，提升他們讀書的動機。 

 

圖：學生在參與走訪過程中，了解到於行業發展是需要有一
定的語文基礎，故需於中學時期作準備 

 

經驗分享：學生走訪前，對讀書的動機不大，因他不知道讀書對將來的影響，而該次走訪安

排到一間開辦酒店課程的院校，學生認識酒店的運作及其職位的要求。學生聽完負責人講解

及實際了解工作後，便發現自己對酒店工作有興趣，而他了解到如希望將來於酒店發展，基

本的英語溝通能力有助他投身酒店業。他於走訪後便對導師說雖然他不喜歡英文，但亦會要

求自己盡力達到 DSE 中英文 2 級的成績，以報讀酒店款待的高級文憑課程。 

 

3.4 觀察學生的表現及情緒變化 

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往往於學校都是較退縮或沒有自信的一群。部份在人前不太

敢流露自己的感受，及不能明確地向導師表達自己的想法。有見及此，導師需要於走

訪期間觀察學生的變化，如學生於走訪期間表現比平常投入，學生於走訪期間比平常

多說話等等，這些跡象都表示學生可能對該行業/課程有興趣。唯學生可能不慣於對

他人表達自己或不太了解自己，故導師可於個人面談期間，透過引導問題，如「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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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看到你比平時踴躍，為甚麼？」用來協助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有助他們確立自己

的方向。 

 

3.5 走訪後延續活動 

由於走訪的時間較短，未能讓學生於走訪後詳細回顧有關走訪的片段和重點，故此，

走訪工作紙有助他們將走訪時的所見所聞整理為自身的經驗。此外，導師亦可於個別

面談及小組培訓活動「職業與我」當中與學生解說走訪經歷，發掘學生的興趣及方向。

再者，學生如於走訪時對該行業產生興趣，可鼓勵他們選擇相關行業的體驗及試工，

以深化學生對該行業的認識及了解，更能協助他們尋找自己的方向。 

 

經驗分享：學生於走訪前對各行業沒有任何概念，對自己的方向感到迷茫。導師與他個別面談

期間，他表示未能選擇體驗和試工的行業。而導師與他一同走訪產品設計公司後，表示自己對

創作的部份有些興趣，期望可以能參與產品設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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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情況 

常見情況 分析及建議處理方法 

1 學生對走訪內容沒興趣或

不願參與 

了解學生的背後原因，例子如認為相關行業自己沒能力勝

任、將來不會選擇這行業、希望於校內上課，或認為參觀

活動沉悶。導師可嘗試為學生帶出新角度，如實際情況未

必如學生想像、見識過可能會發現自己的新興趣、不一定

要將來從事但能夠長知識。 

導師制定活動時宜安排多元的行業，並包含體驗活動。 

2 走訪活動實際情況與安排

有異，如公司/院校集中介

紹自己的產品及課程、缺少

部分活動流程如參觀或體

驗，或部分員工不了解學生

的狀況。 

與公司/院校職員溝通，討論修訂流程的可能性。如無法溝

通或改變，則導師嘗試主導或引導流程，讓活動內容達成

目標。 

導師制定活動時宜與曾到訪並有良好經驗的單位合作，亦

可於活動進行前到場地觀察，並與相關員工討論活動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