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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打工潮 與時間「金金」計較  
【記者劉宛庭、曾郁茹、江名祺、王瑜賢、張嘉珊、江宗叡／綜合報導】 

 
  由於現今網路科技發達，只要輸入關鍵字，就能輕易找到工作缺額，大學生也

不例外，掀起一波「學生打工」熱潮。根據 yes123 求職網的調查顯示，有九成二的

的大學生曾經打工過，打工原因有「為了賺取生活費及學費」、「考量未來職涯規劃」

等，希望藉此增加社會經驗，提早了解職場，或是貼補家用。然而，部分大學生每

週工讀時數竟然比上課時間還多，導致課業進度落後。如何在打工、課業與生活中

取得平衡，是身為大學生所面臨的挑戰。 

 
打工不打工，生活面面觀 

  1111 人力銀行「『悶世代』學生打工現況調查」顯示，由於經濟不景氣，高達九

成七的大學生為賺取學費與生活費而實行打工計畫。學生選擇打工與否，見仁見智，

但卻是大學四年生涯中重要課題之一。 

  本報導團隊隨機訪問 16 名大學生。其中，打工目的是「為了賺取生活費」的大

學生占了八成。德霖技術學院創意產品設計系張姓學生則表示，自己有收入，較不

需要跟父母開口拿錢；也有其他學生希望可以先瞭解工作環境，儘早接上職場軌道。 

  在大部分學生都有打工的潮流下，也有學生是選擇沒有打工的。輔仁大學資訊

管理學系劉姓學生認為，家中有提供生活費，而自己覺得學業與打工無法同時兼顧，

所以選擇學業。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江姓學生表示，想花較多時間在自我成

長與精進課業上，所以目前沒有想要打工。 

 
打工增加實務經驗，提升未來就業力 

  2010 年，前監察院長王建煊參加「閱讀宜蘭．學習型城市」講座，談到大學生

打工問題時，批評打工是「賤賣大學黃金時間，把黃金時間當成石頭賣掉，真的是

『笨死了』」，引發各界爭議。對此，部分學生認為透過打工也可以增加自身的實務

經驗，並提早體驗社會生活。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三年級胡姓學生便是從大學二

年級就開始在科技公司寫企劃案，現在則與同學共組團隊，他表示：「剛開始工作時，

常常為了趕企劃而熬夜，上手後就能將更多心力放在自己的學校生活上，現在更是

有團隊的幫忙，效率更佳。」 

  課業與打工，該以何者為優先？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張姓學生表示：「學生就

該以課業為主，工作只是為了減輕家裡負擔。」而在隨機訪問的大學生中有近五成

表示會先考量工作是否能配合上課時間，若因為打工使自己沒辦法完成預定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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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寧可不打工也不拖累到預定的進度。 

   
做好時間管理，輕鬆修習大學「必修四學分」 

  課業、社團、打工與愛情，是每個大學生公認的「必修四學分」。有趣的是，假

設這四學分皆在「如期進行中」，大學生會如何安排四者的順序，才能讓大學生活「四

全其美」呢？對於打工又是抱持什麼想法呢？ 

  隨機訪問的大學生中，有將近七成將「打工」排至第三、四順位，且一致認為

「課業」是學生最重要的必修學分。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羅姓學生將打工排在第

四順位，因為：「身為學生，就應該做好學生的職責，唸書為上。至於參與社團，能

夠培養社交能力。而在大學時期談戀愛，除了可以認識自我，也可以多看看自己心

中的另一半應該是什麼樣子。最後是打工，我覺得金錢可以之後再賺，非急迫需求。」

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劉姓學生亦表示，打工對他來說是非必要但仍具有其重要

性，因此學期間以課業為主，寒暑假再考慮安排短期打工。 

  相對地，有三成大學生則是把「打工」排至第一、二順位。臺灣師範大學音樂

學系卓姓學生由於規劃出國進修，因此將打工排至第二順位，除了幫助家裡分擔經

濟，並且存錢朝著夢想邁進。 

  然而，每個人擁有的時間都一樣，大學生更是在大學必修四學分之間打轉，時

間好像永遠不夠用。本報導團隊根據網站《經理人》及《The News Lens 關鍵評論》

等相關報導，整理出時間管理「小撇步」，讓大學生輕鬆修學分： 

1. 分割自己的時間：時間可分為三種 

(1) 固定時間：包含每日在校上課、晚上唸書及打工的時間。 

(2) 非固定時間：包含通勤、就寢時間。 

(3) 彈性時間：包含空白時段或臨時準備考試所需花費的時間。 

2. 以「重要性」與「急迫性」為軸線，畫出「時間管理矩陣」，決定各事項的

先後順序，再以下列三原則完成待辦事項： 

(1)需設定具體目標並分隔成小目標，設立逐步完成之截止線。 

(2)建立可以遵循的步驟流程及待辦清單。 

(3)掌握 60/40 法則：大約 60％屬於固定時間，進行預定要完成的工作；大

約 20％分配於彈性計畫的時間；大約 20％時間做任意的事項，屬於非固定

時間。 

 
兼顧打工與學習，尋找有效資源 

  除了時間管理外，打工動機更為重要。 1111 人力銀行調查顯示，打工目的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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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別為：存錢、累積工作經驗與賺生活費/房租/學費，導致打工比例逐年提高，到

底打工和課業如何兼顧呢？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專責導師表示：「如果打工比

較重要，為什麼不休學？如果真的非要打工不可，就必須做好時間管理。」對於大

部分學生打工是考量經濟因素，導師強調：「真的要打工，可以選擇與未來發展相近

的，而不只是選擇比較好賺的。」另外，打工時也必須注意安全。 

    考量到學生的角色任務，生涯輔導丁老師進一步建議：「先釐清打工是否為必

要，在學業與打工皆能兼顧的前提下，尋找其他資源補助，例如，獎學金、就學貸

款，再評估需要花多少時間、賺多少錢才能夠滿足基本需求。」 

 
探索自我價值，打工也可以是墊腳石 

  「學生打工」無疑地已成為現代的趨勢，每個學生的打工目的不盡相同，無論

動機為何，都必須清楚知道自己應該要做什麼事，才不會使寶貴的大學四年過得渾

渾噩噩、沒有目標。除了打工，其他事務也得兼顧，應該思考如何安排時間，學習

自我管理，而最重要的是認識自我，明白自己要的是什麼？生活的目的又為何？並

且平衡自己的生活，讓「打工」成為未來的墊腳石，而不是絆腳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