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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111 人力銀行的調查，97%的大學生正在打工或者有打工計畫，顯示大學

生的意願之高，但有 50%的學生認為打工與課業無法兩全，可以看出打工對生活影

響之大。在此看似矛盾的狀況下，大學生應該思考究竟為何要打工？學業及打工時

間該如何分配？應該以什麼樣的態度工作？而沒有打工經驗，未來就業是不是就完

全居於劣勢呢？ 
 

打工觀點比一比 

有些人覺得大學生不該去打工，因為對大學生來說，「時間」是最寶貴的，應該

把這些時間拿來充實自己，多念點書、多學點技能、多考幾張證照，對未來會比較

有幫助；學生的本分也應該是讀書，若將時間都花在打工上，豈不就本末倒置。前

監察院長王建煊就曾評論大學生忙打工，是在賤賣寶貴的黃金時間。 

另一方面，也有贊同大學生打工的聲音。打工可以賺取生活費和零用錢，以彌

補生活開銷的缺口，讓大學生學習在經濟上不要完全依賴父母，還可以累積自己的

社會經驗，並且可以練習人際互動。再者，學習到學校沒有教的知識或工作技能也

是打工的收穫之一，其他諸如了解職場文化、拓展人脈關係等也是眾多學生認為可

從打工中得到的好處。對於打工，大學生、老師、家長、業者的看法不盡相同，各

方意見如下。 
 

大學生：獲得學習與生活費 

臺灣師大台文系大四的林姓學生表示，打工的好處可能不是跟未來就業有直接

的相關，但是她覺得以她在服務業打工的經歷來說，可以讓她學習換個角色思考事

情，對於未來處理事情會有很大的幫助。而科技系大四的李姓學生則表示，打工現

在對他來說的唯一好處是可以自己賺取生活費，但是如果沒有經濟壓力，他希望可

以多花時間充實自己，因為目前打工的型態屬於服務業，雖然他希望可以從事跟自

己理工專業背景結合的工作，但那些工作的門檻通常較高，對於沒有相關經驗的學

生來說較難獲得。 
 

老師：重視興趣及時間管理 

    老師是最能影響學生想法及未來方向的角色之一，能遇到一位好老師，其帶給



學生的幫助遠大於其他因素，這麼重要的角色對於學生打工抱持什麼看法呢？臺灣

師大機電系葉教授表示，臺灣的學習環境和真實社會差異很大，如果能在學生時代

就到社會上看看社會百態，學習與不同知識背景的人互動，可以更清楚自己未來的

方向，最重要的是可以學習為自己負責，畢竟職場不像學校可以翹課、遲到。而在

選擇打工方面，葉教授表示，打工要選自己有興趣的，有沒有和本科系相關並不是

最重要的考量。 

    課外活動組負責學生社團事務的李老師也強調，打工最重要的是用什麼態度去

面對。李老師以超商店員為例，不該只是抱持著賺工讀費的心態，而是將它視為一

個認識超商營運方式，包含進出貨及人員管理等等。如果想要兼顧課業、社團及打

工，時間管理和分清事情的輕重緩急是需要思考的，李老師鼓勵學生勇敢嘗試，只

有嘗試才有機會，也能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對於學習領域多元的系所學生而言，除了透過打工磨練自己，也要注意對未來

發展的影響。以臺灣師大社教系為例，協助處理系上學生實習事務的徐助教指出，

餐飲等服務業的業主較重視學生的工作經歷，文教、傳媒領域的老闆則較重視成績

與學歷。無論未來方向可能為何，她建議學生應該以課業為主，畢竟大學生活只有

四年，和工作生涯相比，是相對珍貴的。 

    綜合看來，老師們並未反對打工，也認為打工可以提前認識社會工作環境，鼓

勵學生嘗試與磨練，但提醒學生以課業優先。最重要的是在大學階段，認識自己的

興趣、學習管理並規劃自己的時間與人生，並對工作與課業抱持負責的態度。 
 

東、西方家長：注意身體與人格發展 

    子女就讀於臺灣師大社教系的黃媽媽表示，現在大學生生活忙碌，除了課業，

還參加許多活動，生活作息很不規律，常常忽略了健康，因此若是沒有經濟壓力，

可以照著自己的意願和興趣選擇要不要打工，不要只為了賺錢而去。她建議，大學

生若是有很多想做的事，首先要考慮的是會不會造成身體的負擔，千萬不要忙到沒

時間吃飯、休息；接著，應該注意時間管理，不要忽略了課業學習以及與家人相處

的時間，畢竟出社會之後，陪伴家人的機會想必是更少了。 

    除了身體的健康，子女獨立的人格也是父母關切的重點。陳銘〈中國與西方國

家家庭教育的若干比較〉的文章指出，西方認為子女只要成年了就是完全的大人，

不再那麼依靠父母，所以打工是為了自身的花費，可能是學費或生活費，因此對歐

美大學生來說，打工是生活的一部分。為了訓練子女獨立，部份歐美家庭讓子女從

小幫忙家裡的事業，學習推銷、與顧客溝通的能力，過程中也了解到賺錢不易，養

成節儉的習慣，並培養不怕苦、鎮定沉著等素質。 
 



業者：積極態度勝於打工經驗 

    大學畢業後，學生時期的打工一定可以成為應徵正式工作的加分條件嗎？從業

者的角度來看，人格與態度更勝於打工資歷。服務業陳先生表示：「主要是看他的工

作內容，大部分以不加分居多。」他進一步指出，社團和打工經驗對於應徵工作其

實沒有什麼太大的助益，除非應徵者具有行銷以及學生會辦活動的經驗、或是大學

時期曾至企業實習，才能增加正職錄取的機率；因為在企業實習較能學到更多專業

技巧，行銷與籌辦活動較能培養自我解決問題的積極態度，從中學習較多，對正式

工作較為有用。 

    從事醫院相關工作的劉小姐亦表示：「打工與社團都不會為應徵者加太多分，只

會幫助判斷應徵者是怎樣的人，錄取關鍵還是看當下的狀況與能力，以及做事的態

度。」就打工而言，她指出徵聘單位「會問打工多久以及離職原因」，從應徵者對打

工的看法來評斷其價值觀，主要即是看工作的積極度，例如若是為了累積經驗或幫

助家裡經濟，對錄取機率具有正面效應，但若是學校要求或只是想賺零用錢就不具

加分效果。 

    兩位業者的觀點顯示，打工經驗對於應徵正式工作並不會有顯著的加分；比起

打工經驗，業者更在意應徵者的工作態度，尤其可透過應徵者的打工經驗，評斷其

對於工作與學習的積極度與價值觀。 
 

找工作，在乎態度 

大學階段做一件事對於未來有沒有用，是未可知的，就算不能直接運用在就業

上，或許會出乎意料的具有特別的用處。最重要的是，大學生應認識自己的興趣、

掌握時間的規劃、注意身體的健康、培養獨立的能力，尤其身處在什麼樣的地方、

什麼樣的職位，就負起相對的責任，保持著謙卑受教的心，持續地在工作成長，培

養專業能力，如此未來在就業環境與人生道路上，將不會四處碰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