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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生的大學生活與生涯規劃相關性調查研究報告 

 

第一章  基本情況 

 

一、研究背景 

 大學期間是青年世界觀、價值觀養成的重要階段，也是獲得專業知識、豐富

人生閱歷的重要階段。大學期間的學習與能力培養、科學訓練，是每個大學生未

來職業技能儲備和人生發展的基石。如何進行生涯規劃，選擇大學和專業，樹立

職業發展目標，往往是人生中最為關鍵的抉擇之一。生涯規劃，是指在對一個人

職業生涯的主客觀條件進行測定、分析、總結的基礎上，對自己的興趣、愛好、

能力、價值觀、特點進行綜合分析與權衡，結合時代特點，根據自己的職業傾向，

確定其最佳的職業奮鬥目標，並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行之有效的計劃和實施途徑。

研究人員認為，青少年（包括高中階段和大學階段）生涯規劃的明確性，關係到

他們在大學期間的學習、生活、人際交往、身心健康等多方面的質量和滿意度，

更對其畢業後的人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爲了瞭解澳門大學生的大學生活與生涯規劃的相關性，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

會和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於 2017 年末至 2018 年初開展了是次“澳門大學生的大學

生活與生涯規劃相關性調查”，通過對具有澳門居民身份，在本澳或其他地區就讀

的全日制大學生的調查訪問，瞭解他們的大學生活以及生涯規劃情況，以期向澳

門政府、教育相關部門、學校、社團等提供數據、意見和建議，致力為青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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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服務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工作，為澳門的教育事業和青年發展做出長久貢獻。 

 

二、研究對象 

本次調查於 2017 年 12 月開始，至 2018 年 1 月結束。調查對象為有澳門居民

身份的大學生。其定義為：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就讀於澳門、內地、

香港、台灣的全日制大學之學生。  

 

三、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數據，共發出問卷 950份，收回問卷 928份。

經核實，其中有效問卷為 728 份。調查分別在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海星中學、

勞工子弟學校、濠江中學、鏡平學校、廣大中學、嶺南中學、化地瑪聖母女子學

校、培道中學、聖保祿學校、庇道學校、澳門坊眾學校、中葡職業技術學校、培

華中學、澳門演藝學院舞蹈學校、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

學等 17 所學校進行。研究人員根據各間學校之回覆制定問卷樣本數配額，然後在

各校的配合下，於校內發放問卷給予學生作不記名的填寫。問卷回收後，研究人

員將其進行審核，再將有效問卷之資料輸入電腦，以 SPSS 統計軟件進行相關分

析。  

由於調查方面的限制，本次調研採取的抽樣方法是配額抽樣及便利抽樣的混

合，取樣對研究結果有一定的影響，需請留意。 



3 

 

第二章  調查數據分析 

 

一、背景資料統計 

受訪者的性別分佈，在全部 728 名有效受訪者中，296 人 (41% ) 為男生，

432 人 (59%) 為女生。受訪者的性別分佈見圖 1： 

 

圖 1：受訪者的性別 

 

受訪者的年級分佈，大一有 280 人 (38%) ，大二有 188 人 (26%) ，大三有

151 人 (21%) ，大四有 105 人 (14%) ，其他有 4 人 (1%)。受訪者的年級分佈見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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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受訪者的年級 

 

受訪者的大學所在地區分佈，澳門有 523人 (72%) ，中國內地有 194人 (27%)，

台灣有 10 人 (1%) ，香港有 1 人 (0.1%)，其他國家有 0 人 (0%)。見圖 3： 

 

圖 3：受訪者的大學所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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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後續的焦點訪談?有 85人(12%) 選擇願意；有 643人(88%)

選擇不願意。見圖 4： 

 

圖 4：受訪者接受後續焦點訪談的意向 

 

二、 基本分析 

總體而言，受訪者對自己目前的大學生活感到滿意的情況。有 74 人(10%) 選

擇非常認同；有 294 人(40%)選擇認同；有 264 人(36%) 選擇一般；有 76 人(11%)

選擇不認同；有 20 人(3%)選擇非常不認同。見圖 5： 

願意 

12% 

不願意 

88% 

您是否願意接受後續的焦點訪談﹖ 

願意 

不願意 



6 

 

圖 5：受訪者對自己目前的大學生活的滿意情況 

 

受訪者對自己在大學的學業狀況感到滿意的情況。有 52 人(7%) 選擇非常認

同；有 207 人(28%)選擇認同；有 335 人(46%) 選擇一般；有 115 人(16%)選擇不

認同；有 19 人(3%)選擇非常不認同。見圖 6： 

 

圖 6：受訪者對自己在大學的學業狀況滿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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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自己在大學的日常生活、日程安排方面感到滿意的情況。有 55 人(8%) 

選擇非常認同；有 232 人(32%)選擇認同；有 323 人(44%) 選擇一般；有 96 人(13%)

選擇不認同；有 22 人(3%)選擇非常不認同。見圖 7： 

 

圖 7：受訪者對自己在大學的日常生活、日程安排方面的滿意情況 

 

受訪者對自己在大學的人際關係狀況感到滿意的情況。有 72 人(10%) 選擇非

常認同；有 339 人(46%)選擇認同；有 248 人(34%) 選擇一般；有 56 人(8%)選擇

不認同；有 13 人(2%)選擇非常不認同。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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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受訪者對自己在大學的人際關係狀況感到滿意的情況 

 

受訪者對自己在大學期間的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狀況感到滿意。有 91 人(12%) 

選擇非常認同；有 314 人(43%)選擇認同；有 232 人(32%) 選擇一般；有 72 人(10%)

選擇不認同；有 19 人(3%)選擇非常不認同。見圖 9： 

 

圖 9：受訪者對自己在大學期間的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狀況感到滿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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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受訪者在大學生活中獲得了哪些自己想要的事物？（可多選，

最多選三項）有 398 人(55%)選擇知識儲備和專業技能；有 298 人(41%)選擇工作

能力和社會經驗；有 428 人(59%)選擇人際交往和溝通能力；有 89 人(12%)選擇摯

愛的戀人；有 199 人(27%)選擇志同道合的師友；有 135 人(19%)選擇明確的人生

理想；有 161 人(22%)選擇成熟健康的心態；有 6 人(1%)選擇其他。見圖 10： 

 

圖 10：到目前為止，受訪者在大學生活中的收穫情況 

 

受訪者修讀大學（本科）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有 363 人(50%)選擇自我提升

和個人興趣；有 54 (7%)人選擇家人期望；有 127(18%)人選擇社會需求；有 96 (13%)

人選擇未來前景好；有 78(11%)人選擇賺錢；有 10(1%)人選擇其他。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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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受訪者修讀大學（本科）的最主要原因 

 

受訪者在升讀大學前，搜集和了解大學相關的資訊的渠道有哪些？（可多選，

最多選三項）有 174 人(24%)選擇升學中心資訊；有 189 人(26%)選擇參與升學輔

導；有 424 人(58%)選擇向老師咨詢；有 96 人(13%)選擇家長搜集；有 268 人(37%)

向學長學姐諮詢；有 425 人(58%)網上找資料；有 11 人(6%)選擇其他。見圖 12： 

 

圖 12：受訪者在升讀大學前，搜集和了解大學相關的資訊的主要渠道 

 

自我提升和個

人興趣 

50% 

家人期望 

7% 

社會需求 

18% 

未來前景好  

13% 

賺錢 

11% 

其他 

1% 

您修讀大學（本科）的最主要原因是﹖ 

自我提升和個人興趣 

家人期望 

社會需求 

未來前景好  

賺錢 

其他 

174 189 

424 

96 

268 

425 

11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您在升讀大學前，搜集和了解大學相關的資

訊的渠道 



11 

受訪者在選擇大學的學校時，考慮的首要因素是什麼？有 136 人(19%)選擇學

校名氣和排名；有 211 (29%)人選擇專業實力；有 148(20%)人選擇國家/地區；有

163 (22%)人選擇學習/生活環境；有 47(7%)人選擇學校保送；有 15 (2%)人選擇有

親友照應；有 8(1%)人選擇其他。見圖 13： 

 

圖 13：受訪者在選擇大學的學校時考慮的首要因素 

 

現在受訪者的大學是升學時的首選嗎？有 478 人(66%)選擇“是”；有 250(34%)

人選擇“否”。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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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題中，有 250 名受訪者沒有入讀首選大學，那麼這些受訪者沒有入讀首

選大學的原因是什麼？有 122 人(49%)選擇考不上；有 30 (12%)人選擇家人反對；

有 18(7%)人選擇學費太貴；有 50 (20%)人選擇找到更適合自己的；有 20(8%)人選

擇學校保送；有 10(4%)人選擇其他。見圖 15： 

 

圖 15：受訪者不入讀首選大學的原因 

 

 受訪者是否認為入讀後大學講授的與受訪者當初想學習的不一樣？有 412 人

(57%)選擇“是”；有 316(43%)人選擇“否”。見圖 16： 

 

圖 16：入讀後大學講授的與受訪者當初想學習的差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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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畢業後是否將繼續攻讀碩士？有 144 人(20%)選擇“是”；有 199(27%)

人選擇“否”；有 385(53%)選擇“不確定”。見圖 17： 

 

圖 17：受訪者畢業後將繼續攻讀碩士的情況 

 

受訪者畢業後會從事與大學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有466人(64%)選擇“是”；

有 53(7%)人選擇“否”；有 209(29%)選擇“不確定”。見圖 18： 

 

圖 18：受訪者畢業後會從事與大學所學專業相關工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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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題中，共有 262 人選擇了“否”和“不確定”，那麼這些受訪者不考慮從

事與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的原因是什麼？有 82 人(31%)選擇個人不喜歡；有 8(3%)

人選擇家人反對；有 115(44%)選擇就業困難；有 26(10%)人選擇薪水低；有 31(12%)

選擇前景差。見圖 19： 

 

圖 19：受訪者不考慮從事與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的原因 

 

受訪者是否清楚自己大學畢業後的幾年內的工作/學習出路？有 425 人(58%)

選擇“是”；有 303(42%)人選擇“否”。見圖 20： 

 

圖 20：受訪者清楚對自己大學畢業後的幾年內的工作/學習出路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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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是否對自己未來的職業生涯有明確的規劃？有 55 人(8%) 選擇非常認

同；有 224 人(31%)選擇認同；有 320 人(44%) 選擇一般；有 96 人(13%)選擇不認

同；有 33 人(4%)選擇非常不認同。見圖 21： 

 

圖 21：受訪者有明確的職業生涯規劃的情況 

 

如果可以重新來過，受訪者是否會選擇升讀與現在不同的專業。有 258 人(35%)

選擇“會”；有 470 人(65%)選擇“不會”。見圖 22： 

 

 圖 22：如果可以重新來過，受訪者會選擇升讀與現在不同的專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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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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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總結與建議 

 

根據以上數據分析，研究人員總結出以下幾項主要的研究發現： 

1、總體而言，對目前的大學生活，過半數澳門大學生感到滿意，而明確表示

不滿意的約占一成半。從大學生活的各個方面來看，澳門大學生的滿意程度由高

到低分別為：人際關係狀況、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狀況、日常生活和日程安排、

學業狀況。 

從總體來看，表示“非常認同”或“認同”對目前大學生活滿意的受訪者達

到五成，三成六的受訪者表示“一般”，表示“不認同”或“非常不認同”的受訪

者約為一成半。 

從各方面來看，首先，受訪者對大學的人際關係方面的滿意程度最高，五成

六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認同”或“認同”，三成四的受訪者表示“一般”，表示“不

認同”或“非常不認同”的受訪者僅有一成；其次，受訪者對大學的心理健康和

身體健康狀況的滿意程度亦較佳，五成五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認同”或“認同”，

三成二的受訪者表示“一般”，表示“不認同”或“非常不認同”的受訪者約為一

成三；再次，受訪者對大學的日常生活和日程安排方面的滿意程度一般，僅四成

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認同”或“認同”，四成半的受訪者表示“一般”，表示“不

認同”或“非常不認同”的受訪者有一成六；排在最後的是受訪者對大學的學業

狀況，僅有三成五的受訪者表示“非常認同”或“認同”，近五成的受訪者表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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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表示“不認同”或“非常不認同”的受訪者約有兩成。 

2、自我提升和個人興趣是澳門大學生修讀（本科）的最主要原因。 

澳門大學生修讀（本科）的最主要原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自我提升和

個人興趣（50%），社會需求（18%），未來前景好（13%），賺錢（11%），家人期

望（7%）。 

3、澳門大學生在大學中，如願收穫最多的事物，前三名是：人際交往和溝通

能力，知識儲備和專業技能，工作能力和社會經驗。 

受訪者在大學生活中如願獲得的事物，選擇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人際交往

和溝通能力（59%），知識儲備和專業技能（55%），工作能力和社會經驗（41%），

志同道合的師友（27%），成熟健康的心態（22%），明確的人生理想（19%），摯

愛的戀人（12%）。 

4、近六成澳門大學生表示入讀後大學講授的與自己當初想學習的不一樣；如

果可以重新來過，三成半受訪者會選擇升讀與現在不同的專業。 

5、在選擇大學的學校時，澳門大學生最看重的因素前四名依次是：專業實力，

學習/生活環境，國家/地區，學校名氣和排名。同時，超過六成半的澳門大學生成

功入讀自己的首選大學；而其餘三成半澳門大學生之所以未能入讀首選大學，主

要原因排在前三名的依次是：考不上，找到更合適自己的，家人反對。 

受訪者在選擇大學的學校時，考慮的首要因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專業

實力(29%)，學習/生活環境(22%)，國家/地區(20%)，學校名氣和排名(19%)，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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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7%)，有親友照應(2%)。 

超過六成半的受訪者成功入讀自己的首選大學；約三成半受訪者之所以未能

入讀首選大學，主要原因由高到低依次為：考不上（49%），找到更合適自己的（20%），

家人反對（12%），學校保送（8%），學費太貴（7%）。 

6、澳門大學生在升讀大學前，搜集和了解大學相關資訊的渠道，前三名分別

為：網上找資料、向老師咨詢，向學長學姐咨詢。 

升讀大學前，受訪者搜集和了解大學相關資訊的渠道，選擇比例由高到低依

次為：網上找資料（58%），向老師咨詢（58%），向學長學姐咨詢（37%），參與

升學輔導（26%），升學中心資訊（24%），家長搜集（13%）。 

7、在職業生涯規劃方面，僅有不到四成澳門大學生表示有明確規劃；近六成

澳門大學生表示清楚自己大學畢業後的幾年內的工作/學習出路；兩成澳門大學生

表示畢業後將繼續攻讀碩士；約六成五的受訪者表示會從事與大學所學專業相關

的工作，另有約三成五的受訪者表示“不會”或“不確定”會從事與所學專業相

關的工作，主要原因排在前三名的依次是：就業困難，個人不喜歡，前景差。 

受訪者對自己未來的職業生涯有明確規劃的程度一般，僅有不到四成的受訪

者表示“認同”或“非常認同”自己有明確規劃，四成四的受訪者表示“一般”，

近兩成受訪者表示“不認同”或“非常不認同”自己有明確規劃。 

約六成五的受訪者表示會從事與大學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另有約三成五的

受訪者表示“不會”或“不確定”會從事與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其主要原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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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低依次為：就業困難（44%），個人不喜歡（31%），前景差（12%），薪水低

（10%），家人反對（3%）。 

 

總結以上，澳門大學生在大學生活以及生涯規劃方面的一些問題值得深思：

僅有不足四成的澳門大學生有明確的職業生涯規劃；在澳門大學生升讀大學前，

他們獲取大學相關資訊的渠道，主要是網上找資料，向老師或學長學姐咨詢，而

缺少相對科學和系統性的指引；而在升讀大學后，近六成澳門大學生表示入讀後

大學講授的與自己當初想學習的不一樣；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大學生表示可能不會

從事與自身專業相關的工作，主要原因就是就業困難、前景差或個人不喜歡；同

時，在大學生活中，僅有三分之一的大學生表示對自己的學業狀況感到滿意。這

些情況的出現，與澳門大學生在高中階段和大學階段在生涯規劃方面的缺失不無

相關。高中階段生涯規劃的缺失，會導致選擇大學和專業時的盲目性和被動性；

如果大學所學專業與大學生自身興趣特質的相悖，或與社會需要脫節，必然導致

學習動力不足，學習效果不理想，畢業後難以學以致用。 

青少年個體需要有相對明確的發展目標，以激勵他們努力學習和奮鬥。只有

確定目標，從而有目的地創造條件，才能避免沒有目的的浪費時間，隨波逐流。

很多人事業沒有成功並不是他們本身不具備潛力和才能，而是在行業選擇伊始便

沒有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向，缺乏奮鬥的目標和動力。因此，高中階段和大學階段

的生涯規劃，對青少年來說顯得尤為重要。職業生涯規劃就是學生根據自己的愛

好、興趣、特長等因素，以個人特點為出發點，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需要，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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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與自身需求適配的專業和職業的過程。 

 

因此，研究人員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1、本澳教育部門、各中學應針對高中生建立專業而系統的職業生涯規劃機

制。 

本澳高中教育在學生的生涯規劃方面，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本澳教育部門、

各中學或相關社團，應更加重視高中生的生涯規劃工作，在校內外開展多種職業

生涯規劃訓練和培訓，增強科學性和系統性，逐步將職業生涯規劃成為高中生教

育體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高中階段的生涯規劃，首先應幫助高中生做好自

我認知，在專業人員的指引下，通過科學方法對學生的職業傾向、興趣愛好、性

格特點，擅長技能等進行測試、評估，幫助高中生正確認識自己，了解自己；其

次，應幫助高中生初步進行職業認知和社會環境認知，在正確的自我認知基礎上，

幫助高中生進行擇業動機分析、擇業心理分析、擇業技巧、行業分析等知識和技

能，再結合社會現狀、行業需求和發展趨勢，初步確定自己的職業生涯目標，從

而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這樣，可以避免高中生在未來大學和專業的選

擇上的盲目性和被動性，從而做到揚長避短，有的放矢。 

2、本澳教育部門、各中學和社團應將新媒體技術與傳統方式相結合，為高中

生提供更具針對性和系統性的升學服務。 

目前本澳高中生在選擇大學和專業時，獲取相關資訊的途徑主要以網上查資

料，向老師或學長學姐咨詢為主，而相關升學輔導和升學中心的作用則相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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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教育部門、各中學和社團進一步提升升學輔導和升學中心的資訊服務，建立

一個長效的更具針對性的升學輔導和資訊系統。將新媒體技術與傳統方式相結合，

進行線上線下的即時信息發佈、權威人士的政策解讀和擇校技巧輔導；讓高中生

盡可能充分的了解大學的教學內容和方式、文化生活、生活環境等，減少升讀大

學后的現實與理想的偏差；還可以按照大學的地區和分類、招考方式，學生的專

業傾向、成績等不同類別，對高中生進行針對性的升學輔導，使得本澳的升學輔

導和升學中心服務更科學、更全面、更權威、更系統、更具針對性。 

3、本澳的大學應指導大學生進一步完善和明晰生涯規劃，並為此建立長效系

統的職業生涯規劃指導和訓練機制。 

大學時期是青年為將來就業儲備知識和培養能力的黃金時期，也是生涯規劃

的關鍵時期。大學生應在原有生涯規劃和未來憧憬的基礎上，結合自我認知和對

社會發展趨勢的了解，為自身未來發展制定更為明晰的目標規劃。 

有效引導大學生完成和完善個人生涯規劃，并形成長效系統的職業生涯規劃

指導和訓練機制，學校責無旁貸。預則立，不預則廢。大學生在畢業後將直面激

烈的就業競爭，在大學期間，如能將現實和長遠規劃相結合定位並不斷完善，將

為走出象牙塔后的就業和職業升級打下堅實的基礎。職業生涯規劃的五要素是知

彼、知己、抉擇、目標、行動。五要素中知彼是基礎，行動是實踐，知彼知己就

要求學生要對外部環境有基本判斷力，對自身素質有客觀認識，在進行職業生涯

規劃過程中，要幫助學生瞭解自身的優勢和劣勢，清醒地認識外界環境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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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和威脅，對社會現狀、行業需求和發展趨勢有更為深刻的了解，幫助大學生

做好人生定位，激發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奮鬥的動力，挖掘自身潛力，彌補劣勢，

實現個體價值的最大化。 

4、本澳的大學應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和訓練融入到日常教育活動中，為大

學生提供更多的行業體驗和實習機會。 

本澳的大學在為大學生提供行之有效的生涯規劃指導和訓練的同時，還應為

大學生提供更多的行業體驗和實習機會，將感性認識轉化為實際體驗，從而不斷

修正和豐滿自己的生涯規劃；通過組成研究小組或工作小組的方式，給大學生多

提供與導師、同學以及各行業的優秀從業者交流的機會；通過講座、座談或咨詢

的方式，了解行業前沿資訊，及時思考所學專業知識在實踐中的應用；積極尋找

和拓展將自己所學轉化為實際工作能力的正確途徑，激發大學生的學習動力，不

斷完善大學生的生涯規劃，為未來制定美麗的藍圖，這對於大學生個人成長、學

校發展、社會進步等方面都具有十足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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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澳門大學生的大學生活與生涯規劃相關性研究調查問卷 

Q1. 總體而言，我對自己目前的大學生活感到滿意。 

1.□非常認同   2.□認同   3.□一般   4.□不認同   5.□非常不認同 

 

Q2. 我對自己在大學的學業狀況方面感到滿意。 

1.□非常認同   2.□認同   3.□一般   4.□不認同   5.□非常不認同 

 

Q3. 我對自己在大學的日常生活、日程安排方面感到滿意。 

1.□非常認同   2.□認同   3.□一般   4.□不認同   5.□非常不認同 

 

Q4. 我對自己在大學的人際關係狀況感到滿意。 

1.□非常認同   2.□認同   3.□一般   4.□不認同   5.□非常不認同 

 

Q5. 我對自己在大學期間的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狀況感到滿意。 

1.□非常認同   2.□認同   3.□一般   4.□不認同   5.□非常不認同 

 

Q6. 到目前為止，我在大學生活中獲得了我所想要的_______。（可多選，最多選三項） 

1.□知識儲備和專業技能  2.□工作能力和社會經驗   3.□人際交往和溝通能力  

4.□摯愛的戀人   5.□志同道合的師友   6.□明確的人生理想    

7.□成熟健康的心態   8.□其他（請註明）______ 

 

Q7. 我修讀大學（本科）的最主要原因是： 

1.□自我提升和個人興趣   2.□家人期望   3.□社會需求   

4.□未來前景好           5.□賺錢       6.□其他（請註明）______ 

 

 

Q8. 我在升讀大學前，搜集和了解大學相關的資訊的渠道有：（可多選，最多選三項） 

1.□升學中心資訊    2.□參與升學輔導   3.□向老師咨詢    4.□家長搜集 

5.□向學長學姐諮詢  6.□網上找資料     7.□其他（請註明）______ 

 

Q9. 我在選擇大學的學校時，考慮的首要因素是： 

   1.□學校名氣和排名   2.□專業實力    3.□國家/地區  4.□學習/生活環境   

   5.□學校保送    6□.有親友照應   7.□其他（請註明）______ 

尊敬的同學： 

 您好！本問卷旨在調查大學生對大學生活的滿意度與其生涯規劃的關係，以下問題沒

有標準答案，敬請以你的真實想法填寫。有關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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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現在我的大學是升學時的首選。（回答“是”請跳過 Q11，直接回答 Q12；回答“否”請

繼續 Q11 作答） 

1.□是    2.□否 

 

Q11. 不入讀首選大學的原因。 

1.□考不上    2.□家人反對    3.□學費太貴    4.□找到更適合自己的   

5.□學校保送  6.□其他（請註明）______ 

 

Q12. 入讀後大學講授的與我當初想學習的不一樣。   1.□是    2.□否 

 

Q13. 我畢業後將繼續攻讀碩士。    1.□是    2.□否    3.□不確定 

 

Q14. 我畢業後會從事與大學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回答“是”請跳過 Q15，直接回答 Q16；

回答“否”或“不確定”請繼續 Q16 作答） 

1.□是    2.□否    3.□不確定 

 

Q15. 不考慮從事與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的原因是： 

1.□個人不喜歡  2.□家人反對  3.□就業困難  4.□薪水低   5.□前景差 

 

Q16. 我清楚自己大學畢業後的幾年內的工作/學習出路。   1.□是    2.□否 

 

Q17. 我對自己未來的職業生涯有明確的規劃。 

1.□非常認同  2.□認同  3.□一般  4.□不認同   5.□非常不認同 

 

Q18. 如果可以重新來過，我會選擇升讀與現在不同的專業。 

1.□會    2.□不會 

 

基本資料 

Q19. 您的性別：   1.□男   2.□女            

Q20. 您的年級：   

1.□大一  2.□大二  3.□大三   4.□大四   5.□其他（請註明）______ 

Q21. 您的大學所在地區： 

1.□澳門   2.□中國內地  3.□香港   4.□台灣   5.□其他國家 

Q22. 願意接受後續的焦點訪談    1.□願意     2.□不願意 

如願意請留下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Q23. 您就讀的大學學校：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完畢，感謝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