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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現場 關於打工這檔事！  
趨勢巨流河

 

文/王怡雯   攝影/施宥全

 

 

 

 

 

打工是許多大學生都有的經驗，但不同的工作到底做什麼呢?打工的過程會如何呢?這

次的專題介紹了不同的打工故事，也邀請職業輔導組和教官來聊打工，快來看看打工

這檔事吧！

 

 

 

●打工經驗

 

A.覺得打工好原因: 賺錢、志願、實習、創業磨練

 

□法文三  郭芷瑄

 

我非常喜歡現在打工的一切事物。在這份工作中，我看見了老闆對於創業的熱忱與用

心，也體會到其實經營一間店不是只有經營顧客還有數字方面，員工管理也會影響很

多，像是員工願意自發性的為店裡做更多付出，其實都是平常營造出友善的工作環境

，而潛移默化影響的。在這份工作中，我更交到了許多來自不同系的好夥伴，在進入

一個陌生的環境，並即時要與人合作，我覺得這幫助訓練了自己的溝通技巧與應變能

力，而也促使我變得更積極，更能主動要求自己完成事務的效率。打工就像是我的第

二個家，那裡有老闆和同事們的互相取暖和關心，也可以學到許多在大學沒教的事。

 

 

 

B.覺得打工不好: 課業優先、壓縮生活空間、壓力大

 

□資管三  鄭一華

 

一開始找尋打工是因為想在生活費上能有更彈性的使用額度，所以選擇在超商打工



，但我本身是通勤族，加上因為連鎖超商的排班制度較嚴謹，配合學校上課與通勤時

間後，只剩某些時段可排班，為了達到規定的工時，少了很多複習功課或休息的時間

。長期下來導致課業成績下滑，生活緊繃，雖然可以買喜歡的物品，但後期變得身心

俱疲，一點都不快樂。後來決定離開工讀，專注課業學習，身體健康狀態也漸漸好轉

，在知識吸收程度上提升許多，也比較不容易分心，有更多時間去經營人際關係，且

各方面都有不錯的轉變與成長。

 

 

 

●類型

 

A.文教工作

 

□公行三  許雅筑     類型-補習班工讀生

 

每週繳交報表、定期協助主管來校舉辦招生講座、介紹同學到這家補習班上課等，這

些工作內容都是非常新鮮的體驗，而且大部分時間可以在家作業，並透過網絡與主管

聯絡即可，故讓我的學業時間與工作日程幾乎沒有衝突。因為有績效獎金的設置，所

以對我來說是一份具有挑戰性的工作，而這兩年的工作經驗最大的收穫在於學習了如

何與人建立良好關係，我也認為增加自己多樣化的工作機會，在將來處事方面會有更

多元的想法刺激。深入工作內容後，我更加確定自己將來想從事行銷相關行業，也開

啟了修習外系行銷管理的機緣。

 

 

 

B.校內工讀

 

□資圖四  吳佳穎    類型:圖書館工讀生

 

一開始想在校內圖書館工讀，無非是因為自己就讀了資圖系，想看看自己適不適合圖

書館的工作。工讀三年的我，已更熟悉圖書館內的相關工作內容跟性質。我的職務內

容包含櫃台業務、詢問台作業及內部作業三大方面，這份工作最大的特點就是需要耐

心學習、細心檢查、培養與人溝通的技巧，能提升自己價值與培養成就感的一份工讀

。校內工讀最大的優點就是距離近、有保障，學校除了會定期申報時數外，也會替我

們保勞保，更不用擔心薪水不發等問題，環境也相較單純些。工作後發現，課堂知識

能在此學以致用的感覺真的很棒！



 

 

 

C. 勞力付出

 

□水環三  鄭丞佑    類型：餐廳工讀生

 

當時因為要自己負擔房租與生活費，毅然決然加入這份兼職，正好對餐飲方面也有些

興趣，因為我覺得可以自己創造出喜歡的料理給自己或喜歡的人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情，更喜歡食物能夠療癒人們的神奇魔力。但公司是連鎖企業，在許多規定上較嚴謹

，還有公司的督察定期來巡視，學生身分其實很棒，因為不用扛下太多責任，又能學

到工作經驗。在排班的部分，一個星期我會選擇3個平日晚上班；六日會選一天工作

準備下週課程或複習功課，也是給自己一點時間休息。開始打工後，我覺得心態層面

的轉變最大，因為切實地感覺到錢是自己賺的，更珍惜每一個學習的機會，也會讓自

己重新去審視每一個決定。

 

 

 

□教科一  郭潔蓉    類型：早餐店工讀生

 

選擇在大一時就進入打工生活，是因為想體會靠自己的能力去賺錢，因為想趁年輕時

多去嘗試許多新事物，剛好我平時的興趣就是喜歡收藏許多小物與古董類的東西，未

來也憧憬著能開一間擺放許多收藏品的餐館，這份工作是很好的職場訓練。經過這些

日子，我發現處理事情的臨場反應有提升；另外，早餐店需要早起開店，現在前一晚

都會早睡、準時起床，養成更規律的習慣。服務業有時會遇見要求較不合理的客人

，但幾個月下來，我大致懂得如何面對不同性格的人，這也是韌性的增強，在未來遇

到任何事情也較能處變不驚。

 

 

 

D.技術工作

 

□大傳三 陳廷瑄   類型：接案後製剪輯

 

國中很常上網，當時Youtuber在台灣還不普及，我很喜歡國外一個拍搞笑影片的團體

叫「Smosh」，從那時對影片剪輯產生了興趣。我認為剪片往後是人人都會的技能



，所以要把握機會增進剪輯的技巧。每當完成一部影片時，我都會好好檢視自己的作

品，想著如何能夠更好，讓收看者體驗更加流暢。我也會在網路上研究其他影音創作

，看到有興趣的影片，會不停重播以觀察它的特效和手法。剪輯份工作讓我增加操作

熟練度，能夠有效率地完成學校相關作業。

 

 

 

●數字來說話

 

對打工族來說，打工的環境與收入，都是影響工讀生後續能否穩定持續在工作中努力

的重要因素，我們對淡江大學的學生進行一份問卷調查。

 

根據66份有效問卷的數據中，7成2的學生目前正在進行工讀，約2成的學生之前有打

工但現在停止了；類型的部分，有5成從事餐飲、超商或服飾店等動態工作，4成選擇

家教、行政等靜態工作。其中有8成的同學時薪都在政府規定之新台幣150元或以上

，少數同學的時薪不滿兼職人員最低薪資標準，而有2成5的學生認為這樣的薪資與付

出的成本不太對等。

 

 

 

在打工現場的意見中，多數人對於「好老闆」的看法為「會適時體恤員工、懂得溝通

、不隨意扣押薪水、有同理心」等，對於「惡老闆」的看法則為「態度惡劣、刻意刁

難員工、惡意剝削薪資、不負責任」等；對於「好同事」的看法為「會互相幫助、好

溝通」等，對於「惡同事」的看法則為「偷懶推卸責任、態度冷淡、惡意排擠別人」

等。

 

 

 

●校方輔導單位

 

A.教官室-淺談打工注意事項---教官 魏道冠

 

根據過去曾發生的案例，有幾點常見的工讀問題與因應方式，分享給大家:

 

1.工作安全、職場性騷擾等問題

 



某些不肖店家可能會利用環境優勢，例如:知道攝影機的死角處等，對工讀同學行使

不禮貌的言語或行為，當下不慌張，然後再尋求教官或師長協助處理、蒐集有利相關

證據，以利後續的法律途徑。

 

 

 

2.勞資雙方契約未定清楚，資訊不對稱

 

許多同學可能曾遇過拿到薪資單後，發現多了許多條莫名的扣資項目，有些同學可能

會覺得不想引起不必要的紛爭，便選擇默默吃虧。若經常性的發生此類狀況，應檢視

契約是否公平，並請教教官或師長，別當被剝削者。

 

 

 

3.職業的選擇與過濾

 

提醒同學盡量別嘗試工作內容或環境較複雜的職業，某些類型的工作也許薪資開價高

，但可能讓同學們陷入危險，曾有位同學選擇進入某些行業，某日被客人提出不合理

的要求，導致該位同學損失錢財，還好人身安全未受到威脅。

 

 

 

4.心態應要適時的調適

 

教官提醒同學們，應多以正向觀念導入對金錢的看法，若在工作中受屈或損失，可以

多與人傾訴感受或放鬆散心，過於在意損失會導致鬱悶不樂，任何在工作中的不愉快

都是成長與學習的動力，讓經驗造就未來更美好的自己。

 

若有任何打工上的問題都可以來詢問我們，未來軍訓室也會多利用課堂上與同學們工

讀方面的安全宣導。

 

 

 

 

 

B.職業輔導組-打工的4大建議----服導員 游凱寧



 

1.應該以何種心態去面對半工半讀的生活？

 

若有經濟壓力，打工是為了生活；若無經濟壓力，打工可以訓練工作技能和培養興趣

。而不管是何種工讀，要讓工讀經驗成為未來職場競爭力。下列四項提醒同學切勿有

的「工讀生心態」：

 

(1)覺得事情得過且過，趕快做完就好。

 

(2)工作內容重複又無聊，隨便完成就好。

 

(3)問別人問題好尷尬，自己解決就好。

 

(4)我不過是個基層人員，可取代性高，時數做到就好。

 

一旦有了上述的「工讀生心態」，就已經把自己定位成「無法成長的打工仔」。這份

工作對你來說，可能較無法從中學習、了解或成長，只是一份花費了青春歲月，卻什

麼也沒留住的工作。

 

 

 

2.在職場上若遇到不愉快該如何調適或處理？

 

擺正心態、從容地面對問題，並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讓心理素質得到鍛鍊和提升。「

不要像玻璃一樣脆弱，而要像臘梅一樣堅強。」如果不能改變環境，至少可以改變心

情，建議採「傾訴法」將失控力隨著傾訴轉化出去，這是一種健康防衛，無副作用且

效果也好。如果傾訴對象具有較高的學識、修養和實踐經驗，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

 

 

 

3.哪些類型的打工機會比較合適？

 

找打工若不只是圖溫飽，可以挑選符合興趣或是夢想的工作嘗試。我建議同學在大學

期間可以找實習，針對科系出路或是想瞭解的產業去實習，找到自己的興趣及職涯探

索，確定未來志向。



 

 

 

4.怎麼時間管理，學習效率會最好？

 

「時間管理」不是汲汲營營地填滿每個時段，而是將時間適度分配在每件事情上。台

科大紀加芬教授曾提出「時間三分法」的概念，她建議學生1/2的時間用於課堂學習

、1/4用於與同學間的互動，例如：社團、1/4用於社會經驗的學習，例如工讀、實習

或參加社會服務等活動。這個概念推薦給同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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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打工的十字路口。（攝影／施宥全）

 

 

郭芷瑄在打工找到第二個家。（攝影／施宥全）

 



 

吳佳穎學以致用樂在打工。（攝影／施宥全）

 

 

陳廷瑄把興趣發展為專業技術接案打工。（攝影／施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