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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是個最寫實的戰場，檯面上與檯面下潛藏了許多刀光劍影，相信前陣子

火紅的甄嬛傳還意猶未盡吧！后宮儼然是個職場，而扮演妃子，要如何得到皇

帝的青睞、如何與眾多嬪妃相安無事，是一門很深的職場生存術，當然，所屬

職場文化不同，也會有不同的生存術，首先要建立一個觀念，職場生存術與你

有何干係？不要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小角色就認為與自己毫不相干，懂得基本生

存術不僅可以使工作更為順暢，也能夠了解怎樣的溝通方式是 NG、行不通的說

法，另外還可避免踩到職場潛在的地雷區！ 

 

   當上班的第一天就是職場生存戰的開始，這階段可驗證求職者對於職務的實

際態度，上班就如參加一場足球選秀，雇主就像評審員，要取得雇主的青睞，

選秀面試僅是獲得入門資格，而首發正式球員的位置還待上工後，才是關鍵時

刻，所以謹記，不論何時、何地，你都被他人評估中，像是人際互動、溝通方

式、面對挫折的忍受度，以及對於時間觀念等等，這不僅考驗你與職場的合適

性，也考驗你的適應性，看到現在，你會不會覺得職場生存大不易呢?難道沒有

一個更簡單上手的方式嗎?如果說沒有，這是騙人，如果說有，這也取決你要不

要試、相不相信的態度，但我親愛的讀者，要更清楚一點，如果沒有付出實

踐，這一切都是紙上談兵，雖說剛開始有就服員陪同，但就服員的存在，最終

仍是加快求職者的獨立性及穩定性，換言之，就服員僅是就業裡的一個過客，

最終需要去面對的，還是身為主角的求職者，譬如有些求職者，會有被大才小

用的想法，而就服員能做的就是協助求職者整理思緒、了解自己有哪些能力、

技術，對於這份工作配對間的合適性，才會再進一步探討求職者選擇 A、放棄

B的後續發展，再將最終的抉擇權交給求職者，就服員僅是參謀，最終要為自

己負責的，還是求職者本身。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方才討論快速上手的話題，一個更快速上手的方式便是觀

察，不論東西方的雄偉發明，都是從觀察開始，再經過一段漫長艱辛的驗證，

所以要如何快速上手呢？這就要從自己的職務開始了解，先弄懂自己所處的職

位角色，再漸漸擴展到自己所處部門與其他部門的關係，這麼一來做事便不易

越矩他人的職務界線，也會更快知道自己應該做甚麼事、不該做甚麼事，且凡

事主動詢問，總是利多於弊，主動詢問不僅展現認真的態度，也可增進與同事

互動的機會，當然這並非要你隨便問題問，或是不經大腦思考想問甚麼就問，

發問除了需取得發問權外，還要看場合而論，如:你看見同事每次將文件送出前

一定會再看一次，並寫下一排數字，並將東西放到一個固定的大桌上，假如你

在飲水間碰到該名同事，這時你可以問:「某某某，我一直有個疑惑，不知道現

在可不可以問你一下呢?」，這時同事通常不太會拒絕你的提問，「我經常看到你



將文件送出前會再看一次，還有寫下一排數字，不知道再看一次是要看甚

麼?」，同事回應:「那個就是要……」並順著兩人對話再補問，「喔喔~我知道

了！那寫下的數字是要將甚麼抄下來嗎?」，提問最好一次問一個問題，以免對

方覺得被逼問，或是不知道要先回答哪個問題，在對話結束後還要有禮貌地感

謝對方的答覆，人際交流與互動就是這樣被塑造出來，當然透過用餐時間、搭

電梯、業務合作的契機交流都是很不錯的方式，並在互動過程中漸漸透露自己

的視力狀況，讓對方清楚的知道，自己可以作哪些事情，或是哪些事情其實是

有困難的，但切記，告訴對方並不代表對方必須一味的遷就自己，而是共同找

尋一個可行的選項，例如:可以透過一些輔具、職物再設計，改善職場的友善設

施，或是藉由職務分析協助視障朋友加快適應的腳步，而什麼是職務再設計

呢？簡易的來說便是透過輔具、或改善就職空間及設備使人更有效率、更有效

益完成工作，而適應速度快慢的要素概括為以下兩點: 

 

1. 職場改變的可能性:譬如雇主對於視障朋友的接受、友善程度，或是職場的設

備系統可變更的幅度，又或是改變所須花費的時間、人力、費用等等，都會影

響雇主的決策。 

 

2. 求職者改變的可能性: 譬如是否願意為工作作出改變、對於改變的想法，會

不會有抗拒產生呢?另外更重要的一點便是，願意為這份工作付出多少努力呢?

就像現在有一個輔具可增加你的工作效率，但須要花額外的時間去適應、學會

如何操作，這時你願不願意呢? 

 

    在這裡先舉個視障者進入職場常見的例子，那就是想要與明眼人一樣，又希

望塑造異於明眼人的差別，在使用輔具的過程常讓視障朋友爭扎不已，擔心我

戴著濾光鏡，十分貼近桌面的工作會不會很奇怪？我使用輔具會不會被標籤為

缺乏能力的人?我接受了工作的調整，會不會在團體中顯得特別突出？別人會怎

麼看我?在有上述情形發生時，請先問問自己，你自己是怎麼想的？如果自己都

認為是怪異的，那別人的一個眼神在你的解讀都是怪異的，何不轉換一下想

法，至少還有輔具可以協助提升效率，請去權衡一下提升工作效率與不斷解讀

他人對於你使用輔具的想法，哪一個是你在意的？如果你選擇了前者，將面臨

的是如何正確的使用輔具；如果選擇了後者，我們須要再來談談，雇主或是你

真的清楚你的視力狀況嗎？你有沒有清楚讓雇主知道你的視力狀況呢？雇主及

你自己可不可以接受職務的調整，或有轉職的可能呢？更現實的一面是待遇的

部份，你能夠接受被調薪嗎？常有人說為什麼我們的薪水比別人少？但我親愛

的讀者，請切記，在你想要行使權力前，有必須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同工同酬

這是勞動權利，且不斷被倡導，意即現在的你，可以執行和以前相同的產能

嗎？再更直白的說，雇主認為你有這樣的價值，且願意支付薪資。 

 



    但我要先澄清，我並非有意要將人的價值與薪資畫上等號，而僅僅是單純的

討論勞動核薪的概念，如果你一直不願去懂勞動市場的遊戲規則，不僅會裹足

不前，也很容易使自己受傷，所以在你要求之前，請先問問自己能為這份工作

付出多少？如果還是要與他人拿相同薪資，一旦談到責任歸屬時又拿自己的障

礙出來，為自己開脫，希望他人包容，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請換位思考，

這樣做對別人是否公平？如果你必須做到百分之百，而別人可能只要做到百分

之八十五，但你們兩個領一樣的薪水，你又作何感想呢？同事又會怎麼想呢？

這是否又是在塑造另一種的特權？背離公平呢？如果自己都無法一直貫徹公

平，又要如何去要求別人公平呢？危機意識是每個人都須具備的，不論你是明

眼人或視障朋友，或許有很多因素是我們無法控制，但我們能掌控的，你是否

又能做好充足的準備？面對職場打擊是勢必的，一定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並

不斷的調整，試問在職場成功的視障朋友，誰無辛酸史？在渴望甜美的碩果，

必須想想該如何栽種，但如果不論如何都無法消化進入職場的衝擊呢？別忘

了，你不是一人在奮鬥，還有你既有的人際社群，或是就服員，訴說也一個問

題解決的管道，不妨將問題提出，一起討論癥結在哪，要如何做心理的調適，

但仍舊是這句話，為自己的決擇負責。 

 

    當然在適應職場的開始會有很多的不安，不僅要面對陌生的人事物，還有別

人對於自己能力的質疑，但這也是每人就職的必經過程，俗話說萬事起頭難，

有志者事竟成，培養好的學習態度，虛心受教、主動詢問、積極處理、認真負

責，並將壞習慣的影響降到最低、戒掉，視力的喪失，確實令人悲痛，但人不

能總是看著已失落的過往，應更加專注於當下，嘗試面對自己，藉由不斷的與

自己對話，更加了解自己，但是，我親愛的讀者，有一點必須要誠實的告訴

你，人，不可能永遠等待別人或外界的改變，有時一個心念的開啟，以更寬敞

的心態去面對，會有不一樣的體會，並藉由時間慢慢磨練，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學習他人優點，補足自身的缺點，做中學，相信可以

挺過艱難，成功的生存，與你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