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不是「不想做」，只是自己決定「不要做」。 

其實不是「無法改變」，而是自己決定「不改變」。                   

                     ─競爭力直升機 

     

   『周行一。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商
學院教授、台灣期貨交易所季刊編輯委
員、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編輯委員、
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編輯
委員。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女兒今年要念大學了，太太和我就像
台灣大多數的父母一樣，幫著寶貝女兒
思索該選讀什麼科系會比較好，我們一
開始也像大家一樣，嘗試鼓勵女兒按自
己的興趣選擇，但後來還是免不了加入
了自己的許多主觀意見，最後女兒基本
上還是依照我們的「鼓勵」做決定了。 
 
  子女受父母的影響是很自然的事
情，但是小孩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或
者是不清楚自己的興趣卻是很可惜的事
情，照道理，父母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應當是發掘小孩的興趣，幫助小孩發揮
天賦到極致。但是我們在子女成長過程
中卻做得太少了，或者是做的方式不
對，使得子女到了成年時還不知道自己
的人生理想，嚴重影響了子女的一生。 
 
  我們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放任中小
學仍舊停留在以學生考上好大學為唯一
的教育目標。大學是達成人生理想的途
徑，不是終點，小孩如果知道自己將來
想對別人有什麼樣的貢獻，就能做適當
的選擇，但是我們的高中教育極少探索
式的內涵（例如畫一幅畫、作一首曲、
編一個劇本、對某個行業做個研究報
告、對某個文學家或者是科學家或者是
歷史偉人深入探討、動手做科學實驗等
等），小孩唯一被期望做的就是考高
分，因為分數愈高選擇的機會愈多。但
諷刺的是，獲得高分後不是不知所措，
就是選擇按照分數能去的系所。 
 
  如果父母持續地僅僅關心高中能否

幫小孩獲得好分數，進入「好」大學，我們
就會持續產出缺乏人生目標的年輕人，造成
我們的下一代在廿一世紀中被別人迅速淘
汰。 
 
  我們犯的第二個錯誤就是讓大學延續高
中的教學方式，重點在幫助學生獲得就業的
技能，而非趁小孩大學畢業前能彌補高中教
育的不足。大學教育的目的在幫助學生建立
理想，發覺人生的興趣，培養貢獻別人的熱
情，當學生在思索人生目標時，就會選擇自
己有興趣的學習內涵，進而激發學習熱情。 
 
  賈伯斯在二○○五年史丹佛大學畢業典
禮的演講中提到，他的養父母花了一生的積
蓄，讓他念大學，為了畢業他必須拿許多
「必修科目」，他讀了第一學期就決定放棄
學位，之後反而海闊天空，繼續待在學校裡
旁聽各種自己想學的課程。事後證明，這些
自己組合的學習內容，對他的事業有極大的
幫助，史丹佛大學的教師說不定是受了賈伯
斯的啟發，才決定未來要讓學生決定自己的
學習內容，必修課可能成為歷史名詞，選修
課才是王道。 
 
  我們犯的第三個錯誤就是沒有在受限的
客觀環境中（例如自己無力改變的中小學及
大學教育環境），主觀地為子女創造發掘自
己理想的環境，我們花錢讓小孩學音樂、繪
畫、科學等等，甚至買書給小孩、送他們出
國，可以說竭盡所能地幫助子女受到最好的
教育，但是我們忘了自己才是子女最好的學
習榜樣，如果我們自己也缺乏理想，不重視
自己對別人的貢獻，如何期望小孩期許自己
成為對人類有重大貢獻的偉大人物？當然，
我們不需要過度苛責自己，不過必須經常提
醒自己，成為子女的模範，我們的所作所
為，子女看得仔仔細細，所以我們絕對有能
力做為子女的典範，成為他們人生最重要的
參考對象！ 

技職教育3.0：翻轉技職教育、引領自造風潮 

智慧小語 

Library Weekly News 

 發刊日期：104年05月26日 

 期  數：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6週 

 發行單位：教務處/圖書室 

資料來源：http://www.tvet3.info/%E7%BF%BB%E8%BD%89%E5%90%A7%EF%BC%8C%E7%88%B6%E6%AF%8D/ 

手指揹著眼在字裡行間探險 

或沉思悠悠低谷，或停頓蓊鬱林道、或勇闖巍峨山巔 

哪一段都可以是起點 

有風的時候  便讓它拂上滴了汗的臉 

走過崎嶇，就能讀享蔚藍晴天。          \\天下雜誌 

新知鮮聞 

「不要認為你有

什麼特別，因為

你並不特別。」 
 

活動方式：  

●請選擇你最喜歡的一

句畢業贈言，並投下你

神聖的一票。 

●活動期間每個e-mail

帳號每日限投一票，不

限參加次數，每投一票

可獲得一個抽獎資格，

多投票就可增加得獎機

會喔！ 

 

 

活動時間： 

●留言時間：即日起至6

月25日（週四）24:00截

止。 

●得獎公布：名單將於6

月30日前於三魚網公佈

並以email寄發個人通

知。 

 

 

活動獎品： 

每名各得《從容 的 力

量》與《堅持：Ｋ老師

給我的 人生 禮物》一

本，共計8名。 

 

http://

www.ireader.cc/

index.php/p6_01/

p6_01_detail5?sn=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