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小到大我們經常聽父母老師說，只

要用功讀書、考上好的大學，畢業

以後進入知名的公司上班，這一輩子就

穩穩當當了，可是現在如果還用這種觀念

去教小孩，反而是害了他們，因為這個世

界已經不一樣了。

人生永遠有挑戰要面對

還記得NOKIA手機剛出來時不可一

世，滿街的人都在用，許多年輕人求職也

十分嚮往能進入這家公司，沒想到才幾年

他們就走下坡，最後慘被微軟收購，經營

團隊一口氣被裁掉7200多人，原本令人羨

慕的夢幻工作也一夕之間樹倒猢猻散。

另外一個以晶片代工起家的聯發科，數年前

也曾被所有的財經報導看衰，認為它缺少創新即

將被市場淘汰，後來卻逆勢翻轉成功，營收再創

新高，甚至發下豪語要超越美國最大的晶片設計

公司「高通」。而高通是我在美國念書時的夢幻

公司，博士生有人能進這家公司工作是被所有人

羨慕的，但也曾有消息說要裁員15%。

可見這個世界變化越來越快速，不管公司多

有名，永遠都有不同的挑戰要面對，看它樓起樓

塌都在數年之間，一般人想安安穩穩的在一家大

公司做一輩子，似乎也越來越不容易。剛出校門

時，我們或許可憑傲人的學歷找到第一份工作，

但失業後要再找第二份工作就得靠真本事了。你

的孩子有幾分實力、多少本事？我們有沒有提供

足夠的條件，幫助孩子發展自己的能力呢？

假如你真的愛孩子，請別再用自己二十年

前對這世界的認識，要求孩子去準備他二十年後

的生活；當你期待孩子去做公務員或選擇比較安

定的工作之前，至少花些時間及心力去瞭解，這

個世界已經不是你以前的那個世界，過去的鐵飯

碗、金飯碗也將一一被打破。如果你連這情況是

怎麼演變或未來將往哪裡去都不知道，更應閉上

嘴，讓孩子去追求自己的人生！

能力比知識學歷更重要

我在大學教書十幾年，深刻感覺到人才培

養與現實的落差，並不是學生進入大學以後才發

生，而是中小學階段即已出現，若想改變整個教

育，做出真正的成效，最根本的還是要從中小學

教育去著手。因此這兩年我接了將近三百場演

講，到處去跟中小學老師分享怎麼做翻轉教育，

希望能夠號召更多人一起做出不一樣的改變。

因為台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不像美國和中

國大陸擁有許多天然資源，必須靠人才和不斷創

新才能跟全世界競爭，我們思考下一代的問題，

首先應定義什麼叫做「人才」？如何培養全世界

第一流的人才？其次須將眼光放遠，展望未來十

年、二十年全球的變化，如氣候暖化、石油資源

主講／	葉丙成(大學教授)			整理／	謝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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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照亮心靈」講座摘錄

▲ 葉丙成教授與聽眾分享如何以創新改變台灣、改變世界。

用創新改變世界



的枯竭，甚至健保、勞保等各種社會保險可能都

有變數，屆時台灣社會將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也

就是人們應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夠生存下來？絕對

不是那些很會讀書、考高分的人。

拜電腦科技的進步和全球資訊發達，我們現

今正處在一個前所未見的世界，碰到的也是歷史

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問題，無法借鑑前人，從歷

史的教訓經驗中去尋找解答。

我曾對學生說，假如地球上的資源只剩下

三十年可用，想像一下二十年後你們才四十歲，

就要面對石油即將用磬引起的全世界經濟恐慌，

到時與石油相關的產業，不要說別的，光是服裝

原料尼龍馬上就會缺貨，連衣服都沒法生產了，

你說人類要怎麼辦？

人才的培養是需要時間的，我們不能等二十

年後問題發生了才開始想「人才在哪裡？」必須

從現在起，改變人才培育的觀念和整個教育系

統，想想二十年之後，什麼樣的人才能夠生存下

來？

所以我要強調，能力比知識更重要，培養自

己成為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比任何漂亮的學歷

包裝更重要。學生在求學時代最應學會的是意見

表達與建立自主學習的思考習慣，培養與群體互

動、協調合作，一起面對未知問題的挑戰，才有

可能適應瞬息萬變的世界。

成功創意始於人性關懷

我們今天談創新，鼓勵年輕人創業，自然會

注意到成功的創業包含很多因

素，重點在他的創意能夠抓住

社會需要，解決大多數人苦惱

的問題，反之某些看起來不錯

的點子、很酷的發明，市場反

應卻平平；可見所謂的創新必

須根植在平日對人、對生活周

遭事物的洞察力，經常關心別人、為人設想，才

能發現人們正在為什麼事受苦，幫助他找出解決

的方法，而不是閉門造車，光靠胡思亂想大膽創

新就能出奇制勝。

如果你總是對孩子說，做學生最要緊的是

把書念好，其他的都不重要，他可能只專注在自

己的小天地中，連隔壁同學是否不舒服或發生了

什麼事都渾然不覺，又怎能看到整個社會，了解

人們的需要？

有一次演講，一個媽媽分享前些時候，

讀小學的女兒，放學回家開心告訴她，這學期

數學課，老師改用不一樣的教學方法，將同學

們分成四人一組，上課時坐在一起，先學會的

同學可以教不會的人，這樣彼此討論，學起來

比較容易也快樂多了。未料學期才過一半，校

方就接到一名家長投訴，不滿他的小孩數學較

好，學習進度卻常被其他三個同學拖累。校方

為息事寧人，只好要求老師恢復原來的教學方

式，不再分組。

聽完這故事我很感慨，我們該在意的是

孩子未來能不能成功、有沒有本事在社會上立

足？還是小學六年數學成績年年都考一百分？

那位投訴的家長恐怕也沒想過，他的小孩除了

功課好，其他方面的表現可能差強人意，能夠

當數學小組長，其實是訓練培養孩子領導力的

好機會，可父母只想到帶人是拖累，便剝奪了

孩子更重要的學習，如與人合作、發展溝通協

調的能力，而這些才是他未來能否成功的關

鍵。

泰山真愛家庭3 86

真

愛

廣

場

▲  世界變化太快，學習成長是一輩子的

功課，照亮心靈講座提供身心成長的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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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玩心迸出偉大夢想

我曾觀察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虎爸」

或「虎媽」，幾乎都採緊迫盯人的教育方式，認

為只要逼得夠緊，孩子就會認真努力。但中國有

一句話說「富不過三代」，指富裕環境養大的孩

子，拚勁和韌性總是比不過窮苦出身的孩子，遲

早會把祖先留下的老本吃光，唯有一個方法可以

打破三代魔咒，不強不逼，孩子也會心甘情願認

真及努力，那就是讓他去「玩」！

幾年前國外剛推出3D列印時，全台灣沒有

幾個人知道它是什麼，台大有四名年輕人覺得很

好玩，就合資買了一些3D套件，在宿舍裡安裝一

台列印機開始玩起來，玩到很純熟時就發現機器

運作有很多問題，噴頭設計也不理想，便自己動

手改良，甚至還發明數種可置換噴頭的新設計，

讓這台機器不僅是3D列印，還可作雷射雕刻，

在木板或金屬媒材上刻字，這在當時是全世界的

創舉。他們將這項發明拍成影片透過創業網站

kickstarter發表，立即一炮而紅，短短數週就募集

到164萬美金(新台幣5千多萬元)，打破台灣團隊

有史以來的募資紀錄。

這幾個年輕人的成功，說明任何創新發明皆

起於一個玩心，因為有興趣才會有熱情，不管環

境多克難也阻擋不了他想做這件事的決心。然而

他們當初若不是住在學校宿舍，而是住在家裡，

可能一開始安裝列印機就會被父母罵臭頭：「別

再玩了，做這東西只是浪費時間，

快去讀書！」後面就不會有令人驚

奇的成果了。

我們需要更多像他們一樣「會

玩」的年輕人，能夠把「好玩」當

正事，投入全部精神認真及努力，

玩到發光發熱，躋身世界第一，而

不是關在自己的舒適圈中，只碰自

己學過的東西，舉凡老師沒教、考

試不考的一概不碰，如此就算考試考高分、基本

學分學歷都到手了，恐怕也沒有能耐面對充滿巨

變的未來世界。

人人都有機會改變世界

我們要鼓勵孩子走出象牙塔，多接觸不同的

新事物，把自己的天賦才華和生命熱誠充分發揮

出來，父母的角色和態度尤其是關鍵。

畢竟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一直有新的觀念

技術出爐，但現在的父母普遍都不願花時間去瞭

解，教養觀也停留在十幾二十年前，認為自己就

是這樣走過來的，孩子只要遵循這條路走下去就

對了，忽略了以前的人生活圈子小、變化單純，

很多事情學校沒教，出了社會還可以慢慢磨，每

個人都有很多時間慢慢的發展自我；而我們的孩

子生活在網路時代，每天一睜眼就得面對全世界

的競爭，根本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慢慢摸索。

這讓我想起一幅漫畫，畫面中有兩人分別牽

著自己的狗搭乘電梯，年紀較大的狗倚老賣老對

小狗說：「這個房間很神奇，門關上五秒後再打

開，外面就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小狗看得嚇

呆了，就蹲在電梯裡任人怎麼拉都不肯跨出去一

步。我們現在訓練出來的孩子就像這隻小狗，沒

碰過的東西不敢碰，沒做過的事不敢做，只畏畏

縮縮躲在自己的舒適圈中。我也曾經是這樣的小

狗，直到去美國念書受到刺激才有深刻的反省與

▲  葉教授強調，培養自己成為有能力解決問題

的人比學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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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我想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發展創新改變世界，

只是本身並不自覺，因為從小父母就不斷灌輸，

把書讀好就行了，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最多只關

心中午吃什麼？晚上去哪裡？怎麼會有胸襟格局

去思考台灣或整個世界的未來，有了問題要怎麼

面對及解決？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鼓勵孩子廣結善緣，及

早建立自己的人力銀行。因為檯面上大多數的成

功創業團隊，幾乎都是從學生時代就認識的死黨

組成，不能等你有好的想法才開始去找人。平時

多觀察身邊有哪些朋友適合管錢？哪些人適合搞

技術？從跑腿到幕僚班底，一聲令下就能把人找

齊，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就容易多了。

將失敗化作成長的養分

我們要創新，最大動力就是去發

現問題及解決問題，這些問題一直都

在，為什麼過去沒有被人發現及解決

呢？因為大家都太會忍了，像日本電視

劇裡的「阿信」，遇到麻煩或生活不

便，總是咬一咬牙就忍過去，這就失去

了一個創新的機會。

所以我常告訴學生，做任何事必

須勇敢自信，拒絕當阿信，相信自己

有機會可以改變世界，就算失敗了又怎

樣？跌倒再站起來就好了，但現在的年

輕人從小只要會念書、表現優異，就有

人送上讚美和獎勵，難免缺乏面對失敗

的韌性。

我有一個學生，在大學電機系讀

到大四，突然想改行念財經，不顧父母

反對跑去考財經研究所，沒想到考了兩

年都不中，只好落寞地先去當兵，隔了

一段時間再見到他，發現他變得開朗許

多，話匣子一開什麼都能聊，連路上碰

到一個擺地攤賣衣服的阿伯，也能跟對

方聊上三個多鐘頭，聽阿伯講怎麼選擺

攤的地點、如何訂貨、給衣服訂價、一

次進多少貨等等，他說：「原來世上還

有這麼多東西值得學，以前我都不知道！」

我聽了很感動，忍不住對他說：「落榜可

能是你這輩子發生過最好的事！」因為他很多同

學考研究所非常順利，一直待在原來的圈圈，從

不覺得這世上有什麼是自己不知道、需要去學習

的；他的落榜、被打趴到地上，反而讓他發現路

邊有很多漂亮的花花草草，值得進一步採擷和學

習。

因此，蹲下是為了跳更高，失敗也是成長的

養分，想想人生還很長，偶爾遭遇失敗挫折其實

並不算什麼，如果你能在失敗中學到謙卑，發現

一個從來沒看過的世界，明白自己還有很多欠缺

不足，就是人生最好的獎賞！

有這麼多東西值得學，以前我都不知道！」

我聽了很感動，忍不住對他說：「落榜可

能是你這輩子發生過最好的事！」因為他很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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