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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養學生思考、解決問題上，台灣明顯不足。有商管院校欲委

由企業界來教，若無教師的學理素養創造附加價值，幫助也不大。 

從國家建設到個別組織的競爭力，論其成敗關鍵，歸根究柢就

在於人。所謂「人」，除了品德操守之外，指的應該是領導者與各級

人員在專業、思考、溝通、解決問題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在工作中

可以持續自我成長的習慣與潛能。 

這些關鍵能力的提升，當然要靠教育。而教育的核心，照理説是

各級學校，每位教師每天負責的「教學」。甶此可見，國家與企業的

競爭力，都深受教學內容與品質影響。 

然而，我們當前學校教育，包括管理教育、甚至全部大學教育，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這些關鍵能力的提升，究竟採取了哪些有

效的具體做法，是值得檢視的。 

近年來各方指出，我們教育對思想能力的著力顯然不足─中學教

學重心全放在升學，大學教師的時間、精神，則愈來愈將重心轉移到

學術研究與發表，也不會高度重視學生思想能力，以及其他關鍵能力

的啟發。 

商管學院許多教師發現，大部份的學理，若不是太艱深，就是太

接近常識，不易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對學生未來職涯發展，幫助也

不大。因此，開始大量增加國內外參訪與企業實習的比重。 

參訪與實習確有其價值，然而，教師的學理素養及基於學理素養

創造的附加價值，該如何導入，以提升參訪與實習的效果，進而培養

這些關鍵能力，大家也尚無共識。 

有些商管學院與某些專業學院，感知實務的相對重要性，因此主

張將學生的部份課程(甚至整學期)交由企業去教導。 

企業界可指導學生與該企業有關的基本實務做法，但包括思考力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內的各種關鍵能力，若也委由企業界來教，似乎

説不過去。 



針對「思考力訓練」及「理論與實務結合」這些，我的一貫建議

是互動式個案教學，亦即是教師以本身學術素養為基礎，經由持續提

問，來針對學生對個案的分析與討論，進行啟發。這可以提升學生思

考、溝通及解決問題等關鍵能力，以及包容異議、樂於分享的心態。

從個案資料中，也可以增加對企業實務的了解。 

各方人士大聲疾呼，應加強對學生思考力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

但很少聽到對具體做法的建議。我想除了互動式個案教學之外，世界

上應該還有不少其他方法，十分需要大家一起來分享理念與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