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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老師及父親， 

我會在意孩子的成績， 

但我更在意的是學習態度。 

大學第一名畢業與最後一名畢業的學生， 

拿到的畢業證書一樣大小，但我們要思考的事， 

這張畢業證書背後所代表的內涵， 

也就是學生的素質是否與畢業證書成正比。 

 

開放大陸交換學生到臺灣校園後，無論在「學習動機」、「學習進取心」、「企圖心」等面

向，兩岸的大學生有明顯的差異；四十多年來，富裕的臺灣社會與家庭環境所教養成的大學

生，該如何掌握本身優勢，調整學習方向，以迎接將來就業求職、學術研究之挑戰，以下是

訪問東吳大學商學院國際商管學程主任阮金祥教授的摘要： 

 

應找回目標與理想的學習態度 

問：您曾經在兩岸大學教過書，想請問您現今兩岸大學生最主要的差別在哪裡？ 

 

我第一次到大陸是 1997 年，再這十六年間往返兩岸將近四、五十次，最強烈感受到的就

是他們強大的企圖心，就彷彿拿破崙所形容的，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一旦覺醒，將會震

驚世界；而這隻獅子，真的醒了！ 

 

在我的教書生涯中幾乎每年都擔任導師，與學生保持密切關係的同時也發現臺灣的大學

生，無論在個人、家庭或是環境都存在著很多問題。相較之下，大陸學生很清楚他要的是什

麼，這是大環境造成的，有些類似臺灣民國 50、60 年代。若想要脫離貧困，唯一能夠改變現

狀的方式就是讀書，所以他們很拚，理想也高，自我成就動機更是強烈。 

 

我曾在北京大學參訪時，刻意到他們的圖書館，發現即使不是在考試期間依然人滿為患，

仔細觀察那些學生才發現，他們讀的都是托福、GRE…等參考書，不外乎就是希望能夠出國

唸書、讀研究所；相較之下，我們臺灣不是沒有這樣的學生，只是比例太少。他們普遍沒有

這樣的壓力，也許國高中時因應升學考試還會努力用功，一旦上了大學，有些人就渾渾噩噩

過了四年，不夠主動積極，也沒有自己的想法與目標 

 

另外就是，大部分大陸學生在專業度及學習態度上，都比臺灣學生的優秀。我曾經在美

國、香港、中國等地方教過書，幾乎沒有一個地方的學生會像臺灣學生，上課吃東西、講話、

遲到、隨意進出教室，甚至八點或是十點鐘的課，出席率總是偏低；反觀中國學生，上課認

真、不遲到，更不會浪費他們的時間。 



 

身為一個老師及父親，我會在意孩子的成績，但我更在意的是學習態度。大學第一名畢業與

最後一名畢業的學生，拿到的畢業證書一樣大小，但我們要思考的事，這張畢業證書背後所

代表的內涵，也就是學生的素質是否與畢業證書成正比。 

 

跳出生活圈 擴大視野 

問：針對目前臺灣的教育制度，您認為應該如何做出改善呢？ 

 

台灣早年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那個時代大家苦歸苦，政治也不那麼民主，但是總懷抱

著希望，也拼命努力。正因為自己曾經苦過，所以我們常捨不得孩子吃苦，但是太寵小孩反

而造成問題，孩子們變得「只知道要，不懂得付出」。但實際上我讓孩子吃苦，是在培養他們

未來的生存能力，沒有苦過就不會懂得珍惜，因此臺灣的孩子競爭力弱化，我們也應該檢討。 

 

臺灣目前普遍出現「大學社區化」現象，學生的高中、大學都在同個地區就讀，同質性

太高，思維的雷同性自然也高，這對學習成效是不利的。大學的學習方式應該開放多元，所

以當同學背景相同，物以類聚、強化認同感的同時，他們也失去了與其他背景、知識圈的交

流機會。其實大學不是只培養專業能力的地方，而是要讓孩子學習如何學習，並且成長的地

方。若學生將自己限制在專業領域中，放棄多方面學習思考，吸收其他領域知識，並只與同

領域、背景相似的同學交流，那樣就太可惜了。 

 

我常鼓勵學生出國當交換學生、實習、擔任志工、家教，甚至打工，因為做任何事情其

實都是在學習，但要花多少機會成本去得到那些書本以外的知識、經驗，就是學生應該自己

事先考慮清楚的部份。我認為無論學生要什麼，都應該要有目標，確定自己在進行這些課外

活動的同時，能不能兼顧學生的本分，做好應該的事。 

 

我們的大學生有大陸學生所沒有的環境、社會，相對見多識廣，思考比較靈活，也更有

創意；但學生應該學著在保有更多自己的優勢之際，但事情看得更廣、更深透；同時也要多

看、多聽、多想，不只是人云亦云。所以老師就更應該幫助孩子，鼓勵他們設定目標，引導

他們多看多想，提高學習思考的態度。 

 

以正面務實態度面對中國崛起 

問：針對前面的敘述，您認為臺灣學生應該以什麼態度去面對現今的中國？ 

 

無論是將大陸看做敵人或是夥伴，我們都不能忽視它的存在。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地去了

解它，正視它所帶來的所有可能機會和威脅，絕不可忽視它的影響力。 

 

大陸目前有一千多所大學，去年大學畢業生有六百九十幾萬人，如果乘上 3%的菁英學生

比率，也有二十萬人左右。這個數目，跟我們一年所招收的大學生總數相當。若將人數擴大

呈現在臺灣承認學歷的 211 高校(面對二十一世紀，中國重點建設的一百多所大學，也就是俗

稱的重點學校)，那數字將更驚人。面對如此龐大的壓力，我們的孩子若不積極提昇自己的競



爭力，那要怎麼跟他們競爭呢？ 

 

相較臺灣的大學，北大校園一年有多少世界各國總統或總理，以及世界五百大企業 CEO

在哪演講？他們踴躍參與的學生們接受到的是何種的薰陶！在臺灣，找阮經天來演講的講聽

人數，可能都比找經濟部長的聽講人數多。多聽演講，是讓學生能夠快速吸收知識，並且強

化思考的有效方式。因為任何一場兩小時的演講，講者背後都花了很多心血及時間準備，這

些都是演講者有關講題的知識精華。 

 

有價值的人勝於成功的人 

問：針對今天的訪問，能否請您下個結論？ 

 

臺灣應該要用心創造學生主動學習的氛圍，這不應該是到大學才開始，而是從小就得培

養起，因為對孩子的輔導與關心，應該是每位家長及各個階段的老師都要去盡力的。我們要

告訴學生，「不要只試圖去做一個成功的人，而是要努力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什麼是有價

值的人？其實就是被需要的人，就是能夠正面積極的去影響別人、幫助別人的人。我們也應

該讓孩子了解，不是會讀書的孩子就懂得做人的道理、就會成功；讀書是一回事，做人、待

人、處事、接物、創造自我價值又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