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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台灣的大學教了快兩個學期的書，算是個菜教授，但是這兩

個學期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跟多數大學及研究所課程一樣，我的課也要求學生上台報告，報

告的同學除了要摘要文獻的內容，我也要求同學思考實務世界是否可

以引用這些理論，並且引導全班同學討論。 



    不知道為什麼，我的學生對於要上台報告充滿焦慮，在報告前好

幾個禮拜就已經把文獻讀得滾瓜爛熟，甚至還先來找我討論報告的內

容。 

    有趣的是，一旦有一組學生的報告拿到不錯的成績，接下來其他

組會模仿這組「成功組」，如果成功組在課堂報告討論了一個個案，

接下來其他組也會討論個案，如果第一組成功者在報告玩一個小遊戲，

提升大家參與討論的興趣，接下來其他組也會跟著玩這種小遊戲。 

    我發現台灣同學特別有這樣的傾向，如果課堂上有國際學生，報

告形式常常跟台灣學生不太一樣，比較沒有這種模仿成功組的偏好。 

    會有這樣的現象，不是因為同學們本身不夠優秀或者沒有想像力，

依我私下跟每個同學聊天的觀察，他們對學問的掌握以及創意思考的

能力都很好，但為什麼輪到他們上台時，還是寧願模仿別人，而不大

膽一點走自己的路呢？ 

    我的解釋是，課堂報告是有成績的，而且因為課堂報告的要求比

較抽象一點，學生其實不太知道什麼樣報告形式可以拿到好分數，再

加上報告佔成績的比重又高，他們更有種「絕對不能失敗」的壓力。

面對這樣的不確定性與挑戰，學生看到其他組的成功模式，自然會認



為這是通往成功最安全的道路，也不願意承擔失敗的風險，挑戰新的

形式。 

    有趣的是，同樣的課程教了兩個學期，學生組成完全不同，這兩

班「成功組」報告形式都不一樣，但是成績並沒有明顯的差異；換句

話說，課堂報告有很多種方式，並沒有唯一最好的方式，只要有用心，

人人都可以是成功組。 

台灣學生的專長：尋找標準答案 

    台灣學生從小到大各類型考試都有標準答案，學生最拿手的本領

也自然是「尋找標準答案」。有一次我們在班上討論一個問題，這個

問題有不同的切入點，但是並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我一直問各

種問題，希望可以刺激同學從不同的角度思考，討論了一陣子後，有

一位同學舉手問我「老師，你要的標準答案到底是什麼啊？」很明顯

看得出來這位同學認為念到碩士班，還是有標準答案。 

對分數的焦慮 

    第二個造成這種模仿傾向的因素便是考試的壓力。以我的了解，

台灣學生從國中開始，每一個考試都很重要，一次考不好便會拉低總



成績，影響很大，學校、老師跟學生都不給學生犯錯或考不好的機會。

這樣的考試制度，不只督促學生尋找標準答案，也懲罰學生尋找標準

答案之外的可能性，就算學生的答案很創新，但只要不符合標準答案，

就是錯的，就得要扣分。既然這樣，學生也懶得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了，反正只要不是標準答案，就一定會被扣分，幹嘛自討苦吃。 

    也許你認為這沒有什麼好大驚小怪的，本來各個國家教育制度就

不同。但是在這種教育制度下十幾年下來，便很難再培養出突破性的

思維，我常覺得台灣人出社會後碰到問題，就會跟我學生一樣先看看

其他的人怎麼處理這個問題，而不會思考其他人的方式是否最好的方

式，是不是適用在自己身上。 

    出社會後，見到不公不義或應該被提出修改的問題，最常聽到的回

答就是「沒辦法啊，其他人/公司/單位也都是這樣」，或者更恐怖的

答案「其他的人比我們還更差，所以我們還好啦！」「大家都這樣，

為什麼就你一個人找麻煩呢？真不合群。」 

    當政府與民間都認知到，創新與創意是未來產業生存發展的關鍵，

卻不能從根本的教育模式調整思維，台灣怎麼有可能一夜之間就成為

創意之島呢？ 



    更重要的是，為了刺激學生的創造力，我們要給學生一些失敗的

機會，創新風險大，不見得會成功，更有可能會失敗，如果學生在教

育的歷程不能犯錯也不能失敗，那麼我們到底怎麼教他們承擔創新的

風險，也怎麼鼓勵他們成為新思維的先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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