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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到讀書的好處或目的，每個人的看法不盡相同。古人說：「書

中自有黃金屋」，這是帶有功利思想的訓勉；有人說：「讀書可以變化

氣質」，則是從道德修養的角度來看。就實用的功能而言，讀書的目

的不外乎獲取知識和培養做事的能力，但這兩個目的卻有其差異性。

我個人喜歡向同學們強調，來大學唸書應更著重於如何開發或增進自

己的能力，而不僅在於吸收知識。當然，這並不是說知識不重要，而

是說和做事能力高低有關的思考和動作固然以知識為基礎，但是使用

知識的能力卻更為重要，更足以影響做事的能力。 

使用知識的能力或是做事的能力並非與生俱來，不是由個人資質

的好壞來決定，而是來自學習的能力。有別於應付考試的 K 書，這種

學習的能力是一種掌握讀書技巧和學習方法的能力。一旦學會了如何

正確而有效地學習，則碰到問題時才能獨自面對，進而思考解決之

道，而這正是教育的最終目的。知識日新月異，資訊時代的資訊也透

過各種管道舖天蓋地而來，再怎麼努力也無法全盤應用，更何況其淘

汰的速度往往在電光石火的瞬間。所以，與其汲汲營營於資訊和知識

的獲取，倒不如學會學習的方法，掌握如何把知識和能力應用於分析

和解決問題。換言之，學會如何有效學習比獲取知識本身來得重要，



也更值得我們培養這種能力。 

求學時期，老師在課堂上的傳道、授業和解惑是我們學習的主要

方式，而同學之間的互動和社團的參與，則是另一種學習方式。不過，

我認為從工作中學習，更能培養做事的能力和開發自己的潛能，這個

想法在數年前寒假得到驗證。配合當時在南開科大「觀光休閒與產業

經營管理」就業學程計畫的職場體驗實習課程，參加學程的 7位同學

按照他們的意願，由「觀光休閒產業技術研發中心」安排至椰子林公

司和榮高育樂公司實習，實習地點分別為宜蘭大同鄉的明池山莊和南

投仁愛鄉的泰雅渡假村。 

為瞭解同學們在業界實習的情況，我特別前往明池山莊探視。2

月 4 日當天早上和友人約好在台北火車站前碰面，由他開車經過雪山

隧道到宜蘭市，再接台 7線到明池山莊，整個行程約 3小時。在明池

山莊實習的同學有 4 位，其中張雅婷和簡憶婷分配在餐飲部，林芳鈴

和顏秀芳分配在房務部。房務部的工作時間比較固定，大致從早上 8

點到下午 4 點半；餐飲部的時間則不太固定，分成三個時段，即早、

午、晚餐的工作時間各約 4個半小時，實習同學需做 2個時段，例如

2 月 4 日當天，兩位實習同學先從早上 5 點半做到 10 點，然後休息

到下午 4點半，再從下午 4點半做到晚上 9點。 

本來以為初次離家，且要在此過年的同學們會有不適應的情形；



但事實是，她們不僅工作態度積極，隨時解決各種突發的問題，而且

和同事們相處得很融洽。看到同學們優異的表現和樂在工作的態度，

我確信這些都來自正確而有效的學習。在上學期的「職涯相關教育」

和「業界實務課程與講座」課程中，學校老師和觀光休閒業者所介紹

的各種職場新觀念，透過精采的講授和投影片，不只是讓同學們了解

在職場上工作態度、與人相處的方式、和溝通能力等的重要性，或是

其重要程度比個人的才幹學識有過之而無不及外，更特別強調在終身

學習時代必須成為一個不斷學習的工作者，也惟有具備調適和改變想

法的能力方能立於不敗之地。 

在以往的觀念中，工作只是為了有好的表現，而為了有好表現就

必須努力工作，以致於在外在壓力和自我要求下，工作變成一種沉重

的負擔，這是因為太過於著重工作的報酬和表現。事實上，工作應該

包含著表現以外的要素，就像小時候幫家裡做家事，其中也有學習和

樂趣，只是隨著年紀的增長，我們忽視了這些重要的因素。我們常說，

這是知識經濟時代，知識的重要性超過傳統的生產因素如土地、資本

等，所以必須透過不斷的學習來增進知識才不會被淘汰。同理，工作

表現其實和學習能力密切相關，如果一個人可以在工作過程中透過學

習使其知識更為精進，則他就有能力使工作表現得更好。 

過去，我們常聽到「工作是神聖的」或「辛勤工作才會有收獲」，



卻很少聽到有人說「工作是一種樂趣」。可能是在潛意識裡，我們認

為既是工作，就應正襟危坐的去完成，不應存有樂趣的想法，否則會

做不好。但是，現在越來越多的人同意，人們應該享受工作樂趣，才

能提升工作的品質。所以，我們應該去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才能樂

在工作，要不然也應該找到可以樂在工作的方法。後者可能更符合現

代人的需要，畢竟不是每個人都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如何才能樂在工作?我認為心境的轉移非常重要，不管做任何工

作，如果能夠把自我和工作成果區隔，則工作時就不會讓快樂受外在

環境影響。自我所強調的是，快樂的工作才能做好工作，所以不論在

什麼場合，不論做什麼工作，自我的快樂就會變成最重要的事情。 

進入全球化時代，如何提升個人和國家競爭力已成為各國努力的

焦點。我個人認為，惟有先增進年輕人的就業能力，方有助於提升競

爭力。在增進就業力方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到業界實習；從

工作中學習，讓學習強化個人的才能；透過工作體驗其中的樂趣，讓

樂趣引導學習，而學習的成效又會決定工作的表現。這種工作中的良

性循環，比課堂的學習更有價值，也是自詡為企業夥伴型學校的大葉

學生培養特色能力的最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