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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人生所有難題的關鍵思維　  第３選擇 
書香聊天室

 

張校長於本學期「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時，將本書致贈新任系所主管，介紹本

書是屬於心靈勵志。並將書中概念提出和與會者分享，校長提到：「第二章裡提到

，『生命不是網球賽，只能有一方贏球』，當雙方都贏，就能夠共同創造出新局面

，這是此書的主要精神。」

 

校長進一步介紹作者所提出的「綜效」原則：「所謂『綜效』就是1加1等於10、或

100、甚至1000！這也就是我和很多主管都提到，能力是可以學習的，而身為系所主

管最重要需要去發揮團隊精神，一個系可能只有20個人，但是在團隊精神下，可以發

揮出10倍、20倍的力量，這就是書上寫的『綜效』，而擔任一個領導者就需要做到綜

效。『綜效』和『妥協』是不一樣的，『妥協』可能1加1頂多等於1.5，因為彼此都

要讓步，結果變成是雙輸。綜效是要把『我的想法』交集『你的想法』，變成『我們

的想法』，之後再共同創新出新的想法。」

 

校長指出本書第3章是職場中的第3選擇：「組織裡雖有共同目標，但因成員充滿創意

，自然產生觀點迥異的情況。也許主管會發現，有的單位規模小、成員少，但卻不易

協調，而規模大的單位也有其麻煩處。然而看了這本書後，發現這些都是正常現象。

擔任系所主管要扮演何種角色？就是要想辦法，把『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變成

『我們的想法』，再共同創造新的想法。希望以此書與大家共勉。」

 

本刊特邀文學院新科院長林信成與管理科學學系新科主任曹銳勤，就本書進行對談。

 

 

 

記者：您認為作者所指的第3選擇是什麼？您是否認同作者的觀點呢？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以下簡稱林）：我們在碰到兩難時，往往會堅持己見、為維護自

己的立場而爭執，雙方的立場就是兩種選擇，而此書中所指的第3種選擇就是雙方藉

由溝通，了解彼此的立場並尋求雙贏的局面。書中提到一例，在一所學校中，學校為

了要增加正課時間因此取消音樂課，但學生很想上音樂課，於是向家長反映，家長便

與學校進行溝通，後來學校設計了將音樂融入其他課程的上課方式，讓學生能學習到

正課的知識，也能有音樂元素相伴，成功達成共識並達到雙贏局面，這就是通過第

3選擇達成雙贏的典型方案。

 



管理科學學系主任曹銳勤（以下簡稱曹）：在「紅海策略」經營模式之下，企業大多

聚焦於壓低成本來與同業競爭，而本書提出的第3選擇，則推崇由不同的角度去看問

題，類似「藍海策略」中企業拋開在成本上的競爭，去考量消費者真正的需求，進而

吸引消費者。當彼此接納對方的觀點、互相合作而達到創新效果，綜效就會達成，此

思維模式與區分「你是你、我是我」的紅海策略是有差異的。這樣的第3選擇，對經

濟社會的成長是有所助益。

 

記者：身為單位主管，在職場上面臨與同仁意見相左時，都如何處理？書中提到的第

3選擇會是更好的方案嗎？

 

林：擔任系主任期間，面臨校方要本系增班的政策，由於增班可能會讓老師負擔增加

、影響教學品質，所以我在第一時間相當反彈。後來換個角度思考：增班是否真的只

有缺點而無優點？發現增班後能招聘新的師資擴充專業人才，讓師資結構更完整，也

藉此機會開新的課程，讓學生在選課上更多元。如今資圖系成為全國圖書資訊相關學

系中，課程涵蓋領域最廣的系，形成一大特色，這些都是增班的效益。在面臨危機時

，與系上老師溝通討論、積極正面思考，並尋覓更好的解決方法，最後成功將危機變

轉機，這就是第3選擇。

 

曹：剛到本校教書時面臨了很多挑戰，以數量方法的相關課程為例，因為有許多計算

的問題，學生的學習意願不高。發現原因後，我與學生們溝通，說明學會數量方法後

會有什麼好處，且試著去思考，如何能讓學生更容易學會數量方法，後來就在課程中

運用SPSS軟體，經過軟體分析能夠更容易的求得答案、也讓學生不必受繁複計算的困

擾，進而增加成效。

 

擔任系主任後，因課程刪減而面臨問題，因此便將全系的課程資訊集合，並且公告

，運用第3選擇，讓老師們互相溝通，甚至合作開課，在上課時數減少下也能達到預

設的教學目標。在這些經驗裡，我們彼此之間設身處地互相了解、從不同角度去思考

，合作完成一件事情，在「他與我」之間的分別不要太明顯、試著去了解對方的想法

，讓綜效更能夠達成。

 

記者：未來在與學生難有交集時，會嘗試運用第3選擇進一步取得共識嗎？

 

林：當學生遭遇問題時，要發揮同理心去聆聽他的困難處。以前授課班級中有位外籍

生在學習上遭逢瓶頸，但他必須取得這門課的學分。我當然不會直接放水讓他過，而

是與學生詳談，了解到他並非倦怠學習，是因語言問題在大班課中無法有效吸收，但

他有明確的目標，就是學好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後，待他回祖國應用。因此我就為他額



外一對一教學，設計客製化課程內容與他的目標契合，而後每到上課時他總是很開心

，也順利通過這門課，彼此都達到了教學、學習的目的，皆大歡喜。當學生遇到問題

時，老師不應放水讓他輕易過關，而是要細心聆聽，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法。

 

曹：最近院辦反映一個問題，學校對需要預警的學生投入資源實施輔導，但學生卻沒

有感受到。當時我正在讀這本書，書中提到以「正面獎勵」方式來建立互信局面的概

念。這提醒我可將此運用在輔導學生的機制中。首先制定接受輔導可得獎勵的規則

，獎勵次數到一定程度，便可建議讓授課老師對於學生的認真程度，給予正面獎勵

，如在平時成績上斟酌加分，學生得到正面獎勵後，就會覺得老師、學生並不是不相

關的個體，老師理解學生用功努力的態度，並給予實質的獎勵，以達到雙贏的局面。

在本書，有很多案例都可以去思考。

 

記者：您會建議現今大學生，在面臨困難時以第3選擇來解決問題嗎？或是有更好的

解決方法？

 

林：人生碰到問題，不要只有「對抗」與「妥協」兩種選擇，例如在山路上遇到一顆

大石頭阻擋了去路，一般來說可能只會有兩種想法，第一種是「對抗」想極力清除掉

那顆石頭，但一時之間是很難擊碎它的；另一種是「妥協」原路退回、無功而返。此

時如果發揮觀察力與創造性思維，可能突然就發現，爬上一旁的大樹、便能翻越這顆

大石頭，這就有別於前面兩者的第3選擇。在面臨困境時不要立刻對抗或是馬上妥協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應仔細觀察能運用的資源以解決問題，創造雙贏，這就

是這本書想傳達的概念。

 

曹：在教學時，都希望學生能學會解決問題的能力，畢業後無論在職場或是情場上

，都可能遇到從來沒有遇過的問題，第1次遇到問題時總是非常徬徨。舉個企業遇到

問題的實例，在2003年掀蓋式手機的風潮興起，而Nokia卻沒有跟進，市占率有某種

程度的低落；在近年智慧型手機開始發展時，它一開始也謹守自己的系統、沒有和其

他系統合作，讓它的原本堪稱手機王國，突破3成的市占率爆跌到現在寥寥可數，可

見在首次面臨問題時是難有方向的。

 

這本書指出面臨問題時，要先理解對方的想法，進而討論以解決問題。在感情糾紛的

案例中，常發現有些人是拒絕溝通的，把很多心思藏在心裡，沒辦法開誠布公去討論

，自然就無法出現綜合效益。在前面的案例中，Nokia認為自己已經有作業系統，所

以拒絕合作、無法應付未來的需求，經營便逐漸走下坡了。因此無論是人際溝通，或

是企業經營，都要有個互相溝通的平台，這就是綜效發生的地方。

 



記者：生命中有那些運用第3選擇，邁向成功的實例嗎？請與我們分享

 

林：15年前我半工半讀完成博士學位，所學為電機所的控制組，是相當傳統的一個類

組，當時我想進入大學教書，但與所學同樣領域的系所幾乎都沒有缺額。如果放棄進

入大學教書，就只能回原本的公司工作。當時本校資圖系正需要資訊領域的師資，而

且資訊和我所學的領域還有點關係，因此便來到文學院擔任教職，這也是種第3選擇

。進入學校後，卻發現我教的學生都聽不太懂，當時我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維持原

樣硬要學生吸收、一種是放任學生自生自滅，但我選擇第3種：把自己砍掉重練、以

學生的需求為出發點，選擇做數位典藏來精進所學，等於幫學生也幫自己開闢了一條

路，攜手合作以創造綜合效益。

 

當時棒球很盛行，但沒有任何數位棒球資料庫讓大家查詢資料，所以我們便著手成立

臺灣棒球維基館，在運作時我們從使用者的需求，提供一個能自由編輯內容的平臺、

而棒球界人士、球團、球迷也能來撰寫頁面豐富資料內容，就像魚幫水、水幫魚，完

全發揮了綜合效益，目前造訪臺灣棒球維基館的總次數已經突破3億，還占了本校網

站流覽量的3分之1！

 

曹：我大學是就讀數學相關系所，當時認為內容艱深難以理解，畢業時便暗自決定以

後不要再碰數學了。因此讀研究所時便專攻品質管理，研究日本式的品管；然而繼續

念博士時，因為純管理類的文憑不易取得，所以又轉往研究數量方法，又再度遇上了

數學。當時與數學的關係，便像是「你」與「我」一樣，原本堅持自己的立場把它摒

除在外，但當覺得我需要他時，我又與他接觸，並且更了解他對於我的效益。

 

在畢業前老師曾對我說，他觀察到有一類學生會將在期刊上閱讀到的內容奉為圭臬

，繼續努力鑽研；又有一類學生會去批評，改善掉不認同的部分後繼續努力。但他觀

察到我同時具有兩邊的特質，我接受別人的看法、但也提出我的看法，以求更好的效

益，這就類似此書中說的第3選擇。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習慣在自己立場去看事情，而這本書強調的就是要跳脫出原有的習

慣，如Nokia當時便是，無法跳脫既有的立場，便容易導致滅亡，若當時能接受並發

展，則不會是個落後者。

 

記者：第3選擇容易達成嗎？在人與人相處之間要如何使綜效發生呢？

 

林：在本書的理想狀態中，大家當然是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但若在現實社會是會碰

到困難的，畢竟每個人都各自的立場，若實務中大家真的能如此對待對方，這世界便



成了大同世界，也不會有許多紛爭。

 

在遇到立場對立時，如何弭平鴻溝、拆解高牆，這就要靠經驗跟智慧了，而且其中必

需至少先有一方有意願溝通、願意先去了解對方的想法，進而說服對方同心協力尋求

解決之道，更重要的是不要太注重表面上的輸贏，才能了解對方，創造雙贏的局面

，若雙方都不願溝通導致談判破局，那就是最糟的狀況了。因此與人意見相左時，不

妨努力主動溝通，讓對方跟你一起努力，或許就能發揮綜效。

 

曹：這本書提出第3選擇這個觀點，讓讀者遇到問題時，可以參考這些方式來解決

，但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動物、相處模式也相當複雜，此時真誠就非常重要了，要能

真誠地嘗試與對方溝通、釋放出訊息讓對方知道，才能有綜效發揮的空間。

 

舉火影忍者的故事為例，故事中忍者間各有立場，也因此挑起很多戰爭，後來就有個

組織運用高壓手段，使世界進入催眠休戰的狀態，讓大家進入一個表面上和平，但許

多紛爭並沒有解決。這本書提到，提出問題並進行溝通才是更好的解決之道。

 

我認為這本勵志書籍建議的第3選擇，提供我們在面臨困境時的另一個思考邏輯，讓

思維跳脫到另一個角度、嘗試以第3選擇解決問題。

2013/10/28
 

 

 

張校長於「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介紹《第３選擇》。

 

 

「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會後合影。（圖／職能福利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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