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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職場上稱有多重職業和身分的多元生活方式為「斜槓」，各級學校也都鼓勵跨領

域學習以增進自身的廣度和深度，與過去強調單一專業深度鑽研並貢獻於社會的思維

，似乎有些牴觸，而隨著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專業分工的科系架構似乎也無法

面對未來挑戰。

 

《跨能致勝》一書在探討，「廣泛經驗、多元涉獵、觸類旁通」或許才是跨領域培養

的關鍵，本書作者大衛．艾波斯坦（David Epstein）過去擔任知名雜誌《運動畫刊

》資深作家，曾研究無數頂尖的運動員的資歷，提供精彩的案例故事帶領讀者了解多

元興趣是促進學習的方式之一，因此本刊特邀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馬雨沛、教育心

理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張貴傑，針對本書所提的觀點進行討論。

 

 

 



記者：這本書中，提到跨領域學習才能在不友善的環境下成功，那兩位如何看待這樣

的論點？

 

教心所副教授張貴傑（以下簡稱張）：我認為不管是專業還是跨領域學習，其實對「

成功」不一定的答案，因為這不是二分法世界。這本書雖然想挑戰「一萬小時定律學

習」，但其實找出符合學生的適性教學方式比較重要，華人世界的父母多半會在教育

上干涉孩子本身的意願，讓他們少了自主學習和探索歷程，這是有些可惜，因為只有

透過不斷的自我探索才能找出熱情，並在這過程中學到各式的經驗和體會，透過反思

認識自我，而不是去滿足世人眼中成功的標準。

 

大傳系助理教授馬雨沛（以下簡稱馬）：我從很久以前就在思考「如何才是成功」

，但後來得出一個結論是，「成功由自己定義的，而不僅外界來看的。」本書前半段

雖挑戰「一萬小時定律學習」的成功，後半段提出「每個人成功方式是不一樣」的觀

點。從電影「阿瑪迪斯」中，安東尼奧・薩列里努力磨練琴藝也擔任維也納宮廷樂長

，面對莫札特天才天賦而心生妒恨，我想說的是，難道安東尼奧・薩列里的努力就錯

了嗎？其實這是不一定的，因為成功在每個人身上是不一樣的。書中雖有個案分享

，但不太容易推論到通則，需要省思「難道老虎伍茲就不是成功了嗎？費德勒就是成

功了嗎？」的觀點。

 

 

 

記者：書中提到多方探索尋找自己的能力，自我探索是學習過程重要的階段，該如何

培養自我探索的能力？

 

張：現在學生的科系選讀、生涯發展很多都是由父母親決定的，孩子也擔心無法達到

父母的期望進而配合，但這樣也會讓他們無法自主思考，繼而失去自我探索的能力

，也少了自我認同的形塑。過去曾進行兒少保護社工工作中，遇到一位孩子對宮廟十

分有興趣，經過訪談後得知，在家庭破裂之前，父親常帶他走訪宮廟，18歲後他堅持

休學工作。我們進行追蹤輔導後發現，這位孩子是在自我照顧和就業方面最穩定的

，他看似不平穩的環境找出屬於自己的道路，因為他比一般孩子多了一個能力，知道

人生必須要靠自己。所以，在談這個問題的前提是，父母必須要讓孩子自我探索，孩

子自身也要勇於爭取自己的興趣，接著就能發展自我探索的能力。

 

馬：我認為這本書比較談的是菁英主義，目前臺灣的教育和學習環境和本書是有落差

的，臺灣大學學歷普及，若不只是談菁英成功的話，會發現固定的套裝知識並不適合

現在的環境，而探索需要從本身做起，盡量去嘗試，喜歡的、討厭的，都試試看。不



過，這本書雖然副標提到AI時代，但內容幾乎沒有提到該如何去做，這值得我們去思

考。

 

 

 

記者：在自我探索的過程中，如何看待第二次機會？

 

張：在尋找自我過程中，應該要允許失敗的，不過有很多老師不允許學生犯錯，導致

學生不敢去嘗試，也自行規範「好學生」就應該屬於哪些規範，我認為，犯錯是一個

教育過程，每個人都值得也應該要有這樣的機會，因為只有透過犯錯才有機會修正

，也才能認同自己。

 

馬：在我的「社會行銷與實作」課堂上，過去曾和協助飛行（非行）少年的公益團體

合作，希望學生能運用行銷方式達到社會公益價值，有些學生看到飛行少年是自身行

為偏差造成的後果，為何要幫助他們？當時我反問：「人生值不值得有第二次機會

，值不值得我們給人第二次機會？或許在未來，我們也需要再一次的機會。」經過溝

通後，學生也願意協助募款。我想表達的是，犯錯就沒有第二次機會其實是不對的

，而對學生來說，「犯錯就不是好學生」而導致不敢犯錯，在錯誤中學習才是自我探

索重要的一環。

 

 

 

記者：從教育的角度該如何去實踐多元領域教學？

 

張：學生要去善用思考工具和方法，教師要激發學生從過去的知識解決現在的問題

，引導他們思考，這就是一個過程。不過這本書的限制在於只著重在個案，沒有提到

團隊合作，我認為未來是專業合作的時代，不同領域會激出各種刺激和看法，必須學

習是否有能力去傾聽別人的專業、看待別人的優點、調整並貢獻自已的專業等；另外

，這本書可惜的地方在於，沒有提到「如何善用現有能力」，一個人是沒辦法上太空

的，未來時代是團隊才能成就的，所以彼此關係中找出連結，才能讓世界有更大的可

能性，要與世界連結，而不是做個人英雄。未來解決問題時是可以透過多元跨領域來

解決的。

 

馬：所謂的專家，常因為太專注了，以至於不太願意聽取別人的意見，但這其實是一

個思考路徑，擔任大學教職的我們還是要用寬容態度來幫助學生，學生需要拓寬自己

的廣度，能在合作學習和團隊分工中，發現團隊成員的優點，若一個團隊的異質性越



高，就要越相互合作，因為自己是無法全面跨域的，如何實踐多元跨域，其實就是鼓

勵學生團隊合作。

 

 

 

記者：社會上會像「老虎伍茲」跟「費德勒」這兩種專業養成背景不同的人，若是他

們在一個團隊中必須要合作的話，該如何協調？

 

張：我不知道這兩人是否能夠合作，合作是需要雙方要有意願的，即便這兩人沒有合

作，但各自也都要跟經紀人和形象顧問合作，若一群人有共同的興趣且願意去做，這

就是最好合作可能性；教師喜愛使用「合作學習法」，因為要幫助他們與不同領域的

人來一起共事，在這過程中，會學習到一些耐心、同理和協調的能力。

 

馬：所以這也可說，合作也是經由學習的，讓你能夠在團隊中更順利、更能達成效果

。團體中有各式各樣角色，透過學習慢慢地讓團員去珍惜每一個人。這幾年，在管理

上有個蠻有趣的比喻，就是以《西遊記》的角色來比喻，個性迥異的人如何一起完成

團隊目標，也就是取經。所以不同背景的人的合作是必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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