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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修的人文通識課程中所學到的東西多不勝數。 
        我自己認爲這門課程中所能學到的，是當我們活在台灣這個小地方，整
天想著明天要幹嘛？等等要吃什麼？晚上要約誰出去一起玩還是要唸書的時

候，試想其他國家的小孩究竟是用著什麼樣的價值觀在生活？是和我們一樣

醉生夢死，還是想著他可以利用他的時間去拓展什麼樣的知識？ 
        我想，在這堂課所學到的幾樣東西裡面，我們最重要先學習到的，就是
時間的利用。 
        從小到大，我們都被灌輸著『學會利用時間』這個觀念，但時間卻被我
們拿來玩而少了學習的機會。當我們在玩的時候其他所謂的『菁英』正在不

斷地吸收他所能夠，且想要吸收的知識。並不是說沒有在學習，而是學習的

不夠多。當人家在拓展他們的價值觀的時候，我們卻在浪費生命，這絕對是

不樂見的。利用時間，利用時間去學習更多、看更多沒有見識過的東西，閱

讀一些有深度的文章，這才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第二個是國際觀。 
        什麼是國際觀？我認為，就是一個人對於世界情勢的理解程度多寡，以
及是不是有那個能力，去斷定國際間所發生的事情的前因及後果。 
        就以現在的中美貿易戰為例，有國際觀的人會覺得『糟糕了，中美貿易
戰打起來，那有多少國家的經濟會受到影響？』，他們總是想著外面世界對

自己國家的影響有多大，或者是會不會世界的局勢造成大規模的變動，進而

去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沒有國際觀的人可能會覺得『蛤？中美貿易戰怎麼了

嗎？又不會影響到我們。他們自己打自己的，我們只要把自己顧好就好了，

反正我錢照樣賺，不會影響到我們國家就好。』但是，兩個世界強國的貿易

戰真的對我們這個靠著別國在吃飯的國家沒有影響嗎？這就是有國際觀的人

和沒有國際觀的人的差別。甚至還可以牽涉更加廣泛。 
        一個人如果沒有國際觀，沒有看過其他的國家是怎麼樣在運作的，那他
永遠只能保持著那狹隘的想法，而忽略了這是一個龐大的地球村，有多少的

事情能夠去見識、去學習。我認為這樣會是一個很可惜的結果。 
        第三個就是對未來的想法。這一點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對於現今的社會來說，不管是國家還是國與國之間，都已經不是一個能
夠靠自己生存下去的個體了。不管是在經濟上、軍事上、環境維護上，國與

國之間的互相合作，都已經到了一個極為需要被重視的程度。以最簡單的環



境維護來講好了。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人民，他或她都有一個共同的家----
『地球』。然而大家到了現在，仍然缺乏了『地球正在慢慢迎來死亡』的事

實。忽略的忽略，不在乎的人依然不在乎，使得這個家只能凋零卻沒有人去

救他，因為大家都只想著自己的生活過得好就好。但真的這樣就好嗎？失去

了『地球』我們還能好嗎？當一個人選擇忽略，這個家就少了一個康復的機

會，因為要拯救這個家，真的不是靠著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就可以救得起來

的。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要隨時去思考，你想在所擁有的技能、知識，到了未
來的路上，你能夠利用它來做什麼？而不是所擁有的東西能做到什麼。這兩

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如果一個人只想者自己『只能』做什麼事的話，那自

己的能力就被侷限住了。一個人的能力，遠遠比自己所能想到的大，好好利

用它，在這個世界上站住腳，這才是應該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