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03/21 發行 

※近期重要訊息  
【3/28(五)面試及審查資料說明會】：請有報名的高三同學準時 14:00 至第一閱覽室報到，本
說明會由高三輔導老師講解審查資料上傳步驟，教授分享面試與審查資料製作之原則，請參與
同學認真聆聽。  

※生涯輔導文章 

當年考好跟考不好的，１０年後都怎麼樣了？ 
作者：黃士豪(新加坡 GoodWhale 執行長｜共同創辦人) 

最大災難不是考試成績爛，而是考好的科系變成天花板、考差的以為那就是未來。 

    我以為現在孩子們看待高中考大學的學測、分科測驗會比過去放鬆許多；但在近距離接觸了一

些考生後，發現大家壓力還是很大，這樣的壓力不只來自於考試本身難易程度，更多是「對未來的

想像」。升學對於未來影響很大；我曾經也對此深信不疑，當年沒有考到目標科系，那種自責、惋

惜、甚至自卑的心情延續了一陣子。 
    不過在 10 年後回頭看看當年「考好」的與「考不好」的那些老同學，發現很有趣的事——從
來就沒有理想科系這件事，因為我們對「理想」認知太少；而所謂考好考壞對未來成就的影響，其
實也非常有限，因為太少人知道「成就」對自己的定義是什麼。 

高中同學再相見，誰真的過得比較好？ 
    成績把考生們分類成不同的等級，有天之驕子、也有輸在起跑點的人。筆者的高中成績在班上
大概中段偏後，當時成績最高的同學都在台大、成大、清大、交大以及醫學系、牙醫系等，像我這
種成績掙扎的，常落入「選系還是選校優先」的討論；而那些考得不理想的，不是重考、就是決定
先進大學再轉系轉校。 
    然而，當時無論是已經鎖定金飯碗、熱門科系、前途一片光明的人生勝利組，還是目標志願都
沒上、心中百般惆悵的落選生，10 多年後，我發現成功的分水嶺，不在於成績、事業、收入上的優
越，而在誰能先明確定義自己的成功、清楚自己該追求什麼。 
     我班上有 11 人後來成為了醫師、牙醫師，超過 20 位成為了工程師；有宿舍的同學後來進了
哈佛回來當教授，也有人去當房仲、進到傳產服務；也有人到處打滾、後來自己創業。如果從社會
主流的價值觀來定義的話，年收入從數十萬到千萬以上的人都有，但是不是數十萬的人，就活得比
幾百萬的人不好呢？筆者看起來，似乎都一樣。 
    有人住鄉下、有人住市區、也有人搬到國外；有人買房、有人租房、也有人住老家；有人開始
上雜誌、上電視，有人已經財務自由歸隱山林、也有人還在汲汲營營努力加班；有人成為
YouTuber，也有人變成了酸民 ；有人結婚生子、有人還單身、也有人開始擔心孩子的教育。 
    聽起來像廢話，那知道這些有什麼意義呢？ 我想告訴你，知道這些，可能比起現在考幾分還重
要。因為無論科系多熱門，如果不能讓你「更好地體驗你的人生」，那麼就是浪費時間；而無論成績
多高、對應到的可能收入有多好，你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面臨成千上百倍的、錢不能解決的問題。 

你執著的未來，可能只因你懂得太少 
    事實上，成績好的人被成績綁架的可能性更高。醫學系的學生轉系的機會成本很高、電機系不
繼續進科技業很容易遭受身邊的人勸阻⋯⋯，就像圍城一樣，外面的人想進去、裡面的人出不來。 
而成績沒那麼好的，最容易擔心未來沒有保障，但「保障」不代表美好的人生；它從來都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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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線」，無法決定你的成就上限。 
    筆者當年進到了一個考公職為主流方向的科系，班上大多人也都順理成章進到公職體系，而筆
者因為種種因素，轉換跑道、讀了管理、再到工廠工作，經歷了業務、專案、管理層，到現在出
書、廣播、拍攝紀錄片、是投資人也是創業者⋯⋯，回頭看，科系的重要性可能只在於找「第一份薪
水」，無關人生真正的財富。 
    所以，與其討論什麼科系更熱門，筆者希望給大家 3 點更重要的建議，除了讓你的大學生活更
多采多姿、學到更多，也更能鎖定畢業後 10 年乃至 20 年後的成就。 
1. 你知道的太少了：不要追逐熱門科系 
    不知道是現在的高中生比較早熟，還是被洗腦得更嚴重，我常看到大家對於一些科系有相當執
著。 雖然有些逆風，但我也必須說，這個年紀對世界的認知，真的很難知道自己到底喜歡什麼；所
以與其執著，不如放開來接受與探索。 
    找到一個不討厭的領域開始耕耘、並在過程中嘗試解決真正的問題，fail cheap、fail quick。
就算你沒有考到理想中的科系，也先別因為「不喜歡」就錯過探索的機會。從你能接觸到的資源出
發，教授、學長姐、同學、學校其他科系、社團、學生會、交換學生⋯⋯只要沒有見過、又不排斥
的，就別怕浪費時間去瞭解一下。學生身分其實能敲開更多大門，藉此拓展生命的選項。 
    進到職場後，就比較沒有現在的空間了；如果你的世界只有香蕉跟芭樂，而你都不喜歡，那麼
不是這個世界沒意思，而是你知道的太少，趁現在到處去看看，可能你會發現櫻桃、草莓、或你愛
的榴蓮。 
2.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比讀哪間學校更重要 
    筆者有幾位考入頂大科系的同學，進了大學壓力還是很大，原因是大家依舊保持高中時期的強
度在追求成績，有人甚至因此受不了，選擇轉系或轉學。 
    這是傳統「好學生」的詛咒與悲哀，因為好成績代表了他們的身分，導致他們必須不斷依賴成
績來證明自己存在；這樣的人在學校比成績、出了社會就比收入、職位、車子、房子、名聲，也因
此他們的快樂與自尊變得不堪一擊，任何外在的意外變化都將讓他們焦慮恐懼。追求成績不對嗎？
不是的，而是在求學階段，成長比成績更可貴。 
我建議大家多找到這兩類人： 
第一，重視體驗的人，這樣的人能在生命的際遇中獲得最多，保持開放、不預設立場，你會發現
跟他們在一起，什麼都有趣，而機會往往在每次盡興體驗、盡情揮灑中浮現。 
第二，重視成長的人，他們的成績不一定好，但總能在挫敗中保持淡定與自信，因為他們知道人
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無論結果好壞，從過程中學到想學的最重要。 
如果看不出來身邊有這兩種人，那就讓你自己成為這樣的人吧！ 

3. 你最大的本錢是年輕，趁早探索自己的成功 
    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從大學開始就寫日記。記錄你的心情、你的愛情、你的探索、你對未來
的想像。用體驗來逐步了解自己，慢慢定義出屬於自己的成功。 
    你會做很多新鮮事，打工、夜衝、說走就走的旅行、翹課、熬夜做報告、醉倒或失戀。請留意
每個經歷的感受，讓你的反思告訴你，未來希望什麼樣的體驗留在你的生活裡。 
    更重要的是，找到讓你快樂的事、你有優勢的事、以及給你成就感的事。這些事可能跟你科系
出路大相逕庭，其實也無妨，如果生命本身就是不斷學習的過程，我們何不在學校畢業之後，繼續
設計自己的課表、完成自己的人生學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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