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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讀原文講義的交大學生。（陳柏臻／攝）

大學生滿街跑　素質堪憂大學生滿街跑　素質堪憂
今年的大學學力測驗參加人數約為十四萬兩千人，比起過去幾年人數銳減，而指定考科人數僅有
八萬七千多人。少子化使得每年參加考試的人數逐漸遞減，但大學的錄取率卻屢創新高，今年的
錄取率即高達九七點一四，六十八分同樣也能夠進大學。除了擔心每年學生減少的情況，是否也
該擔憂大學生的素質普遍下降？只為大學文憑而考大學的心態，在本質上就是一種病態，而造成
這樣的情形卻是台灣現實的殘酷。幾十年的教育建設轉瞬間敗給了對岸的教育政策，面對台灣教
育的各種問題，也該深思教育的方向。

正如其他先進國家一樣，台灣也逐漸地步入少子化。年年降低的學生人數，令所有的學校陷入了

焦慮的窘境。因為如果沒有學生，學校便無法存活，進而出現上文所述的六十八分進大學的情形

，少子化的現象，間接成為學生素質低落的幫兇。不僅如此，對許多家中的獨生子或獨生女來說

，無疑家中對子女的期望是一項重擔，正所謂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即便父母沒有特別對兒女有

所要求，在無形中往往也會散發出壓迫的氣息，令子女順應父母的期望，或是對自己有所要求，

以期達到父母的標準，這些問題可能不明顯，但卻是更加難解。

選校不選系　興趣擺一邊選校不選系　興趣擺一邊

台灣的許多大學生，並不是以自己的興趣作為第一優先，而是以哪間大學作為入學的第一考量，

所謂的名校更是容易出現這樣的情形。大學生對於自己的興趣，其實並不在乎，或是根本不知自

己的興趣在哪，而以大學的有名與否為首要考量。對於興趣的追求，這些學生處於被動的狀態，

隨波逐流地選擇科系。部份學生可能尚在自我探索中，但也有學生將眼光放在名校畢業較容易找

到工作，這種現象其實在台灣是見怪不怪。畢竟在大學之前的教育，學生大部分處於一種盲從的

狀態，為了讀書而讀書的心態，加上教育宗旨也偏向於一種什麼都要會，卻樣樣不精通的全人發

展。大學生對於自己的未來、期許，大部分來自父母的要求，或是受到社會的主要潮流意識所影

響，而沒有多加去考慮自己到底追求什麼又需要些什麼，就這樣進入大學就讀。

大學本應是個將自己的興趣延伸、發展的地方，但就台灣的奇異現象而言，大學反而比較像一個

培養興趣的階段，學生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大學科系，不同人也產生了不同的心態變化，部份

學生能在自己所讀的科系找到另一片新天地，在大學生活中自得其樂，這樣的發展當然是最好的

；但當然也會有另一種狀況：學生在本科系得不到快樂，卻也無意尋找自己真正喜愛的方向，就

此沉淪四年，僅為了一張大學畢業證書好出去找工作，對這樣的學生來說，大學四年可能只是個

拿文憑的必經過程。不禁想問，大學究竟是為何而存在？大學教育的本意應不是如此，但在現實

中卻已經成了一種怪異的扭曲狀態，令人感慨也令人無奈。

近年來台灣失業率不斷上升，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說法在校園中不斷迴繞，大學生人人自危。穩

定的鐵飯碗，也就是所謂的公職人員，也成為大學生考慮的項目之一，迫於現實的無奈，學生可

能必須放棄大學四年所學的一切。而大眾媒體不斷播放關於失業率的新聞，也更加深準畢業生對

於社會工作的恐懼，造成更多學生傾向於考取公職人員執照。在今年的應考生中，即有捨棄台大

轉而選擇警大的學生，其中一個理由便是「考慮未來出路」。面對失業的殘酷問題，許多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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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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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或許會在心裏問自己：未來何在？讀大學究竟有何意義？人人的答案不同，也沒有正確答案，因

為面對今年八月百分之六點一三的失業率，誰也沒有把握。

固定的教育　不思考的人生固定的教育　不思考的人生   

台灣的教育是存在著一些問題的，大學之前的全人教育抹煞了許多學生天生的才華，將所有的學

生放入同一個模子之中，在一條規劃好的道路上行走。固定的學習過程反而讓學生忘了自己的興

趣，同時也不再思考需要什麼，只一味地以考取大學為目標前進；補習班增加的速度更是驚人，

專門教導各科的考試技巧，讓學生除了上學外，幾乎就是在補習班繼續補課，學生負荷不了一連

串的打壓行動，每天機械式的完成作業、考試，不是不去思考，而是沒空、也沒心情去思考，學

生不是待宰的羔羊，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不過顯然台灣的教育方針將學生規格化了。

上了大學是否就等同於得到了工作？答案是否定的。大家拼命的考上大學，無非就是希望在未來

找工作時能夠有多一點點的優勢，養活自己。在大學階段除了學習專業知識與培養興趣外，更應

該做的是改變自己的心態，從無知任性的自我設限跳脫出來，才能獲得更廣闊的視野，同時也看

清自己、認同自己，對未來發展也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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