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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作者為美國州立大學人類學教授，在大學講授已十五年，但她發現自己不了解

學生在想什麼：為什麼學生不願意在課業問題外到她辦公室聊聊？為什麼有學

生帶了整套午餐教室吃喝？於是做了重大決定—以高中成績申請成為大一新

生。五十歲的她入宿學生宿舍、參加歡迎週，選修年輕人最愛的課…。她以人

類學者的思路觀察身邊同學的實況，作紀錄、做研究，從吃飯座位到種族問題

到世界觀。簡潔有力又輔佐以當事人話語。她重新認識學生的身分，也帶出了

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事實；或許也是我們不願承認的事情。  

二●內容摘錄： 

該讀或無需讀：文化專家常說這句話。（p.203） 

經過熱烈地討論後，結果非常明顯，學生對同學在教室內的行為，特別在乎一

件事：「均等」。意思就是自己要與大家一樣，「我」是群體的「我們」之

一，不要顯得突出。太親近教授或者太引老師注意，就是向權威靠攏。比如有

的學生特別愛表現，經常回答問題，或是發表意見。「均等」在課堂裡往往等

於「隱藏」；別太出風頭是個鐵律，不管故意表現出你是個傑出學生，或是故

意製造麻煩。在課堂上成績好，比別人出色，並沒什麼不對，但是要發生在你

並非想引人矚目的情況下。（p.135）  

三●我的觀點： 

本書於序言就寫說：教授已不知道現今大學生在想什麼、做什麼，換言之；大

學生所表現出的行為已不是她曾預期、以為的。這就是本書的主題：不同的價

值觀彼此遇上，不論是老師和學生；學生和學生；老師和老師之間，都需要溝

通、協調，可能是個人與個人間，甚者是國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差異。人們常常

對別人的文化視而不見，也對自己的文化不多做思考，這是十分可惜的，而作

者給了讀者們更深的探討空間。 

 

通常教職員會認為學生不夠認真，渾渾噩噩。但藉由此書了解，學生運用小機

巧在適應大學的生活。「這不看沒要緊的，又不在範圍內。」「老師，這會考

嗎？」只是謀求最小成本，達到最大利益的一種手段。不論是選擇性的作某些

作業、索求考古題，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內盡量的填入行程，或者是比較選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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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節省交通，用三分氣力完成思考性報告，三天前準備段考。總而言之，學

生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覺得對其最有利的生活。 

 

但並不是說這樣子值得鼓勵，畢竟這只是個人的選擇，見仁見智。學校是小型

的社會，並引領我們社會化，所以我們學習知道別人想要的是什麼。譬如說，

積極程度及表現方式將會影響你的學業及未來。建立與老師的關係，使雙方友

善，讓他了解你，你也了解他所重視的地方，進而修正自己的讀書方法及態

度。如作者所述：「若干我以同學立場很是欽佩的大學生，他們幾乎把教授和

學生間的關係成社會上的老闆和夥計的關係。」喜歡你的教授，他們也就喜歡

你，越容易得到受用的知識，同時替你的為人處世奠定基礎，人類總是渴求被

接納、欣賞。也因為渴求被接納，學生才會在乎均等，即使在另一層面又想要

求異。 

 

當老師問問題時台下一片寧靜，並不代表真的無人知道答案。但對學生而言，

沒有必要知道答案就一定得說出來，而且對有些學生來講，回答問題無疑是種

折磨，增加下次被叫到的機率，況一直回答答案可能被稱做愛現，為了符合均

等（合群）的條件，學生避免太奇特，相對地造成師生的尷尬及講課的中斷。

連帶地即使有疑問也不想提出來，影響學習效率。哈佛大學一項學生學習成效

調查結果得出：只有不到三成的學生，抓到教授在那門課想傳達的核心概念。

書內的數據也有類似論點，美國大學生發問的比例十分稀少，他們不習慣承認

自己不知道，或是問教授其內容的意思。 

 

誠實的說，人們所設想的大學生和實際的大學生有了差距。有人覺得受高等教

育僅僅代表夜遊、聯誼：大學由你玩四年。進德修業上，只擔心會不會被死

當、二一。自己悄悄地來又悄悄地離去，一點兒都沒有在身上留下痕跡。教育

的意義是如此嗎？繳了學費，上了大學，是來混、來野餐的嗎？既然徜徉在學

術的殿堂，應當是唯恐學不夠，而非知識太多。天下雜誌曾經訪問伯克教學中

心主任威京森，述說博雅教育，希望學生畢業後能夠：獨自探索世界、建立對

知識的好奇、具備探詢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能把找到的解決方法與他人溝通、

培養創造力，用嶄新方式看問題。把這些目標和平日的所作所為對照，了解自

己的不足，或許會有向上的動力。 

 

大學是一種過程，最令人懷念地往往是那段日子的生活，希望無論是尚未、正

在、已經經歷過它，都能明瞭大學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文化衝擊、共同性、

差異性等等或許看不到卻存在的事實，都是大學生涯的一部分，盡力去感受、

一窺究竟。如此，對每個人來說，才都是場帶得走的盛宴。  

四●討論議題： 

我們是否真正友善地對待國際學生，與他們成為好友，而非依舊聚在自己的小

團體內，頂多碰到時打打招呼？ 

大學生應該有的課業比重、休閒比重等等的時間規劃，大約是多少？你認為如

何安排才是合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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