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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價值下圖書館員的新思維 
......................................................................................................................  

陳永隆副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我旳演講中曾提到新工具、新流程、新資源、新思維和新行動，尤其是新思維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是非常重要的。該如何從新思維下去改變大家對工作的新工作態度，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曾經提過「終身學習與獨力思考」，「活到老，學到老」是我們人一生中的最終目標，該如何學習去尊重他人文化，凡事往好處想的正面積極能量，善加利用將正反交會的能量轉會成正面態度，在不同領域中如何尋找出更多新資源、新知識、結交新朋友以及用樂觀的態度看待我們的新領域，當你可以坦然面對並且接受這一切之後，想必可以成為一個快樂的知識工作者。 

終身學習與獨立思考 從前兩段的課程中不斷的提到「變」，在以前的社會中「以不變應萬變」，但現在是「以變應萬變」。改變很重要，在改變的路上可以找回對自己重要的生命。 以學習來說，每個人都該有學習的企圖心，組織學習大師 Peter 

M. Senge在《第五項修練》中提到未來最成功的企業將是「學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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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一種靈活、有彈性，不斷以學習創造持久競爭優勢的組織。偉大的團隊不是從一開始就成功，而是透過學習如何創造驚人成果所致。他所提出的五項修練，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改變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建立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及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值得我們深深的思考，當你領悟時，便可爲企業或組織帶來更新或再生。 

� 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 人生要勇於做夢。學，然後知不足。訂下夢想〈Dream〉、建立個人的人際資源與專家網路〈Network〉，透過終身學習培養實力，再身體力行去實踐〈Action〉，不斷追尋自我超越與突破。夢想訂的越大越好，越遠的夢想越有前瞻性，利用人脈以及自己的知識付諸行動，當你完成夢想時，那種成就感是屬於自己的。與其光說不練，倒不如身體力行。要成為 somebody還是 nobody由你自己決定，因為我們的人生，好還要更好。 

� 改變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 過去成功的經驗，有時反而成為今日失敗的關鍵。組織的進步障礙，多來自於個人因固執己見或本位主義的舊思維無法突破，唯有開放自己的心胸與視野，不斷尋求自我突破，進行標竿學習，才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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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模式，邁向創新之路。在《QBQ問題背後的問題》ㄧ書中提到，在目前的企業文化中，缺乏個人擔當是滿普遍的問題，諉過、抱怨與拖延到處可見。欠缺個人擔當的組織或個人，將無法達成目標、無法在市場上與同業一較長短、無法實現願景，更無法讓個人和團隊更上一層樓。作者米勒提出解決的方法，要我們別只是把「團隊合作」掛在嘴邊，而是問：「我該如何貢獻一己之力？」以及「我要如何改變現狀？」 

� 建立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 共同願景與共同目標，可以凝聚組織全體同仁的共同使命感共同使命感共同使命感共同使命感，透過組織所建立的共同價值共同價值共同價值共同價值，大家才能真誠地奉獻，爲組織共同目標而奮鬥。《平衡計分卡》及《策略地圖》書中都提到，在績效評估的過程中，組織的願景如何落實到個人的行動。 

� 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團隊智慧應大於個人智慧的平均值，組織應破除團隊合作與知識加值的障礙，透過集體思考集體思考集體思考集體思考和分析能力分析能力分析能力分析能力的養成，截長補短，以強化團隊競爭力。群眾的智慧大國於專家的智慧，這並非是在否定專家，因為專家有經驗也有政策導向，而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學到更多知識，如果將人民的聲音與專家的智慧來接軌，想必可以發揮ㄧ加ㄧ大於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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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 拋棄個人主觀，透過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科學方法、資訊蒐集與邏輯分析邏輯分析邏輯分析邏輯分析，掌握事件的全貌，避免瞎子摸象、見樹不見林。培養綜關全局的思考能力，看清楚問題的本質，以協助組織與個人訂下正確的策略與執行方向。多翻閱科學故事，利用終身學習以及有系統的觀念來解釋一些常理，不要常說「我覺得」，用實際的東西，不管是圖表還是數據，讓別人對某項事物ㄧ目瞭然，這都比用說的效益來的大。 所以在組織學習的過程中，如果大家可以善用這五項修練，無論是對事還是對人，一定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多元價值的尊重文化 多元的人生，有什麼好爭。人生中最簡單的就是尊重，假設對方是有道理在做事的時候，此時我們應該給予對方肯定及掌聲。很多時候在看對方都是用自己的角度，但往往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角度並非完全正確。商業周刊曾經報導過，BenQ在 2007年換了總經理，這位總經理走遍世界，他了解到這個世界因為有許多不同的人種、不同的文化，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應該要學習如何接納他人的文化並且增進自己的知識。社會要多元，不要永遠用自己的角度去解讀任何事，要用多種角度看自己也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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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懂得 360°學習，向上學習、向下學習、向同儕學習、向自己學習。向專家的標竿學習，專家的意見或觀點往往可以讓你走出迷惘，發現新大陸。向下一代學習，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生活水平也不在像從前，需要更多的時間向下一代溝通和學習，就像兒子不和爸爸鬥，但是爸爸一定要向兒子學習。向同儕學習，公務員要多向人民學習，民不與官鬥，但是官要問民要什麼。向自己學習，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人，多增加自身知識，多了解他人想法，不以自己的意見為主見，嘗試接納他人的批判，以達成自我超越。 

正面思考的積極能量 正面思考很重要，凡事好處想的人，雖然不是很完美，但起碼不會怨天尤人。商業周刊曾經報導，當你受挫時，力圖解決問題，找方法迎戰，這就是正面思考的威力。一早出門上班沒搭到公車，負面思考的人會想，「完了，沒搭到公車，下一班又會遲到，遲到又會被罵，乾脆回家睡覺好了。」而具正面思考的人會想，「先打個電話進公司，讓老闆知道我沒趕上車，順便問問同事有沒有人會經過這，可以順路載我一程，再不然就搭計程車。」美國做過壽險人員的調查，調查顯示，正面思考的經紀人業績，比負面思考的人高出 88 %，而負面思考者離職率是樂觀者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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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善用正反交會的力量你會發現，失敗為成功之母，從哪裡跌倒從哪裡站起來，平凡中可以見偉大，放空的杯子可以裝更多的水，退後幾步可以跳得更高、飛得更遠，你會發現退步原來是向前，有非常的破壞才有非常的建設，休息是爲了走更長遠的路，吃虧就是佔便宜，置之死地而後生，久病可以成良醫。負面的人永遠看左邊，正面的人會知道有右邊，是你看世界，而不是世界看你。 《做 21世紀的人才》一書中提到，消極被動和積極主動的人對同一件事的觀點會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環境條件 消極被動的人 積極主動的人 自己和環境 自己受環境的左右 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人和事 事情主導人 人可以主導或推動事情的進展 遇到問題時 尋求幫助 獨立思考 環境不好時 怨天尤人 積極進取 常說的話 只有你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做。 一切靠自己，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必須服從安排。 我有選擇的權利。  誰可以告訴我該選擇什麼專業？ 我要制定一個計畫，以選擇最適合我的專業。  為什麼都沒有人注意到我？ 我要學習如何受到重視。  我總是沒時間做某事。 我該放棄哪些不重要的事，才能做最重要的事？  我父母都有糖尿病，我也一定會患病。 雖然父母有糖尿病，但只要多鍛鍊身體、注意飲食，就能降低得病的機率。 



 

 97 

書中也提到，21 世紀最需要的人才以及決勝未來的五種能力。除了要懂得融會貫通並且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懂得將創新與實踐結合，在 3Q方面同時並重，並且從事熱愛的工作，將自己成功的成為一位跨領域的綜合性人才。  

20 世紀最需要的人才 21 世紀最需要的人才 勤奮好學 融會貫通 專注於創新 創新與實踐相結合 專才 跨領域的綜合性人才 

IQ IQ + EQ + SQ 個人能力 溝通與合作能力 選擇熱門的工作 從事熱愛的工作 紀律、謹慎 積極、樂觀 

 決勝未來的五種能力 

� 修練心智：擁有一技之長，也就是核心能力。 

� 統合心智：跨領域學習新知，並能融會貫通。讓自己成為一個「T」型的人才。 

� 創造心智：整合前兩項心智，具備開發創新的能力。 

� 尊重心智：學習用自己的角度和事情，也用別人的角度看事情。 

� 倫理心智：不論自己角色的貧富貴賤，都能為社會盡一份有意義              的責任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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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的工作趨勢 大前研一在《OFF 學》一書中也提到，你是無時間、無金錢、無悠閒心情的「三無」可憐蟲嗎？你是一進辦公室就拼命「ON」，但下班關機「OFF」後，不懂得安排自己的休閒娛樂，並兼顧家庭生活的人嗎？要如何在忙碌工作、家庭生活及親子關係間做到均衡之餘，還能到處耍帥地「OFF」嗎？除了慵懶緩慢的「慢活」、「慢食」，你應該要積極地「OFF」：有效率地規劃多采多姿的休閒娛樂，成為會工作、也會玩樂的超級生活達人！如果上班就像電腦開機，一進辦公室就是「ON」，那下班關機「OFF」後，要怎麼安排自己的休閒娛樂，還能兼顧家庭生活、增進親子關係？不要淪為無時間、無金錢、無休閒的「三無」可憐蟲，最後只能在漫無目標、慵懶的生活中，結束自己的人生。會玩，才會成功。很多人堅持下班不帶公文回家看，下班不想做上班的事，難道你在上班時從來沒想過要做下班的事嗎?以開燈跟關燈來說，他們都是同一個按鈕，所以，上班、下班，ON、OFF，都在你的一念之間，沒必要把他區隔的非常清楚，下班從事什麼娛樂，會決定你上班的競爭力。 《Cheers雜誌》在 2007年做過一項研究，由成大獨霸 10年冠軍的「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2007年由台大首度奪冠，主要原因是因為企業認為台大畢業生的「融會貫通能力」明顯優於其他大學的畢業生，而這「融會貫通能力」正是目前企業最需要的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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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周刊》第 1041期 Thomas L. Friedman也提到在《了解全球化》中，點名全球化改變了世界的競爭模式，各領域間的疆界逐漸消逝，很難只面對單一專業，而不去觸碰其他領域，「不提及全部，根本無法解釋整體。」大前研一也認為，要在數位科技時代生存，就必須成為「木屐型人」（日式木屐鞋底有多根木柱，藉此比喻一個人同時具備多種能力），沒有足夠的知識支架，沒有辦法悠游於未來社會。今年五月，哈佛大學通過一套新的通識教育課程，被認為是三十年來最大的通識改革，強調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的跨領域，公務體系的公務員也應該要跨領域，讓自己的工作領域更多元化。所以，不只同學要跨領域學習，老師也得跨領域學習。在跨領域學習的過程中，你可以發現更多有趣的事。 

� 跨領域可以挖掘更多工作時間 下班後身、心、靈放鬆的時間，其實是上班不夠用的思考時間的延長。 

� 跨領域可以發現更多家庭問題 與家人相處的看電視、共讀、運動、旅遊時間，都是吸收新知的來源。 

� 跨領域可以找出更多休閒時間 利用休閒時間，磨亮已僵化的腦袋，有了新思維，才有新行動。 

� 跨領域讓你更容易解決問題 接觸專業領域以外的書籍或期刊，常常可以找到心中疑惑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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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可以發現更多新點子 利用接觸不同管道的資訊與知識，刺激腦袋、活化思考，可以增加創造力。 

� 跨領域可以發現更多新知識 除了專業領域的知識外，八卦資訊、社會新聞、政治口水也可能改變黃金。 

� 跨領域可以找到新人際關係 多接觸異質性的朋友，多聽異質的建議與聲音，在新人際中找出新方向。 

� 跨領域可以讓你更尊重別人 超越自己的主觀思考，學習站在對方立場，因了解多元價值而尊重對方。 

� 跨領域可以更樂觀面對人生 走出自己的封閉世界向外看，將會發現人生處處有夢想、處處是機會。 

� 跨領域可以產生巨大的爆發力 不同文化、不同磁場、不同專業，互相交流後，會產生交會點的創新爆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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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快樂的知識工作者 這是一個知識經濟的年代，一個好的「知識工作者」和「知識份子」最大的不同是有沒有學習的心態。如果我們每天上班都還要學習，無論是前一天晚上就要先預習，還是今天下班才複習，這都是幸福的。當我們工作環境身處於龐大的資訊中，會接受到很多新的資訊，在取得資訊的過程中要能夠確認並保持焦點，從工作中不斷持續學習〈Learning by doing〉，「做中學，學中做」，需要知道他所知道的，也需要知道他所不知道的，多善用這些資訊科技，無論是實體或虛擬都能夠交會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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