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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不一样》

内容概要

本书透彻分析台湾目前的教育环境，包括快被摧毁的职教体系、急功近利的家长心态、媒体的可议之
处、老师的教育心态及学历通膨时代，严长寿认为教改人士为了满足家长期待而走错方向；政策为了
讨好选民，做了错误的转向。他建议年轻人如何从寻找自我到建立自我，建立必要的五大能力，走出
自己的路。
本书荣获《亚洲周刊》非小说类十大好书、金石堂书店年度十大好书、金石堂风云作家、博客来网络
书店畅销华文作家、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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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不一样》

作者简介

严长寿，28岁当上美国运通总经理，32岁成为亚都丽致饭店总裁。历任世界杰出旅馆系统亚洲主席、
青年总裁协会世界大会主席、中华美食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台北旅展主任委员、观光协会会长。现
任亚都丽致大饭店总裁、丽致管理顾问董事长，被誉为“饭店教父”。
1997年，他把自己的奋斗故事写成《总裁狮子心》一书，并立刻成为出版史上“最畅销的管理励志类
丛书”，以及金石堂书店“1997年最具影响力”、“蝉联畅销书排行榜最久”的书，也获得了“1999
年金书奖”，本人更获得“1999年度菁钻大章”。
2002年出版《御风而上》。这本书同样获得“2002年金书奖”、金石堂书店“2002年最具影响力”的
书。2008年出版《我所看见的未来》，荣获2009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2009年出版《你可以不一样》
。
2010年，严长寿罹患癌症。手术后，他决定到台东建立希望学堂，实践他的第二人生。他成立公益平
台文化基金会，全副精力于各项志工实验，“为土地种一个希望”。严长寿表示，“我想要追求的是
一种有意义的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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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不一样》

书籍目录

序　言
这是教育的“共错结构”，我们必须共同承担
一颗关怀青年的热心和无可救药的使命感驱使
教育政策关系青年无比珍贵的未来
面对问题，承担责任才能改变
一切都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
第一章
醒醒吧！ 家长
盲点一： 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点是没有安全感？还是虚荣？
盲点二： 继续膜拜不合时宜的升学主义
盲点三： 要孩子追逐“速利”“速成”“齐一”“从众”的人生
盲点四： 要孩子争捧铁饭碗
教育资源过于集中，社会走向强者益强、弱者益弱
考试是假性平等，重要的东西不能量化
过于单一的教育目的曾深深令我自卑
父母不放手，小孩不放胆
延伸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要当公务员？
第二章
老师可以更勇敢
一位伤心母亲的来信
学生和老师都被“标准答案”给集体绑架了
老师也被体制霸凌，不快乐的老师比比皆是
当老师要以关说或贿赂谋职，校长必须到议会鞠躬罚站，教育者何来尊严
不适任的校长、老师没有退场机制 
    莫忘为师初衷
从威权到启发：只有当学生的伯乐，师生才会都快乐
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寻找活的解答
陪学生冒险，教他踏实筑梦
教学技巧时时勤磨练
问题学生是环境有问题，不是学生有问题
老师的力量最微小，却也最巨大
延伸思考：每个人才智殊异，标准答案扼杀创意
第三章
年轻朋友请走一条追寻自我天赋之路
没有主见、受媒体影响的盲目年轻人
对现实漠不关心的迷失
白白浪费的三百亿
最坏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
年轻人应具备的五大能力
一、“倾听”自己内心的能力
二、“判断”的能力
三、拿出“主见”的能力
四、“实践”与“学习”的能力
五、对世界“好奇”的能力
光有天赋还不够，还要有严格的纪律
走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
延伸思考：江振诚的故事——只有依靠专注和热情，生命火光才会带领你穿越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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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不一样》

第四章
只有创意和实力才能面对高学历通胀时代
精英人才的定义太过单一　         一、留学落籍不归
二、留学落籍渐归来
三、大量留学、大量回台　   
    四、近亲繁殖的本土教育
我们不大步走出去，外国人也不来台湾了　   
    大学既无法接轨国际，也无意扎根地方，成为孤芳自赏的象牙塔
大学评鉴的吊诡之处
大学应打破硬件思维
改变招生政策，找到更具格局的学生
延伸思考：实践大学设计学院的“实践”式教育
延伸思考：从台东的艺术英语学校试行开始
第五章
技职教育的黑洞
技术本位才是价值所在
基层技术劳力短缺，找不到黑手的国家
这是一场“拼升格”的竞赛
问题一： 无实务经验的博士攻占技职体系
问题二： 业师努力拼博士
问题三： 分数的排挤效应
问题四： 技职教育以“招生”为导向，而非以“就业需求”为导向
问题五： 校园自主，教授治校的弊端
浮滥的技职学校将被逼着退场
技职教育的救治之道
一、坚持核心优势
二、从“学”到“术”，设立双重门槛
三、建立专业尊严及标准
三井日本料理黄奕瑞给我的启示
学校必须要能提供更多的教育产品
延伸思考：肯梦学院的故事 —— 从“匠”到“师”的追求
延伸思考：一个大胆的尝试 ——“国际学校”结合在地化及国际化的构想
第六章
 我们都是选民，更是公民
我们是“公民”，更是民主社会的“选民”
政治人物只经营现在，没有经营未来
选民的素养
身为家长的我们是一切改革的起点
延伸思考：台湾新教育实验
第七章
 教育应该不一样
不一样的教育起始点
文化是台湾最伟大的软实力
一、知识分子
二、宗教家
三、艺术家
政治是减法，文化是加法
高峰之后，台湾文化正面临衰退的危机
我们似乎只经营现在和过去，但谁在经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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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不一样》

台湾未来必须追寻“自愿性的简朴单纯”
文化需要教育的土壤方能茁壮
未来等待的人才：高感度、高体会的人才
用教育救台湾文化的未来，教育应该不一样
附　录
每位孩子的生命至少需要一盏明灯
结　语
这是我能为青年做的事
后　记

Page 6



《教育应该不一样》

精彩短评

1、听广播得知的一本好书。或者，暂且不能成为好书，因为还在看。。。已看完，可以一看。
2、值得一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是社会的财富。
3、教育问题也不是能一刀切的议题
4、附录让人感动良久
5、在教育方面，台湾大陆是不差分毫。尽管诸如“以试取士”，“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此类的
观点尽管早已销声匿迹，但是这种落后陈腐的观念却改头换面，通过各种方式出现在家庭教育、学习
教育，并成为社会文化的潜意识，它是潜伏在社会中的一个病毒，其破坏的不仅仅是教育，从长远来
看，会影响整个民族心灵的健康。若我们不直面并加以根除，任凭制度如何更改，不过是沦为形式上
的花样。
6、据说台湾新教育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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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不一样》

精彩书评

1、一位“饭店教父”对台湾教育的侃侃而谈，这并不是一个外行人的笑话，而是应引起我们内行人
深思的事情。何为教育？教育，教化培育，以现有的经验、学识推敲于人，为其解释各种现象、问题
或行为，其根本是以人的一种相对成熟或理性的思维来认知对待，让事物得以接近其最根本的存在，
人在其中，慢慢的对一种事物由感官触摸而到以认知理解的状态，并形成一种相对完善或理性的自我
意识思维...但同时，人有着自我意识上的思维，又有着其自我的感官维度，所以，任何教育性的意识
思维都未必能够绝对正确，而应该感性式的理解其思维的方向，只要他不偏差事物的内在；教育又是
一种思维的传授，而人因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又有着另样的思维走势，所以，教育当以最客观、最
公正的意识思维教化于人，如此，人的思维才不至于过于偏差，并因思维的丰富而逐渐成熟、理性，
并由此，走向最理性的自我和拥有最正确的思维认知，或许，这就是教育的根本所在。这一大段的文
字来源于百度搜索中对教育一词的解释。是否就如解释一样教育就是如此呢？无论你从事的职业，关
于教育，多数人都是可以说上几句的，对教育的批判之声亦是愈加强烈。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赢
在起跑线上，从小给孩子报跳舞班，报画画班，报钢琴班······殊不知孩子自己是否愿意去学
习，鲁迅先生曾经在《风筝》一文中提到，游戏是孩子的天性，著名儿童学家皮亚杰亦曾提到游戏对
幼儿发展的重要性，当然我们的《指南》中也确切的说到游戏的重要性，它提到成人应理解幼儿的学
习方式和特点，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
独特价值，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合理安排一日生活，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
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可见幼儿教育的游
戏性是多么的重要。很多家长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给孩子报了各式辅导班，孩子一直被
强灌知识，却无力反抗，无以消化。当我们看到各式补习班林立街头，这不过反映了现如今教育的现
象，某种情况也是家长与学生的虚荣与没自信的表现，而学校及补习班只不过是利用他们的弱点，投
其所好，顺势而为罢了。当你看着一个活泼的少女因舞蹈而丧失自信时，你是否想到这并不是她想要
的；当你看着你的孩子拖着大大的书包从校门口走出时，你是否想过让孩子自由自在的在蓝天下奔跑
；当你看着孩子每天紧锁的眉头，你是否想过让这颗幼小的心灵重回自然的怀抱。当然你可能会说，
如果现在不努力那么长大以后靠什么生活呢，接着你便徹谈你为你孩子所规划的人生，那么这个人生
到底属于你还是你的孩子呢？教改的呼声，减负的要求，政府的决策，一直在改变的教育带给孩子们
的到底是什么，看着他们愈加沉重的书包，看着他们排满课程的周末，我在想，这真的是减负吗？严
先生在书中提到：“即使教改进行了许多年，对大多数家长来说，鼓励孩子读书、拼命挤进明星高中
，然后考进国立大学，仍然是最让人安心的一条道路。 ”政府努力在做，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
环境，让孩子回归自然，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我想真正的教育首先应该是面对“人”的教育
，首先应教育其“为人”，而非“分数”。每位孩子的生命至少需要一盏明灯。教育的对想是孩子，
是人，活生生的人，无论是作为教育者还是父母，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人，他有思
想，有意识，我们应尊重他们，理解他们，而不是强迫他们去学习，更不能将自己的心愿强加在孩子
们的身上，他们还小，他们需要游戏，他们需要时间，他们需要我们真正的爱。“一个人只有用心去
看，才能看清本质”,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我们的心去怀抱，让我们把自由还给孩子们，把蓝天还给孩子
们，把欢笑还给孩子们吧！
2、读书笔记：《教育应该不一样》“在学业上得不到肯定的学生，现行体制下很容易被老师，学校
放弃，而被放弃的孩子自然容易自暴自弃。其实，每个人的才智各有所长，开窍早晚有别，天赋各擅
胜场，而天性不适合传统教育教学方式的孩子，便逐渐被边缘化，像瑕疵品一样报废。”知道这本书
并决定买来读因为在朋友圈看到以上这段非常认同的话，而这段话出自这本书，加之觉得这本书的标
题“教育应该不一样”，很有吸引力，想对因材施教，以及怎么个因材施教有更深的了解。读完后觉
得这本书的内容跟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它讲述的不是怎么个因材施教，更多的内容是通过讲述台
湾的教育现象，呼吁家长，呼吁学校，呼吁政府，呼吁社会各界，力图让大家意识到因材施教的重要
意义。通过这本书，我也对台湾的教育问题有了较为浅显的了解。并不仅仅是大陆存在诸多教育方面
的问题，台湾教育问题也层出不穷。而且，这些教育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一部分的共性。争抢
“铁饭碗”的现象，以分数定义一个孩子好坏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大陆。除了进一步认识“教育应
该不一样”这个理念，这本书带给我的更多的是让我意识到一个社会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像陈文茜说的那样，这个世界只有一刀切的猪肉，没有一刀切的议题。不要用一个口号，一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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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该不一样》

恨情绪，回答复杂的世间难题。本书开篇就以“醒醒吧，家长”为大标题，阐述了家长在教育孩子时
的四大盲。作者希望家长认清自己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还是因为自己虚荣；他希
望家长不要再膜拜不合时宜的升学主义；它希望家长不要要求孩子追逐“速利”，“速成”，“齐一
”，“从众”的人生；他希望家长不要要求孩子争捧铁饭碗。文中，他谈到台湾教育体制出现的一种
畸形现象：高度补贴背景好、竞争力强的学生，穷人难以通过教育翻身，社会阶级不易流动，正往一
条“强者益强，弱者益弱”的不公平之路前进。大陆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偏远山区孩子们拥有的教
学硬件亦或是软件都不远远及背景好的孩子们。文中，作者谈到考试制度，他说，考试考不出热忱，
考不出责任心，考不出使命感，考不出沟通力，考不出领导力，更考不出一个人的品格、品味。然而
，目前的现象是当教授要靠考试，当公务员要考试，当老师要考试......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完全被“考
试”扭曲了。他举出爱因斯坦的话“许多重要的东西是不能被量化的”。除了考试外，什么才是一个
更加公平的评价体系呢？通过本书，作者传达了对家长的期待，对学生的期待，对教师的期待，对教
育政策制定者的期待以及对每一个公民的期待。对家长的期待他说，每个家长应该改变“读书第一”
的观念，要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家长们有能力，也有责任，看出自己孩子的天
赋所在。如果不爱念书的孩子不被鼓励找到自己其他的才能，就会渐渐失去自信，在样样比不过人家
之下，最后只好被迫相信自己与生俱来就是输家。突然想起大学期间暑假回家途中在火车上跟一个中
年人聊天，正好聊到关于家长对自己孩子期待的话题。他说，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按照自己的意
愿走自己的人生。当时，年少无知的我，向对方抛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未来的志向是做一个
保安，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只记得他面部显现出一丝不快。对教师的期待教育不应该是装满一壶水
，而是点亮一根蜡烛。他不认同挑选老师的旧标准：通过传统考试。他认为，好老师的耐心，热忱，
启发能力是无法通过传统考试鉴别出来的。他希望教师们不要再通过一张张考试卷认识，定义学生，
他希望教师们能好好的观察学生，协助孩子探索自我，从旁发觉他的天赋。他认为，具备启发式教学
的理念和应用能力，才是老师的关键角色。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些相对特别的收获是，我通过作者的介
绍，了解到了台湾一些“好学校”以及”好的教学计划方法“。比如成立快半世纪的森林小学——西
宝小学。这个学校的教育空间，无敌自然美景，低廉学费，以及老师们的教育热忱都给参观这所学校
的他留下来很深的印象。比如莲花县的北昌小学在前校长唐有毅的推动下，自2004年开始得一系列“
麦哲伦计划”。即鼓励孩子们在上学期间，跟老师讨论、规划自己的探索计划。然后寒暑假期间进行
自己人生的第一场大冒险。通过”麦哲伦计划“，我们会发现孩子们自定义的冒险计划超过了大人的
想象：比如对玉器感兴趣的小朋友，他的冒险计划是一个人从莲花到台北故宫，一睹历代的玉器雕纹
。比如，一个因高烧而双眼失明的小朋友，他的冒险计划是到淡水感受夕阳。比如，新竹地区的”流
氓学校“通过将教学改为户外教学，开设诸如攀登合欢山、骑脚踏车换到课程后，渐渐改变了当时的
校风，使得流氓中学变成明星学校。作者不断强调教师的职责，身为老师，不必做分数的奴隶，而要
思考如何激起学生渴望知识，追求知识的欲望，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天赋。对青年的期待文中
，作者还讲述了对青年学生的期待，希望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和判断，发觉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
的初衷，从而激发自己无可就要的热忱。他说，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年轻人都必须具备以下五大基
础能力：”倾听“自己内心的能力”，与自己深刻对话，了解自己，能够辨别“兴趣”和“能力”的
不同；“判断“的能力。不要在社会中看似炫酷的流行中迷失自己；拿出”主见“的能力。为自己的
人生负责； ”实践“与”学习“的能力，以及对世界”好奇“的能力。文中，他提到教育改革家罗宾
逊的关于”归属天命“的状态。罗宾逊说，归属于天命，有迹可循，最明显的就是自由与踏实的感觉
。当你从事自己热爱又擅长的工作，才可能觉得活出了真实的自我，成为你理想中的自己。你觉得自
己做着天生该做的事，也成为你天生该成为的人。这就是归属天命的状态。他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关
于一首”抉择“的最后几句诗送给年轻人。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And that has made all difference树林里岔出两条路，而我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条，也造就我截然不
同的人生。文中作者还谈到诸如”精英死结“的社会现象，提出社会对”精英“的定义太过单一；还
谈到招生入学指标应该有所改变；谈到每个公民的责任，选举的权力。总的来说，本书通过教育问题
涉及到的内容还是很广泛的。教育问题同样不是能一刀切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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