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诲人以心�

蔡知令�

在过去的 10 年里，我们目睹了许多显赫的商人做出了愚蠢和冒险的决策，这些决策对全

球经济和个人投资者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例如在去年，一名摩根大通的无良交易员因为投资

某些隐晦且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而损失了 58 亿美元。随着这类行为变得越来越常见，大众已不

再相信商业和金融机构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这种不信任的情绪也损害了商学院以及那些获得

MBA 学位毕业生们的声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个人坚信，如果那些商学院的学生们学会自省，而不是被教导一

味追逐不断增长的利益，就一定可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当今的商学院课堂上，教师们都过于

强调技巧方法，而忽略了建立个人责任感和道德观的重要性。我们重视课程内容的分分秒秒，

却忽略了我们这样做是否在帮助学生们变得更加成熟和有担当。其实拓宽教学内容，我们便可

以帮助MBA学生们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贡献赢得更多的尊重，而不仅仅是高收入。 

对于商学院的教师，无论教授的课程多么理论和技术化，都应该学会用心来教学。我在加

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管理学院教授统计学，许多学生认为它和其他统计学课程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将知识与感情、品德、创造力以及毅力一起融合到教学之中，也向学生展示如何培养

一个领导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一个统计学课程更具有特色。任何人都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教

授任何专题。我坚信如果教授们用心上他们的课程，商业教育便会有极大程度的提高。所以，

开始行动吧！ 

全身心投入教学之中 

我的整个教学方法有 4个重要部分：净化心灵，冷静思考，感性认知以及用心教导。 

第一步是教导学生们净化他们的心灵。在课堂上，我教导学生们观察大自然，并思考人类

是如何参与到自然界的因果循环之中。由于许多学生都是想“登上商业的巅峰”才来商学院学习，

因此，我要求他们延伸这一比喻的含义，把商业世界想象成一座山峰。通过类比，学生们能够

以一种更加具体的方式认识到他们在商场上即将面临的巨大的挑战，这样可以打消他们认为成



功是十分轻松容易的想法。我提醒他们，爬山是一个十分缓慢、困难的过程，途中会充满各种

挫折，几乎没有任何捷径。登顶需要坚持和判断力，一步踏错或者一次猛烈的风暴都会使攀登

者跌落山谷，就好比缺乏长远目光抑或一次决策的失误都会让即使最强大的领导者陷入万劫不

复之地。 

而一旦成功登顶，攀登者就必须考虑如何完美而谨慎地下山，正如一个领域的商业领袖必

须考虑如何从他们显赫的位置上优雅地退下。当学生们通过这种方法真正理解了商业的运作过

程，他们就能知道如何谨慎小心地做出决策，以及理解任何事物的本质所在。 

这种与自然界的类比的方式可以应用于任何主题，比如我教授的统计课程。我会教导学生

通过去除噪声来完善一个统计模型，确保只考虑那些真正与问题相关的影响因素。举个例子，

最近我的学生用定量预测技术来为跨国高科技公司预测销量，他们滤除了数据中的噪声和模型

中不相关的变量，从而得到了更好的结果。另一组学生为一家主要的国际机场预测客流量，则

给出了管理范围和结构的关键指标。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向学生解释了完善模型与净化心灵的相似性——通过去除生活中的琐

事和外来因素以净化心灵。我用重要的人生经历作为案例——比如，我告诉他们，选择最优的

统计模型就好比选择最佳配偶，我们必须消除来自内心的所有“噪音”，只集中注意力于根本

要素上。因此，我十分赞成教师应该把他们所教授的课程与人类心灵的例子结合起来，这样能

让学生看到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意识到每一个商业规律都扎根在人性深处。 

一旦学生们学会了这种思考方式——无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还是个人生活中——他们

都能全面思考和分析所有的重要决策。在我看来，那些学会了自我反省的商业领袖往往知道如

何消除他们处境中的“噪音”，看清真相以及未来可能的结果，从而大大降低了采取莽撞甚至

灾难性举动的可能性。 

商科老师还必须教导我们的学生冷静下来反省自我。我鼓励学生每天花三到五分钟的课外

时间独处，仔细回忆所获得的新知识。对于每个统计问题，他们应当花时间消化和吸收所学到

的东西，包括研究动机和目的、数据收集、模型构建和假设、参数估计、模型诊断、统计推断

和预测，以及解释。这样的消化过程能让他们冷静下来，克服恐慌并建立信心，帮助他们提升

创造力和思维独立性。 



这个过程能够自然地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自己的生活经历，培养感恩心、同情心、宽容心、

耐心和创新之心。这样，他们学会了保留自己的意见，懂得只有经过冷静认真的反省才会慎重

地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我坚信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因为在拿到 MBA 后，已毕业的同学们仍然经常联系我，与

我分享在职业生涯中，他们所学会的思考方式是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信息，提出正

确的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清晰阐述复杂的理念，并将定量技术应用于决策之中。 

通过在课堂上的学习，大部分商科学生认为他们应该依据严谨细致的分析做出决断，但我

认为他们也必须了解感性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我想让他们能对自己所学感到兴奋，同时能用

这种积极的态度去感染身边的人。比如，那些在艺术、音乐、文学、体育等领域杰出的领导者

往往会用他们的高昂的激情和律己的态度去激励别人，MBA 的学生也应该这样。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在每堂课上，我的首要目标都是找到激发起学生们激情的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

在学到知识的同时尝试用那些平时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实践这些知识。比如，为了加深他们对所

学知识的理解，我让他们亲自用小样本的数据解决问题。这样的练习一方面让他们能更自然地

掌握这些书本上的概念，另一方面让统计这门课也变得更生动起来。 

另外，他们也需要学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那些统计的门外汉解释我们得到的定量结果，

并完成一系列高质量的报告。通过感性认知统计的过程，学生们培养了可以陪伴他们一生的激

情、能量和自信，而如果没有老师和学生心贴心的交流，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通过在课堂的

开始就和学生们做访谈的方式，我和我的全职 MBA 学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我得以充分了解

他们的背景、能力、优点和缺点，以及他们对这堂课的期望。这种访谈所建立的师生互信机制

让我能为他们提供更合适的个人生活和学术指导，与此同时，也让我能为那些需要额外帮助的

同学提供充分有效的援助。而这种心贴心的交流也意味着我本人就要成为学生们心目中一个近

乎完美的榜样。像激情、正直、勤奋、智慧这些我希望学生们培养的良好品性，我必须自己首

先做到。以我自己为例，学生们会慢慢认识到，对于那些最棒的领导者，他们往往会通过倾听、

理解、引导和本身的模范作用来和下属建立互信。 

一种用心感知的哲学 

我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论可能看起来不太传统，甚至和大多数商科院校的教育理念都背道而



驰。然而，在 30 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我见证了这种方式的积极效果——有太多学生在统计的

课堂上学到了他们终身受用的知识。我也被他们的收获激励着，继续施用这种教育方法。商科

的教授可以帮助他们的毕业生成为创新型领袖，为一代又一代的人创造经济机会，并赢得世人

的尊敬。但我认为，无论我们是教授像领导力、沟通技巧这样的软实力，还是教授像统计、会

计这样的实战技能，只有和学生们心贴心的交流，建立师生互信基础，让他们用一颗积极向上

的爱心拥抱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毕业生会经常犯错——运

用一些看似非常花哨实用的技能制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头条”消息。这一切其实都可以改变，

只要我们真正用心教学。 

 

蔡知令，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管理学院杰出教授和讲席教授。曾被 MBA 学生 14 次评选

为年度教师。同时，他也是台湾国立大学管理学院的客座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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