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誨人以心 
蔡知令 

在過去的 10 年裡，我們目睹了許多顯赫的商人做出了愚蠢和冒險的決策，這些決策對全

球經濟和個人投資者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例如在去年，一名摩根大通的無良交易員因為投資

某些隱晦且複雜的金融衍生品而損失了 58 億美元。隨著這類行為變得越來越常見，大眾已不

再相信商業和金融機構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這種不信任的情緒也損害了商學院以及那些獲得

MBA 學位畢業生們的聲譽。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個人堅信，如果那些商學院的學生們學會自省，而不是被教導一

味追逐不斷增長的利益，就一定可以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當今的商學院課堂上，教師們都過於

強調技巧方法，而忽略了建立個人責任感和道德觀的重要性。我們重視課程內容的分分秒秒，

卻忽略了我們這樣做是否在幫助學生們變得更加成熟和有擔當。其實拓寬教學內容，我們便可

以説明MBA 學生們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貢獻贏得更多的尊重，而不僅僅是高收入。 

對於商學院的教師，無論教授的課程多麼理論和技術化，都應該學會用心來教學。我在加

州大學大衛斯分校的管理學院教授統計學，許多學生認為它和其他統計學課程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我將知識與感情、品德、創造力以及毅力一起融合到教學之中，也向學生展示如何培養

一個領導者悲天憫人的情懷，讓一個統計學課程更具有特色。任何人都可以運用這種方法來教

授任何專題。我堅信如果教授們用心上他們的課程，商業教育便會有極大程度的提高。所以，

開始行動吧！ 

全身心投入教學之中 

我的整個教學方法有 4個重要部分：淨化心靈，冷靜思考，感性認知以及用心教導。 

第一步是教導學生們淨化他們的心靈。在課堂上，我教導學生們觀察大自然，並思考人類

是如何參與到自然界的因果迴圈之中。由於許多學生都是想“登上商業的巔峰”才來商學院學習，

因此，我要求他們延伸這一比喻的含義，把商業世界想像成一座山峰。通過類比，學生們能夠

以一種更加具體的方式認識到他們在商場上即將面臨的巨大的挑戰，這樣可以打消他們認為成

功是十分輕鬆容易的想法。我提醒他們，爬山是一個十分緩慢、困難的過程，途中會充滿各種



 

 

挫折，幾乎沒有任何捷徑。登頂需要堅持和判斷力，一步踏錯或者一次猛烈的風暴都會使攀登

者跌落山谷，就好比缺乏長遠目光抑或一次決策的失誤都會讓即使最強大的領導者陷入萬劫不

復之地。 

而一旦成功登頂，攀登者就必須考慮如何完美而謹慎地下山，正如一個領域的商業領袖必

須考慮如何從他們顯赫的位置上優雅地退下。當學生們通過這種方法真正理解了商業的運作過

程，他們就能知道如何謹慎小心地做出決策，以及理解任何事物的本質所在。 

這種與自然界的類比的方式可以應用於任何主題，比如我教授的統計課程。我會教導學生

通過去除雜訊來完善一個統計模型，確保只考慮那些真正與問題相關的影響因素。舉個例子，

最近我的學生用定量預測技術來為跨國高科技公司預測銷量，他們濾除了資料中的雜訊和模型

中不相關的變數，從而得到了更好的結果。另一組學生為一家主要的國際機場預測客流量，則

給出了管理範圍和結構的關鍵指標。 

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向學生解釋了完善模型與淨化心靈的相似性——通過去除生活中的瑣

事和外來因素以淨化心靈。我用重要的人生經歷作為案例——比如，我告訴他們，選擇最優的

統計模型就好比選擇最佳配偶，我們必須消除來自內心的所有“噪音”，只集中注意力于根本

要素上。因此，我十分贊成教師應該把他們所教授的課程與人類心靈的例子結合起來，這樣能

讓學生看到他們的內心，讓他們意識到每一個商業規律都紮根在人性深處。 

一旦學生們學會了這種思考方式——無論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還是個人生活中——他們

都能全面思考和分析所有的重要決策。在我看來，那些學會了自我反省的商業領袖往往知道如

何消除他們處境中的“噪音”，看清真相以及未來可能的結果，從而大大降低了採取莽撞甚至

災難性舉動的可能性。 

商科老師還必須教導我們的學生冷靜下來反省自我。我鼓勵學生每天花三到五分鐘的課外

時間獨處，仔細回憶所獲得的新知識。對於每個統計問題，他們應當花時間消化和吸收所學到

的東西，包括研究動機和目的、資料收集、模型構建和假設、參數估計、模型診斷、統計推斷

和預測，以及解釋。這樣的消化過程能讓他們冷靜下來，克服恐慌並建立信心，幫助他們提升

創造力和思維獨立性。 

這個過程能夠自然地引導學生深入思考自己的生活經歷，培養感恩心、同情心、寬容心、



 

 

耐心和創新之心。這樣，他們學會了保留自己的意見，懂得只有經過冷靜認真的反省才會慎重

地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我堅信這個過程是有價值的，因為在拿到 MBA 後，已畢業的同學們仍然經常聯繫我，與

我分享在職業生涯中，他們所學會的思考方式是如何説明他們更好地理解複雜的資訊，提出正

確的問題，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清晰闡述複雜的理念，並將定量技術應用於決策之中。 

通過在課堂上的學習，大部分商科學生認為他們應該依據嚴謹細緻的分析做出決斷，但我

認為他們也必須瞭解感性的重要性。具體來說，我想讓他們能對自己所學感到興奮，同時能用

這種積極的態度去感染身邊的人。比如，那些在藝術、音樂、文學、體育等領域傑出的領導者

往往會用他們的高昂的激情和律己的態度去激勵別人，MBA 的學生也應該這樣。為了實現這

個目標，在每堂課上，我的首要目標都是找到激發起學生們激情的方式——也就是說，讓他們

在學到知識的同時嘗試用那些平時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實踐這些知識。比如，為了加深他們對所

學知識的理解，我讓他們親自用小樣本的資料解決問題。這樣的練習一方面讓他們能更自然地

掌握這些書本上的概念，另一方面讓統計這門課也變得更生動起來。 

另外，他們也需要學會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那些統計的門外漢解釋我們得到的定量結果，

並完成一系列高品質的報告。通過感性認知統計的過程，學生們培養了可以陪伴他們一生的激

情、能量和自信，而如果沒有老師和學生心貼心的交流，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通過在課堂的

開始就和學生們做訪談的方式，我和我的全職 MBA 學生建立了緊密的關係，我得以充分瞭解

他們的背景、能力、優點和缺點，以及他們對這堂課的期望。這種訪談所建立的師生互信機制

讓我能為他們提供更合適的個人生活和學術指導，與此同時，也讓我能為那些需要額外説明的

同學提供充分有效的援助。而這種心貼心的交流也意味著我本人就要成為學生們心目中一個近

乎完美的榜樣。像激情、正直、勤奮、智慧這些我希望學生們培養的良好品性，我必須自己首

先做到。以我自己為例，學生們會慢慢認識到，對於那些最棒的領導者，他們往往會通過傾聽、

理解、引導和本身的模範作用來和下屬建立互信。 

一種用心感知的哲學 

我的教學方式和方法論可能看起來不太傳統，甚至和大多數商科院校的教育理念都背道而

馳。然而，在 30 餘年的教學生涯中，我見證了這種方式的積極效果——有太多學生在統計的



 

 

課堂上學到了他們終身受用的知識。我也被他們的收穫激勵著，繼續施用這種教育方法。商科

的教授可以幫助他們的畢業生成為創新型領袖，為一代又一代的人創造經濟機會，並贏得世人

的尊敬。但我認為，無論我們是教授像領導力、溝通技巧這樣的軟實力，還是教授像統計、會

計這樣的實戰技能，只有和學生們心貼心的交流，建立師生互信基礎，讓他們用一顆積極向上

的愛心擁抱生活的時候，我們才能實現這一目標。但現實中，我們的畢業生會經常犯錯——運

用一些看似非常花哨實用的技能製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頭條”消息。這一切其實都可以改變，

只要我們真正用心教學。 

 

蔡知令，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管理學院傑出教授和講席教授。曾被 MBA 學生 14 次評選

為年度教師。同時，他也是臺灣國立大學管理學院的客座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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