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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料 

演講摘要： 

到了 21 世紀，機器人與人工智慧(AI)愈來愈厲害。傳統的代工業致勝方程式不再管用。

年輕人與智能機器的角色已經黃金交叉了。如果執行相同的工作，人類的效率遠遜於機器人、

不堪一擊。 

 

年輕人在學校裡所需學習的七大跨界優質競爭力，包括： 

(1) 語言、文字、數字、圖表、以及程式語言的靈活運用； 

(2) 動手實作勤快與靈巧； 

(3) 專業的能力；  

(4) 團隊合作、讚賞他人優點的利他行為； 

(5) 舉一反三的創新思維處理挑戰、挫折，擁抱成功； 

(6) 全球標準的先進法律涵養； 

(7) 培養第二專長，成為乘法人。 

 

以第一項做例子來說明，無論是英文、或者中文的表達均有 5 大境界： 

第 1 層次： 對答如流，溝通良好； 

第 2 層次： 有效地側聽他人談話； 

第 3 層次： 需要爭辯時，能夠氣定神閒、遊刃有餘； 

第 4 層次： 調停爭辯雙方，都能信服； 

第 5 層次： 發言/email 內容嚴謹，進可攻、退可守，不卑不亢。 

  

上述 7 個項目與 5Q 的密切關係，分別是：I.Q. (intelligent quotient) 智力商數，E.Q. 

(emotional quotient) 情緒商數，S.Q. (social quotient) 人際商數，A.Q. (adversity quotient) 逆境

商數，L.Q. (leadership quotient)領導力。其中，領導力商數與好奇心、想像力、創造力有密切

的關係。 

 

讓老師與學生們一起 <動手、用腦、用心> 找答案，讓學生們由： 

靜態的、消極被動的、接觸知識的片段，轉換成為 

動態的、積極主動的、能夠組織知識的全貌。 

 

在求學期間，就要好好地準備人生舞台的三套劇本，分別是擔任：主角、配角與龍套、創

新的反派。 

 

歸結起來，追求 21 世紀全球化競爭力就是要做到：會批判性思考與表達、自我學習與想

像力、以及善於讚賞他人。如此，就能夠迎接挑戰、善於處理挫折、以及擁抱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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