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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這些學分，學校學不到 

◎這些道理，爸媽不會教 

◎這些秘密，老闆不會告訴你 

◎這些課題，你可以學習一輩子 

【誰要讀本書】 

◎想要進步成長的人 

◎改善人際關係的人 

◎找尋人生方向的人 

◎讓生活更美好的人 

 

What schools don't teach you 

【本書簡介】 

這本書提供給讀者深入淺出的基本課程，每個章節都是一堂堂有趣的哲學。這些

主題都是你平常會思考的範圍，你可以自己研究，也可以跟看過書的朋友一起討

論，在生活當中一步步地推敲。 

我相信，不管你現在是否很有成就，或只是走在人生的起跑點上，只要你看過書，

書裡的內容會對你有相當大的幫助，也會帶來很多意外的驚喜。 



【作者簡介】 

陳海倫，心橋顧問有限公司總裁。 

具專業諮詢經驗，於日本、印度、新加坡、美國、台灣等國家推廣品格教育、生

活成功管理學。幫助與服務的對象普及個人到企業，致力於助人達到設立的目標

而成功，並且擁有快樂自由的人生。 

專長：品格教育、情緒管理、生活管理、企業管理、演講、 顧問、經營擴展、

溝通、行銷銷售 

媒體經驗：北美衛視【陳顧問時間】電台製作．主播 

 

【自序】 

人生必修的課程，當然不只書裡的這些內容，你應該要學的課程很多，內容因人

而異，每個人各取所需。有的知識更為基礎，有的則更加高深。 

然而，只要是人，需求上來說幾乎都大同小異，經歷成長、入學的階段，接受教

育並進入團體生活，尋找個人的興趣與目標；接下來遇到婚姻、家庭生活、生兒

育女、侍奉父母的階段，還有職場上競爭、升遷以及各種謀生的管道，這當中包

括了各式各樣的喜怒哀樂與成敗起落，讓我們逐漸體會到人生有很多應該學會的

基本課程。 

誰不希望能夠自由自在、自律自豪？但往往因為不品格，在觀念上的無知與無

能，讓一個人走入人生的死胡同，變得沮喪失志，也失去了興趣及活力。這一切

的問題都是有課程可以學習，不管問題再嚴重，都可以修復。如果你能夠具備這

些知識，人生就會大大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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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讀】 

在職場上，大部分還是要靠實力。雖然把漂亮的學歷報出來，在人前比較有面子，

但只要事情沒做好，一樣還是會被人嘲笑。在這當中有許多名不符實的落差，也

有很多高學歷的人感到很心虛。 

當人們笑說：「第一學府的又怎樣？做事也只不過如此而已。」 

「有那麼高的學歷，人緣不好有什麼用呢？而且又嫁不出去。」 

「博士？做事還比不上一個工讀生勤快，效率差一大截。」 

就算讀到博士，還是一樣被人瞧不起。所以，有很多學術派的人必須要擺出很高

的姿態，「我是法官。你有本事考到法官嗎？」 

別人可以刺激他說：「出庭也沒幾次，考上法官又怎樣？」 

然後，他故意裝作沒聽到，還是擺著架子，在那邊假裝自己很行。這裡面的矛盾

與衝突，一直都存在。 

你必須能夠解開這些社會價值觀偏差的矛盾。那些高學歷的知識分子擁有那些光

環，如果他沒有真正的實力，其實也很痛苦。他只是個升學體制下的犧牲品，他

以為自己走這條路應該會成功，後來卻發現自己連車都不會開，切個水果也切不

好，連拿熨斗燙衣服都不會，除了唸書之外幾乎一無是處；更可恨的是書也沒唸

多好。 

你要把學歷跟實力分清楚，到底你要追求的是什麼？當你擁有學歷的時候，你也

要知道你會用到的是什麼，將來在社會上要靠的能力是什麼。 

要在社會混的實力，要學的就是跟人講話溝通、懂得看人、待人處事、應對進退，

知道做事的細節。如果你不懂這些東西，當然會覺得很痛苦，就算唸再多書也沒

什麼用。 

有很多人來我這邊上課，他第一句話就問：「這些課有文憑嗎？政府承認嗎？」

他在乎的是這些東西。 

要是你跟爸媽說：「我要去外國讀書。」 

你爸媽馬上問：「讀哪一間？以後回來，有人承認你的學歷嗎？」 

爸媽擔心你讀完之後沒有學歷，以後會有用嗎？他們很在乎有沒有認證、政府機

構怎麼說、別人怎麼看，這個東西有什麼價值？他心裡一直在計算的，是這些東

西。 

有文憑的，爸媽才會出錢讓你去讀，政府沒認證的最好不要唸，要是你想要學，

就得自己想辦法繳錢去學。被這樣的價值觀影響之後，你也會開始想著，走這條

路似乎才是比較生存的──你就迷失了自己。這也是一個陷阱。 

當你看穿這個陷阱之後，以後別人提起「學歷至上」的觀念，你就不會為之所動，

同時也會知道應該要練習的是什麼，要具備的實力是什麼。如果沒有學歷，應該

要走什麼樣的路線？如果有學歷，應該要走什麼樣的路線？不管走哪一條，最後

能夠生存下來的，還是要有實力。 

節錄自本書第七章《學歷與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