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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理當是年輕人為自己未來生活作準備的地方，他們在此學習

人類如何從石器時代不斷陸續地發展到今天，還有民主的意義何在；

在此，他們思考隱藏在詩詞字裏行間的意義，並且了解正弦函數與餘

弦函數不是聖經裏的人物名字。這樣內容廣泛的通識教育非常正面且

重要，然而今天的學生還應該學習「創業精神」。 

應該在學校裏教授有關獨立自主精神科目的理由有很多，其中最

重要的是：創業者設計未來。創業者屬於對於採用哪些新興科技和前

瞻商業構想作出決定的族群，他們也決定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如何發

展。可惜創業者這個身分在德國並不太受到喜愛。 

自從 2016年起，國際 Ernst & Young企業顧問公司在其以德語國

家為研究主體的報告中指出，63%的大學生偏愛作為雇員的工作崗

位，其中的 32%覺得公家機關最有吸引力。這個趨勢相當邏輯：畢竟

這個世界變得這麼令人無法預測，公務員的工作至少較能承諾清楚的

未來。 

然而，這樣的普遍想法不僅乏味無趣，此心態更可能有害整個國

家的發展。數位化正在逐漸消滅傳統的工作崗位，這話題在近幾年來

早已是老生常談，也正因為這樣，未來我們更迫切地需要許多擁有創

意的人，為社會提供例如賺錢的新構想，或實現他們想像中的美好將

來，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一些不依賴人而能獨立工作的人，而學校則應

當教授他們所需的相關能力。 

也許有人會問：難道因應學校裏的其他變化不是更重要嗎？例如

學習更多資訊科技、應用媒體的能力等；學生們在面臨日益高漲的民

粹主義與極右派發展下，不是才更應該要加強了解民主的優點，而不

是去學習獨立創業嗎？企業界難道不會利用這個機會提倡商業自

主，因此過分影響學校並且壯大自己嗎？但是這裏的重點是在對學校

裏的新結構進行反思。 

一個錯誤的構想並不代表失敗，孩子們應該在學校裏停止學習

「如何學習」，而是被教導如何能批判性地思考，並且負起責任、變

得有創意，以及發掘自己的強處。在學校裏若首先成立一個比方叫作



 

 

「獨立自主」的科目，可能將會是很好的第一步，而能為此不安的世

代帶來重要的訊息。這樣的科目應該傳授經商能力和社會責任。 

為了能讓此科目開辦成功，絕對不能只是講授經濟學；此外，不

能單獨空談商業知識，而應該在一個與政治、社會互相關聯的系統下

講授，以求學生能夠理解。這樣的科目應該是個跨越多個學科的專

業，而教師們應解釋這些複合式學科間的關聯性，學生們則應對企業

界的商業模式進行探究，同時也學習世界上存在著哪些企業形式、這

些形式有是如何發生功能，且是如何創建的。在這樣一個科目當中，

學生也應該學到：如果他們的想法不成功並不代表他們的失敗；並且

當他們試著去實踐他們的願景時，他們已經贏得成功，而不只是儘可

能地求取最大的安全與穩定。 

在此，沒人想把孩子們教養成「背著書包的自我中心份子」，天

天只作著快速賺大錢的美夢。這裏的主要目的在促使這些孩子從自己

的想法出發，去設計與打造明日的經濟和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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