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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大學已經成為一種智慧型的購物中心。大學提供了一系列不一樣的貨

色，並鼓勵學生(就像是顧客)四處瀏覽，直到選到滿意的貨品為止。顧客們自由
的選擇他們想吸收的知識，學校也盡情的為他們開課。這種與購物中心類似的情

景，在某些相當出名的學校已經表露無遺。在學期剛開始的幾個禮拜，學生要「試

用貨品」，他們進入教室，坐十分鐘看看教授如何，往往在教授講到一半就踏出

教室，緊接著又踏入另一間教室。學生們來去自如，穿梭在教室之間，就像顧客

在店家隨意瀏覽。 
 
大學裡選課權的爆發姓，可說是一種社會趨勢的反射。美國人過份濫用選擇

權，不僅選課如此，選購產品也是如此：三百多種榖類早餐食品、五十種不同的

行動電話、數千種共同基金。事實上生活種種層面，都有無數種選擇。愈來愈多

人隨心所欲的選擇什麼時候想做什麼事，什麼樣的工作想做就做，無論他崇拜什

麼信仰都可以、他想在哪裡生活就住哪、透過手術他們想變什麼模樣就變。自由

選擇權的增強起因於社會的富裕。 
 
在過去四十年裡，通貨膨脹已有減緩，美國人民個人所得年收入已經比以往

增加一倍有餘。這些增強的富裕及增多的選擇，會給民眾帶來快樂嗎？事實並非

如此。心理學家大衛麥爾、而政治家羅伯蘭、還有新聞記者格理爾都為文闡明，

他們指出，物質生活的成長並沒有為民眾帶來幸福，事實上他們認為我們正在經

歷幸福遞減的日子，據研究，現今嚴重的病態沮喪已經超過前兩代患者的三倍。

在美國自殺率不僅提昇，而且在已開發的國家也是如此。沮喪與自殺行為所發生

的年齡之輕是前所未有的。 
 
為何民眾享有充分物質及自由選擇權反而不快樂？心理研究結果認為，不斷

的增多自由選擇權本身就有問題。現代大學裡在無所束縛之下，任何學生都可追

求他的興趣，不必依照老祖先的觀念去學習。學生的選課會影響他們的知性發

展，但有時年輕學生仍無法判斷未來就業維生所需的知識。本身的性別、宗教、

種族是考慮因素，將來的去向變遷更是問題。 
 
這種自由選擇也要付出代價的。多種選課方式可能造就有些人能發揮所長而

致富，但很可能也形成另一部份人無一專長，窮困潦倒一生。這往往是這些學生

後來徬徨焦慮，甚至經濟狀況不佳的主因。因此大學裡自由選課所造成的問題亟

需解決。解決之道是學校必須以良好的輔導政策來相輔相成，以個別學生性向、

條件，導向理性的選課，提供市場人力需求資料，及適切的就業機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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