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能否培養博士生的多元職涯能力？(上)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各領域教授的共同點就是擁有專業知識。所有人都期望教授術業

有專攻；教授撰寫文章或發表演講時，學生願意付費學習專業知識，

教授同仁也相當重視彼此的專業能力。研究生及博士生的目標是獲得

專業知識，而學位證書正是對他們專業能力的肯定。 

如果教授在課堂上發現自己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這該怎麼辦？

教授要如何談論自己不甚瞭解的主題？這種情境正是許多教授無法

指導博士生如何培養多元職涯能力的原因。 

目前的現實情況是，博士人數過多而終生職位有限，教職僧多粥

少的情況下，學校開始發起「多元職涯」運動。多數博士生畢業之後

不會成為教授，但學校卻仍以訓練教授的方式訓練他們。多元職涯的

首要認知是，博士生畢業後可能踏入各種不同的領域，不限於學術界。 

培養博士生多元職涯能力的重擔落到各系肩上，但教授要怎麼教

學生自己不會的東西？教授很樂意指導博士生怎麼當上教授，他們熟

知怎麼做，因為他們親身經歷過，但教授並不擅長為其他類型的工作

做準備。 

我在全國各地的大學發表過幾十次博士教育的演講，提到多元職

涯時，其中一個常見問題是：「我唯一一份工作就是當教授，那要怎

麼指導學生我不懂的東西？」 

對教授來說，在研究所指導多元職涯等於跨出舒適圈和熟悉的授

課領域，密西根大學英文系教授大衛．波特（David Porter）決定指導

「專業人文職涯」專題時，沒有預料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他知

道自己想帶領學生瞭解「人文專業不斷變動的本質」，但他也承認自

己缺乏相應理解。 

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透過密西根大學的拉克哈姆研

究所（Rackham Graduate School）提供小額捐款，透過基金會的補助，

波特等人設計一門課程來「深入探討人文學科現況」，同時結合工作

和職業的「實際與專業」問題。這門課程開放人文系所高年級研究生

選修。 



 

 

波特表示：「我每天都必須面對自己對課程內容的無知，過程相

當艱辛，令人不自在。」回想起這段經歷，波特意識到「我必須面對

自己的弱點。」 

學生同樣也在摸索方向，畢竟他們也離開了自己的舒適圈。正如

教授希望自己是專業人士，研究生也希望能向專家學習。斯拉夫語和

文學系三年級學生葛蕾斯．馬奧尼（Grace Mahoney）在電子郵件中表

示：「我以為課程會是客座演講。結果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們彼此討論，

透過文本和課程作業來瞭解，而這樣的設計需要我們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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