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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間，正是學生放假到處遊玩的季節，像筆者所在的木柵政大，附近

的台北市動物園及貓空纜車，總會有排隊的長龍。電視新聞上看到記者訪問小朋

友及學生，對於遊憩地區、名勝景點的旅遊心得，小學生回答問題經常都異口同

聲，使用拉長音的方式說出「是」、「好玩」、「好熱」等答案，這麼整齊的回答通

常都不需要事先排練，也會出現在一群陌生人、或是一群活潑好動的大學生身上。

在歐美新聞節目的訪問裡，似乎很少會有受訪者異口同聲回答的現象，有人認為

或許這與西方社會注重個人發展，東方社會講求家庭社會規範有關，來往於國際

航線時常看到這些有趣的文化差異。

剛開始思索這種文化差異時，以為是臺灣學生比較害羞、不善於在公共場

所表達，才會藉由大家整齊地回答隱藏羞澀靦腆，換言之，如果多點機會讓大家

練習表達，結果可能大不相同。隨著全球及國際化，近年臺灣社會有不少改變，

學生及年輕世代練習表達的機會愈來愈多，但筆者在課堂上詢問學生問題時，仍

舊時而有齊聲回答的現象。最近再次思索這種「異口同聲」的現象，覺得根源不

止是表達，還有平常發問的題目，或許和我們從小歷經大大小小的考試、身經百

戰有關聯，因為考試多，題型大多為選擇題、填空題（因為比較容易批改），簡

答題的機會已經不多，更不用說沒有既定範圍的申論題，頂多在中文及英文考試

裡有作文吧！

正是因為平常的訓練多是「立竿見影」，或是有絕對標準的題目，對於許多

事情的想法都認為背後有標準答案，從小就熟習「對答案」，每年的基測和學測

之後，網站及報紙等媒體都公布標準答案。即使考試有答錯倒扣機制，但大家都

很會計算，有答案馬上就可以知道考了幾分，像這樣的心算能力在美國唸書時讓

老外大為驚奇，覺得臺灣人的怎麼可能算得計算機還快，真是厲害。過去小學有



珠算、心算的課程訓練（例如：四、五年級生的必修課程），電視節目時常有珠

算高手和計算機的對抗，總是人腦比電腦厲害，筆者國中時有位珠算及心算四段

的高手，每次唸完數字馬上就有正確答案，屢試不爽。

只是這麼強的計算能力及快速反應背後，隱藏著思想僵化的隱憂。標準答

案代表不容許有其他可能存在，排擠另類思考的空間，全國性及大規模的聯考題

目，標準答案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及成本，尤其以選擇題、電腦閱卷的方式非常有

效率，近年來留學考試，諸如：托福(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TOEFL)

等也逐步電腦化。但標準答案也限制及壓縮了思考空間，只要找到最有可能的答

案(Maximum Likelihood)，其他都不再重要。在這種環境下訓練出來的考試高手，

不見得能夠在實際問題上施展身手，真實世界的問題大多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能夠切割，理論上最好的方法，在考量人力、物力的限制後可能變成不可行。為

了確定求職者不只在校成績好，也能依據實際狀況靈活反應，許多組織及企業在

面試時，會以不同情境及假設要求提出不同替代方案，確定應徵者瞭解問題的關

鍵，不僅僅記得「標準答案」而已。

以下是兩則流傳在網路上的案例，很適合用於描述實際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許多都不合適直接套用理論。

案例一、不喜歡香草口味的汽車。這是一個發生在美國通用汽車的客戶與

該公司客服部間的真實故事。有一天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龐帝雅克（Pontiac）部

門收到一封客戶抱怨信，上面是這樣寫的：“這是我為了同一件事第二次寫信給

你，我不會怪你們為什麼沒有回信給我，因為我也覺得這樣別人會認為我瘋了，

但這的確是一個事實。”

“我們家有一個傳統的習慣，就是我們每天在吃完晚餐後，都會以冰淇淋

來當我們的飯後甜點。由於冰淇淋的口味很多，所以我們家每天在飯後才投票決

定要吃哪一種口味，等大家決定後我就會開車去買。但自從最近我買了一部新的

龐帝雅克後，在我去買冰淇淋的這段路程問題就發生了。”

“你知道嗎？每當我買的冰淇淋是香草口味時，我從店裡出來車子就發不



動。但如果我買的是其他的口味，車子發動就順得很。”

“我要讓你知道，我對這件事情是非常認真的，儘管這個問題聽起來很豬

頭。為什麼這部龐帝雅克當我買了香草冰淇淋它就秀逗，而我不管什麼時候買其

他口味的冰淇淋， 它就一尾活龍？為什麼？為什麼？ ”

事實上龐帝雅克的總經理對這封信還真的心存懷疑，但他還是派了一位工

程師去查看究竟。當工程師去找這位仁兄時，很驚訝的發現這封信是出之於一位

事業成功、樂觀、且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工程師安排與這位仁兄的見面時間剛好是在用完晚餐的時間，兩人於是一

個箭步跳上車，往冰淇淋店開去。那個晚上投票結果是香草口味，當買好香草冰

淇淋回到車上後，車子又秀逗了。

這位工程師之後又依約來了三個晚上。

第一晚，巧克力冰淇淋，車子沒事。

第二晚，草莓冰淇淋，車子也沒事。

第三晚，香草冰淇淋，車子“秀逗”。

這位平常注重邏輯推理的工程師，到目前還是不相信這位仁兄的車子對香

草過敏。因此，他仍然不放棄繼續安排相同的行程，希望能夠將這個問題解決。

工程師開始記下從頭到現在所發生的種種詳細資料，如時間、車子使用油的種類、

車子開出及開回的時間…，根據資料顯示他有了一個結論，這位仁兄買香草冰淇

淋所花的時間比其他口味的要少。

為什麼呢？原因是出在這家冰淇淋店的內部設置的問題。因為，香草冰淇

淋是所有冰淇淋口味中最暢銷的口味，店家為了讓顧客每次都能很快的取拿，將

香草口味特別分開陳列在單獨的冰櫃，並將冰櫃放置在店的前端；至於其他口味

則放置在距離收銀檯較遠的後端。

現在，工程師所要知道的疑問是，為什麼這部車會因為從熄火到重新啟動

的時間較短時就會秀逗？原因很清楚，絕對不是因為香草冰淇淋的關係，工程師

很快地由心中浮現出，答案應該是“蒸氣鎖”。因為當這位仁兄買其他口味時，



由於時間較久，引擎有足夠的時間散熱，重新發動時就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買

香草口味時，由於花的時間較短，引擎太熱以至於還無法讓“蒸氣鎖”有足夠的

散熱時間。

案例二、歷史應該怎麼考？一位孩子在高二就讀的父親，有感於臺灣歷史

考試題目的僵化，在網路上寫出對學校教育的看法（參考資料：「人家培養的是

能力，而我們灌輸的是知識」）。這位父親提到：

我兒子正在讀高二，考了一道歷史題：成吉思汗的繼承人窩闊臺，公元哪

一年死？最遠打到哪裡？第二問兒子答不出來，我幫他查找資料，所以到現在我

都記得，是打到現在的匈牙利附近。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美國中學生的世界史這道題目不是這樣考。它的

題目是這樣的：成吉思汗的繼承人窩闊臺，當初如果沒有死，歐洲會發生什麼變

化？試從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分析。

大家只要查閱相關書籍或上網查詢，很快就能臺灣歷史考題的答案，但是

美國的考題呢？我們從小到大的學校考題（甚至是聯考，或是基測、指考），很

少屬於這種申論式、沒有標準答案，記得以前考完試後，總是會和同學「對答案」，

希望答案和多數同學都一樣。讀者看到美國歷史考題，不知道會有什麼聯想，在

此先提供這篇網路文章裡一個很具參考價值的解答。

有個學生是這樣回答的：這位蒙古領導人如果當初沒有死，那麼可怕的黑

死病就不會被帶到歐洲去，後來才知道那個東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引起的鼠疫。

但是六百多年前，黑死病在歐洲猖獗的時候，誰曉得這個叫做鼠疫。如果沒有黑

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會死亡。神父跟修女如果沒有死亡，就不會懷疑上帝的存

在。如果沒有懷疑上帝的存在，就不會有意大利弗羅倫斯的文藝復興。如果沒有

文藝復興，西班牙、南歐就不會強大，西班牙無敵艦隊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

牙不夠強大，意大利不夠強大，盎格魯─撒克遜會提早 200年強大，日耳曼會控

制中歐，奧匈帝國就不可能存在。

當然，對於申論答案的想法見仁見智，大家的觀點多半存有某些差異，差



異通常與價值觀、對某些事物的判斷有關。像上述範例的論述中有不少假設條件，

只要任何一個假設稍許偏差，最後結果可能會差之千里，或許有人不同意黑死病

必須藉由蒙古人傳遞，有人會認為神父跟修女的死亡，和不相信上帝間沒有那麼

強的關聯，甚至覺得這種推論過於牽強、荒謬。無論如何，是否牽強及荒謬的判

斷，需要縱向及橫向的知識連接，再加上相當的邏輯思考訓練，區隔創意與狂想

只有一線之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