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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本學期修習了王超弘老師的全面品質管理課程，學習的品質管理知識不只有

侷限在製造業當中，亦可以應用在＂人＂上，更身為學生的我們平常很難接觸到

真實的職場上，更難實際的研究製造業的品質管控，因此以研究最貼切大學生的

題目上來進行研究是最適合不過的，利用學期所學的品質管理知識來分析探討台

灣大學生的競爭力。 

  近期，台灣學生的競爭力已大不如前，而更在今年根據一項 OECD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主導，每 3年針對世界各國 15歲學生所做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ISA，最新一次的測驗成績大不如前，尤其是台灣最引以為傲的數學能力從全球

第一名掉到第五名，雖然這是針對於十五歲的學生所做的測驗，但我認為問題不

只是發生在特定的十五歲學生群當中，我們大學生對此也應該要有警戒心，好好

把握在學期間的各種機會，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二、研究目的 

 使用不同的方法蒐集及了解台灣大學生的競爭力弱勢。 

 分析整合各種問題並探討問題的發生原因。 

 提出多種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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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問題分析 

  了解台灣大學生競爭力不如其他國家大學生的問題，利用腦力激盪法與魚骨

圖等方法，發現問題並且了解問題。 

一、腦力激盪法 

  並非真正的進行腦力激盪，而是獨立的用多向的角度來進行腦力激盪，並配

網際網路來進行資料的蒐集，整理後如下： 

(一)個性 

  懶散、隨性、逃避責任、怕麻煩、自負、自我中心…等 

(二)家庭 

  父母專制、父母溺愛、家境富裕、家庭資源不足、父母缺乏管教、兄弟姊妹

不良示範…等 

(三)本身 

  同儕影響、容易分心、時間概念不佳、科目與興趣不符、打工時間太長、社

團活動時間過長、愛情因素、對未來沒有目標、消極、逃避考試或學習、情緒管

理不當、依賴網路及電腦、缺乏國際觀…等 

(四)社會 

  沉迷網際網路、沉迷智慧型手機、網路成癮、經濟不景氣、政治動盪、台灣

的國際地位、社會對大學生的偏見、大學生起薪過低…等 

(五)教育 

  學習環境不良、城鄉差距、教育資源分配不當、外語能力不足、師資良莠不

齊、學習態度差、升學壓力大、學非所用、大學生過多、無繼續升學的意願、對

相關領域無繼續研究的意願、大學學風開放、可以隨意放棄學分、選擇延畢逃避

就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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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 

成為較不具競爭力的大學生 

內部 

外部 

1. 懶散 

2. 隨便 

3. 自我中心 

4. 情緒化 

5. 自負 

1. 態度不積極 

2. 無危機意識 

1. 同儕影響 

2. 國際觀不足 

3. 缺乏未來目標 

4. 時間管理不當 

5. 情緒管理不良 

6. 依賴現代科技 

1. 父母替兒女決定未來 

2. 父母本身問題 

3. 父母過度溺愛 

4. 科技發達 

5. 社會對大學生的偏見 

1. 台灣的大學數量氾濫 

2. 教學品質良莠不齊 

3. 缺乏實務課程 

4. 大學學風過於開放 

5. 缺乏社會參與 

6. 外語能力低落 

二、 魚骨圖分析 

  經過腦力激盪法發現問題之後，在經由消去影響較小的因素及挑選出較可能

的因素再加以整理成魚骨圖。 

 

 

 

 

 

 

 

 

 

 

 

 

 

 

 

 

(一) 個性 

  個性問題主要可以分成懶散、情緒化、自我中心、自負和隨便共五個較嚴重

的因素，通常懶散佔了絕大部分，大學生給人的印象就是晚睡晚起、好吃懶做和

翹課等形象，常常會選擇較好過的科目或是較輕鬆的老師來修課，最好是沒有考

試或者沒有報告，甚至是不會點名的課才是首選，這些例子都反映出了大學生懶

散的個性，就我的觀察當中大概每十個學生當中就有七到八個擁有這種個性；而

其他的個性，依照顯現出來的多寡我認為依序是隨便、自我中心、自負及情緒化，

隨便的個性也非常平凡，如同胡適先生筆下的差不多先生，考試差不多及格就好，

報告有做就好，卻沒有追求卓越的態度，另外自我中心的人也非常多，時常不把

別人的話當成一回事，活在自我的世界當中，有的人甚至連學校都很少來，也不

知道在做什麼事情，而自負和情緒化的人就比較佔少數。 

(二) 心態 

  主要因素為不積極進取、無危機意識，我認為這兩個因素佔了絕大部分，不

社會及家庭 教育學習 

個性 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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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進取又佔了絕大部分，我認為大學生的積極程度跟班上的成績有正向關係，

通常名次較前面的同學較積極，因為在大學課程中，要過很容易，但要拿高分卻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從及格分數晉升到高分就只能以積極的態度去做好每一

件事，如報告除了做好之外，可以在有限的能力之下多延展範圍，並非只是做足

老師規定的範圍，或許很多人會認為多做多錯，但我認為多錯並不是一件吃力不

討好的事情，不論如何，多做就會得到經驗，對任何事皆會有幫助，尤其事態度；

另外，現在大學生的危機意識低落，只活在自己的生活圈當中，卻沒有發現範圍

外的大學生各個是虎視眈眈的，例如以近幾年大陸及韓國的大學生為例，他們從

小就開始補習，準備的並非只是段考或是考聯考，他們從小就準備考一間好的大

學，因此沒日沒夜的讀書和補習。 

(三)本身 

  本身問題就是自己所能決定或控制的問題，由個性及心態問題衍生出較大的

問題，例如同儕影響、國際觀不足、缺乏未來目標、時間管理不當、情緒管理不

良及依賴現代科技等，這些內部因素我認為都是可以選擇的，尤其是心態問題及

本身的問題，例如在限在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大學生依賴網路科技的程度日益

嚴重，如果沒有電腦可能大學生什麼事情都不會做了，網路科技是非常方便且必

要的，甚至我認為做什麼事如果不利用網路科技就太可惜了，因為如果有網路科

技的加持，做事不但可以事半功倍，還可以學習許多未體驗的經驗，但是如果太

依賴網路科技也不好，資訊的擷取都來自於網際網路，卻沒有自己的想法，因此

做事能力可能不增反降；另外我認為時間管理也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尤其是現

今的大學生對時間概念很差，有些人根本忘了自己的本職是學生，把重心放在打

工或社團活動上而鮮少出現在課堂中，我認為不能如此短視近利，並且身為學生

就應該先做好學生的本份。 

(四)社會及家庭 

  社會及家庭的影響也非常重要，特別是家庭的影響，如父母替兒女決定未來、

父母的開明程度與父母過度溺愛，這些都可能造成一些反效果，如果兒女聽從父

母的話而選擇自己沒興趣的科系，學習效果不但不好，可能還會學得很痛苦因而

討厭學習，父母的開明程度與溺愛程度也會影響一個大學生的未來，父母如果過

度開明或過度溺愛可能導致兒女失去目標或是無抗壓力，在學校或職場中更可能

會禁不起挫折；而社會的問題可能由科技發達和社會對大學生的偏見等因素所造

成，例如在科技發達的社會中，大學生沉迷於網際網路或是娛樂科技的情形日益

嚴重，因此造成日夜顛倒、翹課等情形發生，另外，社會上對大學生的意見也會

影響大學生，如台灣的大學錄取率越來越高，幾乎是超過了 100%，因此社會上

許多人認為大學根本是義務教育，學生能力也因此參差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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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學習 

  台灣的大學教育時常叫人詬病，因為台灣的大學實在是太多了，幾乎每個人

都可以上大學，更造成大學生的能力的 M型社會，另外，在課程設計當中可能未

考慮到實務課程，造成多數大學生很會讀書，近了職場卻什麼事也不會做，台灣

的大學林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大學畢業生過於氾濫，但程度卻良莠不齊，可

以看出有些人只是為了取得學位而以，並非真正的學習，多數大學生也缺乏社會

參與、企業實習經驗等等，最後，我認為最重要的無非是外語能力，在科技進步

的催始下，全球化的影響已經越來越深遠了，但有些人可能並無察覺到，也有可

能是想說不會出國進修或就業，但如果不修習第二外語甚至是第三外語，在社會

上的價值只會下降而已。 

三、帕雷多圖 

  以魚骨圖的資料可以清楚的將問題發生原因分成五大類，個別是個性、心態、

本身、社會與家庭與教育學習，再來從身旁的親友中抽出六位以將五大類的主要

原因依關聯度程度由高到低以 10~1給予評分，並產出帕雷多圖。 

(一) 評分表 

 項目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總分 百分比 

內部因素 個性 7 4 7 5 9 5 37 22.16% 

心態 9 7 7 5 8 7 43 25.75% 

本身 8 7 8 7 10 7 47 28.14% 

外部因素 社會及家庭 5 4 3 4 3 3 22 13.17% 

教育學習 6 2 1 3 1 5 18 10.78% 

總計        1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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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類帕雷多圖分析 

 

(三)內外部帕雷多圖分析 

 

四、小結 

  經過腦力激盪、魚骨圖及帕雷多圖分析之後，從一開始利用腦力激盪及網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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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類帕雷多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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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參考後，發現了數十個大學生競爭力低落主要問題，再將較冷門或是發生

機率較低的問題刪除之後，利用魚骨圖來找出問題的原因，有系統的將問題與原

因分為五大類，分別為個性、心態、本身、社會與家庭與教育學習，最後利用帕

雷多圖分析，找出各個類別的嚴重程度，再分成主要問題及次要問題，由五大類

帕雷多圖分析可以看出，本身的問題是最為嚴重的，再來依序是心態、個性、社

會與家庭和教育學習，又在內外部帕雷多圖分析更可以清楚的看到，影響大學生

競爭力的問題大多來自於內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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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改善目標 

一、成為具備高競爭力的大學畢業生可改善項目之績效表 

項目 課堂參與 運動時數 外語能力 課外學習 社會參與 

衡量

內容 

平均缺課次數 

平均出席次數 

專心聽講比例 

每周運動次數 

每次運動時數 

英語能力 

其他外語能力 

閱讀課外書籍 

深入研究相關科系知識 

準備證照或其他考試 

補習才藝 

自己專研其他興趣 

其他 

社會志工 

社團活動 

打工活動 

企業實習 

其他活動 

產出 加強學習效果 

增加自律能力 

增強體力 

紓解壓力 

增加外語能力 

 

增加學習意願 

紓解壓力 

增加知識 

社會體驗 

職場體驗 

薪水 

二、課堂參與項目 

  依照自己設計的課堂參與調查表，因為無法進行大規模的抽樣調查，只能從

身旁親有隨機抽出八位進行調查，考慮其平均在斟酌設定目標值。 

(一) 課堂參與調查表 

課堂參與調查表  

項目 分數 人數(共八人) 總計 平均 認知 

平均缺課次數(一學期)   

從未缺課 3 2 6   

1~2次 2 3 6   

3~5次 1 2 2   

5次以上 0 1 0   

小計  8 14 1.75 2.5 

平均出席時數(單堂)   

50分鐘 3 3 9   

40~50分鐘 2 2 4   

30~40分鐘 1 1 1   

20分鐘以下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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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8 14 1.75 2.5 

專心聽講比例(單堂)   

90%~100% 3 0 0   

70%~90% 2 2 4   

70%~50% 1 2 2   

50%以下 0 4 0   

小計  8 6 0.75 0.75 

總計   34 4.25 5.75 

(二)分析 

  由上表可得知，前兩項落在中下成績，而最後一項落在較低的成績，不過我

認為可能是樣本數太少的關係，其平均成績與我所認知的有段差距，我認為平均

缺課次數和平均出席時數之平均應該都大於 2.5，而專心聽講比例之平均與認知

到是差不多，因為大學生上課常常在做自己的事情或使用智慧型手機，鮮少真的

認真聽完整堂課程，而目標值我認為平均缺課次數和平均出席時數之平均應該要

高於 3，而專心聽講比例應該要大於 1.5，總平均應該大於 6.5才能加強競爭力。 

三、運動時數項目 

  分別抽樣八位，調查個別每周運動次數及每次運動時間。 

(一) 運動時數調查表 

運動時數調查表 

 每周運動次數 每次運動時間(分鐘) 總計(分鐘) 

甲 1 100 100 

乙 2 70 140 

丙 1 80 80 

丁 3 50 150 

戊 3 60 180 

己 4 30 120 

庚 1 90 90 

辛 1 100 100 

平均 2 72.5 120 



10 

 

(二) 分析 

  經過調查之後，八人每周平均運動時間大約為 120分鐘，可能跟大學生修習

體育學分有關係，每個禮拜上一次體育課，一次體育課平均為 100分鐘，因此平

均運動時間大多大於 100分鐘，而依據教育部的運動 333法則，每周最少運動三

次，每次最少 30分鐘，所以我認為目標值應該要設定在每周運動次數 3次以上，

就算課業或其他時間再忙，也應該要抽出時間運動。 

四、外語能力項目 

外語能力已經成為職場上必備的能力，尤其是英語，在此一樣隨機抽取八位 

進行外語能力調查，而主要為英語能力為主，其他外語能力為輔。 

(一) 外語能力調查表 

外語能力調查表 

項目 分數 人數(共八人) 總計 平均 認知 

英語 

無 0 0 0   

略懂 1 1 1   

普通 2 4 8   

精通 3 3 6   

小計  8 15 1.875 2 

其他外語 

無 0 3 0   

略懂 1 2 2   

普通 2 2 4   

精通 3 1 3   

多於兩種外語 4 0 0   

小計  8 9 1.125 1 

總計   24 3 3 

(二) 分析 

  現在的大學生我認為都非常注重外語能力，尤其是英文與日文，身邊許多同

學也常常利用課餘時間準備英語，在調查之下發現與認知的相差不遠，或許是樣

本數太小的關係，我認為大學生的英文能力至少要中等以上，而其他外語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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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之下修讀，所以我認為目標值應該設定再平均英語能力 2.5，而平均其他

外語，才可以加強本身外語能力。 

五、課外學習項目 

大學生會利用課餘的時間去補習其他專長或是學習其他興趣，我認為是非常 

好的事情，學習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不但可以紓解平日壓力，甚至可以習得一技之

長，因此抽樣八位身邊親友調查課外學習參與程度。 

(一) 課外學習調查表 

每周課外學習時數調查表 

項目(小時)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總計 平均 

閱讀課外書籍 6 14 10 7 3 7 14 12 73 9.125 

深入研究相關科系知識 5 2 5 7 6 7 3 0 35 4.375 

準備證照或其他考試 0 0 3 2 3 3 0 3 14 1.75 

補習才藝 0 3 3 2 0 4 1 3 16 2 

自己專研其他興趣 8 3 3 5 2 2 3 4 30 3.75 

其他 4 5 4 2 2 3 3 3 26 3.25 

總計         194 24.25 

(二) 分析 

  經過統計之後，可得知平均每個大學生每周額外的學習時間為 24.25小時，

我認為已經非常豐富，如果以平均分配到七天的話，等於每天多了 3.5個小時進

行額外學習，但這並不是等於每位大學生都這麼做，目標值我認為可以設定在平

均每周 25小時。 

六、社會參與項目 

  社會參與對一個大學生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增進與人相處的技巧，也

可以體驗真實社會的各種生活，因此以五種項目來進行調查，分別為社會志工、

社團活動、打工活動、企業實習和其他活動，在畢業之前提前認識社會也是一大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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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參與調查表 

每周課外學習時數調查表 

項目(小時)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總計 平均 

社會志工 2 0 0 2 2 0 3 0 9 1.125 

社團活動 12 4 7 3 8 0 6 7 47 5.875 

打工活動 0 20 15 0 3 18 0 0 56 7 

企業實習 0 0 0 15 0 0 0 10 25 3.125 

其他活動 4 2 0 3 3 0 0 4 16 2 

總計         153 19.125 

(二) 分析 

  社會參與部份我認為十分充分，一周內約有 20小時花在社會參與上，我認

為可以多多參與企業實習或社會志工等較有意義的活動，企業實習可以幫助大學

生將所學應用在職場上，還可以提早體驗真實職場生活，社會志工也非常有意義，

目標值應設定企業實習平均 5小時，社會志工平均 2小時，總平均 20小時。 

七、小結 

  大學生可以透過這五個項目來評量其績效，我認為這五項是大學生必備的元

素，一項都不得少，在課堂參與當中，我認為平均缺課次數盡量保持在每學期

1~2次、平均上課時數應該保持再 40分鐘以上，而專心聽講比例雖然很難保持，

但也應該要保持再 50%以上，做學生就應該要有做學生的本份，而且要對自己負

責，選了課就應該要去上課；體育活動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標，我認為大學生的體

育活動遠比高中或國中來得少，因此至少要保持每周三次以上，每次三十分鐘以

上；外語能力非常重要，大學生至少要持續維持一項外語能力，我認為尤其是英

語能力至少要在中等之上，如果有能力，可以再修習第二或第三外語；課外學習

和社會參與的時間都非常豐富，我認為這是大學生的一項優勢，就是有活力且有

行動力，想要做什麼事都會勇往直前去執行，但是也不能太注重其他活動而犧牲

了課業時間，另外也要選擇較有意義的活動，如社會志工或是企業實習都是很好

了解現實社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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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改善方法 

一、尋找改善方法 

可以利用之前所發現的問題來進行研究，就那些問題來找出可行的改善方法 

，而大概可分成第二章所發現的三個內部因素和兩個外部因素，另外還可以再依

照前一章所制訂的具體目標來討論改善方法。 

(一) 內部因素的改善方法 

  內部因素可以分成個性、心態和本身，個性上雖然很難去改，但大學生可以

盡量去改，一定要心理想做，才會做得出來，就算真的改不了個性上的問題，有

經過努力也是可以得到別人的讚許或認可；如果個性方面沒辦法改善，可以變更

心態，不管是學習的心態還是做人的心態都應該改善，態度可以積極一點，如果

態度積極，做什麼事都會事半功倍，另外，大學生也應該要具備相當的危機感，

並不可以以心存僥倖的心態來看待未來；也可以從本身的問題來改善，例如不能

過度依賴網路科技，要克己萬難得排除可能會讓自己分心的事物，上課盡量不要

玩手機或做其他的事情等等，還可以透過良善的時間管理，將時間進行妥當的分

配，不但有良好的學習效率，還可以利用課餘時間學習或其他有意義的事情，我

認為這些內部因素的改善方法並非具體，但如果能徹底改善，一定可以增加自己

競爭力，增加自己與別人的差異化。 

(二) 外部因素的改善方法 

  外部因素主要是由社會、家庭及教育制度的影響，這些因素都非常難去做改

變，除非有能力去做到移民或是政府對教育制度會做良善的改善外，幾乎不可能

說改變就改變，但換個方面想想，大家都在一樣的環境一樣的教育制度之下，為

什麼別人可以做到我們卻不能做到，雖然也有一些有能力的人可以得到較多的教

育資源或是其他資源，但這並不能怨天尤人，更應該加倍努力去達成自己的目標，

如果成功了，不就表示自己的競爭力是比別人還要好的嗎。 

(三) 具體的改善目標 

  具體的改善方法就是依照前一章所擬訂的目標值，例如課堂參與、體育活動、

外語能力、課外學習及社會參與，不過這些目標並不是絕對的，並非說你達到這

些目標就是有競爭力的大學生，或是說你沒達到這些目標就是沒有競爭力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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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因素 具體目標 

成為較具競爭力的大學生 

1. 改善教育制度 

2. 改善家庭影響 

3. 投入額外資源 

4. 改善社會觀感 

1. 改善個性 

2. 改善心態 

3. 尋找目標 

4. 減少誘惑 

5. 改善時間管理 

 

1. 增加課堂參與程度 

2. 增加體育活動時間 

3. 加強外語能力 

4. 增加課外學習 

5. 增加社會參與 

1. 發展第二專長 

2. 改善品德 

3. 多吸收新資訊 

4. 增加人文素養 

5. 多思考 

相對簡單 

相對困難 

生，這些指標指是參考，我認為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及興趣去微調目標值，成為

自己應該達成的目標值，並非我所擬訂的目標值就是絕對的，在社會上亦是如此，

並非所有專家或看似專家的人所說的話都是正確的，他們只是利用他們的專家權

威去使人信服，我們不應該將這些資訊全盤接受，應該也要保留一點懷疑的態度

和自己的意見，這樣也是你和別的大學生不同的地方。 

(四) 其他方法 

  我認為大學生的積極進取與課堂上所學到的東西都是基本應該具備的，其實

達到這些目標並不困難，但要如何成為更具競爭力的大學生，應該要找出自己的

差異化，例如可以發展第二專長，可以利用雙修或輔系來進行所謂的π型學習，

讓自己與別人不一樣的方法，另外也可以多多進行課外學習活動，並不只侷限於

課內的內容。 

二、問題與改善方法之間的關係 

  

 

 

 

 

 

 

 

 

 

 

 

 

 

 

 

   

  由上面魚骨圖可以看出，許多改善方法我認為都是息息相關的，在這我分為

兩個部份，一部份為相對簡單的方法，從內部改善自己加上具體的改善目標，我

認為只要想要都是可以做得到的，相對外部因素並不是想改變就可以改變的，而

差異化是成為頂尖大學生的目標方法，由中高等級進入高級必定是有一個相對困

難的門檻。 

外部因素 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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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屋分析 

將前面所分析的改善問題與改善方法做一個關聯性的統整，在此只考慮相對 

重要的問題及方法，因此外部因素較不進而討論，另外將改善方法與改善工具一

關聯程度的高低以 5~1來評分。 

 

  由上圖中可以看出來改善方法與工具的相關程度，大概可以看出態度積極對

許多改善方法有非常高的正相關，另外自我認知也十分重要，而要達成差異化的

方法，與其他工具的關聯性也非常高，可以看出要達成差異化並不是一件簡單的

事情。 

四、小結 

改善的方法從前面的章節可以大略分為四項，分別為內部因素、外部因素、 

具體目標與其他方法等，在將四大項整理成魚骨圖，以方便觀察問題與方法的關

係，最後利用品質屋的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改善方法與改善工具之間的相關程

度，也可以觀察出各個改善工具之間的關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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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本作業是利用腦力激盪法、魚骨圖、帕雷多圖與品質屋整理並分析出如何成 

為具備競爭力的大學生，依序從一開始的發現問題，找出較不具競爭力大學生的

特質與問題的相關程度與關聯性，其問題可以大略分為個性、心態、本身、社會

與家庭與教育學習；再者是依照這些問題提出具體改善的方法，大略分為五大項

目，分別為課堂參與、運動時數、外語能力、課外學習與社會參與等五大項目，

再利用簡單的抽樣方式來調查身邊親友在這五個項目中的平均值，最後再設定一

個適合自己的目標值，目標值可以因人而異，在此是依照自己的興趣與習慣來制

訂，不過唯一可惜的是樣本數量不多，某些平均值與我的認知有些出入；最後是

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方法利用前面的章節所討論過的問題與具體目標來分析，

大概可以分成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具體目標與其他方法等四大項，再利用魚骨

圖來探討問題與方法之間的關聯，最後利用品質屋的分析來觀察改善方法與改善

工具、改善工具與改善工具之間的相關程度。 

  我認為目前台灣大學生的數量遠超過於這個社會所需，大學的林立也造成資

源與師資的分配不均，許多大學生甚至只是追求學歷，並未真正的專注於學習身

上，因此台灣的大學生素質自然就良莠不齊，另外，還有另一部份的大學生可能

是空有夢想，認為自己的程度或能力比別人優秀，或是自己的學校與學科比別人

好，更認為自己不會被這個社會淘汰，卻沒想到這個社會正在默默的淘汰他們，

台灣大學生的競爭力一代不如一代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了，時常在新聞上看到台

灣到大陸的交換生對大陸大學生的評語都是努力、認真等等，但大陸的大學生喜

歡台灣大學生的原因卻是熱情、善良等，當然這些個人的品德或是軟實力也是非

常重要的，但其言論的背後卻認為台灣的大學生在學業上並不努力，至少我是這

樣解讀的，這說明了台灣與大陸大學生的競爭力差距已經越來越大。 

  另外，其實積極進取與具有危機意識的大學生也不佔少數，因為現今社會的

經濟不景氣，加上大學生的起薪低等不利因素，讓許多大學生想在畢業之前發展

第二專長、外語能力或體驗企業實習來增加競爭力，我認為現在大學生需要的特

質並不是積極的態度與英語能力，因為這兩項特質是基本條件，如果你在社會上

沒有這兩個基本條件，可能馬上就會被淘汰掉，更能不僅僅是聽從父母或老師的

建議而盲昧的去考取證照、準備英文或是繼續升學等，應該是要評量自己的能力

與興趣再加以參考，選擇對自己最適合的生涯發展路線來前進，最後，我認為也

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增加自己與其他人的差異化，找出自己有什麼地方與別人不一

樣，思考為什麼企業要用你而不是用他，依照這種思考模式去找出自己跟別人不

一樣的優勢，並發展其優勢，才能真正有效的成為具備高度競爭力的大學生。 

  最後，修習了這學期王超弘老師的品質管理課程讓我有很多啟發，這門學問

不只只是利用在生產上或學術上，更可以應用在人身上，讓我在做人處事語學習

上有更顯著的進步，謝謝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