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未來不是夢 

 
   ＊   ＊   ＊   ＊   ＊   ＊ 
 
欣怡的話： 

期盼了好久，終於上了大學，可是我發現大學並不像我夢想的那麼美好，什

麼都要重新摸索，尤其是好朋友都分散各校或別系，現在班上同學我都不認識，

下課時人家都一群一群地和以前同校或同班的在一起，只有我一個人坐在位子

上，好孤單！ 
 
   ＊   ＊   ＊   ＊   ＊   ＊ 
立國的話： 

經過三年的苦讀，好不容易考上這所心儀已久的大學，回想高三那年，簡直

不知道怎麼熬過來的，大考、小考、模擬考，天天考，晚上還得挑燈夜戰，我們

老師除了耳提面命、威脅利誘外，還幫我們複習考古題、整理重點，好像我們考

不上理想的學校是他們的責任似的。現在大學老師就大不相同了，對我們採取自

由自主的方式，考試考壞了也不會罵人，也不會盯著我們唸書，看來一切真得靠

自己才行。 
   ＊   ＊   ＊   ＊   ＊   ＊ 
 
亦恆的話： 
  剛進大學時真讓我眼花撩亂，多采多姿的社團活動、開放的人際關係以及自

由的氣氛，都令我嚮往，於是我參加了三個社團，每個星期假日都排滿了露營、

烤肉等活動，但是我發現自己總是內向、笨拙，不像其他學長在女孩子面前也能

談笑風生，真不曉得問題出在那裡？ 
 
  面對新生活，如能調適自己，則可發揮潛能， 
  熱忱、悅納的與人相處，建立目標，培養挫折容忍力 
 

經過漫長的暑假及考期，有些人到新的學校就讀，有些人升上新的年級，更

有些人投入就業市場；每個人都面臨嶄新的生活。人總有習慣舊有環境而害怕「改

變」的心態，因此，在面對新生活時總是有些壓力、焦慮等不舒適的感覺，如果

能妥善調適自己、因應新的挑戰，則將獲得良好的生活適應，進而發揮自己的潛

能。 
如何達到良好的新生活適應，這是每個人都關心的問題，尤其是新來乍到的



新鮮人。老師們在面對校園內的新鮮人時，可根據心理學家馬斯洛的基本需求

論，引申出的四項適應新生活的原則，提供學生作參考。 

 原則一：認識新環境，建立安全感 

初到陌生的環境，心中總有些許不安，這主要是因對周遭環境的不熟悉引起

的，因此展開新生活之前，最好由熟識新環境的人如老師、學長帶領認識環境；

或是鼓勵學生自己主動探索，了解自己所處的環境，如各處室單位的位置配當、

校內外相關資源等，如此認識並了解新環境之後，心中的不安全感會減至最低，

在校園內外亦能悠遊自在，進而喜愛你所處的環境，這是新生活適應的第一步驟。 

 原則二：拓展人際關係，建立歸屬感 

處於新環境，除了接觸新的空間、事物外，最直接面對的就是「人」了，為

了建立對新生活的歸屬感，覺得自己是團體的一份子，就必須擁有良好的人際關

係。然而，良好的人際關係並不只是人際技巧的表現，更重要的是要以主動、熱

誠、接納的態度與人交往。 

每個人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藩籬，這是人際交通的阻礙，因此我們要幫助

學生體認到，在建立友誼方面，不要寄望別人來敲開你的心扉，唯有敞開心胸主

動與人接近，才能獲得友誼，而要使得友誼得以長存，有賴雙方真誠付出與接納

的態度。 

 原則三：建立生活目標 

「目標」是行事的準則，也是行動的指標。建立生活目標，不僅令每個人做

事時有一遵循的方向，更使生活顯得有活力、有意義。不過，「目標」並不是遙

不可及的幻想，而是經由努力可以達到的具體理念，因此要引導學生了解，在設

立目標時，可以衡量自己的能力及環境的助力，擬定具體可行的目標。 

進大學所學何事？一般來說，有四個目標：1.學習如何學習、2.學習如何謀

生、3.學習如何與人相處、4.學習如何形成明確適當的價值觀。一旦達成這四個

學習目標，學生將終生受惠，因此鼓勵學生培養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建立良好

的學習習慣、開拓人際和生活的學習資源、並訓練妥善安排學習生活的能力，不

僅有助於學生對學校生活的適應，更能提昇其未來的生活適應力。 

 原則四：增加挫折容忍力 

在適應新生活的過程中，難免會遭遇挫折及壓力，這些挫折往往會打擊人們

的自信心，使人一蹶不振，這是適應不良的表現。所以要有良好的生活適應，就

要先增加自己的挫折容忍力及自信心。所謂挫折容忍力，簡單地說，就是面對挫

折時的耐力及接受力，有了較高的挫折容忍力，較不易受挫於令人不愉快的壓力

及失敗，而能調整自己面對挫折的心態，進而試圖去解決挫折。 
處於壓力、挫折中的經驗的確是不愉快的，不過，要是能突破困境，使問題



有了轉機時，你會發現不僅增加了挫折容忍力，自己也會更成長、更成熟。像這

樣的正向思考模式，可引導學生多培養：一方面學習用積極心態看待周遭人事物

及各種經驗，二方面學習多欣賞他人的優點及事物的正面之處，三方面則學習對

自己形成積極正向的意象，常對自己說鼓勵讚美的話，如此將可增強面對挫折的

耐力及承受度，進而迎向挑戰，克服之，解決之，甚至轉化為成長的動力。 
 
◇◆◇◆◇◆◇◆◇◆◇◆◇◆◇◆◇◆◇◆◇◆◇◆◇◆◇◆◇◆◇◆◇◆ 

 
一生中最得意的事   ~傅佩榮 
 

一位英國伯爵到了晚年，著手撰寫回憶錄，想要記下生平的點點滴滴。寫到

結語部份，他為自己提出一個問題：「我這一生，表面上看來風風光光，名利權

位樣樣不缺；但是，究竟什麼是讓我最得意的事？」 

 平心靜氣思索之後，他寫道：「有一天，我站在倫敦的十字街頭，正準備過

馬路時，有個六七歲的小女孩抬頭望著我，以懇切的語氣說：『先生，請你帶我

過馬路好嗎？』那一剎那，我覺得無比的榮幸。我這一生最得意的事莫過於此。」 

這位伯爵是否有些誇張？一般人苦苦追求的名利權位，在他眼中，似乎是「千

帆過盡」，沒有什麼留戀的價值。由外在世界獲得的，隨時可能失去；但是，內

心所成就的永遠屬於自己。 

一個純真的小女孩站在路邊，不敢過馬路，於是向四周人群張望，看看誰是

氣質溫和、相貌慈祥、樂意助人的長者？ 

當她向伯爵求援時，等於是從許多大人中「挑選」了伯爵，意思也是肯定了

這個大人是值得信賴的。伯爵出身貴族世家，到處受到禮遇、稱讚和恭維；但是，

如果離開貴族的一切憑藉，純粹就他是一個人來說，還有多少人會推許他是值得

尊敬的人物呢？因此，陌生小女孩對他的信賴，才會帶給他無比的鼓勵。 

美國總統林肯說：「一個人到了四十歲，就應該為自己的容貌負責。」理由

是：經過四十年的生活體驗，從觀念、情感、意願到行為與人際互動，然後自己

的相貌、氣質、風度如何，當然不能再找藉口來推託責任了。 

人的自信，往往得自別人的肯定。通常我們所注意的「別人」，是那些我們

所重視的人物。如果「別人」是個陌生的小孩，我們還會在乎嗎？伯爵的生平印

證了一件事：人的價值不在於他能得到什麼，而在於他能付出什麼；並且在拋開

世俗的裝飾之後，還能以「人」的身份得到別人的肯定，才能算是一生中最得意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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