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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界的快速變遷已超越現代父母想像，孩子需要具備哪些能力或特質，才有辦法應付明日

挑戰？世界趨勢大師亞歷克．羅斯歸納出 10 大必備能力，是讓孩子贏在未來的關鍵。 

頻繁參訪 40 餘國的亞歷克．羅斯，首次來到台灣，在緊湊的行程中，仍接受《未來 Family》的

採訪，因為他在寫作《未來產業》一書，深入思考這些巨大變革帶來的問題時，讓他豁然開朗

的，「是從父親的角度，來檢視這些趨勢。」他說。羅斯有三個孩子，一個 11 歲的女兒，兩個

兒子分別是 13 歲和 9 歲。 

羅斯表示，當爸爸是他這輩子最重要的職務，預見了一個人類難以想像的新未來，他深知自己

的孩子所面對的機會與挑戰，將和他截然不同。這讓羅斯不斷思考，現在應該如何教育孩子，

他們才能擁有競爭力，成功迎向未來？於是，寫書的過程中，羅斯對每一位受訪對象都提出一

個問題：今天的孩子需要具備什麼特質，才有辦法因應明天的經濟情勢？ 

起初，羅斯覺得大家沒什麼共識，但等到他和愈來愈多人訪談後，一些共同的想法漸漸浮現，

有了結論。羅斯綜合歸納出 10 大能力，是孩子贏在未來的關鍵。 

 

1.文化的理解力與流暢度（fluency） 

由於金錢、市場和信任逐漸編碼化，帶動了機器人、基因體、網路、大數據和各種新領域的創

新和創業風潮，而且從全球一級城市迸發的這股風潮，將擴及大多數企業領導人從未到過的地

方，例如愛沙尼亞。精通多元文化也變得日益重要，我們的孩子必須了解不同文化，用理解與

包容去看待不同文化，未來才能成為一位國際人。 

 

2.外語能力 

羅斯受訪時，對台灣的父母提出誠懇建議：請務必讓你們的孩子學習各種語言。使用兩種以上

語言溝通的能力，會變得愈來愈重要。前 eBay 執行長唐納荷告訴羅斯：「如果我現在才 18 歲，

我會主修電腦或工程，並選修中文課。我的小兒子讀大一，他已經學中文 4 年了，還可能主修

電腦科學。」 

 

3.移動能力 

未來最好的工作可能在任何地方，到各國短暫出差也可能成常態。要能把廣大的世界看成自己

的家，想像自己總是在全球各地工作。羅斯指出，在愈來愈虛擬的世界裡，諷刺的是，你的護

照上卻是能蓋愈多章愈好，這點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重要。 

 

4.數位能力 

如果未來世界充斥著大數據、物聯網及機器人，那麼在這世界討生活的人就必須了解這些新科

技，學習程式語言更有其必要性。 

推特（Twitter）執行長多爾西認為，精通程式語言的好處，不只是為了當工程師或成為程式設

計師；而是因為你能從中學習非常不同的思考方式。程式語言會教你如何抽象思考，把問題分

解成小的部分後逐一解決，還教你理解系統，看到系統如何相互連結。所以，這些是你走到哪

兒都用得著的工具，尤其當你思考如何創業和經營事業，甚至如何在企業裡工作時。如果你能

把問題想清楚，這正是你從程式設計學到的本事。 

羅斯問谷歌（Google）執行董事長施密特，孩子最需要學習的技能是什麼？他回答：「是培養分

析能力。學習如何理解複雜問題，非常重要，人們現在做的例行工作，以後大部分都會交由電



腦處理，但我們周遭的電腦還是需要有人操作管理，所以分析能力永遠不會過時。」 

 

5.跨領域學習 

必須有更多跨領域的嘗試，融合科學與人文，才能協助孩子為未來做好準備，因為在未來世界

中，各領域之間的藩籬早已開始倒塌崩解。未來人才必須能夠跨領域整合，除了原本專業如數

學、科學，還必須懂得例如經濟學、溝通、歷史、公共政策等其他領域的能力。 

羅斯認為，從小學程式設計是因應未來世界主要的能力之一。 

 

6.終身學習 

過去認為拿到大學或研究所文憑後，教育階段也宣告結束，這樣的觀念早就不合時宜。如果不

能持續不斷的學習，辛辛苦苦拿到的 MBA 或電機碩士學位可能在畢業 15 年後，就變得幾乎毫

無用處，因為學校學習的知識往往沒多久就過時了。對於新事物，要一直有種飢渴（stay hungry）

的求知態度。世界持續快速變化，必須一直調適自己。羅斯指出，未來能生存下來的，不是最

厲害的強者或才智最高的人，而是最能適應變化的人。在變動的時代，能終身學習的人將比其

他人更具有彈性應變的韌性。 

 

7.EQ（情感智商） 

羅斯提醒，未來機器人會很多，人類之所以勝出就是情感，能夠了解別人的感受，讀得懂人的

表情等，這點要讓孩子從生活中培養。做人不要自私，缺乏同理心，要懂得與人相處，與機器

人共處。 

 

8.創新創造力 

教育系統要鼓勵創新，就不能過度懲罰失敗。連賈伯斯當年都曾在 NEXT 電腦創業上跌跤，若他

因失敗，失去創新的勇氣，就不會有今日的蘋果公司。「所以，不要懲罰失敗，」羅斯強調，因

冒險而失敗並不丟臉，因為經驗的累積，能使先前的失敗帶來未來的成功；反之，因害怕失敗

而不敢嘗試，自然也不會成功。羅斯指出，美國教育成功之處就在於鼓勵冒險，學生就算失敗，

也不會被懲罰。他期許台灣要儘量鼓勵年輕人冒險，「否則會教出一堆員工，卻教不出一個老闆。」 

 

9.學習如何思考 

隨著機器人技術的發展，認知型、非體力勞動的工作也將逐漸自動化，人類和機器人的競爭將

成為明日勞動市場的特色。學習如何思考，也是多位企業領導人提醒羅斯，他的孩子該著重的

能力。要成為未來的職場主力，他們必須更靈敏，懂得如何思考，指揮機器人工作，而不是被

機器人指揮。 

 

10.解決問題的能力 

羅斯預期，未來網路空間和大數據領域的大企業，大都將由年輕人所開創，他們成長於密碼大

戰和數據高速增長的年代，從小習慣編寫程式。開創事業，從零開始，沒有前路可循，因此具

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十分重要。 

 

羅斯：父母要積極參與孩子的教育 

面對快速變遷的世界，羅斯認為，家庭教育扮演的角色將更為吃重。雖然學校教育的內容更豐

富扎實，但建議父母不要全然仰賴學校教育。 

羅斯訪問了多位頂尖企業領導人，他們都建議，父母要積極參與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的學校



沒有教他們外語、電腦程式設計，或數學教材的挑戰性不足，現今網路上有著豐富的免費教學

資源，為人父母者要讓孩子利用這些網路資源來學習。 

雖然公務繁忙，但羅斯很看重家庭教育，妻子是中學數學老師，依據孩子們的個別特質，跨領

域、跨文化，積極且有紀律的培養多元能力，讓孩子為未來做好準備。 

 

Q：如何培養你的小孩具備未來競爭力？ 

A：我有三個小孩，大多交由他們的媽媽來教養。太太有些嚴厲，類似虎媽，因此對小孩的學習

與教育很嚴謹，也很重視。除了學校的功課要認真學習之外，也會安排課後輔導及暑假學習營

隊，讓小孩有系統的學習各項知識技能。 

為了具備未來競爭力，跨領域學習非常重要。不管學校學什麼，我們都會給孩子課外學習。我

大兒子 13 歲，已在學中文，他數學也不錯。老二是女兒，11 歲，對科學或 Maker 課程很有興

趣，她同時也對寫作很在行，具有科學與人文的思惟。小兒子今年 9 歲，正在學烹飪，這也是

不錯的學習，他也運動，對人際互動也在行。 

 

Q：你有讓小孩學寫程式嗎？ 

A：當然，老大及老二都有學，老三未來會學，一定都要學的。學寫程式是未來必備的能力之一，

你也許不是理工科系，也不當工程師，但你一定也要學寫程式。這就像學數學及寫作一樣，你

不一定成為數學家，但你也知道數學在做什麼。會寫程式的人很吃香，工作機會很多。我現在

兼 7 家公司的董事，大家都找不到會寫程式的人，你就知道這種人才多吃香，一定可以領到高

薪，未來也一樣。 

 

Q：有何建議給年輕人，應具備何能力以因應未來世界來到？ 

A：在這個世界，如果能力平庸（mediocre）會很慘，不上不下像卡在泥淖中間很辛苦。以後世

界的工作有兩種，一種是指揮機器人工作，一種是被機器人指揮去工作，意思是，科技工具跑

出相關大數據，人按照這結論去工作。 

 

Q：你自己有特別教小孩嗎？ 

A：我大多不在家，當我回家時與小孩相處，我會告訴他們外面世界是什麼？其他國家的事物是

什麼？讓小孩知道美國之外的世界是什麼，這是我主要教他們的事。我也會透過一年約有 3、4

次的全家旅行，與小孩們相處，用身教或旅行見到的事情，趁機機會教育。 

 

Q：會特別想教他們什麼技能，以在未來找到工作？ 

A：未來的工作超過六成現在還未出現，所以無法讓孩子準備好做 X、Y、Z 等特定工作，父母能

做的是，提供他們多樣化技能及經驗，這些技能及經驗在他們未來的工作能派上用場。 

 

專欄介紹： 

《未來 Family》是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旗下新創辦的雜誌，當台灣社會出現的各種低迷現象，

都應該回到教育的原點、社會的核心－「家庭」。我們應該重新省思父母與子女的互動以及家庭

的價值。《未來 Family》期望引領大眾一起思考下一代最需要培養的特質與能力，並借鏡國際經

驗、探索趨勢，讓「家」成為未來進步的起點，讓「未來」比今天更美好。讓「未來 Family」

比今天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