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遇未來：斜槓青年的第二興趣養成記 

 

 有一次，我參與環境保護的課程，有個講師問了個問題：「如果今天經營媒

體，需要跑生態新聞的記者，請問要找傳播科系的學生？還是環境工程系的學

生？」我下意識地舉手，大聲地說「找我」，因為我讀的是新聞系。他笑笑地說，

對他來說，其實寫新聞很好訓練，但環工專業的人反而難找，「我會選擇找環工

系的同學」。 

 

這件事情讓我當頭棒喝，「原來我不能只有本科系的專業」。 

 

這幾年興起最快、討論度最高的詞句，非「斜槓青年」莫屬。這個詞源於自

英文的 Slash，在 21 世紀初興起，近年傳進台灣。年輕人已經不再崇尚所謂「單

一職業」的工作模式。為了追求更多人生目標，讓自己同時具有多種身分、職業，

甚至不同面向的專長、生活，是現代人追求的標竿，更是這個世紀的年輕人最鮮

明的標幟。 

 

 這樣的趨勢，除了跟年輕人的心態轉變有關外，其實和企業的運作模式恰好

相同。以往的企業以大規模生產為主，最看重的生產要素是「資金」；但在現代

的 21 世紀，已經完全不同，價值創造的定義被顛覆、組織創新的概念崛起、產

業的規模和組成也發生變動，在著重知識、創造力的年代，「人才」的培養及品

質，成為現今企業最重要的指標。 

 

 李開復先生曾經說過「綜合能力」的培養，除了多見識、嘗試每個領域的事

務外，更重要的是年輕人對於「世界觀」的認知。不要把自己侷限於同溫層，或

者是一個框框之中，要把眼光放遠、拉長，才能看見更多東西。如同國際雜誌《換

日線》的標語所說：「大膽走出去，世界走進來」，要讓自己的腳步跨出去，才能

吸收更多不同領域的知識。 

 

 因此，「跨領域」第二專長的培養，就十分重要。 

 

 時代脈動迅速、社會變動快速，文化大學看見這些趨勢，2018 年，打開台

灣所有大學的先例，設立「跨域專長課程」。所有同學在大學四年中，都需要修

習不同科系、不同領域，為期一年、一週六小時，總共六門課的「第二專長」。

結合校內 12 個學院、61 個科系的所有教學資源，透過志願的選填分發，不僅選

擇多樣，更能透過每個人的心之所向，上到自己最喜歡、最有興趣的課程。 

 

 身為第一年修習跨域專長課程的同學，我備感榮幸，不只共同見證學校新的



里程碑，更讓自己的未來開拓更遠、更多選項的潛能。雖然我是新聞系學生，但

經過前面的經驗後，我發現除了要學習傳播知識，更要補強各方面的知識，才更

有能力將正確的資訊傳達給閱聽眾，善盡媒體責任。 

 

 如果要選一門跨領域，跟自己的專業相結合的話，我認為是社福系的「人群

服務」課程，因為這跟媒體的責任息息相關。如果用八個字形容，那就是「監督

權勢，關懷弱勢」，檢視權貴的每個行為，並把弱勢的聲音傳遞出去。弱勢的聲

音，多數是社會福利系統沒有察覺到，被遺忘的角落。如果我能對社會服務的工

作內容有些瞭解，會能夠以更專業、更正確的角度做出報導，甚至親身幫助到這

些弱勢族群。 

 

人群服務的每一門課程，都能夠更了解社福系所做的事情。「全人發展」的

課程，能夠知道人類的行為發展歷史，並進一步分析發展與社會的關聯性，家庭、

朋友對其發展的關連性等。透過「社會工作與社會服務」，可以一窺社會工作者

的歷史、內容、專業跟方法，瞭解這些人的工作議題，能夠如何關懷及改變這個

社會。 

 

另外在社會中，身障與青少年是需要被關心、被照料的族群，因此，瞭解他

們也相當重要。「青少年問題與診斷」討論現代社會中，青少年遇到的各種問題，

尤其他們正值身心都快速轉換的青春期，包括生理、心理層面的影響，對於日後

建構社會的形象都至關重要。「身障服務」課程則探討台灣的身心障礙者，其立

法保障、社會環境、職場友善的關鍵是否落實，並透過各類型的患者，深入瞭解

社會福利的安全網，是否能提供不同需求的幫助。 

 

身為新聞系的我，深深瞭解「家暴、少子化」是新聞版面的常客，不過，這

樣的情況能透過社會福利改善嗎？「少子化與老化社會」，除了探討影響這兩個

因素的成因之外，更深入討論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發展，以及整個社會對於中高

齡長者的友善程度，並著手讓個人、家庭應對這樣的社會變化。「暴力預防」課

程，除了檢視家庭發生的各種暴力類型，更探討相關議題，除了因應、更讓社會

安全網預防這件事情的發生。 

 

我是這六堂跨領域課程的學生之一，經過了這一年的洗禮，我對「社會福利」、

「社會工作」等領域更加熟悉，說不上是專業，但我的專業知識，至少比一般人

多了一點點。跨領域課程與通識課程的最大差別，就在於課程的「深度」跟「廣

度」，通識課一週兩小時，學到的是較為專一、專精的知識，再加上同學們的先

天程度、領悟深度各有不同，教學內容也較為簡明扼要；本校首創的跨域課就大

有不同，除了一週有六小時的時間，學習到的內容較為多元、廣博，不同的老師

針對教材，也可以進行不同角度的切入，讓同學有更多的瞭解。 



 

在網路上，或許有不同的聲音，認為「應該廢除跨域課」、「浪費時間」、「衝

堂到我想修的課」。不過，眼光放遠來看，這其實是立意良善、具有前瞻性的一

門系列課程，畢竟在現代步調快速的社會發展下，「每個人都要培養第二專長」

已經成為集體共識，更是大學學生不可或缺的要素。上路第二年的跨域課程，確

實在時間安排、志願分發上有修改、進步的空間，但是在未來人才知識、創造力

為重的時代，這一定會成為大學生們，不可或缺的一門必修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