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努力不一定成功，該怎麼辦？

放榜日，群組訊息傳個不停，這一屆國中教育會考競爭激烈，

無論考前抑或考後都令人難熬。考前以模擬考成績預估，班上一些

認真的孩子要考上第一志願應是十拿九穩的；考後成績公布，卻來

個大失常，本該拿到五科A以上分數的孩子，就是那麼不小心地少

了一兩個A（部分科目差一兩題就有A），選填志願成了傷透腦筋

的事：分數不夠高，能填的學校有限；而接下來高中職三年，要去

離家較遠的地方就學，要天天通勤上學或在附近找地方住宿？對他

們及其家人來說，都得面對生活模式改變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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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這群孩子，令人內心百感交集。考前若不努

力，考差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沒什麼好說的；但有

幾個孩子從一開始就認真讀書，也很用心參與學校的

各項活動，是老師們眼中乖巧的學生，考差著實令人

惋惜啊！「努力不一定會成功」這句話在此特別教人

難過，如此一來，努力和不努力的差別在哪裡呢？怪

不得，有人開玩笑地在此話後頭接上「不努力一定很

輕鬆」，用以自我解嘲。

無可否認，從升學至上的角度來看，成功的定義

在此是被窄化了；然而，對一個國中生來說，考上

心中理想的學校，卻是一種相對簡易之「自我實力

肯定」的方式。因此，即使知道有很多的能力是無法

用會考成績衡量的，但要能雲淡風輕地從口中說出：

「沒關係，這次考差了，三年後再拚大學就好。」還

是需要些許勇氣，以及家人的正向鼓勵與支持在其後

支撐，才辦得到。

我得說考前努力是必須的，成敗不能單以結果

論；一個從早讀到晚的學生考了個4A，另一個吃飽睡

足的考了個3A，結果分發到同一間高中。「早知道這

樣，就不要這麼拚命讀了！」或許努力的孩子會因此

而沮喪地喊著。不過，可別忘了「千金難買早知道」

啊！所以，不該以少數例子來推翻努力的重要性。

當以全面而長遠的角度來看，國民義務教育原是

希望藉由學校相對有系統的教育方式，讓學生快速獲

得基礎知識，建立起自學能力，進而銜接高等教育。

放眼望去，那些不自我設限，能多方學習、汲取知識

與持續培養自己能力的人，往往生活得多采多姿、人

生充實且富有意義；更何況，不努力考差了的例子更

多呢！

那麼，考前已經很努力了卻沒

有考好，該怎麼辦？有位女孩在國

中這三年來多是專注在念書，長時

間坐在桌前、缺乏運動。這次會考

考差，她不想屈就到外地就讀高

中，一心想重考。

女孩的媽媽心疼地想：那就報

名重考，順便調養身體；爸爸則持

相反意見，認為雖然遠了點，考上

就去讀，三年後再拚國立大學就好

了。考差了再重考是個好選項嗎？

這個問題在不同人的身上會得

出不同的答案，而運動習慣理論上

要從小就有意識的培養，若平常沒

有運動習慣，突然間要運動，對大

多數身體不好的人來說，常撐不了

多久就想放棄了。一個人要改變原

有的習慣需要一些「刻意」，要持

續運動則需要「自律」，須有相當

的意志力與毅力或有人陪伴、要

求，才能建立起良好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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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原本的問題，準備重考順

便調養身體，可行嗎？我想，這還

須有完整的規劃、足夠的自律或有

人督促，才有機會達成；換個角度

來看，若能完整的規劃考到好高中

並調養好身體，那麼將這項規劃放

到準備三年後的大學考試，是不是

更合乎時間效益呢？會考是現今生

活在臺灣的大多數學子，人生第一

場升學考，因過度緊張而表現失常

無可厚非。所以，請不要氣餒！世

界是寬闊也是多變的，人生充滿未

知的可能。無論選填高中、高職或

五專，只要是你有興趣或願意繼續

努力的學科，請抱持著「有用心就

會有所得」的心志多學一些，多認

識一些人事物，絕對能開拓視野、

豐富未來生活。三年後升大學的考

場，再為自己勇敢「出征」吧！

聖經教導我們：「當將你的事交

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詩三七5）。倘若仍不知該如何抉

擇，請和家人一起向真神禱告，因每

一個人的生命課題不盡相同，唯有

天上的父知道什麼是最適合我們的

道路。當將一切掛慮交託給祂，祂

必然垂聽、帶領我們的腳步。

人生的考場上，多了解自己一些

以現今人類平均壽命80多歲來算，從6歲入小學

一年級，生活開始出現大大小小的考試，直到大學畢

業，出社會應徵工作的面試等實質考試，可以說考試

「伴隨」著我們超出四分之一的人生。準備考試的日

子難免會有壓力，飲食和睡眠品質或許也跟著下降，

等待結果到公布那一瞬間更是煎熬，直到我們都逐一

達成「目標」：考上好的學校、錄取正式工作、通過

升遷與加薪考核等，才會感到肩上的壓力稍微輕省

些。

然而，人生卻不只有上述這些顯而易見的試題與

考場，更艱難的往往是後頭的考驗。學期末的某天午

後，一位資深老師對我說：「真奇怪！私校願意花

大筆金錢招攬優秀的學生，一個科目拿A就有好幾千

元，但若是這學生有其中一個科目是C，他們就不願

意給獎學金。」後來，我們得出一個結論：考試不

僅能測驗學生是否精熟該科目，也同時考驗了他們的

「心理素質」。一個會考拿C的學生，往往意味著他

「遇到不喜歡或不擅長的科目會直接放棄」（考題全

為選擇題，拿C的學生可能連看題目都不肯），而有

這樣傾向的人，在未來遇到難題時，直接放棄的機率

可能極高。職場上的挑戰遠比校園的學科測驗更複雜

且多元，若一個人不具備「面對自身不喜歡的事情，

願意勇敢嘗試、思考解方並堅持到底，最終突破瓶

頸」的心理素質，未來發展也會有所侷限，所以他們

（私校老師）不看好這類的學生，才不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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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考場上，我們都需要多了解自己一些。考

後並非看成績有無進步，或是與他人一較高下，贏了

就沾沾自喜，輸了就大哭一場。我們需要從考前就努

力，檢視寫錯的考題是否觀念已經弄懂了？再檢視是

否自己有可以突破的空間，如：是否認真學習？還是

考前才翻書？作息調整、飲食及運動有無利於長期考

試？也可以得知自己的優勢，如：擅長數理和掌握重

點等，與可再補強的部分，如：語文理解較弱或沉迷

遊戲與追劇無法自制，以致未能有效利用時間等。

每個人同樣都擁有一天24小時，扣除三餐和睡眠，

可以運用的時間有限。休閒娛樂具有放鬆療癒的效

果，固然不可缺少，但也需要有足夠的自制力來掌握

學習與工作的節奏，避免耽溺於享樂卻忘了先處理好

重要的事情。若知自己學習步調較慢，更須懂得殷勤

計畫來善用時間，就如聖經所提醒：「殷勤籌劃的，

足致豐裕；行事急躁的，必致缺乏」（箴二一5）。

努力與運氣都在神恩典的羽翼下

「考得好叫實力，考不好得靠運氣」，考差的學

生透過選填志願的「技巧」，還是有機會選填到相對

可以接受的學校。每個考區的積分算法不同，但竹竹

苗區在積分計算中，選填學校時若填在前1-5志願序

可得10分，第6-10志願序得7分，第8-15志願序得5

分，依序遞減（亦即前五志願及上榜是最有利的），

這樣的設計用意，在於讓每位考生都能填到個人的理

想學校。若是目標在高職，那麼高中的學校大可不

填，直接將想就讀的職業類科（依接近個人分數的校

系）往前選填，盡所能讓每個人錄取心目中的「第一

志願」。

這次放榜，班上多位學生錄

取同一所公立高中，分數分布從

2A-4A都有，這結果對於差一點就

有5A的孩子來說滿難接受的，因

為她們的目標是新竹女中，沒想

到一兩題之差，竟與才考2A的同

學同高中。家長告訴我：「查榜得

知結果時，看得出孩子心裡滿難過

的。往好的一面想，雖然沒考好，

但這算是離家近的學校，可以睡飽

一點再去上學，三年後再拚好大學

就好。」人生中偶遇挫敗，只要願

意繼續前進，總有「柳暗花明」之

日。

有人曾說：「要讓努力配得上

運氣。」而什麼是運氣呢？學生：

「考試時會的都寫對，不會的都猜

對」。我對學生如此回答：「其

實，運氣也是實力的一種。怎麼說

呢？因為足夠努力累積起來的實

力，會讓人更容易猜對。」而身為

基督徒，我是這麼想的：「努力是

我們的本分，只要盡心竭力，在神

恩典羽翼之下，自然會有福氣滿

溢。」因為「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的人，「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

著……直到永遠」（詩二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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