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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夢想學校 王文華老師 ＡＩ時代我們應該培養的新能力

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特刊

【記者陳瑞婧整理】很高興能夠再次和大家見面，今天我的演講以「AI時代我們應該

培養的新能力」為主題，分為三個部分播放九支影片，每三支影片後暫停一下，留點

時間給大家思考和討論。這次研討會最美好的部分就是五百個人能有五百個想法，這

麼多不同的想法都是你們能夠吸收到的養分。今天我想要跳脫以往的演講方式來引導

大家思考，而不單單只是「我說你聽」，希望大家能夠踴躍發言。 

所以，AI時代我們到底需要培養哪些能力呢？這個時代對我們的工作到底產生了哪些

影響呢？今天準備的第一段影片是為了點出AI時代對我們的影響，這是一家賣辦公用

品的企業，他們所使用的聊天機器人在賣場幾乎能夠回答顧客40%至50%的問題，儘

管減少了銷售人員，但是業績仍然持續上升。如果不提升自己，就有可能會被機器人

取代，在座沒有人能夠倖免於難，在這個科技飛速進步的時代背景下，我們的工作有

可能會受到威脅，我們的身價也有可能會降低。正因如此，我們今天就要學習在這個

時代背景下如何培養新的能力讓自己繼續保持優勢。 

第二支、第三支影片分別描述1980年代25歲的賈伯斯在開發一台新電腦，並且思考如

何再創佳績，他在會議中和股東爭吵，堅持自己的想法；米其林三星主廚侯布雄如何

做菜，他和家人一起吃飯、釣魚，去市場挑食材，後來他發現以前下廚都是在取悅客

人，追求最高品質，但有一天發現自己無法突破，就決定要有所改變，他從宗教、大

自然中獲得靈感；李安在電影「比利‧林恩」中挑戰當時最新的3D技術，李安說道

：「世間沒什麼是不能改變的，我必須承認，3D技術是一個新媒體，要去接受它，即

使我現在還是不懂。」剛剛有同仁分享，對於賈伯斯那段影片中感觸最深的話是：「

想要成就不凡，你就得冒險，不能怕失敗！」主廚侯布雄做任何事都是親力親為，注

重細節，享受改變，返璞歸真，願意放棄原本著重的東西，在達到高峰的時候想要重

新來過，不害怕去改變，雖然改變不一定是好的，但一定要改變；李安願意去接受新

的數位科技帶來的改變，勇於面對時代的潮流。從這三個例子我們不難看出來，他們

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已經是佼佼者，儘管背景不同，但相同的是他們雖然已經擁有「

不一定要改變」的本錢，但在AI時代來臨之際，仍不畏懼面對自己的不足，在被外界

顛覆之前開始質疑自己並改變。 

第二階段影片首先播放一段IKEA別出心裁的懷孕優惠廣告，雜誌內頁開了一個藏有驗

孕紙的「小窗」，如果測試結果為陽性，廣告就會自動浮現新價錢，代表著準媽媽可

因此享有半價優惠；第二段描述SoftBank公司透過將FB動態訊息製作成報紙，把舊時



代物品和新時代科技結合成為原型產品，並提供給長者了解親人生活的近況；第三段

影片則是要跟各位介紹拉丁美洲瓦斯公司發明測量器，讓民眾了解瓦斯桶的使用，避

免瓦斯用完到換新瓦斯桶中間過程的麻煩。謝謝企管系楊立人主任運用企管系專業術

語，提出：「要找到目標族群，確認他們的痛點，提出有效價值主張，運用創新行銷

的方式從而提供他們意想不到的效益；如果我們能夠異地而處去思考，站在學生的角

度去分析需要什麼，可以從學校和老師身上得到什麼，如果我們能夠這麼做，會帶給

學生意想不到的滿足。例如選課流程操作不便造成學生的麻煩，透過app縮短操作時

間，這樣也能縮減人力需求，不用裁員而是提升員工的素質。」經由楊主任的分享

，貴校應該可以聯合資管系和企管系，開始討論共同開發選課APP。而人資長莊希豐

的意見認為，要發展潛在客戶，了解生源想法，幫助潛在顧客提供創新的服務。在這

個階段我慢慢引導大家將剛剛收看影片的體會和業務結合起來，也獲得幾位同仁的分

享，而我則是問自己，會有顧客想到公司能有這些服務嗎？平庸的公司在不斷滿足客

戶的需求，而好的公司就像這幾個案例，他們是在預期客戶的需求。 

在接下來的第三輪影片中，第一段大家應該很熟悉，通常空服員示範安全規則時不太

有笑容，也就顯得無聊、沒有新意，沒有幾個乘客有耐心看完，但是維珍美國航空公

司用音樂歌舞的方式展示安全須知，就達到完全不同的效果。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根

據梵谷畫作「在亞爾的臥室」，打造一間房間在airbnb平台租賃，引起藝術愛好者們

的注意，從房屋格局、設計，到家具樣式，都和梵谷曾經在法國南部小鎮住過的房子

一模一樣，使得入住的房客直呼能和名人有一樣的感受。日本竹茂樓餐廳神經質地追

求完美，即使微風也可能吹動盤中地擺設，他們盡量使器皿與料理能互相暉映，天冷

時用陶土器皿，夏天時用瓷器或玻璃，記下每位客人的偏好，並希望融入更多的日本

文化在食物中。看完影片，圖書館秘書李靜君分享她的看法：「電腦做不到的東西就

是感覺，人不夠用心，沒有觀察也做不到感覺。」化學系系主任施增廉也認為：「現

今發展AI的過程讓人際間失去應有的互動，對教學是重大的挑戰，教師需要因地制宜

並變化教學的模式，AI不是不重要，但不能到最後人也丟掉了自己。」在這三段影片

中，我看到許多AI目前還做不到的，在這個情況下，我鼓勵自己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返璞歸真的前提下，加入人性渴求的部份。機器不能做到，而我們可以做到，就是

我們的優勢。加入趣味、溫暖、貼心等人性渴求，因為這是機器目前難以複製的體驗

。 

總結今天三階段影片帶給我們的思考，我認為AI時代必須具備三項能力：一是承認自

己的不足，在被外界顛覆之前要先顛覆自己；二是針對不同客群分別觀察和設想，找

出一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不便利性，提出解決方案；最後是「只要人不變成『機器』

，機器就不能變成人。」祝福大家在AI時代中持續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