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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典禮 

校長勉勵的話--情緒問題 

一、前言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情緒的問題，常常因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很容易產生一

些憤怒、焦慮、埋怨等不好的情緒。這問題如果不妥善化解，長時間會深深影

響我們的身體健康、我們的學習效率、我們的生活品質，這是一件很重大的問

題，是我們一輩子必要用心學習的課題。 

二、追根究柢 

為什麼我們常有生氣、焦慮、埋怨等負面的情緒？ 

結果，不是我想要的。 

1.貪心。 

2.誤解(內心沾滿了灰塵)。 

三、王毅的演講─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與挑戰 

王毅是一位立志要成為一名優秀牧師的年輕人。然而，想要成為一名牧師，

必須先參加牧師的資格考。 

為了自己的理想，在考試前幾個月，他離家來到考試地點附近的一家旅館

住了下來，開始為考試中的現場演說做準備。 

為此，他全心全力投入在寫演講稿當中，寫好之後，他開始每天不停的朗

誦，最後整篇文稿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到了考試當天，經過抽籤決定順序後，他被排在最後一位上台演講，於是，

他坐在台下，仔細的觀摩其他應考者的演說。最後只剩下兩個人，突然，他瞪

大眼睛緊緊的盯著台上的這位演說者，吃驚的張大嘴巴，他發現台上的這位演

說者所演講的內容居然跟他的講稿是一模一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王毅怎麼也想不通其中的關聯。後來王毅覺得這人

很眼熟，到底在那裡見過他？回神一想，天啊！原來這人是和他住在同一家旅

館，而且是住在隔壁房間，竟然王毅辛辛苦苦準備的講稿內容就這樣被人竊走

了。 

突然，他又想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現在他的講稿被剽竊者講了，那接

下來輪到他上台時該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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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非常的憤怒，但他強行控制住自己憤怒和驚慌的情緒，他坐在那裡，

做了三次深呼吸，努力讓自己儘快平靜下來，並儘快想辦法應對接下來的場面。 

經過再三努力的「冷靜思考」，腦海中終於靈光一閃，他知道該怎麼做了，

便再次胸有成竹的看看剽竊者在台上如同小丑般的表演。 

終於，輪到王毅上台演說了，他對著麥克風說道：「我們都知道，想要當一

名好的牧師，就必須擁有超強的記憶力、耐力和用心傾聽的能力。現在，我將

為各位複誦一遍上一位演說者所說的內容。」 

接下來，王毅開始演講他那篇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內容，無論在演講水準

還是在對文章的理解上，他都遠遠超過那位剽竊者，所以整個演講比剽竊者要

精彩得多。 

最後，王毅以這種「正向思考」的表現方式，不僅成功的演講了他的稿子，

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也順利的通過了牧師的考試。 

從這故事，告訴我們： 

人生總會遇到不可預知的突發狀況，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與挑戰，生活永

遠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順遂，但不能悲觀，作負面的想法，即使在困境中也要

冷靜找到希望。這時候，如果採取生氣、焦慮、埋怨等負面的方式面對，都無

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靜下心來，換個角度和思路往好的一面去解釋，你

就會發現，所面臨的問題一下子就迎刃而解。 

四、結語 

今天我為什麼會跟各位同學談「情緒問題？」 

因為我們大多數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過得不快樂。不管是從小孩到大

人，不管是從個人到家庭、到學校都常常有不愉快的情況。 

所以情緒問題，是我們一輩子要用心練習，一定要學好的課題。我希望各

位同學對大人的好習慣是要學習的，但對大人的不良示範，吸取教訓，千萬不

能重蹈覆轍，從小開始就能用心去「涵養情緒」，培養「樂觀進取」的胸懷，不

要一輩子過著痛苦不快樂的日子。 

面對不愉快的事，其關鍵在能具有「適應力」─涵養情緒：要保持心中的

平衡，要正向思考；其法寶就是：「永遠不與別人闘爭，要與自己鬪爭。」學習

擁有一顆善良的心，多瞭解他人、體諒他人、多幫助他人、多行善事，做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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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人，我們一定會活得很快樂，生活快樂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 

最後，請各位同學切記的： 

1.情緒問題，是我們生活上對自己個人或人與人相處的盲點，是一項很具有殺

傷力的問題，但這些盲點與問題，除了可以聽他人的引導，真正要動手解決

的，是自己、他人是無可替代。 

2.知→行，其關鍵在真知(覺悟) 

3.有笑、有淚才是人生。 

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快樂不是一件自我存在的東西，它僅是與其他不快樂

事情的對照，這就是快樂整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