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指出東方 

 

  「請指出東方」這是我在開學第一次上課的班級，常常會和同學玩的遊

戲。 

 

  幾乎沒有例外，同學們的指向五花八門，各個方向都有，當然正確答案只

有一個。等大多數同學都指了以後(當然也一定會有一些同學不知道、不參與、

不敢指、不願指的)，接著的問題是：「你是怎麼判斷的？」同學的回答各有門

道，例如：「看太陽」、「看影子」、「看手機」(註：不是每種手機都有此功能)、

「看校區命名」(註：高雄第一科大校區分為東校區和西校區)、「看高速公路的

方向」(註：本校被高速公路切成二半)、「亂猜的」……等各種說法。 

 

  我又問：「請參考其他同學的提示，再指一下東方，可以修改你上次的答

案。」這次回答的同學增加了，有些人也修改了答案變成與先前不同，但還是

未能一致，可是也總是有少數同學沒有得到線索，仍然沒有頭緒，還是弄不清

到底哪個方向才是東方。 

 

  再下一個問題是：「你認為還有什麼方法或工具可以幫忙我們正確的判斷東

方？」同學的答案有：「指南針」、「問在地知道的人」……等。那麼，到底哪個

方法最好？從這個遊戲中可以學到什麼心得？我們現在深入討論一下： 

 

 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止一個 

 

  判斷東方的方位是一個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其實有很多，  

因此，我們要揚棄所謂「標準答案」的觀念！可是現今的各級教育都是

一再的強調「標準答案」，讓我們的思維不知不覺的受到自我侷限，壓

抑了開放性的思維，這可以說是現在教育體系的一大問題！回想看看，

不管是模擬考、學測、指考……等各種大型考試，考生第二天最重要的

戲碼就是等著看主辦單位公佈「標準答案」，以便據以評估自己可能的

得分。如果某題的標準答案引發了爭議，解決的方式就是「都算對」或

「一律送分」。當然這樣的命題失誤，主辦單位並不希望看到，有經驗

的命題委員就會知道最好只出答案明確的題目，老師當然也會教學生愈

是有固定答案的死知識才是考試的重點。這樣的環境長期下來，自然造

成了學生不必去求甚解，只需習慣性的死記死背即可，其結果就是不曉

自己動腦而缺乏創意！社會上也延續了這套模式，例如，電視上的益智

遊戲節目中，觀眾答題後，主持人最大的藵獎詞就是「標準答案」！ 

   



  每一個人不妨回憶一下，自己在求學的過程中，是否遇到過這樣的

老師──在學生答題的考卷中，雖然答案是對的，但只要解題的過程和

教科書或老師上課教的不同（可能用了更簡單的方法得到了一樣的答

案），仍然要被扣分或甚至不給分，想想看，這樣對嗎？為什麼能夠想

出與課本或老師教的不同解題方法的學生，不是應該給予鼓勵嗎？老師

不但要表揚他，還應該要給他額外加分才對！我們是不是應該改變傳統

的做法？ 

 

  讓我們再回到主題，能夠讓我們判斷東方方向的方法有哪些呢？請

讀者好好發揮想像力以後，儘可能的全部列出來，列得愈多愈好！你可

以想出至少十個嗎？  

 

 哪個方法最好？ 

 

  在這麼多方法中哪個方法最好呢？看指南針最科學吧，但有多少

人手邊就有指南針，恐怕很少吧？看太陽呢，陰雨天或太陽下山了怎

麼看？看高速公路呢？如果不是高雄第一科大剛好被台灣南北高速公

路切成二塊，也是派不上用場！相同的例子還有台北市有所謂的為忠

孝東路、忠孝西路、中山南路、中山北路……等路名也提供了線索(因

為路的東南西北不是可以隨便亂命的)，但不是每個都市都有這樣類似

的路名。當然問在地人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可是知道的在地人怕也

不多吧！這告訴我們什麼？那就是每一種方法都有它適合的場合或條

件，時機對用得到時就成了好方法，因此我們必需訓練自己具備開放

的思維，在不同場合下找到當時最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為什麼別人已經提示了，還是點不醒自己呢？ 

 

  當有人說看太陽，那太陽要怎麼看知道嗎？為什麼有人會看有人

不會看？如果今天考試的題目是：「太陽由何方昇起？」答案有「東、

南、西、北」四個選項，保證每一個同學都會答，因為這個題目答不

出來的話，小學都應該畢不了業！可是當我們站在太陽下，你能靈活

的運用它來判斷方位嗎？恐怕不少人還是不會吧？！為什麼會這樣？

這不就表示我們過去讀的都是「死書」，學到的所謂知識，只是拿來應

付考試的，並沒有深切的體會認識，碰到問題時，沒想到這是可以用

來解決問題的。醒醒吧！大學生！不要再讀死書了！要把學到的知識

真正的去吸收和理解，只有真的弄懂了、了解了、消化了，我們才能

靈活的的去運用它，不是嗎？所以廣東絕不會在廣西的西邊、台北也

絕不會在台南的南邊吧？！ 



 

  再進一步，當我們知道怎麼判定方位以後，又有什麼實用價值呢？想想

看，如果我們要坐公共交通運輸工具時，總是不希望一路上晒著太陽吧(冬

天則相反)，那上車後如果還有選擇，是應該坐在司機側還是門側呢？大家

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上車時還有很多空位，就選一個不晒太陽的位子坐

下，可是車子三轉二轉，這個位子變成晒太陽了，想換個坐位，可是不晒太

陽的位子已經坐滿了，只好一路晒到下車！現在假設你明天一大早要從高雄

坐車去台北，如果不想晒太陽的話，上車時是該選靠司機的位子還是選靠車

門的位子？記得，要點是：弄清楚長途客車車程中主要是往哪個方向？所以

不要在乎上車的當時是否晒太陽，重點是主要車程的方向不要晒到太陽！ 

 

  還有當我們要建房子時，為什會有「座北朝南」的說法？因為太陽是東

西走向的，南北座向的房子是不是絕對不會有「西晒」的問題嗎？你還能想

到什麼可以靈活運用方位知識來幫助我們決策的例子嗎，想到就列出來，列

得愈多愈好！ 

 

  藉此我們再補充說明一個觀念，就是所謂「數據、訊息、知識」(即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的差別。 

 

  如果我們在不下雨的好天，每天上午固定時間(如 8 點)和黃昏(如下午 5

點)站在固定的點，面朝同一方向將當時太陽的位置點記在方格紙上，連續

點上一年。一年下來(包含春、夏、秋、冬四季)就會得到二、三百個點。這

麼多的點就是我們收集所得到未經整理的原始資料，稱為「數據」。我們會

發現，這些點會形成二個群落，上午的一群、下午的一群，而且不同季節差

別不大，由此我們可以彙總出結論：不論季節，太陽每天都是由東方(那個

方位我們就命名為東)昇起，從西方(那個方位我們就命名為西)落下，這就是

所謂的「資訊」，也就是將數據整理以後得到的訊息。可是這個訊息在生活

上、工作上怎麼去應用呢？例如前面說的運用這些資訊幫助我們選擇蓋房子

的方位、航海時的前進方向或坐車時的選位子……，那就是所謂的「知

識」。 

 

  再舉一個例子，英文的 26 個字母，這是「數據」；不同的字母有序的組

合聚在一起可以形成單字，這就成了「資訊」，做得最極致的就是「字典」，

雖然編成了字典也可以創造出價值，但價值還是有限的；當大作家們把這些

單字巧妙的聯結起來就可以成為一篇篇名著，可以創造出無限的價值，這就

是「知識」。由此可知，現實世界隨時都會產生很多的數據，將這些數據加

以收集並有效的整理，就會成為資訊，但只有將資訊變成為知識，才能創造

出無限的價值，所謂「大數據」的潛力，正是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