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貧窮更可怕的是（窮人思維）

從從第一個故事中可以看到窮人思維和富人思維的差距，

從這兩者中可以發現即便二人都在同一起跑線上，窮人只

要賺到一些小錢就會把它都花光，因為窮人只專注在自己

短暫的快樂。而富人則是很快地發現不能只靠力氣這一種

方式去賺錢所以他雇用人來增加產值，當他累積一些財富

後將錢用於投資以便於錢滾錢，讓自己的事業越做越大。

如何使用財富：

窮人會很認真努力的單純用力氣去工作，但這樣不僅僅賺

錢效果不理想，也只能自己做。富人也是會很努力的賺錢

一段時間，等存到一些錢便開始雇人為他工作，等賺到更

多錢的時候再去以錢滾錢的方式投資。這樣使用自己的頭

腦去賺錢的速度會大幅度的提升，

相較於單純賣力氣的工作，動腦去賺錢輕鬆很多。

是否具有致富習慣：

窮人的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在獲得自身的娛樂上面，他們給

自己的娛樂時間太多了。而富人減少自己休息娛樂的時間

，增加自我學習成長和閱讀的時間充實自己與時俱進，開

創新的致富方法。

以下是我的個人經歷

小時候我就展現出充分對金錢的熱愛。國小的時候我覺得

有錢就可以買我喜歡的東西於是我就想長大後一定要打工

，然後把錢全部都用在買自己喜歡的東西，讓自己能夠獲

得很短暫的快樂就好。但是隨這年紀的增加我開始接觸到

一些公民課程的經濟相關知識，學習到「雞蛋不能放在一

個籃子裡」的知識後，慢慢有了存錢的概念，並且開始為了

完成小時候財富自由的目標自己努力學習經濟和股票有關

的知識，並為此目標加入了財金系。現在的我認為流動的



錢才不會單純只是帳戶上的數字而已。我認為我的心態也

從小時候單純為了想賺錢買很多自己喜歡的東西轉變到現

在想要努力學習相關知識渴望並自己能夠錢滾錢讓自己早

點實現我的目標讓自己財富自由。除了心態上的的轉變我

認為自律才是能讓我成功達到目標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

個人很自律的話就能夠贏非常多的人太多，因為上天是公

平的每個人一天都只剩擁有24小時而已所以當你比別人
更加的自律就能夠收穫的比別人還多，這是大學四年對我

的期許。

（共８１４字）

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成功者共通的關鍵特質

「一群人在相同的環境、資源下成長，為什麼有的人在各領

域都表現得相對傑出、有的人失敗？」

近50年學術研究發現，成功者的共通特質是
抗拒誘惑、先苦後樂！

「能使人生變得正向的因子有哪些」扣除受試者的個人特質

，整理出二大要素

「一是智慧、二是自制力(自律性)。」
從孩童抵抗棉花糖誘惑的研究中，找到了訓練人類自制力

的關鍵。

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在1960年代，他在史丹佛大學
內的賓恩幼稚園策畫實驗，讓幼童試著抵抗點心的誘惑，

設計出經典的棉花糖實驗。

「延遲滿足」的行為，與人生成就高低呈「正相關」

據棉花糖實驗的結果，有30%左右的兒童願意「延遲滿
足」。這群孩子是如何等待獎勵出現：有些孩子會故意不看

棉花糖、有人哼歌、有人乾脆放空。這些行為的背後，暗含

了這群孩子逐漸學會各種「自我節制」的策略，通過讓自己

分心、減輕誘惑的魅力。



該研究推翻了「自制力與天生的個性有關、是不可學習」的

說法。重新詮釋了「誘惑」對人類的定義。在研究中發現，誘

惑在心裡呈現的形象，誘惑便不再『誘惑』，使得拒絕變得

容易，從而找回自制力。

我的個人經驗

在高三即將面臨考試的時候，好像越能看出誰的定力比較

好。在這個日漸緊張的環境中大家開始變得忐忑不安，隨

著考試範圍越變越大有些人就開始考得差，其中大部分的

人就開始自暴自棄了。再加上特殊選才的同學也都上了自

己理想的學校後，這讓我開始焦躁了也開始越來越擔心考

試的成果。到最後也開始有些自暴自棄了，果不其然因為

自暴自棄的放縱自己在大考出包了，其實在拿到成績的那

一刻我真的很懊悔自己為什麼沒有再多堅持一下的。整篇

文章中我認為些話讓我真的很有感觸，「一個人會成功或

失敗，差別不在基因、也不會是運氣，而是在懂不懂得自我

控制、願不願意為了更大的目標而忍耐痛苦、抵抗誘惑。」

從那時候開始都會讓自己靜下心來想一想，現在的選擇與

決策，是不是自己深思熟慮後所得到的結果，我這個決定

將來會不會後悔。

（共８０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