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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大家分享之前和法文老師於課堂上討論的法國高等教育
討論後才知道法國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的複雜性
一般的公立大學大都免學費 入門門檻也低 但要畢業卻不容易
若想讀如商科等特殊專業 可付費上專業私立學院
或者參加兩年密級的準備課程 考取難度很高的菁英學校
在GEM的ESC學程就是屬於這樣的系統
在我看來在法國考上菁英大學並不會比在台灣容易
和其他歐洲國家差不多 都是高中以前算基礎 大學之後難 且研究所以上畢業率
甚低
又因為是三年大學加一年研究所或再加一年實習的學制
時間較短 課程內容卻多 所以課程非常密集 也很緊湊

但我覺得和台灣教育最大的差異是法國專業學院和大學的區分
目前交換的格勒諾貝爾管理學院屬於商管專業學院
雖不是大學 但因為針對未來想投入商業的學生設計 有利於畢業後求職
所以課程除了理論也很重實務 實習也是必修
學校也有許多為了幫助學生銜接未來就業的設計
比較像是台灣偏重就業導向的技職體系 只不過屬於商學領域



對照台灣大學商學教育 雖有很好的理論基礎 也融入些許實務操作
但和法國整所學院專門為商科設計的制度相比還是有差別
台灣大學生比較需要靠自己填補學校學習的理論知識和日後就業應用實務的差
距
面對商學這樣就業取向強的學系 
台灣大學畢業就想進入職場的學生自己要做的努力可能比法國專業學院畢業學
生要多一些

比較自己在台灣和法國讀商學專業的經驗
很難斷言到底是在綜合性的大學裡學習理論基礎多一些的商學知識好
還是在專業學院裡學習完全和商學相關的實務操作的就業取向好
不過看到兩邊的教育方式後
發現自己應該加強的地方 以及需要靠自己爭取而不是等學校提供的機會
例如專業英文簡報技巧 求職和實習經驗 談判和討論技巧等
希望未來政大商學院的學弟妹們能藉由社團或自己爭取的校外機會獲得這方面
的經驗
以跟國際上的商學人才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