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實際案例探討新生的
學習態度與生涯規劃

理學院學士班專題演講

化學系 廖康廩



目的

希望藉由幾個案例的介紹，幫助同學們找
到屬於自己的方向。

報告中任何建議都僅僅是建議，對同學們
沒有任何強制力與約束力。請同學們在做
決定前，要懂得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案例來源

導生。

曾經上過我「普通化學」的學生。

其他。



第一個案例：這裡不是我的家

 P 生，家教學生（98-99）。

高一1： P 中。（P 中同班同學高一）

高一2到高三：N 中。（P 中同班同學大一）

一心一意希望能進「中字輩」的學校，但
是被家長強迫填入 H 大電機系。



第一個案例

大一1：心中覺得有志難伸，跟家長討論後
休學準備轉學考（！）。（P 中同班同學
大二）

大一2：復學後仍無法改變想進「中字輩」
大學的想法，後休學重考。但是準備到最
後對自己沒有信心，希望家長再給一年機
會重考，最後因為考量兵役問題，填進 Y 
大就讀。（P 中同班同學大三）



第一個案例

大一3：休學重考終於考上中大學。（P 
中同班同學大學畢業）

大一4：終於順利完成大一學業。（P 中同
班同學碩一）



建議一：想做什麼就去做！

這裡的「什麼」，是指這個「決定」足以
影響你的未來。

 轉學（系）。

 辭職（轉換跑道）、離職（換公司）。

 結婚、購屋 ……。

如果不做，「預測」將來有 5 % 的機率會
後悔，就去做！



有「這裡不是我的家」的念頭時

首選：一邊準備現在功課，一邊準備轉學
（系）。（正面迎戰）

次選：退學準備重考。（破釜沉舟，有種）

休學準備學測。（這裡不是你的家，為何
留戀？）



有「轉換跑道」念頭的同學

跟家長、導師或任課老師討論。

擬定（讀書）計畫。

 以現在的課程做準備，或者要如何應付？

 停修無關課程。

 補習？自學？

要找到鼓勵你的人。

愈快決定，會愈有時間準備。



轉學成功案例（I）
廖康廩老師您好：

不知道您是否還記得我，我是之前念中央土木，
後來轉系中央通訊，暑修您普化，大二下轉學到
清華材料的學生 L ○○。

我從小就沒念過第一志願，成績也是普普，記得
當初我很糾結是否要進入清華就讀，很擔心自己
會被一群指考至少比我高 80 分的同學電慘。



轉學成功案例（I）
您給我的很多建議，也舉了您自己的例子給我看，
最後，我還是很捨不得清大名號，您便告訴我：
「選擇了，就不要後悔。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進入清華材料之後，確實，同學「普遍」比過去
我所接觸到的同學厲害，壓力真的更勝以往，每
當我想放棄，就會想到您那句話，讓我決定要堅
持下去。終於，在這個研究所推甄的季節裡，我
全部都錄取了！



轉學成功案例（I）
故寫這份信給老師您，分享我的喜悅，也很感謝
您對每個學生的用心，讓我勇於追求、永不放棄，
謝謝老師！

台大材料正取 3/9、台大電子正取 10/27、台大光電正取
20/70、交大電子正取（未排名）、清大材料逕行錄取（未排
名）

順帶一提，同樣是從中央轉入清大材料的 C ○○
選擇本校所簽訂的「雙聯學位」，現在就讀瑞典
林雪坪大學。



轉學成功案例（II）
敬愛的康廩老師：

老師您好，一別已經四年了。最近天氣轉寒，希
望老師保重身體。

我是您很久以前的學生 C ○○，很久以前轉去清
華了，不知道老師還記不記得 L ○○，我們常常
談起您。

現在我正在瑞典念研究所 :) 



轉學成功案例（II）
不知道老師最近過得如何呢？十分想念以前給老
師教導的時光，並很感謝老師以前常常開導我們，
也很懷念以前常常去辦公室找老師聊天。

敬祝

教師節快樂！！



轉學沒成功案例

L：「謝謝老師！」

我：「謝我什麼？」

L：「謝謝老師在普化教學的努力，讓我在轉學考
中普化寫得得心應手。雖然轉學沒成功，但是我
已經確立方向，就是在這裡好好努力，再拼台大
的研究所。」



化學系導生的網誌



建議一：想做什麼就去做！

請「謀定而後動」！



第二個案例：雙二一危機

 Y 生，生科系學生。

大一：C 大雙二一，轉學至 J 大。

大二：覺得 J 大沒有挑戰性，再轉學至中
大。

大三之後（98-103）：中大雙二一退學。
中間經歷數次休學與當兵。



第二個案例

生科系某老師：「只要你離開去當兵，再
回來你也唸不畢業。」

我：「當兵時看看別人的狀況，如果想回
來唸，而且能夠確立目標，沒有理由唸不
畢業。」

在中大後兩年（102-104），非常熱衷於補
習班教「數學」。後來因無法兼顧課業而
辭去補習班工作，但是為時已晚。



吃老本的唸書方法

高中之前的十二年的教育都是在讀「懶人
包」，在同學們的腦袋中缺乏「知識脈
絡」、「議題起源」、「知識品質」與
「必備技術」的連結。

 各種考試皆以「選擇題」為主，不一定要精
讀才能拿高分。

 Y 生太過依賴「吃老本」的學習方式，在
兩所國立大學時就吃癟，導致對自己的本
科毫無信心，補習班教數學也是吃老本。



建議二：要有一套唸書方法

修習學分數不要太多。

 大學與高中不同，即使是基礎課程（微積分、
普物、普化）都可以更深入學習。

要檢視學習成效。

 要常常問自己：「我要怎麼證明我已經會
了？」，「我能講出什麼名堂？」



第三個案例：固執的思維

 L 生，化學系導生。大一開始就表明有出
國唸書的企圖心，被化材系 J 教授認為是
「奇才」。有幾個狀況：

 大一就去找老師做專題。

 有機老師的批評。

 計算機的使用（統計）。

 沒注意暑期短期研究（美國）的相關訊息，
機會被同班同學的 J 生（一樣是我的導生）
獲得。



井蛙般自負的態度

完全同意同學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的堅持（固執）要「有所本」。



建議三：敞開心胸

多聽聽別人怎麼說。

判斷別人的建議是否有可取之處。

 你的接受是否心服口服？

 你的不接受是否蘊含著情緒性？

 減少對立性、攻擊性的字眼。

調整自己的想法或做法。



第四個案例：活動與課業的取捨

 S 生，化學系導生。有幾個狀況：

 對營隊活動極度熱衷。

 男朋友被二一後，仍舊一直傳遞「唸書無用
論」。

大二下經導師強力介入，才免於被二一
（16 學分有 7 學分不及格）。



關於活動

完全同意同學們參加活動，也同意從活動
中可以學習到一些在課堂上學不到的東
西。

凡是有得就有失，人一天就是 24 小時，
參加活動往往與唸書時間衝突。



建議四：活動與課業的平衡

參加活動前，先看看自己時間的允許程
度，不要因為人情或壓力，答應超出自己
能力的活動。

如果遇到沒有效率的活動安排，有沒有抽
身的方法。

承辦活動時，檢討前次活動學長姐的行
動，做出體諒學弟妹的規劃。



祝同學們學習順利！

謝謝聆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