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0.11 發行 

輔導室活動訊息 
 
� 高三同學請注意：設備組已於家政教室及生活科技教室購置掃描器，請高三需要

製作備審資料的同學可於課程時間、經由任課老師同意後，進行個人資料（例如：

幹部證書、獎狀、成績單等）的掃描。 

 

� 大學校系宣導大學校系宣導大學校系宣導大學校系宣導講座講座講座講座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海外留學海外留學海外留學海外留學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學校系大學校系大學校系大學校系    

102.10.17（四） 中午

12:10~13:00 
五樓演講廳 

香港教育學院 

102.10.23（三）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部 

 

� DISCOVER USC, Taipei 美國南加州大學美國南加州大學美國南加州大學美國南加州大學 DISCOVER USC 升學講座升學講座升學講座升學講座    

1.時間：2013 年 10 月 24 日（四）晚上 19:00~21:00。 

2.地點：臺北君悅飯店 Grand Hotel 3F Ballroom（臺北市松壽路 2 號） 

3.報名：http://www.usc.edu/uscasia  

4.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USC 臺北辦事處 

電話：02-8789-5679；E-Mail：usctaip@usc.edu 

 

生涯規劃文章 

別被媒體誤導！別被媒體誤導！別被媒體誤導！別被媒體誤導！    

大學唸什麼科系，比你想的重要太多了大學唸什麼科系，比你想的重要太多了大學唸什麼科系，比你想的重要太多了大學唸什麼科系，比你想的重要太多了【【【【PartPartPartPart    1111】】】】    
資料來源：商業周刊 2013.8.13 

撰文者 Sean Huang    

「大學念什麼科系，到底重不重要」是個有趣的問題。 

高中生最常聽到的是「大學念什麼很重要」，但大學生最常聽到的卻是「大學念什麼

不重要」。出社會後，畢業生們總會抱怨企業，嘴裡說能力大於學歷，但還卻總愛用

「大學念什麼」當作錄取門檻；工作一段時間之後，職場新鮮人紛紛思索自己真正想

走的道路，卻又擔心若想嘗試的道路與大學所學不符，容易慘遭滑鐵盧。以上這些現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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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似乎都是「大學念什麼重不重要」的回答，卻又無法完美地歸納出「是」或者「否」

這樣的單一結論。因此，很顯然地這些問題並非如此單純。 

近五年來，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一面倒地告訴社會新鮮人：大學念什麼不重要。這幾

乎成為某種顯學，如同社會正義、經濟轉型，在像我這樣 30 歲出頭的年紀，是個沒

人能反駁、理所當然的答案。是的，工作之後我們會發現，除了少數需要大學學歷或

相關學分才能應考的證照與相對應的職業，例如醫師、心理師與建築師等，絕大多數

的工作跟大學中傳授的課程相關性並不高。除了少數進入門檻高的職業外，多數職業

都不是只開放一扇窄門給本科系大學生。轉換跑道的確並不這麼困難，只是得花去更

多時間與精神。 

事實上也的確有許多能力出眾的人，近乎無痕無縫地轉換領域，例如我的管院同學們，

有人轉向法律發展、有人跑去當工程師，更有人在拍電影。這些往往是媒體最愛闡述

的生命故事：毅然決然放棄既有的平順道路，努力往自己的夢想前進，多麼讓人感動。

但這些激勵人心的故事並非社會常態，而是特例；反過來說，如果這類生命經驗稀鬆

平常，也就沒有任何吸引人的新聞亮點可言了。因此，「大學念什麼不重要」之所以

成為主流，一方面是基於科系與職業契合度其實並不高，另一方面則是大家總想抱持

著「只要有勇氣改變，生命總有不同可能性」的希望。 

然而，大學並非單純只是職業訓練所，大學教育具有更深層的意義。我一位大學同學

在畢業時說過一段相當深刻的話：「高三畢業的時候，同學之間的樣貌跟想法都沒有

太大差異，多數人也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適合什麼。考試篩選後，誰上什麼

學院科系可能只是相差一、兩分造成的結果。這一、兩分原本不具有什麼區辨性，但

是大學四年後，相同學院的人就會有相契的價值觀、相近的邏輯、相同的氣質。這時

候辦高中同學會，相同學院的人也會很自然地聚在一起，聊著彼此感興趣的話題。」 

這個現象有兩種可能的歷程：1.高中生基於各自不同的特質和興趣選擇了不同學院科

系，大學教育則強化了這些差異。2.高中生處在價值觀不穩定同時資訊又不充足的狀

態，選擇科系幾乎是跟著分數落點的隨機分配；因此，大學教育帶來的差異是一種學

生自我預言實現的結果。我相信兩種歷程必然同時存在，但真正完全清楚、甚至只是

粗略理解到自己想要什麼的高中生畢竟是少數，選科系更接近一種跟著入學考試分數

變化的結果。因此，後者可能比前者更貼近多數人的生命經驗。那麼，大學教育到底

如何把近乎一張白紙的高中畢業生形塑成某種樣子呢？ 

【未完待續】 

第 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