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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18 發行 

輔導室活動訊息 
� 同儕輔導同儕輔導同儕輔導同儕輔導----高一學生招募活動高一學生招募活動高一學生招募活動高一學生招募活動    

高二同儕輔導員-「微笑天使」共 14 位，可協助、陪伴學弟妹面對學業及生活上

的困難。有意願報名的高一同學，請於 10/2510/2510/2510/25（五）放學前（五）放學前（五）放學前（五）放學前填妥申請表繳交回輔導

室韻蓉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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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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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23（三） 

12:10~13:00 五樓演講廳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部 

102.10.24（四）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102.10.28（一）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102.10.30（三） 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 

 

� 同儕輔導員同儕輔導員同儕輔導員同儕輔導員-學習方法講座學習方法講座學習方法講座學習方法講座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講座主題講座主題講座主題講座主題    

102.10.18（五） 

12:10~13:00 團體諮商室 

國文科學習方法 

102.10.21（一） 英文科學習方法 

102.10.22（二） 物理科、化學科學習方法 

102.10.23（三） 數學科學習方法 

102.10.24（四） 歷史科、地理科學習方法 

102.10.25（五） 讀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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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資料來源：商業周刊 2013.8.13 

撰文者 Sean Huang    

首先，所有學院及科系都有其對世界的假設、核心的價值觀以及訴求的目標。例如醫
學系可能極其強調精準確實的執行能力，但又要能隨時承受
高度不確定性；理工學院雖然都強調嚴謹的假設與細膩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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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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過程，但理學院更偏向理論、工學院則偏向應用；社會科學院可能強調各種現象之
間的關係，並試圖建立理論或模型解釋之，甚至主動的控制現象；管理學院則強調現
象的難以預測性，更重視如何安妥地適應環境。各學院，甚至各科系中的所有課程設
計必須緊扣某種一致性極高的邏輯安排，在每周平均 20 學分，又有 4、5 位教授不斷
傳道授業、潛移默化的情況下，要不沾染上各學系的色彩，反而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其次，即使你再怎麼打混、再怎麼翹課，使得教授與課程設計都無法發揮作用，但同
儕們帶來的影響也不容小覷。我們模仿同儕的行為，同時也複製同儕的外貌──而這些
外表上的特質，也往往與各科系相對應的價值觀相契合。於是乎，經常跑研究室的理
學院學生往往不修邊幅，想找份好工作的商學院學生則相對重視穿著。此外，當同學
們都汲汲營營於準備國考、參與社運、進入實驗室或者寫履歷找實習的時候，又有幾
人能不隨波逐流？即使稍有懷疑，很快地也能適應這一切。起初是從眾(conformity)，
爾後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兩個效應反覆強化安全感、自尊與價值觀，這條道
路似乎也就越走越理所當然。 

最後，則是社會期待。除了教授與同學這些相同領域的前輩與同儕之外，家人、朋友
以及所有可能產生影響的其他毫不相關的人，也會對學生產生影響。我們可能會在身
體不舒服的時候找醫學系的學生給點意見、可能會找設計系的學生幫自己挑選部落格
的配色、可能會希望金融系的學生告訴自己如何投資──我們會期待這些學生，擁有與
其科系相對應的職業職能，即使他們可能也只修過幾門課。相對的，我們似乎也不是
那麼能接受一個完全不看電影的電影系學生、一個討厭動物的獸醫系學生、一個不讀
文學作品的中文系學生。我們期待這些學生「必須」擁有某些能力或者特質，不具有
這些能力或者特質的學生將會承受一定程度的社會壓力。 

教育的本質是「改變」，不論是從無到有或者從普通到卓越，人一旦進入某種教育體
系就必然會有所改變。如果把大學當作是職業訓練所，那麼大學念什麼的確並不重要，
熱情加上努力可以讓人往自己想發展的方向擢升。但大學同時也是造就價值觀與邏輯
的知識殿堂，其影響太過深厚幽微，以至於多數人身在其中卻未能察覺其影響──而這
種影響往往非常驚人。換言之，對於少數真正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而言，大學念什麼
的確不重要；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大學念什麼，比我們想像中來得重要太多。 

一個人的價值觀與思想模式經過大學四年揉塑定型之後，未來就很難再有大幅度的轉
變。即使我們未來認為我們選擇了「自己想走的路」，但那最深層的「自我」真的是
最初沒有受到大學教育的「自我」嗎？當然不可能。我們自然也無須執著於此，因為
每一段生命經驗都對自我產生影響，自我(ego)就是原始的本我(id)與各種重要生命經
驗交互作用後的結果。即使你念了法學院最終卻投向攝影懷抱，靈魂中總會有個法律
人在各種情境下影響你的決策，甚至是攝影風格──你可能把法學的嚴謹邏輯、明確結
構變成一種藝術的靈感與能量。所有我看過的轉換跑道的人都大抵如此。如果你有心
轉換跑道，請把過去累積的能量轉化成新的動力，別跟自我對抗。 

因此，當你下次讀到任何企圖想告訴你「大學念什麼不重要」的文章而感到心情愉悅
時，可能得仔細思考這樣的說法到底是言之有物，或者只是單純的安慰劑。誰說大學
念什麼不重要？【全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