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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和家同學們：面對眾多的大學科系，我們該如何選擇呢？這裡有詳細的介紹喔！ 

聯絡人: 輔導室陳韻如老師 05-6330181#128                                總編輯：王彥鈞老師 

 

自我探索：   善用大腦本能的學習策略 

後天的教育與教養，最重要的功用，就在於為孩子的大腦鍛鍊出好的神經連結，以幫助他面對

人生的種種需求與挑戰，並發揮生命最大的潛能。 

綜合目前的大腦發現與專家建議，提供以下四大學習策略參考。 

 

策略一：多讀、多談、多探索，豐富大腦背景知識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指出，神經元之間的連結可以透過已知的連結繼續擴

充，且一旦連結起來，就不需再借助原來的神經元便可自行連接。例如，曾經看過蒙娜麗莎圖

像，即使模糊程度九○％，仍可立即辨認。這說明了背景知識愈廣，愈有助資訊的吸收。 

要擴充背景知識，多閱讀是最好的管道之一。因為閱讀是主動獲取訊息的歷程，閱讀時可以活

化腦部許多區的神經迴路，大量的閱讀自然會形成豐富的背景知識。 

 

策略二：提供情緒和意義的連結 

洪蘭指出，實驗發現人在學習完三十分鐘之後會忘記所學的九○％，要加強學習效果，就要增

加情緒，因為情緒是提取記憶最有力的線索。 

正向情緒的連結通常最能幫助學習。腦神經內科醫師劉秀枝舉例，孩子考試前，與其給他很大

壓力，不如鼓勵孩子自己去想像，考好之後的愉快心情與成就感，這種快樂的情緒反而有助提

升複習的效果。 

 

策略三：適度的重複、練習、書寫，有助記憶、理解 

記憶在學習一開始可能是很不穩定的，但是固定間隔的重複溫習可以使記憶固定。所以，假如

你只有一星期的時間可以準備期末考，只有讀這主題十次的時間，建議你一個星期中不同的時

間重複看這個主題，而不是一次把這主題看十遍。也就是，假如你要記住一份資料，三不五時

把這資料拿起來看一下，同時做些思考，這樣效果會很好。 

 



策略四：給適度的壓力、挑戰，引發內在動機 

現在的教育主張，一派強調快樂學習，一派則強調嚴格操練，反覆練習，台大心理系副教授連

韻文認為，這兩派其實都只各對了一半。 

「真正的快樂來自挑戰，沒有鍛鍊與挑戰，那種快樂也是膚淺的。但如果鍛鍊不當，也只會增

加小孩的焦慮，當然也不會有快樂，」台大心理系副教授連韻文說。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善用大腦本能的學習策略。作者：許芳菊 

財經學群主要有財務金融學系、會計學系、經濟學系、國際貿易學系、風險管

理與保險學系、財政與稅務學系等所組成的，此學群特別重視國際市場的認識

與數理能力的培養，包括商學各個相關專業科系所需的理論及應用的能力。 

財務金融學系 

科系介紹 

財務金融學類學生除了財金專業知識，更需培養跨領域專長，特別是資訊能

力、大數據分析能力，成為擁有整合能力的多元人才。 

國內產業瞬息萬變，數位金融、智慧金融的浪潮襲捲而來，金融產業對跨領

域菁英求才若渴，加上巨量資料的運用，使得數位金融與大數據分析成為核

心競爭能力。 

核心課程 
財務管理、統計學、貨幣銀行學、經濟學、保險學、投資學、期貨與選擇權

等。 

會計學系 
科系介紹 

會計是企業管理的工具，它不是熱門時尚的專業，而是可以長期耕耘的領

域，想成為稱職會計人才，除了專業會計訓練外，還需具備電腦、語言等跨

領域能力。 

會計系畢業後的出路，除了考取國家證照成為專業會計師，更多同學將到企

業擔任會計及財務管理工作。這個領域看似扮演靜態的後勤幕僚任務，實際

上卻要隨時掌握產業及各種專業的脈動。 

核心課程 中級會計學、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學、高級會計學、稅務法規、商事法等。 

經濟學系 

科系介紹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活動的一門社會科學，它可以拿來解釋經濟行為、甚

至是預測人類行為！小從消費交易，大到公部門決定國家政策，所有訓練有

素的經濟學家都能透過分析及推理解決所有問題，進而產生社會影響力，主

導國家未來發展。 

核心課程 
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統計學、微積分、公共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商

事法等。 

國際貿易學系 科系介紹 國企學類課程主要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是檢視內外部環境並能迅速做出決



策的能力。國企學系與企業管理系、管理科學系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後兩者

強調企業內部的管理能力，而國企則內外並重，尤其是企業外部環境的分析

與擬定策略。 

核心課程 
國貿理論與政策、國際金融、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國際經貿法、經貿

英文等。 

風險管理與 

保險學系 

科系介紹 

保險的專業訓練中，學生除了需理解業界重視的道德操守外，專業上要學會

風險管理、分析保險商品與理財規劃能力，最好還能兼具跨領域專長。 

保險是跨領域行業。雖然壽險或汽車險的核保與理賠工作通常會由保險科系

出身者來處理，但產險公司的意外險部門則需要念化工、建築或土木的人

才。至於商品設計部門，精算師絕對是要角。因此，建議除在風險管理學系

所接受專業訓練，最好還能兼具跨領域專長。此外，從事保險工作常需與人

打交道，溝通能力很重要。 

核心課程 
保險學、風險管理、統計學、人壽保險、財產保險、保險法、壽險與產險數

學等。 

財政與 

稅務學系 

科系介紹 

財政與其它財經科系基礎訓練大致相同，最大不同就在前者為「公」求財，

後者為「私」求財。 

念財政要學習懂得為公努力，明白自己扮演的角色，因為財政賣的是租稅公

平，賣的是理念。為政府賺錢，利益分配是全民，透過稅來重新分配資源，

並關心弱勢族群的需求，實現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分享對象、範圍是全民，

與企業追求股東和員工最大利益截然不同。 

核心課程 
財政學、租稅法、中級會計學、稅務法規概要、貨幣銀行學、經濟學、所得

稅理論與制度、租稅申報實務等。 

畢業出路 

專案管理師、金融研究人員、金融營業人員、銀行辦事人員、投資理財人員、統計精

算人員、理賠人員、財務分析人員、財務人員、會計／出納／記帳人員、會計師、稽

核人員 、主辦會計人員、財務分析人員、稅務人員、國貿人員、保稅人員、國內業務

人員 等 

由於金融產業發展成熟，財經學群畢業後起薪和就業率都很不錯，長年以來皆是就業市場的熱門科

系，不過，自從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重挫全球金融市場，財經學群新生人數便開始逐年下滑，再加

上觀光休閒與設計相關科系紛紛成立，也排擠到原先選填財經學群的新生。  

儘管如此，財經學群的實務教學仍備受肯定，且正因金融海嘯的發生，也讓產業及學界去商討如何

改善體質，增加創新的能力。經過幾年的調整期後，體質改善，景氣也漸漸復甦，政府也對金融市場法



規鬆綁，有著更大的彈性，形成一股新的契機。  

後金融海嘯時代，學校教學越來越實務化，也加強了學生未來在企業的就業能力。不過，學生們仍

是要多吸收跨領域的知識，並且加強外語能力，才能在全球化且越來越多變的世界中，站穩腳步持續向

前邁進。 

參考資料來源：1111大學網、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親子天下、大學問、漫步在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