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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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策略：   

 

(一) 注意力策略 

   大多數的人都無法持續聚精會神二十分鐘以上。經常作短暫的休息，記憶效果

將更大。 

 

(二) 閱讀理解策略 

有效率的閱讀過程，會經歷五個步驟： 

1、「瀏覽與掃瞄」：整體性且不深入的看一遍，以了解這本書大概的內容。  

2、「質疑與提問」：把握閱讀資料的焦點精華，是讀者在閱讀時隨時要留意的，讀

者以一種質疑和提問題的方式，來簡化閱讀的資料，是相當重要的過濾。  

3、「精讀和摘記」：第一次是純粹的閱讀，獨字獨句的循序讀完，第二次則必須劃

記和摘記重點的方式，來突顯精要，簡化資料，最好能養成習慣，什麼顏色的筆，

代表什麼意義，什麼的記號，代表什麼特質，千萬不要只使用一種顏色的筆做記劃，

更不要一線畫到底，否則就等於白畫了，至於摘記重點可以利用書頁的空白處以小

字摘記，更可以使用卡片或專用筆記本，做比較完整的記錄。  

4、「記誦與回想」：回想可幫助、彌補記憶之不足，每當我們閱讀完一個章節或累

積相當的段落之後，你可以停下來閉上眼精，蓋上書本回想一下，剛剛我們讀了什

麼，有那些問題，該如何解答，經常重複回想的動作，可使記憶維持久遠，對日後

準備考試，必然會有很大的作用。  

5、「複習」：如果自覺有價值的書或者文章，同學要經常複習，這樣才能夠記得住，

真正獲得閱讀的益處，越是經常複習越是歷歷在目，點滴在心，輕鬆愉快。 

 

 

 



(三) 記憶策略 

1、 運用圖像、聯想(人、事、物、故事)等方式加強記憶 

因為圖像簡約，所以會比文字更有助於記憶，宜善加運用；而將資訊加以

整理，以人、事、物、故事等方式，使其組織化、具關聯性，以加強記憶。如

果能將學習內容與我們已知的東西連結起來，它就對我們產生某種意義，有助

於記憶。 

2、 有組織的資料容易記 

將所學的東西加以分門別類，非常有助於儲存、記憶，因為你不只是客觀

地閱讀資料，而是進一步積極主動加以處理，將有助於與相關資訊結合在一起。 

3、 多次廣泛的背誦、練習、閱讀 

當你看、聽、說、做某件事越多次，就越容易記住它，且熟能生巧。如果

你是聽覺型的學習者，多聽多說對你助益甚大。 

 

(四) 關鍵字 

要能抓住段落、內容中具有重要意義或傳達重要概念的字詞。 

 

(五) 重新詮釋 

你對自己習慣的表達和描述方式，比較容易接受。要了解別人所寫的字句，比

較困難。「人云亦云」不代表你真的了解其意義。但是用自己的話來「詮釋」你所

讀的東西，不但表示你已了解，而且你對主題的印象更加深刻而長久。下面一些方

法可以幫助你： 

1、「腦力激盪」找出重點： 

將湧上心頭的事情錄音下來、或寫下來，然後，很快地將本書翻閱一遍，

以喚起你的記憶和增加新的想法。記得，要用自己的話來表達。不要照著書本

念。你將會掌握一些要點。用對自己有意義的方法，將它們組織起來。 

2、摘要寫下讀過的課本內容： 

寫摘要很有用，它可以將你所學的知識濃縮成精隨。在摘要的過程中，你

必須決定哪些是特別重要的，從中你會更深入思考相關的問題，自然而然，你

對它的印象將更為深刻。 

資料來源：建國中學輔導室  作者：林益三老師 

生物資源學群包含了農藝、畜牧(動物科學)、園藝、獸醫、森林、漁業、食品



科學等學類，其中，農業相關科系由於發展教育較早，歷史悠久，可謂是百年

老店，過去為臺灣培育不少農業人才，而如今更結合生物科技與環境資源技術

等課程，也有著不一樣的未來。食品與動物科學系則因近年食安風暴不斷，重

創臺灣食品工業與餐飲業，卻也讓產業更加重視食安加工處理與檢測，致使食

品相關科系人才需求逆勢成長。 

動物科學系 
科系介紹 

動物科學系主要應用領域為動物營養、生理、遺傳育種、動物科技、經濟動

物生產與資源管理的實務操作，以及畜產品加工知識和實用技能，訓練學生

具備動物產業經營管理、加工製造與品管、汙染防治及休閒畜牧等專業能

力，成為具備實用技術及理論基礎的畜牧人才。 

隨著產業發展與升級，注重畜牧生產環境、提升畜產品品質並兼顧生態與環

保的經營模式，皆為未來產業發展的趨勢。而飼料廠、畜牧場、藥廠、畜產

品加工廠、動物醫院及屠宰場等相關技術與管理人員，皆須要動物畜產相關

學系的人才投入。 

核心課程 動物生殖學、解剖學、遺傳學、營養學、生物化學、肉品學、乳品學等。 

食品科學系 
科系介紹 

食品科學是以科學知識為基底，將工業技術應用在各式各樣農產品原料的加

工，而能經濟有效率地產製品質穩定且安全無虞優良食品的學科。 

課程設計在原有食品科學的基礎上，添加生物技術元素，用以創新食品素材

來滿足消費者的期待與想像，並開發更便捷有效的檢測方法以維護食品安

全。 

除了有系統地教導各種來自生物、化學、物理等方面易使食品劣化的因子

外，更介紹能有效降低危害風險的加工及管理方法。同學除了必須熟知生產

製造所需的知識與技術外，也被要求修習相關的法規及管理，才能與社會現

狀與產業實務接軌。 

核心課程 食品科學概論、生物化學、食品加工、微生物學、食品化學、營養學等。 

農藝學系 科系介紹 

農藝學系的發展除了配合國家農業政策的調整與產業升級的走向外，也力求

與產業需求脈動結合。我國加入 WTO 後，為了抵抗外國農產品強勢競爭的

衝擊，在農園藝作物生產上該如何降低生產成本，如何提高產品品質，走向

精緻農業化生產，以增加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皆是農藝相關科系系畢業生

積極努力的方向。 

科技農業雖為趨勢，但流汗撒種仍為亙古不變的道理，故農藝相關科系的學

生必須在實作中培養實務能力及吃苦耐勞的精神。 



農藝相關科系畢業學生出路廣闊，涵蓋了產、官、學各界。除了可以在農業

相關公務機關服務外，也能在農園藝作物栽培、花藝設計、菌種培養技術員

、有機農業、景觀造園工程及生物技術等產業界發展，甚至能成為經營十分

出色的創業者。 

核心課程 有機化學、作物育種學、植物生理學、遺傳學、土壤學、病蟲防治等。 

園藝學系 
科系介紹 

園藝學系為應用科學，其領域範圍與產業、人類生命及生活關係極為密切，

園藝相關科系學生主要學習植物學和園藝學的基本理論和知識，更要具備園

藝植物栽培、生產、管理技術開發、推廣及園藝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基本能

力。適合對自然科學領域、精緻農業生產及應用或景觀規劃設計有興趣的同

學選讀。 

核心課程 植物學、花卉學、果樹學、蔬菜學、造園學、生物化學、園產品處理等。 

獸醫學系 
科系介紹 

國際獸醫教育多為六年制，目前國內獸醫教育為五年制，國內有獸醫教育的

四所大學擬將於 107 學年度實施六年制與國際接軌，並強化臨床實習及分科

訓練。 

有志從事獸醫領域工作的同學們，應先在關懷生命的基礎點上出發，著力耕

耘於基礎獸醫學的相關專業知識、臨床獸醫師各種動物基礎醫療及診斷技

能、基礎動物醫療研究分析，並強化經濟與商務管理、國內與國際獸醫法規、

動物衛生管理與營養、公共衛生、食品安全與衛生、職業法律意識與道應與

醫護語言溝通能力培養，才能成為具有基礎動物醫療知識與技術的獸醫人

才，以因應業界、雇主與客戶的需求與期待。 

核心課程 獸醫生理學、解剖學、生物化學、寄生蟲學、細菌學、獸醫病理學等。 

森林學系 

科系介紹 

森林學涵蓋的範疇廣泛，包括環境保全、生態保育、休閒遊憩等領域，同時

也涵蓋林木生產的部分。森林學系的學生除了具備森林學的理論基礎外，也

著重應用的層面，包括森林培育、林木遺傳育種改良、森林資源調查技術、

林產品的開發與利用，綜合相關知識與技能，才能有效經營管理森林資源，

成為高級森林技術專業人才。 

核心課程 
林業概論、植物學、動物學、森林土壤學、森林水文學、育林學、森林生態

學、微生物學、環境工程學、水土保持學。 

海洋資源學系 科系介紹 

水產養殖是一個快速成長以及極具發展潛力的產業，而且不像畜牧產業受到

陸地面積的限制，亦是個三度空間的有效利用。一般人都說，魚從海裡抓就

好了，但現今魚越抓越小，代表著漁業資源耗盡的警訊，雖然水產養殖也需



要利用海洋資源中的魚類資源做為養殖物種的食物來源，但為了永續利用與

發展，管理國家海洋資源的政策亦相對重要，因此漁業管理與海洋事務相關

科系亦相對重要。 

核心課程 
水產概論、生物學、魚類學、水質學、養殖學、生態學、遺傳育種學、水族

病理學、營養與飼料學等。 

畢業出路 

食品研發人員、病理藥理研究人員、生物科技研發人員、生物學專業與研究人員、實

驗／化驗人員、獸醫／獸醫佐、休閒娛樂事業從業人員、花藝／園藝人員、農藝栽培

專業人員、農藝／畜產研究人員、養殖／畜牧專業人員、動物飼育專業人員、公家機

關相關人員等。 

生物資源學群原名農林漁牧學群，主要研究農林漁牧產業相關知識與技術，後因應生物科技與環

境資源應用之領域崛起，便結合成為現在的生物資源學群。隨著環境與糧食危機議題的熱潮，「永續生

產」成為目前科學研究的一大主題，而生物資源學群所學便是透過整合原有農漁業生產技術及生物技

術，讓人們盡可能在不破壞自然生態下，維持良好的生產品質，例如研究抗旱的作物、基因工程等。 

另外，隨著人們越來越講究健康、養生，生物資源相關產業也朝這方向前進，除了人盡皆知的有

機耕作栽培外，還有像是無毒耕作、食安檢測、營養作物育種、各種健康食品研發生產等等，都需要

生物資源方面的人才投入，因此，現在的生物資源學群已不像以往人們認為的老往田裡、山裡跑的科

系，現在反而更常待的是實驗室，他們透過科學化研究讓人們可以吃得更好、更健康。 
參考資料來源：1111大學網、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大學問、漫步在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