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學系的學習內容或學習方法方面，最容易被高中生誤解之處？ 

1. 誤解：化學系只是在背誦化學反應與公式 

澄清：化學系強調理解與推理，學生需要透過數學、物理與實驗來探究

化學原理，而非單純記憶。例如，化學反應不僅是方程式的排列，而是

涉及熱力學、動力學等理論分析。 

2. 誤解：化學系的內容與高中化學相似，只是難度加深 

澄清：大學化學系的學習範圍更廣且更具理論深度，如量子化學、統計

熱力學、分子光譜學等，這些在高中課程中幾乎未涉及。此外，化學實

驗不再只是驗證課本內容，而是著重設計、分析與創新研究。 

3. 誤解：化學系只研究試管與化學反應，不涉及實用技術 

澄清：化學系研究不僅限於傳統的實驗室化學，還涉及材料科學、藥物

設計、環境化學、奈米科技等應用領域。例如，開發新能源電池、塑膠

回收技術、精準藥物合成等，皆是化學系的研究方向。 

4. 誤解：只要喜歡做實驗就適合讀化學系 

澄清：雖然實驗是化學學習的一部分，但化學系的學習還包括數學推

導、物理原理與理論模型，如量子力學應用於分子軌域分析。如果只喜

歡實驗，而不喜歡數理推理，可能會感到困難。 

5. 誤解：化學系畢業後只能當老師或研究員 

澄清：化學系畢業生的出路多元，包括製藥、材料、石化、食品、環

境、半導體等行業，亦可轉向法醫科學、智慧製造、科技管理等領域，

就業機會遠比想像豐富。 

總結來說，化學系不只是背誦與做實驗，而是理論與應用並重，涵蓋基礎科學

與跨領域技術，並為現代科技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