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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育普及的國家，如美國國內，各大學都設立五花八門的科系，提供學生眼花撩亂的專業

課程。大學新鮮人常常在決定科系入學開課之後，才了解自己根本沒興趣，這也就是為什麼全美的

大學畢業生，會有高達37%曾經轉系，改弦易轍變換主修。   

心理諮商專家就指出，有多少只有十七歲的大孩子，能夠決定的了自己未來的職志呢？  

 但是現在大學校園內，卻不斷的增加各種科系，課程也相形越顯專精，輿論上指出這種現象背

後的因素可能是校內某些教授專門研究的成果，或者是只是為了譁眾取寵引起學生注意，才開出這

些特殊的科系。  

 隨著刑事偵探片在美國的流行，不少大學生都嚮往從事法醫或是聯邦探員的工作，但是在大學

教育中如果是主修強調基礎教育的化學系，就很有可能進入法醫學研究所，並不需要在大學部開設

一個強調專業的法醫系；同樣的，FBI想要招募智慧有勇的探員，經常是招募會計或是外語系的畢

業生，而不是犯罪學系畢業生。  

 基礎學科的教育應該才是大學教育的核心目的。雖然不能斷言精通數學的人，未來在商業界一

定有發展，但是在大學主修數學的學生，進入商學院研究所的機會總是比較大。對於專精科目的研

讀，專家們還是建議到研究所中學習。   

長春藤八大名校當中，只有賓州大學在大學部開設商學士的科系，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長春藤

各校的商學研究所培養出來的MBA畢業生，都是受人矚目的業界精英。   

在大學教育中回歸基礎教育，而不是將時間專注在某些過於專門的學科，畢竟那應該是研究所

教育中才該學的。（2003.11.13/《USA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