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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師對談

採訪黃龍池老師

當打好基礎不要侷限⾃⼰


採訪這天，我們與黃教授約在他的辦公室。進入辦公室後，映入眼簾的是桌⾯上幾盞⽩瓷茶杯，辦

公桌後滿書的書櫃旁有著醒⽬的幾把⼸，還有教授平常最常穿戴的形象配備：⼀頂漁夫帽和傘。教

授本⼈就像⼀位修養豐富的爺爺，思想非常開放，也⿎勵我們多出外闖闖。


教授說⼤學年青時代應當打好專業與應⽤基礎並培養課外興趣。聊天的過程中，我們得知教授課餘

喜歡從事劍道、茶道、登⼭、射藝、登百岳，還有攝影等等，現在也是學校登⼭社的指導老師。在

我們問到這些興趣是否是⼤學社團才開始培養時，教授說並不是，像茶道與爬⼭都是⼩時候就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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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的活動。但他的確在⼤學時期參加過九個社團，因此非常⿎勵我們參加社團和多修⼀些外系的

課。「可以修其他系的課，那就變成輔系，多學其他可應⽤的課程」、「把握原則就是⼤⼤的學」

教授如此建議。


勇於拓寬視野以利前進國際


放開視野，學習更多知識，除了厚實科學基礎，並增加⾃⼰的技能及應⽤領域，教授進⽽延伸談到

研究所繼續學習的⽅向：「可以跨基礎醫學的，比如說跨藥理研究所，或者是⽣化研究所也很好，

不必侷限在⼀般的化學研究所，我也有⿎勵導⽣去讀企業經濟研究所的例⼦，我會認為應該為⾃⼰

開放更多路。」教授認為我們可以朝更多⽅⾯去發展，尤其⼤學的化學系還是非常基礎的知識，到

了研究所可以拓展更多⾃⼰想發展的領域，培養更專精的知識技能。


「有機會要多出國看看，替⾃⼰拓廣視野，也會有更多不⼀樣的想法。」、「多⽅⾯發展，不要被

化學這個名詞綁死。」怎麼替⾃⼰增加競爭⼒？教授認為，我們不該被「化學」這個科系給侷限，

⽽是可以選修其他學系的應⽤課程、或校辦理的各種學程、也可就讀醫藥企業經濟學研究所，或是

讀研究所時選有辦理教育學程的學校等，來增強⾃⼰的拓展與勇於進軍國際的能⼒，畢竟國內市場

有限，化學的⼈才已經太多了，若能具備多種跨領域能⼒才會更有競爭⼒，也更能應對未來發展的

各種局勢。


醫學⼤學裏化學系的出路


「畢業後的就業不要被限制在傳統化學領域，⼀般化學系的化學⼈才都很厲害，競爭⼒也很強，⽽

你們多增加了在醫學⼤學裏醫藥⽣技領域的應⽤化學。」相較於⼀般的化學系，教授認為我們有更

多更廣的發展領域，像是多了醫藥⽣技這⽅⾯的路可以走，但也不⼀定要侷限在內。教授並與我們

分享他曾經的導⽣們現在從事的職業，「真的，化學系的出路很廣。我們畢業⽣的就業除了傳統化

學產業外，有在電⼦公司、酒廠、造紙廠服務的，有補教界老師、也有⾃⼰開補習班的，當⾼中、

國中老師，也有在藥廠當業務員、藥廠研究分析或製程部⾨的，經營⽣科產品代理商，開電腦資訊

業務公司，還有去當公務⼈員的，真是多采多姿。」除了可能從事的相關職業，教授也分享了這些

⼯作的先備技能或各種技職證照與公技職考的相關資訊。並且也建議我們去考試院、經濟部、科技

部的網站查詢跟化學相關的訊息，「你們⼀年級更應該提早去找這些資訊，早點了解什麼是現在需

要的趨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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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榮耀⾃⼰來建立


「站在巨⼈的肩膀上，看得更遠更廣。系上過去幾⼗年很流⾏這句話，但看得更遠走不到沒有⽤，

讓⾃⼰走得到才有⽤。」教授提醒我們，不僅要有想法，還需要付諸實⾏。


「提前想好，倘若喜歡藥學就好好努⼒看可不可以轉系，喜歡醫學就拚看看能不能考個學⼠後醫，

提早想好想做什麼，穩健的朝⽬標前進。」黃教授拿過績優導師獎，帶過許多學⽣，也知道我們對

未來的出路非常迷茫，甚⾄有的想轉換跑道。重點是要找到⾃⼰真正喜歡的⽅向！並提早做好規

劃，知道⾃⼰想做什麼就去嘗試，不論何時，系上的師長都可以給予相關的幫助。


⼤學的師徒制與進入實驗室


當我們問到⼯作環境與教書環境的差別，教授說：「以前都以校為家，睡在實驗室的都有，跟⼤學

⽣像兄弟，亦師亦友。醫學⼤學師徒制很重要，系上進入研究室也是師徒制，這樣很好。」但教授

也表明不⼤⿎勵我們過早進入實驗室的現況，「⼤⼀⼤⼆甚⾄到⼤三都還在教化學系的基礎知識，

⽤⾜夠時間著實地養成科學研究基礎是重要的，基本都還沒學好進入實驗室幹嘛？與其浪費這些時

間，我還是⿎勵你們多修⼀些外系不同領域的課。」


原來以前的制度是在⼤⼆才學完基本知識，因此教授才不建議我們趕著進去實驗室，⽽是將所有基

礎都學完再進實驗室，也才能更了解⾃⼰的所學與喜好。教授認為，太早進入實驗室，只是當⼈

⼒，並不能真正學到東⻄，因為做、問、學都各有深淺程度的。⽽現在的制度改為⼤⼆上學完基本

知識，在⼤⼆下就能夠進入實驗室，這樣求速之下學⽣的時間分配與學習管理成熟嗎。能掌握⾃⼰

所學，明⽩⾃⼰所做，了解⾃⼰所要的，務實的學習與教導才是最重要的。


與國外交流


「研究所去國外讀怎麼樣？也是分成好幾種⽬的，家裡有錢就出去，因為你視野會很廣，求職求才

可以很多樣。」教授指著牆上的⼀張海報，那是他上過課的⼀群外籍留學⽣送給他的感謝卡，「不

只這些⼈來學習交流，你們也應該多出去看看，不然與這些外籍⽣交流也是好的。」如果經濟條件

允許，教授也⿎勵我們往國外發展，有了更寬廣的視野，讓求職求才都能夠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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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與其他師⽣們的美好回憶


在訪談的過程中，教授不免回憶幾⼗年前，系上

還有辦許多活動來讓老師們和同學參加，彼此互

有往來，相處得也更加開⼼，進⽽培養師⽣之間

深厚的感情。「⼈與⼈之間的關係是很難得的，

若是有更多互動，那⼤家會更熱絡。」但隨著時

間過去，活動越來越少，間接拉遠了老師們以及

師⽣間的親密關係，教授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採訪⼼得


黃龍池教授是個健談風趣的老師，對於我們拋出來的問題極為認真地答覆，也給予許多寶貴的建

議，像是關於未來的⽬標，或是我們可以考慮發展的⽅向，他不僅相當⿎勵，並且很樂意提供幫

助。整個採訪過程的氣氛很好，尤其教授分享⼀些故事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難等等，進⽽讓我們對未

來更有⽅向感，也更了解該如何去進⾏規劃與發展。非常開⼼能有這次的採訪機會，讓我們因此聆

聽到更多難能可貴的經驗，因⽽對未來不再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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