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m  陳秋媛) for 102 年校慶返校系友給系上的課程方面的建議 

 

（莊弘祥‐‐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關於「普通物理」：即使普物移到大二再修，也無法完全解決應數系學生在學習

普物上的問題，因為，不只是要用到的一些微積分觀念還未教，其實更深層的問

題是，數學系的思考模式與物理系的思考模式有很大的不同！對物理系來說，只

要差不多就可以開始計算了，不需要那麼精確；但是數學系就不是如此。因此，

就算是把普物移到大二再修，也無法完全解決應數系學生在學習普物上的問題。 

 

（郭家展、張忠德等人）（莊弘祥‐‐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應數系的學生比其他系的學生更需要有「生涯規劃」，需要請系友回來講，因為

應數系的未來發展有千千百百種，數學的應用方向也有太多的可能，系上應該鼓

勵學生在大一大二的時候去修一些其他系所開在大一大二的導論性課程，了解其

他領域在做些什麼，或是利用「主題式數學建模與計算」這樣的課程來讓學生了

解數學的應用，建議這門課淺顯一些，不要教的太深。 

 

（莊弘祥‐‐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離散數學」目前排在大三其實應該再早一點修。 

不支持「計算數學軟體實作」與「計概」合併為一門課。 

 

（林義貴‐‐臺科大特聘教授） 

目前應數系的「統計」其實是數理統計，可以考慮增加工程統計及管理統計之內

容。 

 

（??） 

系上的課程設計不需要太就業導向，重點應在於「將學生的邏輯觀念訓練好，把

基礎加強」。 

至於「是否允許系上學生在完成某系之輔系課程後，允許系上的某一兩門必修課

可以不必完成」？全體系友均不贊成。大家的想法是：必修就是必修一定要修，

否則就不要列入必修。 

 

（羅元勳） 

秋媛老師您好: 

我是貓頭，很高興昨天能有機會回到系上走走，也感謝老師您這麼用心地舉辦這

個座談會。因為我不是在業界工作的系友，昨天這場合似乎不好發言，所以特別

寄信給您，我以畢業學長及初入學術界的角度來看待這件事，希望能有所幫助。 

1.  數論、幾何學應該排進必修，而數論最好是排在大一。 

 



2.  總覺得離散數學應該要排在機率、統計之前，因為古典機率用到大量的組合

數學。 

3.   不需要為了迎合就業取向而更改數學素養的養成。 

  我們終究還是「(應用)  數學系」，並不是數學相關的「職業訓練所」，我們

期望的應該是大學部學生所學到的數學能對未來的工作有幫助。然而這非易事，

一來畢業生的工作領域很廣  (科技、金融、學術等)，無法全盤考量，二來是數學

系的各門學問環環相扣，少了哪一門都覺得可惜。以此為前提下，我認為系上有

責任及義務讓系上學生具備  "  一個數學系學生所該擁有的專業知識"，大可不必

像其它純數學系教得那麼深，但至少要知道各學門的基礎，總不能畢業了還不曉

得複變或幾何是什麼東西；再來是提供各學門的實際應用，例如(常/偏)微分方程

在力學上的應用、線代、組合學在資訊上的應用。而像集合論或代數之類的抽像

科目，則可以說他們對其它科目有所貢獻，例如高微及密碼學。 

  把大學生該學的科目當點，若科目 A 是科目 B 的基礎，則連一條邊，之後

再將一些科目連到有關聯的產業，如此可以畫出一個有向圖。每個大學部學生心

中應該要有這個圖，而每個授課教授也要適時地提醒目前所教的東西對於哪科目

或產業有應用，以及如何應用，如此學生才不會懷疑自己所學的到底有沒有用，

也不會因見樹不見林而陷在某些科目中。今天我嘗試想畫出這個圖，但才疏學淺，

所以作罷。我想集合系上老師之力一定做得到！另外昨天老師您說要增加實作的

經驗，我也認為是個很棒的方式，這也是我們與傳統數學系的差別之一。 

  總之，我覺得不該失去身為「數學系」的初衷，昨天其它學長姊也提到，數

學系學生的優點在於邏輯能力強，真正踏入業界需要的工具還是得重新學習。公

司會給職前訓練，但邏輯能力可是無法速成的。 

祝 好 

元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