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學系



著重理論與實驗並重，以求實驗與理論互相印證，並

順應時代需求開授各重要之化學專業及應用相關課程。

學程規劃注重化學各領域的均衡發展，包含物理、有

機、分析、無機、生化、材料等化學之專業學科。藉

以開拓學生視野，使具備處理化學問題的綜合能力。

一、著重理論與實驗並重，以求實驗與理論互相印證，

並順應時代需要開授各重要之化學專業及應用相關課

程。

二、積極鼓勵大學部學生選修專題研究，參與實際研

究工作及早完成獨立自主的學習精神及研究能力，以

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三、成立跨領域研究群，加強系際、校際、或建教合

作之大型研究計畫。

四、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培育化學專才。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大一

微積分、普通化學、
普通物理、化學數學、
普通化學實驗、
普通物理實驗

無

大二
有機化學、物理化學、
有機化學實驗

表面分析與分子光譜

大三
無機化學、分析化學、
化學文獻、
物理化學實驗

專題研究、
液向層析質譜學、
雜環化學及其應用

大四
分析化學實驗、
書報討論

無機化學特論



申請入學
採計數學、英文、自然

分發入學
化學、物理、數甲、英文(學測)、國文(學測)

繁星推薦
國文、英文、數學A、自然



職涯講座
邀請成大化學系畢業的學長姐返回母系,分享未來化學人
在職位上的工作狀況,讓在學學生了解工作環境以及身為
大學生應具有之態度與學習觀念,以提高競爭力。

理院週
由理學院共同主辦的活動,會有教室與攤位,由化學系的
學生講授關於化學的實驗知識,也會由化學系的學生授課
教導民眾簡單的化學實驗,旨在推廣化學之有趣。



升學進修
攻讀研究所，進入實驗室做研究、跨領域的研

究所。

職場進修
考取公務人員、直接就業。



Q1：我不喜歡物理，來讀化學系就不用唸物理了嗎？

A1：這個是相當嚴重的錯誤喔，化學和物理在高中時

期具有相當大的差別，高中物理相當注重計算及理論

推演，高中化學則注重規則的推演及背誦，但到了大

學其實這兩個科目只差在「尺寸的不同」，物理是以

巨觀的方式研究出實驗現象的理論，而化學的奇妙變

化往往都不是肉眼所見，如果把兩個領域的觀察角度

都變成相同，會發現其實這兩個科目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不管對化學系還是物理系，兩個科目都是非常重

要的喔。

Q2：有什麼樣的特質或是專長的人適合讀化學系？

A2：對科學的好奇心、分析與邏輯思維能力、耐心與

細心、創新與想像力、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抗壓性

與韌性、對應用的興趣。



Q3：化學系跟化工系分別適合什麼樣的人？兩者課程

內容或畢業出路的差別為何？

A3：化學系與化工系的差別比較多在於化工系需要具

備較多物理與工程數學等知識，而化學系較多著重在

化學相關方面的知識深入。如果未來對實驗與研究有

較多興趣，則可能適合化學系；那如果對製程等比較

想了解，則可能比較適合化工系。

化學系研究領域很多: 生物化學、有機化學、無機化

學、物理化學等…畢業後出路也非常多，可以往食品

安全、化妝品、藥廠、科技業發展，當然也可以留在

學術界繼續研究，相較於化工系我們的選擇更多一些。



Q4:透過學習歷程,教授會比較想看到何種特質的學生?

教授會建議同學如何在課內外培養上述所需能力?

A4:統計15個科系共49位成大教授所填答的學習歷

回饋問卷,我們整理出教授最希望看到學生具備的能

力,其中有四項超過一半的教授填答,分別為「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能

力」、「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能力」、「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其中前三項更是有超過六成的教授填答,

另外「自我省思與克服挫折的能力」及「自我規劃與

學習能力」也是許多教授關注的重點,所以也建議大

家在製作學習歷程時可以留意這些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