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著助教認真授課時的樣子，還有對於物理的駕輕就熟，令人對於

他的求學歷程感到好奇，大學是否不同於其他人到處玩樂，而選擇閉門苦

讀。「基本上我的大學碩士大概切成 3 個 8 小時，8 小時念書，8 小時睡

覺，另外 8 小時就是在打球跟打工。我喜歡打網球，我以前沒事的時候就

都在球場一直打網球，那打工的話，打工比較少，都是做校內那種工讀，

所以沒有占我很多時間。」 

 

 

「我之前是在竹科當工程師，因為我家住台中，所以我就回來台中

找工作，那時候剛好看到逢甲有一個這樣的職缺，然後當工程師也當的蠻

久了，就覺得如果有機會來教書，我覺得這好像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所

以我就來了，於是乎便換了跑道，可是我還是很喜歡工程師的工作。」 

工程師給人的印象就是很辛苦，而謝老師之前是研發工程師，剛開

始的時候因為對於環境的不熟悉，她的生活型態幾乎是熬夜成便飯 ，弄

一個東西常常需要加班到一兩點，等到隔天早上還必須跟老闆報告，八點

半要開會，而開會也得提早去準備，那個時候常五點多就要起床，而工作

是採責任制，因此每人都必須將自己分內工作做完，因此工作不但要前一

晚做完再回家，隔一天因為要交報告還要早點起床，導致睡眠不足。可是

工作上的一些處理方式其實是可以熟能生巧的，越到後來完成時間是會被

縮短的，只是剛開始的時候真的很累，不過相對其他職業來說好處就是錢

多。 



 

但工程師的工作也不完全是那樣，有一些是在產業線上擔任工程師，而產

線是二十四小時在運作，在排班上會是三班制，八小時交接一次，那種工

作就可以準時下班，不過壞處就是一直在無塵室裏面，必須一直穿著無塵

衣，然後每天重複著一樣的模式運作。可是謝老師不喜歡裡面的工作環

境，所以選擇在無塵室外的職位，但你要隨時幫忙解決問題，產線如果有

問題，就是找外面的人去 DEBUG，在外面的人要負責找出問題，裡面的



 

人去把東西修復好，產線才可以順利地運作，工程師大概是照這樣分工，

而有不同的形態。 

來這裡教書的壓力當然比當工程師的壓力小很多，原本負責把產線

弄好現在只是轉換變成負責你們的課業學習而已，不過教學跟在業界相比

之下還是是不一樣的，現實方面當然就是薪水相對少很多。 

 

 

說到理科，大部分人常因刻板印象而將此領域和男性做連結，因此

女性在此方便會不會比較吃虧？「其實在職場上因性別受到歧視，這問題

一定會有，對待男女本來就是會有差別。主要是在於我們身處的環境跟產

業，如果是傳統產業，像是機械的那種工廠的話，因為裡面主管級以上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年紀比較大的男性，所以以他們從前存留下來的觀念來

看，他們勢必對女生的第一印象會覺得比較輕視、瞧不起。但在科技產

業，則相差不大，雖然還是會遇到對待男女不平等的老闆，但就於傳統產

業來說相對較少。而歧視的方式就是會在言語上帶點諷刺、融入看不起的

意味，讓人能很明顯感受到，所以我覺得性別歧視在這個職場上還是存在

的。」 

「當助教的話就明顯沒這問題，目前遇到的歧視，通常是因為上司對下屬

的關係，但其實助教就沒有比較直接的部屬關係。」 

 

 



 

如果給你重新選擇的機會，還會選擇傾向研究領域或教書嗎？

「會，其實我還蠻有興趣的，雖然我是因為成績，而選擇目前領域，可是

我還是對於物理挺感興趣的。可是，如果說要整個重來，我也覺得應該有

更好的工作，例如我有朋友在做藥師，感覺好像很棒，不過我並不排斥停

留在目前的狀態，可是如果說真的要回到很從前，我可能會選擇他們那類

型的工作。其實，我很羨慕他們的工作，因為他們的工作沒有甚麼年限，

可是如果是我們這種行業，在業界大概四、五十歲，如果沒有爬上去，就

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我們雖然賺錢很快，可是我們賺的時間不久，藥師工

作以長遠來看好像還不錯，老了也可以開藥局，診所又很多，工作機會相

對較多，而且他們的薪水是跟經歷成正比，越老越值錢。」 

 

 

我們常好奇，老師在講台上順暢流利的為大家講解，是一開始教書

就這麼順利還是其實也有遇過許多挫折？「老實說，真的談不上挫折，因

為我只想著該如何才能讓學生更懂，而不會因為你們的反應不如預期而感

到挫折，我常常會在教完你們之後，觀察你們的反映，如果反應很好，我

會很有成就感，但如果反應很差，我會開始檢討然後做出修正，會想說要

怎麼做可以讓你們更懂，我認為這不算挫折，對我來講這是在幫助你們也

幫助我自己，讓大家彼此都變得更好。」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以我讀書的過程來講，基本上我這個人是這

樣，就是只要有一個目標，我就會努力去達成，所以我不會有甚麼覺得有

什麼困難或是挫折…，我一定要做到，而且會達成，因此我不會像人家說

的，讀書期間曾經遇過困難，其實我不會有這些想法，我只是想著要如何

去達成那些目標，或許你們聽了之後覺得我某一方面很樂觀、開朗，但實

際上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沒有時間去糾結於那些別人稱之為挫折之類的東

西，我只投入於解決問題。我之前去工作面試的時候，那個老闆也曾經問

過我:「妳上一份工作有沒有遇到甚麼挫折？」很多面試官都會問這問題，

我都是回答沒有，但通常人家聽到這樣，可能會覺得這個人很臭屁。可是

其實這就是一個我的價值觀而已，我覺得我沒有空去想那些，而且很多問

題事實上都是可以解決的。」 



 

 

謝老師認為可能是現在家長對於學生保護得太好，大部分學生在面

臨問題很常等其他人來幫助，不懂得自己去思考並且解決它。「在大學時

期常有聽不懂老師所教的內容的狀況，相信大家也都有這樣的經驗，可是

大多數人都得過且過，或者一昧地去抱怨為什麼老師教的那麼糟糕，然後

就放棄了。我也遇過同樣的問題，但是我並沒有選擇放棄，而是學著自己

找資料解決問題。我覺得學著解決問題是很重要的一項能力，例如你大學



 

一畢業之後面對老闆的第一件任務，就是給你一個問題，要你去解決它，

而最終還是不會的話，解決問題的過程其實也是一種學習，我們人生就是

不斷的遇到問題、不斷的解決問題。當你在職場，如果幸運，資深一點的

前輩可能會帶領你們，但如果沒有人幫你，硬著頭皮還是必須要自己完

成，而這時或許會懊悔自己為什麼當初不好好學習。還記得我大學老師曾

跟我說過，今天課本上這些東西我不一定能融會貫通，但是你要去熟悉並

且知道這些知識在哪裡可以找的到，那當你往後遇到問題時，只要知道解

答需要從哪邊學習參考，這才是最重要的。在業界不管是產品製程也好，

還是研發也罷，甚至推廣到各行各業，其實老闆需要的是一個能為他解決

問題的人，到頭來就算是有前輩帶路最終還是必須學會自己解決問題，所

以請趁著大學四年好好學習如何在面對問題時自己找出資料並解答問題的

能力。」 

 

 

謝老師覺得會有現在的她，很大的原因是來自家庭教育，從她小時

候她的爸爸給她們的教育，便是凡是讓她自己做決定。「他給我們很大的

自主權讓我自己做決定，當然自己做的決定，就是要自己負責，當我們今

天做了某些決定之後，常常會很擔心結果，就變成做完決定之後，不管後

果是什麼，我們都要自己承擔，即使結果是壞的，我們也不能後悔，因為

那是我自己選擇而來的，因此造就了我的個性跟價值觀。」 

 

 



 

「雖然我是在因緣際會的情況下進入逢甲教書，但在教學上也還存

著興趣、並有著一份熱忱。除了在研究以及教學外，打打網球、種種花也

是自己的興趣，因為平時白天工作就很累了，晚上也不會想多做其他娛樂

活動，除了假日從事一些戶外活動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喜歡比較

安逸的生活型態。」 

謝老師說進入逢甲以來，一直秉持著熱衷的心態，也很樂於知識的

傳遞，如果學生能理解上課的內容，自己也會覺得很開心；如果學生無法

理解就會修正自己的教學方式。因此目前也沒有想轉行的想法，就繼續投

入這份熱忱於這份工作中，等到哪天想到能從事其他工作、也存夠了錢，

再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相信老師在這段教書生涯，一定遇過很多種學生，有沒有什麼是學

生們該改進的，或是對於各位的期許。「可能是現在家長對學生保護得太

好，大部分學生在面臨問題很長等其他人來幫助，不懂得自己去思考並且

解決它，也可能因為從小到大教育環境的關係，我們即使上到了大學，也

不清楚自己的興趣到底在哪裡，造成很多人念了一個其實自己並沒有興趣

的科系，浪費了四年的光陰。而人生最寶貴正巧就是念大學的這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可惜，應該多思考自己要幹嘛，如果覺得科系不是自己

的志趣，那就應該航往自己有興趣的方向，不該浪費這幾年的黃金歲

月。」 

 

我們常常望著台上用心教學的老師們，或許會對於他們感到好奇，

難道他們真的如此熱愛他們教島予人的科目嗎？又或是她為何會選擇此行

業，而透過此次專訪，正好能讓我們更加認識平時看似熟悉，但仔細了解

後卻覺陌生，但也很佩服的謝怡靜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