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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交通⼤學⽣物科技系的蕭育源副教授，待⼈和藹親切，也對他的⽣活充滿熱忱，⼯作內容除

了科學研究之外，就是授課與教導學⽣。即便他很認真教書，還是有些學⽣不太愛聽課，讀書的⽅

⾯也⼗分被動。蕭教授想到的⽅法就是努⼒讓⾃⼰的課程有趣，讓老師與學⽣之間能有更多的互

動，這樣⼀來學⽣們比較願意學習。⽬前最⼤的⽬標就是盡好⾃⼰的責任把學⽣教好。


教學重責的開端


蕭教授⼤學時期就讀⾼醫化學系，因為對溶劑味道敏感，後來轉為選擇⽣物化學研究所就讀。有⼈

曾經問過，讀⽣物科技相關系所的未來是否堪憂？教授表⽰這並非事實，只要努⼒，畢業後會有⼯

作，更重要的是⼯作上個⼈⼝碑要做出來，在事業上才能夠細⽔長流。⼤學階段先充實⾃⼰的能

⼒，未來會有許多好的職缺等著你。


⽽蕭教授當年博⼠班畢業後，在職場上有兩種選擇，⼀是進入⽣物科技相關的業界，⽽另⼀個選

項，就是則是繼續待在學術界，進⾏教學與研究。蕭教授⼀開始雖然有獲得數個不同公司所提供的

職位，但還是因為⾃由度以及教學的熱情⽽選擇回學術界任教，他認為，當⼤學教授比較⾃由，可

以做更多⾃⼰想做的事情，進⾏⾃⼰所喜歡的研究，也可以把科學研究相關的知識與得來不易的經

驗帶給學⽣，所以選擇了進入⼤學任教。


回望⾼醫


醫藥化學系，有別於他校⼀般化學系，多了⽣物與醫藥⽅⾯的專業，這也是蕭育源教授當初選擇就

讀⾼醫醫化系的原因，他在這裡遇到了親切和藹的老師，也令他在其他學校研讀碩、博⼠時，更加

懷念⾼醫的好。在⾼醫就讀期間，蕭教授也參加了多項社團活動，像是直排輪、欣欣社和系學會，

由此體會了⼤學的⾃由與玩樂。不過，也因此影響到了學業成績。最後，在⼤四時經過⼀番波折，

好不容易考取了中興的⽣物化學所碩⼠班，蕭教授雖然認為⾃⼰的⼤學經歷，並不是⼀個好的學習

例⼦，但在⼤學求學期間所發⽣的⼤⼤⼩⼩事情仍然是很特別的回憶。


⾼醫很⼩，這可能是很多⾼醫學⽣的第⼀印象，但教授提醒我們，⼩學校和⼤學校都有它的好，⾼

醫雖然⼩，但是不管在研究、教學或者是學⽣⽣活上，都有著⼀定的資源與⽔平，是個舒服的地

⽅。⽽⾼醫的學⽣，應該⿎勵⾃⼰去看看世界，不要只是待在這個舒適圈，像是⽬前他任教的交通

⼤學，該有部分學⽣會提早將學分修完，預留⼤四時間，申請公費出國交換學習，增加國際合作的

經驗，他認為是不錯的風氣，也⿎勵我們可以嘗試看看這樣的體驗，要知道⾃⼰要什麼，好好規劃

⾃⼰的⼈⽣，不要虛度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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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樸實的校風


從⾼醫畢業後，因為⾼醫和藹的教授，使蕭教授在畢業後，還繼續的與⾼醫時期的教授們保持聯

絡，也時常在學術領域與昔⽇教授們碰⾯，⽽⾼醫教授都會很親切地給予幫助。蕭教授也提到，因

為⾼醫這種師⽣良好的互動模式，還有⾼雄天氣的影響，使⾼醫畢業⽣都會比較陽光熱情，樸實善

良，也善於溝通，懂得開⼝，訓練也扎實，這讓⾼醫畢業⽣得到不錯的評價，蕭教授因⽽也對⾼醫

來的研究⽣來者不拒，歡迎⾼醫的畢業⽣們加入蕭教授的實驗室。


蕭教授最懷念⾼醫的「⼈情味」，老師和同學⼈都很好，蕭教授在學習期間曾參加校內的設計相關

比賽，因此認識了教官。多年回來後，很意外教官還記得他，還有周圍早餐店阿姨也都還認得他，

讓蕭教授感到驚訝。此外，蕭教授回來後發現很多建築還未被拆除，他認為⾼醫對於舊校舍的保存

做得很好，將歷史的痕跡妥善留下，把⾼醫的情懷⼀直紀錄延續下去。


此時此刻的努⼒，將帶給未來的⾃⼰幸運


在現在的社會上，英⽂能⼒是不可或缺的，蕭教授從⼤學到博⼠後時期，都⼀直在國內發展，他認

為當初放棄到國外做博⼠後的⼯作機會是很可惜的，可以的話，教授也是很推薦⼤家出國當交換學

⽣，或者⼯作個幾年，不僅可以拓展⾃⼰的眼界，也可以在⼀個良好的環境下歷練英⽂與國際觀，

畢竟現在是⼀個⾼度國際化的社會，國際之間的合作往來繁多，想辦法⾃⼰的英⽂能⼒以及國際合

作經驗比別⼈強，就比別⼈多了份機會可以擁有更好的⼯作。


蕭育源教授也給了我們醫化系所有的⼤學⽣⼀個叮嚀:以前⾃⼰不喜歡念書，是因為覺得當時所學

的知識在未來是⽤不上的，所有的讀書都是為了考試⽽準備，所以念起來興趣缺缺。但之後卻發現

研究所時期的研究幾乎全部都會⽤到⼤學期間的基礎知識。與其到了研究所後才發覺，慢慢的重頭

追趕，還不如趁⼤學時期就好好地扎實⾃⼰的根本基礎。他也建議⼤家到了⼤⼆下時進入實驗室學

習會比較好，因為進入實驗室就會發現很多課本的原理都會應⽤得到，可以讓⾃⼰的研究和課堂所

學連結在⼀起，相輔相成，不會有所學無⽤的感覺。但也不需要太早進入實驗室，因為會發現很多

地⽅既不懂也還沒學過，實驗當然也不會做得好，所以⼆下是進入實驗室最好的黃⾦時期！


蕭教授也給了⾼醫學⽣⼀些建議，他認為我們應對⾃⼰的⼼態做好調整，讓⾃⼰在⼼態上變的強

⼤，每個⼈都會有撞牆期，蕭教授⾃⼰也遭遇過，像是對學術了解不夠多⽽無法處理問題，但解決

之道就是要有堅強的⼼智，不斷的問問題並堅持下去。現在的時代變化快速，⼤家普遍學得多，教

授也叮嚀我們應該早點努⼒，培養規律讀書的習慣。此外，早早接觸困難的課程，也會使未來更輕

鬆。教授也提到，如果畢業後要當教授，好的研究技術與科學思考絕對是必須，這樣才能有好的論

⽂。能當上教授絕非易事，需要投入很多的努⼒，但教授⼀職會是諸多⼯作選項中很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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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教授說：「⼤學的四年可以多多參加活動來充實⾃⼰，但也請⼤家不要忘了學習才是⼤學⽣最

初來讀⼤學的⽬的，請各位⼤學⽣謹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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