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0-111 學年度
 臺師大優良導師生命故事



前言

2020 年到 2022 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的高峰期，歷經
隔離、封城等防疫行動，大大改變了世界的生活型態，時至今日——後
疫情時代，不僅世界恢復運轉，甚至因為數位科技工具在線上溝通、協
作之應用更加普及，世界轉化、演變的速度，不知不覺較疫情前加劇許
多。

然而，變動的時代下，亙古不變的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生命影響生
命的暖意，本專書很榮幸能透過文字與插畫的形式，於徵得同意後紀
錄、報導 110-111 學年度來自本校各系所的優良「學術與生涯導師」，
小從導師進行個案輔導的歷程，大到班級經營中以身教、言教包藏在看
似輕鬆的日常中，深刻、悠長帶給學生的人生觀。

本期獲獎導師們橫跨不同世代，除了源自學術專業所體現之獨有特
質外，更見「導師工作」的傳承、有機、創意與能動性！特別感謝王慧
娟、田正利、石蘭梅、吳志文、林炎壽、孫翼華、曹靜儀、傅祖怡、曾
暐傑、掌慶維（依姓氏筆畫排列），各位老師們的用心付出，他們就像
學生們在登山越嶺的人生旅途中，林蔭下的小憩山屋或補給涼水攤，無
論是風雨欲來、疲憊迷茫時 ... 聊聊？我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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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探索、多元發展。」
—— 歷史學系副教授 石蘭梅

從事大學教職半甲子的蘭梅老師，多年擔任大四及延畢生導師，對
導生的輔導工作除修業學分安排、生涯規劃之外，還特別著重學生的健
康觀念與自我管理養成。針對特殊個案，則協同專責導師、特教資源、
家長，多方予以學生支持，例如曾在輔導一位大四導生二一修課問題過
程中，通盤考量在選修課堂上對該生的瞭解，積極協調各方的資源輔
助，除協助改善學生因自閉之學習障礙而難以完成分組作業的困難，並
疏通了其於特教學習需求溝通上的誤會；更據此進一步提供課業、溝通
技巧等相應的協助與建議，有效引導該生順利完成學業！

歷史系有超過 40％的學生選修師培課程，蘭梅老師近來多年教授
三、四年級師資生的多門師培課程，在與師資生連續三個學期的密切、
深度相處中，發現學生大多處於焦慮迷惘的狀態，除了謀取教職的不確
定感，尚有因職涯規劃延伸的家庭人際、經濟困擾。因此蘭梅老師更加
綜合而全面性的考量其教學及輔導方針，留意適時提點學生待人接物得
宜、與群體和諧共事的知能與態度，是與學術專業同等重要的事。

有感於網路世代虛擬世界的生活模式，人際間實質距離不免日漸疏
遠，蘭梅老師認為透過導師制度，規劃或調整不同的導生晤談方式，讓
學生增加一些人與人之間線下互動的溫暖體驗，亦是面對數位化的未來
生涯所應有人文素養的重要成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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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自是有緣，愛、陪伴、好榜樣。」
——物理學系教授 傅祖怡

「面對有狀況的學生，我總是會想，如果是祖怡老師會怎麼處理？」
一位曾在迷惘、對人生失去信心的時刻，進到祖怡老師的實驗室學習，
後重拾對研究及生命的熱忱，現亦任大學教職的學生如是說。

「生活、生涯、時間、家庭」等，祖怡老師將各面向的輔導重點，
化為每週班聚談話主題，邀請學生自由報名參與。更善用社群軟體建立
班級群組，提示重要學務、教務事項 ; 討論班聚、班遊等活動；分享科
學新知、時事資訊；因應突發變故等，提供學生即時資訊與解決問題 
。

擔任導師近 20 年，祖怡老師就像冬日的暖陽，靜靜的與學生們同
在，也彷若漫長公路旁的一處休憩小站，為一個個在各自生命旅途中努
力的學生們，開一扇門、留一盞燈。在課堂上留意導生的學習及生活狀
況，如遇無導生班級授課，亦與授課教師保持聯繫，學生的身心狀況則
與專責導師密切合作。

然而，不僅是物理、師培專業，祖怡老師輔導過各種生涯課題，如：
欲投身教育志業，但家庭有事業待繼承；喜愛音樂但身在物理系，感到
拉扯、苦惱等。協助學生釐清所愛、和家長理性兼感性的溝通，祖怡老
師協同各方資源織起一張守護網，鼓勵學生們走出獨特的生涯，更提供
了終身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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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熱情，良好態度，自律精神。」
——美術學系教授 孫翼華

翼華老師是美術系校友，同為美術過來人，相當能共感學生在各階
段面臨之課題與挑戰，如：同儕間彼此激勵卻又競爭的矛盾關係、創作
過程可能會經驗到的孤獨與挫折感、對未來職涯的迷惘等。翼華老師總
是靜心聆聽，再將心比心給予回應，共同討論具體可行的方法，陪伴學
生面對、處理問題。

校內外的美展、競賽獎項，是學生們展現與自我肯定的重要舞台，
翼華老師近年利用課後時間，指導多位學生創作、參展，在許多全國性
大型賽事中屢獲佳績。翼華老師經常陪伴學生從概念、草圖一直到畫作
完稿，除了美感創意的展現，作品也會埋藏創作者的心事，細膩敏銳的
翼華老師便曾從作品中觀察到學生對生活的迷惘，進而即時關懷，並與
學生深入探討創作緣由，引導其朝正向思考。

疫情加速了網路社群的應用，翼華老師每日會安排時間看看學生們
的貼文、動態，察覺異狀便適時私訊關懷，無形中提升了師生間的信任
感。Passoim（熱情）、 Attitude（態度）及 Discipl ine（自律），
不僅是翼華老師自我實現的信念，亦是她在學術及生涯輔導上，持續帶
給學生的重點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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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陪伴，支持引導，讓愛傳遞。」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副教授 掌慶維

除了課堂、研究室，系上的各式課外活動，舉凡陸上運動會、水上
運動會、卡拉 OK 歌唱賽、籃球友誼賽、迎新、海外畢旅等，也都見得
到慶維老師的身影，甚至曾與 111 級大四學生一同投入體育表演會「春
春有你」節目的籌辦與演出，親切熱血、與學生們打成一片，他是學生
口中的「掌爸」。

恰如體育賽事分為個人賽與團體賽——能專注於個人專項的精進，
也能在團隊合作中共創最大值，與學生互動的多樣型態，在慶維老師輔
導理念與行動中體現。透過小組聚餐幫同學加菜補營養，藉此深入觀
察、了解個別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狀況，亦有耶誕派對、冬至湯圓派對等
活絡團體情誼；系上的各大活動、賽事，常見慶維老師帶著宵夜、點心
給學生工作團隊打氣，緊鑼密鼓時一同挑燈夜戰，完成任務時一同慶
祝、喝采！

曾輔導不禁玩樂誘惑誤入歧途的學生，經長期的關心、持續於對話
中賦予正向期待，該生不僅回歸課業，更與班上同學合作開設體育表演
會的節目，順利完成任務。慶維老師提到，體育系的學生非常可愛且充
滿多樣性，導師工作對他言而，既是參與學生們的大學生涯、予以支持
引導，更是在陪伴中，一種生命與生命相互影響、激盪的正向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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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耐心 .交心 .熱心 .同理心的『五心級』老師！」
——華語文教學系約聘語言教師 曹靜儀

自 106 學年度起擔任導師，靜儀老師負責系上國際華語與文化組
（以下簡稱國華組）輔導事務。和其他招收本國生，以培養學術專業為
主的系所不同，國華組專門招收外籍生，學生多以來台學習華語及中華
文化為目標，導師的職責除了學業與生涯規劃，更側重協助學生適應臺
灣的大學體制、融入在地社會文化，其中又以大一導師的任務最為重
要。

在靜儀老師擔任大一導師的經歷中，一次適逢疫情，因應境外生分
批入境、需檢疫隔離等狀況，多次跨時差於假日或深夜的視訊聯繫，克
服時空問題安排線上新生訓練、分班測驗，隨時關懷單獨隔離於旅館的
新生等，靜儀老師皆不遺餘力。

另一次是全班 39 位新生分屬 22 個國家，創歷屆國別數最多紀錄，
同學們面臨臺灣文化衝擊、同儕間跨文化相處的雙重挑戰，靜儀老師綜
合個別晤談與團體活動，輔導學生同理互助。有感於外籍生學習需求特
殊，靜儀老師研究設計專屬國華組的「大學入門」，運用完整一學期帶
領新生認識校園資源於相關制度。

陪伴許多學生度過文化適應、語言障礙、人際感情衝突等，幽默暖
心的靜儀老師與學生們建立了亦師亦友的情誼，共構國華組是彼此海外
的「家」的歸屬感！



「愛心.耐心 .交心 .熱心 .同理心的『五心級』老師！」
——華語文教學系約聘語言教師 曹靜儀

自 106 學年度起擔任導師，靜儀老師負責系上國際華語與文化組
（以下簡稱國華組）輔導事務。和其他招收本國生，以培養學術專業為
主的系所不同，國華組專門招收外籍生，學生多以來台學習華語及中華
文化為目標，導師的職責除了學業與生涯規劃，更側重協助學生適應臺
灣的大學體制、融入在地社會文化，其中又以大一導師的任務最為重
要。

在靜儀老師擔任大一導師的經歷中，一次適逢疫情，因應境外生分
批入境、需檢疫隔離等狀況，多次跨時差於假日或深夜的視訊聯繫，克
服時空問題安排線上新生訓練、分班測驗，隨時關懷單獨隔離於旅館的
新生等，靜儀老師皆不遺餘力。

另一次是全班 39 位新生分屬 22 個國家，創歷屆國別數最多紀錄，
同學們面臨臺灣文化衝擊、同儕間跨文化相處的雙重挑戰，靜儀老師綜
合個別晤談與團體活動，輔導學生同理互助。有感於外籍生學習需求特
殊，靜儀老師研究設計專屬國華組的「大學入門」，運用完整一學期帶
領新生認識校園資源於相關制度。

陪伴許多學生度過文化適應、語言障礙、人際感情衝突等，幽默暖
心的靜儀老師與學生們建立了亦師亦友的情誼，共構國華組是彼此海外
的「家」的歸屬感！



「引發動機 ‧ 分享資源 ‧ 共同學習！」
——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副教授 吳志文

志文老師認為大學教育帶給學生的，不只是為了求職，更是以全人
生多面向均衡發展為目標，鼓勵跨域探索、培養個人價值觀。輔導多位
同學申請國內外碩班、交換、獎學金，媒合實習單位、帶領大專生執行
研究計畫、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等，志文老師秉持以「同理」取代「大
道理」，當學生在職涯志趣探索途中遇上岔路口時，與其並肩而行，耐
心聆聽其興趣、需求，引介相應資源、提供拓展視野與實務經驗的機
會。

除了例行的導生聚，細膩貼心的志文老師，亦曾因觀察到系上有多
位東南亞外籍生，與本地生的互動較少，特別運用午休在班上舉辦了
「小型國際日」，邀請外籍生介紹自己的家鄉、分享來臺的心得與對臺
灣的印象，增進同儕的互動與情誼！

然而，導師工作，亦是志文老師本身學術專業的應用與實踐：關係
連結——積極聆聽、接納學生的本來面貌，建立信任感；探索價值——
鼓勵學生依自己的方式找到學習的意義與價值，為自己的表現負責；搭
建鷹架——給予學生多元的學習管道與機會。這三大通則，正是他教授
親職教育課程中，談及「如何協助家長讓子女更喜歡學習？」的素養知
能轉譯。學術理論因活用而有了溫度，人因專業知能而有了心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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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不是一份工作而是生活。」
——國文學系副教授 曾暐傑

重視「提問」與「對話」，暐傑老師善用與學生世代距離較近的優勢，
應用科技工具、電影賞析討論、自製的生涯探索卡牌、解憂雜貨店筆談
等，配合課程在學習場域中，創造輕鬆如遊戲且能安心暢談的氛圍，沉
浸式的全息陪伴，實踐師生互為主體性的關係。他指出：導生的關係即
是一種生活，不應侷限於導生聚餐，為了導聚而導聚。

暐傑老師認為，更重要的是傾聽與接納，大學是充滿矛盾的後青春
過渡期，故從「生命」的角度出發，他在活動設計、引導中，致力協助
並培養學生安頓自我的能力，亦是透過行動消融傳統師生間的權威關
係——生命世界裡沒有權威，只有「不同地」與「較好地」經驗與體悟。

因應每班獨有的特質，由暐傑老師所帶領的導生活動，可以是三五
人在簡餐店的生命探索午餐、是七八人在咖啡廳長桌的學習歷程沙龍、
是二三十人在系上會議室團體交流會、也可以是結合課程的全班早餐焦
點論壇，更可以是學生主動凝聚、偶然組織的角落對話。不拘形式、合
宜為上，為的就是共創彼此對話的最大值！

面對學生的學習困境與生涯迷惘，暐傑老師鼓勵學生對眼前關卡進
行詰問與反詰問，如在追求單一標準答案的學習模式下，無法深刻思考
的學生，他引導學生將課本視為辯論對象，不斷練習。一貫溫柔承接的
風格，迎來學生「因老師的關心而平安健康地生活著！」的感謝，這便
是暐傑老師心目中最好的導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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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孩子朋友般陪伴、適時協助。」
—— 生命科學系教授 林炎壽

主要擔任大學部高年級導師，炎壽老師多面向地提供學生輔導與協
助，包含分批次辦理導生聚餐、課堂中融入時事新知與處事觀念等。前
者係主動創造師生互動的時間，亦為準畢業生們提供難得的同儕相聚機
會，每次皆有近九成出席率；後者如在教授如何表達學術知識的「書報
討論」課程中，炎壽老師融入了未來在職場中，口語應對進退之實用觀
念。

有感於自身求學階段蒙許多老師幫助，炎壽老師出任教職後，便十
分敞開、無私地提供學術研究、畢業規劃諮詢給有需要的學生，如在課
後延伸討論、約定時間長談。甚至曾在學餐被正為在台攻讀還是赴美深
造感到兩難的同學捕獲，炎壽老師遂與其討論一個多小時，分析概況、
分享自身在美求學之經驗。

炎壽老師的實驗室每年都會開放名額讓導生前來短期見習，並把這
些大學部學生視為研究生對待。實驗室總是維持乾淨整潔，研究生間彼
此督促，見習生們直接從炎壽老師的身教、所帶領的團體氛圍中，提前
體驗研究、對實驗室的日常有初步概念。無論是在國內外繼續深造，或
是投入業界職場，每年皆有會有系友返校探訪、敘舊，許多學生以身為
炎壽老師實驗室的一份子為榮。學生的成長與蛻變，就是給炎壽老師最
暖心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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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工作是團隊合作，
行政單位、老師、同學都是不可缺的一員。」

——華語文教學系約聘語言教師 王慧娟

語言不僅是表面的單字、文法，還包含了龐大的文化脈絡與知識體
系，故語言教育，實為跨文化教育。以華語教學為媒介，使來自世界各
地的外籍生能更自在的學習華語與臺灣文化，是華文系國華組老師們的
使命與日常。

慧娟老師任國華組導師以來，輔導逾三百多名外籍生相關事務，幫
助學生融入臺灣環境。來自不同國家、說著不同的母語，各自帶有原文
化的特質與各異的學習動機而來，甫入學時，學生們的中文程度差異
大，近半數無法掌握書面及正式的說明，故慧娟老師利用每週班會、晤
談的方式，盡可能面對面進行輔導，降低學生們因誤解而生的無所適從
與不安。

曾遇學生家鄉摯友過世，心情低落影響課業；已婚同學在學業與家
庭的雙重壓力下萌生休學念頭等個案狀況，慧娟老師與專導、班上其他
同學合作，幫助個案鬆開心結、順利完成學業。

當學生融入在地環境後，慧娟老師則鼓勵學生了解自我潛能，並在
真實環境中訓練自己的華語能力，輔導多位學生在臺繼續攻讀碩、博
士，從事語言教學，或返回家鄉投入旅宿、國際事務等工作。盡心盡力、
同心付出，慧娟老師實為許多學生與臺灣相遇的擺渡人、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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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環境中訓練自己的華語能力，輔導多位學生在臺繼續攻讀碩、博
士，從事語言教學，或返回家鄉投入旅宿、國際事務等工作。盡心盡力、
同心付出，慧娟老師實為許多學生與臺灣相遇的擺渡人、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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