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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武老師（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在這個世代下，每一位願意接任大學部的導師

都是辛苦的，我只是比較幸運的一位，能代表理學

院的導師接受這個獎項。個人在數位系任教超過 10
年，本系第一屆、第五屆與第十屆的導師，本系導

師都是一次帶滿 4 年，從大一開始伴隨所有的學生

走過大學的四年。其實每次要接任大學部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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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總是充滿了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這就有

點像是到廟裡擲茭一樣，你不會知道你擲出的會是

【聖杯】、【笑杯】還是【無杯】，因為每一屆都有

他們個自的特色，以個人所帶過的三屆為例，第一

屆是中規中矩、四平八穩，這是本系的第一屆學生 
，從大二開始接手，因為是第一屆所以學生很努力

的在建立本系學會與活動的相關的制度。 

 

第五屆則是多元發展、狀況不斷。還記得這一

屆到大四下，已經過了期中考了，請全班吃飯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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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有學生才跟我說他的服務時數還不夠，當導師

當然要幫忙解決，但轉念一想，以這個班的習性，

這位學生絕對不是個案，在一桌一桌的詢問之後才

發現，有十幾位同學服務時數都還沒有達成，甚至

有超過 20 小時的，再跟系上助教討論後，因為系

辦工讀都已經滿了，所以就安排去打掃創意館一

樓，那一陣子創意館蠻乾淨的。 

第十屆則是乖巧懂事、體貼窩心。還記得有一

次去關心同學們體表比賽的練習，拍了一些照片，

順便發佈在臉書的社團，之後就有同學在那之後留

言：【老師，你缺乾女兒嗎?】，然後就陸續幾位同

學跟著貼上相同的訊息，當導師的面對這讓熱情又

窩心的學生，總不能當作沒有看到，因此留言：需

要這樣熱情嗎?照單全收，當下就多了好幾位的乾

女兒跟乾兒子。 

在班級經營的部分，不同的班級當然有不同的

經營方式，但基本上導生在大一與大二的的階段，

都是以分組的方式請學生吃飯，了解學生的個性，

修課的情形，學校與系上有那些需要給予協助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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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甚至是解答學生對於升學與就業的疑惑，深入

了解學生的需求。大三與大四則是請全班一起吃

飯，也順便讓班上同學有機會能全部聚在一起聊

天。經營的平台當然必須依靠臉書的社團，舉凡學

校或是系上要宣導的事項，獎學金、演講或是活動

等等訊息，甚至連學生曠課或是學習狀況有問題的 
，要找學生的，透過臉書都可以很快地傳達給學生 
。但使用臉書其實兩面刃，因為總會有學生在晚上

11 點甚至 12 點後傳訊息給你【老師我有問題】。那

個時間其實應該要休息了，也是屬於個人的時間，

你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但基本上都是跟導生說過

了，老師一定將導生放在第一順位，有任何需要幫

忙的，可以直接在臉書跟我說。 

臉書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紀錄帶班的所有的

活動與歷程，臉書的相簿功能就非常有用，只要帶

班，學生的活動能參與，比方說迎新宿營、新生盃

球類競賽、體育表演比賽或是水運會，都盡可能到

場幫學生加油打氣，拍攝影片或是照片就可以透過

臉書的相簿功能保留下來，有了日期與時間的戳

記，這些寶貴的相片與影片日後就是導生們在大學

時代的最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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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自己的小孩一個剛好大學畢業，一個正在

讀大二，因此在看待這些導生就像是在看待自己的

小孩，目前帶的這個班有超過半數是住宿生，對這

些學生而言，總是希望有一個長輩能照應他們，讓

學生覺得這個導師就像是他們的親人長輩，可以隨

時得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對他們來說會有安全感。

大學部導師的工作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繁雜，但只

要用心與無私的付出，相信導生們所給的溫馨回饋

一定會讓導師覺得這些付出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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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葉珍老師（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我擔任導師迄今三年半。剛開始接到這個任務

時，我問自己：什麼叫做導師？我的博士論文指導

教授 Lucy Lach 是目前 McGill University 的副學務

長。她曾經分享過她對於導師(mentor)的看法。他認

為導師就是當你站在起點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候，牽

著手跟你說「你走在這條路上，等一下可能會碰到

什麼事情，可能會碰到什麼地方要轉彎」的人。學

生因為心裡有了一張地圖，因此就安心了。碰到預

期內的困難，他的震驚不會那麼大; 碰到意料外的

困難，他也知道要去問誰。而 Lucy Lach 所描述的

這個圖像就是我擔任導師的自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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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如何讓與我素昧平生的學生願意把他

們的手交到我的手上呢？沒什麼捷徑可走，就是在

點點滴滴的參與中，讓導生看到我是願意的，接納

的。於是我時時與學生同樂，從參加迎新、系烤，

到參加校運會配合主題扮米妮，扮小紅帽開始，並

且在導生大四最後一次參加校運會時，把頭髮噴成

金色扮演魔法公主，用半罐的洗髮精才把噴漆洗掉 

。依據我在社會心理學上的學習，當一個人歡樂的

時候，很自然的會把愉悅與身邊的人做連結。由於

我和他們同樂，他們自然的對我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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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此之外 

，我會

在各種

重要的

時刻陪

伴導生 

，無論

是讓他

們熱血

沸騰的

公民運

動，或

是讓他們緊張的校外公演、偏鄉戲劇演出或出梯，

我經常會陪伴在他們身邊。當導生們擔任系學會幹

部辦活動，我也會出席相挺。學生希望我配合活動

主題穿旗袍，我就真的會想辦法去找一件像旗袍的

衣服來穿，在在都只是想傳達一個訊息：導師是挺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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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總是把食物與照顧與舒服(comfort)連在一

起。我每學期會做一種食物給學生吃。這學期是馬

鈴薯沙拉，下學期是起司蛋糕，再來就是義大利麵 

。像是導師與導生之間的一種儀式，每學期初導生

們就會問我：這學期會給我們吃什麼呢？除了餵食

他們的小點心，我和導生之間少不了共食約會。與

小大一不熟時，邀他們吃飯特別困難，得特別交代

班代安排小組來吃飯。當導生們發現跟導師吃飯不

是鴻門宴，一開學導生們就一群一群自己來約時間

吃飯，聊聊想說的話及心中的疑問。有一學期我搬

新家，導生們一組一組分別來我家吃飯。藉著吃吃

喝喝時沒有心防的聊天，我逐漸構築導生們的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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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是我的「報馬仔」，我每天關注導生

的動態，心情不好發抱怨文，馬上會收到我的關懷 

：「怎麼啦？」學生知道我經常掛網，可接近性很

高，有問題會馬上問我，不會拖久就算了。除此之

外我會把學校的訊息轉知給學生知道，有小物也會

跟導生們分享。 

藉著同樂、陪伴、共食、關懷與分享，導生對

我有深度的信任，無論是課業上、生活上、感情上、

家庭關係上碰到困難或疑惑，他們多是願意問我的 

。從小大一問我「假如我選了 23 學分表示我大一

有 23 學分還是大一上學期有 23 學分」這類很基本

的選課問題，到現在大四「我打工的老闆壓榨我」，

因為同樂、陪伴、共食、關懷與分享的鋪路，學生

因著信任而願意接受我的輔導。 

除了支持學生，我也配合本校政策，參與小教

卓-「生涯師傅菁英傳承計畫」，完成全班 30%之輔

導人次，給予學生在證照、選校、輔系、考公職上

的生涯輔導、詳實完成導師輔導諮詢紀錄，並且充

實導師知能，接受全球職涯發展師的訓練，取得國

際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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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公立幼兒園師資開缺不多，導生未來將

有相當的比例在私人企業工作，當教育學院與溫世

仁基金會合作辦理「創新服務設計與產業實作學分

學程」，我積極說服導生參與產業學習，並且主動

認領一學期三學分的課程陪伴他們。導師的積極使

得該學程 37 名學生中有 14 名是本班學生，為其未

來就業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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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蕙芬老師（教育學系） 

 

一、導師經歷 

輔導班級 

 103 級教育四甲（100 年 8 月～103 年 7 月，

4 年） 

 103 教育創新與評鑑日碩班（103 年 8 月～

105 年 7 月，2 年） 

 105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在職專班（105 年

8 月～至今，約 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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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級經營理念 

2010 年，我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任教，

展開教書與研究工作，並接下教育系 103 級的導師

一職。我有些惶恐地接下導師，雖然說我不算跟新

世代脫節，但也不敢說能完全掌握年輕人的心理。

在思考如何跟同學們互動時，不免將過去多年企業

界（約 12 年企業服務年資）服務的經驗帶入；同

時我在學習上有跨領域的背景（從中文系、新聞研

究所碩士班到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班），所以我也

想將嘗試未知的勇氣與跨域的經驗跟同學們分

享。因此，我的班級經營理念有三點—專業、跨域、

發展，說明如下。 

在專業部分，我希望帶給同學們專業的示範與

培養，在校園內體會何謂專業精神。例如，在班會

的形式部分，我要求先訂定議程再進行會議，以減

少時間的浪費，並能將討論重心集中於重要的議

題。同時，我授權班級幹部，鼓勵班級自治，導師

在旁擔任輔導協助的功能。 

在跨域部分，我鼓勵同學們跨出安全領域，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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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觸校園內的各個角落，甚至是校外、國際，打

開自己的視野。在學校正式老師職缺有限、教育系

畢業生出路受限的現實情況下，我希望大家不要懼

怕競爭，唯有加強自己的優勢，才能在各種競爭中

生存。 

在發展部分，我注重同學間的個別差異，在深

入瞭解同學的背景與特質之後，我開放許多課餘時

間讓同學跟我進行個別諮詢，透過一對一的深入互

動，我比較能提供個別化的建議，以協助同學們多

樣化的發展。 

三、從班經到輔導實務 

班級經營理念一：專業 
類別 管道 對象 輔導實務 
經常性工

作： 
班級經營 

線上 
同步與

非同步 

全班 應用網路科技進行班級經營 
以 E世代學生最常溝通的數位

方式，提供 24 小時，無地域

時間限制的關懷。 
• 臉書（Facebook） 上成立

班級社團，讓師生在此進行互

動與情感交流。另依開課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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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成立課程專屬社團，以加

強師生互動。 
• 利用臉書訊息、E─Mail
即時有效的解決學生的問題 
，平時也能夠瞭解學生的生活

學業狀況。 
經常性工

作： 
班會時間 

教室 全班 專業的學習 
每一次的班會，都請同學預先

設定會議議程與討論議題，因

為班會舉辦有效的祕訣，就在

於提前規劃與完善的準備。每

次班會，老師除了跟大家分享

近況，並能夠即時解決班上要

討論決議的事務。班會時間

（通常是上課日中午）也是全

班聚餐時間，我都會請同學吃

餐點，以備後面有課的同學可

以準時上課。 
不定時工

作：機會教

育 

教室 全班 學習什麼是「專業」 
善於利用機會，指出同學們檢

討反思的學習重點。例如： 
103 級同學大二時辦理「北教

盃」大型活動，因同學管理經

驗不足、活動後餘波蕩漾，特

召開工作檢討會，撫平部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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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間心結，並指向各自檢討

改進之處。 
班級經營理念二：跨域 
類別 管道 對象 輔導實務 

經常性工

作： 
專業增能 

教室 
 

全班 以業界實務經驗幫學生增能 
• 與學生進行小組或個人

會面時，會以實務導向輔導與

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 邀請業界專家來校演講 
，要求導生務必來聽，以增加

跨領域能力與拓展實務視野。 
班級經營理念三：發展 
類別 管道 對象 輔導實務 

經常性工

作： 
個別輔導 

教師研

究室 
全班 
 

學生的心靈導師 
擔任導師期間，針對學生的發

展或狀況，給予個別的輔導：

如學生缺課過多、任課老師反

映學習狀況不佳、沒有生活費 
、需要打工機會、或遇到感情

問題、憂鬱、遇到人生瓶頸等

狀況，我都願意瞭解狀況，從

傾聽者、分擔者、協助學生改

善現況，以維護學生的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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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也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只要知道學生有相關問題，即

主動關懷、提供協助，個別輔

導或團體對談。 
經常性工

作： 
臨時互動 

同步與

非同步 
全班 不斷線的輔導 

手機每週 7 天、24 小時不關

機，運用手機簡訊，與學生進

行必要的通知與互動，做同學

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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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維菁老師（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中古世紀英國詩人喬叟的名著《坎特伯里故事

集》裡有一則巴斯夫人的故事，故事的前言如此開

頭：「經驗，儘管不具有權威，但足以讓我談論婚

姻中的苦痛。」在此就讓我暫時權充才疏學淺的巴

斯夫人，藉由主觀的經驗陳述我如何與我的導生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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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導師的工作當成一種學習的歷程。既然談

到「學習」，就得先談談學習的對象。事實上，學

校的師長與學生就是我的學習對象。導師會議上師

長的經驗分享與專題演講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班級

經營小策略，而我也同時從我們系上的優秀導師身

上觀察她們的帶班之道，但由於每個人的性格作風

有所差異，某些好方法實在無法直接拷貝到我的身

上，需要經過加工處理之後才能生效。除了諸位師

長的啟迪之外，透過與歷屆學生的互動我也開始明

白哪些是導師該做的事情？（例如：盡量參與學生

的活動、利用傳統或科技的模式主動關懷學生、辦

活動或演講讓學生參與）也開始知道哪些是不能做

的事？（例如：花太多心力關照有情緒困擾的學生 

，而忽略對大多數學生的關懷以及整個班級的經營 

）以學生為學習對象，我彷彿在「學生」這個變動

的意符上面看到了社會的變遷與教改的影響。偶而

也會碰到學生的行為與反應超乎我的想像，讓我有

些無所適從。就曾經有一屆學生讓我十分困惑，完

全猜不透那群可愛妹妹在想什麼，因此我就開始使

用 Facebook，想要伺機窺探她們腦袋裡的神秘世界 

。後來卻發現 Facebook 是個微妙的場域，許多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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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自己想像、單一面向的 persona—放眼望去多是

吃喝玩樂的炫耀文或是憤怒的抱怨文—而非複

雜、變動、多樣的自我再現。這一屆學生我改採最

原始的方法：利用課程之便要求學生寫英文週記。

藉由每週的生活書寫，比較能看出學生的喜好、性

格、處事方法、家庭關係、交友狀況、課業學習等

等，能夠在短短的一個學期裡有效地掌握學生的想

法。 

經由這幾年跌跌撞撞的摸索，我發現最適合我

扮演的導師角色是介於老師、朋友與媽媽之間的中

介（in-between）角色。教師的專業色彩讓學生多了

幾分信服感，同時我也利用教師的角色替學生發聲

或爭取權益；但我也自詡是能夠聆聽與分享的朋友 

，「心平氣和」與「同理心」就是我追尋的談話圭

臬；近年來隨著年歲增長，自然多出一種媽媽般的

囉唆與關照，滿驚訝地發現小朋友們居然。挺喜歡

這種家庭式的另類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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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歲到二十二歲是人生關鍵的四年，在學生

這四年的黃金歲月裡，我替自己定下四個不同的導

師工作重點：生活適應、時間管理、職涯探索與就

業準備。第一年主要是大學生活的適應。就算我們

是一個溫馨小巧的學校，學生似乎不需要花很大的

力氣就能適應學校生活，但新生在面對陌生的環境

時總不免產生一堆問題：望著複雜的課程架構，不

知道如何選課；脫離按表操課的高中生活，不知道

如何安排太過自由的生活；沈迷網路世界或太認真

打工，出現課業危機；第一次離家，生活自理能力

以及與室友相處的能力形成重大考驗；有時會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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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該念的科系嗎？」某些問題藉由同儕幫助

就可以解決或者時間夠久問題就自然消失，但有些

問題可能需要導師介入協助。我們班上的學生在大

二那一年成為系學會的主要幹部，有些人還身兼其

他社團的幹部，同時專業課程難度加深，而且大多

數的學生開始修習教程，除了課業與課外活動之

外，有些人還打工、家教、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約會等等，在這 busy as a bee 的一年中，如果有人

可以教他們如何妥善運用時間應該會非常有幫

助。大三是大學生活的轉捩點，可能因為學生過完

二十歲生日，也可能因為大學生涯過去了一半，學

生的心態與欲求非常適合做職涯輔導。我通常會請

畢業的學生回來演講，讓學生瞭解職場的狀況，分

組餐敘時也會個別詢問他們想要從事哪種工作，並

提供相關行業學長姐的聯絡方式。第四年當然就是

就業準備，我會替學生檢視一下他們是否已經具有

足夠的能力，如果不足，如何在僅剩的一年中加強

相關的能力。針對我們學生的弱點，未來有需要增

加「英語履歷自傳書寫」以及「英語面試技巧」的

專題演講或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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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所帶的兒英三是一個很特殊的班級。我

們班的學生沒有交過班費，所有的班費都是從各項

比賽所贏來的獎金，而且第一次贏到的獎金是新生

始業式的晚會表演節目。一群還沒有上過課的小孩

居然約好見面、分配工作、練習表演節目，連我都

是始業式當天才知道她們已經事先練習過，她們哪

來這麼強大的求勝心？真正的原因是我們班上有

既熱心又有能力的領導人才，而且還不只一個！在

這些熱心主動又善解人意的領導群的登高一呼

下，我們班就像是一個運作順暢的大機器。從她們

身上我學習到班級經營的要素之一是組織的建

立，透過健全的組織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

以我現在做事情都先建立組織，然後把事情交辦給

負責人，不過這種作法會涉及負責人的辦事能力與

責任感，可能不是所有班級都適用。 

誠如我在開頭所說，當導師對我而言是一個學

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所得超過我的付出，

因為改變最多的是我自己。擔任導師使我脫去羞

怯，變得比較積極主動，讓自己對人、事、物更加

敏銳一些，也能以比較輕鬆的方式來處理棘手的事



25 
 

情。我深深覺得，如果說今天的我可以算是瞭解年

輕人，那是因為我當過大學生的導師，我曾經在某

個大學生的心靈裡駐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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