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校輔導傑出導師專訪--- 

護理學系 李歡芳副教授 

 

撰文：外文所 鍾小倩 

訪談：心輔組 鄭淑惠、林淑娟、外文所 鍾小倩 

 

 看到這座四層樓建築窗外的亮黃色阿勃勒樹就感受到護理系的友

善溫暖 ，今天我們也在李歡芳副教授熱情招呼與濃醇的咖啡香中開啟了

全校輔導傑出導師的專訪 。李歡芳副教授在成功大學已服務 5年多 ，過

去在醫院工作將近 20 年，即使進到學校仍持續擔任成大醫院的兼任督

導 ，擁有豐富臨床經驗 。成大護理學系畢業的他對系上感情深厚 ，關懷

學生如同自己的孩子 ，經常與學生保持緊密聯繫 ，提供強大支持與溫柔

陪伴。 

 

「展現真誠」：透過明確原則和有效溝通，建立彼此信任的互動 

 李副教授分享，同為成大護理學系出身，他對系上和學生們有強烈

的情感。他的身份不只是老師，亦是學姊，因此對學生有很高的期望。

他表示：「學生出去是代表成大護理學系，所以身為學姊的自己會比較

嚴格 ，因為對學弟妹的感情是不一樣的」 。以守時為例 ，李副教授發現 ，

新世代的學生特質和過去不同 ，二年級以下的少數學生上課常遲到 。他

說 ：「以前我不在意學生遲到 ，相信學生不會故意遲到 ，但是我發現現在

的世代價值觀比較不同 ，所以我開始比較嚴格 ，特別是對一年級 ，一上

課我就會說清楚我的原則」 。李副教授強調 ，護理工作必須準時 ，救人的

工作更是不能遲到 ，因此 ，學生應該要養成守時的觀念 。除了要求學生

準時到課，李副教授更以身作則，每次上課一定提早至少 5 到 10 分鐘

進教室 ，他說 ： 「學生都知道我上課要準時的要求 ，我也絕對不會比學生

晚到」 。談起學生的回饋 ，李教授表示 ，即便他在課堂上對學生很嚴格 ，

學生依然給予好評價 ，而非預想中的負評 ，可見學生會思辨老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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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理 。李副教授曾問過大一學生會不會覺得他很兇 ，學生回答 「我

們不覺得老師很兇 ，而是老師不喜歡學生不到課 ，擔心我們的安全」。為

什麼學生得知老師有很多要求 ，卻不會害怕跟反抗呢？李副教授除了訂

下明確的上課原則 ，解釋規則的用意 ，也會透過豐富的臨床經驗增加說

服力 。由於學生們很清楚每個規則對適應未來的挑戰有利 ，因此不會反

彈。 

 李副教授表示，能進到成大的學生都很聰明，只要說服力足夠，學

生就會把老師的話放在心裡 。「就像護理師一樣 ，只要能夠帶到心 ，即便

賣命他都願意」。李副教授擅長透過建立明確的原則和有效率的溝通，

建立安全互信的環境 ，讓學生肯悉心接受老師的引導 ，也能放心地探索

自我。 

 

「重視安全」：強調就學安全和健康身心，保持緊密支持的聯繫 

安全是李副教授多次提到詞，也是他帶學生時的重點。當學生缺席

時必須講明原因 ，不管原因是對該堂課不感興趣 、生病了 、想翹課 、心

情不好都可以 。對李副教授來說 ，學生不到課沒有關係 ，因為老師都年

輕過 ，都當過學生 ，也知道學生總有不想上課的時候 ，但他只想確認學

生是否安全 。曾經有位系上學生輕生 ，對老師和同學都帶來很大的衝擊 。

那時候李副教授請了心輔組的心理師到系上跟同學互動 ，他也花時間親

自輔導學生 。李副教授表示 ，其實學生有很多細小異常 ，但必須仔細去

觀察才能發覺，因此寧可多一句關心，也許就能挽回遺憾。 

為了能在出狀況時第一時間協助學生，緊密的聯繫是必要的。李副

教授會和導生建立 Line 群組，確保有消息時能馬上聯絡。對於比較疏

遠的導生 ，李副教授則個別聯絡 ，也把握每學期的個別導談時間 。通常

大四學生比較成熟 ，遇到問題會直接聯繫 。剛進來的大一新生則是藉由

新生說明會，安排學生跟導師見面、成立 Line 群組。倘若有的學生導

談缺席或遲到 ，李副教授就會到課堂上找人 ，請學生撥時間到辦公室談 。

而當學生外出遊玩時，只要李副教授知道，一定會隨時關心學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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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生也很樂於分享遊玩照片並回報安全 ，這樣的互動讓師生之間更緊

密 。甚至在擔任系上學生事務主委時 ，若得知全系有哪位學生身心有狀

況，也會私下關心，提供必要的協助。 

 

「培養價值」：注重當責自我與同理他人，奠基為人處事的態度 

李副教授表示，護理學系系訓「同感、尊重、敬業、愛人」是在求

學時他在老師身上看見的典範 ，也希望能將典範傳承下去 。李副教授發

現學生對課堂不用心 ，可能原因在於很多學生把護理學系當作跳板科系 ，

心不在護理 ，或是學生在高中被逼得很緊 ，到大學就完全放鬆了 。李副

教授認為 ，現在世代的學生之所以鬆散 ，是因為很少人提醒他們該有的

態度跟價值觀 ，所以他需要扮演這個角色 。即使不一定所有學生都接受 ，

但身為老師，不只是授業解惑，更重要的是傳道。 

李副教授很重視培養學生當責與同理心 ，她提及 ：「臨床上很多病人

無法適當表達需求 ，護理師得要有一定的敏銳度跟觀察力 ，才能發現病

人需要什麼 ，不要總等著病人反應 ，護理師有當責的態度更能贏得他人

的信任與尊重」。在課堂上，李副教授常問學生：「如果你今天是病人，

或這個病人的家屬 ，你希望什麼樣的護理師來照顧你？」他不斷提醒學

生換位思考 ，培養學生的同理能力 。李副教授強調 ：「如果要同感別人 ，

自己要先有感覺 。舉例來說 ，當我跌倒時 ，什麼情況下會想要別人來扶

我？什麼情況下我不想被看見？」透過情境反思來幫助學生思考同理心

問題。 

 

「引導學習」：分享挫折經驗與親身示範，鼓勵獨立與合作機會 

李副教授說： 「我希望跟學生的關係是亦師亦友」。他不希望學生覺

得老師高高在上 ，好像都不會犯錯或總是成功的 ，所以她告訴學生 ： 「你

可能會犯的蠢事老師也都幹過，所以老師在求學時代跟你是一樣的」。

透過學習與生活經驗的分享除了讓學生能了解實際工作環境 ，也拉近師

生關係，同時也提醒學生不要再犯老師過去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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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教授很重視團體的合作互助和共同成長 ，他分享當護理長時很

忙碌，某次護理師說要讓他休息，由其他人負責支撐單位，他很開心。

李副教授感性的說 ：「我很感動 。當我跟組員一起的時候 ，他們知道我跟

他們是一起的，不是我出嘴巴他做事。身為長官，應當是授權不授責，

安排業務給部屬並適時關心進度與引導 ，讓部屬感受到主管是因為信任

所以把工作交給他同時也在過程中傳遞他知識與經驗 ，這樣的引導方式

能讓部屬更投入、更願意學習」。 

李副教授將在臨床的經驗用在教學上，透過適當引導和適時放手，

來達到教學目的 。在實習時 ，為了減緩學生面對病人的緊張感 ，李副教

授會親自帶學生看病人 ，讓同學看他跟病人的互動 。通常 ，學生一開始

不清楚怎麼跟病人互動 ，尤其在南部有很多病人講台語 ，學生不見得能

聽懂 。李副教授強調示範的重要性 ： 「在學生面前我們可以讓學生看到 ，

我們如何讓家屬和病人信任我們 ，而這件事情需要親自示範 ，要讓學生

觀察怎麼起頭」 。帶著學生一起跟病人互動 ，讓學生融入後 ，李副教授就

會離開 ，給予學生和病人獨自互動的空間 ，放手讓學生和病人相處 ，這

個過程展現出李副教授對學生的信任 ，也給予學生練習獨立的機會 。而

透過團體報告與集體實習的機會 ，李副教授特別強調合作的重要 ，希望

學生能夠學習如何在團體中學習與人相處及合作的能力 。李教授總會告

訴學生： 「要幫助能力比你弱的同學，因為有一天你也會需要別人的幫

助，手心朝下總比手心朝上來的幸福」。 

 

身為副教授 ，要同時顧及教學 、研究 、服務與學生輔導並不容易 ，究

竟要把有限的時間留給學生還是自己 ，是個艱難的問題 。談起在醫院任

職的經驗 ，李副教授認為在醫院的忙碌程度是學校比不上的 。當年他身

為行政主管 ，要管理一兩百人的單位 ，既勞心又勞力 ，而在學校多以勞

心為主 。雖然有狀況的學生不多 ，但是很讓人操心 ，因為那通常是學生

最脆弱的時刻 。剛以助理教授身份任職時 ，面對很大的升等壓力 ，掙扎

於研究和學生輔導之間 。李副教授表示 ：「學生的輔導對我很重要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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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談的時間，也許能改變他的人生」，雖然幫助挫折中的學生對升等不

一定能有幫助 ，但在李副教授的信仰上 ，輔導學生的順序超過了名利和

地位 。李副教授笑道 「我常常禱告 ，希望學生順利 ，學生實習我也會為

他們禱告 ，就算他們不是基督徒 ，只要他們好 ，我就好」 。老師的成就感

來自學生的回饋 ，而每次收到學生寫的卡片都讓他很感動 ，那是支撐他

繼續輔導學生的最大力量 。李副教授經常站在學生的角度思考 ，盡力扮

演輔導支持的角色 。同時也尊重學生獨特性與自主性 ，鼓勵學生在安全

的環境中學習與探索，貫徹護理學系系訓「同感、尊重、敬業、愛人」

精神，如同春日暖陽般守護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