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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心輔組 鄭淑惠、林淑娟 

系學會是連結學校與學生的重要組織，也是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與學習的自治組織，

現今大學生由於網路的興起，虛擬的互動關係讓學生著迷，對系學會的參與度相對減少，

實質的人與人互動減少，系學會可能就面臨倒會或是日漸萎縮! 成大歷史系的系學會在

四年前就面臨這樣的倒會危機，學生對系上活動興趣缺缺，擔任系學會幹部更是吃力不

討好。當時張勝柏老師正輪到要接棒一年期的系學會指導老師，他看待系學會對大學生

在公共服務與組織運作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又可提供人際關係的學習，對人格養成很重

要; 對系上而言，良好的系學會運作也能增進學生對系上的認同，勝柏老師自動請纓承

擔起扶持系學會運作的推手! 於是連續四年擔任系學會指導導師，他說學生其實不是不

要，是不了解參與系學會對自己人生歷練的幫助，勝柏老師就這樣與翁嘉聲主任開始勸

說激勵出當屆候選人，並一路陪伴系學會的經營，就這樣把系學會大翻身! 從瀕臨倒會

變成系上學生喜歡的學生活動。 

系學會也可協助導師做關懷工作的! 

   為什麼如此全力支持系學會，勝柏老師用數學的方法說，我有 15 個導生，我最多關

照這 15 人，但若讓系學會更有功能的話，學生幹部可帶動更多學生，這樣就不只 15 個

學生被關照到，比我這導師關懷的範圍更大，不是我協助系學會，是系學會在協助我做

導師的工作。勝柏老師說「將系營造有家的感覺， 學生就能對系有更多的認同」，原來

勝柏老師的導師關懷不只點對點的個別導生關懷，更透過系學會，做點對面的學生關懷，

並增進學生對系上的認同感。 

一開始也不知要如何輔導學生 

   詢問勝柏老師對於輔導學生有什麼妙方嗎？他說「沒有沒有! !」從成大歷史系畢業，

到美國完成碩博士學位，再回到母系任教，一開始他也不知如何當個導師，尤其剛開始

任教，除了忙教學，還得面對現實的升等壓力，況且一路的研究學術養成過程，沒人教

過大學老師如何輔導學生，每個學生都有其個別的議題，再加上成家不久，許多新角色

的接踵挑戰，他說他其實不知如何當導師，就是做好一般的導聚。 

   對導師角色的想像與拿捏，從他自己在讀碩博班的經驗，發覺老師對學生是可以亦師



 

亦友的，可以給學生支持，去聆聽學生的聲音，有這樣的想像與期待，但回到真實教育

現場該如何做出來，他說幸好曾獲本校的傑出輔導老師榮銜的蔡幸娟老師及其他系上的

老師將導師輔導工作建立了一個很完善的模式讓其他老師去依循，老師間也會交流，向

來開放學習的勝柏老師就逐漸勾勒出自己的輔導方式。 

為盡快了解學生，期初將導生資料印一份放在公事包 

   為了能盡快了解導生的狀況，學期初會將導生資料印一份放在公事包，導談前先看資

料先了解導生的背景資料，勝柏老師笑說老師腦袋有限啦!無法全面記住學生的個別資

料，導談前翻一下，這樣可以更快了解學生的情形。除此之外，對需特別關懷的學生會

記在自己的工作筆記本上，那筆記本原是紀錄自己每週授課進度，加註在自己的筆記本

以提醒自己多留意這學生的狀況， 

想轉系的學生是在自我探索與摸索 

   歷史系學生常對自己的出路有很多困惑與茫然，不然就將歷史系當成轉系跳板，我們

就很好奇，對熱愛歷史的勝柏老師，他如何看待這現象，他說「把歷史系當成跳板，這

件事無傷大雅的，因為學生是正在尋找摸索甚麼是自己喜歡的」他樂見學生能喜歡自己

的選擇，而留在歷史系的學生也是選擇他們最喜愛的志願繼續學習，因為他更看重學生

要忠於自己的意志，要快樂的學習，本校歷史系也出了很多對社會有貢獻的系友，這是

歷史系引以為傲的事。 

面對輔導學生其實是我學到更多 

   勝柏老師說「與其說輔導學生，其實我從學生身上學習很多」，他會利用課堂間的下

課，和學生聊天，了解學生間正流行或熱衷甚麼，這麼做除了想了解有無須特別關懷的

學生，更多聽見看見這世代的想法與興趣，他說現在年輕人使用資訊的能力都比我強，

我是跟學生學習! 

   從沒接受輔導訓練的勝柏老師，也在陪伴學生的過程中，看見大學這階段，原生家庭

對即使離開家的孩子仍有很大很深的影響，曾經有個要被退學的學生，家長一知道跑來

系上質問，責怪系上沒有盡到督促角色，勝柏老師看到的不是家長的生氣情緒，而是家

長對孩子的不夠瞭解，於是那天從早上跟家長開始談到中午帶家長用餐，到下午與家長

離開咖啡店時，家長願意去聆聽了解孩子的內心與尊重孩子真正的興趣，勝柏老師耐心

地引導家長從生氣到支持孩子去走自己的興趣，後來那位被退學的學生轉學考上他真正

想讀的系。訪談到這邊心中不禁佩服勝柏老師，這完全是渾然天成的心理師，能去聆聽



 

學生與家長的內在不安，並協助他們覺察自己的狀態。勝柏老師客氣的說學生與家長都

有其個別的功課，我能做的只是陪他們去了解，協助改善親子互動，他謙虛的說透過輔

導是我學到很多。 

學生的一只卡片或一個簡訊，對老師就是最大的動力與回饋 

   愈訪談愈好奇，是甚麼動力讓老師這樣繼續用心關懷?畢竟關懷是費心費時的。勝柏

老師的答案竟是「學生的卡片或簡訊，對老師就是最大的動力」老師一回答就落淚，提

到先前有系上學生因身為運動國手需在左營集訓無法回校上課，為了不讓學生學習中

斷，系主任請老師們自行規劃要如何教授課程，勝柏老師沒有多想就開啟他每週一天的

晚上(因運動員白天要集訓)開車到左營集訓中心給學生教課，課後一定會留下來和他們

聊聊訓練生活與聽聽他們的心情。每當收到學生在父親節祝福老師父親節快樂，這就是

當老師最大的感動，學生的回饋不是送甚麼禮物，是來自內心的感謝。這也是勝柏老師

期許自己能在學生有需要或不知所措時，陪伴學生走一段，看學生願意去探索自己要甚

麼與一步一步學習忠於自己，對老師來說就是最大的感動。 

學生的阻抗是他人生歷練還不夠 

   忍不住問老師輔導學生過程，沒有踢過鐵板或遇上學生不領情嗎?勝柏老師說「對這

個我不會覺得是挫折，學生自己的人生歷練不免還不足，他對事情的了解有限，處理不

夠周全，我們做老師來協助他將問題變解決，去看見學生的優勢，去鼓勵他而不是責難

他，我想扮演扶持的角色」 ，當學生有問題，勝柏老師覺得學生只是要個情緒出口，學

生是有狀況但不是學生有問題，作為老師從旁注意風險控管，而讓學生練習遇到問題的

態度是去解決，去化解情緒，然後透過實際面對問題，讓負面感受有機會變為正面經驗，

老師就是陪伴學生走他人生這一段路。    

同事口中的暖男，學生心裡的好爸爸 

   最後問勝柏老師如何看待大學教師的輔導工作，他說：「輔導學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不是工作」讓我想到他在訪談中提到「人生要走出甚麼風景  看你用甚麼心態」，勝柏老

師對人的相信，相信生命的卡關是因為正在找出口，就陪伴學生面對，就協助看見阻力

背後的助力。這就是同事口中的暖男，學生心裡的好爸爸—歷史系張勝柏老師。 

訪談一開始學歷史的勝柏老師就說到人文就是要廣泛的吸收，這份精神也應用在他看待

學生的視角「卡關的學生只是人生歷練還不足」，他以「陪伴與相信」陪學生去看見更

多的自己與開展更多的機會及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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