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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輔導傑出導師專訪---  

外國語文學系 黃淑妙副教授  

 
撰文：新聞中心實習記者 鍾小倩  

訪談：心輔組 鄭淑惠、林淑娟、新聞中心實習記者 鍾小倩 

 

  自民國92年以來，黃淑妙老師已在成大任教19年。隨著時光度過，每年的外文系

學生都會有些不同，身為導師，除了隨著不同學生狀態調整對待方式，黃淑妙老師亦

善用寧靜傾聽、輕巧提醒，搭配平日不經意的關懷問候為學生創造安心的環境。他認

為在輔導互動中，導師只是協助角色，僅需提供適度協助與建議，最後決定權仍在學

生。即便是需要特別關照的孩子，老師也不會放縱他，而是偶爾輕輕推他一把，讓他

慢慢跟上同儕進度。同時，黃老師注重品德教育，時不時就提醒學生要注意不犯戒。

最後更祝福學生，握好品德這個人生的方向盤，期許學生做一個走出成大後能抬頭挺

胸的人。 

#放下心中雜念 安靜傾聽學生需要 

  黃老師舉止穩重，語調輕柔，擅長以聆聽給予學生空間傾訴。隨著時間遞進，每

年學生的狀態都有所不同，需求也不同，為了能夠給予學生最適合的幫助，黃老師透

過傾聽與觀察，來察覺學生當下所需。黃老師表示，以前外文系有夜間部，他曾擔任

夜間部的一整班導師。與之相比，現在外文系只有日間部，變成一個導師帶十幾個導

生，人數比以前少，導師一年會換一批新導生，而一代代學生風格各有差異，在摸索

之中，黃老師改變了和學生相處的方式。 

  「後來的學生獨立性較強，我不會去想說，想給什麼就給什麼，學生他有需要就

自己會告訴我。」黃老師提到，他會先觀察學生喜歡的互動方式，了解學生的需要，

再根據情況給予幫助或建議。日間部的學生很聰明、擅長自學。黃老師表示，這樣的

學生，就看他需要什麼再給什麼。 

  在導聚剛開始，黃老師通常先問學生想知道什麼、有沒有想聽的主題，再盡量給

予相關資源。他說道，四年級一般會對研究所和工作兩大主題有興趣，因此這兩個主

題一定會提，提了之後觸發學生的想法，接著再問學生還想知道什麼。由於黃老師以

前曾在公司工作過，因此如果學生有興趣，會分享公司相關工作經驗。「至於我沒有

經歷或了解的主題，我會盡量找合適的人來分享，例如校友學長姐。」以翻譯為例，

老師曾請擔任過筆譯的校友和學生分享工作甘苦談。曾經還有導生想了解導遊職業，

屬於黃老師不清楚的領域，便請助教幫忙辦校友的講座，尋找合適的分享者。在做得

到的範圍內，黃老師都會盡量滿足學生的求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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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只是協助的角色 自主權在於學生 

  「學生來找你一定有原因，我認為這是可以幫他的機會」黃老師憶起當年外文系

還有夜間部時，他還是個助理教授，常常留在研究室做研究，壓力又大又勞累。由於

經常在研究室，學生很容易找到黃老師，時不時進去就一屁股坐下跟老師聊天。雖然

忙碌，但黃老師都會耐著性子聽學生訴說，陪他聊天，因為黃老師相信學生一定是有

需要才會來找他。曾有一位導生和老師提到家庭問題，他平常要照顧家中成員壓力

大，也無法理解家長的作為。聽聞導生的家長從事物理治療，黃老師便撥時間去做物

理治療，順便和對方家長溝通。「結要自己解，我只是扮演一個解開心結的橋樑」黃

老師表示，身為導師能做的僅是從旁協助，在能力範圍內他都會盡量幫忙，但最後的

結還是要由學生來解。 

  當學生來傾訴，黃老師會放下自己的事，給學生充分的個人發言空間。將自己和

學生的煩惱劃清界線，不把學生的困擾攬到身上，尊重學生的自主權和決定權，給予

協助但又不過多干涉，相信學生擁有主宰自己生活的能力。黃老師認為，決定權在學

生身上，問題終究還是要靠學生自己處理，老師只能給建議。  

#導師的工作就像品保師 學生是成大的產品 

  黃老師笑說，因為在公司工作過，他有時習慣用公司思維來看事情。在他眼中，

學生是成大的產品，學生畢業之後將頂著成大品牌，而導師就像品保師，在學學生如

同製程中的產品，維護產品的品質就是他的責任。為了摸清導生的需要和狀態，黃老

師會給學生填寫「心情氣象台」等量表，從填測結果判斷是否需要約導生面談或轉介

心輔組，同時，珍惜定期的導聚和建立Line群組來保持師生聯繫，及時追蹤導生狀

況。黃老師說，主動的學生會自己來找他面談，被動的學生則要透過同儕去關心。有

的人不喜歡人群，導聚都不會出現，甚至群組也不會加，他們更偏好個別聯絡，黃老

師也會予以包容。黃老師強調，要根據不同學生調整作法，以學生喜歡的方式去關心

他。與導生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中，多少有疲累之處，黃老師笑道「在過程中能讓學

生變好，是我的榮幸」，在過程中他並沒有做什麼，僅僅是聆聽、給予建議，若學生

在引導之後能茅塞頓開，他也很開心。 

  黃老師認為適當拿捏關心的程度很重要，過於緊逼並不會使情況變好，他表示

「要換位思考，如果今天我是對方，也不希望別人一天到晚盯著自己」。黃老師分

享，以前有碰過帶憂鬱傾向的學生，比起主動約談，黃老師把握下課間偶然碰面的短

暫時間關心他、問他近來如何，有沒有曬太陽或運動等等。或是放學時在路上碰到，

有空就可以坐著聊一聊。「有些事對我來說只是小小的動作，很輕易就能做到，對學

生卻有很大的影響」從小小的問候中，學生會感受到老師的關心。黃老師提醒，盯跟

關心不一樣，用盯的會造成壓力，只要些許不經意的問候，輕輕提點便足矣。 

#舉辦年過半百同學會 引導學生想像未來生活 



3 

  以前學務處曾邀請高松景博士到校演講，黃老師對其演講內容印象深刻。高博士

希望學生可以思考未來，知道怎麼過生活，畢竟人生價值終歸在於人生的喜悅。這促

進年過半百同學會的成形，黃老師設計表格請學生想像自己滿五十歲時，期待擁有什

麼樣的工作、家庭、生活或引為傲的事，創造出願景以後，再列出短期、中期、長期

計畫，引導學生思考未來方向。「沒有一個想像的話，就不會有目標，那個目標不一

定達得到，但總比沒有好。」黃老師提醒，學生如果沒有目標容易心慌，憂鬱量表填

完的指數也會偏高，有學生曾經高到三十幾分，嚇得老師趕緊約他談話了解情況。黃

老師表示，有些問題在老師看來可能沒什麼，但學生卻會為之積壓煩惱、導致憂鬱指

數升高。 

#品德是人生方向盤 願學生掌握方向避免走上歧途 

  黃老師見過有的學生為了眼前利益而毀棄道德、做違法的事，也曾碰過企圖詐騙

黃老師錢財的學生(非本系生)，為此黃老師表示非常心痛。他認為為了些許錢財而毀

掉名譽，從此留下不良紀錄實在不值得。黃老師注重品德教育，平日將教誨藏在談話

之中，先不經意的起個頭、引發學生的好奇心，再繼續闡述。「聰明的學生，沒有配

上品德太可惜了!」黃老師嘆道。課堂上，黃老師嚴格禁止作弊行為，更提醒學生不要

去嘗試，考試時，閱人無數的黃老師只要一眼便能看出哪位學生心懷鬼胎。黃老師認

為，活著就像在人生道路上駕駛車輛，品德就是方向盤，若有學識技術卻未能掌握好

方向盤，未來可能會走上歧途，導致粉身碎骨，因此品德教育非常重要。 

  每逢外文系小畢典，黃老師會提醒全系學生品德的重要性，用輕鬆的語氣給予學

生三個祝福：祝學生成為努力不懈的人、成為能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盤的人、成為自愛

和愛人的人。提醒學生要有榮譽感，也期許莘莘學子走出成大之後，能抬頭挺胸做事

情，以身為成大生為榮。 

  黃老師和煦平穩的談吐風格，能讓人感到平靜與安心，不知不覺之間就卸下了心

防。面對學生，黃老師給予傾聽，也將自主決定權交還給學生，不過多干涉。偶爾一

陣清風般的溫馨提點，黃老師輕輕引導學生走向適合的道路，以及領略品德的重要

性，期許學生做個光明磊落的人，將來帶著榮譽感與自信心走出成大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