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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師是一種福氣 

大學階段的年紀，正是職涯、感情、學業發展的關鍵期。富美老師以傾聽的方式及鼓勵學

生「若沒有嘗試就沒有改變」的信念，陪伴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勇敢地勾勒未來藍圖，並

且踏實地往可能目標，日益進步與發展。 

年輕，誰都有茫然的時刻，提醒自己給學生支持 

若單看富美老師的資歷，會覺得這一定是個很知道自己要甚麼且有計畫與執行力夠的人，

想不到訪談時聽到她說：「年輕時也茫然過，曾經面對升學與考公職的抉擇，有所迷惑。

那時導師跟我說：『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你怎麼走都對！』這句話一直給我很深的

啟發。」日後，做任何決定，就是:提得起、放得下的果斷。 

因此，藉由自身學生時代曾經面對生涯抉擇時的舉棋不定，與生活難免有困惑的經歷出

發，富美老師提醒自己：在面對學生時，以朋友的姿態相處。畢竟，年輕閱歷少，誰不希

望此時有人能給予相信與肯定呢！她自述自己不聰明屬於只會努力讀書的學生類型，但幸

運的是她擁有父母充滿愛的支持，還有在學時有幸遇到數位老師的鼓勵與相信。所以，她

把這份傳承轉化成學生面對困難時給予全然相信的態度；尤其，有些學生的辛苦是源於無

法獲得原生家庭的支持時，那麼，自己身為導師角色可以用「相信」與「支持」來填補這

樣的缺憾。 

知道，但如何做到？學習當導師 

從業界實務轉到學術研究，即便富美老師有豐富的金融經驗，但「如何當導師？」還真是

沒地方可以先修習這門功課，就算想全力的給予學生「相信與支持」，也總得要有方法可

循吧！所以，富美老師透過自己寫導談紀錄，為協助她進一步思考與學生互動時有無需再

要改進之處的良方。她說，這不只是紀錄也是檔案，這份導談檔案就是用來提醒她：若會

談過的學生有特殊狀況，那麼上課時她就會多看這學生一眼並特別觀察他，待下課時就用

很日常的招呼問：「最近怎麼樣呢？跟老師說一下，最近在忙甚麼？」她說，學生遇到狀

況發生時也不知能向誰求助、或不知該如何開口，因此，透過這樣無壓力式的日常問候，



 

就有機會和他連結，能聽見學生的近況。 

富美老師的導談小偏方包括每學期至少跟每個導生導談半小時，她說這樣我就能知道他們

的日常，當然開始就先輕鬆問候「最近忙甚麼?」十有八九的學生都說「沒有啊!就這樣晃

阿晃的！」，她依多年來的導談經驗會再請學生更具體說「那都在晃甚麼？」她說「你不

用急著去點破他，他會慢慢講。」富美老師說「學生願意跟你談，你就要很慶幸，因為他

們把你當朋友」就這樣她用「等候與聆聽」聽進了許多學生心裡的不安與困擾!  

至少這四年好好陪伴，讓他們不要走偏 

富美老師關懷的學生常有些不是她的導生，她說學生下課就留下來想和老師聊兩句。其

中，不少與家庭問題相關。她說：「學生信得過你，你就幫他，跟親子家人關係一樣，彼

此好好陪伴；對師生關係而言，至少這四年好好陪伴他們，身心健康，讓他們不要走偏」。

她談到曾協助過的一個學生，私下或上課講話都很衝，但下課就到研究室給我看她的割腕

傷痕或敲門問我有沒有藥可以擦。我思索著：她真的只是要跟我拿優碘嗎？但我直覺她希

望有人聽她說話。談過才知道她的父親自戕，她有很多的情緒化解不開，但我也會擔心自

己非心理輔導專業，有能力關懷她嗎？於是，我對自己說：就好好傾聽。然後，我對她說：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你的想法吧」等她情緒逐漸穩定，我也找些事情轉移她的注意力，

同時也增加她生活的目標，跟她討論高普考、提供些考試相關用書，果然，她漸漸的多問

了些考試的問題，並在同年就通過公務人員考試。 

富美老師對此下了結論：如果孩子能多些自我肯定，能累積更多「我可以」的經驗會更好。

因為，有些孩子不僅得承載家庭的壓力，還得揹負自己面對未來的不安。那麼，讓他們多

些安定感、多些行動動力，進而讓他們可以相信自己，這就是作為導師的陪伴，伴隨的成

就感與對學生無形增益之所在吧！ 

訪談的尾聲，富美老師仍一貫客氣的表示她其實沒有特別為學生做些甚麼，還替筆者擔心

訪談文稿沒有精彩內容可寫。殊不知，當她最後說「當老師是ㄧ種福氣，有機會給孩子支

持，事實上孩子未來怎麼走都不會有問題。職涯或專業抉擇不適合時，修正再試試就好！

可以的！」讓我成了「相信」力道可以如此深遠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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