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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輔導傑出導師專訪--- 
經濟學系 蔡群立教授 

                                                撰文：新聞中心實習記者 羅苡晅 

訪談：心輔組 鄭淑惠、新聞中心實習記者 羅苡晅 

 

生活在網路快速發展的世代，資源的獲取越來越容易，但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很多

學生也容易陷入資源過多的迷茫。面對這個世代，群立老師除了用朋友的心態與學生相

處，努力利用資源幫助學生，更重要是希望勉勵同學們還是要付出行動，「先盡力後隨緣，

但很重要還是要開心生活。」 

 

#把學生當朋友，在朋友需要時伸出援手 

群立老師進入成大十六年，除了休假那一年，其餘十五年皆擔任導師，甚至連擔任

主任時也同時接任導師。「擔任導師，我可以更理解學生的需求，而擔任主任，讓我有更

多且更快速的資源可以幫助學生，雖然要付出更多心力，但很值得。」從一開始就可以

感受到群立老師對學生的用心。而面對這麼長時間的與學生相處，我們問老師對於擔任

導師這麼多年的心情變化及保持動力的訣竅，老師分享其實心境並沒有甚麼太大的改

變，可能因為對擔任導師的期望就是沒有設限，希望可以像朋友般地與學生相處，幫助

更多的學生，正向的影響他們。至於保持動力及花很多時間在學生身上，老師認為花時

間是小事，自己更希望可以真的幫助他們，更提及可以把學生當作朋友，把人與人的相

遇當作很特別的緣分，而每年都會有新的朋友、學生，何嘗不好。這樣的心態轉換也會

讓導師工作變得比較不是額外的負擔，反而像是結交朋友並在他們需要幫助時伸出援

手，在遠行時給予祝福。 

 

#珍惜每次相遇的緣分 

訪談過程中，常常感受到老師十分珍惜與學生的每一段緣分，這也可以源於群立老

師擔任導師第四年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時有次導聚老師與一位大四學生同桌吃飯，當時

學生就有分享自己喜歡爬山但家裡卻十分反對，並跟老師分享每次登山的喜悅及下次要

去爬山的期待，後來個別導談也分享許多登山的故事，老師也十分祝福並叮囑那位同學

一切小心安全。之後在某次過年前後，老師忽然收到學校的電話，說有同學登山失蹤，

而那位同學當時也連絡不上，當時老師也安慰他的家長一切都還有希望，但過了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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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出來了，失事的就是那位學生，這也成為老師永遠不會忘記的故事。雖然難過，卻

也讓老師更珍惜每次與不同人相遇的緣分。這個故事之後也有個小插曲，大約四五年後，

老師又遇到一位喜歡登山的學生，那位女學生也分享他們每年都會帶漫畫去那位學長失

事的地方紀念他，也讓老師很感動，感受成大學生的善良。 

 

#導師就像是家醫科，第一線處理不同的疑難雜症 

面對學生的各種情緒，很多時候是負面的，問老師應該如何處理這些情緒。老師反

而覺得還好，「我常常開玩笑對同學說，你們的這些煩惱有時是因為你們在這個年紀，若

你們年長一點回去看這些問題，這些可能就不會是問題了。」，所以有時面對學生不同的

情緒，對老師說反而不是負面的情緒，那這時老師很常做的就是善用同理心、傾聽學生

的需求，透過說出來，很多學生就更釐清自己的方向，有時更只是希望可以有人能支持

他們的意見，推他們一把，但每個學生的特質都不一樣，還是要依不同學生的特質有不

同的處理方式。 

 

問到學生最常遇到的問題，老師表示很常是生涯規劃、不知道畢業要做甚麼，那老

師有時就會請他們先思考之後最想要做甚麼，如果都不知道，可以利用排除法，慢慢將

範圍縮小，慢慢縮到一個範圍，就往前走吧。因為現在很多人也會讀碩博士，所以還有

一些摸索的時間，就繼續往前走。這個回答並不是不給明確的方向，而是勉勵學生不要

設限自己未來的路，在往前走的路上也會更認識自己，找到自己喜歡的路，老師更表示

自己也是這樣摸索上來的，也分享在前面幾個工作若是不喜歡就可以趕快換，透過嘗試

找到喜歡的方向，做了才會知道接下來的成果。最終不管有沒有找到目標，最重要的還

是要付出行動，踏出嘗試那一步。 

 

#盡力後隨緣，開心最重要 

老師也分享曾經遇到一位學生，同時雙主修兩個科目卻在心情上造成很大的壓力，

而去詢問老師應該如何處理。當時老師聽到後就直接建議學生負荷不來就退掉，不要讓

自己壓力這麼大，開心最重要，那同學就說有其他老師建議要努力維持，父母沒意見，

那他也覺得若是維持會很棒但目前壓力很大，當時老師聽完還是建議同學退掉，並不是

為了附和他，而是在各種評估下，同時感覺其實學生是希望老師可以支持他的決定，最

後學生也退掉了，在畢業後也到很棒的研究所，這也讓群立老師覺得當導師還有很重要

的一部份是引導學生做出更開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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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分享，雖然都是大學，有時候不同學校要處理的問題卻不太一樣，像私立學

校處理的問題就跟國立不太一樣，像成大的學生可能就比較是對自我要求太高、想太多、

過度要求自己等，雖然老師覺得在成大蠻幸福的，學生都很優秀，但在私下、課程上不

時勉勵學生要適時放鬆，過開心一點，更認為學業、專業很重要，但人際關係也是十分

重要的一環。 

 

#建立「可以找我尋求幫助」的形象 

如何發現學生的需求或是願意讓他們說出自己的難處。群立老師分享，他認為很重

要事件建立「老師會幫助你」的形象，像是透過每學期的一對一對談，雖然只是一些日

常瑣事、輕鬆的對話，但也可以更了解學生，最重要是讓學生信任你。「發現問題，不如

讓學生主動來找你」，讓學生若是真的需要幫助，他就會願意來找你協助。但除了學生主

動尋求協助，老師也可以參考心情量表、導談等間接關心同學。 

 

問到有沒有諮詢學生或是建立形象的 SOP，老師認為每個學生的特質都不一樣，很難

用制式的流程來面對每一個特質，很重要還是要願意真誠的認識每一位學生。更說到師

生關係的溝通是雙向的，有時候雖然老師很願意幫助學生，但若學生不願意講，有時候

也是學生自己的損失，老師也不用一直勉強去找出學生面臨的困境，有盡力就可以了。

在跟學生拉近距離的方式，老師分享除了可以透過個別導談、導聚與學生相處，也可以

在上課時分享一些觀點，或是參加學生活動、把學生當朋友相處等。老師也跟我們分享

一次有趣的經驗。老師曾經參加系上的唱歌活動，跟同學合唱還跳舞，學生覺得十分有

趣也降低跟老師的距離。這就像前文所提及「如何建立可以親近形象」的管道之一，但

也並非所有導師都適用，這也可以源於群立老師有趣又不設限的個性。 

 

#盡力不一定能克服每位學生的難題，但重要是「盡力」了 

面對不同學生的困境，也讓老師發現身心障礙學生尤其辛苦，不管是生活、課業、

心理、生理，甚至對整個家庭都會有一些影響。而有時群立老師很用心的對待每一位學

生，付出了自己的心力、時間，卻還是會遇到一些比較難處理的個案，那尋求心理師等

專業的幫助也是很重要的。老師就分享曾經遇過一位有身心相關嚴重疾病的同學，不願

意出席、不願意互動，甚至老師不停主動傳訊息、打電話給他也不一定會回覆，而回覆

也常是負面的貼圖等。當時老師除了關心同學，找他的醫生諮詢、在沒錢時帶他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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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回訊息、幫忙面試訓練、甚至在前一天都幫忙規劃好全部行程後，卻因為同學打電

話說來不及，而載他去搭車，雖然讓學生願意相信老師，卻沒有很顯著的態度改善。而

在連絡父母後，發現父母也放棄了，甚至變成老師安慰家長，雖然老師付出了極大的努

力，但同學的學習意志及生活態度仍持續低落，也讓老師十分沮喪不知道如何幫助，但

老師仍持續與同學保持聯絡，並勉勵他「天助自助者」，只要他願意，老師隨時都願意幫

助他。 

 

#沒有目標，「靠航」也是一個好選擇 

老師以他在經濟系觀察為例，認為大一有做規劃十分重要。大一剛進來都差不多，

都很優秀，大學四年出去的差距就可以差很多，其中很重要就是對於未來要有一些規劃

或是目標。像是大一進來可能想去香港工作，所以會以大陸研究所為目標，進而找資源、

練英文朝著目標前進。雖然有目標的人占少數，但這是一種風氣，若一些學長姐有這樣

的經驗，就可以學習、參考，有更多的想像，但不管想朝甚麼目標前進，這些資源都是

需要投入時間來付出的。 

 

老師的角色就是創造這些環境跟資源，但要不要努力還是看學生自己。像老師擔任

系主任時有邀請更多學長姐來分享，讓同學對未來有更明確的參考，就算沒有目標，透

過學長姐分享、老師創造機會，也可以暫時「靠航」，順著當時你覺得最適合的方向，邊

走邊看，慢慢釐清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方向，但很重要的還是要願意去嘗試，之後「隨

緣」的走到更多不同的選擇，但這一切最終還是要靠自己，沒有人可以幫你決定未來。 

 

#老師就像藏寶庫，更重要是學生主動出擊 

對很多學生而言，大學的教育環境跟國高中相差很多，除了選擇變的更多、生活面向

變得更廣、主動性要更高，從為別人學習轉變更多到為自己學習，心態更要有所調適，

其中導師的角色也有一些不同。以往的導師或許比較像是監督課業、授予知識的單方面

傳授，但到了大學，導師更像是擁有各面向的寶藏資源庫，授予課程的同時，也可以分

享日常的經驗、跟學生相似領域的專業，但不管寶藏有多少，都還是要由學生主動去發

現。因為大學的環境相較自由，老師不太可能了解每一位學生，這時學生主動出擊、雙

向溝通就變得十分重要，你更了解老師，老師也可以更了解你，除了可以有更多生活經

驗及專業知識的諮詢者，有時更可以幫學生寫出更有說服力的推薦信及創造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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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老師還是分享認為導師還是需要願意熱心服務同學的特質，但老師們也同時面對

研究、教學、輔導等不同事情，有得必有失，在關心學生的同時也須付出時間及心力，

而每個老師的規劃並不相同，那對群立老師而言，幫助別人同時也是在累積他自己的正

面能量，更笑說有時研究反而更煩心，也期待日後可以認識更多不同的朋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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