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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輔導傑出導師專訪--- 

化學系 林弘萍特聘教授 

     撰文：新聞中心實習記者 陳紫瑜 

訪談：心輔組 鄭淑惠、林淑娟、新聞中心實習記者 陳紫瑜 

林弘萍教授自民國 91年進入成功大學化學系，擔任導師的資歷即將邁入第二十年。

這些年來面對變化甚大的社會、教育環境，擁有多年教學經驗的弘萍老師所表現出來的，

並非是跟不上時代的脫節感，而是早已將人生觀念融入生活，與學生打成一片，身教於

言行中的踏實。 

有時候有一點點缺陷，反而可以成為一種努力的動力 

對於在教學與研究中努力的精神，弘萍老師提到，身為化學界少數的本土博士，在

一眾海外歸國的留學博士中，很多時候會覺得自己比不上其他國外回來的老師。在如此

壓力之下，原來在心中的一個缺陷，反而成為了一種努力的動力，對於需要做的事情會

更認真地去做。「正因為我不是留學的博士，是因為覺得自己還有不足，所以需要更努

力。」 

用「請客」跨出第一步，拉近與學生的距離 

面對現實又直接的學生，弘萍老師表示：「人跟人之間跨出去的第一步，還是從食物

開始會比較簡單。我相信大家都當過學生，真的會這樣判斷，學生會從食物來判斷這個

老師對他們的重視程度是到什麼地方。」當老師拿出一個很好吃的東西出來的時候，學

生們對他的信任度也會跟著提高，老師便可以在這當中慢慢融入學生、與他們對話。 

弘萍老師還提到，身為輔導老師一定要想到屬於自己適合的方法，來與學生互動。

以弘萍老師的情形為例，因為剛開始擔任導師時只有 33歲，體力和年齡等方面與學生都

較為接近，加上擅長運動，於是與學生們打球成為了每天下課後的休閒。無論是排球、

籃球、壘球，傍晚時常可以見到老師與學生在球場上切磋球技的身影，同時老師也兼任

了系上壘球的指導教練，容易和學生們打成一片。他認為這是一種優勢，當老師能夠融

入學生群時，能夠比較了解學生的問題、狀況。 

除了課外的互動，老師也再次強調了認真教學的重要性，因為學生會比較信任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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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認真的老師。「我的教書是非常認真的，也許沒有教的很好，但他們知道我是非常認

真的。」弘萍老師表示，身為教學者應該要以身作則，讓學生感受到老師是認真的想要

改變他們。當學生增加了對老師的信任後，會比較願意表達出他的困難。 

「一加一大於二」，帶領學生體會分享的快樂 

總是不吝於與學生共享美食的弘萍老師，提到自己的理財方法，也十分大方地與訪

談者們分享。因為時常獲得帶領產學計畫的機會，弘萍老師本著「有福同享」的初衷，

總是將從產學計畫中獲得的收益，通通拿出來與學生們一同享受美食。身為教師，若是

有與校外廠商建立產學合作計畫的需求，弘萍老師認為此時除了善加利用學校的資源

外，也應保持好與學生的連結。產學計畫合作的收入較為彈性，就有資源可以再跟下一

屆的學生多做互動，成為一個收入與投資的正向循環。 

「有些時候這種東西可以看作是投資。」弘萍老師說明，與學生們之間建立的關係

網，是從小小的互動慢慢開始累積，累積個一、二十年之後就會開始蓬勃發展，到時會

發現身邊的資源很多，可以互相幫忙的人也越來越多。 

打破網路世代冷漠，用行動表達關懷 

「現階段要透過行動、行為去讓學生知道，而不是嘴巴上說說。」談到十幾年前與

現今師生間關係、社會氛圍的轉變，弘萍老師認為正是網際網路的發展，改變了人與人

之間互動的方式。當人們習慣於網路上，只用訊息作為交流媒介時，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感，容易在見不到面、紙上談兵似的交流過程中愈發下降，於是確切採取行動便成為了

改善這個社會風氣的必要途徑。 

「真的要務實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也許不見得做得很好，但別人會感受到。」曾

有畢業生表示，弘萍老師對他所產生最大的影響，是理解如何透過行動，學習去「在乎

別人」。不論是食物方面對學生大方的分享，抑或是對清寒學生提供實質的工作機會、

解答生活上的各種疑難雜症，弘萍老師總是力求提供面對面的實質幫助。或許在意、在

乎的態度很難被傳遞、教導，不過弘萍老師正嘗試透過行動與行為，慢慢讓學生能從中

體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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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踏進辦公室的那一刻，大概就能知道他有事要求助於你 

在成功突破學生們的心房之後，有不少學生在遭遇困難時，選擇求助於弘萍老師。

弘萍老師提到，雖然自己在系上是身障生最主要的輔導主力，但在擔任導師的過程中，

發現臺灣目前也有許多家道中落的學生，正在求學與生計之間掙扎著。「雖然也有一開

始就很窮的學生，不過通常在成大不多，家道中落的倒是有一些比例。有的家裡經商失

敗，突然之間經濟很拮据的也有。」突然間遭遇到如此生活打擊的學生們，往往在迷惘

與慌張之中，難以向導師啟口談錢的問題。此時若是能遇到讓自己足夠信任的老師，學

生才會主動與老師提出困難。 

源於人的自尊心，當學生們有求於老師時，往往會感到難以啟齒，無法採取最直接

的方式來表達自己遇到的困難。「很少會看到有學生直接跟老師說老師我要三萬塊的，

我這輩子還沒有見過。」弘萍老師提到，除了專題生之外，一般的大學生並不會主動去

找老師，所以當學生鼓起勇氣踏進老師辦公室的那一步時，有很大的可能是他正遭遇著

難以自己面對的困難，身為老師需要將事情看出來是一個訊號。 

「沒有遇到困難學生是不會主動來辦公室的，所以當他走進來，確認身體健康平安

之後，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我也不會直接點破說你是不是缺錢。」面對經濟困難的

學生，弘萍老師往往會對學生提出兩種解決路徑——幫他寫獎學金推薦信，或者給予打

工的機會。通常學生不需要當下回答他Yes/No，而是能夠在回家深思熟慮之後再打電話

或寫email回覆老師，這時老師會再找學生與他們聯絡，讓他們提供資料。老師的堅持，

便是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夠把學業給完成，不再被貧窮的問題給絆住。對弘萍老師而言，

身為導師最重要的便是懂得察言觀色，在第一時間發現困難，提供幫助。 

除了在學生遇到困難時給他們更多的可能性，讓學生們去建立更多的「資源清單」

外，弘萍老師也提到，當我們手上握有更多的資源時，就也有能力可以去幫助更多的人。

他決定利用自己在研究與產學合作中，所獲得的來自國家以及私人企業的資源，來幫助

學生們。「我不會直接跟他們說：『你缺錢嗎？』讓他們不用付出就可以獲得他人提供

的錢。我會說：『你有沒有興趣來打工？』這樣子才不會讓他們覺得自己是來跟他人伸

手的。」弘萍老師提出自己的原則——要幫一個人，是要讓對方感覺到機會的存在，而

不是可憐他直接給他錢。面對需要幫助的同學時，不應用施捨的動作來讓同學們感受到



4 

被同情，而是利用身邊的資源，給予對方自立自強的機會。「之後看到他們終於可以獨

當一面、成家立業了，我看到他們都很高興，就覺得夠了。」說到這裡，弘萍老師臉上

的笑容洋溢著大大的滿足。 

防範了一個學生走向錯誤的路，那等於是救了一個人 

關於學校目前的輔導系統，弘萍老師提到目前老師的輔導工作還是很重要，因為大學生

的心智還不是很成熟，網路的訊息也有很多是錯誤的，很多上面解決問題的方式是錯誤

的處理方法。身為老師要慢慢地去協助學生，如何判斷哪一些訊息是正確的，遇到困難

的時候的處理方法是什麼？這些都要找出它的正確做法。此時導師所花在關注學生的時

間，就顯得至關重要了。 

建議心輔組對老師做「新生訓練」，體會擔任導師的責任 

當問題回到「一個老師願意花多少時間在他的工作上」時，弘萍老師表示，身為老

師要有一個概念，要做一個典範。也建議心輔組應該在一個老師剛進學校，還有熱忱的

時候，多花一些時間對老師做「新生訓練」。讓他們知道導師的工作事實上有點像醫生，

如果防範了一個學生走向錯誤的路，那等於就是救了一個人，救了一個家庭。新來的老

師常常會覺得自己的研究壓力大，時間又有限的情況下，最常想到的問題便是「升等」，

在研究、教學與輔導時間上的拿捏，亦有諸多不易。但是弘萍老師認為，這個觀念需要

在第一時間傳達給教師。「你幫助了一個學生讓他走往了正確的方向，真的至少就是救

了一個家庭。」 

建議心輔組調整身障生輔導模式，改變「特權」所帶來的束縛 

弘萍老師補充，大部分企業對於身障身份的求職者還是不友善的。「大家不要以為

身障有優勢，到外面求職時身障完全沒有優勢。我講實話，身障身分在求職時幾乎都遇

到難題。」 

在輔導身障者時，需要讓他們的自我概念能夠轉換，從根本去改變原來對「特權」

的心態，回到職場上靠自己的能力競爭。弘萍老師對身障身退學條件之放寬權利，提出

應該要用「申請」的模式，有修習課業困難的身障生可以再提出申請即可。此一做法不

會在一開始就認定身障者學生之課業就是不好，是需要其他人的同情，才獲得了這個特

權。若是能夠讓有困難的學生再提出申請，也能幫助他們看到自己既有的優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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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看作是一般人。 

多申請經費、人力，鼓勵導師工作 

弘萍老師表示，還是希望學校多支持導師的工作，獎勵一些好的老師、肯付出的老

師，讓他們覺得這份工作是被讚揚的。心輔組也要跟學校多申請一些經費、人力，讓一

些老師更有機會被挖掘。弘萍老師表示，成大還有許多優秀的老師都默默地耕耘、付出

了很多，應該要透過獎項，提供其他導師去相互學習。不知道該如何做的新進導師，也

能夠在拿捏的過程中有一個更好、真實的範例。 

面對學生的抗拒，要先習慣「等」 

導師在輔導學生時，也容易遇到不少的挫折與壓力，此時弘萍老師總是提醒自己，

導師能對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力，要學會付出跟「等」。當成功的案例回到成大找老師

時，他們總會安慰老師：「老師你已經盡力了啦，ok了。」像這樣師生間互相的扶持、

鼓勵，給了弘萍老師許多的成就感，能夠持續在導師這一份工作打拼。弘萍老師認為，

學生們在身邊的時候，他們會協助修正錯誤、成為精神上的支持。跟學生之間的互動越

來越好之後，會發現形成了一個群體一起在往前。他想告訴在輔導的過程中感到挫折的

老師們：「幫助學生時，他會知道，至於他什麼時候感受到、開竅，真的要花時間去等。

『等』是很重要的美德。」 

弘萍老師提出關於導師這一份職業的最大的心得，那就是——心存善念。期許各位

師生們在成長的過程中，能夠保持善良的初心。「走過很多路之後就會知道，心存善念

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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