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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輔導傑出導師專訪--- 

統計學系 蘇佩芳副教授 

     撰文：新聞中心實習記者 梁晴晴 

訪談：心輔組 鄭淑惠、林淑娟、新聞中心實習記者 梁晴晴 

每個人都有他該去的地方，伴學生探索未來之路 

蘇佩芳老師大學時就讀成大數學系，並曾修習教育學程、也擔任過兩年的高中教師；

畢業後留在成大深耕，持續攻讀成大統計所碩、博士學位；她目前除擔任統計系的教授

外，也協助成大醫院擔任巨量科學中心顧問一職。「我常跟學生開玩笑說：成大校園的那

根柱子是我貢獻的。」長年累月下在校園編織而成的緊密人脈網絡，成為蘇老師幫助學

生時的神奇百寶箱，能針對學生們不同的狀況找出癥結點，再提供適當且明確的管道與

協助。若學生遇經濟困難，她提供救濟管道、協助同學申請獎助學金；學生在課業與職

涯方面感到困惑，她則安排課後輔導、介紹研究兼職的機會、引薦學長姐提供就業經驗

分享；學生因感情或家庭關係而受挫時，她便適時轉介心理師來協助輔導……從理性到

感性、從務實的解決管道到溫暖的陪伴慰藉，學生總能在蘇老師身上得到不同面向的力

量，而究竟是怎麼樣的心境與初衷，讓她一路上總是樂於輔導學生、源源不絕地散發出

光與熱呢? 

蘇老師認為，學生主動求助於你背後的意義，是對你的信任。務實與樂觀並存的個性，

讓她在傾聽學生的問題後總能提出選項、指出盲點。「你希望老師怎樣幫你? 甚麼是你喜

歡的？你想怎麼規劃？短期一年內的目標是甚麼？」且蘇老師認為學生年輕就是本錢，

因此總鼓勵學生勇敢去追求令自己快樂的事物，大家在學生時期本就一無所有，並沒有

甚麼好損失的；但她也建議，如果同學當下不清楚自己喜歡甚麼或未來的方向，就既來

之則安之先把學生的本分做好、認真讀書持續探索自己的未來。 

人心最複雜，謹慎拿捏進退 

十幾年來走過的輔導經歷，蘇老師感嘆不同的人看同一件事物，角度就會不同，沒有

對錯之分。長久培養下的敏銳，讓她總能用心看見每個學生的不同。蘇老師說，透過觀

察互動大致上就能對學生的狀況與背景先有所準備，便能給出深具同理心的回應；若遇

到較被動的學生，則請周遭朋友/師長主動看顧、掌握動靜。不論遇到何種情形，最重要

的依然是回歸核心，與學生共同努力，找出每個人的熱忱或問題之所在。 

在旁人看來，學生與蘇老師相處時充滿信任的自在氛圍，其實亦是她在長年輔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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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一步步摸索出的互動之道。要如何使師生雙方皆保持在舒適自在的距離，蘇

老師坦言須謹慎拿捏，有她自己的原則，進退間都有學問，尤其若一昧地將所有情緒或

關愛都表露出來，反而會導致學生產生負擔；如此一來，不僅會讓單純的好意受到曲解，

自己也可能感到挫折，進而對輔導工作感到心灰意冷。對此，蘇老師笑言自己心態調適

很重要，不要奢望輔導必定能看見成果，只要盡自己所能、把愛的種子埋下，當下溫柔

陪伴就已經是最有力的幫助；儘管如此，從多年累積下的學生卡片與信件中，不難看出

蘇老師輔導時展現的真心，依然都被學生們珍藏在心底。 

兼顧學術與輔導 時間管理的靈活運用 

在台灣，學生普遍對校內建立的心輔單位相當陌生，遇上挫折與難關的第一直覺往往

是尋求系上老師協助；反觀在歐美的教育體系中，除了輔導體系完善、資源充足以外，

學生也相當清楚這些管道的存在，並對心理輔導抱持開放中立的態度，因此蘇老師期盼

未來學校內輔導體系的資源與能量再多補強。但另一方面，她也贊成系上老師共同協助

參與學生輔導，畢竟教師是第一線接觸學生的人。只是對老師們而言，要如何在學術研

究、輔導工作、甚至個人的家庭生活間取得平衡，才是最有苦難言的挑戰。 

「不能把自己耗盡，要有個人空間充電才能再當 giver。」蘇老師除了在統計系任教、

還曾榮獲成大教學傑出獎之外，擔任成大醫院的顧問，同時也擔任國外期刊副主編，公

務繁忙的她，毫不吝於分享對時間管理的心得與感想。她坦言曾看過有教授因為太受學

生歡迎而疲於應付，導致在學術研究上進度落後;也有教授只忙於自身的研究，忽略學

生，則有違教育的本質。因此在時間分配的課題上，蘇老師將一天當中切割為大、小時

間：上午時，把握人體高效能的專注狀態，以從事長時間、數小時的學術研究與備課等

專業領域；下午則安排研究外的各類事宜，包含學生輔導，面談或處理電子郵件等行政。

秉持著「靈活運用小時間」為原則來處理事項，不浪費每個半小時或甚至 10分鐘。長期

培養下來的作息，不僅替她保留了精力與時間在學術研究上，也成為她在輔導學生時安

穩有力的基石來源，因為她深知必須先將自身狀態調整好，在面對學生時方能給出適切

可靠的幫助與指引，如此一來才是長期且正面的互動關係。 

忙碌背後 來自家庭最堅定溫暖的力量 

在學校，蘇老師是同事眼中的認真老師、是學生心中的溫暖港灣；而轉過身來，她搖

身一變成為手握鍋鏟的媽媽，延續著時刻不浪費的精神以維繫家務運作。「睡覺前要先將

電鍋定時，起床就能有熱的早餐吃！」蘇老師眼神閃閃發亮、精神奕奕地分享著她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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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道，只因她明白家庭於每個人而言，有著難以取代且無可比擬的重要性。 

「我在美國工作時，下午四點同事們就準備下班出去外面野餐，在台灣怎麼可能有人

工作到四點就去野餐？但那些同事，反而語帶同情地看著我說：『妳的生活品質在哪

裡？』」這席話讓她省思到，家庭與生活的平衡才是生命中的根本，才能源遠流長，尤其

隨著年紀漸增，家人陪伴的重要性將愈發彰顯出來。因此即使學校的事務再忙，蘇老師

對於工作及家庭間的分際仍劃得分明，時間到就是下班，下班回家後就專心陪伴孩子、

與丈夫分工料理家務；除此之外，還能維持大部分平日晚餐開伙、甚至飯後固定慢跑的

各種好習慣。 

蘇老師不藏私分享她高效率做事的小撇步，例如在周末上市場時買齊一週內的食材，

並一口氣完成洗滌分裝、備料、收納保鮮等程序，如此一來便能在大幅減少週間的料理

時間，往往在下班返家後 30 分鐘內，就可以從廚房端出三道菜。「先了解自己的習性，

再安排優先順序去一一對付」蘇老師的另一個小習慣，就是在早晨時先列出當日待辦事

項，並享受每件事完成後將其從清單上劃掉的快感。她會根據每件事務的特性，分別安

排在適當時機去處理，長時間處理大事情，瑣碎時間處理小事情，這種作法除了能幫助

釐清工作進度外，也可配合當下的身心狀態來調整做事順序。蘇老師規律的作息中，當

然少不了對睡眠的重視，她每日完成學校與家庭中各項任務後，便會準時就寢，一定給

予身體滿滿七小時的修復時間，讓一天中從事研究時的專注力、輔導學生時的同理心、

經營家庭時的幸福感，都漸漸沉靜下來並收合，透過充足睡眠以累積隔日重新再來的力

量。 

用同理心耕耘教育理念 視輔導為力上加力 

蘇老師數年前決定結束美國的工作，放棄當地優渥的待遇，返回台灣從事研究工作。

「很多事情不是錢的問題。」豁達的笑容底下，是她由衷相信回故鄉貢獻所學，將遠超

過在國外所帶來的有意義。成功大學是蘇老師一路求學成長、生根結果的地方，面對學

生徬徨時的求助，她總抱著天下父母心的心態而張開雙臂。「每個孩子都是明天的希望，

我希望自己的小孩在成長過程中被善待，所以相信對學生父母而言也是如此。」身為兩

個孩子的媽，加上曾在高中任教、國外工作不同環境下的經驗，讓蘇老師對不同背景的

學生更富同理心，隨著對象不同而調整輔導內容與陪伴方式，但不變的是身為人師、身

為人母的本能關愛。 

隨著輔導年數增加，蘇老師肯定台灣教育制度近年來的努力與改變，加強在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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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幫助學生探索自我。「我認為有在路上了，但還需要進步。」除了教育體系的調整之

外，最重要的是整體觀念仍須持續翻轉，從制度到教師、從家長到學生，都應鼓勵孩子

發展潛力與熱情所在，幫助找到他們適合的方向，不再謹守過去分數至上的升學主義；

如此一來，健全友善的教育制度將有助於學生的身心發展，方是促進正向循環的長久之

計。 

最後，蘇老師分享輔導工作是力上加力，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應該透過互相幫忙，

彼此合作交流等方式，共同建立起密而不疏的輔導防護網，讓學生在面臨課業職涯、人

際家庭等人生課題時，心靈能有所依歸、情緒可有所出路；而對教師與心理師而言，亦

能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平衡，適時沉澱自我、以累積新的能量提供給學生，讓師生間達

到長期且穩固的關係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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