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學年度優良導師經驗分享 

營建工程系 潘吉齡  

    民國 83 年初進入學校任教，除了做為專任教師，也兼任行政主管職，也因為學校創立的

第一年，系上老師僅四位，吉齡就順理成章成為大一導師，一做就做了四年導師，隨著學校的

成長和發展，吉齡得到的訊息就是兼任主管不宜擔任班級導師，因此擔任四年的導師之後，在

87年就卸下了導師的工作，自己最愛的導師工作一停就是 26年，直至去(112)年在前年辭去了

兼任行政工作後，才在系主任的邀請下，重回導師工作，而且是擔任大一導師。 

♦ 本心、初心 

  剛接下大一導師工作的我，到底導師工作的本質是什麼？自己應該是要用什麼樣的心境去面

對導師工作？如何成為一個稱職的導師？如何成為一個適合的導師？這些都是自己在做導師

前需內心探討與確認的。由於面對的是尚未就學的新生，在暑假八月期間就需要聯繫學生，因

自己孩子還在就學階段，他們的導師都是透過電話發送訊息，請學生或是家長加入 LINE群組，

但吉齡認為這樣的作法或許很有效率，但自己覺得似乎缺乏了溫度。所以吉齡決定透過電話一

一聯繫班上的新生，除了可以透過語音直接表達歡迎加入朝陽的行列外，也可以詳細說明入學

注意事項，而不是透過 LINE群組統一發送資訊。當然大部分的電話絕不是一撥號就會接通的，

需透過 2次撥以上的撥電話，甚至要傳送電話短訊，讓同學知道電話號碼是由學校潘吉齡老師

的，在透過電話與 LINE雙重的個別溝通後，在近開學前才成立班級群組。 

♦ 溝通無距離 

  除了與同學個別互相加 LINE 聯繫溝通外，全班同學在開學前也建立了 LINE 群組，班級相

關訊息均能在第一時間透過群組傳達、討論甚至投票表決，因此除非需當面解說、宣導、討論、

決議的特殊議題，否則即由此群組取代班會，發揮更有效率的溝通功能。不僅群體事務如此，

個人有任何狀況、問題或需要導師協助時，也都能個別透過 LINE訊息或行動電話即時反應給

導師，而吉齡也會在第一時間給予回應、協助或建議，並視情況與學生面談，這一年來師生間

聯繫緊密、班級向心力強。 

  因為有了電話與 LINE的聯繫，尤其在開學前，學生對於註冊、就學貸款、住宿、交通、新

生訓練、英文分級、選課…等等問題的不熟悉，就會很直接的利用此管道詢問，有些問題在新

生資料裡、在學校網頁裡、在班級 LINE群組裡都有完整的說明，雖然很想告訴同學可以自行

去查閱，但身為導師的我還是得按著耐心個別一一的以予回覆。 

  另外，為了開學前就能與導師在課程上有所接觸後，在開學前的暑假就已經為了大一新生準

備了微型課程可以修習 - 「學習的思維與方法」，在開學後能與導生有更多的接觸機會，在上

學期開設了一門大一的必修課程 - 「基礎數理」；在下學期也開設了另一門大一的必修課程 - 

「營建工程概論」，透過課程每個星期能與全班的同學在一起，除了在課堂教授專業知識外，每

次上課的同時似乎都可以是在召開班會。 

♦ 關心＆關懷 

  在暌違 26年後，學校在導生的電腦資訊上的發展早已不復當年，導師系統已然全面資訊化。

去年剛接到這導師任務時，還不確認如何開始進行大一導師的工作，在不知道如何下手的狀況

下，發現教職員資訊系統中對於導師工作有一獨立的系統，可仔細看到同學的基本資料，藉此

可快速的了解每位同學的家庭與背景，也從而發現有存在家庭境遇較特殊之導生，這也讓我後



續對此類同學有較多關注。 

在第 1 學期的期間裡，大部分同學是第一次外出唸書，同時與高中職不同的就是~不是每天

都要到校，更不需要從上午 8點到下午 5點的上課，同學們很容易就會陷進自己的習性裡，因

此，如何讓同學適應新的環境並學習大學生活，「關懷與關心」是做為導師的我面對同學的主

軸，要如何與學生在一起並給出關懷，除了召開班會關心大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個別晤談】，

因此，在此兩學期期間只要有空間，每個星期都會邀約班上導生進行個別的關懷；除此之外，

鼓勵同學彼此交流加強班級團隊概念，並踴躍參加系上與校內活動與相關競賽，加強學生之群

己關係提升溝通協調與團隊工作能力，也是我身為導師認為應該要在班級營造上努力的方向。 

由於 3C 產品的盛行，尤其是現在人手一機的行動電話，讓同學們間的距離愈行愈遠，同學

們有的住學校宿舍，有的住宿校外公寓，有的則以通勤來往學校與家裡，同學間的互動似乎僅

有課間休息的機會，然而，現在的情況就是學生在課間下課時，幾乎都埋頭觀看自己的手機，

不是看訊息、就是玩手機遊戲，同學間的互動幾乎已然蕩然無存了。另外，透過與學生的個別

晤談，發現學生在班上認識且能夠說話的同學幾乎都是個位數，思考如何讓同學間能有機會互

動後，吉齡特在「營建工程概論」課程裡安排【紙橋載重競賽】的項目，安排每組 5~7位同學，

透過討論、設計、製作、比賽，發現同學間的互動增加了，對於班級的向心力與認同度也確實

增加了不少。 

♦ 在～時常都在 

  開學後由於同學剛入學，對於學校之各項事務均很陌生，發現在大一入學考試中，幾位面試

時表現較優良且活潑的同學也在本次要帶的導生班中，為穩定班務，在第一次開班會時就技術

性提名面試時表現較優良且活潑的幾位同學當班級幹部，這對後續班級工作之順利推展有著很

大的助益。系學會為了迎新辦了一些活動，如迎新露營與迎新烤肉等活動，在此階段的重要工

作為迅速的認識同學並記住其名字，在此階段任何場合中叫出同學名字時，同學表情是驚訝的  

~ 啊~~老師居然記得我，這可提升同學的認同與信任感，後續若遇到問題比較主動來詢問或是

協助幫忙，而各項活動如系學會迎新、合唱比賽、校慶盃運動賽事、系升旗等一定會出席參與。 

在這一學年裡，會利用時間針對其專業領域之生涯規劃做說明，常在課堂上提到營建工程科

系畢業後可從事的工作領域與範疇，以提高同學在專業課程上之學習動機與動力。除了與學生

個別晤談外，班上同學亦會主動來與我聯繫，尤其是在修讀一學期之後，有些同學了解到或許

自己的職業性向，是否需要選擇轉學或換科系，由於大部分的同學對於未來還是相當的懵懂，

透過個別的溝通後，讓同學能篤定的留在班級裡安心就學。 

  除了在班級群組和上課期間宣導班級注意事項，與學生的個別談話不外乎是最直接與緊密之

互動，不但可以掌握同學學習狀況，更能適時給予同學協助與關懷。在這兩學期也吉齡抽空至

學校二宿關懷住宿學生，也會不時觀察同學們在其他課程中的表現，一旦收到學生生病請假的

訊息，除了上系統了解與核准外，會打電話或送訊息給予關心；當然，平常自己看到的資訊或

是特殊的狀況，自己也會利用 LINE群組發送給同學，請同學們能注意或提高警覺，期待透過

平時的叮嚀，讓同學們能感受到老師的〈陪伴〉與〈關心〉。 

 

  吉齡已從事大學教學工作已 30 年了，現在的學生與過去的孩子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如何讓自己在

這個時代巨輪轉動之下，依能與年輕學子靠近並能夠在一起，【真正的發現是學會以新的眼光看待事物】

一直是吉齡讓自己學習的一種思維，在此與老師夥伴們分享與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