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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友會訊 

 

       林芬菲老師畢業於本校⼼輔系 65 級學⼠班。回憶當年在校的學習經歷，印象深刻，她表⽰當年是誤打
誤撞考入⼼輔系，最初不清楚科系內涵，沒想到入學後，竟發現⾃⼰進入⼀個迷⼈的領域，且遇到許多好棒

的教授及有趣的課程，如張春興老師的普通⼼理學、黃堅厚老師的變態⼼理學、林清⼭老師的統計、劉焜輝

老師的諮商理論及技巧等。⼤師們的教導讓她對教育⼼理學產⽣濃厚的興趣，立志認真學習，以不負恩師們

的教導。

       她很感激國中導師，改善了她與⽗⺟的關係，幫助她⾃我肯定，因此更了解親師溝通的重要。林老師也
很感謝她的另⼀半蔡顯彬（64級學⼠班）的⽀持⿎勵，⼀起⾯對⽣活中的問題，讓她無後顧之憂地為輔導⼯
作付出。畢業後她分發⾄⾼雄市，在國中擔任輔導活動教學，上課⽣動活潑，學⽣都很喜歡她的課。針對適

應不良學⽣的輔導，她不遺餘⼒，引導許多孩⼦找到⾃⼰的⽅向。擔任輔導主任時，成立「⽗⺟成長班」，

開設親職教育課程，協助家長改善親⼦關係。並承辦許多輔導專案，因此榮獲教育部「輔導⼯作有功⼈員

獎」及「師鐸獎」。

       林老師很關懷弱勢孩童，⺠國85年學校成立⾃閉症資源班，她深知這些孩⼦不易教導，乃積極爭取優秀
熱忱的特教老師進入學校，隔年她辭掉主任⼀職，毅然投入此資源班的教學，因風評極佳，家長紛紛將孩⼦

轉來就讀，學⽣情緒障礙帶來許多問題，林老師也承受不少壓⼒，但她帶領特教團隊克服困境，同事們深受

感動，皆鼎⼒相助，全校性的介入輔導，讓特殊學⽣在該校受到良好的照顧，也因此榮獲「⾼雄市POWER
教師獎」。 林老師分享她輔導⼀位亞斯伯格學⽣的成功案例，這學⽣被標籤為⾎腥暴⼒，各校均拒絕他入
學，她卻看到這孩⼦的優勢，結合特教團隊設計社交技巧課程，改善了這孩⼦嚴重的情緒問題，畢業後考入

⾼職，順利到星巴克⼯作，成為稱職的員⼯。

      林老師不斷學習，曾回本系進修暑期40學分班，也在⾼師⼤特教系取得正式的特教老師資格，退休前還
去⾼師⼤攻讀親職教育研究所碩⼠。林老師退休後仍回學校當志⼯，協助辦理親職教育長達17年，如今⼜榮
獲110年度教育部第16屆「教育奉獻獎」，真是可喜可賀。老師受訪時，表⽰很⾼興能夠和系上連結。她提
到「輔導⼈」在職場上常有不受重視的感覺，挫折感不斷，導致後輩還沒踏入⼯作就先怯步，她分享曾受

「張老師⽉刊」⽂章影響，該⽂勉勵「輔導⼈」不求外在的讚譽，把個案點滴的進步，當成最⼤的成就。她

勉勵學弟妹，奠定好在校所學的知識，努⼒栽培⾃⼰，並找到樂意付出熱情的舞台，就可營造豐盛且活⼒充

沛的⼈⽣（撰寫⼈：葉錫樺/受訪者：林芬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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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22⽇我北上⺟校參加「71級師⼤⼈40重聚」活動，熱鬧非凡，回味無窮。這天除了畢業40
年的校友會外，也是校慶100週年紀念，所以場⾯特別壯觀。總召慧苓⾒我從⾼雄回校共襄盛舉，⿎勵我寫
這篇感⾔，登在系刊上，供學弟妹參考。

        當天我想到要與久未謀⾯的同學聚會，非常興奮；6點半起床，搭⾼鐵加捷運，趕在10點半前到達師
⼤，展開8⼩時的探親活動。

        映入眼簾巍峨的校⾨，是記憶深刻的建築，回憶44年前新⽣報到也在這裡。入校有種近鄉情怯的羞澀，
⾏政⼤樓與禮堂仍矗立在那裡，時光⾶逝，景物依然，舉辦活動的體育館則是新增的⼤樓。

        進入會場，換上慧苓為我們預備的⿊⽩T恤，上⾯有班徽的圖樣，使我們團隊更加整⿑劃⼀。接著我就
⾒到兩桌的老師、同學，那種喜悅無可名狀。參加的師長有⾼齡的劉焜輝教授、陳淑美教授、陳李綢教授夫

婦、洪有義教授夫婦及何英奇教授，他們外表健康⼜凍齡，打從⼼裡佩服與讚嘆！

        接著就與想念已久的同學們寒喧，說也奇怪，瞬間打破陌⽣，回到40年前的友誼，很難想像我們都是60
多歲的老太太了！不過，⼤家看起來都保養得宜。對照⼤四全班在⽩宮系館（⽬前已拆除）的團體照，我已

經變成圓潤的⼤嬸，40年的歲⽉寫在臉蛋及⾝材，外表雖然老化，但閱歷豐富、⼼理成熟何嘗不是收穫？況
且我也已經成家立業，有個上班族的兒⼦。

        校友中⼼在會前經過六次的籌備會議，使當天的活動有秩序的進⾏。現場佈置喜氣洋洋，牆上有念戀師
⼤、逆青春時光的畫展，及71級榜單牆，很多⼈在那裡拍趣味照。

        各系依序上台表演，本班事前有視訊彩排，感謝師長們和我們共同上台唱歌跳舞，⼀起同歡！我們唱了
「歡樂年華」和「愛的真諦」，帶動全場氣氛。第⼆⾸歌是有洋蔥的，那是⼤四去邱維城導師家做客，老師

教我們唱的，後來就成為班歌，每次聽這⾸歌就會想起師恩難忘。「不⾃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牢記

在⼼。

        聚餐中有三件相認的事令我難忘：⼀是過去的學姊、學弟妹來探望敬酒，他們⽬前是師⼤教授級的主
管，儷瑜學姐是師資培育學院的院長，曜廷學弟是副校長，秀蘭學妹是教育學院院長，麗斐學妹則是教⼼系

主任兼所長，看到他們在⺟校表現傑出，與有榮焉！另有別系的同學跑來與我相認，⼀位是⼤學時代的社團

朋友，⼀位是共同參加研習認識的，事隔40年，他們還記得我，好感動！同班的美⽟，⼀⾒⾯就緊緊擁抱，
想起我們年輕時⼀起搭男同學的機⾞上南橫旅⾏，真是不可思議。

        這次⼤會致贈的紀念品是美術系設計的刮痧板，系上也送我們⼀隻穿著ＮＴＮＵ上衣獅⼦的絨⽑玩具，
很可愛！我會珍惜！

        體育館的聚會於2點半左右結束，聚會開始響起「往事只能
回味」的歌聲，台前的螢幕出現各系⼤學時代的⽣活照，教⼼系

的相片上傳得特別多，有每年迎新晚會的活動照、⼤學郊遊的團

體照，還有⼤四畢業旅⾏的特寫照，讓我⼼裡悸動得想流淚！聚

會結束時，主持⼈說「我們重聚50再⾒！」我⼜激動了，但願⼗
年後我仍平安健康，再回⺟校！

        接著，我們回到教⼼系系館接受主任的招待，系上為我們準
備點⼼包帶回去吃，含有喉糖及防禦平安飲，好貼⼼！主任帶我

們參觀五樓的各個教室，比起我念碩、博⼠班時乾淨、明亮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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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系上教師陣容堅強，有20多位專任教授及10多位兼任教授。另外，得知麗斐主任今年獲得全國師鐸獎，
是本系的榮耀。我也遇⾒旻沛副教授，他是我在⾼醫⼤教過的學⽣，師⽣相⾒歡！

        最後⼀個⾏程來到⾦華街咖啡館⼆樓包廂進⾏同學的閒聊，讓我對每位同學40年來的情況有更深的理
解，⼤家也交換訊息，彼此互相⿎勵祝福。想起⼤學時代住在女⼀舍的⽣活，同學⽇夜相伴，袍澤情深，另

類姊妹，記憶永遠留存！下午6點解散，我搭6點半的⾼鐵回家，結束這趟探親之旅。


（撰寫⼈：⼼輔系71級校友 張娟鳳）


宗耀⺠老師 

        宗老師分享在師⼤學習印象深刻的經驗：在師⼤的學習當中，課程內容非常紮實⽽豐富，⽽到了美國讀
書後，會發現許多美國碩⼠班才學的內容，在師⼤⼤學部時就已經學過，例如⼼理測驗、統計、實驗⼼理學

等，還記得有些課會需要做實驗、養⽩老鼠，在⼤學就讀期間，都已經在⼼理學領域接受過紮實的訓練，培

養起良好的專業基礎，⽽感覺⼗分幸運。

當時系上有許多有名的老師，例如劉焜輝老師，劉老師治學嚴謹，指導學⽣也很嚴格，上課不能遲到，隨時

要回答問題，當時感覺學習過程很緊張、壓⼒很⼤，在老師的教學下，也奠定紮實的知識基礎，雖然劉老師

教學嚴謹，私底下卻是非常友善、親切，很關⼼學⽣。也記得林清⼭老師帶的課程，學到非常豐富的知識。

另外宗老師受⾦樹⼈老師影響頗⼤，⾦老師上課⼗分有趣，不僅是在⽣涯發展領域帶來啟發，後續要申請研

究所時，也和⾦老師討論未來發展⽅向、所選科系學校等，⾦老師也協助寫推薦信，使宗老師能順利前往美

國伊利諾⼤學（同時也是⾦老師所就讀學校）深造，也⼀直和⾦老師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後續除了⽣涯發展

專業興趣外，宗老師也因為在美國遇到許多⽂化衝擊和適應的議題，

發展出多元⽂化的專業興趣，但宗老師也認為在師⼤求學奠定的基

礎，對後續的學習、發展都有很⼤的幫助。當時的同儕也有到美國留

學的風氣，影響到宗老師會想到美國求學發展。

宗老師從師⼤畢業到了美國後，也⼀直和師⼤的老師們、學長姐、學

弟妹們保持聯繫，宗老師也很感恩這些緣分，因著這些聯繫，有機會

到臺灣演講、參與研習會，進⽽有許多國際的發展，從臺灣逐漸邁向

⼤陸、香港或其他地區，也很感謝師⼤給予的照顧與榮譽。


（採訪、撰⽂：唐⽂慶/受訪者：宗耀⺠老師）。


林穎異先⽣ 

      在⼼輔系的⽇⼦，算是我⼈⽣中最愜意快樂學習的⽇⼦，⼀群輔導特質的教授，讓我感受到接納，忘卻
⾃⼰在海外學習也學會放寬胸懷。在第⼀次上輔導原理聽到了“授⼈以⿂不如授⼈以漁”這句話，這個概念就
跟了我下半輩⼦。在教育⼼理學上聽到教授談論“後設認知”的概念，有茅塞頓開的感覺，這幫助了我往後懂
得釐清及修正⾃⼰學習⽅式。⽣涯發展課讓我接觸了“終⽣學習”這個概念並貫徹之。實驗⼼理學作報告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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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式的訓練及統計學的概念在我跨領域發展時給我的助益也遠超過我當初的想像。社會⼼理學讓我能⽤客

觀⾓度觀察及處理⼀些社會⾏為.

    我算是在懵懂的初三時期就立定志向要讀⼤學，⾼⼀時得知有師⼤這個學校，就把⽬標瞄向這個⼤學，⾼
三時不曉得哪來的勇氣就開始說⾃⼰要讀師⼤⼼輔系，⾼中成績從來不是頂尖，在先修班算是盡最⼤努⼒並

超標完成，可以在⼀堆⼤學科系中繼續選了⾃⼰的第⼀志願。在師⼤也設定了另⼀個⽬標，就是不缺課，⽽

我也成功的貫徹這個看起來簡單實⾏起來卻⼜重重挑戰的⽬標。

     ⾺來⻄亞當時畢業⽣會有⼀段空窗期因為台⾺開學時間不同，在這時期除了在⽗親⼯廠打⼯，另⼀份職
業就是在幼兒園當老師，就是覺得以後也要當老師。

     在師⼤⼼輔系的⽇⼦，算是如願以償的⽇⼦，如果我不曾在師⼤⼼輔系就讀，我並不會成為現在的我。
在台⼤五實習完畢，因⽗親當時健康⽋佳及經商⽣意不理想，回⾺接⼿家族⽣意，以⼀個新⼿⾯對各種挑

戰，當時非常慶幸⾃⼰讀師⼤⼼輔系，要不然⼼理上難以調適各種壓⼒與挑戰，買了許多製程、品管系統、

組織管理等書籍⾃我進修，深覺教育⼼理學太有⽤了，每個星期過百⼩時的⼯作及不停的學習，三年才在⾏

業中站穩了陣腳，不管是產品、機械、模具、外⽂、國際貿易、財經、會計、法律各類知識都打下⼀些基

礎。也與⼀些⽇本多次獲獎的產品設計師共同合作及設計產品。商界順境不會永久，業界挑戰是常態，所以

接下來幾年都帶領公司轉型，進入不同產品領域，從原料、半成品⾄成品都可以客制化供應，重塑公司讓公

司成為國際貿易供應鏈⼀環⽽不是低階⼯業產品⽣產商，客⼾包含世界財經百⼤公司。

師⼤⽂化氛圍也許陶冶了我，客⼾看不到我會去急功近利或是違背商業道德去作商業活動，我當時⼀個信

念，我如果這樣經商⽽失敗，我就去當老師，因為從商是環境使然，不能因為是商⼈⽽失去了做老師應有的

操守，也的確碰到好⼀些不顧商道的⼈，現在回顧，也許這個特⾊反⽽讓我結交許多朋友及獲得更多機會。

從事教育的念頭其實從沒有消失，在⼯作時間“正常化”後，我有更多的時間去策劃未來。⼗七年前的機緣之
下，與兩位師⼤⼼輔系同班同學邓淑莹及林秀⽟創立幼稚園，落實⼤家的教育夢，並把開放教育概念在⼤⾺

推展，記得當時打電話請我們敬愛的⼼輔系吳麗娟老師當我們的顧問，吳老師⼀⼝答應，我們⾼興了好幾

天，這也是師⼤教授愛⼼特⾊，經過⼗年不⽌還記得我們，並無償的⿎励及⽀持我們創業，創業之初，同區

⼀千公尺內有六間業者在競爭，我們成功⽣存並在隔年擴充業務，接下來幾乎每年我們都會擴充，但同時也

因為要維持合理師⽣比例照顧教學品質⽽必須拒絕⼀些學⽣；前幾年也擴張到不同城市，同是師⼤⼼輔系的

學弟吴启铭也不負使命，把教育理念散播到其他城市。

     近年幼教中⼼業務上也擴張到從照護⼗八個⽉幼兒托兒班⾄⼗⼆歲安親班也开辦了在家教育资源中⼼
（類似⼤⾺實驗⼩學存在）。並與⼤⾺及海內外⼤學進⾏健教合作，中⼼院長鄧淑瑩亦曾代表⼤⾺到⼀些幼

教國際論壇發表⼤⾺式多語⾔幼教特⾊，我們也例常性邀請海內外學者舉辦教育類講座及⼯作坊，當然這當

中不乏⺟校師⼤老師或是學長姐。

     師⼤教育學院的氛圍讓我們浸潤在教育，不忘初衷也替社會盡⼀分棉⼒，我們成立繪本藏書量最多的兒
童繪本圖書館及新公司負責引進各類海內外好的學習資源給⼩朋友、家長及教師。⼤⾺中⽂源流教育很多時

候資源是不⾜的，所以必須逐步建構教育⽣態圈，就像在沙漠中建構綠洲⼀樣，引入更多有⼼⼈繼續努⼒。

慶幸本次新冠疫情不只沒吞噬我們，機遇也讓學校展現了線上教學的能⼒並進⼀步發展。所以去年我們獲頒

由⼤⾺最⼤中⽂報集團主辦的南洋教育獎--傑出教育機構，算是辦校的⼀個⾥程碑.
七年前因為看好電商在⼤⾺機遇，也創立電商公司，跨入另⼀個新的領域因為之前不曾跨入零售，本著多年

來不畏困難去學習的精神繼續做⼀個新的嘗試，這難道不是老師要學⽣⾯對學習挑戰的態度嗎？幸運的，過

去五年都入圍州政府舉辦的⼤⾺傑出電商，並於去年獲得州內前三。師⼤教會我學習如何學習，這讓我可以

沉著的⾯對及適應這個萬變的環境，活了五⼗余年，卻必需⾯對越來越多的第⼀次及學習，非常難得在師⼤

所學的還能⽤在新變遷中，科技只是改變⼀些⽣活⽅式的⼯具，是智慧應⽤科技⽽不是把科技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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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接觸幾個⾏業，了解⼀些⾏業⼈思維，師⼤⼈完全不須妄⾃菲薄認為⾃⼰只能埋⾸教育⾏業，競爭⼒

取決於信念及⾃我成長⼒，師⼤教我們如何教育別⼈成材，學⽣將會遍及各⾏業，⽽我們同樣肩負修練⾃⼰

的任務，育⼰還是育⼈都必須把⾃⼰做好，這⼀點僅此再度感恩⺟校栽培。（採訪、撰⽂：唐⽂慶/受訪者：
林穎異先⽣）。 


亮點校友完整名單（訪談內容分期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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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樹人 64級學 學術研究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名譽教授

宗耀民 76級學 學術研究類 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鄭秀姿 74級學 產業實務類
中租控股公司董事暨控股人資長 
利雄醫療科技公司（上海）董事

林穎異 84級學 產業實務類
綠洲教育集團董事暨聯合創辦人 
Keyogen Trading電商CEO暨創辦人

張景媛
71級學 
74級碩 
79級博

教育耕耘類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陳明終
72級碩 
80級博

教育耕耘類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張德聰
71級碩 
82級博

社會公益類 大華科技大學董事長

賴念華
79級學 
80級碩 
86級博

社會公益類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系教授

陳李綢
69級學 
71級碩 
77級博

多元貢獻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兼任教授 
臺灣身心障礙暨行動不便者產業發展 
聯合總會會長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常務理事

郭麗安
67級學 
69級碩

多元貢獻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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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之夜 
 
⽂/⼼輔114謝岳伶（康樂股長） 
這是我第⼀次籌備這麼多⼈參與的康樂性活動，說實話真的壓⼒蠻⼤的。擔⼼了⼀堆有的沒的，怕流程不

順、時間超時或是⼤家覺得不有趣、不開⼼之類。所以在最後看到⼤家的回饋提到很好玩等等，真的很有成

就感，感覺先前的努⼒值得了。


⽂/⼼輔114林奇穎（康樂股員） 

之前⼀直對辦活動沒有什麼信⼼，但幸好其他夥伴都有不少經驗，兼顧到活動細節的同時，也教導我不少經

驗。從活動初期，構想活動細節，到執⾏，都非常感謝康樂股員們的互相幫助與創意；前期曾擔憂⼤家活動

間的氣氛會低迷，但到後來，看到⼤家能享受活動，愉快地參加遊戲時，雖然感到疲倦，但同時也感到⼀絲

⾃豪與無限的感恩。最後，也想藉這個機會與每個⽀持、曾經幫助我們的朋友、同學說上⼀聲感謝！ 
  
⽂/⼼輔114黃湘婷（康樂股員） 
這是⼼56康樂股第⼀個舉辦的活動，看到當天⼤家都很開⼼的看表

演、投入參與遊戲環節，讓⼈覺得很有成就感！謝謝當天參與的系

胞、老啦的表演者，還有來幫忙的⼯⼈們！  
 


五系聯合耶誕晚會 
 
⽂/⼼輔114謝岳伶（康樂股長）

五系聯合聖誕晚會對我來說也是⼀個挑戰，因為⼈數比起選⼿之夜多了好幾倍。再加上系上過去從沒有類似

的活動可以當作前例參考，所以剛開始籌備時有點⼿⾜無措，不知道從何開始、要做什麼，也不知道怎麼樣

的⽅式才能做到讓各系都能玩得開⼼的形式。不過最後在其他系有經驗的總籌共同合作下，我們還是完成了

這個活動，感到非常欣慰。

 
⽂/⼼輔114林奇穎（康樂股員） 

這次的聖誕晚會是⼼輔系第⼀次與外系聯合舉辦，雖然有些美中不⾜，但非常感謝系胞們的參與和體諒。與

外系合作不僅是⼼輔系的新體驗，也是康樂股們和我的初體驗，在過程中，我們理解到溝通的重要性，也在

互相幫忙間，⼀同朝⽬標邁進。


⽂/⼼輔114黃湘婷（康樂股員） 
今年嘗試了跟外系⼀起合辦耶誕晚會，在籌備與溝通的過程中更加繁瑣，有些事項不像⾃⼰舉辦可以很快地

拍版定案，⽽是需要來回的討論後才能確認，這不論是對籌備的我們來說，或是參與的系胞都是個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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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本系於111學年度新聘陳柏⾢、喬虹等⼆位專任助理教授。(陳柏⾢為美國堪薩斯⼤學⼼理學
系博⼠畢；喬虹為美國密蘇⾥⼤學Dep of Educational, School,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博⼠
畢)。

• 恭賀本系簡郁芩教師榮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1年度「吳⼤猷先⽣紀念獎」，學⾨專長：「科

學教育」。 

• 恭賀本系簡郁芩、許禕芳等⼆位教師於111學年度升等為「教授」。

• 恭賀本系簡郁芩等1位教師榮獲本校研發處112年度「特聘教授」獎，獎勵期程三年：⾃112年1⽉

1⽇~114年12⽉31⽇⽌。 

• 恭賀本系陳學志教授榮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1年度「傑出研究獎」，學⾨專長：「科學教

育」。 

• 恭賀本系王麗斐、吳昭容、程景琳等3位教師榮獲本校研發處112年度「優聘教授」獎，獎勵期程
三年：⾃112年1⽉1⽇~114年12⽉31⽇⽌。 


• 恭賀本系劉振維等1位教師榮獲本校研發處112年度第1次「獎勵新聘特殊優秀⼈才」獎，獎勵期
程延長⼆年：⾃112年2⽉1⽇~114年1⽉31⽇⽌。 


• 恭賀本系王麗斐教師榮獲教育部111年「師鐸獎」。

• 恭賀本系陳慧娟教師榮獲教育部111學年友善校園獎表揚為⼤專校院「傑出導師」獎(全國只有兩
名⼤專的導師獲得此殊榮，慧娟副主任代表師⼤榮獲此獎！)。


• 恭賀本系陳學志、簡郁芩、吳昭容、許禕芳、林旻沛、王麗斐、程景琳、王⽟珍、王櫻芬等九位
教師榮獲國科會111年度補助⼤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才獎」(獎勵期程111年8⽉~112年7⽉)。


• 恭賀本系陳柏⾢教師榮獲本校111年度「獎勵新聘特殊優秀⼈才」獎 (獎勵期程三年：⾃111年8⽉

~114年7⽉⽌)。 

• 恭賀本系陳慧娟及張世華⼆位教師榮獲教育部111學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年期計畫。 

• 恭賀本系王⽟珍教師榮獲2022年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傑出研究獎講座」。 

• 恭賀本系王麗斐、劉⼦鍵、陳慧娟、劉振維、張益慈、陳姵臻、黃詩媛、張凌嘉、蔡孟樺、陳虹
仰等10位教師、研究⼈員及博⼠班研究⽣榮獲本校研發處111年度「學術論⽂暨專書獎助」。 

• 恭喜林旻沛老師、姜兆眉老師，通過111年12⽉21⽇之校教評會議，升等順利！。 

• 恭喜林世華老師、張雨霖老師，通過111年12⽉21⽇之校教評會議，教師評鑑順利通過！。 

• 恭賀本系系所友⾼中2022年專⾨職業技術⼈員⾼等考試「諮商⼼理師」證照，榜單如下：顏嘉萱

(碩107級)、魏⼦翔(碩108級)、王韻婷(學109級) 、林芷⽻(學109級) 、陳秀芬(碩107級)、陳波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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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108級)、劉⼄欣(碩107級)、謝亞倫(碩107級) 、羅佩佳 (碩107級)、陳姿蓉(碩107級)、丁琬玲

(碩107級) 、陳麗雅(碩107級) 、李瑜庭(碩107級) 、⾺佳歆(學109級) 、唐郁婷(碩106級) 、蘇琪琪

(碩107級) 、謝玫芳(碩104級)、楊鈞惠(碩107級) 、尤欣悅 (碩107級)等 19名。

• 美國史丹佛⼤學依照全球最⼤引⽂摘要資料庫Scopus統計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本校積極推

動科普研究教學的副校長宋曜廷榮獲「2021年度科學影響⼒排⾏榜」；本系劉⼦鍵教授榮獲全球

前2％頂尖科學家「學術⽣涯科學影響⼒排⾏榜」，校內共有28位等知名學者，皆榜上有名，顯

⽰師長長期在國際學術界累積的傑出貢獻。

• 科技部111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恭賀本系共有14件教師申請案獲得補助。 

• 恭賀本系系所友⾼中「111年教師甄選」共有19位系所友錄取各國中、⾼中職之專輔教師；榜單如

下：鄭育馨、邱俊穎(學110級)；簡瑞怡、許書涵、陸⼼恩、王學章(學109級)；吳承儒、胡運陞、

張嘉庭、廖志豪(學108級)；陳柔蓁、楊宜穎 (學107級)；陳映瑄(學105級)；張承⼼(碩109級)；呂

念庭、李佳真 (碩106級)；賴柔勳、張捷(碩104級) ；陳辭⼈ (碩99級) ；劉濰萱(碩108級)。

• 恭賀本系林穎異亮點校友(學⼠班84級)現任⾺來⻄亞巴森經營綠洲幼教中⼼創辦⼈及賀基出⼝有

限公司總裁，其創辦之電商公司，於2022年榮獲⾺來⻄亞雪蘭莪州政府主辦之「傑出電商三強」

獎。

• 恭賀本系本系林芬菲系友(學⼠班65級)_榮獲110年教育部第16屆「教育奉獻獎」。資料來源：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5696988。  
• 恭賀本系謝妮娜同學(博109級) 榮獲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中⼼「111年度新進博⼠研究⽣

獎助⾦」，獎項研究主題：「以「家庭動態調查」資料作為碩博⼠論⽂研究素材之研究」 (獎勵

期間⾃111年10⽉17⽇起， 每半年考評)。 

• 恭賀本系許哲修 (博102級) 同學榮獲2022年臺灣諮商⼼理學會年會「優秀博⼠論⽂獎」，指導教

授：⽥秀蘭院長。 

• 恭賀本系葉錫樺、羅品淵 (學⼠班112級) ⼆位同學榮獲2022年台灣輔諮學會「蔣建⽩獎學⾦」。 

• 恭賀本系江品慧同學(博109級) 榮獲國科會核定112年度「補助博⼠⽣赴國外研究」(千⾥⾺專案)

補助。 

• 恭賀本系邱馨沂、袁湘妍、趙于萱（以上三位為111級學⼠班）、羅品淵、林辰、柯汝璇（以上
三位為112級學⼠班），榮獲本校國際處辦理111-2學期「校級赴國外姐妹校交換⽣薦送資格」補
助，分別⾄韓國成均館⼤學、⽇本東京外國語⼤學、荷蘭萊頓⼤學、美國天普⼤學；韓國全北⼤

學、⽇本鹿兒島國際⼤學擔任交換⽣。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