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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活加點幽默與創意 
專訪陳學志教授 

⽂/⼼輔112級 葉錫樺  
        陳學志教授任教於臺師⼤⼼

輔系多年，今年⼆度榮獲「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

獎」，⽇前更獲聘為研究講座教

授，也獲得112年師鐸獎，優秀表

現有⽬共睹。本次系友會訊有幸

邀請學志⽼師接受採訪，分享⽼

師⼀路⾛來的學術經驗。

        學志⽼師⾸先表⽰深深的感謝，有許多的貴⼈提攜，才有現

在的成就。他感激過去國中的恩師讓他從放⽜班努⼒到了前段

班，這位恩師也曾經是師⼤⼼輔系的系友，這也是為什麼⽼師在

畢業後先到輔⼤任教，後來選擇回到師⼤任教，牽起在師⼤的緣

分，也謝謝蘇宜芬⽼師的引薦，讓他有機會來到師⼤服務。學志

⽼師也相當感謝學校的長官提供資源上的協助，才可以讓他無後

顧之憂地全⼼投入研究之中，系所同仁給予的⽀持與指導讓專業

可以互相助益。⽼師也謙虛的表⽰他所獲得的榮譽更歸功於他的

研究團隊，⼤家共同努⼒、相互合作才有現在的成果。

        ⽼師回憶起研究的初始，是因為在就讀台⼤⼼理系博⼠班的

期間，他發現同學對於學術研究都感到很痛苦，但是⽼師認為做

研究應該要做讓⾃⼰會開⼼的事，平時也喜歡講笑話給師母聽，

所以開始深入鑽研幽默這個領域，探討幽默是怎麼形成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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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事蹟 

教學傑出獎 

恭賀本系王⽟玉珍教授榮獲本校112
學年年度「教學傑出」獎 

教學優良獎 

恭賀本系陳秀蓉教授榮獲本校112
學年年度「教學優良」獎 

產學合作績優獎 

恭賀本系宋曜廷、王麗斐⼆二位教授

分別榮獲本校112年年「產學合作績
優」獎 

研發成果推廣績優獎 

恭賀本系宋曜廷、陳柏熹⼆二位教授
分別榮獲本校研發處112年年「研發
成果推廣績優」獎。 

傑出校友獎 

恭賀本系簡郁芩教授當選國立旗美

⾼高級中學112年年度「傑出校友」
獎。 

研究講座三年聘任 

恭賀本系陳學志教授榮獲本校112
年年度「研究講座」之聘任，獎勵期
程三年年（112.1.1~1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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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影響⼈的⽣活︖累積了這麼多年的研究經驗，他發現幽默能

⼒因⼈⽽異，像是原住民與新住民的孩⼦有著⾼於平均的幽默能

⼒，這是他們為適應⽣活發展出的策略，同時多元⽂化的刺激也

有助於他們發展情緒創造⼒。因著對幽默的研究，學志⽼師也關

注起情緒創造⼒此⼀概念，因為幽默也需要靠創造⼒才能發揮，

這是難以被⼈⼯智慧取代的重要能⼒。創造⼒的研究也讓⽼師發

展出多套暢銷書，幫助華語⽂學習者可以透過創意思考得以更輕

鬆的學習。

        ⽼師近來也擔任社會情緒教育與發展研究中⼼（Social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的計畫主持⼈，他

在宋曜廷副校長的指導下，與多位專家合作，像是系上的王麗斐

教授、張⾬霖教授，⼀起致⼒於推動社會情緒教育，在校園中推

廣學習社會情緒，其中就包含幽默的能⼒，研究發現幽默能⼒不

只有助於建⽴⼈際關係，也可以培養學⽣的正向⼼理健康。這也

是⽼師⾃身的經驗，學志⽼師說研究不只是做研究，他也會將研

究實踐在⽣活，研究的⽣涯也使得他以更正向樂觀的態度看待⽣

活。

        學志⽼師也分享投入研究的秘訣，⽼師強調時間管理的重要

性，⽼師過去多年擔任學校的⾏政⼯作，在繁忙的⽇程中⼀定要

妥善規劃⾃⼰的時間，把時間留給研究，才有時間產出豐碩的研

究成果。同時，能夠以⾃⼰擅長的領域結合跨領域的專業，就有

機會學習不同的事物，並且開展創新的研究。

        最後，⽼師表⽰獲獎不只是獲得學術成就的肯定，也讓⾃⼰

得以持續發揮學術研究者的使命，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發揮更

⼤的影響⼒。讓幽默在⽣活中增添趣味，協助建⽴良好互動，讓

⼤眾都能擁有正向的⼼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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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理學會17分會獎 

恭賀本系程秀蘭蘭(學84級、碩86級)
系友榮獲美國⼼心理理學會17分會(諮商
⼼心理理學)2023年年「最佳科學研究」
獎。 

恭賀本系程秀蘭蘭(學84級、碩86
級)、許宏彬(碩84級)⼆二位系友榮獲
美國⼼心理理學會17分會(諮商⼼心理理
學)2023年年「Fellow」獎，表彰⼆二位
教授之學術與實務貢獻。 

⼤專學⽣研究計畫 

恭賀本系吳佩諭、張怡婷、何柏
毅、呂呂家賢(分別為學⼠士班114級、
114級、111級、114級)等四位同學
榮獲國科會核定112年年度「⼤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補助，本案指導老師分
別為許禕芳、王⽟玉珍、⽥田秀蘭蘭、陳
慧娟等四位教師。(執⾏行行起迄時間：
2023/07/01~2024/02/28)。 

校級赴國外姐妹校交換
⽣薦送資格 

恭賀本系謝⼦子晴同學（112級學⼠士
班），榮獲本校國際處辦理理112-1學
期「校級赴國外姐妹校交換⽣生薦送
資格」補助，⾄至波蘭蘭的華沙⼤大學擔
任交換⽣生。 

傑出教學助理 

恭賀本系卓苡絨、楊⽻羽涵、劉劉怡
璇 (分別為113級學⼠士班、110及111
級碩⼠士班)同學榮獲本校教學發展中
⼼心111-1學期「傑出教學助理理」獎，
授課教師分別為吳怡萱、張素貞、
吳麗娟等三位教師。 
 
恭賀本系王奕勛、黃元美、趙⼦子
揚 (前⼆二位為110級碩⼠士班及109級
博⼠士班)同學榮獲本校教學發展中⼼心
110-2學期「傑出教學助理理」獎，授
課教師分別為李昱德、王⽟玉珍、張
凌嘉等三位教師。 

陳學志教授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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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系友－林穎異⽼師 
                「授⼈以⿂，不如授⼈以漁」 

⽂/唐⽂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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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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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台⾺開學時間不同，⾺來西亞當時畢

業⽣會有⼀段空窗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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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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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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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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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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為是商⼈⽽失去了做⽼師應有的操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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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機

緣之下，與兩位師⼤⼼輔系同班同學創⽴幼稚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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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師⼀⼜答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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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償的⿎勵及⽀持我們創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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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負使命的擔任該市園長，業務在上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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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及海外⼤學進⾏健

教合作，中⼼院長亦曾代表⼤⾺到⼀些幼教國際論壇發表⼤⾺幼教特⾊，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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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想中，即使已設⽴了因應⼤⾺華⽂⼩學⽽設的安親班，我們

仍毅然於去年成⽴類似於實驗學校的在家教育資源中⼼，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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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冠疫情機遇也讓學校展現了線上教學的能⼒。五年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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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師要學⽣⾯對學習挑戰的態度嗎︖幸運的，過去兩年都入

圍州政府舉辦的⼤⾺百⼤ 中⼩電商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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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五⼗年，卻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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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不是單打獨⾾的年代，你可以⾛多遠在於你合作的團隊，⽽你可以加入什麼團隊在於你⾃⼰的修為

以及你的待⼈處事所造成的機遇。要成為團隊的領導者，必須比⼀般⼈看得更遠，更懂得挺身⽽出奉獻⾃

⼰。不要害怕新的挑戰，只要你終究可以站起來，請不需要太過在意你現在跌得多難看或跌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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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系友－宗耀民⽼師 
⽂/唐⽂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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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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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教⼼系 
畢業50週年返校慶祝紀念餐會 

⽂/教⼼62級 何英奇
    
 本次参加畢業50週年紀念餐會同學包括林⼀真、何英奇、吳麗華、周天賜、王星元、楊麗碧、鄭秀

霞、謝新禮、蔡克容、江瑞美等10位同學齊聚⼀堂。

        期盼回娘家聚餐最令我興奮期待了。在⼤禮堂內接受非常隆重款待和重視，沒有來參加的同學會⼗分惋

惜。系主任在百忙之中告訴我們本系是許多學⽣搶著要進來就讀的科系，⽼師們非常認真帶領，就像我們在

校時，⽼師帶著我們學習，又送了許多學弟學妹親⼿做的禮物。學校轉型增加許多時髦科系，不再是單純的

師範⼤學，教育變得非常多元也與時俱進。

         時光⾶逝，畢業後轉眼已過了50年。此次紀念會中，最傷感的是當年教我們的創系⽼師們都已仙逝，

諸如宗亮東、陸君約、⿈堅厚、邱為城、韓又賢、陳榮華、張春興….等⽼師們。讓我們沒機會再聆聽受教

了。⼼輔系由初創學⼠班，發展到今天有碩博班，並成為師⼤最熱⾨的系。這是前輩⽼師們為我們建⽴的基

⽯，功不可沒。

         最後，我們62級畢業同學⼀起⾼呼：我愛⼼輔系，我以⼼輔系為傲，⼼輔系萬歲！

 
台灣師⼤教⼼系62級系友 謹誌

圖⼀  教⼼系62級同學攝於系館⼼理實驗中⼼⼤⾨前 圖⼆ 教⼼系62級畢業同學與吳正⼰校長、王麗斐系
主任合影，同賀母系系運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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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教⼼系62級畢業同學與宋曜廷副校長、⽥秀蘭
教育學院院長合影

圖四  62級畢業的前教育部長吳清基與本班同學合影

圖五  王麗斐系主任贈送返校系友禮物、介紹母系現
況，並話家常。

圖六  畢業50週年紀念餐會上，各系代表上台與吳校
長、吳前教育部長等合影，同賀母校校運昌隆

圖七  教⼼系62級畢業同學返校團聚⼀桌 圖八 本班王星元、吳麗華同學與名歌⼿潘越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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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輔系112級畢業致詞 
⽂/⼼輔112級 羅品淵 

很榮幸能夠站在這裡，代表教育⼼理與輔導學系的畢業⽣發表畢業致詞。我是師⼤⼼輔112級的畢業⽣

羅品淵。⾸先，我想代表我們的畢業班向所有曾經⽀持、⿎勵和陪伴我們的⼈致上最真誠的謝意，感謝你們

為我們提供了無盡的⽀持和關愛！謝謝各位家長，送您的孩⼦們來到師⼤⼼輔，我們才能彼此相遇，相知，

相互扶持。我也很慶幸⾃⼰選擇了這裡，這會是我永⽣難忘的⼀段時光！初來乍到，師⼤是⼼⽬中的樣⼦，

也或許它不是，不過也是這樣⾛過漫漫四年。（或許有⼈中途下⾞，但⼀路上的扶持，讓我們能夠在今天劃

下⼀個美好的句點。）

我想⽤⼤學四年的經歷來回顧這⼀切。還記得伯樂⼤學堂，我們寫下未來的模樣。在輔導員的⿎舞下，

⼀遍又⼀遍的唱著夢想和希望。第⼀次來到陌⽣的環境，要開始熟悉身邊的同學，你會發現每個⼈都好不⼀

樣，⽽且都散發著光！

感謝⼤⼀上的啦啦比賽讓我們聚在⼀起，有⼈選擇舞蹈組，也有⼈選擇做道具，也有⼈選擇寫⾃我分析

報告～每⼀次的練習，都讓我們更靠近了彼此，道具組的也是，畢竟也和我⼀樣瘋狂的趕死線，三更半夜還

在教⼤做道具。拉拉也讓我們知道，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儘管我們只是個⼩系，但我們還是拿到了，欸….

那個….最佳⿎勵獎是嗎︖雖然獎品的襪⼦沒有很好看就是了。這證明著，只要你肯努⼒，全世界都會幫你，

但輔原的考試可能就沒辦法。還記得⼤學入⾨嗎︖每⼀場精彩絕倫的講座，你總可以發現你身旁的同學，有

⼈在夢周公的畫⾯，現在想⼀下，記住那個樣⼦，以後出社會⼯作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下，我們真正進入了⼤學忙碌的⽣活，有⼈在忙系學會的實習股員，有⼈在準備⼼輔周，有⼈準備

在選⼿之夜⼤顯身⼿，有⼈為了發⼼的考試發愁。結果⼀切的⼀切都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壞了。很多我們可

以相處的機會，都變成線上的相聚了，即使是這樣，我們也是沒有忽略彼此的連結，看看當年得⽔痘之亂就

知道了，還記得那時候我的室友們被隔離了好久。那個時候課業進入了第⼀⾼峰期，開始跑spss，開始背⼀

堆很難的發⼼單詞，開始考要寫滿A4雙⾯的發⼼考試。還記得每次冠銘都會把他整理好的筆記傳到群組，送

他⼀個超級感謝。疫情雖然帶⾛了我們很多活動，但也給了我們喘息的時間，像是教統就不⽤考第⼆次考

試。我們甚至不⽤下床也可以上課（笑）幫各位回顧完⼤⼀了，有沒有覺得，其實短短的⼀年，我們就做了

好多事情，其實你的⼤學遠比你想像的豐富許多！

⼤⼆上，我們開始學習如何當個領導者，很多⼈當上了系學會的幹部，也有⼈在其他社團承擔著不同的

職務，⼤學就像個縮⼩的社會，每個⼈都身兼數職，雖然很痛苦，但也使我們成長。謝謝⽼天爺讓我們辦成

宿營，在疫情的狀況下，我們還能夠齊聚⼀堂，和學弟妹們玩耍，多麼難得且幸運的事啊！接下來，⼤⼆最

有印象的應該就是⼀直在趕實驗⼼理學的報告吧～stroop IAT。有⼈不會spss 有⼈不會apa 格式有⼈整個報告

都不會，但我們還是堅強的熬過來了！也謝謝俊仁⽼師的不當之恩。透過更深入對於諮商和教⼼不同的學

習，我也發現，⼤家開始⾛上不同的路！有⼈選擇教程、有⼈選擇⾛研究、有⼈往研究所邁進、有⼈開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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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跑道，雖然⼤家開始有不同的⽬標，但我們的⼼還是連在⼀起，每個活動我們都還是努⼒的完成了！很感

激遇到的是你們，我才可以擁有這麼完整的⼤學⽣活。

⼤三之後，⼤家開始開⼜閉⼜都是個案概念化，默背保密條款，三⼈⼩組什麼時候討論，今天技術的進

度到哪裏，每個⼈要演練多久。有⼈會變成教五地縛靈，早上你看到他的時候他在教五，晚上深夜的時候他

還是在教五。但這些不停的訓練都扎扎實實的刻在我們的腦海裡⾯。很多⼈不夠⾃信，覺得⾃⼰做不好︔很

多⼈每天都很焦慮，在思考著⾃⼰到底適不適合⾛下去，也正好每個⼈都有這樣的擔⼼和焦慮，我們才能彼

此療癒彼此。我很珍惜和⼤家在⼀起想像未來，在不同的職涯想像中探索的過程，那是最美好的時光，每個

深夜的教五時光都是我的精神糧食。⼤三下，看到上⼀屆學長姐即將迎來畢業的時候。我們知道，⾃⼰離成

為社畜的路也不遠了。有⼈開始找實習，有⼈開始準備推甄的資料，也有些⼈還是對於未來的⾃⼰感到迷

茫。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擁有許多選擇，但也因為選擇太多⽽困擾著。想做的事情

很多，但知道⾃⼰不可能每件事都能夠達成。我想告訴⼤家，don’t stop and 懂 stop，⽤⼒追尋⾃⼰的夢想，

但也要及時讓⾃⼰好好休息。

⼤四之後，⼤家開始去各⾃的領域發展，教程的開始諮商和教學實習，其他⼈開始準備教育專題實作。

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好像快要和彼此分離了，快要沒有時間像以前⼀樣，坐在教五暢談整夜～但我也知道，

這就是長⼤要經歷的分離。但即使是這樣，我們還是為了彼此⼀起的⽬標所奮⾾，也謝謝當初各位師長的努

⼒，讓所有學⽣都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也謝謝主任和副主任不厭其煩的聽我們闡述我們的想法，就是因為有

你們這樣的榜樣存在，我們才可以成為其他⼈的榜樣。

總⽽⾔之，在⼼輔系的學習過程中，我們學會了如何關注和幫助他⼈，學會了如何發掘⾃⼰的優勢和克

服⾃⼰的不⾜︔學會了思辨、學會了關懷、學會了創新，這些都是我們獲得的寶貴資產。我相信，我們畢業

班中每⼀位同學都已經準備好了⾯對未來的挑戰和機遇，也已經準備好成為⼀個有責任感、有同理⼼、有影

響⼒的⼈。帶著這樣的特質和⼼輔系所學，為⾃⼰創造新的⽣命，迎接⼈⽣的⾼潮迭起，不論發⽣的事情好

與壞，我們都會繼續前進，那是因為我們很清楚的知道，無常才是屬於我們的⽇常。

        我很想謝謝畢業班的每⼀位同學，甚至想要具體的描述他們對我來說有多重要，但可惜時間不夠，我想

要告訴各位，你們每⼀個⼈，都是閃閃發光的⼀顆星，未來雖然我們可能不能陪伴在彼此身旁，但我們經歷

過的⼀切都將成為我們最強的後盾。

最後我想代表畢業班向這所學校和教育⼼理與輔導學系致上最真誠的感謝和祝福。在我們的未來道路

上，我們將繼續保持學習和成長的⼼態，發揮我們所學所長，成長茁壯。祝福各位在肩負著社會責任的同

時，始終擁有⼀顆堅毅且溫柔的⼼，為他⼈發聲也別忘了⾃⼰也需要保護。快樂放⼼的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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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快樂！ 
⽂/⼼輔112級謝⼦晴 

在⼤⼆時我曾以康樂股長的身份協辦畢業系列，雖然當時沒能幫上太多的忙，但當我看著⼤四學長姐的

照⽚時仍對這⼀系列的活動產⽣了許多的期待和憧憬。在我的想像裡，⼤四⼤概除了實習以外就沒什麼其他

的事情需要操⼼，班上的許多⼈會相約⼀起籌辦這些活動，我們將會有很多的時間可以慢慢討論活動細節，

從容且隆重的為我們的⼤學⽣涯劃下⼀個句點。等到了⼤四才發現想像終歸是想像，光是實習就可以讓⼤家

連開近乎⼀整個學期的夜⾞，即使沒有實習的同學也都各⾃忙著兼職、投履歷、或是蹲在補習班準備研究所

考試，比起⾯對即將到來的分離，畢業後的未知更讓⼤家無所適從，沒有⼈有更多的⼼⼒準備說再⾒。很喜

歡儀式感的我不⽢⾃⼰的⼤學⽣活結束得不明不⽩，因此⾃告奮勇的接下了畢業系列籌辦⼈員的任務。在最

⼀開始我以為我們最艱難的挑戰就是湊齊⼤家開會，但沒想到最難的是整理這四年來⼤家⼀起度過的⼀切，

即使中間歷經了疫情的攪局，但現在回頭看才發現我們仍默默的陪著彼此⾛了⼀段好長的路。

不免俗地說，四年真的過得好快啊，⼀不留神時間就從啦啦的宵夜、必修課的報告們、系學會⼀個緊接

著⼀個的活動、各種的演練中流逝。記憶中明明還是⼤家初入⼤學時青澀的臉，怎麼只是戴個⼜罩，再拿下

來就已經都變得不⼀樣。因此在籌辦的過程中和夥伴⼀起決定我們的⼤四之夜要帶著⼤家⼀起坐時光機，回

到最初的相遇。我們班第⼀次坐下來好好認識彼此是在教513舉辦的系學會之夜上，因此⼤四之夜我們特地將

早已搬到六樓的桌椅再次搬回513的教室裡，並且在每個⼈的椅⼦下隨機的塞了⼀張帶有問題的字條，就彷彿

當初學長姐帶著我們玩得破冰活動⼀樣。當⼤四之夜的最後每個⼈拿著⿆克風回答問題時，真的彷彿時光重

疊了⼀般，最初連三⼼⼆意都要上網查的我們，在經歷了四年的洗禮後都成為了更成熟的⼈。

雖然我們總是⾃嘲是失落的⼀屆，但我們也為⾃⼰感到⾃豪，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掙扎，每個⼈都

很努⼒的成為理想中的⾃⼰。祝畢業的⼤家，未來⼀切都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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