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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台灣教育⼼理學研究⼈師典範 

2024教育研究終身成就獎—林清山教授
專⽂報導  

林清山教授是每位進入教育⼼理與輔導學系就讀的學⽣都

⽿熟能詳的名字，深受師⽣敬仰。2024年，林清山教授榮獲教

育研究終身成就獎，他以⼀名學者、教育者的身份，啟發後

輩，推動教育創新，對提升臺灣的教育研究有重⼤的貢獻，

「教育研究終身成就」這個獎項不僅是對林清山教授的褒揚，

更是對他多年來在教育研究領域耕耘的肯定。

引進教育⼼理學新知，拓展教育研究領域

林清山教授的學術之路始於國⽴臺灣師範⼤學，在獲得教

育學⼠與碩⼠學位後，赴美國夏威夷⼤學完成教育⼼理學的博

⼠學位。他的學術背景豐富多元，橫跨教育、⼼理學與輔導等

多個領域，為其後續的研究⼯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林清山教

授亦於美國密西根⼤學進⾏研究，並在匹茲堡⼤學、紐約州⽴

⼤學擔任訪問學者，透過國際交流不斷擴展其學術視野。在臺

灣教育學術界，積極引進國際最新的研究成果，並應⽤於臺灣

的教育現場。這種國際化的研究視野不僅提升了臺灣教育⼼理

學的國際影響⼒，林教授在教育研究領域的推動，也為國內師

資培育、課程設計等⽅⾯帶來新的啟⽰。

介紹統計⽅法與技術，提升臺灣教育研究⽔準

林清山教授撰寫的「⼼理與教育統計」及「多變項分析統

計法」等研究⽣⼈⼿⼀本的考試必備書籍，成為學界的經典著

作，廣泛⽤於教育與⼼理學研究中。他堅信要促進國家科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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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事蹟 

2024教育研究終身成
就獎 
恭賀本系林清⼭名譽教授榮獲台灣教
育研究院社頒發之「2024年教育研
究終⾝成就獎」。 

傑出校友獎 

恭賀本系簡郁芩教授當選國立臺東⼤
學113年「傑出校友獎」。 

教學傑出獎 

恭賀本系王⽟珍教授榮獲本校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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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教學優良獎」。 

學術論⽂暨專書獎助 

恭賀本系程景琳、王麗斐、蘇宜芬、
陳孟筳、劉⼦鍵、劉振維、林旻沛、
簡郁芩、陳虹仰、趙敏安、陳姵臻、
蔡孟樺、王孜甯、黃詩媛共14位教
師、研究⼈員及博⼠班研究⽣榮獲本
校研發處112年度「學術論⽂暨專書
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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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必須從基礎教育做起，因此積極參與中⼩學科學與數學課

程的改進及教學實驗⼯作，致⼒於應⽤教育⼼理學理論於實際

教學中。

林清山教授除了在教育⼼理學、兒童語⾔發展研究以及遺

覺實驗研究等領域有所建樹外，亦發表了⼆⼗餘篇專題研究論

⽂。這些研究多採⽤實驗⼼理學⽅法，探討膚電反應、⼼跳、

腦波等與⾏為現象的關聯，旨在深入瞭解學習理論及其在教育

上的應⽤可能性。他的研究不僅⽌於理論層⾯，更致⼒於將研

究成果應⽤於實際教學場景，推動教育改⾰。林清山教授的學

術研究也厚實教育⼼理學的基礎，以其紮實的學術造詣和對教

育的熱情，致⼒於提升學術研究⽔準和教育品質，為臺灣教育

研究帶來深厚的影響。

作育英才無數，⼤師級的⼈師典範

林清山教授把理論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式，為學術研究

提供了新的思維框架，深深激勵了後輩學者在教育⼼理學領域

的探索。他所提倡的實證研究⽅法，透過統計技術的運⽤，也

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客觀、科學的依據。這⼀點在臺灣教

育體系中產⽣了深遠的影響，不僅提升了教育研究的⽔準，也

使得學界對於教育政策的評估更加客觀、精準。

在林清山教授的帶領下，臺灣的教育⼼理學研究⽇益豐富

多元。林教授推崇跨領域合作，積極與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合

作，拓展了教育⼼理學的研究範疇。這種開放的態度不僅豐富

了學科內容，也培養了跨領域的研究⼈才 。林教授在得獎時表

⽰，⼀直以來⾃⼰埋頭苦幹的⼀直做研究，沒想到能在此時獲

獎，很感謝各界給予的肯定與回饋，他也分享過去學習的經

驗，⿎勵後輩可以持續努⼒、發⾃內⼼地追求知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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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優良教師獎 

恭賀本系吳姿瑩（88級學⼠班）系
友榮獲臺北市教育局112學年度
「特殊優良教師」獎。 

⾼中傑出輔導⼈員獎  

恭賀本系張慈容（89級學⼠班）系
友榮獲教育部頒發的112年友善校
園獎全國績優輔導⼯作⼈員之「⾼
級中學傑出輔導⼈員」獎。  

2023年最佳科學研究獎  

恭賀本系程秀蘭（學84級、碩86
級）系友榮獲美國⼼理學會17分會
（諮商⼼理學）2023年最佳科學研
究獎。 

星洲企業楷模獎 

恭賀本系林穎異、林秀⽟、鄧淑瑩
（84級學⼠班）三位系友所組成的
綠洲教育集團榮獲⾺來⻄亞2023
「星洲企業楷模」獎（組别：服務
業卓越獎）。 

優秀博⼠論⽂獎 

恭賀本系王孜甯（104級博⼠班）
系友榮獲2023年中華⺠國科學教育
學會第36屆學會頒發之「優秀博⼠
論⽂獎」，指導教授：簡郁芩教
授。 

優秀博碩⼠論⽂獎 

恭賀本系林可凡（107級碩⼠班）
及龔蕾（106級博⼠班）⼆位系友
榮獲2023年臺灣諮商⼼理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頒發之「優秀博碩⼠
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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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赴國外姐妹校交換
⽣薦送資格 

恭賀本系謝⼦晴（112級學⼠班）
及⾼欣（110級碩⼠班）⼆位同
學，榮獲本校國際處辦理112-2學
期「校級赴國外姐妹校交換⽣薦送
資格」補助，分別⾄立陶宛的維爾
紐斯⼤學及挪威的奧斯陸⼤學擔任
交換⽣⼀學期。 

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比
賽⼤專組楷書佳作 

恭賀本系許僑芸（114級學⼠班）
同學榮獲2024年國立臺北教育⼤學
辦理第⼆⼗⼀屆「麋研齋全國硬筆
書法比賽」⼤專組楷書佳作。 

⿎勵學⽣赴境外進修 

恭賀本系康祐⽅、許詠晴（113級
學⼠班）⼆位同學榮獲本校國際處
「⿎勵學⽣赴境外進修」補助，於
112及113學年度以學、碩⼠3+2雙
聯學制赴外⾝份⾄美國密蘇⾥⼤學
哥倫比亞校區修讀學分。  

恭賀本系趙婕如（109級碩⼠班）
同學榮獲本校國際處「⿎勵學⽣赴
境外進修」補助，於112學年度以
碩⼠1+1雙聯學制赴外⾝份⾄美國
密蘇⾥⼤學哥倫比亞校區修讀學
分。  

恭賀本系鄭婷如（112級學⼠班）
榮獲本校國際處辦理教育部補助⼤
專校院選送優秀⽣出國研修計畫
「學海⾶颺」補助，於112學年度
以雙聯學制赴外⾝份⾄美國密蘇⾥
⼤學哥倫比亞校區修讀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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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實前進終得肯定— 

專訪程秀蘭教授 ⽂／楊⾥祥 

 
學習⼼理學的初⼼ 

       程秀蘭教授的⼼理學之旅始於⾼中時期，當時來⾃南部鄉下的她參加北部聯考順利錄取北⼀女。遠離家

鄉求學的她在新環境中適應不良，感到迷茫和孤獨，幸虧有⾼中的輔導⽼師幫助她適應環境，也因此激發了

她對⼼理學的興趣。升上⼤學後，⼀開始無緣進入⼼輔系就讀，然⽽在⼤⼀時有幸修讀了張春興教授的⼼理

學課程。這⼀經歷使她回憶起⾼中的輔導⽼師，並促使她成功轉系到⼼輔系，這段經歷也是程教授⼈⽣的重

要轉折點。在⼤學和碩⼠階段，程教授提及⾃⼰深受多位教授的影響，尤其是系上的吳麗娟教授和陳秉華教

授，給予很多⽀持與⿎勵。系上的教導激發她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又得知美國許多學校為博⼠⽣提供獎學⾦

和助教機會，因此程教授在碩⼠階段通過教書和存款完成出國深造的夢想。 

學術研究的啟蒙 

        在選擇研究領域時，程教授出國前受到吳麗娟教授的⼀番話啟發，將研究領域專注於身體意象、飲食疾

患等當時在台灣較少被探討的領域。她的博⼠論⽂也以此為主題，結合了她在美國博班指導教授的研究領

域，採⽤依附理論的觀點。⽽深入研究青少年和早期青年的身體意象和飲食障礙後，也發現可能會與憂鬱症

和焦慮症等⼼理問題併發。程教授在飲食疾患和⼼理學⽅⾯獲得了多項獎項，包括美國⼼理學會⼗七諮商⼼

理學分會的最佳科學研究獎。由於在美國求學的經歷，她的研究也聚焦於少數族群⼼理學、多元⽂化⼼理諮

商，包括針對種族歧視和少數族群⼼理問題的探討。她提到這些問題在過去常被忽略，卻是不可忽視的重要

議題。

學術上的挑戰與克服 

       程教授分享了她在學術之路上遇到的挑戰，特別是在美國從臨床實務職位轉向追求學術教授職位的困

難。由於2008年的經濟衰退，學術職缺極少，使得要從實務職位轉向學術職位，難上加難。此外，她發現美

國的學術⽂化與台灣不同，對從臨床轉向學術的⼈有⼀定的偏⾒，因此她花五年時間才成功轉向到學術領

域。程教授也提到，她在學術研究領域的起步比同輩晚了五年，使她在發表學術研究和學術合作上⾯臨困

難。程教授⽤⾃⼰的經歷展現⾯對挑戰和挫折時，要有持續前進的決⼼，即使再困難，也不要放棄希望、毅

⼒和努⼒這三樣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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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的堅持與信仰 

        雖然在學術之路上遇到許多挫折與挑戰，程教授始終堅持⾃⼰的⽬標，依據⾃⼰的能⼒和興趣深入鑽

研，加上信仰的⽀持幫助她度過困難。雖然學術研究發表的速度不快，但她維持⾃⼰的步調，確保學術研究

的品質良好，⼀步⼀腳印踏實前進，也使她獲得最佳科學研究獎，為研究付出的努⼒與貢獻也受到學術界的

肯定，這些成就對她來說意義重⼤。

社區服務的挑戰 

        程教授提到過去在舊⾦山China Town從事社區服務時，會遇到不同於⼤學教學的挑戰，例如在與社區機

構合作時，需要考慮他們的期望和需求。可以從中看到社區需求與學術研究間的差異，促使她深入思考如何

透過合作來達成雙⽅的⽬標。

⾃我觀照的重要性 

         ⾯對績效導向的⽂化和輔導理念之間的衝突，程教授強調在⾯對外在的挑戰時，內⼼的堅定和穩定是非

常重要的。她也建議輔導⼈員要重視⾃我照顧，即使⾯臨失敗或挫折，勇敢和真誠地⾯對⾃⼰的想法和感受

是非常重要的。建⽴⾃⼰的⽀持系統以及同⾏⽀持也相當重要，可以幫助⾃⼰保持⼼理健康和專業熱忱。特

別是在⾯對來⾃學校、政府等機構的壓⼒時。即使無法⽴即改變現實情況，同⾏間的⽀持可以給予⼈們⼒量

繼續前進。 

與新時代的個案⼯作 

        談及當代的⼼理健康⼯作，程教授討論了與新

⼀代個案的互動，她觀察到這⼀代年輕⼈對於被關

注和理解的需求更為強烈。程教授也在訪談中提到

青少年對於親⼦教育和社會⽀持的需求，以及⼼理

專業要如何通過有效的溝通和關懷來滿⾜這些需

求。⾯對科技的快速發展，程教授認為助⼈者應該

與科技合作，尤其是新⼀代⼈對科技的依賴。她認

為，雖然某些技術應⽤APP（例如應⽤程式）可以

輔助⼼理健康⼯作，但⼈與⼈之間的真實互動和關

係是不可替代的。

給學弟妹的建議 

         程教授也勉勵後輩，無論是選擇從事臨床⼯作還是學術研究，可以勇敢追求⾃⼰的興趣和⽬標，並積極

⾯對⽣涯中的不確定性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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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輔導之路
        張慈容⽼師選擇成為⼀名⾼中輔導⽼師是因為對⼼理學
充滿興趣，也希望能在教育和輔導領域中發揮影響⼒。在⾼
中任教的過程中，看到⾼中⽣處於青少年至成年初顯期的轉
換階段，在此時期提供適當的輔導介入，能夠帶給學⽣許多
益處，因此開始投入與⾼中⽣的輔導⼯作。

教育部友善校園獎的背後：不去勉強對⽅，
⽽是去合作
        獲得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傑出輔導⼈員獎，慈容⽼師謙虛
地將榮譽歸功於整個團隊的努⼒。她提到，輔導⼯作是需要
團隊合作的，透過每個⼈的努⼒，能夠為學⽣構建⼀個⽀持
網絡。這反映了她對於團隊合作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她
如何將這⼀理念應⽤於⽇常輔導⼯作中。 
 

系統合作的重要性： 給⼈多⼀點時間，⽤時間去看⾒微⼩的改變

        慈容⽼師認為輔導⼯作不是孤⽴的，當⼀個⼈出現問題時，往往意味著整個系統出了問題。這要求輔導⼯
作者不僅要與個案建⽴關係，還需要與個案所在的系統（家庭、學校、社區等）進⾏有效的合作。透過系統合
作可以減輕助⼈者的負擔，因為不是只有⼀個⼈承擔所有責任。「系統合作也可以讓助⼈者不⽤把全部的責任
完全背負在⼀個⼈身上，否則⼀個⼈扛著⼀條命，助⼈者做不久，會崩潰耗竭」。

溝通的藝術：不要期待每個⼈都是「輔導⽼師」，⽽要理解每個⼈的角⾊
        在系統合作中，能夠「說出對⽅聽得懂的話」是⼀⾨藝術。這意味著輔導⼯作者需要了解每個系統成員的
角⾊和職責，並以⼀種他們能夠理解和接受的⽅式進⾏溝通，不勉強對⽅，這種溝通策略有助於建⽴系統中的
合作關係。

教師甄試的智慧：為⾃⼰鋪路，也相信⾃⼰夠好
        慈容⽼師提到，教師甄試的過程中，評審們並不只是尋找最優秀的⼈，⽽是在尋找最適合該學校的⼈，⽼
師也提醒在職業發展的路上，遭遇挫折不應該⾃我貶低，⽽是學習如何為⾃⼰「鋪路」，拓展更多的的經驗與
學習，提升⾃⼰在學校場域的適配度，更能夠在教甄中無往不利。

拉起⼀條「線」，就能織成⼀個「網」— 

專訪「⾼級中學傑出輔導⼈員」張慈容⽼師
 ⽂／楊⾥祥



國立臺灣師範⼤學 教育⼼理與輔導學系 2024年4⽉2⽇

系友會訊35期 7

耐⼼、彈性和團隊合作：⽤時間去看⾒微⼩的改變

        輔導⼯作中的耐⼼、彈性和團隊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對個案的變化和挑戰，輔導⼯作者需要有耐⼼
觀察和等待微⼩的改變︔需要有彈性應對不同的情況和個體差異︔同時，也需要團隊的⽀持和合作，共同⾯
對⾼風險情況，減輕個⼈的負擔，也增進輔導團隊的凝聚⼒。

科技在輔導領域的角⾊
       訪問中也進⼀步了解慈容⽼師對於科技對輔導帶來影響的想法，⾯對⼈⼯智慧和科技的快速發展，慈容
⽼師認為雖然科技可以作為輔導⼯作的⼀個⼯具，但它永遠無法取代輔導⽼師與學⽣之間的⼈際互動和情感
連結。她提到了在疫情期間，如何利⽤科技、結合email與學⽣進⾏遠距輔導的經驗，強調即使在這個數位
時代，輔導⽼師的同理⼼和專業判斷仍然是無可取代的重要角⾊。

對⼼輔系學⽣的建議
       對於未來即將踏上輔導專業之路的學弟妹，慈容⽼師叮囑在學的學弟妹應該清楚了解⾃⼰的職業道路，
準備好⾃⼰的專業技能和⼼理準備，也需要在⼯作與⽣活中尋找適合⾃⼰的平衡點。

未來展望
       慈容⽼師期許未來能夠看到系上開設更多與實際輔導⼯作相結合的培訓和課程，以幫助學⽣更好地為未
來的職業⽣涯做準備。她相信通過實務經驗和持續的專業發展，未來的輔導⼯作者將能夠更有效地應對挑
戰，學弟妹們也能夠在幫助他⼈的過程中實現⾃⼰的⽣涯價值。

臺灣師範⼤學⼼輔系89級同學會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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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系學會活動回顧

在去年暑假的尾巴，我們召集了各地的準考古學家們共同度過⼀個下午，⼀起認

識彼此並了解師⼤以及⼼輔系的種種，選課、系上活動以及系隊，詳細的資訊提

供給新⽣們參考。除此之外，還有熱烈的桌遊活動，⼤家歡快的投入遊戲中，有專家好⼿讓所有⼈

驚呼連連，也有遊戲⿊洞引起⼤家笑聲連連。最後，刺激的猜假⼤⼀跟⼤⼆的環節也考驗新任考古

學家的觀察⼒能不能抓住這些模仿⾼⼿！經過迎新活動後，新⽣們對於來到新環境都少了幾分焦

慮，多了更多期待吧！

分區迎新

成為⼼輔⼈的第⼀個夜晚！⼼輔考古學家們認識了彼此，也了解展開冒險的注

意事項，所有⼈開⼼的度過這⼀個夜晚，並準備好迎接未來的挑戰！
系學會之夜

 ⽂／第57屆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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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們穿著懷舊⾼中制服齊聚⼀堂，⼀起在涼涼的秋天裡吃熱呼呼的

⽕鍋。不過......要得到⽕鍋裡的配料可是需要經過⼀番考驗的，⼤家同⼼

協⼒⾯對各種考題與遊戲，依據⼩組的表現獲得不同的買菜⾦，為了⾃⼰

的晚餐，每位考古學家都豁出去啦！

終於獲得買菜⾦後就可以出發尋找⾃⼰的晚餐食材啦～所有⼈穿著各⾊制服肩並肩⾛在路上，真是

難得的畫⾯，七嘴八⾆的討論如何運⽤有限的資⾦購買食材的畫⾯也相當有趣。好玩又刺激的活

動，搭配DIY⽕鍋，相信今晚的制服⽇⽕鍋在考古學家⼼中留下了溫馨又深刻的回憶。

暖⼼⽕鍋制服⽇

在忙碌的期末考來臨之際，

⼤家在這個夜晚齊聚⼀堂，

原來是康樂股舉辦了超級精彩

的聖誕晚會！

每個⼈帶著⾃⼰的精美禮物來到現場，開啟⼀

個充滿歡笑的夜晚。體驗了逗趣的比⼿畫腳和

緊張的牽⼿團康遊戲，緊接著⼤家低著頭發揮

想像⼒製作出各式各樣的薑餅⼈，最後終於來

到交換禮物環節，⼤家拿著交換到的禮物愉悅

的合影留念，齊聲祝賀聖誕快樂！

聖誕晚會

原來⼼輔系也有運動會！沒

錯！今年⾸創系運會，在這

⼀天我們⼀起揮去疲憊、解放身體的僵硬，來

場羅⾺競技⽣死⾾吧！雖然打⾾聽起來很可

怕，不過實際上場看到對⼿也很彆扭的姿態，

還是忍不住笑意，笑容蔓延到了所有⼈臉上。

還有還有，⼤家在操場⼀起衝向前⽅的畫⾯，

好熱⾎又好溫馨！經過這⼀天的伸展，疲憊通

通消散，也收穫了許多遺忘許久的童真。

系內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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