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傳承與奉獻--學生外出求學的依靠 
第六屆傑出導師獎 

本校於 103 年 5 月 26 日(一)上午，假綜二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國立清華大學第

六屆傑出導師獎」頒獎典禮，恭賀電資院電機工程學系張彌彰教授、生科院分子醫

學研究所暨醫學科學系陳令儀副教授、原科院工程與系統科學系黃嘉宏教授獲得此

項殊榮。典禮中，賀陳弘校長對於三位老師在學生輔導工作的無私奉獻，給予最高

肯定。 

“師”樣年華--張彌彰教授 

師者，正道也。 

在美工作幾年後老師決定回臺，並從台積電來到清華教書。老師執著找尋的到底是

什麼？「我想將我受益一生的程設教給孩子們，讓他們也終生受益。」老師想要看

到的是更多優秀的臺灣青年「走出去再走回來」為臺灣發展貢獻；看到這些沸騰的

新鮮血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看著這些年輕的生命在大學四年裏一點一滴成長

起來找到方向並實現自我價值。老師選擇的是犧牲自己大部分的時間來跟孩子們聊

天，竭盡自己的所能站在第一線以實際的行動幫助有求於他的孩子們。 

師者，所謂傳道授業解惑也。 

單就 C 語言這門課，70 多個學生，每週 140 多份 code，所有的 code 老師不僅親自

跑過，而且一行一行看過，結尾還有自己的批註。張老師選擇身體力行，一定有他

的特殊用意在。「我發現同學寫的 code 中有幾種很美的寫法。」老師常這樣說。欣

賞每一行 code、欣賞學生的思維、學生的思考方式，老師不單單只跑過看到結果就

心滿意足。結果不如過程重要。他花時間逐行看逐行思考，是從學生的角度上想學

生的 code 哪裡寫的有問題、哪裡可以優化，是用 70 個人的角度在思考打量。學生

寫一份、跑一次，老師看 70 份、跑 70 次。將心比心，每次看到被認真看過跑過且

寫有評注的 code，學生怎麼好意思下次交一份比本次寫得更爛的 code 上去？老師

身體力行地讓學生自知：「下次我看到的只會是更好的一份。」 

張老師名單上的導生只有 6 個，但他實際的導生遠遠超過這個數。他跟自己所教班

級中的大多數同學都聊過天，從緊張拘謹到後來朋友般的親切自然，他和學生共同

見證著每一次氣氛的微妙變化。僅是多和老師聊幾次天，他就會主動納入導生的行

列，不時寄信詢問近況，或共進午餐或是小聊一會兒。張老師會以實際的行動切實

關心學生，幫忙找業界的朋友跟有需要的學生聊天分享經驗。他用自己和周身的一

切力量幫助著學子，不求回報。不論是課業上的疑問還是生活中的難題，都可以向

老師傾吐。在他眼裏，每一個學生都可以是他的導生，知道學生有需要，就義不容

辭馬不停蹄地立刻為學生奔走。 

而老師的原則是：只給建議，不給答案。 

老師不給答案是希望學生學著為自己的人生做選擇。有時，他會微笑地看學生走過



一段彎路，然後在適當的時候拉學生一把，讓他有更豐富的人生體驗。因為老師是

過來人，他極欣慰地看著學生一步一步地成長，成長為自己想要蛻變的樣子，而當

破繭成蝶的一刻，他會說：「孩子，你太棒了，這一路自己走得還不錯唷！」就好

像老師從沒做過什麼，一切的榮耀都歸功於學生自己。雖然表面上都是學生自己做

的選擇，但是大家都清楚，每一次跟老師聊過天後，那個不甚明晰的方向都會浮現

出來，然後小心翼翼地選擇、實踐，然後發現是對的、覺得老師的建議真的很有建

設性。而老師想看到的，就是學生成長發展得很好，除此之外，別無他求。 

find your career, find your life！--陳令儀教授 

科學家 v.s. 藝術家 

陳令儀老師小時候對自己的想像其實並不是當一名教師，喜歡生物科學的她曾以為

自己會在醫院服務，幫助別人，卻在不知不覺之中成為了教師。現在的陳老師熱愛

教學工作，但如果有第二人生，陳老師會希望從事文創設計工作，可以多跟人群接

觸。 

設計跟生物似乎大相逕庭，但在老師眼中兩者確是息息相關。「其實 biology 跟畫畫

離不了關係，早期沒有 high resolution 的顯微鏡的時候，都是用畫的啊！你用很簡

單的顯微鏡看了，沒有相機可以照相，你就是畫下來。我上課的時候也有舉一些例

子，看早期一百年前科學家畫出來的圖，跟現在的 microscope 的圖，你看差多少？

其實很接近。」研究生物的，是科學家，也是藝術家。 

24 小時 on call  學生的依靠 

陳老師擅於扮演「聆聽者」的角色，當學生遇到難題時，她傾向於不替學生做任何

分析，而是先把學生的故事聽完，只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回應。「很多時候他們講完

已經有答案了，因為他們在講出來的過程中，同時把自己的思緒 organize。」學生

得出自己的答案後，有時候需要的只是一句肯定與認同。 

陳老師認為：與學生的相處，「信任」絕對是不能缺少的一環，而建立信任，要從

主動關心開始。「平常上課看到學生精神不大好，就會上前問一下。」當學生感到

老師的關心，心防自然而然就會卸下。陳老師希望她的學生不會害怕去找她，而她

對學生的求助亦是「來者不拒」。久而久之，許多被輔導過的導生們在系上傳開，

常有學生上門找陳老師聊天。 

在學校以外，陳老師更是 24 小時 on call。當學生遇到無法處理或措手不及的事故，

總會第一時間想到陳老師，有時候就算是凌晨一、兩點，老師也會盡力替學生解決

問題。在清華，陳老師希望能成為學生「在外面的父母」，擔任一個離開家裡也可

以依靠的肩膀，「我很怕學生會找不到出口。」陳老師說很歡迎學生多來跟她談心。 

嚴厲督導課業 

在教室以外扮演學生「媽媽」的陳老師，課堂上對學生十分嚴厲。陳老師通常在第

一堂課時就會跟學生「約法三章」，告訴大家她的課堂要求，希望同學們能努力向



學，不能掉以輕心。「上我的實驗課，我會一個一個盯，親自監考操作考。」陳老

師笑說學生們在課堂上都很怕她，但雖然她的要求如此嚴謹，她對學生的表現卻是

非常肯定的。「只要有對的教育方法，每一位學生都有他的潛能被激發。他們都會

很願意學的，一旦被刺激到就會勇於 take the challenge。」她常鼓勵她的學生不要

害怕困難，因為犯錯絕對是進步的原動力。 

Find your career, find your life 

現在的陳老師找到了一份自己不管在任何方面都十分享受的工作，而對於學生們的

未來，陳老師希望她的學生們都能跟她一樣找到一份 career，「我常常跟學生說，找

一份 job，這份 job 可以讓你糊口，可以養活自己。你剛畢業沒有工作經驗，你可

以不斷嘗試，不停換 job 直到找到適合你的工作。你會很 enjoy 這份工作，可以做

到你退休，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是你的 career。只有這樣才會展現一些明顯

的成就。」老師強調「成就」並不是指賺很多錢，亦或是成為很有名氣的老闆，而

是真正覺得自己一輩子做了很有意義的事情。 

「老師」這一角色對陳老師來說，沒有上班時間，也沒有下班時間，一年 365 天她

都不願意放棄她的學生。長年下來，老師坦言會很累，但她知道每一位學生都是父

母的寶，都是如此的珍貴，所以她把每一位學生當成自己的小孩來照顧、來關心。

為學生付出了這麼多，所有動力也都來自學生們的成就。陳老師說，當看到自己教

過的學生超越自己展現成就，她感到分常欣慰，也找到這份工作真正的意義。 

二十年後的你跟我現在比，你能夠跟上我或超越我，我才能說我的教育成功了。--
黃嘉宏教授 

飲水思源 傳承教育 

黃老師從小的夢想原本是當科學家，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執起教鞭。「這四位老師對

我的影響不分軒輊，缺少任何一位都不會有今天的我。」在訪談中，黃老師娓娓道

來他一路上遇到一個又一個影響他至深的老師，從不同前輩身上都能找到學習的地

方。 

第一位是國小導師鍾焜雄老師。黃老師坦言現在會這麼照顧學生，也是源自這位老

師對他的照顧。鍾老師啟發了他讀書的興趣，並引導他升學的方向。第二位是碩士

論文指導教授清大材料系的張士欽老師，碩士兩年後黃老師除了從張老師身上學到

的書本知識外，也因為張老師的鼓勵出國深造，才逐漸把他帶到教授這條路上。另

外兩位老師都是黃老師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攻讀博士學位時遇到的，分別是伊利諾大

學材料系 Carl Altstetter 教授和現任澳門大學副校長的程海東教授。Carl Altstetter
是黃老師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黃老師跟隨 Altstetter 教授了解美國，四年間不停

接收不同面向的文化衝擊，從而讓黃老師培養了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博士畢業

後，黃老師重遇程海東教授，成為老師人生另一個轉捩點。當年薄膜科技並不成熟，

也不是熱門的研究課題，程教授提供了黃老師這個機會，從傳統金屬領域轉做薄膜

研究，趁著先機，走出一條另類突破的路。 



老師＝朋友＝父親？ 

黃老師與學生關係良好，但老師卻不希望學生看待他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以

前的年代因為採取學徒制，十三、四歲被送去師父家，那樣的老師就真的像你的父

親一樣。而現在我扮演的角色，是把我所知道的知識告訴你，將來畢業後你或許就

成為我的同行，或在不同領域你當起我的老師。」 

當學生向他提出各式各樣難題時，黃老師不會立即給予答案，反而是把自己的經驗

分享給學生當參考，最後事情要如何解決還是得看學生的思考。老師回憶三年前有

一位快要被學校退學的學生，在他教的科目表現不大理想，最後期末總成績不及格，

只好來找老師求情。黃老師沒有被動搖，反而建議那位學生提出轉學或轉系的考慮。

一年後學生經重考進入醫學院後，再到辦公室找黃老師，對他表達感謝。「他跟我

說感謝我讓他覺悟，如果當時我讓他過，他一直不會醒過來，那下一個學期呢？只

會繼續來求情。」黃老師解釋道，對學生有時候不一定要討好，反而讓學生了解問

題所在，才能有助學生的發展。 

熱情長存，期望青出於藍勝於藍 

坊間有種說法：某些孩子因有豐厚的家庭背景，在豐富學習資源下每每皆為第一名，

未出社會前就已「贏在起跑線上」，其他人再怎麼努力都無法超越。對此，黃老師

不以為然：「贏在起跑線上的確有他的優勢，但必須分清楚起跑線在哪。如果只是

他的家庭有錢或是本身有才華，但他沒有找到他的目標，他根本還未開始起跑。不

同方面的優勢只是把他起跑的位置墊高，不等於他會跑得比較快。當一個人找到他

的目標，起跑線才能畫在那裡，比賽才正式開始。」 

憑藉一份對教學維持多年不減、越燒越旺的熱情，黃老師當了二十五年的教師依然

十分快樂滿足。問到對於學生抱持著甚麼樣的期盼，黃老師充滿信心地回答：「當

然是希望『青出於藍勝於藍』。我現在教你，你沒有我厲害，很正常，因為我們當

中存在著時間差。你要比要拿二十年後的你跟我現在比，你能夠跟上我或超越我，

我才能說我的教育成功了。」教育成功不在於能教出多少個「狀元學生」，而是學

生在教育傳承中，能不能表現出進步，甚至超越自己。對黃老師來說，教育已不只

是一份職業，而是終生的志業。 

叛逆心理，獨立思考才是王道 

黃老師以「叛逆」形容自己，他對教過他的老師尊敬，但絕對不會盲從。當年碩士

指導教授張老師鼓勵黃老師出國進修，他可是思前想後才作出決定，「成績好為甚

麼一定就要出國？我要想清楚自己要留學的原因，要我自己想去才會去。」黃老師

就是如此不隨波逐流，在深思熟慮後決定自己人生的每一步，也因此每一步都是踏

實且有自信的，走過的痕跡都帶有耀眼光芒。 

黃老師也勉勵清華的學子，在學期間一定要嘗試著了解自己，找到自己的目標與興

趣，為自己訂定並畫下屬於自己的起跑線，加上熱情與毅力向前衝，才能到達夢想

的終點，獲得成功！ 



  
第六屆傑出導師獎頒獎典禮，由賀陳弘校
長(左四)親自授獎。由左到右依序為：諮商
中心孫毓璋主任、張祥光總務長、周懷樸
副校長、賀陳弘校長、張彌彰教授、陳令
儀教授、黃嘉宏教授、謝小芩學務長、戴
念華教務長。 

電資院電機工程學系張彌彰教授 

  
生科院分子醫學研究所、醫學科學系陳令
儀教授 

原科院工程與系統科學系黃嘉宏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