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首度線上畢典 全國第一屆實驗教育大學生畢業 

 

國立清華大學今天舉行校史首次線上畢業典禮，邀請到歷來畢典最年輕的致詞

貴賓—9年前才從清華畢業的知名公益行動家沈芯菱錄影致詞，同時也有 4位

全國第一屆實驗教育方案大學生畢業了。這三項別開生面的「第一次」，都讓

2021清華畢典在校史上留下特別的註記。 

 

受到疫情影響，清華大學今年畢業典禮首度改為線上舉行，4975位學士、碩

士、博士畢業生今天上午 9:30只能透過網路來參與這項學習歷程的重要典禮。

清華校旗飄揚在旺宏館國際會議廳內，校長賀陳弘一人身著博士袍緩緩走上講

台，面對攝影機和空無一人的會議廳，說出他對 2021畢業生的勉勵與期許。 

 

賀陳弘校長：緊握大學時的理想 採取行動 

 

賀陳弘校長對即將步出清華校門學子的期許，就是「行動」，緊握心中的理想，

採取行動，且持之以恆，滴水穿石，方成大事。 

 

賀陳弘校長提醒畢業生，珍惜大學時代心中的理想，即使它常常似顯微弱，忽

隱忽現，「但請記得，它是各位人生中的松露，今後人生的滋味，全靠理想來提

味和加值。」緊握心中的理想，採取行動，不論結果如何，一定會擁有不同凡

響的人生，「以名和利發動的行動，賞味期有限；以理想發動的行動，則回味無

窮。」 

 

清華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賀陳弘校長說，自強是行動力，不息是

有恆，厚德是心中的理想，載物就是成功。他祝福全體清華畢業同學，化知識

為行動，絕不輕易放棄，莫忘理想初衷，直到成功！ 

 

沈芯菱校友：清華人應以「利他」為使命 

 

今年畢業典禮請來人社院學士班畢業的校友沈芯菱擔任致詞貴賓，31歲的她成

為清華畢典有史以來年紀最輕的致詞者。總統創新獎得主沈芯菱從 11歲起就投

身公益，奉獻 9百多萬元行善，迄今已完成 1037所偏鄉校園公益演講，深訪村

莊部落 40萬公里。 

 

沈芯菱校友以校訓「厚德載物」勉勵畢業生利他共好，並分享就讀清華時教授

曾說的一句話：「能進清大的同學，必須要思考，能為那些無法進清大的人做些

什麼？」期許畢業生設立目標，20歲時以 20%的資源跟時間來實現利他，逐年



提升，60歲時就要有 60%。 

 

沈芯菱校友告訴學弟妹「清大人，有清大人的使命」，不只要讓自強不息、厚德

載物成為生活的一部份，也希望十年後換學弟妹們來告訴下一代，如何做到這

一切。最後她祝福畢業生眼裡有光、腳下有根、路有遠方。 

 

4位首屆實驗教育大學生畢業了 

 

清華大學 107學年創全國高等教育之先，開辦實驗教育方案，跳脫既有的系所

的框架，開放學生可以自己找老師、規畫專屬課程，進行跨領域、跨地域的學

習。首屆共有 7位大一升大二的清華學生提出申請，在業師的帶領下，走向與

其他系所學生不同的學習道路，其中林芳如、陳佐任、吳煥然、楊馥寧在今天

抵達終點畢業，而另外 3位也預定將在下學期畢業。  

 

林芳如高中起就在家自學，透過特殊選才管道進入清華後，申請參加實驗教育

方案，鎖定在家教育、社會文化、社會創業等主題為學習軸心，4年來參與過

多場創新教育論壇，訪談世界各地教師、家長，還擔任教育部的實驗教育審議

會委員及親子天下「翻轉教育」專欄作家，完成以探討實驗教育中學生升學處

境與支持系統為主題的畢業專題。  

 

林芳如的業師「自學教父」陳怡光說，許多學生、家長踏進實驗教育的動機是

對教育現況不滿，但除了談教育理念，還要真能做到，並不容易。林芳如以共

7學分的兩門專題研究為例，是要到四川的達祖愛心小學進行 17天的訪問研究

及支援教育服務，從企劃書撰寫、籌募經費、召集伙伴都得自己來，最後也順

利獲得清華逐夢獎學金支持，整體執行的複雜度比每周坐在課堂聽課、交作

業、考試高出許多。 

  

林芳如認為，作為實驗教育的先鋒，清華真的走在很前面，很多時候都是向未

知挑戰；過程中她學習到與不同地域、不同世代的人溝通，要解決問題就得不

斷調整來提高可行性，她相信這些都是未來步入社會需要的能力。 

  

「大學的評量方式不適合我。」陳佐任很清楚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所以選擇

了實驗教育方案，以專題式學習來整合機電基礎知識，運用在他感興趣的機器

人、賽車、火箭領域。他鎖定動機、電機、資工三大領域，分析清華各系所能

提供的資源，規畫自己的 3年課程，並在基礎學科外加入大量實作課程。 

 

陳佐任不只加入清華動機系的機器人團隊，並在「Infiniti賽車工程學院計

畫」中獲選為亞洲及大洋洲區代表，與歐洲、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中國、



中東等區域代表同赴英國培訓一年，最後更奪得決賽冠軍，被評為具技術、團

隊合作和領導能力的綜合人才（Total Perfection of Engineering），將以火

箭研究專題作為畢業論文主題。 

 

以特殊選才入學的吳煥然專長是國標舞，他從 6歲開始習舞，至今已有 17年資

歷，被多個舞團聘為教練與講師。他未來想以國標舞創業，便以此為目標，修

習管理、體育、心理、表演藝術等四大領域課程。過去 3年來，除了修課，吳

煥然持續在國內外業師指導下精進舞技，畢業專題是策展及創作國標舞 MV。 

 

人社院副院長王俊秀是吳煥然的實驗教育指導教授，還另外指導 2位實驗教育

生，他不定期邀集學生聚會，鼓勵這些具備國標舞、魔術方塊、行銷專長的學

生彼此交流分享，也主張學生、教授與業師「1+1+1大於 111」的跨界論述，

「我希望他們把握在清華的時光，不斷碰撞各個領域，並擦出火花。」 

 

「實驗教育的評量像是一場 open book考試，沒有標準答案。」每學期末，王

俊秀副院長會以專題口試方式，請吳煥然報告完成了什麼樣的舞蹈作品、在不

同領域學到什麼，「學習的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楊馥寧專長管理、行銷，因選擇實驗教育方案，能安排時間在國外線上平台

Coursera選修大量相關課程，最後決定以舉辦大型活動並進行組織改革作為畢

業發表。雖然他曾經感到迷茫、甚至一度大幅修改畢業專題，但仍鼓勵學弟妹

勇於嘗試，「學校會幫助你不斷修正方向，最後總能走出一條路。」 

 

教務長焦傳金表示，清華大學推動實驗教育方案已邁入第三屆，最初是因特殊

選才學生未必能在現有科系中找到適合的學習路徑而開辦，但這兩年也有一般

管道入學的學生申請加入。實驗教育生目前只占學生總數的 0.5%，但他們的確

有與其他學生不同的學習需求，清華也努力提供更多元彈性的選項。 

 

首屆實驗教育生今天畢業。焦傳金教務長認為，這群不一樣的學生步出校門後

更大的挑戰，是讓社會相信他們的專業和能力，「當畢業證書上沒有系所掛保

證、只有校名，你能否拿出一個代表作，讓人為之驚豔？」 

 

對於有志參與實驗教育方案的學生，焦傳金教務長建議他們先自我評估是否具

備三項特質：了解自身興趣與方向、能以主動積極的態度建立一套學習制度、

及承擔風險的勇氣。如果答案皆是，清華大學將提供環境資源和豐富多樣的學

習路徑，讓每位學生都成為獨一無二的人才。 

 

梅貽琦獎章共有 7位得主 



 

清華大學線上畢典也公布畢業生最高榮譽「梅貽琦獎章」得主，今年共有 7位

畢業生獲此殊榮，包括動機系梅若宣、材料系彭浩恩、人社院學士班林欣葶、

醫科系馮家鳴、電機系林毓淇、資工系孫偉芳、幼教系蘇文芊。 

 

清華大學已宣布將實施遠距教學直到學期末，畢業生可能也無法回校領取畢業

證書，因此，學校將安排用郵寄方式將證書寄給畢業生，離校手續也可線上辦

理。 

 

國立清華大學 109學年度線上畢業典禮網址：https://youtu.be/hJTe2R9_Wv0 

 

  

賀陳弘校長勉勵畢業生：緊握理想，

採取行動 

畢典因疫情改為線上舉行，賀陳弘校

長一人身著博士袍走上講台致詞 

  

賀陳弘校長面對攝影機和空無一人的

會議廳致詞 

人社院學士班的林芳如擔任大學部致

詞代表 



  

31歲的沈芯菱校友成為清華畢典有史

以來年紀最輕的致詞嘉賓 

首屆實驗教育生今年畢業，林芳如

(右)曾擔任國際創新教育論壇與談人 

  

實驗教育生陳佐任在香山濕地準備試

射 APPL10火箭 

實驗教育生吳煥然(右)在竹北約翰實

驗小學教國標舞課 

  

實驗教育生楊馥寧(中)與同學一起舉

辦 2021清華大學畢業野餐音樂會 

2021清華中文系畢業照 

  



2021清華物理系畢業照 2021清華計財系畢業照 

  

2021清華運科系畢業照 清華大學設置畢業看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