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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重視學生輔導　　加強專業素養

專題報導

院長錢凡之 

學生輔導的問題有兩大面向，一為課業方面，另一為生涯輔導。課業方面，著重補救

教學和基礎課程的補強，化學系系主任王伯昌及數學系系主任陳功宇皆提及，系上的

基礎普通化學與微積分的補強，皆曾嘗試去做，但未必可得到經費。因為必須在執行

前三至四個月就計劃，才透過成效來申請經費，因此陳功宇認為，學校應可先告知執

行的可行性。 

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謝景棠表示，經費會盡量支援，但須要有報告及成效。負

責微積分補救教學的陳功宇表示，成效需要邊進行邊觀察。在補強教學方面，教學及

行政單位已有相互配合的共識，目前也正逐步進行中。 

物理系系主任曾文哲及生科所所長王三郎對將退學的學生輔導表示重視，並建議該生

離開學校前要做好輔導，讓學生知道並非否定他，而是讓他們想想未來、自己的性向

等生涯。理學院各系原已有導師與退學學生會談的輔導，但仍缺乏一套機制來管理。 

目前的輔導方式是導師針對個案處理。曾文哲建議，應建立適當機制，輔導情緒調適

不良的學生，也能透過學務處的協助調整適應。目前學務處在情緒調適輔導的系統建

構相當完整，故在行政資源能支援的前提下，建議學校應提供資源，協助理學院建立

一個完善的輔導機制，協助將被退學的學生。 

系所調整方面，由於現在學生的專業素質須加強，但學生目前所學層面較廣；數學系

助理教授潘志實認為，我們應要適才適時，根據學生的程度或實際產業的要求，在課

程上作適度的調整。 

對於系所課程要貼近產業的部分，謝景棠表示，系友在外面接觸的環境不同，系所課

程調整，可加入校友或系友的意見，方才能與現實面更接近。化學系助理教授蕭永政

提到，從系友先開始，根據系友的狀況，可試著與自行設立公司的系友合作。由於化

學系較特殊，此優勢正持續進行中，如產業認養制。產學合作是重要的合作方式，透

過產學合作，才能讓學生跟產業界能有更緊密的接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