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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滿20年 化學系教授徐秀福 教學研究很快樂 相伴學生共成長

教師節特刊

【記者陳律萍專訪】化學系教授徐秀福至今執教鞭達20年之久，他認為教學是最快樂

的事情，幫助學生解決在學習、家庭和情感所遇到問題，如同一位諮商師般，協助同

學面對生活中困境，幫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出口。 

笑容親切的徐秀福分享對淡江學生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學生會找到自己喜歡和適合

自己的事，勇於在各領域嘗試不見得與自身科系相關的事務，「這點跟臺清交的學生

不太一樣，這可能與淡江的社團多元化有關，同時學校的通識課程會有各式內容，幫

助體驗不一樣的課程內容，因此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潛能，豐富的教學型態這點淡江可

以說是得天獨厚的特色。」 

智慧型手機會影響學生上課的專注力，過去18年徐秀福會在課堂上禁止學生使用手機

，希望學生在課堂能專心聽講；近兩年徐秀福卻開放手機，他表示，因查找資料也是

學習的一環，會在課堂上安排關鍵字查詢活動，讓學生可在課堂專心聽講，也能幫助

學生保持對事物的好奇心，「手機是好東西就看怎麼用，運用好課堂設計就能讓學生

和老師一起互動。」對他而言，教學是觀察學生的最佳場域，每次上課都會觀察學生

上課的情形，隨時調整教學內容讓學生可以充分了解上課內容；課後，他會有如鄰家

大哥的身分關心學生的需求，傾聽他們學習狀況或生活情形，甚至幫助他們解析未來

的職涯發展，例如，現今開在淡江附近金雞母社區的「嗜甜」，創業者是化學系校友

，當初曾找上徐秀福洽談在烘焙與化學的生涯規劃，他回憶：「我跟他說，學化學是

為了增加知識和增強邏輯思考，並且是認識自己及這個世界；而烘培是藝術也可以與

化學做結合，全看自己要如何運用。他發揮了專長選擇烘焙創業，很替他開心。」有

時，他會帶著學生採集人面蜘蛛的蜘蛛絲，讓大家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如何進行科學

上的應用。 

徐秀福鼓勵學生：「不要一直待在家裡，要多出去走走，因此精彩的事情總是發生在

外面的世界，不會是在小小的房間裡。人類的五官是為了溝通，是為了和人之間的溝

通，這是鍵盤前、手機裡完全會有不一樣的感受；我認為大學四年的生活最重要的是

認識自己，多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發展屬於自己的獨特，這樣才會更快樂更有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