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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行為表現導師角色重要

學生新聞

【記者張毓純報導】本月二、三日在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為期兩天的「全

校導師暨訓輔人員知能研討會」，在政大心理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鍾思嘉博士及新光

醫院精神科主任張尚文醫生的精采演講中落幕。 

 

會中首先頒獎表揚30位優良導師，校長張紘炬致詞時表示，十分感謝導師，因為導師

是和學生溝通最辛苦，也是貢獻最大的一群。他說，以往大學部的同學自殺，多是因

為感情因素造成，今年大學部則沒有自殺的例子，但是去年八月至今已有三個研究所

二年級的學生自殺殞命。校長呼籲，對於可利用於自殺身亡的媒介物應該嚴格管理。

此外，學校將一次1/2制度改成兩次，減少了學生不少的課業壓力，也使那些被退學

的同學更能處之泰然。今年度騎機車死亡的同學也減少了很多。 

 

第一天的研討會上，由鍾思嘉博士專題演講「大學生異常行為的觀察與輔導」鍾思嘉

博士所探討的異常行為，是指學生異於平常、不尋常的行為，而非以心理學上所說的

異常行為。如何能觀察學生的異常行為，他說，平常上課老師要多觀察學生，從學生

出缺席、上課位置、精神狀態、外表、氣色，皆可嗅出學生異常行為的端倪。他舉例

，他發現的一個女學生，已很久沒有來上課，打電話去關心才知她因感情受創，在家

中酗高粱酒。 

 

此外，鍾思嘉博士表示，還能從學生的生理上的疾病反應、同儕間的關係、學生的穿

著打扮，以及特殊嗜好中發現學生生活上的改變及問題，例如從學生表情上發現是否

不舒服、和人相處是否容易起口角、為何突然有大量菸癮、暴飲暴食等情況。在預防

學生自殺事件方面，他說，當人出現將最珍貴的東西分送給人的情況，已是自殺傾向

最為危及的時候。說一些告別及平時不會說的話，也都是自殺的明顯徵兆。他呼籲

，學生出現成績大起大落、違反校規的行為，背後都有原因在，老師們切勿等閒置之

。 

 

第二天的研討會，由張尚文醫師主講「e世代大學生常見之心理疾病與壓力調適」。

張尚文醫師以精神醫學的觀點論述，他說小至五、六歲，大至七、八十歲，都有可能

罹患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笑稱，每天早上翻開報紙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無精神病犯



罪，再看看是否為自己的病人，深怕有怠忽職守的地方。演講中，張尚文醫師將精神

疾病分為很多種，加以一一論述症狀及特徵，有憂鬱症、躁鬱症、精神分裂症、精神

官能症等精神疾病。 

 

很多父母會怪罪學校環境給予學生太多壓力，使致孩子精神分裂。張尚文醫師澄清

，其實，精神分裂症在先天上的遺傳因素，大過於後天所給予的環境壓力。他與在場

的老師訓輔人員分享，當他輔導類似問題男女感情問題時，會要對方試著回想分手的

原因，是否有徵兆兩人在一起時快樂嗎？好讓對方釐清思緒。研討會末，張尚文醫師

以無尾熊一天睡二十二小時，好似無憂無慮、很幸福，但希望大家知道，其實人生到

處都有壓力，好的壓力能提升學習效果，完全沒有壓力也不一定快樂，因為我們還沒

學會悠閒過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