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心比心，猶如學生在台北的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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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導生制的變遷：圈成一個最緊密的圓，凝聚導師生小組的心 

  此次是游麗如老師第三次帶導生，游老師在前醫學系主任陳震寰

老師初推動導師制度時，就擔任了第一屆的導師。起初帶第一屆導生

時，游老師才剛從美國歸國任教，受到生化所助教陳美雪的鼓舞，決

定嘗試帶導生，陳助教非常認同導師制度的理念，認為能有人陪伴、

帶領這些孩子都是好事。然而，在醫學系第一屆的導師課程中，每個

導師需要帶 15個導生，又只有一個學期的導師課程，儘管游老師會陪

伴同學們一起去騎腳踏車、聚會，還是深恐自己無法一一認識每個同

學，由此可見游老師對導生們入微的關心！在帶第二屆導生時，醫學

系已改為大一、大二共四學期的導師課程，課程時間多了，自然就比

帶第一屆導生時更容易和導生熟稔了。 

  自有導師制度後，醫學系每個月便會舉辦一次導師間的午餐聚

會，會中大家可提供對導師制度的一些建議及看法。也是在這樣的聚

會中，有導師提出一次帶 15個導生實在太多，最理想的導生人數應該

是吃飯的時候剛好可以圍成一桌，而這也是導師制度的目標：「把學

生圈成一個緊密團結的圓。」游老師第二次帶導生加上自己總共十個

人、第三次帶導生加上自己剛好變成一打，游老師說，這樣的組合真

的很不錯！老師十分肯定醫學系在推動導師制度的用心，老師之間因



為幾乎都是同一批老師帶著學生一路到大四，關係也更加緊密，有什

麼有意義的課、有趣的想法都會互相交流，就像是當兵所形容的「同

梯」一般親近。游老師建議，或許也可以讓導師們多認識其他科系所

的導師，促成各系導師間的交流，就像導師會議常常提到的「有見就

有親」，有交流也就容易親近。 

  

以自身的經驗，用心體會學生的感受 

  游老師回想自己的高中時代，因為家住得遠，都是晚到學校又最

早隨車隊離開的學生，因此，和同學及老師都不太親近。直到高三那

年，在偶然的機緣下留得比較晚，一天，時任班導的謝老師關心的問

候，讓游老師心裡十分感動，也更加努力在課業上。游老師說，對學

生而言，有時候老師輕輕的一句關心問候，遠比在刻板課堂上教授知

識，有著更深的感觸及感動，學習成長的過程，能有個關心自己的老

師或是朋友的支持與陪伴，是很重要的。 

  老師提及，陳震寰老師當時在推動導師制度時曾說：「這些孩子

都是來自各校的菁英，來到陽明後，有許多壓力需要抒發，如果還用

名次看待事情，則第 120、130名的學生，該如何承受呢？因此，如果

能有老師、導師或要好的同學，讓他有歸屬感，不讓他在學校內形單

影隻，可以聽他抒發心情，一定可以幫他渡過難關。」游老師十分認

同這些話。游老師表示，自己也曾經因為壓力而迷失，更能深刻體會

這些孩子們面臨的壓力。有少數孩子因為各方面的壓力跨不過去甚至

會想不開，如果能有一個傾訴的對象，讓他有個抒發的出口及依歸，

真的是一件好事，因此當時醫學系決定將導師制度及課程綁在一起

時，游老師是舉雙手贊成。 

  

  

用家長的角度思考 

  這一次帶的導生，剛好和游老師的孩子差不多大，帶起來更加親

切。因此，游老師站在自己身為家長的角度對待導生，只要孩子在學

校有人關心，相信做家長的都會很開心，自然的，游老師也對導生們

更加愛護了。 

  過去較羞澀保守的世代，孩子們很難去摟著爸媽表達自己的愛，

但是這個世代的孩子卻可以和導師如此親暱，游老師從自己的孩子及

導生們身上體會到了這一點，這也是當導師可以有的小小幸福。在今

年的親師座談會，游老師的導生組中，一共有五個學生的家長參加，

當有家長提到想加入孩子的 Facebook又怕被封鎖或隱藏訊息，游老師

半開玩笑的說，這些家長都應該羨慕當導師的人！因為，導師能分享

到同學們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與喜怒哀樂。 



  這些年擔任導師，游老師不只和導生們保持緊密的關係，也和一

些導生家長有著聯繫。很多孩子一旦在外念書，便很少打電話回家，

即使家長打電話給孩子，孩子的回應大多也都以「很忙」、「沒什麼

事」、「很好」搪塞，導致對話很難進行下去。曾經有一位導生家長

由系助的轉介連絡上導師，每隔一陣子就打電話給游老師詢問孩子的

狀況，那位家長每次透過電話了解到孩子的最新動態，都會很開心，

家長的肯定與讚許，也讓游老師對導師制度更加肯定。現在，游老師

的孩子在台中念書，和許多導生家長一樣面臨孩子「離巢」，便更能

體會這些家長的心情了。有鑑於此，游老師總是時不時的提醒孩子們

要打電話回家或回家和父母親聚聚說說話。 

  

用愛耕耘，收穫更豐 

  在資訊流通方便的時代，游老師起初聽聞 Facebook會讓人沉迷或

上癮，因而有些抗拒不想使用。然而，帶到第二屆的 A7導生時，同學

們都是使用 Facebook作聯繫，於是老師只好請導生做 Facebook教

學。導生們建立了自己的群組，也讓老師可以更快速的了解學生、並

且知道學生的動態。游老師說，善用 Facebook，它真的是一個很不錯

的聯繫工具。 

  提起第二屆帶的 A7導生組，游老師剛看到名單全是大男生時，覺

得有點緊張，不知道該如何帶他們才好。然而，這也讓游老師第一次

體會到，原來男生也可以這麼貼心！當二年級再加入一名女生，這個

群組就更活潑了。每年老師的生日，這些孩子就會給老師許多的驚

喜，今年，這些學生雖都開始到醫院見習，接觸的機會比較少，老師

生日那天，他們還是做了一支影片傳遞他們的祝福，讓游老師十分感

動！ 

  今年暑假時，感情好的 A4導生相約去旅行，環了半個台灣。行程

規劃時，游老師還叮嚀孩子們要多顧及家長的想法，在交通安全上，

不要讓家長們擔心。帶 A4導生這段時間裡，特殊的節日（聖誕節及教

師節等） ，這群貼心的孩子們總會寫寫小卡片，送小禮物。只要出去

玩，也常會有人帶著小禮物回來送給老師。游老師謙虛的說，只要孩

子們能感受到老師的用心就足夠了，其實自己的收穫比付出的還要

多。 

  

陽明賢伉儷，雙雙獲得優良導師及良師益友 

  今年游老師及老師的先生生科系陳俊銘老師雙雙得到優良導師及

良師益友的殊榮，夫妻間對待導生的用心，真的讓人十分敬佩！ 

  游老師比較生科系及醫學系導生制度的差別，生科系每個學年度

都會更換導師，醫學系則是直接帶到大四，也因此，醫學系導生和導



師的關係相對的緊密，生科系則是讓每個導師都能有認識所有學生的

機會。 

  平時在家裡，游老師就時常分享與導生間的互動，和導生聚餐陳

老師也常常伴隨左右。由此更可見，游老師夫妻間深厚的情感，對導

生的愛護，以及樂在與導生互動的喜悅。 

  

最重要的群體，一個都不能少 

  游老師說，這屆帶的 A4導生組整組的向心力很強，他們也很珍惜

群體的情感，帶起來是非常開心的。這些孩子對這個導生組很有認同

感，每次拍照都一定要比 A4的手勢，是很難得的群組。游老師謙虛的

說，這些都是同學自身的力量，並非因為導師的影響。 

  游老師表示，一開始就要讓同學們有認知，整個群組是很重要

的，一個都不能少，大家就會互相支援。例如今年導師會議，烘焙社

協助製作教師節禮物，但烘焙社只有幾個幹部參加，人手實在不夠，

而社長就是老師的導生，偶然在導生課時提及人手不足的問題，就有

其他導生願意站出來幫忙。對於導生們互相幫助、扶持這點，游老師

毫不意外，並引以為豪。游老師得意的說，只要導生碰到什麼困難，

其他導生都會鼎力相助，不只課業上一起成長，連生活上也是互相扶

持，家長也認為導生組給了孩子很正面的力量。 

  游老師說，醫學系的學生個個資優，任何事情只要願意花時間心

力，就沒有什麼是難處理的。過去，有導生撥電話給老師分享自己的

心事，對父母親說不出口的話，對導師反而容易傾訴，像個大朋友一

樣。游老師總是會提醒孩子們，沒有什麼過不去的，關關難過關關

過，跨出去就好了，無論如何老師都會在，隨時都可以找老師分享自

己的喜樂與哀愁。 

  此外，游老師很感謝學校提供豐富的資源給導師，讓老師們在帶

導生時能夠運用。在帶大一導生時，游老師會利用導生時間帶著孩子

們認識學校環境，像是山腰上的家、圖書館、老師的實驗室及軍艦岩

等，讓學生初入學時，就能善用校內各項資源。這些年，學校、學務

處及山腰上的家也分別舉辦不同主題的演講及活動，讓老師們與導生

一起聽演講，豐富知識，擴展生活視野。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試前游老師還會陪著導生們到圖書館的討論

室念書，一起衝刺呢！ 

  

  

服務學習 校園植物資訊化辨識 

  游老師帶領的服務學習十分特別，是針對校園內各式各樣植物的

分類以及資訊化的辨識。這項重大的任務，可是導生們自行討論出來



的結果呢！蒐集資料並不是問題，但要將這些資訊電子化可就不是易

事了，為此游老師特別請了生科系的楊念中助教來教導生們寫程式。

只是，課綱排出來後，發現要做這樣浩大的工程終究不是上幾堂課就

可以輕易上手的，碰到許多挫折及經過多次的討論，導生們一度想要

放棄，但想到楊助教的大力協助，又覺得不能如此不負責任。最後的

結果，這些善良體貼的孩子們還是決定持續的做下去，只要有時間就

會去蒐集資料及拍照。游老師說，現在的孩子常常被說是草莓族、水

蜜桃族，但她從這些孩子身上看到的並非如此，只要該負責、該承擔

的，這些孩子們還是有能力一肩扛起來，有計畫地逐步完成該做的

事。 

  

  提及自己的導生，游老師侃侃而談，認為與導生的互動，分享他

們的青春活力與熱情，是她在研究及教學壓力下很好的生活調劑，臉

上盡是溫暖愉悅的笑容。從游老師及導生的相處上，不但可以感受得

到老師願意花時間心力陪伴學生的熱忱，也見證了陽明導師制度的成

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