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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成功大學 105 學年度中部地區學生家長座談會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6 年 5 月 13 日 下午 3：00 至 5：00 

地    點：台中自來水公司 5 樓禮堂 (臺中市北區雙十路二段 2號)  

主 持 人：蘇校長慧貞 

出席人員：教務處王育民副教務長、學生事務處董旭英學生事務長、總務處吳

秉聲副總務長、國際事務處黃悅民國際事務長、文學院陳玉女院

長、理學院許瑞榮副院長、工學院李偉賢院長、管理學院林麗娟教

授、醫學院郭余民副院長、電機資訊學院許渭州院長、生物科學與

科技學院簡伯武院長、規劃與設計學院吳豐光院長、社會科學院洪

敬富副院長、校友聯絡中心陳寒濤主任、住宿服務組臧台安組長、

心理健康與諮商輔導組陳高欽組長及學生家長約 190 人。 

記錄：林淑娟 

壹、校長致詞：  

一、 成功大學不僅僅是對台南市，對台灣、對世界都有一些改變。學校期待

學生在學期間儲備自身各式各樣能力，無論現在讀的是什麼系所，都要

準備未來發展生涯的能力，這與現在所讀的系所並非直接關係，並準備

好無限寬廣的能力。 

貳、介紹與會主管(略) 

參、家長交流與建議: 

校長引言： 

    誠如校友中心陳寒濤主任所說，我是第一個結合校友力量把學生送出國到矽谷

的校長，今年我們會把據點開展到美東，就在矽谷這個全世界創新創業的中心。在

政府機構都還沒有啟動之前，我們就先透過在矽谷的校友連結這個計畫。我們每 3

個月都會有一隊碩博班的研究生同學，經過校內外的篩選體制送到矽谷，目前已經

過去的 3隊都已經在美國登記創新公司了。 

  像台積電這樣的公司至少有 25%是成大的畢業生，但是我們下一波的目標是成

大能產生令人尊敬的大企業，像是台達電鄭崇華董事長就是最好的典範。因此成大

在幾年之後在體質上、方向上和人才產出的部分會有新的目標，也期待家長們邀請

各位的子弟與成大一起努力。 

  有時候現在的年輕人希望與期待被關心的方式和家長所提供的關心方式會有

距離，有時候他們不見得希望與我們有太密切的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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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資訊系的學生將來出國要問哪些單位？ 

A1. 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回覆： 

可以請教系主任、指導教授或系上老師，很多系上老師大都在國外完成學業，

可以提供出國諮詢。近年來成大出國的學生也越來越多，出國的資訊應該是非

常公開完整的，本校有國際事務處，可以協助學生出國的諮詢。 

 

Q2. 都市計劃系學生交換學生和未來發展的規劃。 

A2. 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回覆： 

規劃設計學院所有的系所都有跟國際頂尖大學簽設交換學生的協定，申請交換

學生的機會很多。以都市計畫系而言，交換學生絕大部分都是世界名校，還可

以申請碩士學位，像英國就有兩所學校提供這樣的名額。 

都市計畫學系學生很多會參加高考在公部門服務，許多公部門的首長通常都是

都市計畫的畢業生。在私人企業，如中興工程顧問社，4C 以及很多的工程顧問

公司的董事長幾乎都畢業於都計系。 

校長補充： 

建議家長更應該關心的是學生有沒有這個興趣，學校老師都非常鼓勵學生出去。

舉例來說，到歐盟參訪全世界非常重要的晶片設計中心，我們的學生在那裡實

習，沒有跟學校申請半點資源，他的指導教授，一位非常年輕的老師，主動熱

心的幫他找到實習單位跟獎學金。比如荷蘭一直是我們國家效法的對象，每個

月都有不同梯次的同學前往學習。 

 

Q3. 化學系的出路與就業優勢；今年化學系甄試招生不理想。 

A3. 理學院副院長回覆： 

化學系的出路很廣，是理學院在業界募款最多的科系，也是產學合作最多的科

系。化學系的發展有以下幾種，生醫、光電、藥學、農業化學、傳統產業、化

工和高分子。化學是一個重要的基礎科學，把基礎訓練好了，將來的發展很廣。

此次大學個人申請入學，錄取成大化學系之學生，學測成績至少 68 級分，是屬

於高分群。這些學生重覆錄取率極高，平均有 4.78 個校系可選擇。另外新生入

學尚有繁星推薦、考試入學與其他特殊管道入學如外島原住民身障成星特殊選

才等。本校化學系已討論與決議個人申請入學提高篩選倍率至 3倍，以解決招

生問題。 

校長補充： 

每個系都有各自要努力的空間，每個系也都可以藉由現有的狀況去決定甄試要

錄取多少人，考試錄取要多少人，不須要永遠都是完美的答案。 

上大學真正的目的是多元，經歷不一樣的東西。也很謝謝家長願意把學生送來

成大，每次與同學的聚會，都謝謝他們願意把人生最精華的青春投注在這個校

園，很謝謝大家對我們的希望和信心，因為有這樣的信心和希望才能發現更多

可以創造和改變的機會，這也是我們每天的主管會議、系所會議會要求檢討的

地方。謝謝大家有注意到，化學系真的是一個標準很高的系，我們全國很多的

傑出獎都出在化學系，這很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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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成大學生到成大醫院就醫是否有優惠： 

A4. 學務長回覆： 

學校教職員工生都不能打折的。但是如果是本校學生發生交通意外事故，軍訓

室、學務處和系所導師，都會互相通報。 

校長補充：國家審計規定教職員工生到本校附設醫院就醫不再享有優惠。 

 

Q5. 學生疑似被網路霸凌。 

A5. 學務長回覆： 

學校相當審慎處理校園霸凌事件，也請家長協助關心，如果有孩子反應有這種

現象，可以勇敢主動反應。 

 

Q6. 管理學院學生轉系和補修學分的機制： 

A6. 管理學院林教授回覆： 

我們會將問題帶回系上，並針對學生狀況個別輔導。 

 

Q7. 醫學系七、八年級是否可以自己找實習醫院： 

A7. 醫學院副院長回覆： 

這是比較專門的問題，答案是「是」，也「不是」，可以自己找，但不能隨便

亂找。醫院的品質與教學都需經過評估才可以，醫院的教學要能與學校的教學

銜接，自己再去作選擇。 

 

Q8. 醫學院除醫學系學生之外的就業問題： 

A8. 醫學院副院長回覆： 

這個問題基本上不容易回答。我們的醫技系和護理系畢業生非常搶手的，物理

治療學系和職能治療學系的學生也不會找不到工作，他們的困擾在於不知道要

選擇哪家薪資待遇符合理想的醫院。護理系的畢業生，因為台灣這幾年就業職

場的問題，護理師的工作非常辛苦，全台灣只有兩間醫院被評定為非血汗醫院，

成大醫院就是之一。 

校長補充：這幾年我們投入非常多人力進去。 

 

Q9.大學退學標準是否可進行修正，將 2 學期二一修為連續二一才能退學。 

A9.副教務長回覆： 

成大已於 103 學年度提到校級討論，並召開公聽會與說明會，也回歸各系所，

並詢問學生意見，回來的結果是傾向不改變。教務處也體認到這一點，學生是

擔心被二一，所以我們要做的是避免學生被二一。每學期期中我們會有成績預

警，結果會送到導師和系上，所以學生也會知道會有二一的可能，我們就會針

對他們提供課輔。學生也可能念了不喜歡的學系，沒有興趣，針對這一點我們

最近也在改變一些學制和學習模式，讓學生盡量在他喜歡的環境中學習、改變。 

 

Q10.外文系與台文系出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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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文學院院長回覆： 

外文系與台文系畢業後的方向，未來都可在公務體系中發展，尤其是國高中教

師這一區塊。其他像老師、新聞記者、編劇等。對於人文學科的學生，家長要

給小孩多一點時間，尤其是文學、劇本的創作需要很長時間的醞釀。文學院裡

有開設相關學程，包括新聞傳播學程、戲劇學程，都在培養學生相關方面的能

力養成。 

 

 

Q11.外文系在學期間需要培養的認證能力： 

A11.文學院院長回覆： 

外文系中除了英文之外，還有開設西班牙語、德語、俄語等，第二外語開設也

越來越多。而外語中心還開設東南亞語系，像泰語、緬甸語、印尼語，包括中

東的阿拉伯語，學生可以學習第二種、第三種語言，並取得相關認證。 

 

Q12.家長會擔心南部學校的國際化或國際觀會比較吃虧： 

A12.國際事務長回覆： 

成大目前跟全球 35 個國家，237 個著名大學簽有合約，同時提供 30 個雙學位。

其中有交換學生的有 19 個國家，跟 60 所學校有簽約，共 156 個交換合約。除

了各系所的簽約之外，學校每年會舉辦 2次交換生出國的說明會，分別在秋季

與春季。若貴子弟有意出國，應該大一就要開始準備，因為會有英語的門檻，

尤其是申請獎學金者，英語門檻就相當重要。 

 

Q13.學校為何對交換生收學費？ 

A13.國際事務長回覆： 

以前學生出國交換，就不用繳學校學費，現在要開始收學費，是因為學生出國

交換，對方學校並未收取學費，所以學生繳交學費給自己學校，是合理的。 

 

Q14.機械系、土木系應屆畢業生以後找工作的困難，校方有何輔導措施？ 

A14.工學院院長回覆： 

工學院畢業生找工作絕對不會有問題，不知道這位家長的子弟是否畢業後真的

找不到工作，若找不到工作，可先找我。假設真有這個狀況，在輔導措施上，

我們有導師制度，可跟導師提出來詢問。另外，學校有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在就業輔導上，都可以做妥善的處理。找不到工作也可能是學生想要的，跟目

前提供的，有一些落差。中鋼、台船、漢翔、中科院、台積電都跟我提出 2、

300 人的人力需求。土木工程學系就更不可能，我們跟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世

熙、榮工處，我們都有跟學校提出雙邊的合作協定。另外包括前瞻計畫的軌道

系統、捷運、高鐵等等。 

 

Q15.舊的 K 書中心改建，新的有沒有著落。 

A15.學務長回覆： 



第 5 頁，共 5 頁 

目前學校正規劃在敬業宿舍裡面蓋很棒的共學中心，提供非常好的環境，現在

的學習很重要的是共學、同儕的討論，成大已追上這方面，這 2年提供很多空

間讓學生共學，包括宿舍以及一些校長特別指定的地方。 

 

校長補充：地點位在長榮路和東豐路口，是全台灣的大學中，第一個呈現一個

空間，是市民可以透過一個透明、現代化設計的場域，看到學生在其中討論、

生活、閱讀，像誠品書店的閱讀空間。 

壹、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