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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成功大學 106 學年度高屏地區家長座談會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7 年 5 月 27 日 上午 9：30 至 12：00 

地    點：高雄市立前鎮高級中學─勤學樓 8樓禮堂 

主 持 人：蘇校長慧貞 

出席人員：教務處王育民副教務長、學生事務處洪敬富學生事務長、總務處楊淑媚

組長、國際事務處黃悅民國際事務長、文學院陳玉女院長、理學院陳淑

慧院長、工學院李偉賢院長、電機資訊學院許渭州院長、規劃與設計學

院姚昭智副院長、管理學院王惠嘉教授、醫學院陳高欽副教授、社會科

學院蔡群立副院長、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簡伯武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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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人。 

紀錄：林淑娟 

壹、校長致詞： 

(一) 感謝家長、高雄校友會的李會長在百忙中依然前來參加。成大 1931 年

創立迄今畢業校友多達 18 萬人，同時校園完整，九大學院都在同一基

地。成大提供學生良好的跨域學習環境，以修讀法律為例，不只學到法

律專業，舉凡當今受重視的人工智慧、電子、生醫等新知識都可以學習

到。成大的學習環境獨一無二，學生家長務必鼓勵孩子多利用這樣的環

境，開拓學習領域。 

(二) 無論孩子是再深造或找工作，重點在於是否準備好足夠能力。家長與學

校都應擔任推動孩子前進的推手，讓孩子有更大的動力向前邁進。 

(三) 成大是一個友善校園尤其是老師對待學生，如有外籍同學家裡突然遭逢

變故或邦交中斷，許多老師拿自己的薪水為他們找資源，讓外籍同學得

以繼續留下來完成學業，更值得驕傲的是我們年輕的老師，在科技部愛

因斯坦和哥倫布計畫中，獲獎比例非常非常高。 

(四) 歡迎各位到校園走一走，看看這幾年成大新風貌。各位在一個月之後應

可看到由成大自行開發建構的自駕車，這是一個創新產業，也是未來人

才需求的重點。 

 

貳、 介紹與會主管(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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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家長交流與建議: 

Q1：我的女兒今年大四但是想要延畢，想留在學校多學東西，這樣好不好？ 

A1：工學院李院長回覆： 

    成大的學生很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能力；是否要按照正常的時間畢業或是要

延畢，不需過於擔心，延畢並沒有不好，如果可以在四年之內，把大學的學問

安穩踏實的學好，這樣是很好。有時為想要學更多其他領域，或是準備考研究

所，同學就會考慮延畢，建議家長不需要太擔心。 

    社會科學院蔡副院長回覆： 

    日前帶學生至臺北台新銀行企業參訪，台新銀行主管分享具有傳統財經與經

濟背景已經不夠，須要再具備資訊能力，如在學校就有跨領域的學習，未來在

就業市場上更具競爭力。同學如是為學習動機而規劃延畢一年，是很棒的選擇。

建議家長給予同學鼓勵去學習不同的專業，未來畢業一定非常具有競爭力。 

    電資學院許院長回覆: 

    學生延畢的理由有很多種，有的是學生主動要延畢，有的是被動要延畢，只要

是學生不是因為不好的原因而延畢的話，建議應該都可以同意。如果把時間延

長十年再回頭來看，延畢這一年也有很多幫助，所以不用太擔心。 

    校長補充說明： 

(一) 請教務處說明學校「成就一生」的友善制度方案。成大是臺灣第一個將

這個制度更友善的大學，就是成大畢業生可以在任何時間再回學校修習

任何一門課。我們就有中文系畢業 20 年的同學回來要重新修完數學系

的課。 

(二) 同學很清楚自己為何要延畢，這事情是不需要反對的，但是我們也不是

鼓勵。常與大四同學談及在歐洲小國的大學生、美國 17、18 歲青年探究

問題的視野、深度、企圖心和責任心都比我們高很多。我們保護他、愛

他，但要盡量避免同學成熟得太晚，責任感來得太慢。跟世界上部分的

國家相比，成大學生也是數一數二的，但是責任感還是來的太慢了一點。 

    教務處王育民副教務長回覆： 

(一) 「成就一生方案」經過兩年半的構思，讓成大畢業校友，有機會再回到

學校與目前的學生混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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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共計有 24 學系參與成就一生校友隨班附讀計畫，總

計將近 200 門課程開放隨班附讀，讓有心學習的成大校友，可以依照個

人對於專業的需求，回學校以「隨班附讀」方式修習輔系課程。校友回

校就讀，不僅可充實自我，實踐「終身學習」，同時讓不同年齡與經驗的

學生，有機會一同學習，相互激盪更多創新創意，顛覆大家對大學的想

像與期待。 

 

    校長補充說明： 

(一) 今天有兩個重點，第一是我們會跟校友中心聯繫，畢業那天就提供這些

資訊，也就是畢業後想要修成大課程目前的管道是非常方便的。 

(二) 拜託各位家長，需要家長和學校共同努力，鼓勵學生早日負起責任。 

 

Q2：聽孩子說學校有很多交換學生的名額，但是申請的學生不多，做家長的會關心

孩子是否有世界觀，希望學校能提供策略，提高他們願意出去的誘因和動機？ 

A2：國際事務處黃國際事務長回覆： 

目前全球人才的趨勢在全球流動與被爭取，每學期分為春季班與秋季班，每年

辦理兩次說明會讓同學掌握資訊，亦邀請出國交換的學生進行分享。出國交換

只有英語門檻，且可獲得學校百分百的補助。但有些學生擔心英語檢定以及出

國交換會導致延後畢業，且出國交換需修習與本科系相關的課程，因此家長應

理解，學生可能因出國增廣學習而延後畢業。 

校長補充說明： 

(一) 臺灣有很多學校把學生交換列為必要，惟學校簽的交換約有限，卻規定

學生要出去才能畢業，造成家長與學生經濟上的負擔。本校是讓學生盡

量去談好約學校，因此出國交換生時不用再繳對方學校的學費，生活費

則可其它透過募款來支應，也沒有強制設為畢業門檻的一部份。 

(二) 但當學生的責任感與企圖心不夠，或非自己主要所選時就會不想去交換。

家長與我們需有共識，要一起努力增加學生擴展經驗的意識。有意識想

要努力的學生，沒畢業前就會出去三、四個國家。工學院、電資學院皆

有募集基金並跟國外大學合作，文學院的學生因有豐富的國外交換經驗，

後來到紐約很好的管理公司上班。馬來西亞一位僑生博士論文尚未寫完

就被國際一流的早稻田大學錄用，因其論文做的是泰國、印尼等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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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Q3：有關住宿收費問題。 

A3：住宿服務組臧組長回覆： 

成大是臺南具有歷史意義的學校建築之一，每個宿舍收費標準都不同，收費區

間有每學期 6,000 元到 13,700 元房型供同學與家長選擇。宿舍整修後會調整

收費，本學期整修最具歷史的勝六舍。 

校長補充說明： 

(一) 每棟宿舍收費標準是公開的，宿舍雖具歷史但安全無虞，也相當注意門窗

縫隙以防登革熱的發生，家長跟我們反應宿舍的問題亦會去處理與留意，

以安全及衛生為最高原則。 

(二) 若再增加宿舍必需增加資源。成大所收學費與提供給學生教室環境、體育

設施、藝術表演、24 小時運作活動中心等成本，學費收入仍低了 40%以

上，教育部給成大的經費是整年預算的四分之一不到，需要老師們拚命的

爭取產學合作計畫才有資源給學生當獎學金，但我們收的學費卻是全世

界數一數二低，學生現在所享受的條件及上網的速度，若在國外，應是 8

至 10 萬的標準為計。 

 

Q4：室內游泳池設施去年底完工卻為何還不能啟用？ 

A4：總務處營繕組楊組長回覆： 

  需向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及消防檢查程序，程序完備才能提供給學生使用。因

消防設施的檢查耽誤時程，順利取得後，將由體育室開放使用。 

 

Q5：小孩學想唸大陸的研究所，家長則希望小孩到世界各地，若到世界各地需要再

一兩年語言修習，小孩覺得沒那麼簡單。 

A5：教務處王育民副教務長回覆： 

在專業的學習上，成大不比大陸的大學差，若有心想往大陸發展，建議家長與

小孩溝通討論後決定。關於世界各國語言部份，成大有許多檢定課程認證，只

要小孩想學都有很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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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土木系念了四年才發現興趣不合，興趣在商學系怎麼辦？ 

A6：工學院李院長回覆： 

學生已具有四年的土木領域基礎，可以鼓勵其跨領域學習。成大有很多傑出校

友學習多方領域，如管理學院張有恆院長機械系畢業後學管理成為管理學院

院長等等。鼓勵學生繼續念完大學部再念商管研究所，結合原來的專業做更好

的發揮。 

 

Q7：成大機械系可以像交大機械系不用考試就可以去讀研究所，修完課程就可以畢

業嗎？ 

A7：工學院李院長回覆： 

成大機械系四年級與研究所有共同開設的課程，大四由系委員會招生，篩選成

績好的、有潛力的學生去念研究所。碩士一定要寫論文，學分修完、論文寫完，

五年就可畢業。交大有的成大做更多。 

 

Q8：因為 AI 的發展使資工系變成熱門科系，學測分數跟電機差不多，電機系的發

展如何及因應？ 

A8：電機資訊學院許院長回覆： 

(一) 今年的電機學測很好，以前奈米的成績很好，材料也是分數很高，但可

看出各領域受 AI 發展影響，使得發展是起起落落的。不過電機的排名

都在前面，核能、風力、火力都要發展電，電機是這些產業的基礎，永

遠不會沒落。 

(二) 電機與資訊二系並非競爭關係，而是合作且互為共存共榮，電機系有很

多老師為資訊領域，資訊系老師也有在研究 IC 設計、通訊等電機領域。

目前電資學院在推二系的課程整合，使二系學生能有大電機資訊領域的

跨領域能力。 

 

Q9：歷史系未來的發展與方向，是否需再修什麼學分以盡完善? 

A9：文學院陳院長回覆： 

(一) 感謝家長讓學生來念歷史系，學生因興趣而選擇歷史系就讀，是件不容

易的事。因為經常要面對「你為什麼要唸歷史」？「念歷史有什麼用」

的質疑。成大歷史系發展的特色之一是，側重臺灣史與在地文化資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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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鏈結的傳授。學歷史該如何加強自己的能力，我認為特殊語言的學習

非常重要，這樣才能開啟自己探討歷史的視野，並訓練自己成為一位特

殊的人才。歷史系今年二月延攬來自比利時熟悉古荷蘭語的Frank教授，

學習古荷蘭語對於十七世紀臺灣史與世界史的發展關係很有幫助。除此，

則伊斯蘭文化和阿拉伯語的課程，也都是幫助學生開啟學習視窗和充實

能力的重要課程。 

(二) 文學院這兩年開設了三十幾門跨領域的課程，與非人文學院的教師合開

具人文元素與應用並重的學習內容，希望學生能因此善用自己人文專業

的素養進行創意。前年統一企業管理人前來文學院洽商，談到想與文學

院合作，讓文學院學生進入該公司實習，優秀者可以直接應聘成為該公

司幹部。他表示統一人才眾多，不乏理工管理科技人才，之所以想要人

文學院的學生，主要在於該企業更需要會講故事的人才以加深企業的文

化溫度，勾勒企業的靈魂。文學院學生有極佳的人文基礎素養，但在行

銷能力上偏弱，故本院也會借助像統一或台糖專業人員與本院或本校教

師合作，開設學用相宜的課程，以補應用學科的需求。而在文學院學習

有何優勢，實際上是有更多的空間與時間讓學生去思考自己「想要的是

什麼」。 

 

校長補充說明： 

(一) 電機資工是大領域，20 幾年前電資學院、工學院、設計學院在成大的工學院

裡叫大工學院，電資學院的 AI 中心是電機、資訊、資工一起的。 

(二) 過往歷史系畢業的學長姊在各行各業(包括：大企業要職、房地產業、旅宿業

等)都有十分精采的創業表現。而現今企業除產業發展外也開始重視企業文

化底蘊的經營，品牌故事的建立等，紛紛來校園徵才。更甚者，目前數位產

業已經蔚為風潮與機會，對於能夠撰寫具深厚文化涵養題材的人，才有更迫

切的需求，更應該透過在本校的跨域培育環境，創造以臺灣文化為內涵的全

球產業。這些都是歷史、文學、語言融合後的價值，文學院的學生未來的發

展極為多元，個人是否能積極學習至為關鍵。 

高雄市成大校友會李會長關於學費的觀察補充說明： 

(一) 台灣的學費超級便宜，私立大學學費是公立大學的 1倍左右，但跟世界大學

比較還是偏低再偏低，大學需有好的收入才能辦得出好的大學，目前成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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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多位學生收入約 15 億還是不夠，需靠推廣教育及產學等增加收入來支撐。 

(二) 成大最好的是「風氣」， 學長姐照顧學弟妹，如交管系秉持交管道義承先啟

後的傳統，因此會雇用成大的學生。大學辦學真得不容易，大陸的大學給的

機會難以想像，成大是優質的大學，學生願意都會有機會，重要是企圖心與

語言若能自我克服，學生所受的基本的專業水準都是夠的，若要出國學到最

新的資訊知識回來也可以有更好的就業機會，臺灣的 158 所高校都必須建構

自己很好的特色，但要相信成大培養出來的人才。 

 

Q10：學校住宿的安全非常重要，其中關於上下舖移動的安全措施，是否還能再加

強？為求學子用餐方便並能兼顧衛生營養，希望學校考量設置學校餐廳的可

能性。 

A10：住宿服務組臧台安組長回覆： 

(一) 經家長反映後，本組即行： 

1. 請廠商進行上下鋪床鋪樓梯改裝的估價程序，並召集學生宿舍幹部

開會詢問改善上下鋪樓梯的必要性，學生代表認為目前直立式樓梯

較安全，改成斜立式反而較危險，經討論後決議在上下鋪樓梯的踏

板上加裝止滑條。 

2. 經問卷調查開放學生自由申請加裝，前來申請者僅有一間寢室，並

已加裝完成。 

3. 為求慎重學生事務處還特地開會討論該議題，並了解到此問題非關

上下樓梯的安全性，而是因學生在家裡沒有爬過上下鋪樓梯的經驗

所致，故本組專門拍攝一部教學影片放置在網路上供學生參考與學

習。 

(二) 關於學校餐廳部份，本校已投注相當多的經費以達到政府建築、消防等

相關法規的條件，光復餐廳將於今年 9 月 1 日正式營運，由全家便利

商店進駐並且經營美食廣場，此外，敬業餐廳同樣於今年 9 月 1 日正

式營運。 

 

校長補充說明： 

關於學校餐廳是本校持續關注解決的議題，而成大長年因校內建築物具歷史

價值改建受到限制。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等各單位的協力克服建築、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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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衛生等法規各項挑戰，將於今年 9 月 1日營運。 

 

Q11：學生多半只會唸書，而他們對未來的目標是很空洞的，是否可以請學校輔導

學生有一個正確的方向與目標發展，讓他們學以致用且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A11：校長回覆： 

(一) 大學責任是以世界為舞台，讓學生準備好面對全世界人才需求與相關

能力，也請各位家長理解，若單從學校端準備太多，學生卻沒有吸收的

話，也只等同為單方向給予，無法提供較合適學生的協助，故也要請家

長協助我們理解學生的問題與需求。 

(二) 此外，學生在其領域的生涯輔導一直是本校各院主管持續進行議題，各

學院皆已結合其系友與校友的資源進行學生的生涯輔導。 

 

學生事務處洪學生事務長回覆： 

(一) 非常鼓勵學生探索自己，由學生事務處心理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幫助學

生了解自己的志向、興趣、專長之外，並結合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的

資源提供，透過生涯發展組到各系所推廣並協助學生認識他們未來職

場的環境與個別需要，也可由學生主動預約一對一生涯諮詢，協助學生

了解更多職場上的生態以及中英文履歷撰寫等能力的加強。 

(二) 成大有一項重要特色，在於結合廣大的校友與企業間的教練計畫，由學

生自由申請，邀請企業的中高階主管進入校園幫助學生認識職場的生

態，指導學生如何培養職場所需的能力。 

(三) 學生實習計畫，包括公部門、企業、國外等實習機會，也是能幫助學生

了解其職涯發展的途徑，請家長鼓勵學生主動聯繫並善加運用。 

 

校長補充說明： 

目前大學名校包括歐美等國家的名校校長，坐下來討論的首要議題在於學校

的師生心理健康，舉例來說目前學生最常與自己的手機親近，和世界包括家

人之間反而無法靠近，而要改變的話需要靠家長和學校共同努力，故我們期

待能與家長密切溝通，並成為我們現在的重點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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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綜合說明各院： 

管理學院王教授： 

關於學生雙主修問題，目前雙主修的門檻沒有很高，也很鼓勵學生利用機會多修習

更多領域學科知識，但往往會接到許多大四生在畢業前要求取消雙主修的申請，事

實上若必須為此延畢半年至一年而多學習到更多知識，仍是相當值得的，這方面要

請家長多給予支持與鼓勵。 

 

理學院陳院長： 

請家長放心讓貴子弟來就讀理學院，本院擁有非常廣的發展性，畢業後的系友也非

常支持。在本院除基礎教學授課外，自今年的寒暑假開始也都會在校內另開授為期

一週不同專業的跨域模組課程，讓同學自主選修。期盼學生在這段學習期間能更加

了解自身的專業與外界的連結，並結合系上、產業以及校外等多方的資源，將所學

習的基礎科學發揮在不同的應用領域上。 

 

規劃與設計學院姚副院長： 

本學院一直提供許多機會讓學生參與國際性的工作領域，建築系與工設系都有在

主辦教育部菁英受訓計畫，由國家出錢送最優秀的學生到國外名校上課，這類機會

相當難得，若您的子弟就讀本學院也請放心並鼓勵其爭取培育的機會。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簡院長： 

本校致力於推動國際化，以本學院而言，明後天將有新加坡大學的 4 位老師帶領

其學生前來本校進行交流活動。每年也會派一位導師帶領 10 位學生前往新加坡大

學進行交流，除了讓學生在國內扎根繼續研究以外，也一直努力讓我們的水產養殖

等專門技術往外發展並已獲得國際上的肯定，故請家長放心將貴子弟交給我們訓

練。 

 

校友聯絡中心陳主任： 

學生的出路不需過度擔心，成大校友當中上市櫃公司副總以上的人數就有 82 位，

職場上更有許多傑出校友，重要的是學生在校期間的訓練，至於交換學生方面，全

球共有 42 個成大校友會可以支援，若無法申請交換生，遊學亦可考量，如果有需

要可由校友聯絡中心協助委託當地校友會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