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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們的一天 
黃玉幸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理教授 
 
 

一、前言 

大學教師與中小學教師擔負傳

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工作，不同的

是，大學教師有「教授」等級與身分，

為高等教育知識份子，傳承教育文化

與知識技術，培育國家人才，直接影

響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大學教師大

多為博士、博士後研究或高等技術專

業人才，被認為高社經地位群，也自

我期許為社會知識良心，為國家經濟

貢獻，為人類文明傳薪。 

二、私立大專校院的經營現實 

    我國近年來普設高等教育機構且

逢出生率降低，諸多社會現實有如波

濤巨浪侵襲大學的價值與理想。每所

私立大專校院努力爭取政府機構大型

計畫，例如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典

範科技大學計畫等，以提高學校能見

度。各大專校院為維持基本運作，全

體總動員招生，惟恐生員不足以致系

所或學校關門，祭出獎優汰劣的用人

法則，緊縮經費成本，一切行政作為，

「問的是『下一年學生報到率還可以

嗎？』，而不是『學生到校學習達到了

學校目標嗎？』」 

    大學教師處於當今校園生態，年

年接受教師評鑑，已成為必要生存技

倆，個個文武全才，爭相寫計畫向各

單位爭取經費，到企業拿校外專業服

務契約；人人三頭六臂，奔波國內外

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練就應變校內

各單位增刪考核積分規則，超時工

作、超量負荷又微薄之待遇，「問的

是，『下一年還可以拿到聘書嗎？』而

不是『選擇當老師的初衷還在嗎？』」  

三、實例舉隅 

（一）投入教學難以量化 

    謝教授身處競爭激烈之校園，了

然於心的是，大學教師以教學為主，

引導學生學習方法，培養批判思考能

力，啟迪探究學問等教育價值，須在

一節一節課堂師生互動而成。從不挑

上課時段，不固執開課科目，不選擇

上課班級或人數，學生口耳相傳，熱

烈選修她的課，每科都開成，每班六

十名學生。 

    每天有課、沒課都到校，除課堂

教學外，應用教學支援平台在課後與

學生討論，如期批改作業，以多元教

學方式吸引學生專注上課，經常埋在

學生的小組報告或如山的作業、試卷

堆裡，每學期從學生回饋增修教材。

對她而言，上班的每一天，不是在上

課、就是在準備上課，或撰寫教學日

誌省思教學。 

    謝教授認為持續發展教學專業才

是確保教學品質途徑，寒暑假自費參

加各種教學研討會或教學工作坊，與

不同領域教師研討教學方法，閱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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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刊雜誌。  

    教學品質難以具體估量，教師評

鑑舉證不出具體教學績效，教學項目

占三十分，沒有指導專題、論文，沒

有申請教學改進計畫，也沒有帶隊參

加教學競賽，拿不到該項高分，而研

究、服務項目只能湊點基本分數，當

系所依教師評鑑成績排名論去留時，

就要成為「流浪教師」了。她堅持教

育工作的使命在培育人才，把握當下

每堂上課時光，小心翼翼地呵護教學

專業的火苗。 

（二）研發成果難掩為師之憾 

溫教授在機電工程學術領域頗具

成就，有六名研究生跟著他做研究，

每年要向國科會或教育部、經濟部申

請研究或產學計畫，經費用來支付研

究生助學金等。每天一大早進實驗

室，了解學生進行實驗情形，再開電

腦看郵件，投遞文稿等半年終於被接

受，一週內須依審查意見修改；友校

下個月有機器人競賽，要鼓勵學生組

隊報名參加；企業舉辦機電群碩士論

文競賽，去年慘遭滑鐵盧，今年要再

組隊參加；大四專題生的全國競賽，

研發處通知明天以前要交出海報；系

辦催交出差申請表，須先墊錢訂旅

館，這些瑣瑣碎碎、芝麻小事，分別

放置存查、待辦、急辦資料夾，貼上

紅點標籤提醒今天速辦事項，匆匆拿

起教科書，走進教室上課。 

    下午約專題生討論參賽作品，多

次測試失敗，須到工業區找熟悉工廠

實地測試，立刻聯繫廠商，那輛老爺

小車載作品和三名研究生，開了近一

小時車程，與電機師傅討論修改模

組，重新布線，弄到半夜略有眉目，

分別送學生回宿舍，清晨五點回到

家，小憩一下，又是忙碌的一天。 

    八點約廠商談專利申請的事，十

點參加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審查會

議，十二點半與工業區的廠商簽專業

服務契約，協助公司技術研發。前年

起，學校規定教授職級每年至少有三

十萬元以上的校外服務技術轉移金，

他從帶領學生專題製作，參加國內外

大小競賽，進而競逐國際發明展得

獎，接觸工業區廠商，參與產業轉型

技術服務，獲得技術轉移金，以增加

學校經費。 

    教師評鑑研究項目比例百分之四

十，他可以拿滿分，但沒有空出來的

時間寫學生晤談記錄表，沒有空出來

的手做教學檔案，也沒有多餘心力撰

寫講義教材，所以教學、服務項目就

拿基本分，勉強過關。當教授，他只

取專業技術學術研究這一瓢，再多的

時間管理妙方，都比不上穩穩地、一

步步地為大學生、研究生蓄積就業競

爭力，為產業注入創新能量。 

（三）導師工作無盡關懷 

辛教授任教建築設計系，因多年

業界服務經驗受邀擔任新生及進修部

畢業班導師，一則及時挽回就學意願

不高學生，以免休退學；二則藉助他

的人脈協助畢業班學生及早接觸職

場。他每天早上七點多到校，檢查學

生作業，再到設計教室，了解學生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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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上課情形，同時約談缺交作業學生。 

    「學生沒來？」手機連絡轉語音

信箱，掛念「是否到學校途中發生什

麼事？」，昨晚又到醫院探問進修部車

禍學生，已昏迷一週，不醒人事。學

生陸續進教室，他巡視各組，有時捲

起袖子與學生討論測量是否精準，有

時坐著與學生修改作品，時間在一次

又一次專注地指導學生中流逝，感覺

有些餓時，已是下午一點多了。 

    暫告一段落，到人潮已退的學生

餐廳，買個便當回到研究室，邊用餐，

邊看生活輔導組的信，「昨天教室清掃

列為『警告』」；手機簡訊有三則缺曠

超過十節的學生，打電話聯絡家長，

「老師，孩子不去上課都是她的爸爸

寵壞，你找她爸爸說…」、「老師，你

們學校怎麼老是通知一些壞事…」。

吁！轉換心境，留言班長語音信箱到

系辦補填保險資料，再到學輔中心參

加輔導知能研習。回研究室，兩封學

生申請推甄研究所的推薦表，親筆工

整寫好推薦函，已是夜幕低垂。 

    回家洗個澡，再到學校看學生在

專科教室工作情形，聯絡缺交作業的

學生，「他正在打工…」，聯絡就業輔

導組要求的校友就業情形調查，「士軒

不在，你是不是詐騙集團？」想起學

生租賃安全訪查資料尚未完成，騎摩

托車依學生租屋資料找住屋或房東，

沒想到這學生租得這麼遠，找到時已

晚上十一點，再看一下安全措施，凌

晨回到家。 

    他每天繞著學生的學習、心理或

生活團團轉，導師只是服務項目之

一，不求當選優良導師，只想當導師，

才能近距離關心學生，但導師評比嚴

苛，每年至少刷掉十分之一名額（三

年考核不能晉級，且沒年終獎金）。他

沒想太多，關注學生在校生活，耐心

地處理學生問題，守著與學生相處這

塊堡壘。 

    教師評鑑交不出學術研究成果，

提不出執行計畫成效。篤定的是，只

要當教授的一天，就要陪伴學生扎實

磨練，成就學生日後發展，眼前這些

辛勞，他甘之如飴，因為，導師是無

限責任，也是無盡關懷。 

四、結語 

    大學教授們的一天，交織學術殿

堂的烽火；大學教授們的一天，維繫

教育傳承的使命。「血汗大學」依舊有

教授們的教育愛，依舊有教授們守護

教育希望，留住教育工作者的價值與

尊嚴，直到那所大專校院因招不到學

生而「退場」，那個系所因學生註冊人

數不敷成本而「熄燈」，學校退場，系

所熄燈，教授們「失業」。 

「血汗大學」別忘了學生是人，

有無限潛能；別忘了學校的產品是社

會各行各業人才，不是訂製的物品。

「血汗大學」別忘了大學的學術自

由，教授們是專業自主。 

每學年度各校系所教師評鑑積分

排序，淘汰了後端，也澆熄了前端教

授們的教學、研究與服務熱忱，試問，

沒有教學專業、研發創新及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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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授們，還是一所大學嗎？能留住

學生嗎？能吸引學生就學嗎？能培育

開放民主的社會公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