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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大第三十六期校友通訊

人生最踏實的事，是今日此時有多少力量，就儘快付出，去做
利益人群的事，造福社會的工作。

~    恭錄   證嚴上人  《靜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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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們，大家好： 

       臺灣新冠疫情解封後的 2 月，慈大、慈科大
合計 8 位師長與同學前往泰北招生。許久無法
出國，為了買機票、辦簽證，這才發現塵封兩
年多的護照早已過期了！疫情改變了生活與學
習的步調與節奏，當以為可以重新回到過往的
慣習，ChatGPT，又讓世人驚豔與震驚，似乎
印證了「世界唯一不變的事，就是變」！在充
滿不確定性、變化快速的時代，與成功有約的
作者 Sean Covey 曾言：儘管世界有這麼多變
化，我們的選擇權並未改變，依然可以自由選
擇自己的人生。此次到泰北招生，看著台下當
年國共內戰孤軍後裔的華人子弟，以及逃難到
此的難民學生，我仍堅定地鼓勵他們：也許現
在你覺得自己的選擇很有限，但透過教育與學
習，你會有更多的機會選擇自己的人生。
       2008 年，我曾帶著慈大學生，協同慈濟教
聯會老師前往泰北清邁慈濟學校進行人文教育
交流。當年清邁慈濟學校參與營隊活動的學生中，有人多年後來到慈大就讀，畢
業後又回到母校任教，在此次的招生中協助即席翻譯，並分享來臺求學的點滴。
能親身見證這種教育的力量和愛的循環，我心中滿是悸動與讚嘆！
    在慈濟大學任教超過 20 年，除了泰北，我曾帶學生前往印尼、馬來西亞、中國
等地由慈濟援建的學校服務，好多好多這樣的真實案例。我經常告訴學生：在慈
濟大學教書，讓我深刻感受「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真諦；而來慈濟大學
讀書，只要把握機會，你可以和臺灣或世界某個角落的學生互動，因為慈濟大學
的重要理念是培育學生志願服務精神，為東部地區和世界有需要的醫療、教育與
社會、文化貢獻能量。愛因斯坦也曾說：學校的目標是培養有獨立行動和思考的
個人，不過他們要把為社會服務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標。服務，讓你這輩子連做
夢都會笑！
       23 年前，因緣際會來到花蓮慈濟大學任教，當時壓根兒沒想到會在這裡落地生
根。眾多生涯規劃理論中，我一直很欣賞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 John D. Krumboltz
提出的「善用機緣論」（Planned Happenstance Theory，或譯「規劃偶然事件
理論」）：一輩子，會有數不清的偶然事件發生，都可能帶給我們正面或負面的
學習機會；而每個人也可以創造偶然事件，並透過這些事件來最大化自己的學習
與成長。意外在人生當中無處不在，就像變化一直在發生，因此，善用偶然事件，
鼓勵自己嘗試新活動、發展新興趣，挑戰舊信念，也可能因此找到生涯中新的可
能性，甚至有更滿意的生涯發展。
       創造、發現與利用機會的五種心態包括：好奇心、堅持、彈性、樂觀與冒險。
對我來說，經常期勉自己把握每個「一期一會」的服務，就像靜思語所說的：有
苦的人走不出來，有福的人就要走進去。祝所有的校友平安、快樂，並成為有福
的人！

                                慈濟大學教育傳播學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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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的話

何縕琪 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
研究所博士

現職：
慈濟大學教育傳播學院 教授兼院長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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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榮譽事蹟
世界綠能大學評比慈濟大學世界排名 143 名
慈濟大學再獲北一區「111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物理治療學系楊志鴻老師團隊研發「腰腹部振動刺激系統」，獲臺灣運動
科技發展協會「2022 運動科技應用獎」銅獎。
2022 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共 20 個國家參展，發明競賽區逾 500 件專利
作品參賽，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李政偉研究團隊和物理治療學系楊志鴻研
究團隊參賽，獲評審青睞得到 1 金 1 銅佳績。
2022 第十八屆 IIP (International Inventor Prize) 國際傑出發明家獎』甄
選，慈濟大學張新侯教授及楊志鴻助理教授獲頒國際傑出發明家學術國光
奬章，黃舜平教授獲國際傑出發明家發明國光獎章。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林惠茹副教授以「學習者行為實證探究：以解密食
安偽新聞磨課師課程為例」為題，在「2022 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
競賽」中，榮獲「優等」殊榮。
慈濟大學朱紹盈副教授、何縕琪教授、曾國藩教授、曾鼎鈞醫學生共同研
究發表「大體解剖課程與捐贈者家庭互動的影響：學生給無語良師信的主
題分析」，再獲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肯定，獲得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研究獎殊
榮。
2022 ELOE (E-Learn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Open Education 
Forum) 數位學習國際研討會暨開放教育論壇，慈濟大學醫學系李惠春副教
授「教育科技應用於生物化學課程 – 以蛋白質單元為例」、教師發展暨教
學資源中心黃玉雯技正「磨課師學分課程應用 – 以永續星球面面觀課程為
例」二篇論文，榮獲大會「最佳論文獎」。
慈濟大學「巴奇克 Pajiq 希望志工隊」及「慈濟大學無毒有我志工隊」，獲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績優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表揚計畫」佳行獎。
兒家系林朋彬獲「全國大專優秀青年」、醫學系黃子珊獲「花蓮縣大專優
秀青年」、護研所張艾菲獲「花蓮縣社會優秀青年」、傳播系陳泳全獲救
國團青年獎「112 大專優秀青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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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11 學年度新任主管

蔡任弼副教授兼任醫學系任務型副主任
陳榮光助理教授兼任國際暨跨領域學院永續暨防災碩士學位學程籌備處主任
羅淑芬副教授兼任護理學系任務型副主任

退休人員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安天木副教授　
醫學系外科　　　　　楊福麟副教授　
醫學系內科　　　　　柯毓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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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榮譽榜

社工系校友林靖紋：獲 111 年度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績優社工獎
傳播系校友潘信安：入圍第 57 屆金鐘獎「一般節目類攝影獎」
東語系校友郭馨憶：獲花蓮縣 111 年傑出代理教師
醫學系校友陳言丞：獲花蓮縣第 24 屆優良醫師獎
醫學系校友張懷仁：獲花蓮縣第 24 屆優良醫師獎
公衛系校友周奎學：獲花蓮縣推動緊急醫療有功人員
護理系校友蕭琦諭：獲花蓮縣社會優秀青年
醫學系校友黃妙慧：獲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防疫特殊貢獻獎、 　　 
                                         花蓮縣「防疫特殊貢獻獎」
醫學系、公衛碩、醫科博校友陳坤詮：獲花蓮縣「防疫特殊貢獻獎」
醫學系、醫研所、醫科博校友洪崧壬：獲花蓮縣第 24 屆優良醫師獎

醫學系校友張懷仁：
          獲花蓮縣第 24 屆優良醫師獎
( 照片摘自 TCnews 
    https://www.tcnews.com.tw/   
                    medicine/item/16552.html)

護理系校友蕭琦諭：
                      獲花蓮縣社會優秀青年
( 照片摘自 TCnews 
    https://www.tcnews.com.tw/ 
                   medicine/item/18104.html)

公衛系校友周奎學：
      獲花蓮縣推動緊急醫療有功人員
      ( 照片周奎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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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報導

慈濟大學再獲 2022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肯定

　　2022第 15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於 111年 11月 16日舉辦頒獎典禮，
慈濟大學獲得「永續報告」大學組銀獎肯定，「永續綜合績效」獲「台灣永續
大學績優獎」，足見本校的辦學及經營治理績效獲評審團肯定，由顏瑞鴻副校
長出席領獎，並與其他永續領域先進互動交流。
　　由台灣企業永續學院主辦的「第 15屆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獎項計有
「永續報告」、「永續綜合績效」、「永續單項績效」及「永續傑出人物」，
總參獎家數達 424家，較去年成長 29%，創歷年新高；今年更有 48所大學、
24所醫院及 20個政府機關踴躍參獎，顯見永續發展已成為各界關注重點。慈
濟大學參與「永續綜合績效」及「永續報告」獎項，二個獎項皆獲佳績，顏瑞
鴻副校長表示，創辦人證嚴法師在創校初期即給予明確方向，環境永續、社會
服務參與早已落實在師生日常生活中，感恩慈大師生及全球慈濟人的支持，讓
慈濟大學能夠秉持初衷，堅持走對的路。
　　  慈濟大學步步踏實，在設校願景 -專業與人文並重的基礎上，連結聯合國
「 全 球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 ， 將 現 階 段 發 展 目 標 定 為 「 T C U  3 . 0  G P S －
G l o b l o c o l i z a t i o n （ 全 球 在 地 ） 、 P e o p l e C e n t r i c （ 以 人 為 本 ） 、
Sustainability（永續發展）」，以形塑慈濟大學為「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之典
範學校」。
　　本校擁有優良學風、教風與校風，在歷任校長的帶領下，落實「人本」、
「大愛」、「感恩」、「尊重」、「關懷」之慈濟精神的教育理想，教育成果
深獲各界的肯定。近年表現如：第二週期校務評鑑全數通過外，榮獲教育部
生命教育特色學校、連續四年榮獲教育部反毒績優學校、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獎— 教育永續發展獎、2019年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更榮獲全球第 67
名，全台第 1名的佳績，2022年在 SDG3促進健康照護及人類福祉的表現亮眼，
名列全球 12的榮耀，實為慈濟大學自創校以來用心辦學力求優質教育品質的
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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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報導
　　慈濟大學於 2021年 5月出版第一本「校園永續報告書」，報告書架構內容
依循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公布之 GRI準則編撰，並連結聯合國 17項永續發展目
標（SDGs），此份報告書，是向關係人及社會展現學校落實永續發展的努力，
也包含了慈大的自我期許及對未來的承諾。
　　今年度再獲「永續報告」大學組銀獎及「永續綜合績效」台灣永續大學績
優獎，除了肯定更是責任，慈濟大學透過更多教育推廣行動，鼓勵更多師生提
高對永續發展趨勢的認知與認同，善盡高教公共性職責，共同為永續發展努
力。　　　　　　　　　　　　　　（文：慈濟大學／照片：顏福江、慈濟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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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報導

慈大慈懿會獲教育部志願服務績優志願服務團隊

　　慈 大 慈 誠 懿 德 會 自 民 國
8 3 年 成 立 至 今 屆 滿 2 8 年 ，
「慈誠懿德會」是慈濟教育
志業的特色。創辦人證嚴上
人的教育理念，不僅僅是傳
授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尤
其重視人文教育。人文教育
是慈濟教育體系中最重要、
也是最重視的一環，每 10至
15位學生即安排有一位慈誠
爸爸與二位懿德媽媽，讓學
生除了專業的養成之外，陪
伴學生心理、情緒上的發展，

扮演關懷者、傾聽者、輔導者的角色，同時以理性及感性的方式，肩負著學生、
家長及學校三者之間的溝通橋樑。慈誠懿德會更與導師及諮商中心相輔相成，
形成最佳的一種三軌輔導方式。
　　慈大慈誠懿德會由來自社會各界之慈濟志工組成，每月慈誠懿德返校日是
慈懿爸爸媽媽們行事曆中的大事，除了陪伴師生與孩子們相聚外，也會參與精
進課程，透過課程了解學校願景或邀請導師、典範慈懿家族分享班級經營與孩
子互動的技巧，提升增進陪伴輔導知能。慈懿會長期用心陪伴，讓這些在外求
學之學子們有家一般的感覺，醫學系校友連思涵在年畢業典禮時分享：「慈誠
懿德用無所求的付出，教會了我們感恩、尊重、愛，最後懂得被愛、與愛人。」
　　慈誠懿德會成員臥虎藏龍，為善用爸爸媽媽的專長及人生經驗，自 99年開
始更陸續開創「慈懿咖啡館心靈講座」、「慈誠懿德業師」、「幸福成長營」…
等，透過慈誠懿德返校分享生命的實踐與體悟、人文素養、職涯經驗傳承，滿
足學生多元的學習需求，引領同學正確有效的實踐理想、貢獻社會。
擔任慈濟懿德媽媽已超過三十年的林勝勝師姊分享在慈大陪伴孩子的日子過得
很快，想起當初對  上人的一個承諾，一路走來毫無保留，是一場生命永不缺
席的承諾，也早己將慈濟大學慈懿會視為第二生命。合心幹事高秀敏師姊表示 :
「感恩此獎項的肯定，在教之以禮，育之以德的精神下，用真誠的愛付出，做
生命中有意義的事。」期待慈誠懿德會在  上人賦予的使命及學校用心之下，
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劉怡均校長感恩所有慈誠懿德爸爸媽媽們長期陪伴與支持，在學生的每個
重要日子都不缺席，成為學校最堅實的後盾。慈誠懿德們以身教典範用愛陪伴
正處於從青少年蛻變為青年、成人的大學生們。陪伴與支持向來都不簡單，關
心有時是問，有時是不問；愛太多顯得寵溺，愛不足又無法療癒。慈懿爸媽們
在付出中練習恰到好處的度化，學生們在接受中學會無所要求的大愛，青銀之
間相互學習成長。

　　　　　　　　　　　　　　　　                              　　（文／照片：教資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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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園地

　　公共衛生師法於民國 109 年 5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正式宣告公衛師成為國
家專業證照的時代來臨，同時也完成公衛師三部曲的第一階段：立法。第二階段
主要任務是舉辦考試，拔擢公衛專業人才；這也於去年與今年的公衛師考試成功
辦理而達標。最後階段則是建立專業需求的配套措施，也就是開拓公衛師專業的
職場。目前配套措施仍在努力推動中，期望不久的將來能讓公衛師適得其所，發
揮其專業能力於職場。
　　首次公衛師考試於 110 年 11 月舉辦。由於沒有考古題，也沒有指定參考教材
可依循，考生只能各憑本事地準備；再加上三部曲的最後階段仍未完成，因此在限
制通過人數的考量下，命題單位提高了考試的難度，致使全國錄取率不及 10%。
許多公衛系的畢業系友們也參加了考試，但皆鎩羽而歸，僅服務於花蓮慈濟醫院
研究部的張維娟系友榮登金榜。111 年 7 月的第二次考試，不少在學的碩班同學
再接再厲地挑戰公衛師考試；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公衛碩二的許繼澤與徐國綸
同學如願以償地考上公衛師的國家證照。
　　許繼澤說道：「除了不斷練習考古題外，我也不忘吸收最新與公衛有關的時
事資料。衛福部的網站點閱率，我應該貢獻了不少。」另一位徐國綸同學表示，
他除了補足第一次考試欠佳的部分外，也針對申論部分進行答題的強化，總算是
如願以償。除了他們兩位外，服務於花蓮慈院的系友陳鈺棠也在這次考試榮登金
榜，著實可喜可賀！
　　雖然公衛師整體制度尚未完備，但引導公衛系學生準備考照勢在必行。幾位
系友們的優秀表現，除為自己職涯向前邁出一大步外，也樹立典範激勵後進的學
弟妹們。公衛系也參照校內已有多年證照考試學系做法，全力輔導與協助同學們
考取證照，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能開出更亮麗的成績單。     （文／照片：公衛系 )

公共衛生師國家考試 慈大公衛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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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傳播系校友潘信安導演返校分享
　　「 想 做 的 事 要 有 行 動 力、
不 要 怕 手 髒 」 這 是 潘 信 安 導 演
的 信 念， 也 因 此 讓 他 還 未 滿
三 十 歲 就 有 了 許 多 不 同 的 人 生
經 歷。 慈 濟 大 學 教 育 傳 播 學 院
院 週 會 特 別 邀 請 慈 大 傳 播 系 畢
業 的 潘 信 安 導 演 蒞 校 演 講， 分
享 自 己 的 經 歷 及 近 期 獲 提 名 入
圍 的 兒 童 深 入 自 然 體 驗 實 境 類
節 目《 叫 我 野 孩 子 》 的 製 作 過
程及理念。

　　潘信安導演分享他從大學到工作的重要經歷，潘信安說：大學時期的川愛
志工隊是讓他重拾國際志工活動的原因，因為他們除了到現場服務，也在當地
培養當地志工，讓這份力量繼續延續下去、也讓在地志工有獨立運作的能力。
就讀傳播系的他，曾在慈濟大學創立慈大網路電視台 FAN TV，但因為經營需
要花太多精力且沒有順利傳承，一年後就倒閉了，但他認為敢試、敢行動就是
最重要的。就像他們曾到富源社區帶孩子拍照、認識自己的家鄉一樣，除了帶
孩子玩，潘信安導演說 :「我們也培養孩子成為“小導覽員”，讓孩子帶遊客以
闖關遊戲的方式認識當地，把整個社區當作實境節目現場」，還在學校大愛樓
為社區的老人、孩子舉辦花甲童心展。
　　大四的他，希望用大學四年所學做自己的畢業製作，他想知道自己能否用
對等的能力，讓顧客願意付錢，於是有了「達路岸返鄉的號角」這個畢製，也
拍了第一隻達路岸獵人學校的預告片，從第一次場勘學校已經傾斜，到第二次
場勘學校倒塌，那時的他認為自己的畢製不能用一部影片作結束，於是想為當
地帶來實質的幫助。他們做了動態紀錄、產品、做深入旅遊的設計、也做群眾
募資，把自己當作行銷公司，最後成功重建達路岸。
　　畢業後潘信安導演曾開設自己的公司，更接案到俄羅斯拍攝技職奧運的紀
錄片，影片中記錄了所有參賽選手，因為他們認為這支紀錄片不是為了告訴大
眾，得獎很了不起，而是每一個努力的學生都值得被看見。他說 :「如果當初
我們因為經費沒有到場拍攝，那麼那些得獎的臺灣選手，開心的領了獎牌後，
就只能落寞地離開會場，不會有人在台下等著要採訪他，分享他的喜悅。」每
一個人在自己的專業上努力的時候都可以造成善的影響力，想做的事要有行動
力、不要怕手髒，而這也是潘信安導演一直秉持的信念與動機。
　　週會的尾聲，潘信安播放自己拍攝的影片《叫我野孩子》，也分享拍攝的
過程中所遇到的大小事，雖有許多突發狀況但有更多意外收穫，記錄到孩子很
真實的一面，潘信安導演說：影片拍攝的地方其實就是自己畢業製作拍攝、重
建的達路岸。緣分從大學開始，他也沒有想過會因為拍攝節目再回去，感覺蠻
有趣的。節目中可以看見一直是孩子在帶領我們在這個大自然裡面探索，潘信
安導演也說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當一個野孩子無止盡的嘗試、挑戰，用行動
探索自己生命的邊界。」因為想像不能帶你跨出那一步，但行動可以。

（圖／文：教育傳播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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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盃校友暨志
業 體 籃 球 賽 於 111
年 11 月 19、20 兩
日 在 慈 濟 大 學 人 文
社 會 校 區 體 育 館 登
場， 總 計 16 隊（11
組校友、3 組在校生
及 2 組慈濟志業體）
261 人報名參加，他
們來自慈濟大學第 1
屆 校 友 到 第 28 屆 在
校生，還有人特地從
越 南 及 泰 國 回 來 參
加。
　　是什麼動力讓大
家 每 年 從 台 灣 各 地
甚至國外，回到慈濟
大 學 參 加 比 賽？ 甚
至比賽剛結束，就追
著 承 辦 單 位 要 明 年
的 時 間 呢？ 籃 球 是
他們血液裡的熱情，
伙 伴 是 他 們 生 命 中
的美好，他們在意的

不是輸贏，而是橫跨年齡、系別，在慈濟大學裡共同的回憶。
　　慈濟大學 92 級公衛系王建平每年都會排除萬難回來參加比賽，他表示這
是難得的機會，不只是打球，還可以看到學長、同學、學弟妹現在變成怎樣。
目前長期在海外工作的王建平表示，慈濟人文課讓他可以更宏觀的看這個世
界，也鼓勵學弟妹們要好好把握資源，跨系選修、學習第二、第三專長。104
級人發心系黃偉杰說，每年大愛盃大家都能一起相聚連絡感情，還可以共同回
憶當年的糗事，記得當年有一次系隊練球時不小心超過晚上十點，馬上接到鄰
居的抗議「幾點了，還在打球，你們都不用休息是不是？」黃偉杰也鼓勵學弟
妹把握大學四年生活，做好自己。
　　兒家系因為男丁少，跨系與東語系聯合才有機會再次參加比賽，101 級兒
家系謝永哲說，六年前還是學生參加比賽時體重只有 85 公斤，現在已經 95
公斤了，以前在乎分數，現在在乎的是感情，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團聚一起，享
受一起回慈大打球的時刻。107 屆社工系田孟澔說，男生聚在一起就是要熱血，
大家畢業後在都在不同領域，參加的許多當年的少年郎如今都成為一家之主
了，因此把握這一年一次的相聚攜家帶眷一起參加，也趁機把另一半和小孩帶
來給大家認識或去拜訪老師。就如同校友所說，他們打的是回憶，是溫度，是
傳承。因此在慈濟盃籃球賽少了火藥味，取而代之的是家人般的溫馨感。在校

慈濟盃籃球賽溫馨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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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學系系隊表示，看到大學長們回來很開心，大家即使畢業後還是不放棄興
趣，希望自己畢業後也能和同學們一起回來參加。
　　慈濟大學校友會秘書長也是第一屆醫學系校友的朱崧肇醫師，還精心準備
慈濟大學馬克杯給學弟妹們當做此行的紀念品，讓大家除了在場上以球會友、
場邊連絡情誼外，還可以帶著滿滿的回憶返回工作崗位繼續打拚，也期待明年
有更多人一起回來。

（文：李家萓／照片：慈濟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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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 ESG 先鋒，慈濟大學推動永續人文教育

　　我的工作是協助組織推
動 . 執行永續策略，也協助
國內多間大型組織推動碳減
量及淨零策略擬定。當越來
越多的企業開始關注 ESG、
SDGs、CSR 和 減 碳。 意 味
的是愛護生存地球、讓地球
永續是已成為主流意識。為
了維持既有的生活水準，各
國政府開始發展綠電取代火
力發電，發展綠電的企業開
始和減緩開發綠電產生的環
境和生態破壞。人們試著以
環保和經濟發展並進的途徑
下，建構未來人類生活的地
球新世界。
　　周遭的永續創意越來越
多，許多企業在徵求永續管

理人才、公司推出永續產品、旅遊業推出永續低碳旅遊，現在談永續。永續到
底有什麼魅力，讓大公司、小公司紛紛開始關注這個議題？要了解這個永續，
先了解永續是什麼？ GRI 標準對永續性或稱永續活動 (sustainablity) 的定義：

「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需求之發展」。 永續一詞在提醒我們，
珍惜我們居住的環境，也要把這一代美好的地球生活留給下一代，那麼我們應
該實現永續呢？
　　我回想了我在慈濟大學求學時代，早在 20 年前，慈濟的校訓和生活實踐
早就讓「永續」在我們周遭實踐了，雖然地處花蓮，但學校也提早讓學生和社
會接觸，實踐永續生活：

1.921 震災，大學透過社團力量，我們在花蓮地區募款，深入 921 震災災區， 
　在大愛村帶小朋友參加營隊，讓災民有更正向的能量面對突如其來的災變。
2. 學校課程中，有許多社區營造、地區互動的課程，讓學生可以深入花蓮偏鄉。 
　了解偏鄉的生活需求，並與學術結合。
3. 每年舉辦一次 10KM 路跑，讓學生養成健康身心。慈濟餐廳的素食餐，除了 
　宗教因素外，也響應了減少吃肉的「減碳」運動。
4. 辦活動自備環保餐具，減少一次性商品的使用。
5. 與慈誠懿德隊連結，讓學生在學校多了一個心理諮商的窗口。

　　慈濟大學身在花蓮地區，與當地及慈濟志工、基金會有許多連結，讓學生
可以多了一些外界無法運用學習的資源，這是慈濟大學的特色。慈大的教育特
色，除了有慈濟的人文特色外，生活實踐上也響應了永續元素，而這股永續創
新元素，早在我求學時代慈濟就已經倡議著，我也正實踐這些永續倡議，並在
各大企業推動永續、ESG 的執行。                           （文／照片：王聖源校友 )

公衛系 87 級校友  王聖源
現職：領導力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總經理 & 首席永續顧問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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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如何可以一個人在日
本生活這麼多年？你好像也很少回台
灣！」拜新冠疫情所賜，睽違三年，
我回到台灣跑遍東南西北和親友們團
聚，這是他們見到我的第一句問候。
我笑笑的說：「當你的目標非常明確
後，人的意志力永遠超過你的想像。」

從寫作中找回自我價值
　　如果你問我：「難道你沒有想過
回台灣嗎？」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
「有的！當你感受到工作不順遂時；
很想突破卻礙於外國人的身分無法改
變時，任誰都想打包回國。」每當出
現這些想法，我就會開始回歸我的老
本行「採訪與寫作」，因為透過寫作
找到更多的成就感，對我而言那是一
種自我療癒與找回自我價值的方式。
之 所 以 熱 愛 寫 作 得 從 我 大 學 時 代 說
起，當時主修傳播系，啟發我寫作潛
能的是屆時擔任「媒體寫作」課的李
明軒老師。依稀記得當時課堂上的同
學們，面對於每兩周就必須繳交一篇
採訪稿，感到壓力甚大，但我卻樂在
其中。也正因為老師的要求，讓我在
採 訪 和 寫 作 的 能 力 上 有 了 很 好 的 基
礎。而我也在這過程中，養成了寫作
的習慣。

深入報導日本社會的起始
　　由於寫作技巧的提升需要透過廣泛閱讀來累積知識，這也促使我養成了大
量閱讀的習慣。不僅限於一般書籍，我也學會透過閱讀論文來獲取更深入的知
識。在這過程，發現台灣與同為島國的日本在文化與環境上有些相似之處，因
此，激發我想更深入瞭解日本社會的動機。於是，我開始積極學習日語，並閱
讀日本報章雜誌。並於 2012 年與 2013 年參加台日交流協會主辦的「日本新
聞訪日團」，以及日本外交部舉辦的「絆計畫」前往日本媒體機構及 311 災區
進行考察。為了瞭解日本真實狀況，2014 年我以公費交換生的身份前往京都
旅居。這一切成為我日後成為專門撰寫日本社會、時事、文化的專欄作家的起
始。

從筆端勇闖日本媒體圈——靠著毅力堅持 10 年
在「採訪寫作」中找回自我價值

傳播系 98 級校友  張卉青
日商網路行銷部門／專欄作家

翻譯、口譯人員



13

校友園地

透過報導渴望化解文化隔閡
　　2016 年我受專欄作家裴凡強的邀請，加入了撰寫「換日線 Crossing」專
欄日本線的行列。開啟了我在日本寫作旅程，並渴望透過客觀的角度將日本最
真實的社會現象報導出來。我認為：「許多的文化衝突，是因為國與國之間的
不了解所造成，唯有加強互相的了解才能化解隔閡。」
　　隨著文章在網路的曝光度增加，到了 2018 年陸陸續續日本行銷公司，以
及政府機構相繼向我邀稿，更有 NGO 團體請我當翻譯及口譯人員。除了本業，
我的斜槓人生悄悄地開始。更於 2022 年開始跨足日本多語員媒體「nippon.
com」，協助文章翻譯和採訪報導。

堅持 10 年寫作：用另一種方式實踐理想
　　從開始踏入採訪寫作到現在，已邁入 10 個年頭。大學時代的我立志成為
一名駐日外派記者，卻礙於現實沒能如願以償，但我仍不放棄夢想，用另一種
方是默默地實踐理想。這過程雖然會面臨理想與現實的拉扯，也需要面對許多
人的質疑，但很慶幸的是這一路上遇到很多的貴人，適時的給我建議與協助，
讓我從台灣媒體漸漸地在日本媒體也開始展露頭角。

　　人生的旅途上，本就會經歷高低起伏，但就像大海一樣不會永遠驚濤駭
浪。而在這過程需要學會的或許是在驚濤駭浪當中，也能回歸到自我的平靜，
悠然自得的面對眼前的困難。猶如北宋文才蘇東坡，一生當中被貶官三次，但
至今仍膾炙人口的《前後赤壁賦》、《寒食帖》等作品正是他貶官時期所撰寫
出的。或許，人生就是如此：「在低谷中領悟一些人生的道理；在低谷中開出
另一條人生的道路。」

（文／照片：張卉青校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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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截病毒 慈濟捐贈 60 萬劑抗原快篩試劑慈濟大學十公里路跑有「校友」真好

　　「慈大 10 公里路跑是學校創校至今的傳統活動之一，2020 年疫情爆發，
不得不暫時停止辦理，睽違三年的 10 公里路跑再度舉行，也是向師生宣告「後
疫情時代」來臨，大家要恢復原有的生活，保持良好的健康習慣。今天雖然下
著小雨，但仍澆不熄大家的熱情，校長鳴槍後，在校生、畢業生、教職員及志
業體同仁，紛紛奮力向前衝。
　　慈大畢業的校友們，雖然已經離開學校一段時間，但對此活動印象深刻念
念不忘，每年到這個季節，總是引領期盼學校公告十公里路跑訊息，希望藉由
此活動，喚起當年的回憶。
　　104 級社會工作學系畢業的張睿哲校友，特別提前一天，繞過半個台灣，
遠從高雄來到花蓮，睿哲表示，因為學校的十公里路跑，讓他養成多年的跑步
習慣，每年藉由此活動返校重溫舊夢，爾後只要學校有辦理此活動，一定共襄
勝舉。
　　94 級東語系中文組畢業的鍾迪萱校友，目前擔任玉里玉東國中的國文老
師，迪萱表示，她也是從十公里路跑培養出運動的習慣，從跑步中學習到許多
體驗，可以在教學空檔和學生分享。稍後慈大場跑完，還要趕場至慈中運動會，
參加慈中校友的大隊接力賽。原來迪萱也是慈中的校友，今天她真的跑夠本。
校友男子組第一名傳播系張國霖和第二名公衛系尚衍宗校友，只有二分鐘的差
距，國霖以 36 分拿下第一名，第三名為社工系張睿哲校友。校友女子組第一
名東語系鍾迪萱校友以 46 分的成績抵達終點，第二名教研所王秀蓮校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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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成績也不遑多讓，53 分抵達，難怪有同樣也是校友的教職同仁，寧願報名
教職員組也不願報名校友組，校友組臥虎藏龍，真是太強了。
　　往年十公里是跑回精舍，今年因疫情，路線改從慈大人社校區出發，沿著
美崙溪堤防跑回人社校區，有些校友表示，「跑回精舍有回家家人在等的感覺，
也很懷念精舍師父的早餐，但是這次回到校園，看到大家也是很開心。」今年
約有二十多位校友參與路跑活動，人數雖然不多，但每一位校友對學校都有著
深刻的情感，也都有述說不完的回憶。
　　劉怡均校長及校友會張群明理事長，歡迎校友返校參與路跑活動，也特別
請校友會同仁關心校友們，瞭解校友的需求並提供協助，現場設有校友服務
處，校友跑回終點時，一杯熱熱的咖啡已備妥等候溫暖校友的心。遠從高雄返
校的張睿哲，明年將由校友會協助申請慈大招待所，希望藉由我們的服務，讓
校友都能感受到學校和校友會的溫暖。　　　　　　（文／照片：慈濟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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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師培校友參與 2022 偏鄉教育論壇

　　「慈濟大學教育傳播學院何縕琪院長是慈大師資培育中心 106-108 年實踐
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方案的指導教師，當年參與服務的同學，目前有好幾位都
於偏鄉學校服務，何院長特別帶領這些師培校友一同參與臺灣師範大學舉辦之
2022 偏鄉教育論壇，分享參與「『富』出行動，玩轉樂『源』」的服務對其
現在職涯發展的影響。
　　本次參與發表共有 6 位中學教師校友：服務於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雷昕縈老師 ( 慈大兒家系 / 教研所畢 )、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劉奐杰老師 ( 慈
大社工系畢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黃韻宇老師 ( 慈大社工系畢 )、花蓮縣立
東里國民中學潘奕璋老師 ( 慈大人發心系畢 )、花蓮縣立光復國民中學蘇楚涵
老師 ( 慈大東語系畢 ) 及花蓮縣立鳳林國民中學吳秉洋老師 ( 慈大東語系畢 )。
　　老師們分享偏鄉教育服務的經驗，讓他們覺得當老師不只是傳遞課本的知
識，更應該了解學生的特質與需求、家庭的成長環境、學校的校園風氣及當地
社區的文化習俗。當一位老師更能靠近青少年文化、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找
到共感的溝通話題與學生亮點，就更能在陪伴中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涵養彼此
的信任關係，學校也才能產生更多的拉力，讓青少年願意努力學習。偏鄉有著
複雜的議題，卻有最真誠的互動；有慢活的校園風氣，卻有樂活的學習氣氛；
會有許多讓人感到無奈的辛酸，但卻也讓人萌生捨我其誰的勇氣！期待偏鄉有
更穩定的師資、愛的教育及共感的連結，建構偏鄉教育的「心三角」。
　　從六年前一踏入學校，看見偏鄉小蟲會大聲尖叫，炎熱的暑假，汗水直流
的在沒有冷氣的教室上課，直到深夜仍認真練習教案，周末走入部落家庭，參
與社區慶典…，何縕琪院長分享，看著師資生在教師生涯路上，仍願意選擇到
偏鄉教書，發揮自己的力量為偏鄉學生創造希望，這種青出於藍的表現，是師
資培育者的驕傲。　　　　　　　　　　

（文／照片：師資培育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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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大與台灣島津公司簽署 MOU 共同開發培育人才

　　全球科學儀器企業前十大的日本島津製作所，於台灣設立分公司已屆滿十周
年，為回饋台灣社會，台灣島津科學儀器股份公司與慈濟大學簽訂產學合作備忘
錄，這也是台灣島津公司第一次簽約合作的大專院校，並提供獎學金給慈大醫學
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大四 ( 準研究生 ) 李芢宇同學，由慈大劉怡均校長和台灣島津公
司橋本洋介董事長代表雙方簽約，期待透過產學合作共同為人類健康，社會進步
以及地球永續而努力。
　　慈大是台灣島津公司首次簽約的台灣大專院校，未來將與慈大胡安仁教授共同
合作發展精準醫學檢驗研究，而首位獲得獎學金的慈大醫技系四年級李芢宇學習
成績優異，台灣島津公司將支持李同學未來兩年的醫學檢驗研究工作，兩年共 24
萬元 ( 每月一萬元 )。島津公司也將提供資源，安排資深應用博士級研發人員培訓，
亦規劃受獎助學生表現良好，未來畢業後島津公司將考慮優先選任。
　　由台灣島津公司橋本洋介董事長親自頒發獎學金證書，李芢宇同學說：「感謝
台灣島津公司的獎學金和培育計畫。」李芢宇同學已經申請慈大五年一貫繼續就讀
醫技碩士班，他將繼續跟著胡安仁教授進行質譜檢驗相關技術，他覺得質譜檢驗
的範圍很廣，從藥物、農藥、食品科學，甚至應用在醫學檢驗上，非常具有潛在性。
李芢宇同學感謝 證嚴上人創立慈濟大學，慈大的老師教職員和環境都非常好，讓
他可以快樂又自在的學習。
　　胡安仁教授表示，島津公司是全球知名跨國公司，學生能夠接受大公司的指導
是難得的機會。另外，實驗室也會與台灣島津公司在質譜研究上進行更多的開發，
例如個人化的精準醫療、培育質譜儀研究人員，擴大臨床檢驗範圍等。
　　簽約典禮上，包括台灣島津公司和慈大研發處、醫學院師長等蒞臨出席，慈
大落實產業鏈結、人才培育、提升研究，期待透過與台灣島津公司的合作，共同
為實現人類和地球的健康努力。　　　　（文：慈濟大學／攝影李家萓、曾繼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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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少我一人 慈大師生上街頭參與募心募愛活動

　　　　  　 土耳其、敘利亞邊境 2 月
6 日發生規模 7.8 強震，罹難
人數已超過 4.7 萬人，數十萬
間建築坍塌。是這一個世紀以
來，該區域經歷的最強地震之
一。為匯聚眾人愛心能量，約
七十位慈濟大學師生在劉怡均
校長帶領下，跟隨著花蓮區慈
濟志工捧著愛心箱一起走上街
頭募心募愛。

　　 連續假日第一天，慈濟大
學劉怡均校長帶著來自印度、

馬來西亞 、烏克蘭、印尼、吉爾吉斯、美國、孟加拉、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
及台灣的學生走上街頭，手捧愛心箱彎下腰向走過的民眾募集愛心，參與學生當中
還包括近日才剛到台灣的第二批烏克蘭學生，因為他們更能感受災難當下的無助及
生命失去時的痛苦，因此就算才剛來沒幾天也願意一起參與付出他們的一點心力。
劉校長表示募款是給予師生一個很好的教育，災難是很令人傷痛，但「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走上街頭除了募款外更重要是募心，讓社會大眾知道在世界另一端
有這樣的災難發生，能平安幸福在台灣生活的我們更應該貢獻一己之力。
　　 民眾看到校長親自帶學生街頭募款，非常驚訝的說：校長也要出來喔 ! 但這
就是慈濟教育強調的身教。參與的分遺系烏克蘭籍 denys 同學說，因為之前烏克
蘭戰爭的關係他更能感同身受土耳其災民的心情，希望透過這活動能給予土耳其民
眾一點點幫助，不管是生活上還是心靈方面。菲律賓籍物治碩士班林明旋同學說，
因為從小就喜歡幫助別人，所以參與今天的活動，自己能做的其實很有限，對每
位獻出愛心的民眾內心都充滿感謝。慈大師生利用機會說明，讓更多人了解土耳其
現況及為什麼他們要上街頭募款。花蓮民眾也以實際行動支持，有人特地搖下車
窗、有人停下摩托車拿出錢包獻出愛心，有民眾知道學生來自烏克蘭除了捐款外，
還特別給學生鼓勵打氣並祝福他們可以早日回到烏克蘭。也有阿嬤捐出五百，她
說每次看到新聞就很想哭，他們真的很可憐，雖然自己生活也不是很富裕，但希
望能幫助他們。
　　證嚴 上人開示：「世紀性大災難，是受災鄉親無法獨自復原的，需要協助他
們緊急地安頓他們的生活，還要為他們思考中長期久住與維生的規劃與方法。」
慈濟大學人文處劉議鍾主任說， 上人期許每個人發一點心，打一通電話分享土敘
地震需援助的訊息，慈濟人已經在動員，我們可以一起讓福氣凝聚，福多一點。
校內師生紛紛主動詢問可以出一點心的方式，點點滴滴不嫌少。
 　　因此在土耳其發生強震後，慈濟大學隨即在校內啟動募心募愛，不論是校內
募款、到內湖慈濟園區協助援助物資整理、師生慈誠懿德也在校內發起持續的愛
串連活動捐贈義賣品募愛心、全台慈大社教中心各課程入班宣導、學生服務隊也
走到服務社區進行帶動響應。雖然地震是一時的，愛的關懷卻是綿延不斷，慈濟
大學要用實際行動來幫助土耳其民眾從震災中復原。

（文：王碧霞、李家萓／照片：慈濟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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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大結合科技與運動 找回健康好轉「肌」

　　慈濟大學 110 年 11 月銀髮健身俱樂部開幕，廣受民眾歡迎，學員參與慈大研
發的「防肌少症環狀運動」課程後身心狀況明顯改善。今年更擴大推廣，由花蓮
縣政府與慈濟大學，共同執行衛福部運動科技應用與產業發展推動國民健康場域
應用計畫，以慈大「青盈健身俱樂部」結合社區，從教練指導，AI 科技輔助加上
運動履歷等，將正確的運動方法和知識推廣到社區民眾。
　　花蓮縣縣長徐榛蔚、衛生局局長朱家祥和縣府官員親臨「青盈健身俱樂部」成
果發表會場，由温蕙甄學務長帶領健身俱樂部的學員做運動，從「你是我的花朵」
的暖身、到客製化手錶監測安全有效的階梯有氧、平衡防跌訓練、到最後雙手合
十感恩收心操與祝福，課程不只動身體也啟動大腦與神經連結的傳導訓練，正能
量滿滿，現場貴賓們也一起動起來。
　　目前慈濟大學團隊研發的「體感偵測模型」與「動作辨識模型」安裝在油壓
阻力機器前，透過小型攝像鏡頭與數據演算法，判斷人體骨架位置，在運動的姿
勢正確性上，給予最立即的影像回饋與提示。只要站上運動設備，螢幕就會自動
辨識並以 0 到 100 的分數顯示動作正確性，若是姿勢錯誤，螢幕就會亮起紅燈，
並發出「嗶聲」提醒，綠燈代表姿勢正確度達 99-100 分，機器學習模型辨識正確
率高於 95%。
　　負責研發該系統的慈大電算中心王澤毅主任親自示範，學務長温蕙甄解說動
作要領，例如深蹲常犯錯誤為臀部太過往前或膝蓋不夠彎，訓練胸大肌與菱形肌
的蝴蝶訓練機要注意手握把的位置等，屈腿 / 蹬腿機膝蓋要注意不能內八或外開，
透過動作辨識監測系統可以馬上提醒使用者姿勢正確度，確保運動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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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參加過三期課程近八個月時間的林源和學員說：「原本只是覺得肌肉流
失，想要找回肌肉，沒想到連痛風都沒有再發作過了，讓健康都找回來了，超級
開心。」已持續參加 11 個月最資深的班代沈永芳學員表示，上課時每做一個運動
都會看心率檢測，監控非常即時，還有課程前慈大建構了學員的基本資料，只要
感應一下卡片就能記錄個人的運動次數、阻力、與關節活動範圍，隨時可以回看
自己的健康履歷，「看到自己肌力的進步，也變得虎背熊腰，身體很挺、很有成
就感。」學員徐枝展 10 幾年前發生重大車禍，做了三年半的復健才能走路，在參
加課程後，肌肉變有力、走路變大步，腰也不再閃到，甚至還可以去種菜；太太
薛麗媚說：「以前走路都要等先生，現在不需要了。」希望和先生兩個人可以一
起健康到老。
　　慈大「青盈健身俱樂部」走在時代的尖端，學員在 AI 輔助教練動作辨識指導、
高科技身體組成儀器、結合花蓮慈院運動醫學中心最大肌力檢測儀、與優健寰資
訊上傳等科技等，更安全有效且即時的回饋給教練與學員。目前課程已經到第四
期，資深學員自願擔任新課程學員的運動志工與助教，以身說法，更有說服力。
未來期望與縣府、慈濟基金會合作將課程與此系統推廣到花蓮中南部鄉鎮，嘉惠
更多花蓮的鄉親，將運動融入生活，提高生活品質。
　　歡迎機關團體合作開設職場員工再教育的相關課程方案，請電洽 03-8565301
轉 1211。　

　　　（文：徐志杰、李家萓、王碧霞／攝影：李家萓、曾繼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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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8 日連續假期最後一天，但慈濟大學越南交流團師長們把握時間除了
走訪當地學校了解現況外，在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陳參事及
兩校師長見證下，慈濟大學 28 日與胡志明市國家大學醫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簽署儀式在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醫學院舉行，由胡志明市國家大學醫學院
DANG VAN PHUOC 院長及慈濟大學顏瑞鴻副校長代表雙方簽署，駐胡志明
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教育參事陳和賢教授極力促成兩校醫學院實質交
流，陳參事也在會議中宣布將提供一名台灣獎學金名額給胡志明國家大學醫學
院的學生申請到慈濟大學攻讀學位。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於 1995 年由胡志明多所大學合併而成，共有 6 間
成員大學，還設有一間醫學院與一所資優高中，胡志明市國家大學與河內國家
大學並列為越南規模最大的兩所大學。
　　慈濟大學現與近 70 所海外學校簽署姊妹校或學術交流協定，近年積極推
動與新南向國家學校之交流包括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
度、越南等有學術交流協定。此次可以順利簽署 MOU，主要是由胡志明市國
家大學醫學院中醫學系譚竣中副主任促成，譚竣中副主任是慈濟大學醫學科學
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的校友，這也是慈濟大學培育國際人才有成的最佳證明，慈　　
濟大學顏瑞鴻副校長表示，雙方簽署 MOU 只是開始，未來雙方將在基礎與臨
床的醫學研究、交換學生、教師互訪、圖書館資料和研究出版物的交流以及聯
合研究活動等方面進行合作。期待儘快落實合作內容，提升雙方教研成果，培
育國際所需人才、化研為用，做更多利益眾生的事。

（文／照片：慈濟大學 )

攔截病毒 慈濟捐贈 60 萬劑抗原快篩試劑慈大與胡志明市國家大學醫學院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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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慈大姊妹校堪薩斯州立大學來訪 深化學術交流合作

　　 美 國 堪 薩 斯 州 立 大 學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副 教 務 長 Claudia 
Petrescu 與 國 際 項 目 副 教 務 長 Grant Chapman 偕 同 商 學 院 許 淳 副 院 長 及
PreMBA 師生等一行 28 人於 2023 年 3 月 14 日參訪慈濟大學，這是疫情過後
兩校第一次師生互訪交流，除了參訪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及靜思堂外，也共
同討論未來雙方大學部及碩士班雙學位合作計畫。
　　慈濟大學與堪薩斯州立大學於 2021 年 6 月締結為姊妹校，堪薩斯州立大
學成立於 1863 年，是一所擁有 161 年歷史的大學，為美國大學聯盟 Big 12 
Conference 第四古老的學校，是全美國著名的研究型大學。此次參訪交流源
自於堪薩斯州立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許淳博士曾於 2021 年年初參訪慈濟大學，
對於慈濟大學印象深刻，尤其是無語良師讓他感到非常震撼，因此在疫情解封
後特別帶領師生前來慈大交流。
　　堪薩斯州立大學副教務長 Claudia Petrescu 表示，非常感謝慈濟大學的
安排與接待，堪薩斯州立大學規模比較大，學生也比較多，由於歷史悠久也已
經發展出固定的經營模式，這次來到慈濟大學，看到了不一樣的經營模式，期
待兩校會有更多的合作與交流。慈濟大學第三任校長方菊雄教授也是堪薩斯州
立大學的校友，方菊雄教授表示，一直非常感恩當年堪薩斯州立大學提供獎學
金讓他可以安心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畢業後只要有能力，都不會忘記回饋母
校，也非常歡喜在慈濟大學看到這麼多母校的師生。
　　許多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師生都是第一次來到臺灣跟花蓮，學生分享時表示
印象最深刻的是無語良師，覺得很特別也很感動，學習到許多，希望能將他們
所見帶回美國與更多人分享。MBA 主任 Suzy Auten 參訪結束後深受感動，主
動將身上的所有紙鈔投進竹筒，一起行善。參訪於溫馨氣氛中圓滿結束，相信
未來兩校將有更豐碩之合作成果。　　　　　　　　　　（文／圖：慈濟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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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資訊

用您的愛心，成就教育百年！

支持慈大　散播大愛的種子

　　慈濟大學自創校以來即以專業培
育與人文教育並重，慈大的教育不僅
是功能學習，更是啟發良能；不只是
傳承知識，更重要是啟迪智慧，轉識
成智。

　　慈大的信念不只是寫在校訓上，
更是表現在長期實踐的成果中；鏤刻
在磐石的校訓歷經物換星移，也許會
有斑駁滄桑，但是信念的光輝，總是
透由實踐校訓的那鼓靜謐力量而顯得
更加璀燦。

　　教育是成長慧命的搖籃，邀請您一起捐贈助學，深耕教育菩提林，涓滴感恩。

慈濟大學捐款網站

https://donate.tcu.edu.tw/

慈大粉絲專頁 慈大校友會

歡迎加入 Facebook 慈大粉絲專頁
持續關心慈大資訊

慈濟大學粉絲專頁網址
www.facebook.com/TCUfansPage

歡迎加入慈大校友會 Facebook

慈大校友會 Facebook 網址：
www.facebook.com/

groups/501828193170703



24

入會資訊
親愛的校友，您好 :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轉眼間慈大已培育出 13,914 位校友，不管您已經離
開校園 1 年、10 年、甚至是 20 年，回想起大學時青澀的時光，這些點滴是您
我同為慈大校友最貼切的記憶。

　　慈大校友會就是要來找尋慈大校友拼湊出最大的校友拼圖，匯集校友的力
量，共同為慈大校友服務，同時凝聚對母校的向心力，從中相互分享與成長，
並提供在校學弟學妹經驗傳承；就像一座橋梁，串起校友之間與學弟學妹，也
串起母校與校友間的情誼，歡迎您加入校友會的行列，有您的加入能讓校友會
更加茁壯！
　　如您有意了解或參與，可掃描下方連結說明以及下載入會申請書，以 Email
或傳真寄至聯絡人。

　　　　　　　　~ 誠摯地邀請您加入慈濟大學校友會 ~

慈濟大學校友會  敬邀

※ 新加入之會員注意事項：

1. 填寫入會申請書 
2. 個人會員： 繳納入會費：500 元 整（應屆畢業生免繳納），以及常年會費 　　　　　　 
　　　　　　 500 元整或永久會員  1 萬元整。
     團體會員：繳納入會費 1,000 元 整，以及常年會費 1,000 元整。

※ 已入會之會員說明
1. 個人會員：常年會費    500 元整
2. 團體會員：常年會費 1,000 元整

※ 完成繳款後請與我們告知，將會與您連繫做確認，感恩您！
    
      聯絡人：              温怡智                                                    蕭惠敏
               　　 03-8565301#1005                             03-8565301##1012
                           stacey@mail.tcu.edu.tw                     joyce@mail.tcu.edu.tw



繳費 
方式 匯款資料 注意事項

郵局
無摺
存款

戶名：
中華民國慈濟大學校友會
郵局帳號：   　　
00911420144330

1. 無摺存款單為二聯式，郵局留存聯為存款單， 
     儲戶收執聯為存款明細，請妥善保存。
2. 存款後，請以電子郵件通知聯絡人下列資料， 
     以方便核對帳目及寄發收據。
   (1) 儲戶收執聯
   (2) 存入金額
   (3) 您的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
收到您通知後，將會以電子郵件與您進行確認。

金融
卡

ATM
轉帳

【花蓮二信】
銀行代碼：216
戶名：
中華民國慈濟大學校友會
帳號：01000100093094
【郵局】
銀行代碼：700
戶名：
中華民國慈濟大學校友會
郵局帳號：
00911420144330

ATM 轉帳完成後，請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聯絡
人下列資料，以方便核對帳目及寄發收據。
     (1) 轉帳日期
     (2) 轉帳金額
     (3) 您的金融卡帳號後 5 碼
     (4) 您的姓名、聯絡電話及聯絡地址
收到您通知後，將會以電子郵件與您進行確認。

因應 Google 宣佈 2022/07 將啟動對教育體系全校共用 100 TB 儲存空間之限制
政策異動，本校「資訊及網路資源管理委員會」決議並公告未來將刪除畢業五年
以上之校友 GMS 帳號，以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為嘉惠校友會之校友，學校於
3/15 主管共識會報決議，同意保留校友會成員的 GMS 帳號，由學校負擔其費用，
歡迎大家一起加入校友會的行列。

入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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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小叮嚀

◎  為珍惜資源減少紙類的使用，    
     校友若有留存電子信箱將採電 
     子郵件方式寄送刊物，若您需 
       要紙本請來信告知。

◎  校友通訊，歡迎校友們投稿， 
     不管是您的生活故事、工作感 
       想、結婚生子、獲獎 ..... 不限， 
      資料請寄慈大秘書室或 mail 至  
       stacey@mail.tcu.edu.tw
       joyce@mail.tcu.edu.tw
 
◎ 校友可於線上更新基本資料， 
    資 料 有 變 動 時 請 記 得 上 網 更 
      新。  

慈大校友服務網 : 
http://www.alumni.tcu.edu.tw 

連絡電話 : 038565301 
分機 1005、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