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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大第三十七期校友通訊

人生好話要如海綿遇水，牢牢吸住；世間是非要如水泥地般堅
固，水過則乾。

~    恭錄   證嚴上人  《靜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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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慈濟大學校友們，您們好嗎 ?

　　這三年來我們共同經歷了 Covid-19 的
災情，彼此只能透過影音、訊息、電子郵
件互道平安、互相關懷。慈濟大學將於明
年 2024 年與慈濟科技大學將正式合校成為
一個新慈濟大學，雖然名稱不變，而校區
變得更大，且慈濟的人文精神依然在校園
裡，一如您當初選擇慈濟大學作為大學就
讀或研究所進修的家，在獲得學術與人文
的陶冶與滋養之後，成為有能力與勇於承
擔的人，投身於助人或貢獻社會的工作，
讓世界更美好。
　　距離你們畢業可能已經五年、十年、
二十年，甚至快三十年了，希望你們能再
次回到慈濟大學校園裡與我們相聚。因為
慈濟大學是一個特殊且有特色的夢想孕育
地，不僅塑造了你們的過去，也影響了你
們的未來。還記得當初為什麼選擇慈濟大
學就讀嗎？或許是因為這裡的課程設計、系所特色、老師或研究室，亦或者是因
為花蓮這前山的風景、慈濟心靈的故鄉。無論當初的原因是什麼，慈濟大學都相
信你們都曾在這裡找到了一個家，一個可以學習、成長，並建立深厚友情的地方。
這個家是否依然在你們的心中？
　　回到母校，是一個時光倒流的奇妙體驗。大學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了回
憶，每一個建築物與空間都見證了你們的成長與喜怒哀樂。當你們漫步在校園中，
是否勾起了當初上課場景的回憶，是否回想起了和同學、朋友們在宿舍或系上熬
夜讀書的日子，點點滴滴如人飲水，酸甜苦辣各自。
　　還記得某位老師的台語說得比國語溜 ? 哪位老師口口聲聲說不用功就當掉你，
卻在你心灰意冷時，提醒你再加點油，你一定能做到 ? 哪位老師就是很硬，硬生
生地讓你 58，59 分的明年再來重修 ?
　　慈濟大學不僅僅是知識傳遞的殿堂，也是人格養成與鍛煉的道場。在這裡，
你們學會了如何思考、如何分析問題、如何獨立思考、如何感恩、如何尊重、如
何愛，而這些的這些將伴隨你們一生。慈濟大學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地方，但也是
容許你不斷嘗試、不斷跌倒、不斷扶你起來、不斷陪著你成長的環境，這些的這
些都讓你們變得更加堅強和有韌性的，在社會上發光發熱，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
　　最後，慈濟大學要感謝各位校友對母校的支持和愛護。你們的成功是我們的
驕傲，你們的故事是我們的鼓舞。無論你們身在何處，請記住，慈濟大學永遠是
你們的家，永遠歡迎你們回來走走，回來分享你們的故事給學弟妹們，因為我們
一同參與了慈濟大學的歷史與成長。
　　讓我們一起繼續前行，創造更多的回憶，追求更大的夢想，延續慈濟大學的
精神。謝謝你們，讓慈濟大學有您真好。
　　歡迎回家 ! 
                                                                                                       慈濟大學 教務長謝坤叡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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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的話

教務長  謝坤叡教授
現職：
教務長
醫學院副院長
醫學系生理學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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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報導

榮譽事蹟
< 恭賀 > 本校創校校長李明亮教授獲第 10 屆台灣兒童醫療貢獻獎「終身貢
獻獎」。
慈濟大學無語良師教育理念榮登美國國家刊物《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慈濟大學學生國考再度交出漂亮成績單，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拿下醫事
檢驗師 75% 高通過率 ( 全國 28.61%)、護理系護理師 90% 的通過率 ( 全國
45.73％ )、物理治療學系物理治療師通過率 42.11% ( 全國 22.85％ )、學士
後中醫學系中醫師第一階段也拿下 95.35% 通過率 ( 全國 73.95%)。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林曉君副教授授課的「人文與正向教育」獲「開放教
育優良課程獎」磨課師課程組優選獎。
慈濟大學實習醫學生與花蓮慈院的各職類職員共同組成的競賽選手團隊，
在醫策會舉辦的「國家醫療品質獎 (NHQA)」實證醫學文獻查證競賽中獲得
了文獻查證新人組 A 場次銀獎、B 場次金獎與文獻查證臨床組的 A、B 場次
1 金 2 銀 2 優選，總計 2 金 3 銀 2 優選。

●

●

●

●

●

112 學年度新任主管

何縕琪教授兼任副校長
謝坤叡教授兼任教務長
戴愛蓮副教授兼任國際暨兩岸事務長
張凱誌教授兼任醫學院任務型副院長
嚴嘉楓教授兼任公共衛生學系主任
林惠茹副教授兼任濫用藥物檢驗中心主任
蕭鳳嫻副教授兼任東方語文學系主任
林谷靜副教授兼任外國語文學系主任

退休人員

社會工作學系　　盧惠芬老師
總務處庶務組　　吳竑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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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報導

慈濟大學獲教育部 111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工作評鑑「績優」

　　慈濟大學由學務處諮商中心、導師及慈誠懿德會爸爸媽媽建立完善且獨特
的三軌輔導制度，榮獲教育部 111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工作評鑑『績優』。
111年度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工作評鑑項目包括：【面向一：輔導行政組織、運
作及設施】、【面向二：輔導人力運作與支持】、【面向三：輔導工作實務】
及【面向四：特色或創新向度】。慈濟大學各班級為多導師制度，提供學生更
為細緻的關懷、慈誠懿德父母透過每月聚會、宿舍駐點與學生互動，而學務處
諮商中心更有專業的心理師，提供諮詢或諮商服務；各行政與教學單位，亦持
續辦理各類型的輔導活動或講座，積極推動心理衛生健康概念。

評鑑結果為「績優」，多項優點，包括：
　●本校輔導行政組織完備，能有效整合學校資源，推動輔導工作。
　●輔導專業人力充裕，諮商專業訓練質量均優。
　●輔導工作推動機制完備，諮商中心落實個案管理機制。
　●重視導師輔導功能，並能依學生需求辦理各項活動
　●以多元方式瞭解學生情形，建構輔導支持網絡。
　●三軌輔導制度架構完整，功能良好。
　●重視職涯輔導，以特別化、多元化、產學合一精神推動輔導工作。
　●校長重視輔導工作。
　●積極推動生命教育，方式多元，以四大志業為目標，具體明確。
　●提供個別化服務機制，且重視多元文化價值。

　　慈大諮商中心表示，感謝教育部在此次評鑑中對慈大輔導工作的高度評
價，未來仍會持續積極規劃參與相關輔導知能研習，提供學生更專業且適切的
陪伴，增進整體大學生活適應。

(文：學務處諮商中心、教資中心 /圖：學務處諮商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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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報導

慈大再獲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補助

　　本校申請教育部「第三期（112-113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獲全
數通過。此次獲得的補助計畫經費共計 1,060萬元經費，較去年大幅增加數倍，
也是慈濟大學連續第六年獲此項計畫補助。
　　除表示教育部肯定學校在教育領域傑出的表現及展現外，也是對老師們辛
勤付出的最佳回饋，更是展現學校在校長帶領下的卓越表現。此次通過計畫包
括：大學社會責任納入校務發展計畫、社區健康領航 - 跨族群健 upup 計畫（萌
芽型）、里山團結碳經濟 -永續消費與生產的共學實踐（深耕型）
補助計畫分為「深耕型」及「萌芽型」兩個類型：
　　「深耕型」計畫 -里山團結碳經濟 -永續消費與生產的共學實踐，由教傳院 -
通識中心江允智主任擔任計畫主持人，並與國際學院的林光慧院長和 SDGs 的
邱奕儒主任共同合作。計畫包括 3大項主軸：
　　1、團結經濟：以合作經濟為主要經濟模式，結合部落產業、社區產業，
以大自然循環、平衡且永續利用為信念、以調和生態 -社會的生產地景為工具、
協助部落營造推動地方創生。
　　2、里山加值：對接慈發基金會之慈善農業改善部落的經濟收入、復育大
地、並讓年輕人願意返鄉，以秀林鄉為實踐場域。
　　3、PGS 農業碳權：淨零轉型協助在地農業加值升級，建立農業碳權之工
具及 PGS 機制，突顯友善環境的永續農業價值。
　　「萌芽型」計畫 -社區健康領航員 -跨族群健康 upup 計畫，由醫學院公衛
系謝婉華老師擔任計畫主持人，高靜懿及蔡娟秀教師為共同主持人，計畫執行
團隊有公衛系、護理系、物治系、醫資系等各系跨單位合作的教師。
　　透過共學、共創健康促進方案來提升健康識能、自我效能、健康行為等，
進而降低心血管相關疾病的死亡率，改善脆弱族群的健康，特別是原住民、長
者和身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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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園地

　　苗 栗 縣 南 庄
鄉 衛 生 所 ， 新 報
到 一 名 年 輕 男 醫
師 楊 樂 山 ， 他 的
俊 俏 外 貌 及 鄰 家
大 男 孩 般 的 親
切 ， 隨 即 吸 引 地
方 婆 婆 媽 媽 們 的
關 愛 ， 沒 病 也 到
衛 生 所 串 門 子
「 看 醫 生 」 ， 並
稱 楊 是 「 天 菜 醫
師 」 。 南 庄 鄉 衛
生 所 主 任 劉 莉 麗
也 推 崇 他 的 專 業
及 熱 忱 ， 相 信 能
為 鄉 親 提 供 優 質
的醫療服務。

　　３２歲的楊樂山，是泰雅族子弟，其泰雅族名叫「比皓·巴萬」，他父親
楊志航出生於苗栗縣泰安鄉麻必浩部落，是台灣原住民第１位執業律師，長期
扶助弱勢原住民，推動原住民專屬法庭的成立。
　　楊樂山自幼受父親教誨澆灌，內心關懷原住民的種子萌發，參加原住民族
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於慈濟大學醫學系公費生畢業後，先在花蓮慈
濟醫院接受１年訓練、擔任３年兒科專科醫師及１年總醫師後，今年６月到南
庄鄉衛生所報到服務。
　　楊樂山說，因父親的工作關係，他未在苗栗縣內成長求學，「但在部落的
生活時光，是童年的美好記憶」，因此「苗栗縣也是家鄉」，能回家鄉服務，
他感到很開心，希望能為家鄉的醫療服務盡一份心力。
 　　擁有俊俏外貌及展現鄰家大男孩般親切感的楊樂山，隨即吸引地方婆婆媽
媽們的關愛，稱楊是「天菜醫師」，也不乏長輩問他「結婚了嗎？」想替他牽
紅線，還有鄉親沒有生病也要前來衛生所串門子「看醫生」。
　　對於意外引發旋風，楊樂山謙虛地說，是大家抬愛了，並表示他已經結婚
近２年，將於年底迎來第１個小寶貝。他將在南庄鄉衛生所服務７年，還請鄉
親們不吝賜教。
　　劉莉麗說，楊樂山醫師於週一到週五上午在衛生所門診，下午則巡迴鄉內
９個村，進行衛教宣導及諮詢，她相信以楊的專業與熱忱，將能為鄉親提供優
質的醫療服務；劉並打趣地說「且楊醫師這麼帥，鄉親看到他，病也好一半
啦！」

(文摘自自由時報記者彭健禮報導 )

苗栗偏鄉衛生所「天菜醫師」報到  婆婆媽媽沒病串門子「看醫生」

醫學系校友楊樂山看診時問診仔細、態度親切，深受鄉親喜愛。
（南庄鄉衛生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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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園地

臺北榮總玉里分院院長率領社工系畢業生回校交流

　　臺北榮總玉里分院胡宗明
院 長 率 領 社 工 室 謝 佳 男 組 長
及慈濟大學畢業校友蔡宜蓁、
郭沛宜、鄭敏伶及吳怡萱至慈
濟 大 學 社 工 系 進 行 產 學 交 流
訪問。
　　慈大社工系在王金永主任
的 帶 領 下 持 續 發 展 與 產 業 進
行連結，透過課程、活動，甚
至 是 創 造 學 生 在 業 界 實 習 的
機 會 。 在 校 培 養 學 生 人 文 素
養，對於培育其自身專業能力
更是扎實，使學生具備軟硬實

力以從容面對未來的職涯。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收治來自全國各地的精障病人，發展獨特的「玉
里模式」協助精神障礙者重返社區，甚至回到原生家庭生活。為促進產學合作
並推廣玉里模式獨特經驗，北榮玉里分院胡院長率領社工室組長及畢業校友至
本系參訪交流。社工系王金永主任曾在玉里擔任精神社工，現教授精神醫療社
會工作及心理衛生相關課程，對於玉里模式協助精神病人復元歷程更是肯定及
讚賞。胡院長表示，醫院亦支持人才進修，醫院能提供及連結相關經費鼓勵人
才研習、精進知識，學以致用讓經驗得以傳承。李秀如副教授藉此亦鼓勵畢業
校友把握醫院提供的資源持續進修，將玉里獨一無二的故事能結合學業並透過
發表傳承下去。
　　慈大社工系 105 級畢業校友蔡宜蓁、郭沛宜、鄭敏伶及 103 級吳怡萱擔
任精神科臨床社工，執行精障病人個案及團體等工作。參與的大四生陳善慈同
學未來有興趣從事醫務社工，與學姊們一問一答交流之間，對社工在醫院服務
的工作內容及角色更明確了解。胡院長鼓勵慈大學子至醫院實習，玉里鎮雖處
偏遠但機能好且院方能提供宿舍，在座的學姊們亦歡迎學弟妹並且也願意返校
分享社工實務經驗。透過此次產學交流，牽起了北榮玉里分院與慈大社工系的
緣分，建起學生與醫院職場的橋樑，期待未來能有更豐富的交流，吸引優秀的
在地人才留在家鄉服務。

(文：鄭敏伶 /照片 :郭紹帆 )



7

校友園地

　　系友畢業後在各職場工作，甚少有機會相聚，但每逢畢業季都會有大批系友
返回花蓮母校參與學弟妹的畢業典禮並探訪系上老師，此時更是與久未謀面的同
學、學長姐、學弟妹與師長互相分享近況及情感交流的好時刻。系友回饋「看到
比自己更加資深的學長姐還是覺得很驚喜，每個學長姐都很積極分享工作後的心
得，這讓我自己獲益良多。」生科系自 112 學年起將更名為生物醫學暨工程學系，
許豪仁系主任向系友們傳達系上的改變與走向，期待系所蛻變後繼續蓬勃發展，
鄭綺萍老師的歷屆導生 98 級、102 級系友與 110 級在校生也一同合影留念，最後
師長及系友們開心合影，為活動畫下圓滿的句點。     

（文／照片：生物醫學暨工程學系 )

生科系所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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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走讀趣

　　大家好，我是 107 年畢業於慈大東語系中文組
的林奕妘，在今年七月時我報名參加了世界宗教博
物館舉辦的伊斯蘭文化走讀課程，藉由探訪穆斯林
的信仰中心以及生命中重要的場所，來了解伊斯蘭
教文化。
　　早上在六張犁捷運站集合，前往回教公墓走讀，
當時的太陽很毒辣，每個人手拿一瓶水猛灌補充水
分，老師是生活在台灣的北京穆斯林，耐心講解著
每個墓地下埋葬的名人事蹟，我也才明白原來姓馬、
穆或是買買提的，有可能就是穆斯林家族，讓我覺
得有意思的是穆斯林對喪葬極為簡約，不看風水也
不哭嚎，歸真後三日內得下葬，並主張不火化，以
土葬為主，比較可惜的是因為我路途中身體不適，
在大家參訪位於公墓最頂端白崇禧將軍與夫人的墓

地時，只能在一處空地等待其他團員回來，若我將體力練好，還有開設此等課
程，應該會跟著一起探訪白崇禧將軍的墓地。
　　到了下午活動就轉移到室內，來到清真寺參訪，用的餐也是清真料理，沒
有豬肉且肉類經合法宰殺，並經過認證的才算合格的清真食品，在那邊也剛好
碰到穆斯林响禮的時刻，老師帶著我們前往禮拜前需要做的大小淨浴室，參觀
後親自示範小淨：淨手三次、漱口三次、清洗鼻子（嗆鼻）三次、洗臉三次、
洗手肘三次、用濕的手抹頭髮三次、用濕的手繞耳朵三次，最後用濕的手洗腳
三次。
　　由於大部分的團員包括我非穆斯林，所以只能在禮拜堂外看著老師進去示
範穆斯林如何做禮拜，與我國高中時歷史課的認知相同，禮拜堂內沒有神像，
只有主麻聚會時的講台，禮拜時就朝著聖地麥加的方向行跪拜禮，每個動作之
間都有該念的經文，可愛的老師在事後互動時，還讓我們猜猜他共拜了幾次，
有人說三、有人說四，而他也公布了正確答案：响禮共四拜，一站、一鞠躬、
一磕頭、跪坐起身、再磕頭、回復站立姿勢算是一個循環的拜禮。而我對於穆
斯林五功中的禮也進化到日出前晨禮、日正
當中响禮、日落前哺禮、日落時分昏禮以及
入夜後的宵禮，拜數則分別為 2、4、4、3、4，
這是不變的道理。
　　經過這次伊斯蘭巡禮，讓我更認識伊斯蘭
文化，期望這一次的分享帶給慈大校友們知
識點，讓大家知道穆斯林其實並不是網路流
傳般的那樣好戰和極端，他們就像其他宗教
人士一樣，愛好和平且尊重生命，更是一個
將信仰實踐於生活中的族群，謝謝大家 !

                                       ( 文 / 圖：林奕妘校友 )

伊斯蘭五禮時間，最後一個時鐘是主
麻，主麻在禮拜五，性質相當於基督
教的禮拜，只限男生參加，用這個聚
會可抵當日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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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蕭力夫學弟是新竹人，他
想利用暑假到醫院見習，因緣際會
下，他就出現在新竹台大分院二樓
心臟科病房了。
　　2004 年 畢 業 到 現 在， 我 在 離
開 花 蓮 19 年 後， 居 然 有 機 會 和 慈
濟的同學一起看門診、做心超、導
管，在病房看病人。
　　2023 年 7 月 3 日 至 14 日 這
兩週每天在床邊查房時，順便與他
進行床邊教學，腦海裡印象滿滿都
是以前在花蓮慈濟醫院和王志鴻副
院 長（ 超 級 帥 ）， 陳 郁 志 秘 書 長
（ 當 年 是 總 醫 師， 很 帥 ）， 朱 新
凱 學 長（ 當 年 是 senior resident, 
在 MICU 教 我 打 Swan-Ganz，
帥！）的回憶。我一直都記得以前
當 clerk 的感覺，這次有機會可以
設計一個 course，覺得很棒。

　　兩週的時間很快，最後他已經可以獨立完成一個床邊的 focused cardiac 
ultrasound （FOCUS, apical four chamber and parasternal long axis 
views）除了跟診、病房迴診、到導管室見習，還有到超音波室學習。最後一
天我特別帶他到新竹台大分院六樓的心臟超音波室，找齊四位慈濟在新竹心血
管中心的子弟。
　　張惠如是心血管中心的心臟超音波室護理師，已經在新竹台大分院工作超
過十年，目前每天幫病患上下台，執行心臟超音波業務。政潔也在此工作十
年，他是心血管中心心臟外科的體循師與葉克膜專家，固定輪班在醫院協助開
心手術與照顧葉克膜病人，也常常在半夜與我一起為重症心因性休克的病人進
行 ECMO-assisted emergent PCI. 
　　四個慈濟的子弟，一起比蓮花，一瞬間覺得很歡樂。
　　我問力夫：最後一天要不要來合照？
　　政潔：那來比個蓮花吧？
　　我：蓮花耶！我早忘了怎麼比？
　　惠如：你居然不會比？
　　力夫：這個我會！
　　就這樣子，兩張很歡樂的照片就照好了。
　　我記得我在花蓮的七年都沒有比過蓮花，力夫認真的教我時，我心裡感觸
很多。
　　離開了才知道花蓮的好，心裡嚮往的是以前的師父們與師長的精神。漸漸
地，想要組的團隊，都是比照以前花蓮的師父們與醫院的師長作為模範與標
竿。

四朵蓮花在新竹 - 在新竹見到慈大醫學系學弟蕭力夫 (clerk)

左起：我，力夫，張惠如（慈濟科大），
          政潔（慈濟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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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三個畢業後都不在慈濟的醫療體系服務，但還是有點像《笑傲江
湖》裡面方證說的：行俠仗義急人之難（心血管急重症！），他不在佛門，行
的卻是佛門之事，一個人只要心地好，心即是佛！
紀念 2023 年的夏天！
　　和力夫一起看門診，心超，導管，病房看病人。
　　最後他可以獨立完成一個床邊的 bedside echo (apical four chamber 
and parasternal long axis views).
　　我們四個都是慈濟子弟，一起比蓮花，覺得很歡樂。
　　這兩週很順利愉快！
　　我一直都記得以前當 clerk 的感覺，這次有機會可以設計一個不無聊的
course, 覺得很棒。只有最後一個早上放鳥小夫，讓惠婷暴怒，小夫跟惠婷說：
「我不意外」時，惠婷只能搖頭加笑翻。

( 文 / 圖：謝慕揚校友 )
醫學系 86 級

現職：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心血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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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長者服務活動

　　慈濟大學自 105 年開始，每月定期在學校附近的社區，展開對長者的服務
關懷活動，校友會於 110 年加入協辦的行列，活動分為二部份，上半場由歷屆
畢業校友為長者服務，校友們在學校學習專業知識後，畢業投入職場服務，以
豐富的專業知識，將自己在職場上積累的經驗與長者分享，活動內容多元，不
但促進長者的身體健康，同時也兼顧到心靈的滋養。
     下半場為輕鬆活潑的手工巧藝為主要活動內容，由在校生陪伴長者一起動
手作各式的手工藝品，透過同學的陪伴，不僅提高了長者們參與的興趣，也增

加了他們參加活動的意願。關懷活動的目的希望
能將跨世代的連結和愛心傳遞出去，讓長者們感
受到慈大對社區的關懷。非常歡迎慈大學有專長
的畢業校友加入我們的行列，意者請洽校友會。

林依甄 護理師
護理系

張兆賢 心理師
人發所

蔡文欽 醫師
醫學系

楊子儀 物理治療師
物治系

徐振嘉 老師
教研所

謝至鎠 醫師
人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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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恭賀 110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110 學年度優良教師遴選會議由劉怡均校長擔任主席，為使遴選過程更臻
公信與公開，劉校長特別遴聘 3 位校外專家學者參與，分別是：宜蘭大學陳威
戎副校長、東華大學侯佳利主任、宜蘭大學朱達勇副教授。校內委員則有顏瑞
鴻副校長、劉哲文教務長、曾俊傑研發長、溫蕙甄學務長、陳宗鷹院長、何縕
琪院長、黃麗修院長、林光慧院長、張麗芬主任，及去年優良教師代表魏米秀
教授及陸秀芳助理教授。
　　今年共計有 21 位候選人參與遴選，遴選方式延續去年的評比方式，由各
院推薦出教學優良教師，現場每位候選教師要進行四分鐘的教學理念分享，包
括個人教學理念及方法、教材與教法之創新表現，或其教學成果、特殊表現或
績優事蹟。審查委員以名次的方式進行評比，過程嚴謹公平，最後委員評選出
110 學年度的優良教師。校外委員表示非常讚賞慈濟大學優良教師遴選能以公
開分享的方式進行，審查委員對 21 位候選教師們的教學熱忱與對學生的付出
高度肯定，認為每位當選的教師皆是實至名歸，堪為良師典範。

( 文／照片：李婉婷 )
　　110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名單如下 :

一、特色教學貢獻獎：
 通識教育中心 - 江允智副教授
 護理學系 - 蔡娟秀副教授

二、傑出教學獎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 林惠茹副教授
 公共衛生學系 - 温淑惠教授
 護理學系 - 江錦玲助理教授
 護理學系 - 吳婉如助理教授
 醫學系人文醫學科 - 劉子弘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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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 靖永皓助理教授
 公共衛生學系 - 謝婉華副教授
 國際服務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 林珍如教授
 物理治療學系 - 端木和頤助理教授

三、優良教學獎
 護理學系 - 羅淑芬副教授
 醫學資訊學系 - 潘健一副教授
 東方語文學系 - 林素芬教授
 醫學系生理學科 - 謝坤叡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 鍾隆琛助理教授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 温錦真助理教授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 何芮瑤助理教授
 醫學系小兒學科 - 朱紹盈副教授
 生科系 - 鄭綺萍副教授
 後中醫學系 - 張恆源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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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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在馬來西亞推出分子生物營：
『微衛星 DNA 分析與遺傳變異的神祕旅程』

　　今年四月，慈濟大學在參加馬來西亞台灣教育展的同時，與馬來西亞的華
仁獨立中學簽署了策略聯盟協議。這一策略合作不僅體現了雙方的共同願景，
也為此次分子生物營提供了開展的契機。
慈濟大學的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副教授林明德帶領兩名助教及實驗器材
親自前往馬來西亞執教。林教授表示：『能夠對馬來西亞華人學生的生物科
學教育作出貢獻，我感到非常榮幸與感恩。』在營隊活動中，學生進行了一系
列實作實驗，這些實驗不僅讓學生更深入了解基因概念和突變現象，還介紹了
微衛星標記在刑事案件和親子鑑定中的應用。學生們還獲得了聚合酶連鎖反應

（PCR）和瓊脂凝膠電泳等分子生物學方法的實際操作經驗。林教授強調：『在
如今精準醫療蓬勃發展的時代，對基因體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這次活動將有
助於學生將課本上的理論知識轉化為實際經驗。即便在台灣，高中生也很少有
機會接觸到這方面的實驗。我相信這個營隊能在學生心中種下參與生物醫學研
究的種子。』
首場分子生物營於南馬峇株巴轄的華仁獨立中學成功舉辦，吸引了來自八所獨
立中學，包括華仁獨立中學在內的 50 名學生參與這場為期兩天的科學探索。
華仁中學校長蘇文忠對於慈濟大學能夠在馬來西亞舉辦此營隊表示高度的讚
賞，他除了親自開幕也細心了解營隊的各項活動。第二場活動在吉隆坡的慈濟
國際學校舉辦，邀請了校內的高一與高二學生，共約 180 名，參加為期一天的
研習。第三場則在檳城檳華女子獨立中學舉行，包括檳華女子獨立中學在內的
六所高中送出 20 名代表參加，每位學生都能親身參與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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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帶隊老師也對這次營隊給予高度評價，表示這是一個寶貴的學習機會。
學生不僅能深化課本上的理論知識，還能獲得實作經驗，如 PCR 技術，以及
其他實用的課外知識。老師們相信這將對學生的學業和未來職涯發展產生重大
而正面的影響。慈濟大學目前有來自 27 個不同國家的外籍學生。作為一所致
力於為社會培育高素質人才的學府，希望透過海外營隊活動，讓更多國際學生
了解到其高質量的教育品質，並鼓勵他們畢業後運用專業知識，為社會和眾生
做出有益的貢獻。

( 文 / 圖：慈濟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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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封後的第一個暑假 慈大學生近兩百人選擇服務

　　迎接解封後的第一個暑假，慈濟大學暑期志願服務出隊共有 10 支隊伍參
與學生高達 170 位，從花蓮原住民部落小學到馬來西亞中學、幼兒園，今年更
首次到美國進行華語教學服務，出隊前由慈大何昆益主任秘書親自授旗，並鼓
勵同學們走出舒適圈，壯遊國際，用大愛、感恩來關懷國際和社會。
　　今年暑假期間，慈大出隊的十支學生服務團隊包括有「原起希望，醫起飛
揚」東海岸服務列車、公衛系「衛了部落」、2023 年「永續致富 樂學家源」
學習營、水源國小家庭教育假日學校、社工系偏鄉服務隊、人本醫療社松浦文
化健康營、海外華語教育暨服務志工團、台馬微光教育志工隊吉打分隊、台馬
交　　流志工服務檳城分隊、馬來西亞教育希望共學服務方案等。
　　服務團隊中有歷史悠久的人醫社，人醫社自 105 年開始到松浦服務，主
要服務對象為松浦里滿自然部落長者。即將邁入第八年，來自不同科系的社
員們，透過交流，將各系不同的專業知識，共同籌畫成各項活動帶給長者，包
括有衛教知識、義診、手做等，人醫社蔡宗祐說：「服務對我來說就是我很喜
歡做，做了就很快樂的事情。」今年出隊還適逢當地豐年祭，當地長者特別邀
請人醫社參加，也讓隊員們特別期待。由東語系何昆益老師和國際學院呂佩珊
老師，帶領華語學程的學生到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紐約分會和洛杉磯分會進
行華語教學和推廣慈濟人文，參加的學生主要為兒家系修習幼兒華語學程的同
學。
　　慈大鼓勵學生貢獻所學服務他人，今天頒發 111 年服務學習績優團隊，包
括有兒家系特教志工隊、LAQI 課輔陪伴志工隊、人本醫療社松浦出隊。LAQI
課輔陪伴志工隊為人發心系在佳民國小的課輔和陪伴志工，每星期一至星期五
平均每天有七位大學生會到佳民國小進行服務，陪伴時間根據需求為一到三個
小時，人發心 2 年級包芠菱同學，這學期每周兩天的時間從人社院到佳民國小，
包芠菱說：「其實不只是我們陪伴小朋友，小朋友也會關心我們，透過服務感
受到自己的價值。」　　　　　　　　　　　　( 文：李家萓／照片：慈濟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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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緬懷「勝勝媽」 愛灑人間德深似海
　　 大 家 念 念 不 忘 的

「慈誠懿德典範」和「守
護教育慧命」的「勝勝
媽」告別人世，但曾受
惠於她的慈大及慈大孩
子沒有忘記她。5 月 21
日午後，感恩追思她的
典禮於慈大的大愛樓演
藝廳舉行，將無盡的思
念化為動人的歌聲和手
語來緬懷她。
　　追思會主持人，是
目前大林慈濟醫院的蔡
任 弼 醫 師， 他 同 時 也

是嘉義慈濟診所的負責人。得知有追思會，主動請纓擔任司儀，因為他正是
1994 年慈濟醫學院創校後第一屆的學生。「這是我人生第一場的主持工作，
我要獻給勝勝媽媽。」
　　慈大的懿德會以每十個孩子、一位慈誠爸爸和二位懿德媽媽為一家族，因
勝勝媽的法號是「靜宥」，孩子遂以「宥媽家族」相稱。近日榮升教授的蔡醫
師，未能來得及在宥媽生前見最後一面，把握因緣，平穩地串連哀思與緬懷。

◎沒有生死 只有菩提
　　勝勝媽樂觀的個性、爽朗的笑聲和快人快語，總能感染周圍的人、感動人
心，啟發善念與佛性。慈濟世界何其有幸，有這位拳拳服膺上人「讓大家歡喜
你的人，就會歡喜你的團體，就會歡喜你的宗教」的教導，走入群傳法、說法，
令眾心悅誠服。這一次以她之名的相聚，好多人都來了。十三位靜思精舍師父、
慈濟教育志業王本榮執行長、慈濟基金會編撰處洪靜原主任、劉怡均校長、第
一屆的學生和校友、慈大同仁、醫學院的師長、從全省各地來的一百多位慈誠
懿德爸爸媽媽，還有很多景仰她風範的四百多條線的法親，一起透過雲端連線
追思她。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和勝勝媽有著革命情感，當過慈
誠爸爸的王本榮執行長，讚譽這位心寬念純的「大姊頭」幽默風趣、妙語如珠。
她的愛，無處不在、無遠弗屆、無微不至，育才成林。當年「造反有理」、難
調伏的第一屆孩子，很多已是老師、教授，回到慈院和慈大服務，成為醫療的
中流砥柱。「有勝勝媽在的地方，就沒有是非，她的人緣很好。」加入慈懿會
還不到三十歲的洪靜原主任，細數永遠笑臉迎人的勝勝媽，從護專到醫學院再
到慈大，這一路是如何帶領慈誠懿德會。「教育是慈濟的慧命，是千秋萬世的
志業。」以服務為領導的勝勝媽，從青絲到白髮，愛灑人間，永不離菩薩道。
　　自 1993 年加入醫學院籌備、當年還是講師的劉怡均校長坦承，她從剛開
始不解為何要有慈誠懿德會，再從方菊雄校長和李明亮校長口中，時常聽到他
們說「跟勝勝商量一下」，到逐漸因職務跟勝勝媽有更多接觸，了解到慈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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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貴。每當遇到事情向勝勝媽請益時，她總是以「沒問題」來回應，深深感
受慈誠懿德會是慈大最堅實的後盾。寬容慈愛的勝勝媽善用集體領導和集體運
作，即使她因病交棒，接棒的慈誠懿德合心團隊秉持她的理念，繼續用心照顧
慈大，讓慈大更堅強茁壯。今年，教育部首度在學校師生外，頒發「志願服務
績優團隊獎」給慈誠懿德會，肯定「教育志工」的付出。劉校長親自將獎牌送
到她的病榻前，鞠躬盡瘁的勝勝媽，無憾了。

◎媽媽心菩薩智慧 點燃生命之光
　　螢幕上，投影出一篇篇的追思文，在在顯示勝勝媽如何影響著慈大師生。
同場的花蓮慈院張懷仁醫師寫道，「勝勝媽媽是我們第一屆學生共同的懿德媽
媽，更是慈濟大學永遠的懿德媽媽。她照顧我們、關心我們，用身教言教影響
我們，陪我們走過人生的每一階段，更用身體示現疾病，成就大體老師，無時
無刻、分分秒秒，陪著她最愛的慈大孩子。」
　　現任職於花蓮慈濟醫院胸腔內科的張恩庭醫師和神經內科部主任羅彥宇醫
師，也都有話要說。自孩子暱稱的「宥媽」回到慈大後，張恩庭醫師每天都會
提早出門，先去到大捨樓跟她話家常。謹記她生前溫暖的小故事，他會和後進
的學弟妹們分享。十三年前結婚時，叮囑他不要因工作忙碌而疏忽家人，對著
臺下的座位，他說：「宥媽，我有做到好好照顧家庭和小孩。」宥媽家族中最
小的羅彥宇醫師，回憶當年媽媽關切他長青春痘的情景還在眼前，倏忽二十多
年過去。回想宥媽總是用身教，教導他們，還帶他們去居家關懷，令他體會到
關懷貧病，要彎下腰去做。「宥媽，我們愛您！」大聲說出愛，相信宥媽收到
了。
　　上人曾勉慈懿爸媽秉「愛而不寵」的教育原則，導引孩子走上正確的人生
方向。而「學生是未來佛，慈誠懿德是未來佛的父母，所以要謹慎自己的道德
品行。」勝勝媽做到了，她是團隊安定的力量，她的豁達、包容和溫暖，深刻
烙在每個人的心中。
　　勝勝媽數十年來在
教育福田的灌溉耕耘，
使 一 顆 顆 種 子 發 揚、
茁 壯， 成 為 庇 蔭 眾 生
的 大 樹， 可 以 收 成 甜
美 的 果 實。 她 是 偉 大
的 母 親， 用 太 陽 的 熱
情 和 月 亮 的 溫 柔 照 耀
慈 大。 慈 大 校 園 有 她
數 不 清 的 足 跡， 後 人
定當追隨，繼續深耕，
生生不息的綿延下去。

 ( 文：朱秀蓮／照片：呂佩玲、簡嘉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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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大新生歡迎茶會校友分享：「來念，就對了！」

　　迎接 112 學年新生，慈濟大學劉怡均校長帶領各學院系教授和校友們，分別
於台北、高雄、花蓮舉辦「新生暨新生家長歡迎茶會」，首先登場的是 21 日在台
北慈濟靜思堂和關渡人文志業中心舉辦的北區歡迎茶會，現場除了慈大師長們和
家長、新生面對面座談外，並邀請校友們親自分享在慈大的求學經驗。
　　「為何選擇慈大 ?」慈大校長劉怡均問新生們，劉校長指出，可能多數的家長
覺得花蓮很遠，但也正是適當的放手培養孩子的「生活能力、移動力、開拓視野跟
人生格局。」尤其是慈大有來自 32 個國家 2 百多位國際生，劉校長鼓勵同學增加
外語能力，成為優秀的世界公民，一起增加國際移動力！相對於歷史悠久的學校，
慈濟大學沒有很多校友，但有四大志業和全球慈濟人的護持，早上說明會在新店慈
濟靜思堂舉辦，台北慈濟醫院趙有誠院長，護理部滕安娜副主任，以及北慈的校友
們蒞臨分享。台北慈院骨科主治醫師吳宗樵，是 93 級的醫學校友，他從大一到畢
業都住在宿舍，他說：「我們班上感情超好，是一輩子的友誼。」他在花蓮花費少，
當時吃學校餐廳早、午，晚餐總共只要 50 元，同時他也申請慈濟公費，不但在學
期間沒花到父母的錢，還存了不少錢。
　　95 級公衛系校友黃彬涵目前是台北慈院社區暨長照服務部股長。黃彬涵表示，
慈大有完整的醫療教育訓練，在學期間參加社團活動也學到包括辦活動、人際關
係的溝通等，實習和畢業可以銜接到全台八間醫院，還有基金會，大愛電視台等，
包括慈誠懿德會都是我們很重要的資源。
　　在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舉辦的歡迎會，包括王端正副總、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的
張尊昱研發長、王志宏傳播長、品牌推廣中心的歐宏瑜副總監，還有在人文志業
中心的校友們都親臨現場，家長和新生們感受到慈濟對新生們的重視。教育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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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何縕琪院長和人文社會學院黃麗修院長為大家介紹學院特色。教育傳播學院
有師培中心，人社院也推出華語學程等，讓大家在學期間就可以為未來斜槓準備。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王志宏傳播長表示，傳播需要跨領域的專業人才，非常歡迎不
同科系慈大新鮮人加入人文志業！接著是由人文志業中心服務的校友們分享。93
級東語系鄭雅涵在大愛台人資部門任職，他說：「四年在花蓮的學習機會珍貴，
請把握住！」
　　107 級傳播系李旻佑在人文志業品牌拓展部門服務，他表示大一到大三參加學
校活動到過三個不同的國家，建議大家多多參加國際交流，學會運用資源，也能
透過系上課程參與社區活動，提升自己的軟實力！北區歡迎茶會最大特色就是參
訪慈濟醫院和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也是慈大學生的實習場域。「我們也很擔心疫
情！但是醫學系是柏勳嚮往的，我們還是很支持他的志願！」醫學系新生吳柏勳
的父親吳先生表示，聽過校長分享之後，會很放心讓小孩子到花蓮心唸書，他今
天參訪慈院後也感受到醫院真的很忙碌。新生吳柏勳分享：「對生物比較有興趣，
也希望可以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來幫助別人，醫生是一個最直接傳遞關懷的管道。」
在大愛台參觀時，大愛主播倪銘均親自迎接新生，示範如何播報新聞。傳播學系
新生張晶惠表示，選擇讀傳播學系是她由衷的心願，並得到父母認同與支持。晶
惠的爸爸張先生也非常興奮表示，慈濟在社會大眾心中的形象是非常正面與良善，
支持她的選擇。另外還有護理系的新生們表示，家人們都非常尊重他們的選擇，
同學們也分享，對未來會有一點擔心，但相信在慈濟的環境中，可以慢慢成長，
成為更好的自己。

 ( 文：胡淑惠、顧敏慧／攝影：弘祥根、黃仁川、張進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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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人才交流 慈大與泰國詩大簽署合作備忘錄

　　加強台、泰人才交流，泰國詩納卡寧威洛大學 Somchai Santiwatanakul 校
長 30 日率領副校長、院長、教授等 34 人參訪慈濟大學，並與慈濟大學簽署合作
備忘錄，慈大與詩納卡寧威洛大學重視 SDGS 永續發展目標，以培育具有人文與
專業的人才為主，希望透過兩校之間的結盟，為人類社會的未來共謀福利。
詩納卡寧威洛大學 Somchai Santiwatanakul 校長致詞表示，非常榮幸來到慈濟
大學，感受到大家的熱情歡迎，詩大致力於永續發展，期待透過與慈大的合作結
盟，在師生交流、聯合會議、研究項目、短期課程和學術項目等，一起努力，共
同推動永續發展各面向。
　　 簽 約 典 禮 上 由 慈 濟 大 學 劉 怡 均 校 長 和 詩 納 卡 寧 威 洛 大 學 Somchai 
Santiwatanakul 校長代表雙方簽約，劉怡均校長特別感恩慈濟基金會吳添福師
兄，一直以來協助慈濟大學和泰國的交流。吳添福師兄說：「很榮幸參與兩校的
簽約典禮，這是兩校好的開始，為的是下一代良好的教育。」

 ( 文：李家萓／攝影：李家萓、曾繼鋒 )



22

國際交流

交流再躍進 慈大與港大護理學院簽署交流備忘錄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為增進學生學習視野國際化，在慈濟大學醫學院陳宗鷹
院長見證下，與香港大學護理學院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由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院長林佳靜教授及慈濟大學護理學系主任彭台珠教授代表簽署。雙方也隨即針
對日後合作交流細節進行討論。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院長林佳靜教授表示，兩校在多年前便曾討論合作交流
事宜，後因疫情暫緩，感恩有此機會能落實達成。慈濟在國際間非常的有名，
尤其在香港，大家講到慈濟都會肅然起敬。因此希望港大的學生有機會能夠來
慈大一起學習，學習慈濟大學校訓「慈悲喜捨」，也能夠把慈濟「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精神落實在教育中，期待未來雙方有更多一起學習、共同成長的
機會。
　　慈濟大學醫學院陳宗鷹院長說，慈濟大學優勢在我們的環境，能讓學生有
機會接觸到志工團體或參與相關的活動。例如：慈濟人醫會，東區人醫會固定
每個月到東部偏鄉義診，慈大醫學系或護理系學生，有意願都可以一起去參與，
學生們實際參與就比較可以體驗。
　　慈濟大學護理系彭台珠主任表示，香港大學的國際化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因此期待讓師生有更多和國際連結交流，互相交換學習的經驗，在護理教學或
是對人類的健康照護專業的貢獻和服務，都會有不同的觸發。香港大學護理學
院院長林佳靜教授則表示，慈濟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形象，就是在醫學人文這部
分，這也是西方國家比較欠缺的部分，這也是大家對慈濟非常景仰的地方。學
習對方的優點及經驗，未來兩校將從學生的短期交換以及學術活動的交流開
始，互相學習，相互支持，共創合作新局。( 文：王碧霞／照片：曾繼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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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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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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您好 :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轉眼間慈大已培育出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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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