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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祝瑛學姊現任職於桃園縣張老師，她曾擔任過杏壇的編輯，是一位非常熱心

的學姊。杏壇編輯小組訪問她的目的在使教育系的同學對張老師的工作有個大

概的認識，除此之外我們還談到了很多問題，如學生與職業人的差異丶服務的

人生觀、自我實現等等。與學姊談話是一種享受，專注的眼神，和藹的笑容無

不展現她的關懷與熱心。學姊雖然個兒嬌小，給我的感覺卻是精力充沛、有自

信、有原則丶樂於助人的，像個充滿理想的宗教家，又像是勇往直前的實踐

家。以下就是我們採訪的實況記錄:  

 

從學生到職業婦女心態的轉變 ? 

大學時代因爲處在校園的環境，有人說大學生是一群犯了錯不用負責任的

人，犯錯後沒有人會去追究他的錯誤。但是身為一個社會人士情況就不一樣

了，尤其身爲張老師，面對的是社會上會發生困擾問題的人，就是個案，此時

我走的路不能有任何犯錯的地方，畢竟沒有了校園這一道圍牆的保護，就等於

是一個獨立的個人，要去扮演的是面對社會群衆的角色，這時人家對我的要求

已不是大學生那樣的浪漫、風趣、瀟灑和不修邊幅。最明顯的就是心態上的改

變，在穿著、行爲舉止方面也有人要求。我是覺得踏出校園後就是成人的社

會，這時比較不像從前那樣容易做夢。還好我在大學時代一直有機會去參加社

會的行列，所以感覺上還沒有超出自己當初的想法太遠，踏入社會之後感覺在

心態上是有差異，但是對社會上的看法及對自己的肯定差別不大。  

 

爲何想到去從事張老師的工作？  

擔任張老師這個工作是很突然的，大四時我一直在準備研究所的考試，自

認爲那是我最用功的一年，但沒想到孤注一擲竟然馬失前蹄，沒有考上。知道

了沒考上，有一陣子相當消沈和難過，過了一段時間，我又振作起來，覺得應

該要馬上面對就業的問題。畢業前我曾在地方法院從事觀護、輔導的工作，很

湊巧的那時候我參加大專輔導員的授獎典禮，遇到一位義務張老師，他告訴我

團委會正在招考張老師，不妨去試試看。我是一個思想和行動結合的比較快的

人，想到就去做，報名後才知道我是二十幾個投考人中唯一沒當過義務張老師

的，而且又是逾期報名，參加筆試和面試後我僥幸的被錄取了。剛開始我還不

是很想參加，因爲在大學時我在地方法院工作，對張老師的概念很模糊，後來

因爲工作和受訓的關係，我發現這工作蠻有挑戰性的，也因爲大學畢業能找到

一份工作先穩下來，於是就決定參加張老師的行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

覺得一定不要去抗拒新環境的接觸。到目前爲止我覺得我過得蠻愉快的，因爲



我接觸的都是人，所以對自己與人相處這一方面的磨鍊很大。我從事的是專任

張老師，一方面是對外和對內的行政工作，一方面照顧義務張老師，有時也會

接一些個案。由這個工作中我了解現在社會上有那些問題的存在。對我本身來

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磨鍊機會，因爲那兒的工作要求很多，不管在時間上或精神

上的付出都很大，沒有固定的假日，工作時間有時也應需要而增加。但我把這

些視爲一種磨鍊，讓自己不論在脾氣或修養方面慢慢的變好，進而改善家庭的

氣氛，這對我自己是有幫助的。  

 

一個轉導者應有的基本態度是什麼？  

輔導是一種助人的專業，當一個個案來找你的時候，你如何運用你的同理

接納，還有你的關慣、你的傾聽，針對這些技巧讓他對你產生信賴之後，他就

把他的問題提出來與你共同討論，然後你如何利用你的專業知識、經驗，還有

一些晤談的技巧等等，讓他能夠更加澄清他的問題，讓他了解問題的癥結所

在，有哪些因素可能是他所忽略的，幫助他了解他應該怎麽做。輔導有一個很

高的境界，即我們不是告訴他如何做，而是幫助他處理問題的能力。舉個例子

說，有些個案打電話來，我接了電話：「張老師電話，您好。」他就開始傾訴，

我在當中沒有插什麽話，只是用一些附和的口音，僅僅如此，到後來，那個案

自己講了一句話：「張老師謝謝你，我現在知道應該怎麽做了，謝謝你聽我一

說。」就掛斷了電話，但我並沒說什麽，只是專注的傾聽，因爲在他的談話

中，就等於把他的問題重新再想過一次，就知道該怎麼做了。不過這是比較運

氣的一面，也有比較困難的問題，比方說工業社會裏常會遇到神經緊張、精神

官能症這方面的問題，這種類似精神或神經患者，通常我們會提供他們資料，

使他們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醫療機構去幫助他，這時我等於是一個中間轉介

人。  

 

在從事張老師這樣一個服務性的工作之前，對「服務」這兩字的概念是什麽？  

我最喜歡的就是中山先生所說的人生以服務爲目的。我本身對人很感興

趣，當初所以會唸社會科學這個領域也是因爲這個緣故。因爲對人感興趣，我

常常會懷疑自己能爲社會、家庭做什麽事，無形之中會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影響

別人或幫助別人。學生時代我常有機會擔任班級幹部，一方面自己個性比較開

朗喜歡和別人接觸，在大學時代的一些嘗試到後來好像變成無形中栽下的樹

木。比方說暑假的快樂兒童假期就是那時候我們一群人，因無聊而產生的嘗

試，現在已變成系裏的固定活動，這也是一種服務人生，也是一種自我實現的

過程。  

 

對「服務」的感覺和看法 ?  

我一直很強調天生我才必有用，既然我生下來就有我的目的，就不要辜負

身爲人的一個機會。我的思想和行動結合的比較快，往往在行動之後，再慢慢



地加以修正，我絕不是一個發明家而是一個實行者。對於服務的人生觀我覺得

很難用具體的話來形容，但總是期許自己往這個方向走。我認爲自己若有服千

百人之才的話，就要服千百人之務。  

 

對於欲從事張老師的學弟妹之建議  

在大學時代有機會就應參加類似張老師的團體，不但可接受專業訓練，也

可幫助自己的成長。以目前桃園地區來說，每年三、九月對外招考義務張老

師，資格是大學三年級以上的相關科系，或是一般的社會青年，但其學歴必須

在大專程度以上，可以到救國團分部報名。台北的情況也差不多，但因報名的

人很多，所以速度要快，訓練的時間有半年，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輔

導的概念，第二個階段是助人的技巧，第三個階段是義務張老師的實習。課程

和時間的安排相當密集，其間會淘汰一些不適合的人，半年後接受張老師聘書

的都是相當有心從事這項工作的。從事這種助人工作，自己的收獲也很多—自

我肯定、自我成長和自我實現。  

 

叮嚀學弟妹的一些話  

我會經在吳靜吉博士的心理與人生一書中看到大學時代有四個夢在追求，

第一個是人生價值的追求，第二個是追求良師友，第三個是追求終身的職業或

事業，第四個是愛的尋求。由這四方面來看我想到我在大學畢業紀念冊上曾寫

了九個字「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我對宋朝註明儒者程灝所說的這九個

字有很大的感觸。現在我分別討論之： 

第一居處恭—學生時代因爲生活比較悠閒，所以會產生很多夢想，記得那

時候有幾個同學聚在一起聊天，有個同學說他想辦一所幼稚園，怎樣使我們的

下一代過得更愉快、更健康、更幸福。在這時期因很用心的在生活，比較留意

周遭所發生的事情，會去關懷，也會產生很多夢想，居恭處就是形容這時候的

心境。現在我是一個職業婦女，常常會想起兩句話「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

卑瑣不以爲貶。」這就是說在繁忙、劇變的時代並不覺得有什麼憂慮，因爲你

很肯定自己的方向。「安卑瑣」就是說即使將來你所處的行業或你的身分地位很

卑下，如同清道夫，但是不以爲自己是個貧賤的人，也不會因爲生活上、工作

上的忙碌而覺得惶惶終日。不要因爲我同學是大學教授而自己是個小教員而覺

得很卑下，我常用這兩句話來勉勵自己。 

 第二執事敬—剛才我提到過大學生有犯錯而不負責任的權力，所以你要儘

量去嘗試，不要怕犯了錯你承當不起，其實很多事就是在嘗試階段做出來的，

所以大學時代要去嘗試、探索、發揮、創造，不要因前人給我們的固定印象而

受限制。在嘗試、探索、發揮、創造中你會更肯定自己的方向，更了解自己是

怎樣的一個人。我覺得眞正的學習在踏出校門之後，此所謂的學習是說真正與

社會結合的學習。在學校中培養一些能力，如參加社團的能力、領導能力、學

人相處的能力等，這些都是磨練出來的，在此時能有這樣的體驗，到社會就能



適應的好。 

第三與人忠—我認爲學教育、學社會科學的人，不論從事任何行業，總是

活在人群當中，你的學問、你的品德會幫助你成爲一個成功的人，但光憑這些

是不夠的，你還要去追尋與人相處之道，學習怎樣與師長、同學相處的很愉

快，但這並不是鄉愿式的愉快，而是讓人覺得你很坦誠。從事教育工作面對的

是下一代，你沒有一個可愛的人格、可愛的個性讓人家喜歡你、想接近你，那

你就是很失敗了。與人忠就是坦誠，與人相處是有技巧的，要去多多磨練。在

內求的功夫上會讓自己早一點成長，不會因情緒上的困擾而感到自卑、沒有信

心。如果還有最後一點，就是同學的紛紛結婚讓我有個感觸，因畢業之後，所

面臨生活上的壓力馬上就來，如生活的壓力、父母親的壓力、婚姻的壓力、事

業的壓力，這段期間若工作的尋找不順利，在自我肯定方面没有很穩的話，往

往會在倉促的情況下，好像只要抓到一個人就可以寄託，有些人就在這種情況

下結婚，不能說這是不明智的舉動，但是有點莽撞。所以我認爲學生時代在感

情方面可以去磨鍊，不是抓一個對象，而是在愛情方面去體驗。如此很用心的

生活之後，你會了解自己所為何來，所去何爲。  

因學姊下午上班，所以訪問到此不得不結束，臨去前她表示若是大家有什

麽事願與她一起討論或是需要她的幫忙，都可寫信或打電話至桃圆縣張老師與

她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