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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短文 

共創優良的師生指導關係（教師篇） 

一段穩定、和諧與健全的師生指導關係，是需要師生雙方共同努力才有可能達成
的，而且理想上，雙方都會在其中有所收穫。指導關係對研究所的學生而言更是至關
重要，它不僅影響著學生的專業發展，也攸關他們能否如期取得學位。而對指導教授
來說，研究生會是其研究計畫能否持續有所進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實所謂「優良的師生指導關係」（good mentoring relationship）並沒有絕對的
定義，指導教授與學生的個性、團隊管理風格，甚至是所身處的機構文化與研究領
域，都會影響師生互動的方式。但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策略是通盤適用於各種研究
所教育的。本期電子報即彙整國內外大學、研究機構網站的相關資源，整理出一些有
助於促進優良師生指導關係的策略，主要是希望對新進的大學教師能有所助益，包括
對於該如何與研究生相處能有初步的認知，同時也讓有意進一步促進指導關係的其他
教師參考。最重要的是，希望這些策略能讓師生共創優良的指導關係，為教師與研究
生的合作研究創造雙贏的局面。 

一、協調師生雙方對彼此的期待 

• 身為指導教授，您需要設定自己對每位學生的學業表現期待，並將這些期待
清楚傳達給學生知道。 

• 瞭解每位學生對學業活動的安排與期待，包括他們的修課規劃與預期的畢業
時程；如果學生的期待不夠符合現實情形，應該及早提醒他們，並與他們討
論和重新規劃。 

• 師生對彼此的期待有時會隨著教學情形而改變，因此需要定期重新確認，並
於必要時更新。 

• 在與學生溝通時，努力讓他們感受到您對他們的信任與友善，以及您的專業
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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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識別與尊重學生間的個別差異 

• 不妨花些時間去理解每一位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個性，並針對不同學生的情況適
時調整指導方式（切記，沒有一套指導方式是通盤適用於全部學生的）。 

• 瞭解並尊重每位學生在待人處世上的原則與底線，就如同您也會希望他們尊重
您的原則與底線。 

• 瞭解並尊重每位學生在學業與研究上的個人決定，以及他們為自己設計的生涯
規劃。 

• 識別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並在不影響群體利益的情況下，以包容與開
放的心胸接納與調適各種文化差異。 

三、積極與學生進行溝通 

• 定期與學生開會和討論，並藉此掌握每位學生的學習情形與研究進度。 

• 不輕易缺席或延遲與學生的討論。當與學生交談時，盡量全神貫注，並降低外
在的干擾或其他可能打斷這場討論的外部因素（如婉拒臨時的來電）。 

• 讓學生找得到您，包括建立直接的溝通管道，而不是仰賴第三方的居中傳話。 

• 針對學生在學業與研究方面的提問，給予具建設性的意見；即使發現自己無法
回答他們的問題，也能提供其他的諮詢管道。 

• 師生雙方遇到任何問題甚至是衝突時，應該盡量直接討論，共同研商解決辦
法，或是請第三方參與協調；千萬不要放任問題存在而不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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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互動中察覺學生的需求 
• 在開學初期，可能有些新生會陷入「冒牌者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的

心理狀態，擔心自己是不是僥倖才考上研究所，或會不會因為能力不足而無

法完成學業。身為指導教授，此時您若能展現出對於教學的熱情與樂觀，並對

這些學生給予持續的鼓勵和支持，對他們來說將至關重要。 

• 理解一件事實：只有少部分有需求的學生會主動向您請求幫忙。有許多需要協

助的學生，會基於高權關係或其他因素，不敢向您反映自身的困境。因此，您

需要善用每一次與學生互動的機會，觀察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態與情緒，並從

他們的言語與行為間發掘他們的需要。 

五、利用具體的語言鼓勵學生 
• 當學生在學業與研究方面有成功的表現時，請不吝給予他們讚美；這對他們

在建立信心與完成學位的過程來說，將是無比重要的。 

• 善用具體的舉例去評價學生的表現，例如： 

「你這次的實驗做得很好，尤其與前次相比，你在_______方面有很明顯的進

步，而且有留意到_______面向，若下次再著重_______方面會更理想」，而不僅

是用籠統的詞彙，例如「很棒，請繼續努力！」 

六、制定與落實師生合作的原則 
• 確保學生對於學術倫理、研究倫理，以及相關規範都有充分的認知。 

• 向學生清楚表達您對於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的高標準期待。 

• 制定出研究團隊的師生合作指引，並要求所有團隊成員確實遵守。 

• 學生對研究有所貢獻時，應該合理表彰他們的貢獻（例如在決定師生合作研

究成果的作者排序時，決策過程應該公平且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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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供持續的專業教育與支持 
• 提供學生在完成學位上所需的資源與機會，例如專業訓練、設備儀器、獎助學

金、推薦信，以及實習機會等。 

• 鼓勵學生學習新知、嘗試新技術，以擴展他們的專業能力，並在過程中與他們交

流學習心得；這是為了他們畢業後能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所做的準備。 

• 讓學生知道「失敗」也是有效益的（例如實驗失敗、投稿不成功等），因為每個人

或多或少都會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到一些東西；很多時候，失敗是成功前必經

的過程，而不是最終的結果。 

• 確保學生瞭解他們的努力不只是為了達成個人目標，有時也會為特定的研究領

域或社會大眾產生珍貴的價值。 

• 有些學生會因為其他因素而漸漸疏於學業（如工作、家庭等），甚至使得師生關

係變得疏離。在這種情況下，您不妨試著放下身段，主動與他們聯繫，傳達您願

意與他們交談的心意。 

八、重視心理健康 
• 適時關懷學生的生理與心理健康。 

• 身為指導教授，您也需要管理與調適自己的壓力，並適切關照自己的心理需求。 

 

除了前述策略之外，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研究誠信辦公室（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亦提供指導者能促進研究倫理的五種方法，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

源中心已取得授權並重製海報文宣（如圖 1），供有需要的教師參考。本文文末的「延

伸閱讀」亦列有其他有助於創造和諧指導關係與合作研究的參考文件與資源，歡迎各位

教師參閱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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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璿安博士／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執行秘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教育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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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AREE）新訊 

一、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更換客服信箱 
本中心客服信箱即日起變更為 「aree_service@nycu.edu.tw」，若操作網站過程有

任何問題，請來信至新客服信箱，以免錯失本中心同仁為您服務的機會。 

二、忘記密碼新增「簡訊通知」服務 
本中心網站忘記密碼功能，除原有的電子郵件通知之外，近期增加「簡訊通知」選

項，可望大幅減少電子郵件被擋信的問題。手機號碼的資料為單次使用，不會儲存於
本中心系統（通訊服務商通聯記錄不在此限），若使用者沒有提出忘記密碼申請卻收
到通知，請儘速與本中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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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專區新增「英文教學簡報及教學指南」 
為使教師準備國際生課程有更充足的資源，本中心嚴選數位教材精華主題，製作

成英文版簡報及課後測驗題目，並另有設計教師教學指南，教師可依循指南建議使用
此套英文授課素材。目前推出主題為「不當研究行為及學術寫作技巧（Research 
Misconduct and Academic Writing Skills）」，未來將陸續推出各式主題簡報及指南，
歡迎各界多加利用。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teacher/teacher_teach/ 

 

 

https://ethics.moe.edu.tw/teacher/teacher_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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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件下載新增「申請政府部門研究計畫之主持人自我檢核表」 
計畫主持人投稿政府部門研究計畫之前，可能會因一時疏忽而誤觸學術倫理規

範，為協助計畫主持人自我檢核自身是否已符合倫理規範，本中心製作此檢核表，檢
核項目包括：計畫書中是否有註明自己已發表或完成的內容、涉及人類參與者之研究
是否已完成倫理審查等，希望計畫主持人透過本表再次審視計畫書內容，以確保其符
合 學 術 倫 理 規 範 ， 檢 核 表 歡 迎 各 界 至 本 中 心 下 載 使 用 。 網 址 ：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document/ 

五、相關書籍新增《當代研究倫理綜覽》、《動物研究倫理》、《學術研究
三部曲─小論文及科展完全指南》 

配合 110 學年度更新必修學生課表，本中心同步重新編纂官方版考古題，依照學
年度及學籍身分差別，製作 14 本學術倫理測驗模擬試題，形式分為「詳解版」與「試題
版 」 ， 可 提 供 學 生 練 習 管 道 以 及 教 師 教 學 素 材 。 網 址 ：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exam_pap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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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術倫理測驗題庫新增 14本模擬試題 

近期本中心新增三本學術倫理書籍推薦，分別為：國立臺灣大學蔡甫昌教授之
《當代研究倫理綜覽》，係講述不同學術研究領域常見的研究倫理問題；國立臺灣大學
徐濟泰教授之《動物研究倫理》，係試圖從受試動物的角度來檢視科學實驗的過程，進
而帶領讀者們反思實驗動物的倫理議題；建國科技大學劉啟民教授之《學術研究三部
曲─小論文及科展完全指南》，係考量學術研究向下紮根之趨勢，闡述高中階段應瞭
解的學術倫理基本概念，並透過介紹研究步驟來說明學術寫作技巧以及常見的倫理規
範。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li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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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術倫理教育電子書新增《給大學生的參考手冊─在高等教育課
堂中實踐學術誠信》 

八、上線預告：「學術倫理領域辭典」 

新生入學或新修某一門課時，老師可能會秀出學
校的學則，用當中的違反學術倫理態樣去提醒你不該
做的事（如不可抄襲與造假）。此時或許你會疑惑：只
要不做違規的事，就代表我是個有學術誠信的學生
嗎？不違規又是指什麼呢？本手冊介紹六項學術誠信
基本價值，以及呈現十則你在求學的過程中，時常會
遇到、且值得探討的學術誠信兩難情境。希冀當你閱讀
完這本手冊後，能理解到學術誠信的基本價值不只是
抽象的原則，它們還可能影響你在學校、社團與團體生
活中的決策結果，而這些對你的影響將會是正面的，
將會讓你成為一位更優秀的學生。「 教育電子書 」 網 
址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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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領域辭典」為本中心針對學術倫理重要或相關字詞，參考數篇國內外
文獻資料所彙編而成之辭典，內含中文詞彙、英文詞彙、釋義、參考資料來源，內容
均為中英雙語，可供各界比對閱讀，本辭典預計 2021年底上線，敬請期待！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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