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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說明：學務處自 105年 12月起，開始發行「學務報報」電子報，期擴大學務

宣導效果，讓全校師生一同了解、一同關心學務工作，促進學務工作做到為全校

師生完善服務的目的。 

健康上網、幸福學習闖關活動 

諮商輔導組 張絜琁心理師 

11月 16日（星期三）下午二時，學生

會利用圖書館大廳、文化走廊舉辦「健康上

網、幸福學習:青春飛揚不迷網」的闖關活

動。希望透過闖關活動和議題宣傳，提醒同

學習正確使用網路，善用網路做為學習的途

徑。 

青春飛揚不迷網的闖關活動由王學務

長揚智主持，王學務長說：科技資訊的進步

帶給人類方便，但也帶給人類許多負面影響。

例如：現代人吃飯、坐車、甚至念書都時時刻刻不離手機，雙眼緊盯著手機，手

滑呀滑，因而影響吃飯、工作和念書；另，機關利用群組的功能來增加工作效率，

促使員工時時都要察看是否有新的訊息或任務，倘若有時因為無法正常使用手機、

而產生焦慮、緊張可就不妙了。這種過度依賴網路、手機的情形就是「網路成癮」

或「手機成癮」的徵兆，要特別小心防範，要建立正確使用網路或手機的概念。 

2015年教育部委託成功大學與亞洲大學共同執行「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調查與

分析計畫」，發現 103年的高中職生線上遊戲成癮盛行率是 9.7%，104年則提升

為 11.5%；智慧型手機成癮的盛行率，103年是 15.4％，104年則升高為 18.0%。

明顯可見網路與手機成癮的問題日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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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校學務處諮商輔導組針對本校 2890位大一新生進行調查，發現 9.6%

的學生是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5.9%疑似網路成癮。調查 1016位大二至大四學生

有 7.3%是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4%疑似網路成癮。整體來看 3906位學生之中有

9%是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5.5%疑似網路成癮。這個結果雖比 2015 年教育部委託

的研究結果低，但還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  

因此，學生會舉辦青春飛揚不迷網的闖關活動，總共有六關，每一關都融入

安全上網、網路資訊、網路詐騙、網路霸凌的相關因應措施，並且，為了鼓勵同

學多參加戶外活動，增加人際之間的互動，降低人與網路間的聯繫強度，以避免

網路成癮的干擾。 

最後一關還要求參加的同學在一週之內能規範與

克制自己不能用手機的情境（課堂、吃飯、行走）；

逐漸拉長不使用手機的時間(15分鐘、30分鐘-1小時

-2小時)，安排不用網路和手機的活動，例如一起玩

桌遊、外出打球、參加社團，讓生活的目標更多元化。

參加闖關活動的同學，每一個都非常投入，臉上洋溢

著青春的笑容，展現青春飛揚的氣息，不像是沈迷網

路的一臉茫然，失魂似的遠離人群。 

活動在下午五點鐘結束，負責規劃活動和在場內

主持的同學一邊整理場地，收拾道具，一邊閒聊著活

動過程中的趣事，意猶未盡的享受著闖關活動中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珍貴經驗。 

體驗身心障礙者活動 

資源教室 洪鏡閔輔導員 

10月 26日(星期三)資源教室舉辦體驗身

心障礙者活動，邀請台南市輔具資源中心之指

導人員與活動協助人員一同為全校師生服務，

希望藉由體驗活動，落實「零拒絕、無障礙」

的特殊環境，並培養「尊重生命」與「自我省

思」之能力，增進師生對特殊教育學生之了解、

同理、接納及融合，進而提升其對特殊教育的

支持與關懷。 

活動的設計，在看、行的障礙上，讓參與者體認視障

朋友「行」的需求。此關卡為 2關，其中一關為 2個人一

組，其中一人先蒙眼，由另一個人協助，繞榕園一圈，最

後回到關卡簽名即可過關；另一關亦為兩人一組，另一人

蒙眼，並聽從另一人的指示，繞榕園即可過關。 



在說的障礙上，體認聽障朋友與人溝通的需求及方法。由關主以唇語的方式

要對方拿取東西，周圍有很大聲的音樂作干擾，如拿正確關主指令的東西即可過

關。 

在走、動的障礙上，體認肢體障礙朋友如何

以輪代腳克服各種環境障礙。此關卡為 2關，其

中一關由同學駕駛輪椅到前方，拿長夾夾取寶特

瓶至另一方，全部夾取完畢即可過關；另一關卡

為同學駕駛輪椅繞榕園一圈，即可過關。 

參與體驗活動的同學，剛開始雖然多少是抱

著玩遊戲的心態，但是當他身入其境之後，一個

一個感受到身障同學的困境，逐漸收起臉上的笑容，認真的面對自己的限制，靜

靜的體會身心障礙者與世界互動的心境，相信在這片刻之間已經萌發深刻的同理

心。 

 

MR./Miss right not right 之親密不要暴力 

諮商輔導組 蔡蓮君社工師 

    家庭暴力防治法於 103年 11月修法通過，105年 2月 4日實施，首次將 16歲

以上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

準用保護令聲請及執行相關規定。也就是說，大學生們在親密關係中，若發生身

體或精神上暴力事件時，都能受法律的保護尋求相關資源。 

     

    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所作的研究，發現戀愛關係中的暴力是有警訊可循： 

一、影印機：嫌東嫌西，希望你成為他心中理想的樣子，但這卻不是你要的生活。 

二、GPS定位系統：要求你回報所有行蹤，限制你出席聚會及與異性來往。 

三、拳擊機：他常打你、推你、大吼、丟東西、搥牆、虐待動物，縱使事後道歉，

但再次情緒失控時仍會作出暴力行為。 

四、電子寵物機：要求你遠離與其他人相處或聽命於他，讓你的生活只剩下他。 

五、不如意都怪妳：所有不如意都是你的錯，企圖傷害自己或別人，讓你自責。 

六、大聲公：常在他人面前斥責、批評、貶抑你，讓你處在尷尬情境中。 

七、情趣用品：以暴力方式要求你配合他的性需求，或拒絕讓你避孕。 

 

    當你發現身邊友人或自己正在經驗這樣的一段關係，一個

人面對那會是多麼的沉重，建議你可以找信任的老師或到諮商

輔導組找心理師，一起聊聊討論，說說你內心的壓力與困擾，

也可以知道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以備不時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