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夏日酷暑的午後，操

場上同學們的嬉戲打鬧

聲此起彼落，而我們已在

校園的一隅，等待受訪

者，完成接下來的訪談，

「同學們，都到了阿」一

聲很有活力的招呼聲。他

是資訊一甲的副班導，擔

任過資訊系的主任，曾經

領航資訊系的舵手。 

張元銘 採訪、撰稿（２０％） 

蔡育嘉 採訪、撰稿（２５％） 

許熠楷 聯絡、規劃行程（２５％） 

陳新仁 錄音、重點統整（１０％） 

魏向晨 錄音、重點統整（１０％） 

蔡宇翔 攝影（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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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一甲-張元銘  

資訊一甲-蔡育嘉 

資訊一甲-許熠楷 

資訊一甲-蔡宇翔 

資訊一甲-陳新仁 

資訊一甲-魏向晨 

 

情定逢甲-                             

  王益文教授 

“一座指引迷失在浩瀚資訊

海洋中船隻的燈塔 “  



都竭盡全力，成為同事的好夥伴。更

因此成為了資訊系系主任。相信逢

甲資訊系從剛開系至今的努力及成

果，教授是功不可沒。教授謙虛的

說：「我沒這麼偉大，我只是做好自

己的本分而已。」教授也勉勵我們：

「學習並不能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一定要學的有血有淚才會學到東

西。學習過程固然艱辛，只要堅持下

去，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定可以有一

番成就。念書要為了自己而念！要

知道自己想要學甚麼，才不會白白

浪費在大學 4 年的時間！在嘗到成

功的果實時，就不會後悔當初做的

這些努力。」 

   身為台中人的王益文教授，笑

著說：「也沒甚麼原因啦，只是因為

方便，就來這邊教書了。」那時我們

聽到，哄堂大笑。說起來輕鬆，但是

教授跟我們說：「選擇相比貫徹初

衷來說，往往是要簡單許多的。」雖

然沒甚麼條件就選擇了逢甲，但是

教授也從來不馬虎，在任何事情上

曾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任

教的王益文教授，在海外教書長達 6

年的時間，放棄國外優渥的生活，回

到台灣教書，在地深耕台灣本土的

學子，當我們問到時，教授一臉平靜

地說「我在國外教書 6 年的日子裡，

常常都在想著，如何憑藉自己所學，

讓台灣的孩子更進步，不與世界脫

軌。」接著毅然決然地回到台灣，就

算這過程中，承受著許多人不看好

的眼光，甚至批評，但教授仍不畏懼

任何閒言閒語，一心只想回饋台灣

的學生，雖然這僅是幾句話的時間，

但從我們的視野裡感受到教授那充

滿歲月痕跡的眼神，接著教授回到

逢甲之後，經過長達 25 年的時間，我

們開玩笑的說「教授教書的時間，都

比我們的年紀還年長了呢！」 

更深，導致不論是短期或是長期的

交換人數都屈指可數。」教授也十

分鼓勵我們出國開拓視野、見見世

面。前提是要把準備工作準備完

善：語言、經濟能力、課業問題等

等。教授風趣地說：「出國看看會

發現，很多東西跟自己想像的完全

不一樣。學習不能只侷限在這小小

        王益文教授在交通大學控制工

程系畢業後，前往美國密西根州立

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深造。在發揮

自己在台的所知所學之後，得到碩

士學位。緊接著繼續鑽研專業，在

和同學緊密互相交流、研究後得到

了博士學位。教授說道：「可能是

資訊系的課業比一般科系來的更重

的台灣、多開拓視野總是好的。」 

頁 2 

落地於逢甲 

熱愛家鄉，回饋台灣本土學生 

遠渡重洋，深耕自我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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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問教授前，我們找到了一

位曾經被王益文教授教過的學生，

現在是我們其他課的助教，現在也

就讀資訊系碩士班，對於王益文教

授，學長表示，教授的存在像是一個

好朋友，不管是在學業上，抑或是生

活方向給予目標與指導，當遇到困

 

表現得比男性更優秀 ，這是教授們

所樂見的。近年來，分支出了＂資電

榮譽不分班＂。我們好奇的問道：

「這跟我們資訊系有甚麼差別？」

教授說最大的不同就是：「資電榮

譽不分系的學生可以多一年的時間

可以考慮之後要選甚麼系。大二可

以選擇資電學院的的系就讀。雖然

比大家晚了一點時間起步，但也可

以更明確的知道自己想要甚麼系。」 

        物換星移，經過數十年的轉變，

教授對於逢甲大學的改變，教授對

於現在資訊系的男女比例的改變很

有感，當年的資訊系的女生只有十

來個，對比當今，現在的資訊系似乎

被比較多的女性所接受，對教授來

說是一件很新鮮的事，不在是男生

所專屬的科系，甚至有更多的女性

教授笑著說出當時學生對他的

評論，不外乎都是:考試很多、很嚴

格……等等。但是，總是能收穫滿

滿。學生也說平時教授也給人一種

好朋友的感覺。並且也很樂意幫助

學生。例如：曾有一次學生有經濟

上的困難，常去找教授，教授很樂意

的幫助他渡過難關，每次都會幫忙

買午餐給他吃。透過這溫馨的小故

事知道，王益文老師並不是以自己

的利益為優先，而是盡全力的協助

任何有需要的學生。在訪談的過程

中，老師也很鼓勵我們多多跟老師

交流，有任何的問題，老師也會盡全

力協助我們。有這樣為學生著想的

老師，想必就算中途的路程備嘗艱

辛，最後能收成的果實也會是飽滿

甜美的。 但是，若人在完全沒有壓力

的情況下，會如溫水煮青蛙般的慢

性自殺，有時也需要嚴格的老師來

帶領我們，修補我們的不足，而教授

這般既嚴格又不失幽默的教學方

式，總是讓學生十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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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流逝，看盡逢甲資訊系的轉變 

嚴師出高徒  

亦師亦友，同時兼具人生與課業的導師 

難時，指引一條正確的道路。一位優

良的老師帶給學生的絕對不會只有

課業上或學術上的知識，他也會給予

學生一些人生道理，處事態度等等。

我們就如白紙，而老師們就如五顏六

色的彩色筆，一種顏色是不可能完成

一幅畫的，好的畫作通常都是色彩斑

斕的。因此學生們就算面臨考試，

老師在講課業外的知識時也會認

真的聆聽。  



因為與學生良好互動以及嚴謹的教學,在學校的隨機抽問中獲得

學生以及其他教師的推薦。在一開始的每系推選的時期最終獲得優良

教師的殊榮,而後來的學校改制後從每系改成全校二十名教師中也獲

得優良教師的頭銜,在訪談的過程中教授神采奕奕地跟我們說著這段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往事.也彷彿訴說著自教授從美國尼明蘇達大學返

台教書時,背棄高薪返來台灣教書,為了台灣的莘莘學子努力的付出,而

獲得的榮耀以及當年年輕理想的實踐，最終不負眾望的獲得了優良教

師的榮譽。在逢甲２５年的教學資歷中，總共獲得了兩次的優良教師

的榮譽。雖然之後也有被提名上榜，但是王益文老師謙虛的說：『不

能總是霸佔人家的位置，要給新進教師一點鼓勵和機會。』老師依舊

照著他的教學理念持續不斷的教導著眾多學生。持續為逢甲的大家庭

注入一股力量。 

 

 

可以抬頭挺胸的說出你們的專長及

能力。盡全力守護住逢甲資訊系的

名譽！」 

由於未來資訊時代的來臨，身為

這個時代的先鋒，教授給現在學生

的建議「英文、英文、還是英文」曾

經在國外教書的教授，對這件事深

有感觸，對於現在學生的學生素質，

教授認為除了專業技能外英文仍是

與國際快速接軌的一個標準，教授

認為學生應該好好利用學生外語文

中心的資源。除了自己本科系的專

業技能，更應該在課餘時間，好好精

進自己的軟實力。另外，時間管理更

是強調的重點，教授指出如果在這

大學的期間都沒辦法培養自己時間

管理的能力，那這樣出社會的話，這

會是一個劣勢。「為甚麼我要用你，

你有什麼專長？」教授站在主管的

立場問我們，我們頓時啞口無言。教

授笑著說：「你們現在還不知道沒

關係，但是希望你們念完 4 年之後，

給未來資訊人的一封信 

優良教師，成為眾多教師中的明亮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