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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13年11月 

電話：(05)2717192-3(一組)  電話：(05)2717196-7(二組)     傳真：(05)2717195  

網址：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1. 教育部113年11月18日臺教人(四)字第1130118046號函轉知，有關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管理局114年1月1日開辦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自主投資作業相

關事宜，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2. 教育部113年10月14日臺教人(四)字第1130104066號函轉知，有關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理局）檢送該局辦理「公教個人專戶制自主投資

線上宣導課程」實施計畫及課程連結資訊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

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超越性別觀點，照顧者世襲的性別枷鎖，影響孩子能否真實做自己 

             【本文摘自親子天下/黃之盈整理】 

我們被對待的方式，往往在言語中不經意就世襲傳遞著過往的性別觀念，照

顧者在潛意識中不經意識覺察就更容易只依靠經驗做事，無意間將過往所受到的

壓迫、無奈和不平等的觀念，世世代代的傳承下去！ 

對於世襲性別意識傳遞，我們需要更多的覺察和刻意轉換，才有機會做到！ 

那是一個閒來無事的下午，我帶著孩子到公園玩，一位年長的奶奶也帶著兩

歲多的孫子一起到公園散步，因為我們孩子年齡相仿，加上他看到我一個人帶小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dfb40c6b-426d-4103-a21d-ae76d6053c1d?nodeId=34705&sId=213730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806b9b9b-d44f-4315-8d2e-fd3613523fc3?nodeId=34705&sId=211881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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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隨意地聊了起來。當天公園悶悶的，雨要下不下的樣子，他一邊顧孫一邊隨

口說道： 

「阿呀，你帶著兩個孩子，真辛苦！不過先生要工作啊，不然誰工作養家？

你就將就著點」當下雖然一邊聽她跟我聊著，但我一邊得忙著看顧著正在公園跑

跑跳跳的孩子們。 

她開始自顧自地說「沒辦法，女孩子人家就是要持家，不然家務誰要做啊，

真難為你了！」這時我「恩哼」了一聲。當她感到我對她的話題稍顯興致缺缺

時，她赫然看到旁邊有另一位母親帶著三個女孩到公園玩，轉向一邊搧著風一邊

說「唉呦，你看她那三個孩子這樣跑跑跳跳的，媽媽怎麼管的？多危險！」 

接著，她話鋒一轉「過去阿我們那個年代，女孩子人家生了三個女兒是一定

要生第四個，看能不能拚個兒子，不然就會變成『棄婦』…」 

我聽到這句話，突然整個人訝異地回神，瞪大眼睛回頭望了她一眼，她老神

在在細數從前的樣子，真空了當下的時光！ 

身為輔導教師在第一現場和學生探討他們性別觀點的我。眼前出現五十年一

瞬的跑馬燈：從過去女性裹小腳、女性賣命生了七八胎卻生不出男孩的「重男輕

女觀點」、台灣性別觀念轉變、一直到現在性別認同變遷、多元家庭變革，近則

出現我手邊的個案家庭們，因為生不出男孩丈夫重複外遇、不斷對家人施以暴力

的故事版本。還有，那些關於「生女孩就是潑出去的水」「白養了」「白生了」

的觀念，一路轉移到我眼前的這位女性，她在一來公園時，問我雙寶的性別一直

說「一男一女，好佳在！好福氣！」「差一點就破功了」接著跟我糾正「男孩就

該用藍色、女生就該用粉紅色，你怎麼給男孩穿姐姐的衣服，這樣他改變性別怎

麼辦？」 

來公園不到一小時，說真的，我的腦袋一陣暈眩！ 

突然，「趴」的一聲，她的孫子在爬樓梯的時候踩了一個空，跌倒了「哇哇

大哭」了出來，她連忙大喊「不要哭！」「快起來！」「男孩子哭什麼哭？」眼

前兩歲多的男孩，還趴在地上不斷啜泣沒有停。當下，我感受到生長在那個年代

的女性，承受了多少壓力，承受整個家族的眼光、家務一把罩、養兒育女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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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生男生女影響著被家族「重視」或「無視」的賭注，孩子的穿搭需搭配性別

刻板印象，女性須不斷顧及旁人的眼光，一直被周遭”怎麼看”環伺著做得好不

好、夠不夠，被理所當然的要求著。 

在我這一代的台灣女性，突破了層層關卡走到這裡，解開世代的層層枷鎖，

卻在我站在這個公園一腳的瞬間，幾十年的男尊女卑、兩性不平的觀念一瞬被掀

開...。 

公園空氣悶悶的，我的心情也悶悶的。回頭望向我的孩子們，暗自深吸了一

口氣。回頭瞧見眼前的小男孩，他正強忍著哭泣，從溜滑梯旁，摀著眼睛強止淚

水，面對眼前主要照顧他的辛苦長輩，在他站起來的同時，我彷彿看到他也揹起

世代對男性期待的沉重世襲觀點。 

接著，他的命運將會如何呢？ 

想到這裡，我走上前去，跟眼前的奶奶說「奶奶你別擔心，即便他現在嚇哭

了也沒關係，他長大一樣會是勇敢的男孩！」我上前直接跟男孩說「很痛對不

對，如果是我突然跌倒，也會嚇到哭出來～沒關係！還痛不痛，需要我扶你起來

嗎？」會直接上前去這麼說的原因是，過去我在研究性別時，發現男孩在成長過

程中認為要成功只有一條窄門就是「先壓抑情緒」，他們在心中將大部份的情緒

表現、脆弱、哭泣、敏感或情緒化的樣子，是為自己很無能，因此產生許多身心

壓力和心裡負擔。所以，他們花許多時間在害怕自己變弱、不夠強壯，試圖壓抑

和隱藏自己的感情，面對問題也常有必須「要有肩膀」「像個男人」「凡事自己

承擔」的隱性壓力，這些隱性壓力間接帶來他們在伴侶交往時的優勢，卻也帶來

關係深化時，出現無法袒露心情的困難！ 

社會期待他們總是表現夠有男子氣概、也期待他們在事業的表現上夠果決具

領導力。所以，他們除了天性中本來就擁有的隱性競爭，更在後天被教養的過

程，無意識的被推往『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能悲傷或脆弱！』 

這樣過度倡導的「毒性的男子氣概」文化，正在分化社會中對於男性的可能

性，包含他們想保有中性特質的彈性，也間接弱化他們與女性相處時可以袒露心

情、分享壓力的能力！在過去，父權為上的世襲文化中，的確可以保有社會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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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特權、融入團體中的入門票和家庭地位。但是，在現代逐漸倡導平權的時

代，面對這些對話的衝擊，我仍然想做點什麼。我了解奶奶希望孩子勇敢、果

決，不被視為脆弱，但我想提醒的是，這些特質是跨性別都可以擁有，在這個公

園裡，讓他有機會思考對於「性別焦慮」帶來的教養盲點！ 

然而，相較於父權文化，所帶來「害怕女性過於強勢」的厭女態度，其實也

是「厭脆弱文化」的延伸，想打壓另一方脆弱就是缺陷，意味著「只要有人比我

更脆弱，就可以保有優勢，位於不敗之地的樣子」。但是，只要這個社會持續害

怕情緒化、排斥敏感、不允許哭泣，進而將這些特質跟愛、連結、脆弱與缺陷化

上等號，這個社會的分化和關於壓抑造成的身心健康，就會產生危機。我了解在

那為祖母的時代，有那個時空的社會規則，可我也看見的是，要斷開世襲刻板印

象的鎖鏈，絕對可以透過照顧者的覺察從中被解放出來！ 

 

 

為保障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依本法規定，該個人資料之本人可
以行使哪些權利？ 

【本文摘錄自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    

答: 

A：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

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其中對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

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

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

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司法院釋字第 585、603、689 號解釋參

照）。 

因此，本法第 3 條規定，當事人對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

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CCCBED61289FB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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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五、請求刪除。（另請

參照本法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3 條、第 14 條規定 ；施行細則第 10 條、

第 18 條至第 21 條規定） 

 

 

 

【本文摘錄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現在的新聞稿，習慣上都冠上記者姓名，新聞照片更是張張都署名，

這樣的情形，著作權屬報社？還是屬記者？利用時如何避免著作權方

面之糾紛？ 

新聞稿，如果是單純為傳達事實的新聞報導所作成的語文著作，不得為著作

權的標的，則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此外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新聞稿及照片如公開發

表時冠上記者姓名，以表示其為著作人者，推定該記者為著作人，但若有反證足

以證明著作人並非該記者，例如記者與其受僱的報社約定其職務上的著作由報社

為著作人，則報社享有著作財產權。 又依著作權法規定，受雇人職務上完成的著

作，以受雇人為著作人，但是著作財產權則歸屬雇用人，也就是說，報社雇用的

記者所寫的新聞稿，在雙方未約定以報社為著作人的情況下，記者是著作人，享

有著作人格權，報社是著作財產權人，享有著作財產權，所以報社刊登記者的新

聞稿及新聞照片，必須標示記者的姓名，否則有可能會侵害記者的姓名表示權。

當然報社可以和記者約定，記者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此種情況下，報社可以不標

示記者的姓名。 至於第三人要利用該新聞稿或新聞照片的話，除符合著作權法第

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合理使用的情形外，仍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報社的同意或

授權。 如果記者和報社自己約定，記者職務上的著作由該記者享有著作財產權的

話，這種情形下，要利用該記者的作品，須取得該記者的同意或授權。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lp-953-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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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捨離最難的是東西捨不得丟！歐美正夯「便便整理法」，快狠

準判斷物品去留 

【本文摘錄自早安健康/吳旻珊整理】 

每到衣櫃換季或年末整理的時候經常「難分難捨」嗎？尤其是有紀念意義的

物品，總是分心陷入回憶中，到頭來一個角落都整理不完？這樣的收納整理困擾

很多人都有，歐美最近非常流行一招「便便整理法（Poop rule）」，只要問自己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能快速決定東西該丟還是該留，斷捨離變得好輕鬆，整理

房間簡直像在玩一個小遊戲般有趣！ 

一名患有過動症的網友貝卡（becka Karle）在短影音平台「TikTok」分享，

每當她想打掃家裡，卻會因為注意力難以集中，遲遲沒辦法完成，直到治療師建

議她用「便便整理法」來決定一個物品該丟或不丟，竟然真的讓打掃的速度和效

率大幅提升！ 

「便便整理法」到底是什麼？其實方法很簡單，只要拿起一樣物品，在腦中

想著「如果這個東西沾到大便，會洗乾淨留著，還是直接丟掉？」舉例來說，浴

室裡放了很久都沒用的瓶瓶罐罐，如果沾到便便，可能很多人就會直接丟掉算

了；但如果是每天都要用的保養品、每次旅遊都想穿出門的心愛衣服，就會讓人

想洗一洗留下來。 

 

斷捨離好難，便便整理法為什麼有用？ 

「便便整理法」乍聽之下有點獵奇嗎？其實對難以斷捨離的人還真的有幫助！加

拿大成人過動症治療師克莉絲塔（Krista Carvin）表示，這種幽默的整理方式，

有助簡化過動症患者因為執行功能障礙而受影響的決策過程。 

簡單來說，本來可能是「這個物品我其實用不到→但以後可能也買不到→而且有

很多回憶→陷入到底該不該留的煩惱」，類似這樣複雜的思考過程，但問自己一

個問題之後，就直接轉變為「留下 vs丟掉」二選一的問題，所以對於整理過程中

容易分心的一般人來說，也非常有幫助。 

https://www.healthnews.com.tw/article/6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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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也深受斷捨離困擾，另一個和便便整理法類似的整理方式，是日本知

名整理諮詢顧問近藤麻理惠提出的「怦然心動整理法」。 

    先在腦中模擬理想的居住環境是什麼模樣，再依序將衣物、書籍、文件和雜

物集中起來，最後一個個拿起來檢視，留下會讓你感到怦然心動或幸福感的物

品，例如伴侶贈送的帽子好看又好戴，穿了好幾次的裙子還是覺得好可愛好心

動，這些物品自然很適合留下來。 

    等到篩選完這些讓你「怦然心動」的選手後，再按照一開始想像的房間把東

西收好，一個「理想中的怦然心動居家環境」便大功告成！「怦然心動整理法」

雖然不像「便便整理法」這麼快速俐落，需要打掃的人會花一點時間整理對每件

物品的感受，但這種整理方式不僅能讓打掃過程不那麼煩悶，還可以讓家裡留下

滿滿令你怦然心動的物品，是完全不同的整理體驗。 

【怦然心動整理法 4 步驟】 

1.勾勒出理想中的居住環境。 

2.按照衣服、書籍等分類，將需要整理的東西全部集中起來。 

3.將東西一一拿起來檢視，留下令你怦然心動的物品。 

4.果斷地把東西分門別類地收進該收的地方。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有些病都是「氣」出來的！藏醫：4種心情轉化技巧，不生氣賺進一生福氣 

           【本文摘自早安健康/洛桑加參（醫師）】 

生氣不如爭氣，幾個轉化技巧讓你華麗轉身 

     事實上，沒有誰能夠限制你再去登幾座山頭，除非你執意鬧彆扭。投資上有所

謂的「停損點」，設好停損就不怕輸到脫褲。生命中則有一個「完勝點」，在你獲得

大成功、開完香檳、拍完照之後，請到此為止，跟停損點一樣，也是要華麗轉身。唯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Node/Nodes?nodeId=48485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pstunt/1/1635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pstunt/1/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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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記得的是，我曾走過一條路、我曾登過一座山，我絕對有那個能力，再走它幾條

路、再登幾座山。走，或是不走？這是意願問題，不是能力問題。對著無能為力的自

己生氣，不如對著擁有無限可能的未來獻祭勇氣。生氣不如爭氣的幾個轉化技巧，一

起來看看： 

 

轉「被評價」為「主動開心」 

    不管是化妝穿衣、求學謀職，不要是因為別人會覺得好看、別人會覺得你厲害而

抉擇，老是從別人口中定義自己的人，自信心宛如沙堆一般容易潰散。人生主動權拿

回來，選你真心願意、真正喜歡的那個選項。人言不可畏，你要是理解人言的可變動

性，就知道這種沒有根、像風一般的東西，根本就沒什麼好怕的。即便你是一根美味

香蕉、一撮新鮮香菜，還是有人覺得你臭啊！總有人不喜歡香蕉或香菜的嘛！被動被

評價，說好說壞都在他人嘴裡，主動尋開心，大開心小開心都在自己心裡。  

 

轉「易怒」為「易放下體質」 

    許多生氣的原因跟後果。其中一個原因就跟慢性疲勞有關。睡不飽、沒吃好、每

天泡在鳥人堆裡、被指派和豬組團隊，幾層壓力疊加下來，就連神仙都會抓狂。所

幸，心力跟肌力一樣都是可以鍛煉的。你把這些讓你有壓力的因素當成一片片槓片，

訓練的重量，比自己原本能承受的再多一些些就好。當負荷太重時，一定要先拿掉一

些，才不會受傷。易放下的意思不是叫你整個槓鈴都丟掉不練，而是取下幾片槓片先

放在旁邊，等肌肉越來越有力的時候，再一片片往上加、循序漸進。這才是真正讓自

己越練越強的方法。本來同時遇到五件鳥事時會生氣，長期訓練下來，可能五十件鳥

事同時來，你都能完全不動氣。這就是進步。 

 

 

轉「我對」為「萬事皆可能」 

    堅持有一個「我」能主宰一切的這個想法，能催生苦果。將「我對你錯」放心上

掛嘴邊的人，會老看別人不順眼，和人共事時屢屢遭遇不順。永遠別忘記，萬事皆有

可能啊！很多時候對錯只是角度的問題。南半球冬天的時候，北半球正熱著呢！不同

位置、不同視角看到的表相都不一樣，真正要進到實相層次，各種對真理的探究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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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那才有意義。太過堅持某一個看法，等於扼殺了其他創意和想像。在無謂爭執上所

浪費的青春，也是小鳥一般不回來的呦！萬事皆有可能啊！可能對方無知，也可能是

自己白癡，或許這一次，是自己錯了呢？把可能性放心上，才有除錯與校正的可

能。  

 

轉「糾察隊」為「你說得對」 

    你去西藏，會看到很多老人家手裡拿著小型轉經輪邊轉邊祈福。一般是順時鐘

轉，我們認為這是吉祥的轉向。但其實也有特殊的，是逆時鐘轉的。倘若外地遊客指

著說，你這樣轉轉錯了啦，我們也只會笑笑的而已，知道他不懂。現實生活中，我也

會提醒我自己別老是想當什麼糾察隊，說出「啊哈，你錯了」的這種話，自己也不會

變高級，反而可能暴露自己的無知。遇到跟經驗逆反的事，我研究我學習我長見識。

抱著這樣的研究精神去過生活，和別人意見不同而生氣的機會，不知不覺就少了很

多。 

 

     

對抗壓力有管道 

衛福部安心專線 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 

生命線專線 1995 

張老師專線 1980 

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05-2732439 

嘉義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5-2255155#46 

嘉義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5-2267588(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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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師範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專案辦事員 葉○玲 留職停薪 113.11.01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專任臨時組員 張○貞 退休 113.11.01 

主計室會計組 組長 賴○燕 他機關調進 113.11.01 

人事室 組員 傅○嘉 離職 113.11.04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專案輔導員 蔡○縉 新進 113.11.07 

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 專案辦事員 盧○君 新進 113.11.11 

師範學院 專案辦事員 裴○中 離職 113.11.12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組員 陳○霆 考試錄取分配訓練 113.10.30 

人事室 組員 楊○萍 考試錄取分配訓練 113.10.30 

 

 

11月份壽星 

唐○昌 

教授(學務長) 
蔡○承組員 

王○鴻  

教授(系主任) 
郭○君 教授 

李○君 專案技佐 張○予 助理教授 温○銘 講師 蔡○珊 專案組員 

鄭○宜 專案組員 陳○志 專案組員 陳○忠 副教授 廖○秀 助理教授 

劉○英  

教授(副院長) 
湯○福 技工 周○世明 工友 林○楨 專案技佐 

蕭○婷 助教 劉○堂 技工 鄭○潔 專案組員 黃○茹 助理教授 

莊○凱  

專案助理教授 
賀○菊 組長 陳○文 專案辦事員 陳○和 教授 

潘○民 教授(系主

任) 
詹○衛 教授(組長) 徐○之 護理師 

陳○祥 

 教授(副校長) 

張○平  

副教授(副總務長) 
王○賢 組長 陳○憲 教授 翁○雀 專案辦事員 

鄭○晉 專案辦事員 
王○立 助理教授(組

長) 
唐○源 專案技佐 高○敏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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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源 副教授 
蔡○昌 教授(中心主

任) 
徐○萱 專案組員 邵○庭 辦事員 

朱○谷 輔導員 曹○樑 專案組員 張○興 助理教授 楊○旺 副教授 

莊○貽 組員 黃○庭 副教授 林○珊 專案組員 陳○智 副教授 

侯○盛 教授 沈○翧 專案組員 吳○雲 專門委員 陳○耿 副教授 

陳○文 副教授 張○銘 教授 
張○怡  

教授(中心主任) 
王○瑜 教授 

康○昌 副教授 蔡○道 教授 
陳○方  

專案助理教授 
邱○升 副教授 

李○翎 專案組員 
王○淨 專案助理教

授 

林○量  

副教授(中心主任) 
張○欽 駐衛警察 

洪○芳 專案副教授 蔡○庭 助理教授 羅○成 組長 陳○誠 助理教授 

溫○國 駐衛隊員 吳○得 教授 
蔡○翰  

副教授(系主任) 
鄭○明 教授 

王○壎 教授 王○丹 組員 姜○勝 教授 胡○方 教授 

李○宇 教授 黃○華 組員 
何○哲 助理教授(中

心主任) 
楊○玲 教授 

簡○玲 組員 王○鴻 專案組員 林○安 專案組員 蔡○賢 教授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11月10日起一週內，派員向各校區負責發放業務

之同仁，領取所屬人員之生日禮券並轉致當月份壽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