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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績優者心得分享 
 

104年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1名 圖書館 李愛文 

  因為前幾年不懂得利用數位學習的方式來獲得時數，每年為了達到學校規定

的時數，努力報名實體課程，但畢竟時間有限，常只能勉強的達標。直到去年初，

因為得知了有幾個可獲得學習時數的數位平台，例如：台北 e大、文官 e學苑及

e等公務園等等，就去申請了帳號，開始了我大量用數位平台來學習的生活。 

  基本上我都是利用晚上或假日的時間在家裡上網上課，數位課程可以說是五

花八門，從所得稅申報實務、點燈系列、環境教育到全民健保等主題都有，上到

後來好像變成一個習慣，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晚上都會點一個課程來上，結果到

年底才發現累積的時數似乎比我想像中的多。 

  但其實透過數位學習，我覺得不只是可以獲得學習時數，最重要的是也因此

而瞭解了很多以前不清楚的知識，例如：買屋賣屋基本常識、現代養生觀、全球

暖化議題等，甚至還有中式簡餐及麵包製作這類很實用的課程，讓人看得津津有

味。而且在家裡上課，時間很彈性，家人也可以一起上課，可謂一舉兩得。 

 

104年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2名 圖書館 羅惠馨 

  我猜想接到人事室通知得分享學習心得的績優者都和我一樣，一頭霧水…不

知到底要分享什麼，在此只能簡單說下我的學習時數由來。 

  檢視我 104年的終身學習時數，發現數位學習時數 238小時，實體時數 244

小時，數位、實體課程大概各佔一半。個人大多參加本校舉辦的訓練課程，其中

95%是參加本校的訓練課程、講座等，只有約 5%是參加校外的課程，校外主要是

參加國家圖書館主辦的圖書館相關專業課程。在實體課程方面，除了參加本校各

單位辦理的教育訓練、業務講習、講座之外，去年實體時數較多的主因為：暑假

參加圖書館自辦研習班 29小時、人事室辦理的本校 104年度中高階人員研習班

31小時，還有平日中午利用空檔參加二堂體育室開的教職員工運動班 51 小時，

以及下班後參加健康中心辦理的健康體位控制班14小時。至於在數位課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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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利用公餘時間上本校線上教育訓練系統內的數位課程。 

  其實能在學校工作有許多的小確幸，因為學校提供許多資源，像是比市價優

惠許多的教職員運動班、健康中心的免費健康講座、健康體位控制班等，在運動

的同時還能拿學習時數，有時甚至還有小獎品，歡迎大家一起來挖寶。 

 

104年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3名 秘書室 李淑玲 

選擇一門課程與大家分享----找一個角度讓自己發光 

這是雲門舞集助理總監李靜君小姐成長奮鬥過程的故事 

李靜君小姐在 14歲時與同學去舞蹈教室，因此愛上了舞蹈。 

她不顧父親反對，立志當個舞蹈演員。 

加入雲門舞集後，父母多次勸她找個正當行業， 

但她一直堅持下去，直到獲得國家文藝獎的殊榮， 

父母由反對轉而支持，還讓她去英國唸大學學習舞蹈。 

 

李靜君小姐的成長過程中，曾因先天的限制，身高不到 160公分， 

臉型不漂亮，身材微胖，不具備完美舞者的體型而被大家嘲笑， 

認為以她的條件不可能成為舞者。 

自己也因怕被雲門舞集淘汰而多次傷心落淚。 

從英國大學畢業回到雲門舞集， 

老師覺得她更加成熟，不但肢體動作更加熟練優美，思想更見沉穩。 

林懷民老師慧眼識英雌，為她編造出適合她個人特質的作品出來。 

李靜君小姐對專業的執著與毅力，讓她從舞者晉升為一位表演藝術家。 

雖然地位崇高，但她為人親切，教盲人朋友跳舞，深得大家的喜愛。 

李靜君小姐一生努力的過程中，不會因身材的限制而放棄自己的夢想， 

對舞蹈的熱愛，讓她不斷的努力，不畏挫折，克服重重難關， 

也因此能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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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夢想可說是人生最大的財富，使單調平凡的人生有了色彩。 

人因夢想而偉大，每個人的心中都要有夢， 

有了夢想，就會當成自己的目標努力奮鬥。 

或許夢想遙遠，但只要堅定信念，一步一腳印， 

遇到挫折失敗，勇敢站起來再度向前。 

前文中李靜君小姐不因外在條件的不足而放棄舞蹈， 

反而更加努力不懈，突破自我， 

也在家人支持及老師的提攜下，讓自己的人生大放異彩。 

你有夢想嗎？讓我們努力追求夢想，讓生命更有意義。 

 

104年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4名 教務處 林嘉兒 

  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社會浪潮下，個人必須不斷追求知識創新與多元思

考，方能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站穩腳步。而學習正是掌握這波個人成長的關鍵。

此外，本校一直不斷以行政創新來期勉公務人員，應將過去形式化的終身學習思

維，轉化為個人「自我提升」，進而落實「知識就是力量」的真意。本(104)年度

個人獲本校職員終身學習績優敘獎鼓勵，即是在此氛圍下，期許自我精進。包括

於夜間碩士班在職進修外，另參加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二項學習項目都

需通過學習成果檢驗，在工作、學業及受訓三頭燒的情況下，壓力倍增，挑燈夜

戰是常事。惟學習，貴在「用心」與「毅力」，若能看重每一項學習背後的價值，

堅持自己選擇加以認真努力不懈，定能在學習路上獲得豐碩的成果。 

 

104年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6名 圖書館 蔡金燕 

  離開學校太久，深感如無持續學習，很難因應時代需求也很難掌握競爭優勢。

政府期望優質公務人力，約自民國 90年推出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讓自我學

習歷程可隨時記錄與查看；後又推出數位學習課程，讓學習不受時間空間限制；

課程多元豐富，凡創新科技電腦人文藝術主計採購管理媒體語言等，課後評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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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習並檢視學習成果。實體課程部分除專業領域研討會與讀書會外，人事室與

資中的課程也會盡量參加。不知覺中一年累積的學習時數也很可觀。這些學習不

僅可使知識增加，也使自己人生視野更加開闊，生命內涵更加豐富。不管是為了

適應或是創新，可養成持續學習的習慣與態度；而在大學校園裡的公務人員亦應

勇於學習，提升本職智能，以提供師生更優質的服務。 

 

104年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7名 研發處 林佳瑩 

  為提升校務運作成效，師大聘請 UBC的校務資深顧問 Anna Kindler博士擔

任講座教授，本場次係針對教師升等及評鑑議題辦理論壇。 

  UBC的教師評鑑和升等乃是同一個歷程。教師辦理升等的同時，教學、研究

及服務等面向的成果均需交付校外學者專家進行審查。相較於師大教師評鑑由學

校教評會審查，UBC對於教師專業的把關似乎更為全面。 

  此外，UBC將教師區分為教學型與研究型，各有不同的升等標準。這樣的制

度設計使得教師能夠將資源放在最有效益的地方。Anna Kindler博士在演講中

不斷強調，這不代表研究或教學可以偏廢。 

  就臺灣當前的高等教育而言，時常容易招致「重研究、輕教學」的質疑。對

此，UBC如何透過升等制度設計，促進教師兼顧研究及教學，值得臺灣參考。然

而，或許是演講時間有限，Anna Kindler博士並未對此作更深入的說明，殊為

可惜。 

 

104年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8名 總務處 藍墀 

【上一堂有效, 有趣, 有用的課】 

 

我喜歡上課, 一直都喜歡. 

 

上課可以學到更聰明的做事辦法, 可以學到本來不知道為什麼的道理. 

可以讀書, 可以讀人, 各種不同專業的老師, 和來自不同工作場域, 生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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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學. 

 

就像我在北商的同學說的, 上台報告, 站在台上皮皮挫是一種挑戰, 完整表達

自己是一種肯定. 

 

選擇呈現內容, 安排演示順序, 控制報告時間, 沒有冷場, 讓人一新耳目, 一

聽難忘, 就是好報告. 

 

學校的報告和業界的報告不同, 學校只是演習, 業界是真實戰場, 演習失誤, 

頂多是學期成績差一點或重新報告一次, 真實戰場的失誤, 例如提案比稿出差

錯, 哎呀, 那就, 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啦. 

 

有效, 有趣, 有用, 這是上課訓練的 3個原則. 如果不是這樣, 那就, 太浪費

生命啦~ 

 

你, 喜歡上課嗎? 最喜歡什麼課呢? 哪天, 我們一起來討論看看囉. 

 

104年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9名 人事室 李亞娉 

    個人 104年度尚在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進修碩士學分班，期

間所修讀之學校行政研究及學校效能效能研究等課程，內容包含學校組織結構、

學校組織文化、學校組織氣氛、學校建築環境、學校管理、教師效能等，經由學

習的過程認識發展有效能學校的目標、策略及方案，且更能了解學校行政及效能

研究對學校發展的重要性，及對學校改革的關係及其助益，並能將所學實際運用

於工作上，藉以提升工作效能。 

    104年度參加學校辦理之中高階人員研習班，透過專業講座講授、問題導向

學習及分組討論方式，與不同單位同仁一起學習及腦力激盪，共同探討問題及研

擬專案報告，過程中建立了同事間的情誼及團隊合作精神，並由激勵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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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了專業核心職能及專案的規劃能力，並增進跨單位橫向的聯繫溝通。 

    另利用公餘時間，至 e等公務園學習網，學習專業性、政策性或人文法治等

課程，於公務繁忙之餘，經由數位學習，以提升個人的專業及法治知能，其人文

及心理諮商等課程的學習，不但可以怡情養性、紓解壓力，並能獲得身心靈的健

康與平衡。 

 

104年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第 10名 總務處 張明成 

  公務閒暇之際，常以數位學習網這一寶庫，補常識之不足，充正向之觀念。

尤以樂活生活類之法鼓山基金會系列，健康心靈系列,更是能啟思發想。 

  生死學不是學問，是生命的態度與終極關懷之探索，開拓生命的尊嚴與價值。

生死一體，人有生存的尊嚴，也有死亡的尊嚴。安寧病房的設置，臨終關懷，不

做無謂的醫療浪費，即是讓人了解生死，不消極或悲觀，真正的目的是讓人珍惜

活著的時光，活在當下。 

  當人生病躺在病床上，就知健康的重要。當意識到死亡，才知珍惜擁有的。

生命中如果能意識到死亡，相信對時間的規劃與應用，也許會有不一樣的過程。

所以趁著身體健康時，正向思考，想做就去做，免得後悔。 

  佛教相信輪迴，轉世，所以佛法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來理解前生今世生死之謎。 

 

    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因輪常在，緣自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