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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2  記者 陳怡儒 報導

 台灣許多大學皆有學生上課吃東西和遲到等問題，圖為交大學生上課模樣。（攝影／陳怡儒）

依稀記得小時候的我們奉公守法，破壞秩序者應當被記缺點，學生也恥於被老師發現自己上課偷

吃東西，那遭逢指責的模樣十分狼狽。如今，場景一變，上課鐘聲悠悠響起，大學生三三兩兩捧

著便當走入教室，漫不經心地在教授面前開始進食，更有珊珊來遲者一到座位便倒頭大睡，教室

內瀰漫著一股頹廢的氣息。混亂的上課秩序，究竟是大學生忘記從小到大被教導的規範？還是身

為大學生，已經不必再受呆板的規定束縛？

 

其實，這樣的學習情況常見於台灣各所大學，知名學者洪蘭就在十一月份的天下雜誌中，撰文對

此發表深刻的感想，在〈不想讀，就讓給別人吧〉文章裡，洪蘭提到台灣最頂尖的醫學院學生，

上課狀況卻是吃泡麵、啃雞腿，開電腦看連續劇或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知識殿堂像菜市場，學生

不尊重別人的上課權，視授課老師為無物。洪蘭嚴厲批評大學生的上課態度，也因為這句「尸位

素餐是最可恥的」，掀起校園與社會間一陣巨大風波。

 

洪蘭的文章內容影射台大醫學系，因此引起新聞媒體熱烈報導，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網友

猛烈砲轟洪蘭的論點，批評此言論為教授的傲慢而且邏輯錯誤，但知名學者余光中聲援洪蘭，認

為並不是名校或一流學生就可如此「自由」，上課吃雞腿事件更在校園內延燒，成為師生之間熱

門的話題，而在眾多批判與擁護的聲浪中，許多議題的討論持有成見，就無法理性溝通與互相諒

解。

 

打破成規？　進食有何不可打破成規？　進食有何不可

台灣的大學學風自由，許多人認為上課吃東西只要不影響到他人，其實也無不可，更有人覺得吃

東西不僅不會影響學習，有時候反而是保持清醒的方法，教授的課程內容或上課方式讓學生無法

集中注意力，或課堂排在用餐時間附近，不能進食實在很殘忍。交大學生代表張筑軒就表示：「

不能把上課吃東西當成一種罪惡阿！這又不違法，又不是吃東西就不會認真讀書。」台大教授范

雲在新聞中提到，傳統教育是從小塑造學生外在行為的形式主義，張筑軒也認為上課不能吃東西

的規範只是威權時代下的產物，對不自由、不合理的事情當然要提出反駁。 

 

但上課進食真的不會影響到他人嗎？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助理教授陶振超就禁止學生在課堂上吃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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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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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西，他說：「吃飯味道很濃，也難免發出一些聲音，對於課堂的進行是有阻礙的，因為我上課會

問學生問題。」學生在課堂上吃泡麵、啃雞腿，濃郁的味道勢必對周圍的同學造成影響。生活在

公共領域，人跟人之間會產生一些互相的規範，陶振超認為這並沒有侵犯到自由的權利，課堂進

行的方式是老師有權決定的，學生可以不贊同老師的作風，然後不修他的課：「看電影時，我大

聲唱歌，我不是影響到其他人了嗎？一個人的自由不是透過此事彰顯的。」而學生的專心程度也

有待質疑，交大學生聯合會會長徐晨皓就表示：「上課吃東西當然無法專心，有時後想抄筆記但

桌上有食物，又沒空拿筆。」

學生回應　自我檢討與改進學生回應　自我檢討與改進

因洪蘭的批評引發廣泛討論，台大醫學系在十一月三十日舉辦「力挽洪蘭」座談會，現場準備了

雞腿、泡麵跟飲料，突顯吃吃喝喝也能談得有深度，諷刺洪蘭只看到表象，卻以偏概全，上課吃

東西跟學習沒有絕對的關係，敬業跟競爭力也不一定可以和課堂連結，另外，學生也透過反省提

出具有建設性的行動方案。學生因應事件所舉辦的座談會是件好事，激起討論才能解決問題，高

醫學生也在十二月七日發起活動，提出上課不吃東西是對教授的尊重，表達改變學生上課現況及

求學態度的訴求，希望改變外界對大學生的看法。

「力挽洪蘭」座談會會場，學生邊吃雞腿邊討論。（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在「何為改進之道」的討論上，其實，上課紀律可以在師生溝通之下簡單解決，陶振超談到國外
老師將syllabus發下後，學生要簽名表示同意遵守：「我覺得不能只歸咎於學生的態度，我是很
敢要求的老師，同學是可以要求的，大家都有一定的自己期許。」這或許是洪蘭遭到批評的原因
，台大學生林均霈表示洪蘭應該多了解一些實況再下定論，言論太過偏激，對台大認真上課的學
生很不公平。

休止符　風波帶來警惕休止符　風波帶來警惕

洪蘭事情激起社會、學校關於各個層面的廣泛討論與思考，無論學生舉辦了何種形式的檢討會，

都證明有心要正視問題，以及對自我學校的認同情感，學聯會長徐晨皓認為這是學生對於本分的

認清：「相同情形發生在交大，我也會結合眾人力量開檢討會，而吃東西算是辦活動的一個噱頭

吧！」而在事件畫上休止符前，座談會之後改進行為，是社會大眾都在等著觀看，樂於見到的成

果。

「仔細想想，我們從國小、國中到高中一路過來，上課哪敢遲到，更何況吃東西，會覺得很丟臉

吧！」徐晨皓笑著這麼說。也許有人認為洪蘭不應以個人價值來批判學生行為，促成這樣的上課

狀況還有其它必須檢討的原因，包含通識教育的漠視等，這皆是值得更多討論的地方。但上課吃

東西只是個引爆點，洪蘭擔憂的其實是學生態度，學生應該投入心思關注問題根源，而不是持著

對洪蘭的印象分數而輕易做出指責與反駁，成為不肯認錯、罵不起的學生。這次事件給了大學生

一個反省的機會，師生各持立場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唯有互相體諒與溝通，風波才能完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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