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自春節前夕爆發以來，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肆虐全球各個國家。

正當許多西方國家對疫情不以為意的時候，臺灣政府卻謹記2003年SARS的教訓，展開一系列

的防疫應變措施。臺灣各級學校紛紛通知延後開學，而成大隨即提出了延後開學，不只呼籲儘

早結束公差或旅遊提前回國，還頻繁發信給國際學生，提醒及早返台，以免錯過入境的機會。

資料整理、撰文\編輯室

大學的使命與責任
「當防疫變成長期抗戰，

世界將如何改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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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迅速提出謹慎防疫對策的同時，也必須兼顧與安

撫大眾不安的情緒。而成大無論是在行政、教學、

甚至人員心理建設，進行了多向溝通與整合，建

立了完整安全的防疫體系。為了師生、社會大眾

瞭解成大防疫措施的最新進展，同時也宣導面對

COVID-19的正確心態和方法，成功大學「共築防

線，安心校園」COVID-19專業宣導與師生座談會，

在3月期間邀請各行政、教學部門、成大醫院醫師、

心理師、教授以及學生，分享和探討面對疫情的方

法。為了避免室內擁擠，增加傳染的風險，各場座

談會僅開放有限名額現場參與，並採同步網路直播

方式，廣泛接受螢幕前的觀眾提問，達成溝通零時

差的效果。

2020年3月31日，「當防疫變成長期抗戰，世界將如

何改變」座談會，在成大操場看臺上展開。本次座

談會邀請了蘇慧貞校長、林從一副校長、王育民教

務長、護理系柯乃熒教授、學生會會長蔡一愷、系

聯會副會長黃懷宇、醫學系李柏錦同學、國際學生

代表楊丹尼，在空曠的戶外空間，以安全的社交距

離散落而坐。透過直播方式，展開這場無論是現場

或網路互動都熱烈的座談會。

「如果大學所探索的其中一個本質是『改變』，那

我們應該更有能力接受『改變』這一件事」——蘇慧

貞校長

成功大學在蘇慧貞校長的帶領下，從居家檢疫、隔

離、分流上課到線上課程，按部就班建立起完善的

防疫措施。蘇校長認為「疫情無法避免，但生活仍

要繼續，我們應該接受並面對改變，在知識的基礎

下，完成大學的使命。」於是，成大各單位紛紛攜

手合作，以「能維護師生人員安全，又能完成教育

使命」為目標，建立滴水不漏的防疫安全網。

防疫小組
為了加強管制成效，成大以蘇校長為首，設立了

C OVID-19防疫小組，從3月起推出一系列的應變

措施。防疫小組由多個單位組成：成大醫院、醫學

院、環安衛中心、新聞中心、校安中心……以及各

行政、教學單位連成一氣，共同在防疫工作上合

作、努力。

成大擁有2萬多名學生，要掌控所有人的一舉一動是

不可能的事。但萬一發現確診病例想要追本溯源，

最好的方法就是確定每一個人的足跡。於是成大首

先開創了全校足跡QR code，在全校的每個角落都放

上二維條碼，讓每一位同學在經過的時候都能確實

回報自己的足跡。

「共築防線，安心校園」COVID-19專業宣導與師生

座談會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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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檢舉的效益誠可貴，公民素養的展現價更高」

主持人在座談會上提出了一個大部分人的疑慮：

「校區足跡QR code確實無處不在，但看到的職員、

學生、甚至教師，很有可能考慮隱私問題或因為惰

性使然，而沒有進行足跡回報，如此一來便沒有達

到學校一開始的期望」。

其實防疫小組早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過這種情況，

本次QR code具法律約束，只限用於防疫所需，並不

會用作其他用途。雖然有正當防疫理由，但學校採用

的是宣導的方式，敦促教職員生能夠主動回報。

成大也自主研發臺灣版「移動式緊急部署檢疫醫院

原型QurE」，規劃醫護與病患動線分離，預防交叉

感染，降低最前線醫護人員感染風險，提供高品質

的醫療環境。

教務處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學生要求「全面線上教學」的聲

浪不曾停息。三月，因成大學生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王育民教務長緊急召開會議，決定通知500多名可能

有感染風險的學生不要到校上課。四月，春假旅遊浪

潮來襲，在無法確保防疫安全距離的情況下，成大參

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列出的高風險旅遊景點，

對曾去過這些景點的人員進行自主健康管理通知。同

樣在四月，敦睦艦隊成員曾經進入成大光復校區，而

後被驗出確診，學校也緊急通知可能受到波及的人員

進行自主健康管理，勿到校上課。

具有風險性的校園，為何遲遲不宣布全面線上教

學？蘇校長以及王教務長在這次座談會中也提出了

解答：「以專業生物及公衛知識角度出發，如果疫

情的蔓延得以控制，那麼維護教學品質仍然是教育

者應該堅守的原則」。

國際事務處
成大做為與國際接軌的頂尖大學，擁有將近2000名

的外籍學生，佔全校學生總人數的10%。在疫情肆虐

全球的情況下，外籍學生及交換學生的學習情況更

是受到嚴重影響。在王筱雯國際長的帶領下，國際

處的同仁分成數個團隊，積極解決境外生各方面的

問題。國際處除了關心僑生與外籍生的學習情況，

還特別針對因為疫情影響無法出國交換的同學進行

多次的會議討論，擬訂替代方案，爭取學生權益。

「當防疫變成長期抗戰，世界將如何

改變」座談會線上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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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打造緊急檢疫醫院原型屋為持久戰超前部署。

戴上口罩的成大博物館大門石獅。

國際處更在網頁上頻繁更新防疫公告，用中英對照

的方式讓各國同學都能確實瞭解疫情發展，並透過

這個管道提醒同學回報自身健康狀況，達到密切追

蹤的效果。

大學的使命與責任
「產學落差」一直是外界爭論不休的課題之一，學

界醉心研究，產業專注應用，疫情的發生卻也促成

了兩者密切飛速地結合。

就如移動足跡調查、環境監測、中研院的疾病檢測

與對抗、各學校與工研院以及業界等機構通力合作

建構出的A I運算快速篩檢模式等防疫措施，迅速

陸續出現。其實這些技術研究一直以來都默默進行

著，面對疫情突發時才能迅速被應用。如同蘇校長

說的：「臺灣科技防疫之所以成功，是靠一群人的

『無私』」。

面對疫情，我們責無旁貸
2020年5月11日，成大解除各建築物及單位進入前量

測體溫之規定，但實際上各單位仍需消毒、刷卡及

掃描空間QR code回報健康狀況。成大即時、明確

地改善應變措施，雖然適度放寬生活上的限制，但

態度上並不鬆懈。從居家檢疫、足跡探索、分流上

課，到研發「移動式緊急部署檢疫醫院原型」，再

再強調防疫過程中一定要照顧自己保護自己，正如

座談會上柯乃熒老師所分享：「每個人都是國際公

民，學生呈現的國際素養，很大程度也體現在照顧

自己以及互相幫助上」。

國家有責任保護人民，但防疫絕不僅為國家責任。

學校是學生的堡壘，但身為大學的一份子，更應具

備公民意識與公民責任，並傳播給更多的人。如

同蘇校長分享的：「知識是光，善良是影，公民責

任是教養和承擔。」讓我們參與！在因疫情所「改

變」的世界之中，我們責無旁貸，引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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