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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叮嚀大作用～新鮮人平安快樂處方 

軍訓室  韓世偉

    目不睱給的迎新活動、前所未有的逍遙自
由，受到無比熱情歡迎的新鮮人，您真的做好準
備了嗎？ 

四年的築夢、課業的修習、情感的歸宿、人
際互動的經營，新鮮人還有什麼要注意的？ 

來到成功大學，邁向成功之路，誰是你未來
成功的推手？大學這麼大，寶藏著麼多，藏寶圖
在誰的手中？ 

您能回答這些問題嗎？或者心中早有答
案！ 

為協助大家經營快樂愜意的大學生活，軍訓
室與大家分享往常輔導同學生活經驗與心得。 

多聽多看多發問 

大學生活最令人稱羨的就是恣意的青春與
旺盛的活力得以揮灑；相對地，過程中時常忽略
了理性與自省。 

大學校園裡，師長不再像中學一樣整天在學
生面前耳提面命，更不會利用廣播通知同學所謂
的注意事項。一切都需要憑著每個人的「嗅覺」
找到每天生活的準則或資訊。舉例來說，同學與
學校的一些不愉快，往往演變成各說各話的場
面。 

例如以下的狀況，就不時發生在各處室： 
 業務承辦人：「這個事情有公佈在學校網頁」 
 同學說：「可是我沒看到。」 
 業務承辦人：「也寄到各位的信箱啦！」 
 同學說：「學校的信箱我沒在用。」 

(註：學校提供各位的信箱，也是一個正式的溝通平

台，一般民間的免費信箱有時因安全因素無法順

利收發本校郵件。) 

 業務承辦人：「各系辦公布欄有貼公告啦！」 
 同學說：「我很少去系辦。」 
 業務承辦人：「但是，時限已經過了，沒辦法

辦了。」 
 同學說：「你們應該打電話給我或是找人轉告

我啊。」 
 業務承辦人：「……。」 

其實只要釐清一個很重要的觀念，就可以皆
大歡喜：學校與學生並非對立的單位，而是相互
依存的生命共同體。學校提供完善設施與服務給
同學乃天經地義。但是，要遵守一定的程序與法
令。為避免類似的狀況一再發生，務請同學們多
聽、多看、多發問。不只為了維護自身的權益，
更可以展現成熟處事的風範。 

至於相關的訊息在何處取得呢？「新鮮人寶
典」提供大家按圖索驥的依據。 
請安問好不嫌多，平安愜意不發愁 

「教官室嗎？我的孩子被綁架了！被歹徒
毒打，在電話那頭哭天搶地，怎麼辦…。雖然懷
疑是詐騙集團，偏偏這個時候聯絡不上。可否麻
煩幫我們找一下孩子。」 

教官室每天或多或少都會接到這樣令人揪
心的電話。明知道九成以上是詐騙集團所為，卻
也和諸位的父母一樣，擔心那個「萬一」出現造
成遺憾。但是，要求教官室尋人這件事，有其盲
點存在。試想，連最親密的家人都找不到您了，
其他人又怎麼能與你取得聯繫呢？ 

土法煉鋼的辦法，就是找系辦、查課表、找
出通訊錄，不厭其煩地詢問每位同學；否則，就
到夢大各個班版上貼尋人啟事，直到找到人才鬆
一口氣。即使手機很方便，卻也因為同學的手機
不通甚至不接，家長才心急如焚。為了不讓詐騙
集團有機可乘，唯有做好自保的措施，方能減少
令人不安的困擾。以下是幾點建議： 

首先，要與家人約定每日聯絡的時間，甚至
暗號；即使只有一兩分鐘，也能建立起彼此的默
契。倘若接到歹徒電話，家人便能理性判斷，冷
靜處理；讓歹徒知難而退。其實定時跟父母請
安，也算為人子女略盡孝道。千萬不要等到阮囊
羞澀，才想到衣食「父母」！ 

其次，要告訴家人自己的交友狀況，提供至
少留三、五位好友的電話供父母查詢，並且記得
至「生輔組網站」「學生線上服務選項」裡定時
更新聯絡資料。 

最後，當整個事件結束時，別忘了回報一下
軍訓室。讓我們知道你與家人已取得聯繫，好讓
我們緊繃的心也稍稍放鬆。 

頭一次離鄉背井來到成大，也許帶著些許鄉
愁，更多的是如同重見天日的籠中鳥，脫離高中
令人窒息的枷鎖，急著宣告自由的降臨。不論您
的心情如何？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慰藉，任何
不幸事後的道歉彌補不了遺憾的空缺。 

服務學生是學校責無旁貸的天職。但是，希
望能提供的是更精緻的、有品質的、具前瞻性的
服務，而非事後的補救措施。同學們若能體會，
就會降低相關單位人員疲於奔命而降低服務品
質的窘況。 

在此，再次提醒同學︰出門在外務必提高警
覺。不論遇到任何疑難雜症。請利用本校校安中
心「軍訓室」24 小時服務電話：06-2757575 轉
55555、50700 或專線 06-2381187。我們會有值
班人員，協助您處理或指引您尋求可運用資源。 

願諸位新鮮人的生活精采動人，每一天的紀
錄都是往日最美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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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有術 

韓世偉  教官

    近日聽到兩起詐騙事件，手法相似。被害者
不勝悔恨，歹徒則逍遙法外。被害者的本心，無
非只想幫個忙；卻被歹徒利用，踐踏了人性中高
貴的良善。 

一位男性友人在回家的路上被陌生人搭
訕。對方表示，任職的音響公司倒閉，老闆不肯
支付遣散費，為了報復！乾脆偷幾台音響出來
賣；每台音響原價 8萬元，為求現金只售 2萬元。
友人不疑有他，且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遇，於是到
提款機領了兩萬元給歹徒。回到家裡才發現，音
響的品質非常低劣，根本不值錢。友人平日省吃
儉用，一份薪水要支助兄長唸研究所及貼補家
用；之前還為了想改善經濟，參與投資；不料卻
被非法吸金集團詐騙 40 萬，直至目前仍在償還
刷卡貸款。 

無獨有偶的，前幾天有位研究生到辦公室，
懷疑自己被騙了。情節前半段相彷彿，不過我們
的學生警覺性仍不夠高。歹徒告訴他音響不買沒
關係。但是，看在他們辛苦奔波的狀況下，先放
在同學處保管，吃飽飯再拿回。不過為了保險起
見，請同學同時支付押金一萬元，等對方取回音
響後再退押金。同學在他三寸不爛之舌的央求下
答應了他；卻在約定的時間及地點苦等半小時才
驚覺上當。 

根據這兩起案例，我們可以知道犯案的輪
廓：歹徒大約三人一組，看到落單的行人或機車

騎士便上前推銷音響(或其他貨品)。首先，利用
您停車的時機，跨到後座搭訕，當被害人一陣錯
愕不及回應的同時，又出現另一組人馬到你的身
邊，分散被害人的注意力，讓被害人無暇思考。
不斷地催促甚至脅迫與他完成交易。 

事後看來，歹徒的手法充滿破綻，被害人不
該那麼大意掉進陷阱。但是，歹徒選擇特殊的地
點，諸如學校、軍區、車站…等。尋找看起來生
活環境單純，欠乏社會經驗的人下手。其中學
生、軍人都是最佳的行騙目標。同學案發後也前
往報案，只不過警方認為，銀貨兩訖完成交易；
至於是否物有所值，則是個人主觀的感受。況且
對方沒有留下任何真正的資料，缺乏線索無從查
起。 
    社會環境日益複雜，想要不勞而獲的人太多
了。利用人性的弱點，特殊的環境設計圈套，請
君入甕，屢試不爽。難怪詐騙手法日益翻新，防
不勝防。難道不該幫助別人嗎？行騙者看似可
憐，那麼想想看，自己一下子花那麼多血汗錢，
以致生活陷入危機，難道不會更可憐？教官個人
的體會是：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往往不會主動提
出要求，亟待有心人士的尋訪。此外，凡事量力
而為，切忌貪小便宜；天下絕對沒有白吃的午
餐，自己也沒帥到女生會自動投懷送抱；則是我
防詐的宗旨，提供同學們參考。 

『醉』不上道 

韓世偉  教官

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的統計顯示，校外交通
意外事故為學生意外傷亡的首要因素。因此，同
學使用交通工具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尤
其駕駛期間應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
標線，與交通服務人員之指揮，減速慢行，以策
安全。 
    酒醉駕車到底有多危險？每天的新聞報
導，提供了慘不忍賭的證據。曾有一句交通安全
的口號：『十次車禍，九次快』。近年來觀察的結
果則是『十次車禍，九次醉，又快又醉魂魄飛』！ 

曾經有位夜間部的高職女學生，平日上班養
家活口，晚上勤學技藝，希望有朝一日取得證照
後，能多兼幾個差增加收入；一方面讓扶養她長
大的爺爺奶奶安享晚年，另一方面也供應弟弟唸
書。 

某個晚上，她的男友休假帶著她與軍中弟兄
到 KTV 唱歌，卻在凌晨送她到家的途中，斷送了
一條青春美麗的生命。 

警方研判，駕駛（男友）與其他兩名男子皆
已爛醉。不知何因，硬生生的地撞上電線桿，副

駕駛座上的女同學，頸椎斷裂，頭蓋骨遭電線桿
擊碎，七孔流血的五官癱在肩膀，驚恐的雙眼沒
有閉上。男友右小腿骨折，另外兩位醉得不省人
事的同袍，仍呼呼大睡，奇蹟似的逃過一劫。 

女同學的家人哭斷了肝腸也無法挽回天人
永隔的不幸。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無奈，不僅止於
一家支柱的崩裂，更是
從此永無止盡哀慟與
不捨的開始。 
    同學們，喝醉酒的
人永遠不知道自己有
多危險，總藉著酒意，
壯著酒膽，恣意胡作非
為。一旦惹事，必大聲
地吆喝『我沒醉』。不
幸闖下大禍後，又一切
歸咎於酒精作祟。若因
一時疏忽而斷送大好
前程，實在不值得。學
務處在此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