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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們也許會上研究所、博士班、

找工作或出國唸書，但不管走那一條路，會發現有越

來越國際化的趨勢，因此與大家分享這幾年參與國際

會議之經驗。同時，也勉勵在座的女性不要妄自菲薄，

不論男性或女性，皆能以個人的特質，盡量去爭取與

努力。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在場的女性少之又少，

且當時年紀較輕，能獨自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並能夠

適時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想法，回想起來，自己真是初

生之犢！ 

 

    進入成大後，一開始也是被當成菜鳥，但慢慢地接觸越來越多的活動後，便慢慢暸解人際

關係、英文能力及經驗累積的重要性。當我們能處理好身邊的人與事，或能與人相處愉快、毫

無隔閡時，可以幫助我們立足於當今社會、獲得成功，也許我們也會遇到生命中的貴人，因此

珍惜、真誠及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而為因應國際化的社會，英文能力的培養勢在必然，即使在台灣就業，英文能力亦不可或

缺。自己出國前英文並不是很好，有時候也不知道該如何與國外教授溝通，剛開始其實很難聽

得懂，可以因為處在那個環境，大概一陣子後就聽得懂了，不過平常說話的語言和上台報告的

語言其實不太一樣，平常的語言其實不太需要去留意語法，但上台報告還是需要花時間用心準

備，去看自己說話是否有邏輯，有時候甚至要背起來。但因每週需與教授 meeting，不得不使

用英文，雖然一開始很不習慣，但其實是可以慢慢適應的，教授也發現自己的英文逐漸進步。 

 

    除了能力的培養外，透過實務經驗的焠鍊與專業反思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看見更多。此

外，若能妥善運用校內資源，提升自己的國際觀，充實自己的實力，以因應國際化趨勢，如以

亦能協助我們事半功倍。 

 

 曾參與國際交流團體有 WIE(Women in Engineering)、WiCAS(Women in Circuits and 

Systems Society) 、WCI(Women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藉著活動舉辦，增加自

己國際上的能見度。以 WIE為例，在臺灣舉辦時 WIE在地點的選擇上，將臺北 101大樓設為活

動場地，一方面讓與會學者能有機會接觸這名聞海外的臺灣地標，另一方面也將我們的臺灣

101介紹給世界。辦好第一次的活動，之後再協辦時，主辦單位看到之前成效，對於經費的申

請便樂於付出，額度自然也會較之前寬裕。藉著活動拉近自己在國際間的距離，無形中不論是

學識、能見度、支持度都提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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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要強調 Motivation(參與感)、Language(語言能力)、Active to establish 

friendship and reputation(主動建立友情或聲望)的概念，並勉勵大家，如果決定要做一

件事，記得把它做好！也祝福各位在人生的旅途中留下輝煌燦爛的一頁。 

 

 

 

資料來源：成功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組曹玫蓉老師 
提供其主辦成功大學「2009 性別論壇」的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