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教學特優教師教學經驗談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劉沛棻老師 

1. 老師對教學的理念為何？（如何看待”教學”？） 

我很喜歡韓愈師說中對於老師的定義「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傳道是為傳布人生的道理、授業是為講授專業知識、解惑是為解答疑難問題。

以此段話作為藍圖，在教學上自我設立了三項教學理念以及特色，作為在教

學精進以及成長上的開創依據： 

其一、建立正確學習態度：「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正確的學

習態度之建立是成就學生有效學習的關鍵因素之一，也是學生將來在進入社

會後成功的要件之一。由於我們目前對國小、國中、以及高中的教育方式，

主要皆以考試的成績作為學習成就的評量以及教學精進的目標，以此為本的

教育方式造就學生在知識的學習態度上傾向強記型的吸收以及考試能力的強

化，如此的教學方式導致大部份的學生在進入大學教育之後，於學習態度上

缺乏知識探索的興趣以及運用知識解決問題之能力，因此個人的教學理念第

一項即在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作為教學時「傳道」部份的體現。 

其二、引導專業成長：由於本人參與了農學院院級課程「生物化學」的

教學，因此有了很難得的機會，必需在相同的課程中，同時教導來自數個不

同系所的學生。有別於針對單獨系所之學生授課，此課程必需同時引導不同

專業能力、不同知識背景、以及不同學習興趣的學生進行生物化學的學習，

因此在「授業」部份具有相對大的挑戰性。以此為本，我的第二個教學理念

在針對不同背景之學生提供適性的引導教學，並與其所屬之專業知識領域進

行連結。 

其三、討論與溝通：自開始教學以來，普遍觀察到學生十分缺乏討論與

溝通的能力。一部份的原因是同學在遇上學習的問題時，通常不好意思詢求

幫助以及進行討論，另一部份的原因是學生缺乏描述問題的能力。此普遍的

現象造成在教學過程中，老師很少能直接面對學生所提出的問題，在幫助學



生進行「解惑」這部份上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因此在教學理念的第三個部份

主要在鼓勵學生提出問題、建立暢通的詢問管道、以及協助學生建立互相討

論的學習方式。 

不論是傳道、授業、或是解惑，一直以來在教學實際層面上，我總是告

戒自己需要競競業業的執行、自省、以及改善。在與學生接觸以及教學的過

程中，其實我也同時體會了教學相長的樂趣、成就感、以及收穫。我期待的

不只是學生能從教學的過程中成長，更期許自我也能在教學的過程中持續精

進。未來仍將以前述的教學理念為根本，持續在中興大學裏扮演引導學生以

及傳遞知識的角色。 

2. 依老師的教學經驗，有沒有哪些讓老師感受良深的教學方法及學習技巧呢？.

有哪些實用的教學技巧及策略是老師常用的？（例如班級經營、評量方式、

討論技巧等） 

我個人覺得教學方法和技巧主要還是以教師適合的取向為主（並不是每

個人都適合相同的方法），再輔以考量學生狀況（包括人數、程度、以及背景

等）和環境因素之後才能選擇出比較適合的教學方式。不過有幾個小技巧跟

大家分享，或許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一、小考：小考是一個不錯的方式，用來付予學生持續學習的動機；

因台灣的學生在大學之前所受到的教學方式多是以考試為目標，學生普遍在

面對考試時才會較有動機進行準備，因此較為頻繁的小考很容易能幫助學生

避免等到期中考前才臨時抱佛腳的學習方式。另外，我個人還進一步將小考

分為兩種，一種為課堂一開始就進行，考的是前次教學的內容，此種小考可

以讓學生建立課後復習的習慣。另一種則是在課堂一結束時便小考，考的內

容則為當天的教學內容，此種方式則能要求學生建立起課前預習的學習方式

（不預習的話，學習效率低，較無法應付此種小考方式）。最後，我對小考設

立的目標並不是在測量學生的能力，而是在引起學習動機，因此考試題目通

常都相對簡單，能有助於建立學生的學習信心和成就感。 

其二、YouTube影片：相較於課本上的平面內容，學生對於「動畫」的



方式呈現會有較深的感受，而現今網路影音檔案其實已有許多教學相關的影

片可以使用（免費），特別是YouTube上可取得的科學動畫影片更是越來越多，

因此教師可以其專業的高度為學生選擇較為正確的動畫解釋，於課堂內容中

穿插於一般的教學方式，應能有不錯的效果。 

其三、實例：一般學生在學習新的課程或是科目時，最常缺乏動機的原

因是不知道這些知識的實際應用是什麼？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又是什麼？

因此，相關實例的列舉會是很重要的引導指標，將課本中的新知與學生經歷

的生活經驗進行串連，可使學生更有動機，了解學習的意義，也能加深知識

的印象。另外，實例的列舉也可依照學生的專業背景進行調整，例如面對食

生系的學生，便能以食品相關的實例來驗證，面對植病系的學生，也可以植

物病蟲害的相關知識來連結。 

3. 對於學習落後的學生，老師如何協助？ 

對於學習落後的學生，除了提供 TA的協助資詢之外，我也十分歡迎同

學來找我進行討論，不過在現實層面上，因為教授的課程學生較多（以生化

課來說，一堂課程便有 130-150人左右），因此還是會以 TA的幫助為先，再

輔以教師的協助解答。不過幾次與學生實際面談後，發覺在學習上較為落後

的學生（此處指的是想學，那成效不彰的學生），通常都是在學習的習慣上有

些缺失，造成效率的低下以及成就感的失落。因此，我也會在討論以及解決

學科內容的相關問題之後，抓住一點時間跟學生討論學習方法上可能的問題

以及缺失，希望能在根本上幫助學生提高學習的效率以及成果。 

另外，我發現以 PowerPoint製作而成的教學音訊檔案，對一些學習落

後的學生也有很大的幫助，很多學生在回饋的意見內容中都有提到，音訊檔

案可以讓他們在課堂後的復習中重覆的聆聽，對於一些原本誤會或是不了解

的地方會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我目前也在規劃如何更有系統的以 PowerPoint

音訊檔來進行教學上的補充或是補強。 

4. 對學校在教學規劃方面的建議？可以在哪些面向再予以加強及協助？ 



因為我本身的教學資歷仍淺，因此不好說是對學校有什麼建議，僅是對

於教學這個部份，分享一些我的想法。個人覺得中興大學在對於學生的教學

這個方面，其實算是投注了不算少的心力以及資源，包括了翻轉教學的推動、

教學計劃的執行、教學獎項的設立以及教學資訊平台的整合等。不過從身為

教師的角度來看，教師彼此之間對於教學的重視、討論、或是投入的熱情似

乎相對較為平淡（當然這部份的原因相對複雜，包括升等壓力或是教師自主

意識等原因）；另外，在各科目之間橫向的溝通也較為缺乏，例如我所教授的

生物化學內容，同時也包含了部份的分子生物學以及免疫學等，但我卻對校

內其它學院所開相關學科之教學或是教師都相對較不了解。這個部份或許可

以透過由學校舉辦「相關聯學科之教學活動」來幫助教師之間的彼此合作和

互動，刺激教學成長以及討論的氛圍和風氣。 

5. 對新進教師的建議？ 

新進的大學教師其實面對的挑戰和壓力還滿大的，必需同時適應職位角

色上的改變（例如研究人員轉變為教師）；同時也要調適時間以及規劃於未來

升等時的研究、服務、以及教學成果的推進上。要在有限的時間內成就此三

個工作方向，效率便成為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單就教學這個方面上，我建議

以下幾點或許可以提升教學上的效率以及成果： 

一、教學目標的確立：一門課程的教學通常會有一個明確的主軸，以及希望

學生於課程結束時能達到的成長目標。因此如能設定好明確的教學目標，

於接下來備課時，便不容易出現花費太多時間，準備了與主軸較為偏離

的教材內容。 

二、教學架構的建立：知識的累積如同是在建構一個鋼骨大樓，如果在教學

上能先掌握課程的架構（或是大局觀），通常能讓老師以及學生在面對

此門課程時的觀點上具有相同的概念（in the same page），因此在後

續細節的教學上便能較易產生共鳴以及提高效率。 

三、學生背景的了解：這一點我個人認為通常是大學教育裏造成教學效率較

低的主因。因為教師通常在專業知識上的認知比大學部的學生高了幾個

檔次，有很多時候在教學上會出現老師認為是一般常識的部份，但學生



卻其實並不具備此部份的知識。因此我會建議花一點時間去了解學生的

學前背景知識為何，能更有效的幫助學生連結過去（例如高中所學）的

學習知識，進一步提高教學/學習效率。  

6. 其他 

最後與大家分享，其實我在教學的過程中也常常發現，能從學生身上得

到很多不同的回饋。例如看到學生充滿活力的學習精神常會刺激我更加積極

主動（不只在教學上，也同時在其它工作內容上）。看到學生在問問題時那種

渴望了解的眼神，也讓我重拾在追求研究知識上的初衷和熱情。也有更多時

候發現大部份的學生其實都能體會老師在備課上的辛勞，進而對老師充滿感

謝以及更為投入學習，而這些學生的成長給予了我難以估量的成就感。總體

而言，教學對我而言是個有趣，同時又充滿挑戰以及成就感的工作。期待自

我未來仍能在教學上持續更為精進，也能更為享受教學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