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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乍看之下天差地別，但電機工程學系的陳永平教授結合了自身專業與教學歷

程，開設了所謂「專業通識課程」。 

  雖然學的是科技，但定理是人想出來的，陳永平在學習時就時常思考：「為什麼是這個人想出來的

呢？它的背景如何？歷史又是如何？」久而久之，他便將科技與歷史結合，成為自己獨特的思考習慣，

在課堂上也會不時與學生分享。 

  想起第一天教書，無論是專業課程還是通識課程，陳永平說教學永遠都是學習，即使成績總是很好、

即使拿到了博士學位都不代表什麼，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角色。於是他養成一些習慣，比如開課

前的半年一定要開始準備；比如他會去觀摩其他老師上課的方式，並從中學習求進步。 

 

電機工程學系的陳永平教授結合了自身專業與教學歷程分享

專業通識的心路歷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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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通識的心路歷程 

  從專業課程轉進通識課程已經六年，陳永平

說全都是由於前前校長張俊彥推動「各系指派老

師教通識」的策略，於是當時擔任副系主任的他

便義不容辭地響應了，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這兩

種課程完全不同。以往陳永平教電機系的課都是

講解定理，在講台上抄抄寫寫，不常有互動，學

生們也習以為常，但在教通識時他卻赫然發現大

多數學生都睡著了，「是課程太無聊嗎？」他對

自己精心準備的課程深感挫折，甚至在學期結束

時暗自發誓再也不教通識。 

  但挫折歸挫折，陳永平認為自己既然都準備教材了，也有心想讓學生對科技有更多接觸、認識，似

乎應該換個方式再試試看。恰好適逢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成立，陳永平便打定主意再好好努力一次。為

此，他見習了許多教授的上課方法後，得出了一個結論：「不管是讓學生討論或是跟學生聊天，總之別

讓他們閒下來！」 

  於是他的課程規劃便成型了。第一堂課，陳永平會用講解的方式，把來龍去脈通通告訴學生，第二

堂課則設計一個情境，讓學生分組討論這個情境之下產生的問題，並在黑板上寫出見解後讓全班對此交

換意見。「我非常喜歡這樣的討論方式。」陳永平說，「不僅大家都能參與，不同專長的學生間也會激

盪出不一樣的想法。而且雖然大部分學生對科技不是那麼了解，但我可以用經驗引導他學習。」 



  

通識教育的根本及未來 

  「通識教育需要多元的學習動機。」陳永平認為一個人一輩子不是只需要懂得自己的專業就足夠，

比如科技，在學習的同時也應該知道它的本質、發展、應用等等。因為許多學生只專注在自己的專業領

域上，卻忘了其他應該了解的知識，讓陳永平不禁疑惑：是學生們不想了解，還是沒有足夠的資源讓他

們去了解？這樣的思索也更堅定他必須開這門課的想法。 

  即使到了今天，陳永平仍自謙自己不是位專業的通識教師。但他認為研究並不等於教學，他對電機

領域有極深的研究，對通識教育有的則是使命感與教學熱誠。「如果有人問我懂不懂通識，我不敢說我

懂，因為我不是研究通識的學者，但是我敢說我會教通識。」陳永平說。 

  

評分方式百百種 

   為了增進學生對課程的參與度，並從中訓練學生的能力，陳永平也不斷思索評分方式如何改進。

而他現在使用的方式是在期末策畫一場專題報告，但是由學生全權負責的，從報告的內容、形式甚至主

持人都放手讓學生策劃，最後再讓學生們就參與程度進行互評，而陳永平自己則扮演一名觀眾，對學生

在台上的表現評分。「很像樣，可以看到學生創意的發揮，也可以看到他們的溝通能力和表達能力有所

成長。」陳永平笑著說，「而且因為是我打表演分數，所以大家都特別賣力。」 

   對這門專業通識課程，陳永平不僅期許自己，也期許學生能將科技與創意整合，以人為本，將社

會、環境議題帶入課程，並深入探討。「多元議題激盪出的火花是通識課程的有趣之處，這是專業課程

無法達到的。」陳永平這樣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