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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理念

• (1) 激勵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覺得學習新知識是一件
快樂的事

• 許多台灣的大學生上到大學後，往往失去學習動機，因為
他們從小到大努力的目標一考上大學已經達到了。因此，
如何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是我教學理念的一個重要目標
，同時我也深信教師的專業態度與教學熱忱將深深影響學
生對專業知識與科學的學習興趣與態度。基於相信學習可
以是快樂的事，所以特別是在教授大學部的基礎課程時，
我會透過課堂相關議題的談論來鼓勵他們重視學習、如何
把學習的動機從應付考試轉為“學習新知本身就是一件很
快樂的事＂，因為這個動機能驅動我們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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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理念

• (2)運用上課實體示範

• 同時，我也積極的鼓勵學生探索自己的天賦與興趣，並
且透過積極地在興趣所在的領域作大量深入地學習，期
許自己將來成為該領域的專家。因此，我在課堂上常常
運用上課實體示範，讓上課的學習過程中變得比較有趣
，並且讓學生從“頭腦中的想像＂ 進入“實體視覺化＂
，而如此的方式確實讓學習果效明顯變好。此外，對於
合適的課程則會積極安排與課程相關的高科技公司參訪
，藉由課外教學，開啟學問如何致用的眼光，除了作為
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及讓學生了解他們將來可能的工作
環境之外，也讓學習得以鮮活起來。



二、教學方法

(1) 運用上課實體示範。讓學生從“頭腦中的想像＂ 進

入“實體視覺化＂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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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方法

(2)注重邏輯與獨立思考的能力
在教學內容上，我非常重視邏輯思考，因為這是高科技人
最重要的能力之一。培養獨立思考的能力方面，以研究所
「電子構裝技術」課程為例，我特別重視論文評論
(paper critique) 。此訓練可激發學生獨立思考的能力，
而非總是照單全收接受期刊論文所發表的成果。

(3) 實驗課程的課後小組討論

對於實驗課程，我相當重視實驗完成後的小組討論。實驗
前的講解由助教負責，而我在學生完成該組實驗後隔週上
課時，我會和該組的學生(約10人)舉行小組討論，以問問
題的方式，和他們討論實驗動機，方法及結果，刺激他們
去思考。此小組討論的效果非常好，因為他們已經實際動
手作實驗，在他們對該實驗印象還深刻時，把課本的知識
藉由討論的向他們啟發，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可以學以致用
、豁然開朗的表情。這樣的小組討論會比最後全班一齊討
論多花費我約八倍的時間，但我仍然願意多花時間讓學生
有更多的收穫。學生在教學問卷調查反應出這樣的方式對
他們的學習幫助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