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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傑出教學獎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也是一種提醒！」交大資訊工程

學系單智君老師於 89 學年度、93學年度都獲頒傑出教學獎，此次是第三度受到

肯定。單智君非常謝謝學生的支持與鼓勵，也感謝其他老師的愛護與協助。她認

為自己身為一個老師，認真教學是分內的事，無論有沒有得獎，都應該要隨時提

醒自己根據課程目標與學生狀況調整教學方式、改進缺失。 

 

重視基礎知識的奠基、強調課程定位 

 

    單智君所開設的課程，以計算機硬體相關科目為主，其中有些課程是大學部

一、二年級的基礎必修課程。這些剛從高中畢業不久的新生，過去可能沒有接觸

過類似的課程，所以單智君會先嘗試了解學生的程度，並且將他們過去所學的知

識與現在的課程連結起來，以簡單易懂且按部就班的方式，去講解抽象的理論推

導與設計方法，讓學生不只是知道結果，也可以清楚地了解過程。 

 

   單智君以電路設計的課程為例，由於設計電路時經常需要運用許多方法，而

每個方法又可細分為多項步驟，各步驟背後都有其原因。如能清楚說明前因後果

並提供實例，學生就比較容易理解，而無需強記或憑空想像。此外，單智君認為

大部分的專業課程都不是獨立的，而是有系列的規劃，環環相扣；所以她也希望

在課堂中能讓學生們了解，這一門課在課程關聯圖中的位置所在，讓學生明瞭為

什麼需要學習這一門課程，以及未來那些課程可能需要運用在這門課所奠定的基

礎學識。 

 

希望學生掌握發揮優勢、了解面對缺點 

 

    不同的時代背景會造就不同的學生特色，現代社會的資訊發達，學生的生活

範圍也較廣，單智君從事教職已二十五年，她覺得現在的學生與以前的學生有很

大的不同。過去的學生比較專心認真、有韌性，而現在的學生則是比較聰明靈活、

有創意。兩者無所謂好與壞，只是社會環境變遷的結果。希望學生能掌握發揮個

人的優勢，同時也了解面對自己的缺點。 

 

    由於現在的學生比較活潑，也與老師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所以也比較會主

動發問。單智君認為這是很好的現象，學生可以在學校裡培養主動發問的習慣與

精神，老師也可以從學生的提問中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藉以反觀自己在講課



時，是否遺漏或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內容，作適度的調整。所以單智君強調學生發

問對於課程的進行與規劃，都有非常大的幫助，鼓勵學生盡量提問。 

 

提醒學生善盡本分、培養負責任的態度 

 

    環境的改變相對地也讓現在的學生旁騖較多，可能較不專心於課業。單智君

提醒學生大學教育是專業領域的基礎教育，需要有一定的廣度；各系非常嚴謹地

規劃必修科目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學生打下基礎。當然學生因為個人興趣或能力

的關係，可能對課程有所偏好，不過即使對不感興趣或覺得困難的科目，也應試

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了整體的知識背景後，可以針對自己的興趣深入研究；

時代變遷快速，將來需要拓展領域時，也有能力自我學習。課業成績並不是用來

論斷學生的好壞，而是作為學生了解自己對某課程學習狀況的參考指標；表現不

理想時，應自省之並積極尋求協助，老師們都會非常願意伸出援手，一起找出問

題癥結。 

 

    單智君認為人生每個階段都有本分該盡；例如：老師應認真教學、關懷學生、

幫助學生解決問題，學生應專心上課、自行完成作業、認真準備考試。這是個人

應盡的本分，也是處事態度的培養。而出了社會之後，也應該要正視自己所扮演

的角色，並且要有負責任的態度。 

 

鼓勵學生發掘興趣、培養嗜好 

 

    單智君認為大學生應該要思考自己的興趣與目標，積極充實自己，為自己的

「成功」下定義。單智君非常擔心有部分學生當初可能為符合社會潮流或家庭期

待，而選擇了沒有興趣的領域，心理承受莫大的壓力。希望學生能興趣與專業合

一，成為最幸福的工作者；或者將興趣與專業跨領域結合，達到加乘效果；或者

將興趣培養成嗜好，調劑身心，成為業餘專家。 

 

    相較於社會上一般對於理工科學生的高度期待，單智君表示不反對學生走不

同的路，例如藝術類、文學類的工作。單老師說：「只要是學生自己有興趣、經

過思考後選擇的路，在努力實踐中都會有所收穫，應該給予鼓勵與機會，不要輕

易否定他們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