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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曾言，只要將大繩提起來，一個個網眼都將張開。套用在學習上，比喻

抓住各章節、理論的重點，其他小環節也將都迎刃而解。目前擔任交通大學電子

系的王聖智教授，標舉「綱舉目張」為教學方法，於課堂開始前都會先進行重點

式提要，不只告訴學生這門課的大結構，並帶領學生一同撥開學習內容，一探深

奧卻又有趣的知識殿堂。 

 

堅持課前預習 強化連結 

 

 談到過去在美國的求學背景，王聖智說外國課堂的節奏非常快，老師不會把

教科書重頭教到尾，而是選學生不會或者比較困難的內容跳著講，也因此每一堂

課都變得更有必要性。回台灣教書以後，他看見學生面對錯綜複雜的課程往往捉

不到學習重點，也不容易看到整個學習的層面，為了讓同學能夠在課堂間學習到

整個課程的大架構與重要觀念，王教授會針對授課的對象與學生的程度，進行主

題與內容性的調整，試著傳遞給學生較為清晰且扼要的訊息。王聖智教授的主要

教學內容是訊號處理，而其餘的授課內容也與數學息息相關。他說，教學過程中

不用特別去創造甚麼話題性，因為數學本身就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與應用，也自

然而然地容易引起學生注意；不過，他特別注意內容「連結」的部分。王教授認

為，當進行中的議題要前往下一個議題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好的連結，身為一

位老師就是要帶著學生走，把關聯性一個個的建立起來，幫助學生達到最大的學

習效果。每堂下課之前，他會再做一次簡單的課程大綱提要，提醒學生今天學到

哪個地方，讓學生回去能夠接著複習與做下一次的課前預習。 

 

回想自己的讀書經驗，王聖智教授提到，自己在課前絕對會預習，保持自己在一

個穩定學習的狀態，並培養自己看書的習慣。當中王教授特別強調「預習」概念，

因為他相信擁有一個預習的習慣，不論學習者或授課者，都會有更大的功效而達

到雙倍的效益。所以，他鼓勵同學們養成事先預習的習慣，就算課前看不懂也沒

關係，可以自己先去查資料或者去圖書館翻書，一定都會有所獲得，也會日積月

累地養成自己解決問題的習慣。王聖智教授希望，如果同學們可以事先預習，上

課時同學將更能了解課程內容，也可以針對在預習時所感到困惑的地方加強聆

聽，以獲得有效率的學習效果。 

 

追求自我人生觀 下定決心繼續前進 

 



 王聖智提到，一個班級非常大，學生非常多，所以，他沒有辦法一一地認識

每一個學生；不過，他認為努力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比教授課堂上

的知識還來的重要。「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要去追求的東西，絕對不要把人生的

選擇窄化了。」面對學生，他總希望自己能夠激發學生學習以外的潛能，並注入

一種新觀念，因為生活不應該只是追求高薪、豪宅和名車，還有更多的東西值得

去追求與努力。王聖智提到，眼前的學習和吸收知識，完全是替自己的未來儲存

能量；他也相信人各有志，唯有想清楚自己未來想要過的生活後再做決定，才不

會隨波逐流。 

 

此外，王教授發現，交大學生的程度雖然非常好也很聰明，但面對學習的時候，

似乎少了熱情與志氣；而身為教授的他，總希望學生可以做更好，可以做出更多

的事情並擁有更高的抱負。所以，他建議學生要盡早思考，「如果不做一個普通

的工程師，還能做甚麼？」面對台灣的成長環境，他看見學生一致性很高，因此，

如何建立自己的異質性相當重要。王聖智教授說，同學們未必現在就要急著確立

自己的人生方向；但是，他鼓勵學生能夠在求學期間找到專長，發揮自己的興趣，

找到能夠讓自己快樂的事物。「其實，很多理工的東西也是來自日常生活中的東

西。」他認為學生能夠選擇的東西有很多，而這也是為什麼他一直強調人生觀很

重要的原因，因為他希望學生清楚以後，再下決定；不然，船錨無法定好，必定

無法經歷大風大浪的打擊。 

 

 未來的他，還想要繼續研究與發展有趣的議題，而針對教學的部分，則是希

望自己能夠整理過去所教授的內容，分享式地把自己的教學經驗記錄下來，給自

己一個禮物，也給予更多人指導方針。最後，王教授也勉勵學生，永遠都有做不

完的事情，唯有把它都放到 TO DO LIST 裡，才會去解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