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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近十年教學評鑑;首創以 FaceBook 協助教學，深獲學生好評; 與「數位內

容中心」及「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合作，錄製三門課程的數位教材;撰寫三本多媒體教

學書籍及教學投影片。 

1. 教學評鑑 

 吳教授近十年的教學評鑑請參考表一。吳教授的歷年授課大學部是線性控制系統(必修)、

機率(必修)。研究所的課程為數位訊號處理與隨機程序是本系核心選修科目，故修課人數

也相當多。教學反應問卷的回收率大學部都在九成以上，故評鑑成績相當可信。近 2,5,10

年整體教學評鑑的平均分別是 4.43, 4.39,4.37。整體教學評鑑相當優秀，也相當穩定。顯

示吳教授長期教學品質傑出，深受學生歡迎。特別值得一提是：吳教授上學期『線性控制

系統(I)』，在 64 人回答教學問卷中，獲得 4.75 的評鑑高分。此一評鑑成果對一門必修課

而言是相當不容易的。此門課是原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重要及最具特色的必修課。吳教授

是本系控制科班出身，長期浸淫在控制學的研究，也曾在卓越計畫中開發台灣第一輛自主

性駕駛的智慧車, Taiwan iTS-1。吳教授亦因控制研究成果受國際學界肯定，獲邀成立 IEEE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ociety Taipei Chapter，擔任創會主席。因為自動控制教學與

研究傑出，在 96 年獲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頒發「傑出自動控制工程獎」。 

教學評鑑平均 

近十年(88~98) 受教學評鑑課程:32 門 4.37/5.0 

近五年(93~98) 受教學評鑑課程:16 門 4.39/5.0 

近兩年(96~98) 受教學評鑑課程: 8 門 4.43/5.0 

表一：十年教學評鑑 

學年度 學期 課 程 名 稱 年級 必/選修 評鑑成績 

98 上 線性控制系統(I) 大三 必修 4.75 

97 上 
線性控制系統(I) 大三 必修 4.43 

數位訊號處理 在職專班 選修 4.5 

 下 數位訊號處理 研究所 選修 4.41 

96 

上 
線性控制系統(I) 大三 必修 4.4 

隨機程序 研究所 選修 4.5 

下 
線性控制系統(II) 大三 選修 4.33 

機率 大三 選修 4.09 

95 上 線性控制系統(I) 大三 必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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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訊號處理 研究所 選修 4.34 

數位訊號處理 在職專班 選修 4.46 

下 線性控制系統(II) 大三 選修 4.02 

94 休                        假 

93 

上 
數位訊號處理 研究所 選修 4.57 

數位訊號處理 在職專班 選修 4.52 

下 
線性控制系統(II) 大三 選修 4.53 

電腦週邊控制技術與實驗 研究所 選修 4.44 

92 

上 機率 大三 選修 4.34 

下 
隨機程序 研究所 選修 4.62 

電腦週邊控制技術與實驗 研究所 選修 4.43 

91 

上 
數位訊號處理 研究所 選修 4.3 

數位訊號處理 在職專班 選修 4.0 

下 
線性控制系統(II) 大三 選修 4.08 

電腦週邊控制技術與實驗 研究所 選修 4.36 

90 
上 線性控制系統(I) 大三 必修 4.76 

下 電腦週邊控制技術與實驗 研究所 選修 4.40 

89 

上 
線性控制系統(I) 大三 必修 4.38 

數位訊號處理 在職專班 選修 4.51 

下 線性控制系統(II) 大三 必修 4.48 

電腦週邊控制技術與實驗 研究所 選修 4.21 

 

88 

上 線性控制系統(I) 大三 必修 4.19 

下 
線性控制系統(II) 大三 必修 4.20 

隨機程序 研究所 選修 4.33 

 由學生對吳教授教學評鑑的建議可看出吳教授在每一教學科目所受到學生的

肯定。舉近兩年大者，整理如下： 

98A 

線性控制系統(一) 

1. 老師教學的熱誠每個人都感受得到!一個都不能少的精神令人感動 

2. 超棒!!除了好不知道用甚麼形容吳炳飛啊!! 

3. 謝謝老師這學期的春風化雨 XD 

4. 不要偷我的菜 

5. 老師是一個很用心教學的好老師，在這門課裡我學到很多 

6. 老師教的超級清楚，感謝老師! 

7. 老師風趣幽默 深入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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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B。 

數位訊號處理 

1. 是門很好的課~吳教授教學認真~建議同學可以去修 

2. 教授出的題目對了解 DSP 的含意相當有幫助，希望若有機會，能提供

problem set 與解答來當練習。教授在教學方面費了相當多的心血，學生

在這感謝您對電控系的付出與傳承 

3. 老師教學認真且內容豐富且實用，修此課程感覺受益良多。 

4. 很高興老師詳細的解說，不過很可惜，有時候無法瞬間融會貫通而無法

在期中考拿到好成績，必頇要參加資格考。希望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把老師上課教過與考過的東西，都再看更熟，希望資格考能夠考好。謝

謝老師。 

97A 

數位訊號處理 

(電資院碩士專班) 

1. 我很欣賞老師對教學的熱忱及對台灣培育人才的責任感，雖然我們在職

生在課業及工作的時間資源上互有拉扯，但老師的教學態度並未受影

響，希望這學期的過程不要留給老師太大的負面印象，進而影響到以後

為在職生授課的意願，也希望我在交大這段求學過程中，能多遇到像老

師這般有活力的前輩!謝謝! 

2. 從教學內容可看出老師下了很多心思準備教材，是位不可多得老師。 

97A 

線性控制系統(一) 

1. 老師太兇了很可怕。 

2. 老師很操。 

3. 老師的講義好像有點亂，所以上課一定要認真上課才能滲透箇中道理，

莫非是老師的設計呢？然後老師的功力深厚，郭先生好像忘塵莫及，所

以我原本吳碩跟郭先生一起看的，後來就直接看吳碩的講義了。(註:吳

碩係稱吳教授，郭先生為教科書作者) 

96B 

線性控制系統(二) 
老師，出書吧!就是因為你不出書，我們系才會輸電信。 

96B  

機率 

教育英才，桃李芬芳。教學內容豐富，上課認真負責，沒上完還要暑假補

課。另外請教授多開一些課，避免電控學生素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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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教授授課首創利用 FaceBook 協助教學，深獲學生好評 

學生們普遍不習慣與老師直接面對

面問學業問題，但是在虛擬的網路

世界，卻是一隻活龍，特別是目前

正夯的社群軟體 FaceBook。由於它

提供了許多 Flash 遊戲與心理測

驗，又能分享個人心情與影音資

訊，是學生普遍會駐足的地方。吳

教授利用 FaceBook 的雙向溝通平

台，提供了許多課業上的小問題以

「每週一題」的方式加以包裝，誘

導學生參與討論，由回應中更正學

生錯誤的觀念，以及訓練學生思

考。學期末又自行設計一個心理測

驗「你對控制瞭解多少」，讓學生看

看控制學的學習成效。吳教授也與學

生一起在開心農場種菜與「拿菜」，

藉由農作物的拿與被拿，讓學生有我

們是一國的感覺，避免傳統師生高

牆，阻礙了學習之路。另外有鑑於「經

師易當，人師難為」，交大學生，高

中以前，學習路上一帆風順，較少有

挫折，也較少知道校訓「飲水思源」

的真意。吳教授還特意在感恩節那

天，寫了「感恩節」與發期中考卷後，

寫了「一個都不能少」兩篇文章。希

望學生惜福，珍惜父母給他們聰明的

腦袋與交大如此好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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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圖可知，透過網路，學生的反應非常熱烈，比在課堂上請學生發表看法簡單多了。簡單的

語言在網路上似乎更容易引起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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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個都不能少』：支援開放式課程:與本校「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及「交通大學

開放式課程」合作，錄製數位教材提昇教學成果 

吳教授常提一個觀念『一個都不能少』。有些學習較慢的學生，對授課內容需要聽兩次或是一再

重複才比較有感覺。故吳教授會同意學生對授課內容錄影或錄音的要求。教電資學院碩士專班

課程或與業界接觸時，業界也會提出對一些特定課程例如『數位訊號處理』，希望員工能自修以

加強研發能量的需求。但市面上卻極缺少適當的數位教材。由於本校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可提供

快速與優良的數位學習相關科技服務，協助教師製作數位教材，提昇教學成果。故去年起，吳

教授以本校電子學大師陳龍英教授為鏡，將研究所的課程『數位訊號處理』與大學部課程『機

率』兩門課，錄製成數位教材，以方便學生自我加強及園區員工自修。錄製過程才知由於智財

權的要求，吳教授數位訊號處理的教材有 500 多張投影片，每張圖都要重劃。錄製過程若吃螺

絲或講解過程不順，就要重錄，與吳教授當初的想像情況完全不同。 

2007 年 6 月 5 日本校推出開放式課程(NCTU OCW)，無償地開放分享課程資源，以打破知識的

高牆與大學的圍籬。OCW 希望盡量比照正統課程模式，提供較完整的課程內容以供學習。吳

教授將最拿手的『線性控制系統』自行設計的課程講義、作業、補充資料，以及課程之影音等

錄製，藉由 OCW 以供全球華人有興趣學習控制系統學一個自學管道。也可透過吳教授 FaceBook

教學互動平台獲得解惑。 

98 年上學期 機率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 

97 年下學期 線性控制系統 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 NCTU OCW. 

97 年上學期 數位訊號處理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 

4. 撰寫三本大學多媒體教學用書籍 

(a) 『JPEG 2000 影像壓縮技術』:有鑑於數位影像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例如數位相機、掃描器、

視訊監控、醫學影像、衛星影像等等，加上網路的日益普及，所以數位影像資料的壓縮技術

就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吳教授從事 JPEG 2000 影像壓縮核心技術研究多年，為讓初學者及

有興趣進入此領域之工程師，能有一本入門書籍可以參考研讀，而非只能靠如天書般的規格

書來進入此重要之產業。吳教授與其學生一起撰寫『JPEG 2000 影像壓縮技術』(參考附件.a)。

此書詳實介紹 JPEG 2000 的硬體架構設計，內容包含軟體的演算法描述，以及硬體規劃的設

計技巧，使讀者能夠瞭解到如何將軟體的概念轉為硬體的架構設計，同時附有 C 語言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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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使讀者能在短時間內瞭解 JPEG 2000 的基本概念。此書由電資學院吳重雨院長、電工系

杭學鳴教授及重要產業新眾電腦林洽民董事長寫序文。由全華圖書 92 年 5 月出版，94 年 10

月再版。 

(b) 『Audio Coding 技術手冊---MP3 篇』:多年教學、研究經驗告訴我們，許多工程師及學生對

MP3 技術非常有興趣。但對初學者而言，看 MP3 的規格書及程式碼是一件苦差事，而市面

上相關 MP3 書籍都是介紹好用的 MP3 軟體的使用與技巧，或告訴讀者 MP3 音樂下載來源，

鮮少有一本專門針對初入門的工程師及學生而寫的中文技術書籍，讓有興趣的專業人士能有

自信地踏出在音樂壓縮領域的第一步。有鑑於此吳教授與其學生一起撰寫『Audio Coding 技

術手冊---MP3 篇』(參考附件.b)。由全華圖書 93 年 7 月出版，96 年 6 月再版。 

(c) 『MPEG-4 影像壓縮技術』: 網路電視、多媒體視訊會議、視訊即時監控以及手機多媒體訊

息傳輸等等，MPEG-4 視訊壓縮技術正是為了在網路上傳輸視訊所制訂的新一代標準。

MPEG-4 主要的目標是提供多媒體影音視訊之標準編碼演算法，並且同時允許互動性、高壓

縮效率、並彈性調整音訊與視訊之內容，使其能夠在網路中更順暢的傳輸，並其提供使用者

更多資訊的介面。不管是對數位視訊相關的軟體或硬體而言，MPEG-4 技術已由學者間的理

論探討進而成熟變成一般人生活中的一部份。對初學者而言，看程式碼及規格書是一件苦差

事，而市面上並沒有一本專門針對 MPEG-4 初入門的工程師及學生而寫的中文技術書籍，讓

有興趣的專業人士能有自信地踏出在視訊壓縮領域的第一步，而非僅能猜規格書或程式碼的

意思。吳教授實驗室從事多媒體訊號壓縮系統的設計與改良已有多年。基於多年教學研究與

大型比賽經驗，吳教授將 MPEG-4 研究與設計經驗與成果寫成淺顯易懂的專業書籍『MPEG-4

影像壓縮技術』(參考附件.c)。此書由吳重雨校長及電工系杭學鳴教授寫序文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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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本大學多媒體教學用書籍出版 

 

 
a. 新書 I：『JPEG 2000 影像壓縮技術』 

 

    
b. 新書 II: Audio Coding 技術手冊---MP3 篇   c.新書 III:MPEG-4 影像壓縮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