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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計劃分享



個人簡歷

一.學歷：台灣大學學士/碩士/博士

二.學術專長：海洋工程、環境教育、海洋再生能源

三.經歷：

1. 17年海洋工程業界資歷―財團法人、工程顧問公司

2. 98學年起開始高教生涯―慈濟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

四.教學記事

1. 99學年及101學年教學優良教師

2. 103學年兼任慈濟大學共同教育處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3. 爭取內外部教學資源，不斷嘗試教學創新

4. 102學年獲得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績優課
程計畫獎

5. 104學年起擔任台灣大學工科海洋系兼任副教授，教授專業
課程「海岸及海域工程」、 「工程及專業倫理」等。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擔任

工作

106學年師資培育生戶外教育計畫-

環境教育體驗

教育部 主持人

105-3全國大學院校夏季學院通識

教育課程― 山與海的對話-環境教

育體驗

教育部北二

區教學資源

中心

主持人

104-3全國大學院校夏季學院通識

教育課程―山與海的對話-環境教

育體驗

教育部北二

區教學資源

中心

主持人

103-3全國大學院校夏季學院通識

教育課程―山與海的對話-環境教

育體驗

教育部北二

區教學資源

中心

主持人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31東台灣地理觀察

MOE-103-1-2-059

教育部資科

司

主持人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21自然與環境概論

MOE-102-1-2-003

教育部資科

司

主持人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12自然與環境概論

MOE-101-2-2-034

教育部顧問

室

主持人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1011自然與環境概論

MOE-101-1-2-008

教育部顧問

室

主持人

近五年獲得教育部課程計畫補助



教學實踐研究的由來：學術的再概念化運動

Boyer (1990)系統性地重新探討學術的本質與樣
貌，提出四種學術活動的型態

1. 發現的學術
2. 融合的學術
3. 應用的學術
4. 教學的學術

《教师如何做研究》



∗課堂就是我的實驗室!

∗理解不同世代學生，將心比心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進行創新課程設計

分享大綱



課堂就是我的實驗室!



成為大學教師的Criteria是？

• 研究!

• 研究!!

• 還是研究!!!

• 當然還有其他標準!!!!

• 但是，絕對不是教學能力……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大學對於教師評鑑以教學、研究、
輔導與服務等面相為之，其中教學的比例卻最重……



• 回顧大學時期老師的教學：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強調數理邏輯的教學。

�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養成。

• 在業界服務期間對大學畢業生的感想：

�數理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逐漸下滑。

�進入職場後主動學習的態度逐漸消失。

�眼高手低的問題日益嚴重。

關於大學老師的教學……



Lecturer reads at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Source: The First Step: A Shift in Centeredness - Teaching in the Life Sciences



教育VS工業化生產的管理思維

經由『管理科學』加持的
工業化量產模式

勞動分工、生產流程

生產成本↓、效率↑

穩定地生產制式產品

系所分工、課規教評

教學成本↓、績效↑

穩定地生產學生與論文

招生(進料)、招募工人(教師)、排課(工序)、授課(加工
製造)、60分及格、期中預警、畢業門檻及退學(品管)、

畢業(出貨)

資料來源：修改自林崇熙老師【學問，就是學著發問】投影片

想改變，
就是起點



課堂就是我的實驗室!

剛開始擔任教師時
發現問題

同儕諮詢 文獻回顧 研討研習

提出解決構想

修正教材教法及評量

付諸教學並蒐集回饋

評估問

題是否

解決

是 否

這樣的教學有趣嗎？



課堂也是老師們的實驗室!

• 發現問題、定義問題、解決問題―是大學老師們共同的能
力。

• 專業的同化→同溫層→專業典範的框架：容易錯失問題的
發現。

• 可研究的教學內涵

• 使用數位工具蒐集教學成效

•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怎麼樣的評量才是”好”的評量

可以從哪裡改變？



1. 課程目標：這門課之於學生的時代意義？

2. 知識內涵：什麼知識最有價值？誰的知識？

3. 教學方法：如何讓學生學得好？會懷念？

4. 學習評量：如何看見和解讀學生學習的樣貌？

5. 師生關係：師生互動型態與學生抗拒、轉化？

6. 教學信念：老師的價值觀如何影響課程發展？

7. ……

可以探討的教學內涵

資料來源：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 階段一、發現問題

• 階段二、診斷問題

• 階段三、擬定與實施行動計畫

• 階段四、選擇方法、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

• 階段五、反思與精進

萬事起頭難，該如何切入？

關於教學行動研究，以一個非教育背景的過來人
分享：

初期我遇到的問題：我的問題是
不是，及會不會沒有研究價值!?



我的問題是不是，及會不會沒有研究價值!?

• 帶有學科/領域特性

• 能夠建立在既有的知識基礎之上（教學知識
的文獻回顧）

• 需要經過同儕審閱、對話（教師社群、發表）

• 能成為學術社群的知識公共財



案例一：慈大的「提升校園內每一分子環境素養」課程

綠色
大學

校核心必
修課程

任務

課程目標

知識內涵

教學方法

學習評量

師生關係

教學信念

必修課程是否真能達成

目標?

什麼樣的知識內涵能達成

目標?只有一門課該怎麼做?

什麼樣的教學能改變學生

的價值觀?能讓他們行動?

如何看見和解讀學生學習

的樣貌?

師生如何互動提升學習興

趣?能增進未來行動意願?

老師的價值觀如何影響課

程發展?



案例二：台大的「海岸及海域工程」課程

台大工
科海洋

該組重要
專業選修
課程

任務

課程目標

知識內涵

教學方法

學習評量

師生關係

教學信念

原來的課程規劃是否真能

達成目標?

什麼樣的知識內涵能達成

目標?只有一門課該怎麼做?

什麼樣的教學能讓學生看

見未來?能讓他們主動?

如何看見和解讀學生學習的

樣貌?達成核心能力目標?

師生如何互動提升學習興

趣?能增進投入領域意願?

老師的價值觀如何影響課

程發展?

離岸風力發電

海洋再生能源

離岸工程

國艦國造/潛艦國造

海洋牧場



理解不同世代學生，

將心比心!



理解不同世代學生，將心比心!

從今年國中會考數學非選第一題，33％僅拿0或1分，近1/4學生空白談起：



很多孩子自牙牙學語到小學

畢業為止，學過不少樂器、

參加各種營隊、而且對新奇

的事物都能保有好奇心，

然而經過國中及高中洗禮後

幾乎全部忘記，除了課本和

考試，對所有家事、國事、

天下事都漠不關心。



未來世代的學生類型…

現在世代的學生歷經教改及網路世代，已經和過往有很大的
質變，他們的特徵包括：

• 大多數學生只為了考試在念書，多數人都是被逼者成長，
學校和老師餵什麼吃什麼，缺乏對自己的了解與思考

• 對有興趣的事高度執著，沒興趣的事漫不經心

• 重視表像與個人風格，要爭自主決定權(但部分內涵不足)

• 勇於挑戰權威，對既有規範提出質疑(創意十足但有些缺乏
中心思想與足夠的先備知識)

• 看起來很困難的事，只要感動或覺得有趣，能有勇氣嘗試

我們能改變他們嗎？

我們的教育該為他們改變嗎？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進行

創新課程設計分享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進行創新課程設計分享

• 課程地圖的問題

• 引發學習興趣的課程設計

• 大學社會責任

• 導 入 重 視 學 生 理 解 的 課 程 設 計 ，
Understanding by design，UbD：透過「多
元評量」、「學習者中心」，以及「問題
解決導向」培育因應未來社會需求人才。

• 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



課程計畫內涵的分享

• 課程設計的問題意識(要解決的問題)

• 課程目標

• 實施行動計畫

• 教學進度及內容規劃(包含教學助理的規劃、
作業設計、成績評量等)

• 教學成效的資料蒐集及分析

•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 反思與精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