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繼續教育活動～台大葉丙成教授及梅家玲教授、台科大張仁家教授蒞校演

講 

本校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於 11 月辦理 3 場精彩講座，分別

為 11 月 12 日與資訊處共同主辦的「如何讓學生真正有熱

情與動機學習——在臺大電機的新思維、新方法、新系

統」講座、11 月 18 日「業界教師導入協同教學實務經驗分

享」講座、以及「從作業設計談學習成效」工作坊。 

■台大電機系葉丙成副教授講座；「如何讓學生真正有熱情與動機學習」 

由教資中心與資訊處於 11 月

12 日，共同邀請了現任台大

電機系副教授、台大 MOOC

計畫執行長葉丙成教授蒞校

演講，假本誠樸廳校分享

「如何讓學生真正有熱情與

動機『學習』？在台大電機

的新思維、新方法、新系

統」。 

葉丙成教授是國內知名的「翻轉教室」理論實踐家，並且專精於教學方法，因其活

潑生動、激發學生興趣與潛能的教學方式，不但讓課程成為學校內的熱門選課目

標，而且屢次吸引新聞媒體採訪報導。葉丙成教授並且嘗試遊戲式的 Coursera 課程

製作，修課學生達 2 萬以上並且分佈全球，國內學生修課僅佔一成，可說是世界性

的課程。【圖：葉丙成教授】 

葉教授表示，現在高教成本

高、教育資源落差大，加上世

界發展變化大，自主學習的需

求也提高，「巨型開放式線上

課程」（MOOCs）課程也成

為新趨勢。而面對沒有網路和

遊戲就活不下去的新一代學

生，他將課程和線上遊戲結

合，讓網友（學生）比領地多

寡，要佔領領地就得打怪，而每個怪物都是一道題目。網友（學生）還可看到自己



 

的全球排名，讓修課網友（學生）廢寢忘食解題，最高紀錄有人一個月內解了近兩

百題；該課程網友（學生）來自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大陸等地，還有網友（學

生）說：「玩得太開心，不想下線」。台大電機系的學生也說，「機率」的上課方

式很有趣且有挑戰性，還可以和全球各地網友較量。【圖：葉教授表示，MOOCs

課程也成為新趨勢】 

葉教授希望教學由學生自主學

習，從「by teacher」變為「by 

student」，除了讓修課遊戲

化，他也運用「翻轉教室」概

念，讓學習不只是在教室內發

生，嘗試將「機率與統計」課

程錄製影片上網，學生在家先

修、課堂直接討論，有效提高

效率。 

翻轉教室意指將傳統課堂教室教學預先錄製成線上資源，讓學生在每次上課之前在

家中就先完成收看與學習，到學校上課的時候，反而是進行發問、討論、或是試題

演練，老師在課堂中不作課程內容細節的教學。翻轉教室不但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與興趣，也倍增了學習時間與效果，葉老師學生所做的課程作業，甚至成為新聞媒

體報導的對象。【圖：朱娟秀教務長（右）頒贈感謝狀】 

對葉教授來說，嘗試找到適合不同世代的教學方法，就是現在進行式。葉教授的教

學方法，成功的提昇同學的學習動機。從葉教授的分享過程中，我們可以深深的感

受到他對教學工作的那份熱愛，教授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只要有熱情，並能

激發學生的熱情，人人都可以成為好老師。」 

■臺北科技大學張仁家教授：「業界教師導入協同教學實務經驗分享」 

學術與實務的結合以及研究與

應用的涵融，是目前高等教育

與研究所階段教育發展的重要

趨勢，期使大學畢業生進入實

務現場時可以無縫接軌，也使

得從事研究的研究者可以順利

的將研究運用於實務中，並從

實務中獲取新的研究靈感與資

訊。業界教師導入課程教學同

時也是本校重點推行之項目，藉由業界教師與本校主授教師的協同教學，讓同學獲

得豐富的實務現場資訊，並與所學相互對照，增益學生未來於實務現場問題解決的

能力。 



 

教學發展中心針對此一主題，特別邀請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張

仁家教授於 11 月 18 日蒞校演講，醫學綜合大樓 8101 教室，分享「邀請業界實務

人士與主授教師在課堂共同進行協同教學的規劃設計與實務經驗」。【圖：張仁家

教授講座實況】 

張教授表示，許多書籍與報導都指出，「現今教師最常受到的質疑與挑戰是：老師

都用過去的知識，教現在的學生，去適應未來的生活」，當然理論的教學固然重

要，但隨著實務現場的劇烈變遷，原有的教學方法或內容是否真的能讓學生養成成

功面對未來的市場的能力？張教授認為，業界通常得到的資訊較學校快速且機動，

所以若能將業界的實務經驗導入協同教學計畫，這樣不只可以讓學生將所學的理論

付諸實務分析，瞭解理論真正的價值，也可以讓學生在投入職場時更具信心與能

力。 

張教授就「業界導師導入協同教學計畫」相關的主軸辦法、課程開設原則、聘任及

申請作業流程辦理等做詳細的說明。接著介紹協同授課時採雙師制度的規劃原則，

大致分為以下幾點： 

1.課程教學由學校教師主導，

業界專家協助，業界專家授

課時，學校專任教師亦需在

場，可吸取業界實務經驗。 

2.課程內容由學校教師主導，

並參酌業界專家之意見來擬

定。課程內容應融入產業實

務知識，務使學生可學習到

有用的產業界實務知識與技

能。 

3.課程教學中，學校教師主要擔任理論知識、實驗架構、分析方法等內容之講授，

業界專家則負責實務經驗傳承、實務技術指導等實務內容。 

4.每門課之協同授課時數，以全學期（18 週）授課總時數 1/3 為上限，同 1 門課程

不限由 1 位業界專家協同授課。【圖：張教授於演講中分享許多個人經驗】 

張教授表示，平時他就會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擴展人脈且會蒐集可能的講者資

訊，也會固定與講者聯繫，維持一定的友誼。而校方也應該有更多的鼓勵辦法，讓

老師更有意願積極申請。雙師制度也可以協助教師拓展業界人脈，方便更為快速的

從實務現場議題中攫取教學素材與靈感。雖然業師協同教學目前於學校課程中所佔

比例仍低，但依據他的個人經驗，學生對這樣的課程反應極好，而他也覺得這樣的

課程模式對學生有很大的幫助，能夠讓學生能獲益最多並且興味盎然。因此他希望

自身的規劃與執行經驗分享，能夠對老師們未來的課程規劃與執行有所幫助。 



 

■台灣大學梅家玲教授：「從

作業設計談學習成效」工作坊 

教學發展中心於 11 月 27 日假

杏春樓 6204 教室，舉辦「從

作業設計談學習成效」工作

坊，特別邀請台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暨臺灣文學研究所梅家玲

教授蒞校主講與主持。梅教授

曾於 1999 年赴美國哈佛大學

擔任訪問學人，2002～2007 年曾在捷克查理士大學、大陸清華大學以及德國海德堡

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面對不同身分背景學生進行多元作業設計的經驗豐富。【圖：

溫子欣助理研究員（右）頒贈感謝狀】 

梅教授首先就「作業」在課程設計中的地位與作用做說明，她表示「作業」是溝通

師與生、教與學的重要橋樑，從「教師方面」來看，作業可以貫徹教學理念、達成

教學目標並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果；從「學生方面」來說，作業可以將所學所知轉化

為自我實踐的能力並開發潛能，提昇自我，另外同儕間的互動、討論也有助於學

習。 

而如何讓作業是有趣且有效

的，梅教授表示，作業設計

可以多元化，靜態或動態、

個人或是團體都是可行的方

式，多樣化作業方式才能引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梅教授

用自己過去的經驗，提出了

幾項作業設計的原則： 

1.提供多樣性選擇。 

2.與學生既有的興趣與能力相結合。 

3.與個人生活經驗相結合。 

4.提供觀摹與鼓勵機制。【圖：教授表示，作業設計可以多元化】 

另外，梅教授也以自己教授的「現代文學與文化」系列課程為例，完整的說明如何

安排學生的平時個人作業及期末團體作業，而修課的學生在課程結束前也都表示，

原以為是一堂不容易的課程，實際上卻非常的有趣更讓人難忘。這充份的證明了多

元的作業設計與學習成效是相相輔相成。 



 

活動第二階段由本校教師提供

個人的課程作業設計座為討論

素材，進行討論，老師們並就

個人課程所發現的問題一一提

出，由梅教授進行解說與解

答。透過梅教授切身經驗的分

享以及參與師長的實作演練，

本工作坊提供作業設計的豐富

資訊與知識，協助師長掌握多

元作業設計的步驟與重點。（文/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圖：老師們提出個人課

程所發現的問題向梅教授請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