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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會剪影

圖說：亞大校長蔡進發歡迎新進教師加入亞洲大學大家庭。

亞洲大學（）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
心，月日舉辦新進教師研習會，計有副校長陳良弼、管理學
院院長陳明惠等位新進校師與會，亞大校長蔡進發歡迎新進
教師加入亞洲大學的大家庭，以學生為重，教學為先；總務長
朱界陽、學務長張少樑及人事室主任李維宗等位主管到場簡報
，協助新進教師充分了解與運用資源，能快速適應學校環境。

蔡校長也提到學校很重視學生的輔導與美學教育，陸續
推展志工大學、三品書院及四創學園，培養每位學生成為陽光
利他的亞大，「當老師最重要的是教學！是一份關懷、責任！
」，他勉勵新進教師創新教學，引入數位學習、創新教材、翻
轉教學，啟發學生學習動機、建立學習信心，老師更要透過團
隊精神，與其他老師通力合作，致力於教學、研究及產學，為
教育下一代而努力。

參加研習的新進教師，包括副校長陳良弼、管理學院院
長陳明惠、健管系教授戴桂英、財法系主任王國治、視光系主
任曾榮凱、國際交流中心主任李顯章、國際及兩岸教育學院副
院長張世忠、創意設計學院院長王兆華等位新進教師；其中
，曾任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健保局長的戴桂英，受聘為健管
系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蔡進發校長表示，創校進入年，校園從原本的西瓜田發
展迄今，已構築成「花園大學」，校舍呈現歐式建築宏偉，學
生人數也從創校元年的人，迄今學生人數已達萬多人
，經全體教職員努力，辦學績效卓著，也很重視各項教學評鑑
，不論是國內外的評鑑都名列前茅，透過評鑑形成另類的肯定
；現又興建現代美術館及亞大附屬醫院、新設護理系、視光系
，都是為了培育人才，朝永續經營目標邁進。



為了讓新進教師儘快瞭解亞大辦學特色及環境，主辦單
位邀請副教務長蔡碩倉、學務長張少樑、總務長朱界陽、人事
室主任李維宗暨圖書館、研發、產學、圖書主管人員到場報告
業務。亞大副校長兼教中心主任柯慧貞強調，該中心將全力協
助教師生涯發展適性揚才，推動創新教學與教材；世紀的學
習是從生活與工作，可引導學校從教室外的生活學習與服務學
習中成長。



「將學生輔導工作做到最好，是我們持續努力的目標；提
供學生最優質與即時的關懷輔導，則是每位師長應擔負起的責
任！」學務長張少樑說明亞大學務工作發展的特色，並協助教
師瞭解輔導所需的各項資源，顯見亞大對學生輔導的重視。


圖說：亞大舉辦新進教師研習會，由
亞大副校長兼教中心主任柯慧貞主持。

圖說：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致詞
歡迎新進教師。

圖說：亞大校長蔡進發前排左二及相關主管與新進教師
合影。

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會教師回饋意見統計

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營之滿意度調查，
此次研習營有助於

教師意見

翻轉教學相關課程

學校入口和各處室的聯結不
甚清楚，對申請各項資源的
程序有所延遲

如有新進相關軟體，請多辦
研習，讓教師能擇一時間參
加

介紹教師評鑑的各項細節

單位回應 權責單位

教學資源暨
教師專業
發展中心

資訊發展處

資訊發展處

人事室

本中心已於今年月日邀請政治大學吳靜吉
名譽教授蒞校演講「培育學生創意的有效策
略」及「激發學生創意的教學」、月日邀
請國立台灣大學葉丙成蒞校演講「翻轉教學
研習：新時代的創新教學思維與方法」、
月日邀請國立中山大學陳年興蒞校演講「
科技創新時代的教學思維與方法翻轉課程的
實施與挑戰」及楊鎮華蒞校演講「科技創新
時代的教學思維與方法臺灣磨課師課程的過
去、現在及未來」，以上共場皆有影片於
亞大電視台；另於年已陸續規劃中。

請老師提供有問題之申請名稱，後續加強
補正。

資訊處每年皆有辦理軟體相關研習，請教
師注意資訊處轉信公告，以利撥冗參加。

有關本校專案教師以一年一聘為原則，專案
教師在續聘前應接受教師績效評量，以作為
續聘之依據，前述所指教師績效評量範圍包
括教學績效、研究績效、產學績效、服務績
效及輔導績效等五大項。若對於教師績效評
量指標內容，有需更進一步瞭解，歡迎師長
來電洽詢人事室分機，謝謝。

ASIA UNIVERSITY

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會之教師回饋意見處理情形



認識我們的新伙伴，建立跨域合作新契機~

 新進教師自我簡介(二)

系所：護理學系

教師：張倖綺助理教授

系所：視光學系

教師：林惠雯專案助理教授

系所：視光學系

教師：曾榮凱副教授

背景與專長

背景

本著對護理專業的熱誠，護師執照取得後便開始產科與婦科臨床
照護實務工作，包括區域教學醫院與醫學中心的產科照護經驗，還有
三軍總醫院軍方及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門診護理工作。後來深感
所學不足，遂選擇繼續進修護理碩士、博士學位。
在碩士學位進修過程中，有幸隨著指導教授陳淑月博士在彰化基督
教醫院婦女尿失禁防治中心擔任顧問期間，學習以生理回饋方式協助
婦女改善並預防失禁，碩士學位完成後，也參與陳淑月老師分別在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尿失禁防治門診的諮詢，以及嘉義聖馬爾定醫院
擔任產後護理之家產後婦女骨盆底肌健康復健，這些對於個人而言是
婦女健康維護上的另一項專業角色訓練的可貴經歷。
在成功大學醫學院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有幸渥
蒙陳彰惠教授之指導與提攜，開啟探究另類醫學照護領域的興趣，並
在學位論文中完成瑜伽照護改善婦女經前不適症候群之跨領域研究，
期能藉此研究結果檢視運動對婦女經前身心不適之成效，有助於未來
擬定經前症狀之保健策略，可協助廣大婦女維護並促進經前健康。

專長﹕

婦科護理、產科護理、經前症候群照護、骨盆底肌運動訓練、
失禁防治護理。

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


“唯有透過自身學習才得以將知識刻印於大腦，且透過實作經驗才
得以累積深刻的學習經驗”。秉持互為主體的立場，並藉由多元的方
式講述、範例教學、探究學習、互動式教學等，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啟發學習者潛能。

研究或產學興趣


目前研究主要專注於婦女月經週期之健康維護，尤其是瑜伽與其
他放鬆療法改善經前身心不適之成效。目前台灣在婦女月經週期期間
研究多鎖定於月經期間的不適以及盛行率調查，在經前不適的因應策
略之相關研究為數甚少，許多跨國研究結果證實經前身心不適對婦女
的生活造成影響不容小覷，且今日婦女隨著社會進步，肩負多元之角
色壓力，其身心須承受蠟燭多頭燒的壓力，醫療照護強調的是以維護
、促進健康並增加安適為出發點，所以有必要重視其經前健康。

、與等皆基於運動有益於整體健康與緩解憂鬱、疲勞
的立場，鼓勵婦女以規律的體能活動舒緩經前的不適症
狀，而臨床實證也普遍證實運動對健康的整體效益，因此以預防重於
治療的立場而言，探討運動或其他放鬆療法改善經前不適有其可行性
，期許自己能完成目前仍持續進行的瑜伽改善經前不適與促進生活品
質成效之縱貫研究，此結果將有助於辨識台灣婦女月經週期各階段經
前症狀的變化與模式，並觀察到瑜伽對經前症狀所產生的趨勢
變化，有助於未來擬定婦女經前健康維護之策略，協助婦女主動因應
經前不適，而非被動式忍受身心上的不適。

背景與專長

生於雲林縣麥寮鄉，年畢業於中山醫學院醫事技術學系，畢
業後在中山附設醫院的病毒研究中心從事醫檢師的工作，工作期間有
感於所學之不足，在家人鼓勵下報考研究所並進入中興大學獸醫系研
究所就讀。在指導教授張天傑老師的門下從事動物病毒之研究，並在
張天傑老師的鼓勵下報考博士班。於年月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獸
醫學系博士班，在學期間參與的研究計畫，包含重組疫苗及檢測試劑
之研發、農委及國科會計畫之撰寫與執行。研究主要以分子病毒學、
病毒感染的致病機轉及免疫反應為主。


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

本人為視光學系的老師，教學上需多加確實掌握學生學習情形以
利教材修改之依據，本人認為教學應於教材方面準備充分，面面俱到
，並具系統性，使學生能容易理解，並配合輕鬆教學方式，有效達到
傳達知識並使學生容易吸收。另外，本人會與學生保持互動與良好溝
通，以藉此瞭解其吸收情形與意見來調整教材。

研究或產學興趣

先前的研究室建立了以病毒感染小鼠誘發腦炎的模式，未來將以
此動物模式來探討其致病機轉與評估中草藥萃取物或天然食品應用在
腦炎預防或治療的可行性為何；另外我也與台大動科所的陳億乘老師
合作，用倉鼠之動物模式，餵食高油脂膽固醇飼料來誘發脂肪肝形成
，因此未來可以此模式評估各種中草藥萃取物或天然食品是否具有調
降血脂或預防非酒精性脂肪肝形成的能力，同時探討高油脂飲食下對
眼球細胞的影響為何；同時我目前也與中山醫大楊順發教授及張元衍
教授合作以病毒來感染眼睛的角膜細胞，建立以誘導角膜細胞
產生炎症反應的模式，並探討其致病機轉與評估先前使用的中草藥萃
取物或天然食品應用在腦炎預防或治療的可行性。

未來我將以嚴謹的治學態度來教學，我有信心不負學校所望，盼
我之所學，利及所有學子，以謝本校賞識之情。

專長

眼睛疾病動物模式
胚胎與顯微操作
胚胎發育與視覺系統之發展

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

堅信興趣為學習之動力泉源，確實明白說明課程與學生之重要
性、關連性與未來性是相當重要，引起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是任何
教學之首要步驟，以學生為主體與互動式之課堂學習可增加課程之
活潑性與增進師生關係，填鴨式傳統教學往往將大學多元學習效率
大打折扣，以分組討論報告或其他互動式教學取代單向授課，以多
元評量取代紙本筆試。

研究或產學興趣

研究方向主要以眼睛疾病之動物模式進行相關預防或治療為主
軸，嘗試開發視覺相關保健食品，另外也藉由動物模式探討眼睛相
關疾病之分子機制。
產學合作主要與企業合作提昇視光產業之專業與其相關再教育課程
，另一方面亦與廠商合作開發動物眼睛相關之預防保健藥物。

學院：醫學暨健康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