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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意見 單位回覆 權責單位

1.未來倘若有機會希望學校能增置烹
飪專業教室給學生使用

近期會爭取與保健系之烹飪教室一同排課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2.建議資發處對網頁上的功能，能考
慮可從命名了解其功能，並能雙語
化

為提高國際化品質，目前校級網站、課程大綱、學
生資訊、選課資訊、教學平台均已達成雙語化目標，
相關系統將陸續進行修正；有關網頁服務命名部分
宜請教師提出指正以利改善。

資訊發展處

3.希望學校Moodle功能可以與教師
資訊服務系統平台做結合，並能考
慮將每位學生的點名系統設為雙語
化，每位學生附上英文名字

Moodle為本校103學年導入之自由軟體，具備多元
教學及師生互動功能，103學年已規劃將課程大綱
及學習評量與教師資訊系統整合；教師資訊系統已
著手進行雙語修正，學生點名系統則已配合教室電
子講桌設置開發完成。

資訊發展處

4.學校資發處開發手機APP功能，讓
老師隨時隨地能瞭解學生的情況，
實在很便利！可再多介紹此功能讓
大家知道

加強宣導以提高APP使用率，並鼓勵教師運用於教
學活動。

資訊發展處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新增新進教師
研 習 之 教 師 回 饋 意 見 研 處 情 形

管理學院 教學單位 101學期平均時數 102學期平均時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33.6 65.9

財務金融學系 46.7 65.4

財經法律學系 36.7 51.6

國際企業學系 39.4 43.3

會計與資訊學系 49.1 53.1

經營管理學系 52.7 47.6

總計 43.6 55.2

醫學暨健康學院 教學單位 101學期平均時數 102學期平均時數

心理學系 67.8 53.4

生物科技學系 53.3 60.1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 50.1 79.1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50.3 57.6

總計 54.3 62.7

資訊學院 教學單位 101學期平均時數 102學期平均時數

生物與醫學資訊學系 29.6 65.1

光電與通訊學系 31.5 50.1

資訊工程學系 57.3 74.6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 37.1 66.7

資訊傳播學系 37.9 50.4

總計 42.1 63.1

  發行單位：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總編輯：柯慧貞  副總編輯：周廷璽  編輯：王建迪、陳怡君  設計:黃晨芳

創意設計學院 教學單位 101學期平均時數 102學期平均時數

室內設計學系 - 24.3

時尚設計學系 49.1 55.4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42.8 37.0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39.7 57.7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46.7 44.5

總計 44.2 45.1

表2.創意設計學院各系101學期與102學期之平均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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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創意設計學院各系教師年研習時數高於15小時比例

表3.資訊學院各教學單位101學期與102學期之平均時數

圖3.資訊學院各系研習時數達15小時以上比例

表4.管理學院各系101學期與102學期之平均時數

圖4.管理學院各系研習時數達15小時以上比例

表5.醫學暨健康學院各系101學期與102學期之平均時數

圖5.醫學暨健康學院各系研習時數達15小時以上比例

    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經驗與技巧，發展教師專業，
以培育優質學生，特制訂「教師在職教育實施要點」，
依據此要點，本校專任老師每學年必須修習至少15小時
在職教育時數。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統計102學年本校專任教師研習時數，結果發
現102學年本校337位專任教師研習時數超過15小時的比
例為92.9%，101學年本校312位專任教師研習時數超過
15小時的比例96.4%，二年均達九成以上。102學年每位
教師皆達研習時數15小時的教學單位分別為外國語文學
系、幼兒教育學系，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保健營養生
技學系，時尚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以及通識
教育中心，共7個教學單位。其中除了資訊多媒體應用
學系外，其餘六個教學單位連續兩學年所屬教師研習時
數超過15小時的比例達100%。
   

    就研習時數來說，本校102學年教師平均研習時數
達55.6小時，其中教師參與校內平均研習時數為39.31
小時，參與校外研習時數16.36小時；101學年教師平均
研習時數達45.97小時，其中教師參與校內平均研習時
數為28.03小時，參與校外研習時數17.94小時。

    本校102學年教師平均研習時數最多為保健營養生技學系79.1小時、資訊工程學系74.6小時、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66.7小時等三系之教師，而全校教師研習最少的學系平均時數為24.3小時，
仍高於「教師在職教育實施要點」所規定的15小時；101學年平均時數最多為心理學系67.7小時、
資訊工程學系57.2小時、社會工作學系56小時等三系之教師，而全校教師研習最少的學系平均時
數為29.6小時。
   

    綜合本次教師研習時數的分析結果，發現102學年本校教師不論在研習時數超過15小時的比例
與實際的研習時數皆較101學年均達九成以上，而102學年教師研習平均時數較101學年增加將近10
小時；顯示教師們已認知到在職進修的重要性，並樂於參加。關於103學年度，本中心期末之前會
將各教師的研習時數統計回饋給各系，並鼓勵更多的教師參與研習。
    本中心持續鼓勵教授專業課程之教師於校外參加國內公民營機構研習、本校(含學院、學系)
依教學領域及重點特色所辦理與其個人所授課程專業相關之實務研習、見習及學術應用研討會，
以吸收產業資訊及實務經驗，使教學內涵符合業界需求，增進學生畢業之就業競爭力。而另一方
面，本中心對教師之校內研習未來將走向質的提升，鼓勵系統性修習學分與創新教學法的認證機
制，也期待各位教師多多支持。

教師增能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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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暨通
識教育中心

教學單位 101學期平均時數 102學期平均時數

外國語文學系 44.8 50.4

幼兒教育學系 32.1 36.8

社會工作學系 56.0 40.9

總計 45.5 43.3

通識教育中心 33.9 55.5

表1.人文社會學院各系暨通識教育中心101學期與102學期之平均時數

教師研習時數達15小時之比例均達九成以上

教師年平均研習時數上升

結語:年研習時數續增，未來朝向質的提升 

圖1.人文社會學院各系暨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年研習時數高於15小時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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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Asia University, Taiwan）教學資源暨
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為協助新進教師充分了解與運用資源
，能快速適應學校環境，於今天（8月28日）在亞洲講
堂（Ａ115）舉辦新進教師研習會，共計25位新進校師
參與。
  103學年新進教師，如護理系講座教授黃秀梨、生科
系教授徐國強、保健系陳曉鈴、健管系專案助理教授莊
淑惠、光通系講座教授許政行、會資系特聘教授吳清在
、財法系副教授李維宗、國企系特聘教授楊聲勇、休憩
系助理教授賴政豪、外文系專案助理教授吳淑卿、視傳
系教授蘇文清、商設系李梅齡、幼教系專案助理教授黃
桂芝、語教中心專案英語教師La Grua等人出席新進教
師研習營；蔡進發校長到場歡迎，教發中心主任柯慧貞
、副教務長蔡碩倉、學務長張少樑、總務處節能組組長
蔡麟祥、人事室主任李維宗暨圖書館、研發、產學、圖
書主管均報告業務。



如何利用問題(課堂討論)引導學生學習

研究發展處專欄
主題：規劃成立貴重儀器中心

  現今科學的迅速發展與不斷的突破，皆有賴於精
良的儀器設備與分析方法的精進，精密儀器對於學
術的貢獻與工業技術提昇貢獻良多。能夠將儀器設
備之設置、維護與更新及有效使用，是現今發展學
術、科技必備之基本條件。為了使各種儀器能夠集
中管理並妥善維護保養，也避免重複設置與購買，
藉以發揮最高的價值與效率。並且能夠響應政府所
倡導「物盡其用，人盡其材」之號召，切實配合各
研究機構之特殊需要。

  日前創辦人指示，有必要在學校成立貴重儀器中
心，除了能夠活絡研究儀器設備的使用，以利提昇
設備使用率外，更可以提升研究與產學能量。目前
由各院與各系所所成立的各級研究中心，如食藥用
菇類研究中心、水稻T-DNA生技研發中心、生醫訊
號探勘與腦科學研究中心、生醫語意研究中心、綠
能科技研發中心，皆可透過此貴重儀器中心的設立
，享有儀器共享的優勢，將經費設備能夠做更妥善
的規劃。此外，再加上近日食安問題嚴重，學校正
積極成立食品檢驗中心。也希望能夠藉此分享貴重
儀器中心當中的研究設備，期望能對於社會在食品
安全方面有所貢獻，藉以安定社會對於食品安全的
恐慌盡一份心力。

  故此研發處正積極籌備貴重儀器中心，目前已經
召開數次的籌備會議，也彙整籌備委員的寶貴意見
，將隸屬於本校的所有貴重儀器納入管理，做最有
效的使用。

如何運用課堂討論引導學生學習

教師增能專刊Asia University

  引導學生討論必須進行事前的準備工作，在課堂中帶領學
生的討論也要有技巧。此外，教師也應幫助學生在討論的議
題中找出相關連結，最後並引導學生一起整理討論的結果，
然後再接續往後的課程。以下就每個環節加以敘述：

  學生的準備工作（Preparation）
學生無法參與討論的主要原因，多半是因為他們對要討論的
課業內容不熟悉，沒有事先準備。許多學生已習慣上課就是
來聽老師「告訴」他們甚麼是該知道的。要讓學生參與自己
的學習，首要之務就是讓他們做事前準備。例如，教師可以
給學生閱讀作業，讓他們就所閱讀的文章，事先準備幾個問
題，帶來課堂請問教師或同學；也可以讓學生就所讀到的作
業準備一份心得。教師也可針對某一個作業，事先給學生3到
4個問題，讓學生準備答案帶到課堂；或是讓學生針對課本中
某一章節提出一個考題，用來測試其他同學對該章節的了解
程度，而教師也可以在出考題時真的使用這些題目。總而言
之，學生在課堂上的討論必須要「有所本」，才能參與討論
，討論的內容也才不會流於空泛。

  帶領課堂討論（Facilitation）
  在討論時，教師可以讓每名學生先把自己的摘要寫下來，
再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與組員交換討論心得後，再跟全班
報告討論的結果。小組或是全體的討論內容可以針對他們事
先準備的問題或是作業心得所得，也可針對教師事先給的問
題提出討論結果。
  整體討論之前，老師可先將欲討論的問題或是範圍大綱寫
在黑板上，讓大家都知道討論的方向。若想激發學生討論的
慾望，可以從具體的問題開始，以鼓勵他們參與。教師提出
問題時要給學生思考的時間，而當學生有問題或正在討論時
，不需都由教師接應學生的問題，可以交給其他學生討論。
  教師也可以鼓勵學生提出不一樣的觀點，例如：當學生提
出論點後，可以問其他人：「你認為這議題的相反看法應該
是甚麼？」或者是：「從一個反對者的出發點來看，你認為
他們會怎麼說？」若是學生的論點有些偏頗，教師仍可給予
正面的鼓勵，並將他們導回討論的主題，例如：「Peter，你
的見解很有意思，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它與我們現在
討論的議題的直接關係在哪裡？」或是說：「你的看法很有
見地，但是我們也必須討論……」若整體的討論已偏離主題
，教師可以適時地聚焦：「我們的討論似乎偏離主題，讓我
們重新考量最初開始談的題目……」而當討論過於激烈或有
衝突的可能時，教師可以即時介入，提出比較抽象性的、理
論性的問題讓議題降溫。當然，課堂裡的討論規則應事先與
學生一起討論建立，讓大家都有共識，一同遵守這些遊戲規
則。

  連結議題（Connection）
  在學生討論時，教師要設法幫助學生將他們的討論與當天
的課程主題或是課外指定的閱讀連結起來，使課堂裡的討論
能加深學生的了解，強化學習效果。而教師也可以在課堂中
適時地停下來，要求學生試著連結、歸納所討論的議題之相
關性。這時教師的角色就不再只是給學生答案，而是在學生
不清楚時做適時解釋，釐清他們的困惑，扮演學生學習時的
輔導者。

  綜合整理（Summary）
  如同所有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設計一般，課堂討論也
需要學生全程參與。因此，課堂討論的結尾（closure）也應
當讓學生來做。教師可以在課堂最後5分鐘，請學生把當天討
論的過程整理出3至4個重點，並列出1或2項他們仍不清楚的
地方，留待下次上課時繼續討論，或者移到線上（online）
課外討論。在課程結束前，教師也應提示下次上課欲討論的
議題，與事先必須準備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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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師發展」一文中，作者曾
提到若要周全的運用此種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反傳統教
學方式，必須考量三方面的改變。第一，教師必須調整
角色；第二，改變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的方式；第三，學
生的「學習方式」需要改變（史美瑤，2012）。這樣的
教學方式鼓勵學生主動學習，讓學生互動，內化所學到
的知識，以及永遠「擁有」由他們自己建構而得的知識
  許多文獻指出，幫助學生「自主學習」或「同儕學習
」是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的最佳教學方法之一。只是多數
學生不習慣在課堂上發言提問，或主動回答教師提出的
問題。同時，大多數的教師仍習於採取「我講你聽」的
教學方式，習慣給學生答案多過於讓學生自己發掘問題
，或與同儕一起尋求答案。因此，如何以「問題」引導
學習，如何利用課堂討論來代替傳統教學，不僅是大學
教師教學上的挑戰，也是學生學習上的挑戰。

 

。

教學卓越新模式 創造課堂學習新驚喜

課堂討論教學法

積極學習法

  有目的性引領學生
  好的課堂討論方式需要事前準備，老師要先思考「希望學
生從討論中學到什麼」，也必須要先釐清討論的目標、設計
討論的引導問題等。在正式討論前，可以和學生一起建立參
與、禮節及融入討論的基本原則，並要求學生以寫作或小團
體方式回答引導式問題。
  讓學生更多參與課堂討論是很重要的，而好的課堂討論最
需要的是「有目的性的引領」，討論時可以先詢問學生以理
解與回顧為主的基礎問題；每問完一個問題後停頓五至十秒
，讓學生有時間系統化地陳述深思後的答案。同時，老師可
以更進一步提出相關問題，讓學生能延伸或釐清答覆的內容
等。
  在課堂結束前，可以預留一些時間做總檢討。一個好的課
堂討論是需要被「評量」，討論結束後老師以口頭或黑板書
寫的方式，將討論中出現的重要觀點摘錄下來，並把當天討
論的內容與學生在課堂上學到的其他課題相互連結。同時，
好的課堂討論是可以引出更多的討論，讓學生寫下討論的要
點及列出他們仍未解決的重要問題，並根據討論結果，形成
課後作業或隨堂測驗的問題。

  有效鼓勵學生回應 建立參與感
課堂的互動相當重要，如果學生沒有即時回應，老師要先釐
清原因。像對老師而言，長時間的沉默，可能只是短暫的幾
秒鐘，學生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陳述深思後的答案；學生也
有可能不了解該給什麼樣的答案或他們需要更多的準備，如
是否已閱讀完成或有即時回答問題的經驗？當然，也有一些
學生不喜歡在全班面前公開發言，為了幫助他們增加參與的
信心，可以事先告知討論前需要的準備，要求他們先作簡短
筆記，再以筆記、小組討論或其他準備的基礎，融入全班的
討論。
  學生有可能把問答時間或小組活動視為課堂中的「休息時
間」，老師此時必須清楚地告訴學生目標及討論的時間。同
時，可以要求學生報告特定的主題及討論成員間如何有效合
作。在活動進行當中，評估學生的進度及幫助解決問題。對
於那些不常參與討論的學生，也可以和他們直接接觸。最後
在適當時間，提供全班回饋。

  不僅需要聽講 實作思考更重要
  研究分析指出，學生不僅需要聽講，他們也需要閱讀、寫
作、討論、甚至參與問題解決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學生必
須積極地融入更高層次的思考工作，像是分析、綜論和評估
。積極學習法可被視為包含學生實作及對實作思考的指導性
活動。
  學生普遍偏好積極學習更勝於傳統的講課模式。雖然在促
進學生對教材的熟悉度上，許多積極學習的方式和傳統講課
法的效果差異不大，但在促進學生思考及寫作能力的發展上
，積極學習則優於傳統講課。
  在課堂上使用積極學習的教學技巧，能讓學生獲得最佳的
學習效果。因此，老師必須對各種跨學科、可成功促進學生
積極學習的教學策略有豐富的認識，甚至進行自我反省及探
索，才能掌握這種深思、具學術性取向的技巧性教學。

多元教學策略

  暫停講課、回饋講課、引導講課
  傳統講課法的修正是將積極學習融入課堂方式之一。如老
師能在課堂上暫停講課三次，每次兩分鐘，讓學生有時間整
合他們的上課筆記，學生將吸收更多的知識。另外，在課堂
討論之前，插入簡短的範例說明或不分級的寫作練習及在講
課時加入特殊的教學策略，都可提升學生的參與。
  特殊的教學策略包括回饋講課及引導講課。回饋講課是在
兩小段講演中穿插一段小組討論來構成整個學習指南；引導
講課則使學生不抄筆記，專心聽講二至三十分鐘，接著給他
們五分鐘的時間寫下自己記得的部分，最後利用課堂剩餘的
時間進行小組討論，來釐清及說明當節的課程內容。

  教學規劃者支持 促進積極學習
  高等教學實踐的改進必須從老師的努力開始，老師可以先    
從最容易施行並可促進積極學習的方式，開始跨出第一步。          
而教學規劃者可以藉相關資訊的傳播，來幫忙並支持老師。    
積極學習法的運用可發展為老師工作坊及相關計畫的指導方
法。最重要的是，教學規劃者必須體認到提供老師教學改進
後續支持的必要性。

（本文內容主要來自華盛頓大學「教學發展暨研究中心」網
站http://depts.washington.edu/cidrweb/ 及教育部顧問室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先導計畫）
本文轉載自20007年3月出版；<評鑑>雙月刊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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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名校華盛頓大學的「教學發展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簡稱CIDR），主要為系所提供具學科取向、
保密及免費的教學、學習與評估相關的個別諮詢服務。
其中介紹的「課堂討論教學法」及「積極學習法」，除
了能促進教學改進外，更為課堂學習創造新驚喜。

 

翻轉教學（flip teaching）、
翻轉學習（flip learning）、
反轉課堂（inverted classroom）

1.上課前，教師將自錄
的講授內容（或相關的
現成素材）上傳或連結
到學習平台(Moodle)
，學生在平台上「自主
學習」這些內容並記錄
學習上碰到的問題。

2.上課時，教師
回應學生自學時
碰到的問題，並
進行以討論為主
的合作學習或個
別指導。

Flipped classroom 的二大特點

翻轉課程的挑戰

Peter Pappas : 翻轉課程的迷思與真義

＊學生要在家獨立吸收知識, 
對於不自行上網瀏覽學生, 
如何讓他們看完影片? 如何激發學習動機?合作學習?
＊教師要問自己:課堂上最有意義的活動是甚麼?如何
促進中高階思考力?如何提升學習成效? 

數位學習無國界] 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 的迷思與真義
※轉載自"數位學習無國界"部落格，作者Jessie為美國Classroom 
Aid Inc. 公司創辦人之一，文章以CC BY-SA開放授權分享，轉載
時請標註相同授權方式。※原文網址: http://chinese.class-
room-aid.com/2012/10/flipped-classroom.html

＊教師在課堂上有更高的
自由度,可以觀察學生應用
知識的能力, 視情況給學
生差異化的協助, 教室中
的主角從教師變成學生, 
教師是幕後的"導演"

＊翻轉課堂不是要取
代老師, 不是以看影
片取代做作業; 而是
要讓課堂時間更有生
產力, 也重新定義老
師與學生的角色

＊翻轉課堂不止於在家看
影片, 而是鼓勵學生自主探
索(inquiry) 與合作
(collaboration), 建立同儕
間的互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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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專欄 

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教授袁鈞蘇蒞校演講

  當數學機率課也能像玩線上遊戲般，讓年輕學子愈來愈樂
在其中，甚至捨不得關掉電腦、離開網路，恨不得能多解幾
道數學題、多破一些關卡時，枯燥無味的機率課上起來將會
多有趣！這樣的夢想臺大做到了，透過首創類似競技遊戲的
學習平臺，國立臺灣大學成功地讓機率課跳脫傳統的制式教
學模式，徹底翻轉高等教育殿堂！

量身打造教學工具  邊玩邊學讓課程變有趣

  這位翻轉大學教育的幕後推手，正是現任臺大電機系副教
授葉丙成。為了把數學機率變好玩，他與十多位資工系及電
機系學生攜手設計程式、建構出一套線上學習遊戲平臺「
PaGamO」，讓學生可以直接透過解題遊戲來占領地盤、擴大
勢力，只要每多成功解出一道題目，自己的地盤就會跟著擴
充，讓學生一邊線上解題、一邊攻城掠地。
  這樣的創新概念引發學生強烈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樂趣，解
題速度之快令葉丙成大感訝異，但也讓他看見學生樂在其中
的專注與熱情，而學習成效當然也直線上升。PaGamO具備了
為學生「量身打造」的教育精神，站在學生角度來思考什麼
樣的教學方式與內容才能引發學習動機與熱情，也為這幾年
興起風潮的「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帶來另一番教學風景。

重新思考「教」與「學」的關係

  談起創新教學的靈感來源，留著一頭濃黑蜷曲長髮、看起
來相當有個性的葉丙成笑著說，或許是與生俱來的熱血個性
使然，每次上課他總是賣力地手舞足蹈，使出渾身解數，恨
不得將自己一生絕學通通傳承給學生，讓他們的知識行囊可
以滿載而歸。
  但這樣「一廂情願」的想法卻在某一天看到學生在課堂上
「夢周公」時頓而驚醒過來。「當時我真的很驚訝，我都已
經這麼努力地把課程上得有趣、清楚了，怎麼還會有學生在
教室度估（打瞌睡）呢？」在極度震驚之餘，葉丙成開始思
考「教」與「學」之間的關係及高等教育本質。

第一招：點燃學生學習動機

  過去，葉丙成認為只要老師認真教學，把內容教得清
楚有趣，學生自然而然會專心聽課；但經過深思長考後
，他發現並非如此，箇中關鍵在於老師是否有辦法點燃
學生內心的學習動機，一旦有了學習動機，才能激發出
學習熱情與動力。
  他語重心長表示，現在的學生已經跟以前不一樣，「
絕不是老師教他的內容全都照單全收，而是會去思考學
這個東西對我未來有什麼用處？為什麼我要去學它？」
因此，老師的思維也要跟著與時俱進才行，現在的臺灣
教育早已不同以往，必須讓學生了解為什麼自己該好好 
花時間在這個課程上。身兼臺大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
組組長的葉丙成，建議各領域老師可以思考如何告訴學
生，現在課堂所學的東西對他畢業後未來三年有什麼樣
的幫助？彼此間具有什麼關聯性？藉此點燃學生的學習
動機。
  葉丙成以「公民社會」相關課程為例，如果光講一長
串的政治制度與法制條文，對學生來說可能會覺得無聊
乏味；但如果老師可以舉一些新聞實例來解釋，學生可
以更清楚知道為何他們要上這堂課，以及該課程對自己
未來的幫助，藉此讓學生熱衷於學習。

第二招：從學生喜好發想教學創意
  除了思考如何燃起學習動機外，葉丙成也談到教師教
學另一個需要改變的重點，還包括出作業與出報告的方
式，因為他發現不少大學生作業抄襲情況嚴重，每次老
師派作業下來，往往不是抄網路，就是抄襲學長姐「代
代相傳」下來的回答內容，原因之一在於國內大學生修
課學分多，導致沒有辦法好好花心思在課後作業上。
  為改變這樣的現況，他開始觀察學生的喜好，發現不
少人都對線上遊戲感興趣，於是靈機一動，想到何不利
用現今學生最喜歡的線上遊戲方式來進行創新教學？讓
學習也能變得跟玩遊戲一樣有趣！

第四招：還給學生學習主動權
  藉由這樣的教學方式，也讓葉丙成體會到給予學生「學習
主動權」的重要性，過去老師常常只是單向教學，設計各種
教材與練習題，在課堂上不停「餵食」知識給學生；對老師
而言，這是盡其所能，但卻也可能因此剝奪了學生在學習上
的主導權，即使老師為學生付出了這麼多，卻不見得能回收
該有的教學成效。
  於是他開始思考另一種「For the student, By the 
student, Of the student」的教學新思維，嘗試讓學生找
回學習主動權，不只讓學生自己出作業，他更放手讓學生自
行決定學習的快慢節奏，甚至由學生來設計課程內容、自己
來評分。而這也正是葉丙成想告訴每位老師的教育觀念：試
著多給學生一點空間，給予他們學習主動權，讓教與學的關
係從「by teacher」轉變為「by student」，不再是由老師
說了算。

第五招：讓學習走出教室、跨越時空
  除了讓機率課也能像玩遊戲般有趣外，葉丙成也融入這幾
年揚起教育熱潮的「翻轉教室」理念，讓學習走出教室，跨
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葉丙成說，他把「機率與統計」這門
課的內容錄製影片放上網路，讓學生以「事先預習」方式在
家先進行自修，之後再來課堂上發問，並將問題與老師進行
討論。如此一來，學生即可依照自己的節奏來學習，對於有
疑問或不懂的地方可以一再觀看教學影片來加強理解，藉此
提高學習成效，避免學生在教室上課時跟不上老師的進度。
  葉丙成更別出心裁設計「體驗式簡報教學法」，把上課場
景拉到小學，請小學生來打大學生的期末簡報分數，讓修課
的學生們知道，無論聽眾的程度如何，上臺簡報時都要把聽
眾擺第一。
  而不同過去的傳道、授業、解惑方式，經常受邀為教師演
講的葉丙成認為，每個世代的學生都有適合他們的教學模式
，隨著時代進步，老師的教學也應該與時俱進，好好思考什
麼樣的方式才能激發學習動機、點燃學生熱情，藉此為教育
模式挹注創新能量。

第六招：用臉書和學生互通有無
  打開葉丙成的社群網站臉書頁面，上頭的臉書追蹤者
多達一萬九千餘人，不知情的人可能會以為這是哪個明
星或歌手的臉書粉絲頁，事實上裏頭有不少都是他的徒
子徒孫與學生粉絲。
  相較於以往大學教授給人深居學術象牙塔、埋頭做學
問的刻板印象，如今的高等教育也隨著科技進步而逐漸
改頭換面，尤其是臉書等社群網站興起，更讓教學模式
不同以往。像是葉丙成就經常透過臉書發表自己對教育
議題的看法與教學心得，學生也常在臉書上給予回應，
甚至提出問題，師生間的互動透過臉書分享與交流而變
得更頻繁，不再受限於下課鐘聲的響起，彼此感情也愈
來愈麻吉，老師更可以透過臉書了解學生的觀點，讓教
學回饋更為即時方便。
  正因臉書在全球大行其道，改變許多人觀看世界的方
式，也讓葉丙成逐漸在心裡醞釀著一個教育夢：期望有
朝一日，臺灣能打造出屬於學習領域的臉書模式，完成
一個可以影響全球人口學習的創新產物，藉此發揮教育
影響力，不僅更多人可因此而受益，也讓臺灣有機會被
全世界看見！

葉丙成的關鍵一句話:
老師是世界上少數可影響他人生命的工作，若
能傳遞重要價值，就可以影響更多人的生命，
所以要把握這個難得的緣分!

教育創舉:
時尚第一位在國一舞台(Coursera)以華語對萬人講學、互動的老師。
臺灣第一位設計體驗室簡報教學法，讓小學生打大學生期末簡報分數的老師。
世界第一位將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變成多人競技線上遊戲的老師。
當代第一位推行數學結合文學創作的老師，師生共同創作出版科普暢銷書。

袁鈞蘇博士簡歷：
   袁鈞蘇博士是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講席教授,芝加哥大
學唐氏植物藥研究中心主任(HTTP://tangcenter.uchica-
go.edu)。袁教授于1980年進入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攻讀博
士學位。 1983年，袁教授通過考試獲得了美國醫師執照
，從此開始了在美國的執業醫生及醫學研究學術生涯。從
1994年起，袁教授開始在芝加哥大學從事新化合物的臨
床研究及新藥開發研究。袁教授成功地完成了甲基納曲酮 
(Methylnaltrexone) 的一期及二期臨床研究。該藥已于
2008年被美國FDA批准上市。 2008年美國FDA共批准了
24個新化合物上市，Methylnaltrexone (Relistor®)是其
中之一。袁教授同時還被許多主要的製藥公司以及律師事
務所聘請為醫學顧問。此外，袁教授還是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雜誌的主編。

    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教授、中西醫界國際級專家袁鈞
蘇，同時也是芝加哥大學中草藥唐醫學中心（Tang 
Center for Herbal Medicine Research Cyrus）負責人 
(http://tangcenter.uchicago.edu)，接受本校黃志揚研
發長的邀請，來台舉行兩場演講，分別在本校與中國醫
藥大學舉行。11月5日袁教授於本校演說，與亞大師生分
享他近年來的研究及發現。吸引了大批師生前往聆聽。

    袁教授是知名的中草藥專家，也是美國AJCM （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美國中醫(草)
藥雜誌) 總主編，本次演講的題目為：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Medicine and Herbal Medicine in the 
USA: Status and opportunities，與亞大師生分享目前
中草藥在美國研究的近況，與替代醫學的相關議題，袁
老師是一位具有麻醉醫師背景的博士(MD,PhD)目前是芝
加哥大學的講座教授directn,Uoychicago,Tangcenter 
director 袁老師是一位發明家，同時也是一位重量級的
研究學者。在發明部分，袁老師所發明的治療便秘的藥
methy lnaltreone其技轉授權金為芝加哥大學的第一名
，同時爭取到6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用於研究美國人蔘
的萃取物對於對抗大腸癌的機轉。在學術部分，袁老師
是AJCM的總編輯，在他的經營下，AJCM的排名節節向
上，目前為TOP20%的雜誌。

    黃研發長說他很高興能請到敬仰已久的學者專家袁鈞
蘇教授，至學校演講並傳授目前在美國對於中草藥的研
究，。台灣需要新知以創研新藥，有優秀的生技人才推
動產業進步，知識即力量！不論是新藥開發還是未來推
廣中藥國際化，都需西醫既有的轉譯科學成功經驗和慘
敗失金之教訓，才有提高新藥開發成功的勝算。袁教授
是這領域執牛耳之人，以袁老師如此豐富的背景，一定
能藉由今天的演講來提升老師及學生們的研究觀念及學
校的研究能量。

圖1.袁教授演講中的拍攝畫面
圖2.黃研發長頒發感謝狀給袁教授

圖3. 會後大合照
圖4.袁教授參觀亞洲現代美術館

葉丙成

  再以課堂作業為例，葉丙成採取了「反客為主」模式，讓
學生化被動為主動，以分組方式來自行設計題目。因為是學
生自己出題，即使想抄襲也無從抄起，讓他們得乖乖思考、
用心完成每一道練習題，讓學生從解題過程中一步步打通學
習任督二脈，教學成效自然也就跟著水漲船高。
  日積月累下來， 葉丙成發現，學生不但會因為自己出作
業習題而必須融會貫通授課內容，就連出題方式也愈來愈具
巧思，甚至展現令他讚嘆不已的創作能力。像有學生就以冒
險家印第安納瓊斯的故事為靈感，將機率課作業變成一道結
合數學概念與闖關遊戲的練習題，來計算取得勝利的機率，
讓學生解題時就像冒險英雄般得一一過關斬將，既緊張又刺
激。也有學生將自己喜歡的哈利波特故事融入在機率題目中
，把題目變成如魔幻小說般新奇好玩。
  值得一提的是，學生五花八門的出題創意與葉丙成的創新
教學模式也獲得出版社青睞，師生還因此攜手完成一本名為
《葉丙成的機率驚艷》著作，將一道道機率習題變成臺大學
子的集體創作，留下難忘的學習回憶。

第三招：讓學生自己命題出作業

學習如「打Game」 葉丙成翻轉大學教育

教師增能專刊Asia University

葉丙成，美國密西根大學電機暨計算機科學系博士，
2005年起擔任臺大專任教師迄今。現任臺大電機系副
教授、臺大MOOC計畫執行長及臺大教學發展中心教師
發展組組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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