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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以為電機工程離我們很遙

遠，事實上它和日常生活

關係密切，從每天使用的智慧型

手機到開車導航的衛星系統等，

都離不開電機工程的應用範疇。

正因應用廣泛，也讓電機系成為

許多大學都開設的重要科系，但

如何把一門與生活息息相關卻內

容不簡單的課程教好，卻不是件

容易的事。

對此，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特聘教授陳永平認為，高

等教育中，教授被賦予的教育目

標主要分為「知識傳授、技術指

導、思想啟發、職業導引」等四

項。以知識傳授為例，就是老師

將本身的專業知識，透過授課教

給學生；技術指導則是幫助學生

了解如何應用知識；思想啟發是

透過老師的身教與言教，引導學

生吸收老師的人生經驗以幫助其

成長；職業導引則是協助學生認

識與自身所學相關的產業，以及

早了解踏出校門後的就業市場，

做好適合自己的生涯規劃。

教學本質不在教

而在把學生教好

陳永平認為，這是身為一個

大學老師應該具有的能力，但這

樣的能力養成非一蹴可幾，而是

需要逐步累積。投入電機工程教

育二十餘年，曾獲三次交大傑出

教學獎肯定的陳永平笑著說，自

己也曾經歷過「菜鳥教師」的歲

月，走過多年教學路，他漸漸體

會到教學的本質不在於「教」了

多少內容，而是如何把學生「教

好」。

此外，對新進老師來說，有

些教學上的問題往往在課堂授課

時才出現，導致缺乏教學經驗的

新進教師手忙腳亂。對此，他建

議新進教師在備課時除了設計好

課程教材外，最好能再花一點時

間將那堂課要講授的內容事先演

練一遍，一方面有助於熟悉教

材，另方面也可藉此找出教學上

的疑點或問題加以改善。這樣的

準備功夫對新進老師不可少，對

資深教師來說亦是如此。

為分享自己多年來的教學經

驗，他也將教學歷程歸納成以下

十招與大家分享。

 

第一招：教學研究並進  

雙管齊下

教學與研究孰重？孰輕？長

年來引發很多人討論，有些人認

為一旦投入研究可能就偏廢教

學，導致授課力不從心。對此，

陳永平則認為研究是教學基礎，

要把教學提升不可能等到研究好

了才開始，而是兩者要齊頭並

進，不能偏廢，他鼓勵教師應該

努力兼顧教學與研究，練好該有

的基本功。 

第二招：多與學生聊天  

觀察學習特質

陳永平說，每年學生的程度

與性向都不盡相同，即使交大電

機系也是如此。有些學生可能是

理論型，但有些則是實作型，如

何因材施教是教學重點之一，老

師不只要把內容教好，還要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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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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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得獎事蹟：

• 榮獲三次交大傑出教學獎，教學優良事蹟被寫入交大發展館。

• 2015年榮獲第三屆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

• 2015年獲頒IEET第一屆「教學成就獎」的最高獎項「教學卓越獎」，教學

表現備受各界肯定。

「慧眼」去觀察學生的學習特質

與性向。以自身為例，他會利用

與學生聊天、對話的方式，觀察

學生性向特質與學習優劣勢，幫

助自己多了解學生，施以適合的

指導方式。

第三招：改變教學心態  

以免學生吸收不良

陳永平表示，多數大學老師

都想把一身絕學傳給學生，就像

教高中生一樣，把每門課程都鉅

細靡遺地教，卻忽略一股腦把知

識傾巢而出，有可能讓學生吸收

不良。他強調，學生的學習成效

才是教學的真正目標，重點不在

於老師教多少，而是學生從中學

到多少。  

第四招：與時俱進

修正教材內容

陳永平說，電機是一門普及

化的整合應用科技，廣泛應用在

各領域，不斷的求新求變。因

此，老師的上課教材不可能「以

不變應萬變」，而是要跟隨時代

與科技發展腳步不斷更新。以他

自己來說，每門課都會自編講

義，整合各家教科書精華內容來

編寫適合學生程度與學習需求的

課程講義，絕不會讓授課內容成

為一成不變的萬年教材。  

第五招：善用生活化例

子  說明艱澀理論

有時候為幫助學生理解較艱

澀的理論，陳永平也會結合生活

案例加以說明。以電機工程學中

的「脈衝響應」為例，他表示，

每個系統有輸入就有輸出，脈衝

響應簡單來說就是用來測試系統

的特性與回應；為解釋這個理

論，他在課堂教導學生想像去拍

一個人的後背，來觀察一個人的

反應如何，從中了解他的個性。    

第六招：激發自主性學

習的動機與能力

教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

激發學生自主學習動機。為此，

陳永平會在授課前一年就先設計

規劃好這門課整學期要授課的講

義，每學期第一堂課即發放整學

期的講義，讓大家能循序漸進預

習，培養預習能力。不只如此，

他每周都出課堂作業幫助學生課

後複習、釐清概念、打通學習任

督二脈。為養成學生準時完成工

作的好習慣，他還要求學生不能

遲交，只要遲交就算零分，所以

學生都會乖乖按時交作業。

第七招：適當運用小考

提升學習成效

很多人以為既然已念到大

學，就不需再考小考。但陳永

平認為，考試是一種工具，恰當

的隨堂小考可激發學生的學習成

效，讓上課更專心，也可幫助老

師驗收學生吸收程度。除適時隨

堂考外，他也會利用手做實驗讓

學生有「做中學」的機會，像是

透過控制馬達轉速的實驗，讓學

生了解如何從做的過程中去整合

課程所學、釐清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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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招：下課別急著走  

留下來為學生解惑

陳永平教學多年，發現下課

十分鐘的時間很重要，因為有些

學生個性較害羞，不敢在課堂發

問，但心中仍有滿腹疑問，所以

他上完課不會馬上離開教室，而

會特別留下來等待學生提問求解

答。有時學生一問起來欲罷不

能，十分鐘的下課時間往往自動

延長為一小時。

第九招：勿幫學生劃地

設限

陳永平說，很多人認為現在

的年輕學生是「媽寶」，其實並

非如此，而是大人自己把孩子當

成寶，忽略他們也具備自己的能

力，因此不要一開始就認為學生

做不到。為此，陳永平會在每學

期丟出題目讓學生去思考、去發

想。

他表示，知識與技能的養成

是一天天累積下來的，就像我們

小時候學騎腳踏車一樣，剛開始

學騎時，總是跌得鼻青臉腫，但

隨著日積月累練習，有一天就突

然「開竅」會騎了。陳永平也將

這樣的「默會理論」用在學生學

習上，有時候學著學著，學生某

一天就突然懂了、恍然大悟。

第十招：培養聽說讀寫

的外語能力

學好外語是提升學習成效的

良方，所以陳永平常鼓勵學生透

過聽、說、讀、寫等方式來培養

英語實力，像是收聽英語廣播與

閱讀英語雜誌。以班上碩士生為

例，為提供學生練習英語寫作的

機會，陳永平還會要求碩一生每

周要寫英語週記、將生活點滴或

近日閱讀感想以英文書寫，由他

親自批改，看到錯誤英語文法還

會加以修正，藉此一點一滴提升

學生外語能力。

科技人不可缺人文素養

除教授系上的專業科目外，

陳永平也教授通識課程，迄今已

邁入第十年。為何會想教通識？

陳永平說，主要是希望透過通識

課程，讓其他領域學生也能了解

電機科技對社會的影響與之間的

關係，因此除了自己教授外，還

會邀請其他領域學者專家講授環

保等知識，幫助學生觸類旁通。

陳永平有感而發表示，大學

教育除了傳授知識與技能外，最

重要的是人文素養的扎根。他一

再強調「科技人不能缺少人文素

養」，當學生踏出校門後，大學

所學的專業往往只夠滿足邁入社

會前幾年所需，當大學所學的專

業已不再是專業時，後面就得仰

賴學生主動學習，而這些都得靠

人文素養的扎根，希望藉此讓學

生了解「科技並非萬能，無法解

決一切問題」。  

為激發學生思考力與聽說讀

寫能力，他會在每堂課一開始先

丟出問題讓學生思考，像是「舉

一個有得有失的科技例子」。而

學生也常出現令他激賞的好答

案，例如智慧型手機雖然帶來資

訊流通的便利，但也製造了汙染

環境的科技垃圾等。

歸零做學生  

向資深師請益

最後，陳永平談到，新進老

師開始教學時常會遇到挫折，不

知如何把課上得充實有趣，點燃

學生興趣。對此，他以「過來

人」的經驗談到，自己開始教通

識課程時也常流於「教條式授

課」，投影片寫什麼就教什麼，

枯燥的授課不僅讓台下學生瞌睡

連連，自己也教得十分挫折。陳

永平的解決之道是將自己「歸零

再出發」，利用半學期時間每周

去清大通識課旁聽，向教學經驗

豐富的老師學習，讓自己重新再

當一次學生。

教師
加油站

教學的本質不在於教，而在如何把學生教好。

陳永平的關鍵一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