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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四面環海，雖然具有豐

富的海洋生態，但每到

7、8月的颱風季節，總會有接

二連三的颱風前來拜訪，尤其近

年颱風更是一個比一個威力驚

人，所挾帶的狂風豪雨不僅讓臺

灣從南到北都大雨不斷，許多地

區更因豪雨成災而淪為「水鄉澤

國」，道路也淹成了小河。

颱風、暴雨所帶來的災害讓

民眾正視到水利工程的重要性，

而水利工程設施品質的優劣更與

工程人員在校所學習習相關，必

須透過扎實的課程學習，循序漸

進養成該具備的專業能力；因

此，水利工程學系老師扮演的角

色格外重要，如何將一身武功傳

授給學生，讓他們踏出校門後能

發揮所長，亦考驗著老師們的教

學功力。

教學結合實務

投入土石流防災工作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

程學系特聘教授、同時也是水土

保持生態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詹錢

登，多年來春風化雨，為國內培

養許多站在第一線的水利工程專

業人員。專研水土保持、水利與

海岸工程的他，早在民國89年

就出版了臺灣第一本土石流專書

《土石流概論》，將土石流形成

原因、防治工作等理論與實務以

淺顯易懂的文字撰寫成冊，幫助

學生心領神會，為土石流防災教

育打下良好基礎。

除了投入教學與研究，詹錢

登更將專業發揮在實務應用上，

長期協助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進行

土石流防災工作、規劃土石流

特定區、進行災害調查與防治

等。莫拉克颱風襲臺期間，他就

帶領研究團隊進駐土石流防災

應變中心，發揮專業，協助政府

分析土石流資訊與預警，降低風

災所帶來的損害，其貢獻不只讓

他在2012年獲得行政院三等功

績獎章，成為國內少數獲得行

政院三等獎章的學者，更在今

（2015）年獲選為美國環境及

水資源學會（Environmental and 

Water Resources Institute, EWRI）

會士，表彰他在水利工程領域所

做的貢獻。

循序漸進、

按部就班的學習

「水利工程學是一門與人息

息相關的學科，工程人員要多方

面來進行整體考量，仔細思考該

怎麼做才能維護人民的生命財產

安全，在所能達到的範圍內降低

天災所帶來的影響與損害。」詹

錢登談到，不少人對於水利工程

都抱持一種迷思與錯誤想法，誤

以為只要蓋了水利工程就可以保

證水患從此不會發生。

事實上，水利工程並非防止

水患或災害發生的萬靈丹，以為

就此可遠離各種災害，而忽略了

水利工程的興建目的是希望透過

水利設施來強化排水能力、降低

災害的發生率或是影響層面，而

不是只要有蓋就能萬無一失、永

保安康，否則一旦降雨量超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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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小檔案

﹙張明華／攝﹚

重要得獎事蹟：

• 多次榮獲成大教學優良教師獎。

• 長期以來將土石流研究成果應用於實務工作，不只協助政府當局建立土石流降

雨警戒模式，更在莫拉克風災期間協助分析全臺土石流防災應變預警作業，因

此獲頒行政院三等功績獎章表揚。

• 2015年獲選美國環境及水資源學會會士。

利設施當初所設計的承載能力

時，一樣有可能導致水患等災害

發生。

這些觀念不只普羅大眾需要

知道，水利工程系所學生更應了

解，詹錢登表示，水利工程學是

一門必須遵守自然法則、循序漸

進、按部就班的學科，其學習、

研究、教學都離不開實務的本

質，因此教學時他相當注重學生

能否融會貫通，將課堂理論與實

務工作結合，一步一腳印，扎扎

實實學好該有的能力。

教學第一招：帶領學生

走出教室  眼見為憑

詹錢登認為，身為水利系的

學生不能只坐在教室裡，憑著課

本上的文字或照片想像一座水庫

是什麼模樣，或土石流帶來的災

害究竟有多嚴重，而是必須找機

會走出教室眼見為憑，擴展學習

視野。因此，他會利用時間帶領

學生實地勘查水利設施與進行野

外研究，以大自然為師，教導學

生將實務與理論融為一體。像是

他前陣子才帶著學生前往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在雲林縣古坑鄉打造

的「華山土石流教學園區」進行

校外教學，幫助學生了解土石流

災害的形成原因、防治過程，以

及進行防砂壩等水利工程的實務

解說，讓學生可以知其然並知其

所以然，才不會陷入閉門造車的

窘況。

教學第二招：善用地利

之便  校園變戶外教室

由於大型水利工程或設施如

水庫、攔砂壩、防洪道等並非年

年興建、月月動工，不見得有辦

法讓每一屆學生都有機會到現場

觀摩實物建造工程，此時，詹錢

登就會善用「地利之便」來輔助

教學。

像是成大目前正在校內興建

海工大樓、生科大樓等教學建

築，對學生來說，正在動工的

大樓即是一個良好的實務學習

場所，詹錢登便會利用時間帶學

生直接前往建築工地進行觀摩與

學習，了解一棟大樓如何設計排

水設施與進行防災工法等。他笑

著說，如此一來學生既可就近觀

摩，又不用舟車勞頓，是個不錯

的課堂輔助教材。

教學第三招：利用實際

案例  進行課堂解說

詹錢登說，水利工程學是一

門與實務習習相關的學門，許多

知識與理論如果只靠課本講述來

紙上談兵，可能會說不清楚、講

不明白，老師授課時最好能運用

實務案例加以說明，幫助學生融

會貫通，讓課本知識活起來。

例如造成小林村滅村的莫拉

克颱風、土石流等，詹錢登認為

都是很具代表性的天然災害案

例，藉由近年發生的水災或風災

實例，引導學生了解水利工程的

重要性與設計時應注意的問題，

讓學生從中理解如何透過水利工

程的興建來防患於未然，減少災

害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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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第四招：練好基本

功  演算能力不馬虎

正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

里」，工程設計亦是如此，許多

大型的公共水利工程如水利設施

規劃、水庫容量設計等都攸關群

眾生命安全，影響深遠，因此設

計與計算都要講求精準、不容馬

虎，因此，如何利用在學階段打

下良好基礎，就變得十分重要。

為此，他授課時格外重視學生演

算能力的培養，無論是課程解說

還是出作業演練，都會要求學生

必須培養良好的演算能力，練好

基本功，畢業後才能具備該有的

水利工程專業能力。

教學第五招：善用衛星

地圖創新教學

詹錢登談到，隨著網路與電

子科技進步，有愈來愈多程式與

軟體帶領我們遨遊天涯海角，

例如Google Earth就是很不錯的

衛星地圖，即使不出國，也可

藉由衛星影像，帶領學生了解

一個地方的水文環境與災害情

況。另外像空拍照片、地理資

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GIS）等，亦可作

為教學輔助工具，為課堂挹注創

新教學能量。

教學第六招：教學因地

制宜  多元思考

水利工程的學習其實非常在

地化，詹錢登說，每個地方的水

文環境都不一樣，無法完全依循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驗套用在自

己身上，因此，水利工程應用必

須要「因地制宜」；因為每條河

都有它自己的個性，國外有效的

治水工程不見得就對臺灣有用。

詹錢登提醒，老師授課時必

須培養學生多元思考的能力，預

防水患發生不是花大錢將堤防愈

蓋愈高即可，而要引導學生思考

如何配合一個地方的水文環境變

化、坡度高度等條件。

尤其這幾年氣候變遷日益劇

烈，常常一夕間就下完一個月的

雨量，因此，詹錢登特別強調，

進行水利工程規劃時，更要從多

面向思考，才能因應當地氣候與

風土環境變化，設計出適宜的水

利工程與防災模式。

教學第七招：課前十分

鐘複習  銜接前後進度

詹錢登認為，教法可以創

新，但學習得按部就班，就像一

個優秀畫家，必須從人物素描、

風景描繪慢慢學起，一步一腳印

慢慢累積，才能再學習野獸派、

印象派等多元畫風。他強調，創

新的前提是按部就班的學習，如

果沒有先讓學生把基本功練好，

就先學其他功夫，是不切實際的

教法。

為提升學習成效，他也分享

教學秘訣，就是利用每堂課開始

的前十分鐘複習上一堂課的內

容。詹錢登表示，由於理工課程

具有一定連貫性，如果這堂課聽

不懂，就有可能影響到下堂課的

學習。為了讓學生可以順利銜

接，他會在每堂課的前十分鐘進

行複習，將上堂課的重點重新講

授，一方面有助於「喚起」學生

之前的課堂記憶，一方面亦有助

於連接下一堂的授課進度。

「授課不是教愈多就愈好，

重點在於把學生教懂！」詹錢登

認為，有些老師為了將所學通通

教給學生，非常努力的添加授課

內容，但在他看來，教一門課的

重點在於學生有沒有聽懂老師所

教的內容，而不是拼命塞知識給

學生，如此可能反而讓學生消化

不良、過猶不及。

因此他主張，老師應該依照

學生的進度與吸收能力，設計適

合的課程與教材，才能讓學習發

揮應有的價值。

教師
加油站

學習、研究、教學都離不開實務本質，必須按部就班打下良好基本功。

詹錢登的關鍵一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