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鑑   31

說
到通識教育，曾經也是大

學生的你會想到什麼？許

多學生將通識教育視為「營養學

分」的一種，因為通識教育老師

不像必修課教授般，握有攸關學

生能否畢業的生殺大權，學期末

給的成績也往往比專業課程來得

漂亮，但也因此讓部分學生上課

態度不像必修課那樣「兢兢業

業」，甚至打混摸魚者亦大有人

在。

學生神遊誰之過？

相信不少大學教授們都曾碰

過以下情況：明明自己已經很努

力在臺上傳道、授業、解惑，為

何臺下還會有學生「夢周公」或

心不在焉、不知神遊到哪裡去？

當下不禁納悶：究竟是自己教得

不好，還是學生不專心聽講？

「隨著時代改變，教育也逐

漸在轉變，不再像過去那樣，只

要老師在課堂上認真教授，學生

就會在臺下專注聽講。」逢甲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同時也是

合作經濟系教授翟本瑞表示，這

樣的情況並非學生變懶惰，而是

教育本身已隨著時代變遷。他坦

言自己也曾納悶過，並以開過的

課程「網路文化」為例，這是他

最拿手的領域之一，還特地在課

堂洋洋灑灑準備一百多張投影

片，但用心備課的結果卻沒有換

來預期的熱烈迴響，讓他開始體

悟到，必須改變既有授課方式，

才能找回學生專注力。

第一招：以分段式議題

代替單一主題

翟本瑞談到，國外曾經做過

研究統計，隨著社會與科技發展

多元化，現代人專注在同一件事

的時間已不像過去那樣長，而

已縮短到15分鐘左右，因此知

名網路演說TED才會以18分鐘為

主，讓講者將精華濃縮於18分

鐘內，藉此吸引聽者專注聆聽。

以目前大學一節課50分鐘來

看，要讓學生每分鐘都保持清

醒、專心聽講，單單只靠老師認

真講解專業知識還不夠，得運用

一些技巧才行。多數教師過去每

堂課都以一個議題為主軸重點，

但這樣很容易變成同一個主題從

頭講到尾，學生易因長時間聆聽

相同主題而分神，翟本瑞建議老

師不妨準備二至三個議題來代替

單一主題，每個議題最好在20

分鐘內講述完畢，然後就切換到

下個議題，藉此把握學生「最佳

專注時間」。

第二招：打破行政框架  

賦予開課彈性

從以前到現在，大家都很習

慣一堂課由固定教師來授課，但

大學通識教育也要依循這樣的遊

戲規則來進行嗎？翟本瑞表示，

通識教育的存在是為了發展通才

教育與全人教育，透過多樣化課

程來彌補大學教育分類過於專

門、知識過於單一化的不足。

既然如此，通識教育就應跳

脫一般系上必修課的行政框架，

賦予更多彈性。於是他決定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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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一項實驗，讓授課師資也能

因應通識教育多元而跟著多樣

化。翟本瑞以之前開設的「自我

認識與行銷」課程為例，內容是

拍攝一部行銷逢甲特色與校園之

美的宣導影片，但逢甲本身並沒

有傳播科系，因此授課師資得向

外尋覓，並且打破單一教師授課

模式，改由四位老師共同教授這

門只有兩學分的課。

這樣的突破並不容易做到，

得打通行政體系的任督二脈。因

此，除了自己外，他另外找了三

位老師來幫忙，分別是逢甲主秘

（負責協調課程行政）、課外活

動組長（負責協助學生舉辦活

動）、紀錄片導演（負責教導影

片拍攝與剪輯技巧），透過四名

教師各司其職，讓這門課得以跳

脫舊有框架、為通識教育帶來創

新面貌。

第三招：跳脫傳統授課

場域  化理論為實作

翟本瑞笑著說，課堂名稱看

似靜態的「自我認識與行銷」，

實際上是一門走出教室、讓學生

在外頭趴趴走的課。由於學期報

告要求學生製作校園宣導影片，

因此學生很多時間都要到校園各

處勘景、進行拍攝，過程其實比

在教室上課投入更多心力，但跳

脫傳統場域的形式，也讓學生更

樂在其中、課上得更起勁。

不只如此，提供「實務操

作」的機會，亦是點燃學生心中

小宇宙、激發學習熱忱的良方。

他談到，很多大人都說現在年輕

人是承受不了壓力的草莓族，但

其實學生並不怕吃苦，而是怕沒

有辦法從中獲得成就感。翟本瑞

發現，相較於聽老師在臺上唱

「獨角戲」，學生更享受自己動

手做的樂趣。因此即使沒有攝影

專業背景，學生們卻肯在老師指

導下從零開始學起，甚至甘願投

入課餘時間來剪輯影片，進行後

製，連影片小細節都不放過，就

是為了在期末呈現出具有影像張

力的拍攝作品。學生的用心讓老

師看了也很感動。

第四招：分組學習  

打造跨領域合作能力

通識教育的一大特點就是修

課學生來自五花八門的科系。因

此，翟本瑞也善用此特點來培養

學生跨領域能力，透過學生彼此

不同的專長，激盪更多創新火

花。校園就如同一個小型社會的

縮影，每個人都無法預期未來在

職場上會遇見什麼特質或具有那

些專業背景的人，因此，翟本瑞

希望透過通識教育，培育學生畢

業踏出校門後與他人共事的能

力，因此特別強調「分組學習、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以拍攝影片為例，因為大家

來自不同科系、具備不同專長，

經過分組後，必須學習如何善用

優勢與專長相互協調合作，過程

中難免會有人際衝突或意見相

左，但同學必須懂得化解衝突、

良性溝通，從中培養解決問題的

能力，才能順利完成作品。

翟本瑞強調，這樣的溝通、

協調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學習歷

程，即使到最後因種種因素無法

完成拍攝作品，他也不會以成敗

論英雄，重點在於學生已經走過

這段歷程、從中有所收穫。對翟

本瑞而言，這正是通識教育的教

學目標之一。

第五招：校園搖身通路  

激發學生創意 

翟本瑞表示，他在逢甲和另

一名老師合開一門「熱賣商品創

造」的課程，為了讓學生了解商

品熱賣的「眉角」是什麼，他會

在課堂上先進行國際品牌的商品

分析，融入實例相互比較，像是

分析蘋果與三星智慧型手機的優

通識教育要做的事，就是厚植學生畢業十年後的品味、格局與競爭力！

翟本瑞的關鍵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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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本瑞，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曾任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現任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主編多本專書如《[鄒

語 ]伊索寓言及鄒語經典》、《社會企業經營管理》、《那些年學生教

我的事：逢甲通識中心的專題製作課程》。

個人小檔案

缺點及產品特色等。

不只如此，翟本瑞還要求學

生運用創意，設計可用於市場銷

售的商品，例如有一組學生就從

日常生活常乘坐的捷運大眾運輸

系統來發想，發現許多民眾進入

捷運站前才開始東摸西找捷運卡

放在那裡，因而開始思考設計可

以直接將手環與悠遊卡結合的佩

戴裝置，就可改善老是找不到卡

片的困擾，類似創意讓其他同學

看了都眼睛為之一亮。

光只有這樣還不夠，為了避

免這門課淪為「紙上談兵」，翟

本瑞還巧妙結合其他課程，幫

助學生製作創意結晶，例如透

過通識教育中心開設3D列印課

程的教師協助，讓學生藉由3D

列印機，直接列印出創意作品。

同時還結合逢甲大學設立的校內

實習商店，讓學生設計的產品可

以在實習商店販售，藉此讓大學

校園搖身變成一個「小型通路市

場」，也讓未來打算自己設計產

品的學生可以提前在校園市場

「試水溫」，了解什麼樣的商品

才會受到消費者青睞。

第六招：結合外界資源  

課程見樹又見林  

翟本瑞表示，老師並不是超

人，無法樣樣精通、什麼都會，

但要懂得尋找其他資源來協助，

讓自己走出理論象牙塔、學生可

以在課堂上見樹又見林。他強

調，教師本身必須勇於嘗試，才

能帶來教學創新。

有一個創意十足的知名弟

弟、臺北市長柯文哲的市政顧問

「翟神」翟本喬，翟本瑞在大學

也教創新創業。他以自身在通識

教育開授的創業課程為例，除了

以「創業九宮格」模式告訴學生

創業時應考慮目標客戶、成本考

量、行銷策略等九大要素外，為

讓學生進一步了解創意風險與箇

中甘苦，翟本瑞還請來企業家擔

任「課堂業師」，分享自身創業

心路歷程與實務經驗，讓未來有

意走上「頭家之路」的學生更能

體會創意眉角，而「翟神」當然

也是他「網路科技」課程的授課

業師之一。

「教學是良心事業，老師要

具備熱忱，才能為教育帶來更多

可能！」翟本瑞表示，雖然通識

教育不像系上專業課程，學生會

因怕被老師當掉、畢不了業而自

動上緊發條，但通識教育卻是打

造大學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環。因

此在接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後，

翟本瑞一直積極推動創新、打破

傳統形式，希望藉此培養學生對

不同專業的興趣與跨領域合作能

力。

他笑著說，曾有兼任老師告

訴他，雖然每周上課一次所領的

鐘點費並不多，但教通識課帶給

自己的成就感，卻比其他課程都

要來得多；也曾有上過通識課的

學生對他說，感謝老師用心指

導，讓大學生涯留下美好充實的

學習回憶。這些課程迴響也成為

翟本瑞心中最感動的教學回饋！

重要得獎事蹟：
•	2010年獲頒「莫拉克風災災後學校心理輔導工作有功人員」。

•	2011年獲頒第10屆原曙獎——促進原住民族社會發展有功團體暨人士。

•	2012年獲頒行政院莫拉克重建民間貢獻獎、嘉義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

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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