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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鏽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助理研究員

在海嘯中前行──記110年度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

少
子化的光譜在不同階段，可能折射出不同

的議題。關於衝擊高等教育現場，使得學

校或系所面臨缺額與關閉的預言，終於在2022年

大學分發結果公布以後具體浮現。經預估，117

學年度還將迎來更大規模的雪崩，部分學校從此

退場，其中恐怕不乏歷史悠久的校園。

光譜的另一端是對此現象的積極解讀：應趁此

機會盤點教育政策，提出高等教育未來方向的因

應策略與具體方式，在教育資源充足的前提下，

課室人數降低使精緻教學成為可能，同時也可以

向國際學生招手。舉例而言，世新大學廣播電視

電影學系系主任葉基固表示，即使面對少子化，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招生數仍達滿招，半數以上的

新生將該系作為第一志願，同時對扎實的學術訓

練、開放的校園風氣、LVS攝製基地等充滿期待

（王雅芬，2022）。

也就是說，少子化反而見證了一個辦學優良的

系所如何迎刃時代的困境。因此，如果說一直以

來主導著大學退場問題的，是一種以「社會經濟

結構改變」為中心，對未來整體之憂慮所形成的

產物，那麼與此同時，那些屹立著的大學，就是

歷史因素中的另一種證成──它們典範性地說明

了我們一旦把握了大學教育的專業與致用，就不

怕海嘯的侵襲。也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即使我

們仍賦予大學高度自主，期待大學教授在各自

專業領域取得傑出成就，但只要「學習成效」

仍作為少子化現象底下某部分的價值體現，「教

學」就不可避免地成為現在與未來大學教師的領

地。

於是，教育部於2017年推動多元升等，鼓勵教

師具備研究以外專長，「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也

在同年應運而生，以補助個別教師的方式協助教

師精進教學方法、改善課室問題。2022年8月17

日，教育部發布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正式集結多元升等相關要件於審定辦

法中，明訂「學術」、「技術研發」、「教學實

踐」、「創作展演」、「體育競賽」五種升等管

道（教育部，202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自2017年推動至今，

累計超過15,000件的申請案，補助了超過6,000位

專任（案）教師，遴選出300件以上亮點／績優

計畫，相關教學成果建置於「成果交流平台」

（https://tpr.moe.edu.tw/achievement/），並發行

《教學實踐研究》期刊，另自今年起，每年將更

新「多元升等審查人才名單」，以供各大專校院

升等審查或講師邀請參考。而為了促進概念的發

揚與意見的分享，區域基地學校（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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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於每

年的8月協助辦理成果交流會，在原有的結案書

面報告形式之外，有志一同的師長們齊聚一堂，

期待交流的花火燦爛未來的課室。

疫情沒有阻擋師長們參與的熱情。2022年8月

9日至31日，專案辦公室聯合區域基地學校展開

了為期近1個月、6場次、10學門2個專案的110年

度成果交流盛宴，教育部長官、區域基地學校代

表、計畫總主持人黃俊儒老師、計畫協同主持人

陳宏彰老師、學門正副召集人及委員們與會，同

時邀請109年度績優計畫教師進行計畫分享。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總主持人黃俊儒老師致詞。

▲人文藝術與設計學門和USR專案開幕式合影。

▲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致詞。

商管學門和民生學門的發表

首先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拉開

序幕，原應靜謐的暑期校園因

此顯得生氣勃勃，由教育部劉

孟奇政務次長為活動的順利辦

理許下深深祝福。教育學門和

技術實作專案隨後在靜宜大

學任垣樓展開，任垣樓為階

梯式建築，磨石地、紅磚牆，

夕陽映照中充滿悠遠的底蘊，

師長們在不同樓層參與或聆

聽發表，像極了上下求索的先賢。與此相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在剛剛啟用的先鋒國際研發

大樓迎接師長，明淨的設備、便捷的交通、體

貼至微的籌劃，那現代感與理性，正可謂工程

和社會（含法政）學門的代言。人文藝術及設

計學門和USR專案由國立中山大學安排在高雄國

際會議中心發表，開幕式座無虛席；作為典型

的會議場地，它的發表教室相互毗鄰，為達到

意見交流的活動目的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示範。

國立宜蘭大學的綠意與通識（含體育）學門的

教師們是如此契合，田野無涯、山河無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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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師長們盼望學生所擁有的不被框定的

人生座標。至於矗立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篤行樓大廳的巨型議程背板，相信會讓

參與師長一時難忘，那彷彿是數理、醫

護、生技農科學門的共同宣言：學門計

畫數量雖然較少，但作為宇宙間的真理

與信仰，我們不曾缺席。6場次總計1,700

餘位計畫主持人參與發表，220餘位委員

進行考評，近40位發表教師接受專題訪

談，蒞臨現場、非計畫發表的參與者超過

400人次。

▲與會師長心得交流。

▲與會師長於發表教室進行綜合討論。

從計畫動機來看，普遍受到關注的課堂問題主

要還是學習成效。在計畫推動即將邁入第六年的

此時，可以看出師長們從「學習者中心」所作出

的回應更加深刻。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蔡

錫錚老師認為，當代工程教育所需的不只是解決

問題的人才，更需要提出問題、定義問題，才能

為產業帶來創新發展，因此課程設計以人為本，

在專案實作的導向下，建構「課程模組」，藉由

課程的彈性與適應性打造符合學習需求的課程脈

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張若菡老師有

鑑於臺灣木產業文化認同感低落、跨代傳承困

難、研發能量不足、缺乏品牌通路等社會現況，

為輔助創新思維建立、提升生活美學素養，從

「換位思考」的強調，到暑假將學生帶往豐園北

科大木創中心進行為期連續10天、共70小時的密

集專案開發課程，跟從木、漆藝師傅，了解師傅

的故事，在師徒制度、環境情境、共創共好的影

響下，將知識內化成自己的經驗符碼。為培養兼

具視覺設計、空間展示以及科技應用的人才，

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嚴佳茹老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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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R課程架構，發展科技應用工具實際操作

（360度環景攝影機與170度高速4K攝影機），通

過課程之訓練，學生將獲得專業影像後製軟體學

習與單一飯店旅館完整導覽的整合能力。

師長們在教學方法上的精進與上述的學習成效

相映成輝。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楊惠卿老

師以整體性學習（知識理論、案例討論、實務技

巧、體驗反思）建構「心理腫瘤學」課程，並且

在實務技巧導入SHARE，該技巧除了可運用在計

畫課程，也可適用於其它溝通相關課程。國立清

華大學運動科學系邱文信老師在STEAM的實施過

程中發現學生在「分析」實務需求上的不完整，

因此對運動器材設計產品之消費者年齡層、該

年齡層的背景及特色等市場定位缺乏掌握度，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許瑛玿老師受訪畫面。

▲亞東科技大學護理系陳寶如老師示範VR教材。

因此在課程中進一步導入ADDIE模

式（分析、設計、發展、實施、

評鑑）。臺北市立大學都會產業

經營與行銷學系莊旻達老師以「視

覺隱喻抽取法」（ZMET）為教

學工具，藉以訓練學生建立「消

費者圖像」（行銷上稱人物誌）

形塑消費者輪廓、建立顧客模型

（Buyer Persona），從而引發深層

思考，激發出最能滿足消費者的創

意產品設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

訊與財金管理系王貞淑老師將「教

案撰寫」引進課堂，學期最後安排

向高中職教師開放的一日工作坊，

由學生擔任主講者，向他人展現自

身所學，通過「教學」所要求的內

化與輸出轉譯，達到學知內化的效

果。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致力於提

升學習成效或者應用多元教學方

法，課室裡所呈現的都不再只是單一的收穫，誠

如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陳朝斌老師對於

計畫的反思，EMI課堂在原有的課程專業師資以

外，如果能規劃專業英文口語人士的配套課程，

才更可以銜接文本英文與口語傳遞英文之間的

間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吳崇旗老師試圖在「冒險教育課程」中增

進學生的表達、傾聽、同理反應與社交互動，

對於未來若要由學生對於人際相處問題的「覺

察」朝向更高階的溝通能力的發展，也許便需

要心理輔導與諮詢的專業介入；逢甲大學經濟

學系郭祐誠老師協同心理學與經濟學雙博士的

夥伴，讓學生應用心理劇深入了解經濟社會問

題。師長們所勾勒的，不僅僅是不斷精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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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室，還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加以落實的「跨

域」與「整合」的計畫伏線。

大多數的教師都不是教育背景出身，因此需

要多少時間，才能成就一曲師生之間的佳話？

玄奘大學影劇藝術學系胡修維老師自陳在計畫

執行的過程裡受益良多，與同學共享的原鄉記

憶讓師長淚光閃閃；國立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

物技術學系蔡慧頻老師與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林

哲偉老師，秉持「不想走完不啟程」的初衷，

耗時數年建置3D VR教材，中間經過數十次的溝

通與討論，只為幫助學子走得更加穩健而長遠；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許瑛玿老師接受

專案辦公室的訪談，直言110年度的計畫執行結

果不如預期，不過師長並不氣餒。訪談的最後，

許老師自勵勵人地說：「一個理想的計畫不一定

會有美好的結果，老師的任務是完成教學目標，

但學生的需求有很多，未必完全與教學目標有

關，所以儘管結果不如預期，大家也不要太挫

折，我們一起努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古

老的箴言如是說，也許我們真的需

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沉澱與積累，

才得以採擷教育的果實；但可以肯

定的是，對師長們而言，作為面對

高教嚴峻環境的先驅者，無論階段

性任務成功與否，都是很好的時

光。

暑氣炎炎亦無妨，只要走進任一

間計畫發表教室，親睹教師們的風

采，那些傑出的發想、躍然於投影

幕的課堂互動照片、豐碩的學生

成果，愈發周延的尺規評量設計，都將令人歎

為觀止、暢快淋漓。從發現問題到整合相關資

源，通過相關資源，把研究的方法導入教學策

略，在這場盛宴裡，教師們的努力不僅僅是對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精神與宗旨的踐行，

也 是 對「SoTL」（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的同聲呼應。發人深省的，還有委員

們的點評及現場參與師長的發言，那珠璣字字

所寄託的，不僅只是對一個計畫的期待，更是

對一眾學子、一種投入、一個教育夢想最誠懇

的禱祈；當然，區域基地學校工作人員與專辦

同仁兢兢業業、克盡己職，在這個被汗水浸濕

卻被笑容填滿的8月裡，我們看到為高教環境全

心奉獻的美好風景。

倘若我們曾經為學術殿堂的洗禮所震動，心馳

於教授們的學養風範，那麼今日，在這樣一個面

臨重要轉關的時刻，我們更應該充滿信心、希望

與感動──謹以此文，向所有在海嘯中前行的高

教工作者，致上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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