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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學期末編輯問我能不能寫

篇和「教與學」有關的文

章，我一口答應，現在想來，應

該是當下正在焦頭爛額地準備教

材，心中有股不得不發的氣。經

過一個暑假的沉澱，那股熱氣已

經煙消雲散，現在是硬著頭皮野

人獻曝了。

跟大多數人一樣，生活經驗

影響了我許多對教與學的看法和

作法。也許我和臺大部分老師不

一樣的地方在於，我來到臺大之

前已經有一些在各種學校的教學

經驗，這些經驗對我的教學有很

大的啟發。我大學唸的是臺師大

生物學系，在所有與教學有關的

課程中，我覺得最有用的是被逼

著寫教案和教學日誌。教案是用

來鉅細靡遺地計畫授課內容；日

誌是用來課後反省檢討。這兩個

過程讓我能好好地從學生的角度

設計課程；也讓我領悟到，教師

在課本內容與授課時間的框架之

中有很大的自由度，像是導一齣

莎士比亞的劇作，台詞和時間長

短都訂下了，你仍可以有無窮盡

的詮釋方式，端視你的想像力與

創造力；甚至框架也可以打破，

唯一的指導原則是：讓觀眾（學

生）咀嚼再三、意猶未盡。我

現在開的通識課「生態與人類社

會」，仍會每週帶領討論課助教

們做這兩件事，對助教的成長很

有功效。

大學剛畢業，服役的前後，

我曾當過兩年臺北縣的國中老

師。那時候以學業成績能力分班

的現象還很普遍，我帶的導師班

是約10個班中的第三或四班。因

為比較沒有拼升學率的壓力，我

喜歡帶學生做實驗、看影片、或

分享自己拍的幻燈片；週末偶爾

帶學生到野外走走，也領他們進

城去逛臺北植物園。這些學生的

學業成績並不頂好，常因為考試

分數挨打，但是他們似乎在生物

科中找到樂趣，會自我學習，不

但讀了課本，還常拿課外讀到、

野外看到的東西來與我“討論＂

（其實他們一心想考倒我），讓

我很有成就感。當時同事中有許

多教學認真的老師，上課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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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鏡
告訴我的事

通識課「生態與人類社會」學生期末作業。作業是自由創作，這位學生用各式各樣的天然
植物（苧麻、鐵線蕨、女貞、青苔等）製作押花，做成一幅畫呈現人類與自然生態共存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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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鐘點再加強、還有課後輔導、

嚴格要求考試成績，在那個升學

至上的環境下，似乎我也得因應

學校、家長、和“自我要求＂的

壓力，成為那樣的老師。雖說我

是逃掉了－遠赴國外唸研究所，

不過，這兩年的經歷讓我重新發

現激發學生的學習熱忱是最基

本、最重要的。怎說是「重新發

現」呢？那是教育學者呼籲的老

生常談，但還真是不容易做到。

也許生物科比較容易一點，只要

能讓學生看到、摸到、經驗到，

就大致能抓住他們的心。我覺得

大學生也一樣容易上當。

剛提到自我學習的概念，那

可真是我這懶人的好朋友。以大

一普通生物學為例，我懶得教所

有教科書提到的東西，尤其是些

我所認為的“枝節＂。但是那些

“枝節＂也挺重要的，而我也不

想成為剝奪學生獲得這些知識的

權利的共犯（主犯是教科書）。

這時候我會用一些開放性的作

業，讓學生“自我學習＂他所選

擇的一部分內容。生物學的世界

寬廣深邃，學生很容易迷失在細

節之中，討厭起生物學，我覺得

我在大一普生課堂的角色是引導

學生持續得到樂趣，而想要更深

入的探索。因此，我曾經給過的

作業題目是「我最喜歡的無脊椎

動物」，學生還得上傳作業到課

程網、另有互相觀摩，同儕學習

的功效。有些作業在查資料之

外，還必須發揮一些創造力，像

是短短一頁的「動物行為研究計

畫」。21世紀的學生活在網路世

界之中，近年來，我開始在所有

教授的課程中將參與網路討論做

為作業，有些議題強迫學生尋找

資料據以發言。這個過程讓學生

必須讀書（讀資料）、寫作（發

言）、討論。法蘭西斯．培根不

是說：「讀書使人淵博；寫作使

人精確；討論使人成熟？」網路

討論作業不但有促進自我學習，

同儕學習的功效；也提供不善考

試的學生迎頭趕上的機會。

我在唸研究所時，曾擔任6
年的普通生物學或生態學的教學

助理。都是帶學生（大多是醫學

預班學生）做實驗與野外實習。

這些成績頂尖的學生蠻挑剔的，

不過也磨練我謹慎準備教材、重

視組織脈絡、回應學生疑問的能

力。這個過程對我的專業能力很

有幫助，我現在也是鼓勵研究生

去當TA磨練自己。在完成博士

後訓練待業時，我有機會到兩個

美國的大學擔任講師，約上了3
年餘後才到臺大。這兩個學校都

是中小型的區域性大學，學生很

多是半工半讀。相較之下，此時

像是在高中上生物學，但每班的

學生數僅有20餘人。除了照表操

課的實驗之外，我嘗試讓學生分

組，自己找題目做小型研究；我

僅協助他們找器材，遵循科學方

法進行研究，並在期末舉行成果

發表會。這整個過程增加了我與

學生，以及學生之間的互動，學

生們做得高興，反應在學期末的

教學評鑑很好，還有幾個學生當

面來謝謝我，讓我很感動。真希

望臺大的學生也能有這麼清楚的

感情表現。

我喜歡豪爾．嘉德納提出的

多元智能論，他將智能分為8大

類，傳統教學所強調的語文能力

通識課「生態
與人類社會」

學生期末辯論
會。辯論現場

是國光石化公
聽會，有5方：政府

官員、環保團體
、生態學者與白

海豚、當地支持
民眾、當地反對

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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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邏輯數理能力僅是其中兩類；

他認為不同的學生由於天生資質

與成長環境迥異，在不同智能領

域各擅勝場，而學習與表現的方

式也不同。我個人就非常需要用

影像的資料來學習，所以在教學

時也大量使用圖片或影片傳達概

念；此外，我也認為評量學生時

必須加入非考試的方式，儘量讓

不同智能領域的學生都有表現機

會。多元智能論讓我覺得小組學

習很重要，像是在有些超人電影

裡面，有身懷不同本領的超人，

用各自的超能力一起解決問題，

我相信學生也有這個潛力，所以

現在上的課也喜歡找機會讓學生

做小組活動。小組活動或是網路

討論都不容易評分，我個性大而

化之，因此對成績不太在乎，給

分一向慷慨，所以問題不大。但

有時遇上學生孜孜矻矻地要打破

砂鍋問出確實的評分方法，真讓

人頭痛啊！一心覺得評量學生表

現是教學最麻煩的事，不知有沒

有成藥可以一帖見效？

我 一 家 5 口 跟 許 多 家 庭 一

樣，常在晚餐時聊一天的大小

事。沒多久前，我們聊到最難忘

的學校的事，正在唸大學的兒子

想了想，很快地用編年的方式，

從小學到大學列出來。我記得大

致是：小學時參加魔術表演、學

習恐龍主題、背誦乘法表、學習

古蹟主題、參加海報設計得獎；

中學時參加數學與科學社團、歷

史課演戲、生物課解剖、參加學

校樂隊；大學則是「都還不錯

啊」。問他為什麼這些事情印象

深刻，他說大概是因為做得高

興，有成就感；大學唸了自己喜

歡的科系，更是學得愉快。寫這

篇文章時再問他：對哪些老師印

象深刻？有趣地是他提到的老師

未必是跟上述編年大事相關的老

師。他說會跟學生接觸、關心學

生學習狀況的老師都好；還特別

說大學的老師，課上得雖好，卻

都不夠關心學生。想想，與課堂

的學生有更多一對一的互動，也

真是我最無法做到的事。我過去

一直認為大學教學最重要的是熱

忱：對所授內容的熱忱，現在看

來還是不夠的。

我們的學生很可憐，高中時

發掘自己的熱忱與能力的機會不

多，所選讀的科系經常是父母的

期望或社會的排行榜。還好，在

大學裡還是有機會發掘自己，開

發自己所屬的多元智能，我很希

望學生在校時能多方嘗試，離開

學校後，嘗試的機會變少，代價

也變大了。許多現在的大學生們

是讀哈利波特長大的。在第一冊

裡有個魔鏡，它能反映出一個人

心底最強大的欲望。據我所知，

臺大某個角落也藏有這個魔鏡，

我衷心希望每個學生都能找到

它。 （本專題策畫／生科系陳

俊宏教授＆物理系陳政維教授＆

化工系陳文章教授＆中文系李文

鈺教授）

林雨德小檔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學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生物學碩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哲學博士

美國邁阿密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通識課「生態與人類社會」的 TA準備討論課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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