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新鮮師

在
臺大任教5年來，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和

這些優秀的學生有所互動，教學相長。當

加入這個大家庭時，一直在思考以怎樣的方式教

學及以如何的態度來指導碩博班生。一直以戰戰

兢兢的心態來面對學生，深怕因為我的疏忽而耽

誤了他們的學習。因授課有大學部、碩博生、和

在自己實驗室修習的研究生，針對不同學習目標

的學生應有所區分，以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對

於大學部的課程，我特別重視學科中基本觀念，

能夠讓學生清楚的暸解及吸收，我會從不同的角

度，來加強闡明其涵義，及其所延伸的重要性。

在教材的準備上，以課本內容為主，佐以圖片和

關鍵字簡報。在教學的過程中，也會與時事結

合，來提高學生的興趣及學習動機，例如：以一

氧化碳中毒，來解釋蛋白質結構和配體親合性的

關係。特別是「生物化學」這樣的基礎課程，如

果只有給學生基礎知識，很難產生共鳴。而基礎

知識若結合生活週遭相關事物，我發現他們在上

課時的專注力及學習意願都顯著提高。例如在解

釋酵素的課題時，討論酵素在生活上的應用時，

他們十分熱烈參與討論，而對於較艱深的概念

（例如酵素動力學），我就利用電影檔來刺激學

習，或利用簡單的實驗如實驗用葡萄糖，來強調

酵素無法改變生化反應的發生，但能影響反應的

速率。

此外在每次上課前幾分鐘，我會先複習上一

堂課所教的重要概念，並簡述這一堂課的大綱，

而後進入教學。在下課前幾分鐘，我也會再重覆

一次學習重點以加深印象。目前學生似乎很能接

受這樣的教學方式。

我希望所有學生都能有所收穫，不要浪費了

寶貴的時間。由於學生的資質差距甚大，很難滿

足所有人，所以課後，我會與程度較佳的學生做

進一步的瞭解，作為下堂課調整。對於較跟不上

進度的學生，則請助教上課錄音，讓他們可以重

複聽講來補足。  

至於碩博生的課程，以引導方式著重思考及

發問的能力，而非是單方面的知識傳授。尤其是

互相討論，唯有透過自己的思考、提出疑問、並

與同儕們對話，才能對所學有深刻的印象，並且

進一步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及想像力。而且相互討

論除了可增加對課程的參與感外，亦能培養其傾

作人生的嬴家

有獨立思考能力，心理素質優，才能成為人生嬴家。

NTU Alumni Bimonthly No.1016

文‧圖／冀宏源



聽他人，及訓練自己說話溝通的技巧。我相信這

也正是碩博士所需的核心能力之一。為了能達到

此教學目標，我會以三分之一的時間，讓學生瞭

解目前所知的基礎知識與理論，以確保所有的同

學都能有基本的認知。接下來三分之一的時間，

帶領學生來思考可能有趣及尚未解答的科學問

題，藉由這樣的過程，來激發他們思考及像想

力，並促成討論，訓練他們表達的能力。而最後

三分之一的課程時間，我會選擇與課程主題相關

的論文，讓他們思考其他科學家如何提出一個問

題，設計實驗，以及實驗數據如何得到重要的結

論。而在這過程中，我亦會準備數則實驗數據，

來引導學生思考以及表達個人的想法。以所得到

的學生反應看來，他們似乎很喜歡能有這樣的課

程。

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指導跟隨我實驗室

的碩博班學生，因為他們會和我朝夕相處2年（碩

班）至6年（博班）的時間。我常對他們說，我

們之間的關係，千萬不要成了在同一屋簷底下熟

悉的陌生人。身為他們的指導教授，我一直告訴

自己，我的起心動念非常重要，一定要從學生的

角度來思考，並盡我所能來成就他們。期望自己

以身作則，不僅是做研究的方法，而是透過做研

究的過程，與學生們一起面對挑戰及經歷挫折，

共同分享及突破困境，最後體驗成功及自我成長

的喜悅。更重要的是，我想藉由研究一個科研題

目，使學生能從這個過程中學習到一些核心的技

巧，例如發掘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策略、思

考分析判斷的能力、表達及溝通的技巧，並在心

理層面的素質，能欣喜的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及

挑戰，相信每一次的挫折，將使自己更加成長。

我也常和他們分享，我們永遠是人生的贏家，因

為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總是有所得。我由

衷的希望與我一起的學生，能或多或少因為我，

使他們未來的人生能更精采、更快樂。 （本專

題策畫／生命科學系黃偉邦教授＆健康政策與管

理研究所鄭雅文教授＆生機系陳世銘教授＆化工

系陳文章教授&法律學系蔡英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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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返國至臺大任教，現為生命科學院生化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其教授課程涵跨大學部及研究所，包括基礎生物化

學、蛋白質修飾與訊息傳遞、染色體生物學等。專長研究領

域為探討細胞如何修復受損的基因及其分子作用的機轉，並

在癌症預防及治療上的應用。曾獲臺大 101學年度優良教

師、103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102 和 103學年度臺灣大學

學術研究傑出期刊論文、及 104年度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

究計畫。

感謝我的學生們，讓我也能成為他們精采人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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