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學時期，我從寬廣的生物學世界進到昆蟲學領域當中，到後來開始學微生物，研

究的對象越來越小。還好，這樣的學習際遇沒讓我變得小鼻子小眼睛，反而讓我

能從很微小的地方看這個世界，看我所遇到的人、事、物。現在，我也用這樣的方式，

來看待我的學生、看待我的教學工作。

我，是一個沒受過正規教師培育訓練的老師，就連在美國念博士時一定要有的助教

訓練課程，也被我巧妙地躲過了。雖說當老師是我在高中生涯規劃中訂下的志向，但回

想成為大學老師的過程，絕對不是當時的我所想像的。今日回頭一看，沒想到我回母校

任教也已經十多年了。

老實說，我並未認真想過自己應該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老師，國中時遇到的國文及

英文老師、高三的生物老師、大學時的班導及研究所時的指導老師，其實都是我教學的

典範。從他們身上我學到要永保教學熱忱，莫忘成為傳道、授業、解惑之師者的初衷，

也學到了身教重於言教的重要性。此外，再怎麼忙碌，充份備課並隨時更新教材，是我

的基本原則，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將知識有效率地傳授給學生；而為了提供新知，我也

不斷地看研究報告及參與會議

來充實自己。雖然我教授的課

程頗多且內容多樣，但每一堂

課我都會認真看待，盡量保持

同樣的上課品質。學生修課重

點當然是課程內容，但我更希

望學生能從我的課堂上學到正

確的學習態度，因此我喜歡透

過互動來增加和學生溝通的機

會，然後便能根據歷年經驗，

找出每一科較適當的方法來提

高學生之學習效率。以前記性

文 ‧ 圖／林乃君

農業化學專業發展課程，至八里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參訪。

微觀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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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時，上過幾次課我就可以記得所有學生們的名字，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拉近與學生間

距離的好方法，也能提高同學們的學習興趣。另外，我也喜歡在上課時以問問題的方式

代替直接知識傳遞，在這個知識爆炸的年代，唯有刺激學生多思考才能讓他們與眾不

同。為了鼓勵學生多發問，只要有學生提出問題，我一定會耐心地回答。我的個性不愛

一成不變，因此我會試著去改變上課的內容或方法，而這些，最終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引

起學生的求知慾與興趣，使每位學生能找出自己努力的方向與目標。

至於當導師及指導研究生的方法，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多成長的空間。因個性使然，

從進臺大教書開始，我就決定要以陪伴成長、亦師亦友的方式來帶我的“孩子＂們。只

是沒想到，當孩子交到我手上時，最小的18歲，最大的可能快30歲了，人格已養成但我

沒有太多時間可以了解他們；更急迫的是我得在最快的時間內給他們未來 2-4年的可能

人生或研究方向。教書這麼多年，經歷了這麼多的學生，每一個對我來說都是獨一無二

的考驗。原因其實是我常拿捏不好要如何幫助學生完成學業的分寸，在很多時候我和學

生彼此都忘了我是“師＂的身分還是必須凌駕於 “友＂的關係之上，導致最後要求研

究生達到的畢業門檻越來越低，學生順利畢業了，但他們的研究成果卻無法發表。長久

下來，我成了朋友間「勸也沒用、寵學生第一名」的老師；然而，學生未能站在我的角

度來看，因此多半情況我的學生都是處於「人在福中不知福」的狀態。其實，我也是自

己這種個性的受害者，曾經有一位學生，本來跟我的關係很好，後來因實驗不順利、自

己有了些壓力，覺得我沒有跟他站在同一邊、不支持他，甚至是在阻撓他的研究，於是

「叛逆」的行為出現。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開導他，想辦法讓他完成碩士論文且畢了業，

但換來的是一輩子忘不了的悔恨與心痛。那是我第一次瞭解到為何孩子叛逆了，做父母

的反而會更擔心，更放不下心；可是孩子能發覺這份擔心與關心，而非一味的指責父母

（師長）嗎？不論父母或師長，在對待孩子時心中是有一把尺的，只是有人設得很小，

有人放得很大，都忘了跟孩子說，要注意這把尺的存在。我一直無法理解“媽寶＂是個

什麼樣的生態，卻在不知不覺中，把部分學生推向一個“師寶＂的坑。研究室設立的宗

旨是想要讓學生在一個很好的環境下，享受研究的樂趣來完成學業並找到方向。這個目

標，從未改變，讓學生們藉由完成碩士論文以訓練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比什

麼都重要。未來，我該學會適時地放手而不是凡事都幫他們想好或做好，也唯有這樣，

才能讓學生們成長茁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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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研究室的學生們

精心製作了一個超大型培養

皿幫我慶生，上面畫了分離

純化細菌時的四區畫線法圖

樣，培養皿裡面則是寫著祝

福話語、代表每個學生的菌

落（圖2）。我非常喜歡這個

禮物，期許他們能在大學或

研究所這個大型培養基中長

成一個強壯的菌落。剛進大

學或研究室時每位同學都是

一個獨立的個體，在不斷吸

收學校所提供的資源後成為一顆大菌落，甚至慢慢大到靠在一起了，便可以像群聚感應

(quorum sensing)般，靠著彼此合作以發揮更強的功能。

我常跟學生說，很多事情冥冥中自有安排，不需要很有壓力地去爭取，只要多充實

自己，做好當下該做的事，事情自然會水到渠成。當年我從昆蟲組轉到植物病理組，我

單純只是無法忍受很多昆蟲都有“毛毛蟲＂階段（毛毛蟲是我的罩門之一），但大一所

學到的昆蟲學知識，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唯一修過的農化系課程是土壤學，印象中

是同學邀約且對地質有興趣才選修，也蠻樂在其中。沒想到這些知識在植物醫學碩士學

位學程教學與指導研究生都派上用場。

說到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自從加入合聘教授的行列後，似乎又將我教學理念與

研究主題擴展到另一個境界，也改變了我的生涯規劃。本來覺得自己的三腳貓功夫根本

無法去現地幫農民解決問題，且走向農業應用可能需要很久的時間；沒想到現在的我，

偶爾要到農會去為農民上課，而且田間也有一些試驗在進行，我開始思考要為臺灣的農

業多付出一些心力。我樂於與學程的師生及農民們共同成長，基於自己在田間實務經

驗上的不足，讓我更加能體會培育學生具備實務經驗的重要性，教學相長之餘，學生也

增加許多實戰經驗。正因如此，在政府積極推動植物醫師制度當下，我能很有信心地將

我指導的學生推薦出去擔任臺大植物教學醫院的第一代實習植物醫師。有如此成功的案

圖２：2019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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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來培育更

多植物醫師相關

人才，似乎成為

我不能推卸的職

責了。

後記

或許只是個

巧合。十多年前

收到當時農化系

主任email通知、說我已通過系教評會聘任表決的當天早上，是我親愛姊姊的告別式。

我總覺得會如此幸運在拿到博士學位一年後就獲得這份工作並如願成為老師，應該是姊

姊送我的最後一份禮物。姊姊生前是位用心且很有愛心的觀護人，未來，我會連她的份

一起，繼續擔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而目前我最大的願望便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心意傳

達出去，讓更多學生能感受到學習與研究的樂趣！ （本專題策畫／農化系李達源教授

＆醫技系方偉宏教授＆法律學系蔡英欣教授＆公衛系張靜文教授）

林乃君小檔案

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學士、碩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 ( 主修植物病理學 )

現任： 農業化學系副教授、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合聘教師、植物教學

醫院副院長

100 學年度優良導師；101 和 107  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教授科目包括普通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和生物技術核心課程等基礎科

目，也參與許多進階課程，如環境微生物學、植物病原交互作用分子機

制、植物細菌學、農用生物製劑和環境生物技術理論與應用等。研究主

要專注於病原菌和有益微生物與植物交互作用之機制探討及其在農業上

之應用；目前也開始探討土壤微生物抗重金屬機制與其於重金屬污染監

控與整治上之應用。

與第一代實習植物醫師（黃背心者）及實驗室成員攝於植物教學醫院成

立大會，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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