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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的學習和教學
文 ‧ 圖／施博仁 

筆
者曾經是一個工程師，在工程顧問公司

服務數年，參與十餘件建築物的規劃、

設計和監造。做建築結構設計很有成就感，

當所設計的建物落成後，我會到現場走走，

感受自己的作品也檢討當初設計的細節。後

來我回到學校教書，教學生如何設計建築

物，如何做結構分析和規劃設計。當土木老

師很有使命感，要把好的設計邏輯和理念介

紹給學生，若在學生初學時就設定好，他們

的學習歷程就不會迷惘。現在，我從事醫學

工程的教學和研究，把熟悉的力學分析技術

引入醫學，落實跨領域工作的技術應用，也

分享我在跨領域學習的心得。

剛開始接觸眼科是因為醫生（後來也

成為我的老師）問我一個問題：眼角膜是一

個半球殼，能不能分析它的力學？我曾經研

究過大型體育場的穹頂結構，分析風力載重

等，因此心想這不是問題，就這樣一頭栽入

眼睛力學的研究領域，迄今已逾7年。要從

一個工程師的思維模式轉換，且和醫生學習

不同領域，不只需要時間，更需要降低既有

思維構架的藩籬。聆聽和理解的過程多於使

用工程師的快速分析腦袋，也避免進入既定

的工程框架，錯誤解讀和遺漏更多訊息。土

木訓練的背景注重邏輯和程序的合理性，所

以演繹過程的合理性與數學理論對於工程人

的訓練是重要的。而醫學人才多著重於圖像

與因果關係的建立，擅長於對系統性和全面

性建立強而直接的關聯。兩者訓練思維的方

式不同，在過去的溝通經驗中，常常會發生

不能理解對方所指何事的窘境。以「設計思

考」的論點而言，就是同理不足；解決的方

法即是透過更多的討論和接觸，以較低的自

我狀態去理解對方。

「好奇心」和「連結力」是我在教學

課程中的二個重點，而這兩重點也影響我的

思維方式，特別是在跨領域過程中的思維串

連。我在他校服務9年半的時間曾創設一門名

為「設計和發明工程」的課程，傳遞所整理

的發明家心理和創新方法等知識。這門課除

授業之外，我還想透過觀察一屆屆學生被訓

練的過程，以理解發明和創新的心理狀態。

我發現學生喜歡「好奇心」和「連結力」這

樣的特殊訓練，而我自己的心智能力在教學

的過程中也有很大的進步。

過程中，我要求學生針對一個物體，如

消防箱，提出「一百個好奇」的問題。學生

必須仔細觀察，逐一寫下好奇的問題。越接

近一百個問題，其難度就越高，相對地就越

必須觀察入微。有時學生會「卡關」沒有點

子，我必須及時出手幫忙順暢大家的思路，

因此連我自己也處於高強度的眼力和腦力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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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狀態。另外，「連結力」的訓練

是把隨機出現且不相關的二者，找

出合理關係或創造新的關連，這樣

的連結關係可跨越空間、知識領

域，甚至時空。當然，好的連結產

生就是創新的契機。綜合好奇心和

連結力的訓練，學生體驗到不同於

以往、「燒腦」的訓練方式。經過5

年的授課經驗，我的心智也變得更

靈活，並體察到專家和發明家的心

智特質差異在於思緒的靈活度。

幾年前，在幾位臺大資深教

授帶領下，我參加了設計思考種子

教師的研習活動，也參與執行多場

設計思考工作坊。這個由教育部推

動的工作坊，要求由不同領域的雙

教師一同授課，讓我有幸在活動中

體察和學習。設計思考在推廣一

套創新設計的程序，包含同理、釐

清、發想、原型和驗證五大步驟。

透過有系統的程序，融入先前「設計和發明

工程」課程的幾個特色單元，在數十次的課

堂和工作坊中測試和精進教學方法。設計思

考所使用的建構「定義句」中釐清空間背景

和角色的部分，對於整個思維的發展歷程有

決定性幫助。而使用一百個好奇問題和連結

力的訓練，有助於同理和發想的訓練廣度。

在教學現場的實作，兩者的相互配合，能更

進一步的傳遞和發展知識。除了引導學生思

維，我也把這樣的方法運用在研究中，畫了

很多的心智圖在推演和釐清研究的內容。

醫學工程系本身就是跨領域的系所，這

個新興領域的需求著重於訓練創新和發明人

才。一年半前，我有幸轉到第一學府服務，

換跑道的媒介種子是我教了「設計和發明工

程」這門課。這門課程使我知道自己能夠連

結跨領域的專長，以產生新的知識，並具備

跨領域的關鍵心理因素――降低「既有知識

的藩籬」。

醫學工程原是結合醫學和工程跨領域

的知識，包含電資、材料、力學和生醫等

跨系學生觀察消防箱後，列舉的一百個好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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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學生的培養也是綜合性的學習。上述

降低藩籬等心理因素，對於大學部新鮮人而

言，因無特殊設定的專長故無阻礙；反之，

因學習廣泛而缺少專精專長是跨域學習者的

弱勢。故本校醫工系的課程設計以問題解決

為導向，讓學生系統性地學習單一問題與建

構學習歷程，待完成單一問題的解決方案

後，再擴展學習。我也在教學課程中，融入

設計思考的步驟以訓練觀察力和連結力，運

用於碩博班，其回饋成果很正面，但在大學

部二年級同學身上則效果不彰。以設計思考

的思維，這是教學「原型」的「驗證」不佳

的程序，應回到「釐清」教學對象，再重新

發想教學策略。

回顧十餘年的職場生涯，工作、教學和

研究都是一路跌跌撞撞的學習歷程，有很多

內心思維和價值觀的修正和改變。最後，以

指導教授葉超雄博士曾問過的一句話作結：

請問大匠和大師的差異在哪裡？說實話，我

仍在探索二者的差異。期許能透過設計思考

的迴圈不斷進步。 （本期專題策畫／土木

系周中哲教授＆理學院＆公衛學系張靜文教

授＆法律學系蔡英欣教授＆中文系洪淑苓教

授）

醫工系學生在力學實驗課中，觀察實驗器材的設計，

透過心智圖討論列舉設計特徵。

施博仁小檔案

學歷： 臺灣大學土木所碩士、博士（主修結構工程，專長波動力學）

現任： 醫學工程系副教授（108.2- 迄今）

經歷：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建築部工程師。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

境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98.8-108.1）。曾獲他校

的校級優良教學教師、校級優良導師、校級優秀年輕學者獎項。

教學： 材料力學、流體力學、生醫波動力學、醫學工程實驗等相關於

生物力學的課程。

研究： 專注於將力學技術應用於眼科議題，曾探討過波動力學發展新

式眼壓測量技術，利用結構力學分析近視屈光手術的潛在風險，

和術後角膜膨攏的診斷特徵。近期致力於尋找圓錐角膜發展歷

程的特徵，期透過力學觀察病兆演化歷程，找出早期診斷方法。

我在臺大的第一天教學留影，

背後是波動力學的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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