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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拾回對知識的熱情
文‧圖／周逸儒

臺
灣這幾年社會對於大學的學術聲望有很大

的期盼，各個大學也都對教授們的學術表

現祭出各種獎懲策略，在臺灣的主要大學中，每

位教授的研究能力無庸置疑，但大學的主體是學

生，我始終認為大學學術研究的表現並非取決於

指導教授的研究能力，而是取決於學生對知識的

熱情及面對問題的態度，就如我們看到的國外一

流學府，除了優秀的教授外，頂尖的聲譽其實更

是由背後那些具天賦的學生努力不懈的結果。

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
臺灣，具有天賦的學生不少，但努力不懈需

要的是熱情及耐力，不只是學術研究，在學生出

社會後工作更是如此，只可惜，臺灣在補習教育

充斥的環境影響下，多數學生早已將知識視為文

憑的手段，習慣別人直接把知識（不，應該說是

解題技巧及答案）餵到面前，不多不少剛好應付

考試就好，學生因此失去了對知識的熱情，少了

熱情，就失去了成功的敲門磚。現今的臺灣，高

等教育早已在無形間變成了義務教育的一部分，

很多學生來到了大學及研究所不是為了知識而

來，而是為了完成家人及社會的期盼，或延長學

生生涯，這是國家社會的悲哀，我身為一位獨立

研究所的教師，在來到臺大任職的前幾年，我常

思考著到底要教給學生甚麼。我教學的課程重理

論，在臺灣的產業環境下，坦白說，學生畢業後

不一定用得到，那我到底期待學生能學到甚麼在

畢業後仍然受用呢？我想那就是對知識的熱情及

嚴謹的態度。這些正是我在美國求學時，從那些

成就斐然的教授的講課及討論中學到的，我也認

為唯有教育（不只高等教育），才是讓臺灣學術

更進一步向上提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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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邏輯與動機
在教學方式上，我常參考網路上國外著名教

授的教學方式，當中我一直以麻省理工學院數學

系的Gilbert Strang作為我學習的目標。除了與他

教學內容相似外，Prof. Strang以他深厚的數學底

子，配合超過30年的教學經驗，將艱澀的計算數

學藉由順暢的邏輯如說故事般侃侃而談，一如他

寫的應用數學教科書。我自知難達到Prof. Strang

超過30年累積的教學經驗，但我一直以達到那樣

的教學效果自我要求，因此除了對講課內容的充

分了解外，更重要的是授課內容須有完整的邏輯

來貫穿，這其中包括每個定理、方法的來龍去脈

及動機，讓學生覺得學習到的是一個完整的包

裹，而不是片段的技巧及公式。我們生在一個充

滿前人發現的知識及定理的年代，因此在每個理

工科學生的求學階段，有很多書本上的數學或物

理定理需要去學習，然而，很多看似簡單的定

理，學生可能視為理所當然，忽略了背後的思辯

過程，殊不知背後的辯證過程，思考邏輯及動機

其實是比眼前所見的數學公式還要重要，這是我

不斷在課堂上強調的，我相信了解其動機及思考

脈絡，也是對學生思考能力養成的重要一環。舉

例來說，從小學到大的牛頓運動定律，由於經常

聽到，我們可能已視為理所當然，但當我們回到

了那個時代背景，檢視當時世人的認知及牛頓思

考的動機及邏輯，便不難能體會它的偉大及重

要。在工程的應用上，任何一個數學，物理方法

及理論的建立都有其動機及邏輯，唯有把這些動

機及邏輯一併教給學生，才可能讓他們清楚了解

學問的思考脈絡，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除了清

楚的觀念傳授外，課堂外，我要求學生不斷的練

習，從練習當中加深對所學方法及觀念的掌握，

我每個禮拜都會指定相當份量且具挑戰性的作

業，讓練習及作業的討論成為學習重要的部分。

為培養學生自我學習的動機，我給的作業難易度

和上課的內容通常有門檻，以鼓勵學生除上課的

基本理論外，由網路或其他參考資訊，尋求更有

直接幫助的解題工具（例如公開的程式碼），除

此之外，我認為學生解題不是只有找出量化的答

案，更重要的是數量背後所代表的物理或工程意

義，因此我要求學生對其量化的答案提供物理或

力學的背景，並且合理性的闡述，以達到我不斷

強調的「有靈魂的學習」。

最老式的授課方式
在講課方式上，我全程板書，自我回國任教

後從未改變，雖然有時感到辛苦，但我認為學生

唯有將黑板上所寫經由眼睛的接收再用筆抄下，

才能最深刻的在第一時間吸收講課的內容。坦

白說，比起這幾年很紅的新式教學法，我毫無創

新，非常old school，但根據我過去的學習經驗，

教學最重要的就是把課程內容講好，把學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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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旦做到了，創不創新並不重要。就拿近幾

年很紅的翻轉教學來說，它必須建立在一個全班

同學都願意認真學習的約定下，在這樣的情況

下，學生回家認真看教學影片，上課認真討論問

題，翻轉式教學無疑是個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在

今天的大學（即使是在臺大），班上的學生都會

如此的充滿學習動機嗎？至少回想起當年那位在

臺大放蕩不羈的我應該不會。我決定從最原始的

上課方式，不斷精進上課內容及授課方法，希望

藉由一己之力，藉由一個學期的簡短時間，讓眼

前這些過去習慣將知識視為文憑手段的年輕學

子，拾回對知識的熱情，我不敢確定對所有的學

生而言效果如何，但在過去學生對我教學的意見

上都有很正面的反應，我印象最深刻之一的是在

我的應力所開的必修課「流體動力學導論」，曾

經有學生在期中教學意見寫下「第一次學流體力

學那麼感興趣」，這樣的評語讓我深信我的努力

沒有白費。

 

結語
我的教學方式及理念深受我在美國念書時的

修課經驗影響，在那裡，不論是那些富有學術盛

名的大師或事業正在起步的年輕老師，在課堂上

無不讓我們這些在座的學生體會到他們對知識

及學問的熱愛，因此我始終相信，學術研究與課

堂上的學習是一體的，唯有將眼前的學生教好，

指導好，建立其深厚扎實的基礎，才能讓學術研

究永續並持續創新。當然，多數的學生未來並不

會待在研究的路上，因此我更希望傳達給學生一

種對知識的熱情及認真處事的態度，希望學生永

遠受用，我很清楚一個學期的學習時間真的不夠

長，能夠對學生產生的影響有限，但我在未來仍

會持續努力，精進。 （本期專題策畫／化工系

陳文章教授＆中文系洪淑苓教授＆財金系陳明賢

教授＆法律學系蔡英欣教授＆醫學檢驗暨生物技

術學系方偉宏教授）

周逸儒小檔案

周逸儒博士1999年自臺灣大學農業工程系(現今生物環境

系統工程系)畢業，於2003年自麻省理工學院土木環工系

取得工程碩士學位，2009年取得美國史丹福大學土木環

工博士。專攻流體力學，環境流力及計算方法。畢業後

在史丹福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近兩年，於2011年回臺大

應用力學研究所任教至今，曾教授過流體動力學導論，

應用數學，及工程科學數值方法，並曾獲得102、103及

104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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