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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色 

大學和研究所是培養專業人才的地方，無論對個人養成以至國家的未來和發展都

有重要的影響力。作為中央大學水海所的老師，自知身負重任和使命，要認真培養和

教育我們的學生。本人的教學理念是希望為他們裝上一雙翅膀，使他們在漫長的人生

路上自由翱翔。最終能發揮其所學，對社會作出貢獻。本人認為教育有兩個層面：品

德和知識。知識是塑造個人的專業領域，而品德是做人處事的態度。個人認為有再多

的知識沒有品德也是枉然。因此，本人在上課教學中盡量包含這兩個層面，使學生在

吸收新知識的過程中也學習到處事應有的態度。 

有此看法是因為現今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有禮義廉恥低落的趨勢。例如學生嚴重缺

乏基本禮儀，自我感覺過於良好，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理所當然的。與我們以前的學習

態度截然不同。個人認為這種風氣必須要扭轉。有正確的學習態度，未來畢業生才能

融入社會。所以我在課堂上重視紀律，教導學生要有責任感和時間觀念。重視紀律不

代表古板，固執守舊；只要互相尊重，其實課堂上什麼事情都可以討論和進行。例如

『缺席』，只要學生事先請假，基本上我不會過問原因亦不會有任可扣分。目的是讓學

生了解到互相尊重和建立彼此間信任的重要性。這方面我覺得非常重要，所以在課堂

上會刻意教導學生正確的觀念。 

在教學方面，我盡量會以深入淺出的形式，引起學生的興趣與共鳴，而不只是為

了得到學分的填鴨式僵化學習。要解釋一個理論或概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它圖形

化視覺化，拆解成數個小部份，之後再把它們一個一個串接起來。這樣會加深學生的

記憶又可以避免枯燥而乏味的文字敘述。例如圖 1，要解釋海洋溫鹽環流，我會把它

拆解做成投影片動畫，一步一步向學生解釋。 

 
圖 1：教學投影片動畫範例。 

因製作這類投影片教材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所以備課時間往往相當漫長。不過，

為了學生學習成效一切都是相當值得的。 

另外，在教學上經常碰到的問題是學生來自不同領域，各種專業程度（如電腦程

式）可能參差不齊。在這種程況下，我會實行因材施教，取長補短。盡量不要讓能力

不足的學生感到氣餒。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通過小組學習，把修課學生的程度平均

分配到各個小組。通過學生互相支援討論提高學習成效和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在教

學上另一個重點是吸引學生的興趣；如果能把要學習的東西變成興趣，則會令學習變

得有趣愉快而且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在課堂上設法勾起學生的好奇心，把課堂

上的東西跟時事連結在一起。例如講到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時會討論當時相關的時事

新聞，盡量讓學生發表看法，然後循序漸進地把學生帶入到課堂上的教學內容。促使

學生感受到所學的東西是跟生活息息相關，從而強化記憶和提高學習興趣。 



就研究所課程而言，修課的學生通常是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室，如海嘯、水文、

遙測等領域。為了讓修課學生能達到學以致用，我會設法把課程內容融入到學生自己

的研究當中。此舉不但可以幫助學生解決研究上的問題，還有可能激發出一些有趣的

跨領域議題。增加課程的價值。例如在『海洋衛星資料與分析』一課中講到海水面溫

度資料時，我會嘗試和學生腦力激盪，討論是否可以跟他們的領域作連接，而一些水

文領域的學生會想到用海水面溫度計算海洋蒸發量，了解水文循環。 

總結我目前的教學特色是結合品德教育和傳授專業知識，因材施教，增強學生的

學習興趣，並用正面的態度來探討科學問題。 

創新教學 

目前，因為大部分是研究所課程為主，所以我主要會以『問題導向』來作教學宗

旨。從旁引導學生思考，建立學生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另外，在學堂上不斷向學生

拋出問題，引起學生的求知欲，並與生活中的例子進行比較。例如談到超級颱風海燕

的風速時，會跟高鐵速度進行比較，讓學生利用手機在網路找答案並進行搶答，活化

沉悶的教室，增加學習的樂趣。當學生知道海燕颱風的風速比高速行駛中的高鐵還快

時，學生們都表示出驚訝的表情。當引起學生的興趣後，我再提出更深入的問題：“為

什麼颱風的風速會如此的快？＂進而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地把學生帶到海洋—大氣交互

作用的複雜議題上。有時候當談論到風速，有些學生們沒有什麼概念。例如 15米每秒

的風是如何的感覺，我會請他們立刻到中央氣象局網站查詢在中大附近的即時風速，

讓學生對風速有點感覺，藉以推理到在颱風下的情形。通過這些互動，使學生有參與

感，能讓整個教室活躍起來。 

『用質疑的態度學習』。當教授到一些理所當然、普遍被接受的定律和現象時，我

會提出質疑，激發大家討論。例如颱風一般要在 26攝氏度的海洋上才會形成和發展。

我會問大家：“為什麼？這是過去幾十年前預報員的統計分析結果，有點久遠。眼見

為憑，我們要不要來驗證一下？＂。這樣不但可以引起學生的求知欲和建立質疑的研

究態度，在過程中學生需要腦力激盪，思考如何獲得合理的結果，從而學習研究的要

素。其實，在這種問題上，老師也沒有正確答案，所以老師是跟學生一同學習，分析

和討論結果，增進師生感情和互動，達到教學相長的境界。這類在課堂上的問題會視

複雜度而定為作業、期中或期末報告。其結果常常會是相當有趣，甚至可以變成未來

研究生的論文題目。例如我們驗證了 26攝氏度是普遍颱風發展的先决條件(圖 2)，但

亦有例外的情況發生，並且在不同的海域，溫度門檻值是有可能不同的。有時候，在

過程中又發現新的議題，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最後，從學生們的報告中看到他們大

膽推理、認真求證的態度，是對老師教學最好的回饋。值得一提的是，報告或多或少

要學生花心血和時間，所以為了減少學生課後的壓力和抗拒感，我在課堂上盡量跟學

生們一起完成，從而學生不安的心理也會減輕，增加研究興趣。 

『跟時事作連接』。此舉可以增加話題性，提昇當前所學的東西和社會的關連性，

讓學生覺得目前所學是有用的，是重要的議題。例如教學到溫度變化分析時，我會請

學生把他們居住地的溫度作長期分析，在班上互相討論，看那個學生的居住地氣溫上

升最快，那裡溫度上升最慢。與他們的生活作連接，增加他們的參與感。在某一堂課

上，學生分析過去氣溫數據結果顯示剛過去的十月份的氣溫是近年來最熱的。當時大

定都很納悶，因為在大家的“記憶＂裡剛過去的十月份是“感覺上＂比往年涼快。大

家在熱烈討論之際，我秀出早上剛剪下的 BBC新聞(圖 3）：“過去的十月份是地球有

紀錄以來最熱的十月＂，大家才恍然大悟，了解到自己的數據結果是合理的。激發起

一連串的議論。又如談到颱風時，正好遇上重創日本的潭美颱風，所以我們在課堂上

用所學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潭美颱風移動速度緩慢，所以引起強烈的海洋響應(圖 4）。

這些都是上課遇到的“即興＂討論。學生的反應也相當熱烈，認為對學習理解有很大

的幫助。 

總結我的教學創新性是在課堂結合“時事＂、“腦力激盪＂和“動手做＂來達到

快樂學習，加深記憶。在評分方面取消以往的紙筆考試，用小組合作報告的方式來代

替，令學生有參與感和有表現自己的機會。 

 
圖 2：某學生的期末報告截圖。 



 
圖 3：BBC報導 2019年 10月是有紀錄以來最炎熱的十月。 

 
圖 4：在課堂上利用當時的颱風作為題材進行學習，增加學生的興趣。 

數位教學 

在教學上，我會把一些範例教學用學校提供的 EverCam8 軟體錄下來，以提供學

生重複觀看。一方面當學生遇到問題時，可以自行先看影片，找出錯誤的地方，然後

修正。假如仍沒有辦法解決，再請教老師。另一方面可以加強學生的記憶，溫故知新。

例如“衛星海水面溫度教學＂，我會在課堂上操作一遍，從資料下載、撰寫程式以及

繪圖都以影音方式完整紀錄下來(圖 5)。另外，我會把所有用到的原始資料和程式都放

到同一資料夾底下，確保學生能把結果重新製作(reproduce)出來。目前，已累積多個教

學影音檔供學生學習。這些數位教學資料都放在研究室的雲端硬碟上供有需要的學生

下載使用(圖 6)。通過這些數位資源希望可以幫助學生學習，增加他們的研究效率。 

 
圖 5：範例教學影音檔。 

 
圖 6：目前水海所衛星遙測研究室累積的教學影音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