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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通識教師的第六封信 
 

「我要每天對空氣上課，還要假裝自己很 High」 

「大部分的學生沒在聽課，自己卻要假裝很起勁，都快精神分裂了！」 

網友「小翼」在 Dcard 社群分享一位大學教師的「哀愁」，3 天就引起超過 17,000 位大學生

按讚，顯示智慧手機已經奪走學生注意力，教學也淪為「自言自語」的窘境。有魄力的老

師不准學生上課用手機，但大部份老師只能默默接受，忍受每次 50 分鐘的無奈，並批評

現在學生不用心、不認真、程度不好、不願意學習。 

我不能反駁這些看法，但請大家想想，一個星期二、三十節課，如果每節課都度日如

年，學生是不是一樣痛苦萬分？為什麼老師、學生，所有人對課堂現況都高度不滿，但我

們卻只能默默忍受？這樣的教育體制還能維持多久？ 

當前的大學教育，是工業時代工廠大量生產所設計出來組織框架，是以教科書為中心、

教師為中心、教室為中心的「教學中心式學習」(teaching-centered learning)。重點是「教」，

至於學的會或學不會，那是學生的事，不努力的學生當然學不好。但是，一百年前的組織

模式，到了現在已經失效，當前學生愈來愈無法接受這種填鴨式、不在乎學習效果的教學

方式。 

過去二十餘年，歐美高等教育朝向「學生中心式學習」(student-centered learning)的典

範轉移，強調以學生發展為中心、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以學習成效為中心。針對各別學生

的特殊狀況促進其發展，而不是統一普遍性的齊一學習；重點不在教，而在「學」，學生是

學習的主體，教師只是學習活動的設計者、學習環境的營造者、學習過程的輔導者。衡量

教學重點不在老師教，而是學生學到了什麼，要以學習成效來衡量教學及學校的價值，而

學習成效評估可以有效協助學生調整學習、協助教師調整教學、協助學校調整行政規劃。 

因此，老師與教學重要是要讓學生學到、學會、學好，重點不在教學的內容，而是在

教學的成效，重點不在學生得到多少知識，而在學生的能力是否真的有效提昇。一味批評

學生素質低落、不認真，不會改變教學現場，如何有效改變教與學，才是對自己負責的態

度。因為，時代改變了，社會改變了，學生也改變了，有什麼理由老師不需要改變？學系

不需要改變？學校不需要改變？ 

大學教師取得最高學歷，在我們各自的專業領域成為最重要的專家。但是，對於「教

學」、「學習心理」、「課程設計」這件事，我們並不是專家，專業的成功並不保證教學也是

成功的，只有學生真正學習、達到學習成效、能力得到培養，我們的教學才算成功。歐美

大學過去二十多年努力改革已有一定成果，在「學生本位式學習」的教學改革，台灣高等

教育嚴重落後世界趨勢，而這也是為何學生愈來愈不耐煩，愈來愈不尊重課堂學習的原因。

但是，相對的，老師沒能更有效地經營教學，仍以半個世紀前的教學模式授課，當然無法

感動學生了。教育改革第一件事，是老師要認知學生改變了、學習模式改變了、因此，教

學方式也要改變。想像過去 20 年間，全球在企業經營、科技發展、生活方式、組織型態上

有著天翻地覆的改變，有什麼理由，大學課堂仍然還是用傳統模式經營？ 

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指出，2020 年職場最需要的能力包括：1)複雜地問題解決、2)批

判思考、3)創造力、4)人際管理、5)協同合作、6)情緒智商、7)判斷與決策能力、8)服務導

向思維、9)協商能力、10)認知靈活性。大學固然不應成為職業培養所，但不能不面對這些

學生能力培養的需求。請大家思索，我們通識課程如何培養上述能力？能不能將培養這些

能力納入到您的課程設計中考量？ 

三年前，我們承諾，四年後逢甲通識教育將不再有單純「老師講授、學生聽講、老試

通過」的傳統課程，未來將以學生本位式學習來改革課程教學。離我們全面改革完成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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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學期的時間，我們願意陪伴所有老師一起走過改革之途。 

過去，我們舉辦過數次通識教育改革工作坊，曾經邀請到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得

主黃俊儒、林明炤、陳以愛、陳建良等人來傳授他們如何教授優質通識課程，也舉辦超過

77 場次「人文創新‧社會實踐」論壇，同時編輯出《創意思考與實例演練》、《透視教學現場

的魔法新創意》兩本教學創新書籍，更希望提供教學創新方法的具體參考，讓每位老師調

整課程教學時，有可資參考的借鏡。 

通識教學改革，通識中心責無旁貸，我們會以最大誠意陪伴並協助老師進行課程改革，

而不是單向地要求老師。過去幾年，我們每學期近 40 門「專題製作類課程」已經是 100%

專案學習；100 門微學分也是 100%實作課程；「創意思考、公民實踐、社會參與、多元文

化」四門必修課也已經用團隊合作方式進行；國文和英文課更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加上「國

際體驗學習」、「學生自主類課程」等，在通識教育正式課程框架中，除了選修課程外，我

們都已經依學生本位學習精神進行全面改革，也有效改變了學生學習模式和習慣。 

除了選修課程外，其他通識課程都已改革，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公開宣誓，2019 年 8

月起，逢甲通識教育不會再有單純「老師講授、學生聽講、老試通過」的傳統課程，每門

課程至少要有 1/4 單元採用創新教學方式進行，以改變教學模式，讓老師和同學，都能在

課堂享受學習樂趣。改革是辛苦的，我們無法要求每門課全面改革，但至少 1/4 要動起來，

也就是至少要有四週是不同於傳統講授方式的創新教學方法與班級經營。這學期期中考後，

我們會要求所有選修課程重送課綱審議，在授課大綱中註明推動創新教學的四週時程及進

行方式，到 2019 年 3 月仍未送審或未通過的課程，未來就會停開，也請大家注意課綱送

審時程。 

創新教學方法相當多，我們在兩本書中介紹了：身體激盪法與同理心地圖、4D模型實

務應用、解決問題的創意思考、簡易焦點法與目錄法、奔馳法(SCAMPER)、檢核表法、屬性

列舉法與SAMM法之改良、九宮格分析法、討論法、菲利浦斯66與六三五默寫式腦力激盪

法、BS腦力激盪法與衍生方法、腦力激盪法的變形與戈登法、心智圖法與軟體應用、形態

分析法與KJ法、六頂思考帽、世界咖啡館、心理劇教學應用、翻轉教學、問題導向式學習

(PBL)、專案導向式學習、新鮮人計畫、個案研究法(CBL)、目標導向情境式學習(GBS)、重視

理解的課程設計(UbD)、團隊合作學習模式(TBL)、焦點討論法(ORID)、桌遊教學、萃思理論

(TRIZ)等。有興趣的老師可以從中選擇自己比較喜歡或易於操作的方法，融入到課程教學之

中。 

事實上，上述只是創新教學方法的一部份，您也可以依自己需要或興趣，規劃出不同

的創新教學方式。課程要求至少四週，您可以選擇採用某一方法跨四週使用，或是用不同

創新教學、創意思考模式進行。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有感，讓學生動起來，不再只是單純

講授的方式，這樣才能真正達到改變教學的目標。 

改革勢在必行，不但是為了學生，也是為了我們自己。不改革，只能對著空氣講話，

如何藉創新教學帶動班級經營，有效提昇學生學習成效，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再不動起

來，只能等著被淘汰。期待透過大家努力，有效改變通識教育被邊緣化的危機，讓學生真

的能從通識課程汲取未來的養份。 

改革不會很容易，因此我們不要求所有內容立即全面改變。但是，4 週的嚐試，應該

不會太困難，未來，我們會辦工作坊、研習營，並在網頁中整理可資學習的資訊，供大家

參考。期許藉助大家的努力，讓逢甲通識教育成為真正改變學生學習的課程，為學生的未

來而共同努力，加油! 

                                   逢甲通識中心主任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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