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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傑出暨優良事蹟 

評審項目 具體事蹟 

教學特色 一、走入學生群的隨堂練習 
    一開始隨堂練習的設計僅是單純的取代點名，現在反而變成是我 
教授大學部課程的主要特色之一，尤其是應用數學課程，堅持每一次 
上課一定要有隨堂練習。在練習的過程中學生可以發問、走動、相互 
討論、翻閱筆記、課本，只要有寫不論對錯都是滿分。隨堂的主要目 
的在增加學生動手動腦及動口的機會，使學生能從隨堂練習的過程中 
發現自己卡關的地方，進而使稍後的講解更能達到學習的效果。值得 
一提的是，在隨堂練習期間，我會從講台走下去一排一排走道走，一 
個學生一個學生看他們寫的隨堂，有時後更發現學生卡關卡在我沒想 
到的地方，也因此在稍後的講解過程就能更針對性地作更詳細的解 
說。這樣的作法不僅能加深學習印象也能使學生對上課更有參與感， 
提升學生對課程的專注力。從學生的回饋可發現，雖然每一屆學生都 
對隨堂練習備感壓力，但普遍都認為這樣的型態有助於提升學習成 
效，因此都對隨堂練習表示正面的肯定。 
二、適才適性、設定不同學習目標 
    每門課的課程設計所希望學生達成的學習目標皆不相同。大學部 
的太空相關專業必修課程，是以數理為基礎，訓練學生融會貫通課堂 
所學為主要目標，培養學生從多方角度思考、解決問題的能力。而大 
學部的太空相關專業選修課程，則是在已經具有一定程度的太空知識 
基礎下，加入了實作課程的設計，強調學中作、作中學的概念，使學 
生能親自體驗學以致用的感受，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進而能產生繼 
續延修的意願。研究所的專業課程內容，則會根據當時修課學生的研 
究領域作調整，這是因為考量到每位研究生的背景知識及研究領域的 
差異性，希望研究生在除了自己論文相關的主題之外，還能多學習到 
其它的太空物理知識，具有較全面的太空科學視野。 

創新教學 一、結合時事的值週報告 
   有鑑於大學部太空專業必修課程以板書、投影片單向授課方式的單

調及筆試的無趣，我設計了值週報告的評量方式，即安排值週生負責 
報告一週內所發生的太空相關事件，包括監測近即時的太陽影像及太 
陽風、磁層資訊，另一方面也要負責蒐集報告太空相關的新聞，這樣 
的設計能使學生藉由追蹤觀測資料及時事，瞭解當下我們所處的日地 
環境發生了什麼事情？除了能讓學生建立與課堂所學知識的關聯性、 
展現「現學現賣」的成果之外，尤其能訓練學生獨立思考、判讀觀測 
資料的能力，不再只是單純「複製貼上」網路上的訊息，而能活用課 
堂所學來判斷網路上的資訊，也使學生對當下太空環境所發生的現象 
更有參與感。而且，我也會在學生作值週報告的期間，適時補充說明 
各種太空環境現象所帶來的訊息，同時並指正學生誤解的地方，所以 



即使每週只是短短十分鐘的報告，但能藉由這樣的對話課程，引導學 
生探究觀測現象背後所隱含的物理意義。 
二、抽絲剝繭的問題導向設計 
   大三、大四的日地環境物理課程，是以問題導向為主要課程設計。

不同於之前的學期專題報告及每週進度報告的形式，我這次以分段任 
務來進行，設定各時間點所必須完成的關卡，但各階段任務之間彼此 
都有關聯性，因此在彙整各階段成果之後便可窺見全貌。舉例來說， 
首先要求學生分析一整年高速太陽風的各物理量特性，這階段可練習 
如何根據欲解決的物理問題設定事件篩選條件、練習如何呈現統計分 
析結果，接著分別探討各高速太陽風事件的太陽產生源，這階段學生 
必須利用所學的太空科學知識來找尋對應關係，最後討論統計分析及 
事件分析之間的異同性，並分類歸納結果成一完整報告，這階段希望 
學生能了解各分析方法的限制，練習解讀分析結果，並訓練撰寫科學 
論文的邏輯思考能力。藉由這樣分段任務的執行，除了能讓學生透過 
觀測實例的分析與課堂所學加以驗證之外，更重要的是，學生必須探 
討所得結果與課堂所學有無矛盾之處？若有矛盾，會是哪些環節可能 
出錯了？又該如何解釋？希望藉此訓練引導學生進入太空科學的研究 
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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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老師的授課方式多以寫板書為主，另輔以投影片或影片教學。大

學部及研究所的專業課程並無固定的上課用書，但我列了數本參考用 
書，並且配合每週上課進度，將自製的補充講義、參考用書中的相關 
內容、值週報告及作業，製作成投影片上傳至課程網頁(如附件)供學 
生下載、學習。而大學部的基礎數學課程雖然有固定的上課用書，但 
我仍經常搜尋YouTube 網頁上與課程內容相關的影片，尤其是應用數

學課程，希望透過影片中實驗的呈現及講解，讓學生能更容易清晰的 

瞭解數學方程式所要描述的物理問題及其解所代表的涵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