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系陳俞融老師在教授非本科系學⽣普通物理時，發現多數的同學因為⾼中物理學習的
不快樂過程⽽排斥物理，因此陳老師著重於引發學⽣的學習興趣，試圖讓學⽣⼝述或是寫
下對於某⼀單元的課程內容所理解的物理圖像，借此排除學⽣因數學解題技巧⽽卻步學習
普通物理。

讓學⽣想認識物理

陳老師對於普通物理的教學總是在思索『如何讓學⽣想認識物理』？為了讓學⽣想認識物理，陳
老師會帶著同學製作⽔火箭、演唱會必備LED搖搖棒，讓學⽣在製作的過程中體驗他們正在學習的
物理理論與觀念。為了消除⾼中時對物理已有偏⾒的同學，陳老師會從⾼中物理基礎開始教起，
詳細的說明⽅程式推導過程中所需的數學技巧的來龍去脈，並讓同學明瞭想認識物理，從現在開
始並不晚。

增加與學⽣互動頻率

陳老師採⽤課堂加分⽅式來⿎勵學⽣上台『解說』課本中的相關例題。解說必須包含『解題』與
『說明』，陳老師告訴學⽣：你懂⼀件事並不⼀定能講的讓別⼈也都明⽩你的想法。⼤學裡多數
的科系都少了這樣讓你們練習的機會，⽽我的課就是要增加你們練習的機會。然⽽必非所有的學
⽣都有勇氣上台⾯對台下的的同學們，因此除了⿎勵同學上台嘗試解說外，陳老師也會在課堂上
拋出⼀些物理觀念問題，讓學⽣在課後將他們的想法寄送email給他。為了讓課堂加分活動中長期
潛⽔的學⽣也能有所互動，陳老師會不定期的在課堂中使⽤Kahoot進⾏快問快答，⽽這樣的⽅式
也深受學⽣喜愛。

使⽤Google表單即時獲得學⽣的學習反饋

教學評量系統只能在期中之後，獲得部分學⽣對於課堂學習的反饋。因此，陳老師利⽤Google表
單可以不具名填寫的功能，讓學⽣更勇於發表⾃⼰在課堂上學習的反饋，每週都會收到許多學⽣
的留⾔，包括學⽣不懂的課程內容，對於課堂作業評分建議…等等，這些來⾃學⽣的留⾔，都可
以讓陳老師即時的調整教學⽅式與進度。

在本科系的教學上，陳老師完全採取不⼀樣的教學態度，因為他所教授的實驗物理與技術是為了
培養物理系學⽣的『⾃我學習能⼒』與『團隊合作的溝通能⼒』。

培養⾃我學習能⼒

為了⼀改學⽣⾼中所習慣的學習模式，陳老師採取在每個學期結束前讓學⽣⾃⼰提出下學期想做
的專題研究題⽬與撰寫計畫書，並嚴格要求學⽣⼀定要在計畫書中明確寫出進⾏專題研究所需的
實驗技術，例如，研究蝴蝶拍動翅膀時所造成的流場變化，需要⼤量的⾃動化數據擷取與分析。
⽽『⾃動化數據擷取與分析』的技術就成為了他們寒假或是暑假的功課。在這過程中，他們會有
遇到不知所措的時候，學⽣往往在第⼀個學期的訓練過程中會抱怨他們不知從何下⼿，會希望老
師與助教們給予明確的指⽰(學⽣會害怕沒有明確步驟的學習過程)。第⼆個學期，學⽣會明確的訴
說他們嘗試了這個、嘗試了那個。到了第三個學期學⽣們會說我們已經完成了什麼。看著他們在
⾃主學習上的成長，比做出重⼤的專題研究成果更令⼈開⼼。

從團隊合作培樣學⽣的溝通能⼒

陳老師曾在新⽵科學園區⼯作過三年，深刻的體驗到成功的團隊合作仰賴良好且有效率的溝通。
因此，陳老師會要求學⽣每個學期選擇的組員不能重複，希望借此訓練學⽣在短短的⼀個學期內，
除了適應不同組員的個性與習性外，也要能夠與組員建立起良好的溝通⽅式。多數的學⽣已習慣
國⼩、國中、⾼中學習環境中的單打獨⾾模式，突然⾯對要與另⼀位不論個性與習性皆不同的同
儕合作時，初期因為不熟悉彼此⽽選擇包容組員的⼀切，然⽽半個學期過後能夠忍受的空間會越
來越窄，最後窄到迫使彼此需要不斷的磨和與溝通。這過程會是讓學⽣感到痛苦的，因為需要與
組員們彼此誠實的告知對⽅需要改變的地⽅。然⽽，在經過幾個學期的鍛鍊下，學⽣們皆能夠虛
⼼接受別⼈指教與真誠提供對⽅進步的建議。

教學如同在釣⿂，⿂餌是吸引⿂群必備的元素。但絕對沒有萬年⿂餌，在不停尋找新⿂餌的過程
中，讓我明瞭教學其實遠比做研究更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