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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 具體事蹟 

教學特色 
(1200字以內) 

請敘述您如何將以上所列之教學法與數位工具，運用與實踐於資訊科技、人文關
懷、自主學習、跨域合作等教學面向。 
 
1.個人教學比較特別之處是學期初前兩三個星期會花時間背班上學生名字，我看到
學生，就能叫出他的名字。上課精神不濟的學生，我直接點名叫醒他。 
 若有人上課沒來，我也可以很快知道是誰沒到，問同學他發生啥事。 
2. 每周出小考題，追蹤學生的學習狀況，也讓學生認真念這一門化學主科。 
雙管齊下，早上八點的有機化學幾乎沒有人翹課！因為他們知道，我凌晨兩三點還
會更新上傳資料給他們．(老師凌晨都還在做事，那他們八點爬不起來上課，說不
過去)．  
 
 
 
 
 
 
 
 

 
 
3.上課強調化學反應機構，教導學生”推電子”去推演反應是如何進行，從哪一端
攻向那一端，最後產生產物。不用強記反應產物，而是理解反應。 
這樣學生才能舉一反三，未來自行推演反應，舉例如下:   
 
 
 
 
 
 
 
 
 
 

 
我會自製電子教材，特別著重反應機構的推導，將教材放於 ee-class。  
學生隨時可以 download。(有機化學~20章，每章~百頁投影片) 
 
4. 上課內容結合時事例講授。例如，最近的蘇丹紅添加於辣椒事件。 
介紹其分子結構，如何製備，如何偵測此物，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5. 授課內容結合本系老師研究。例如，教到 UV-可見光譜儀時，讓學生知道學了這
儀器之知識後可應用於那些產業，連結中大太陽能電池研發進展，全球進展到那? 
我們中大研究團隊做到那? 提升學生研究興趣! 例如下例之 TIIQ為本實驗室所開
之全台最高效能之 n-型有機薄膜電晶體小分子材料，此材料應用於鉛鈣鈦礦太陽
能電池，由吳春桂院長實驗室製備元件，光電轉換效率高達23.47%，為全台太陽能
電池最高效能。提升學生對此研究領域的了解，同時讓學生知道，中大研究是很厲
害的! 
 
 
 
 
 
 
 
 
 
 

\ 
 
6. 上課會提醒常發生的化學反應意外，因為我一定會講一些金屬 Na發生過啥意外
的例子，且也分享我個人發生過的實例，學生說我是“Mr. Sodium (Na)”。 
會介紹他們未來進業界(大半會進半導體業)常使用之氫氟酸，這一個比「王水」還
致命的弱酸氫氟酸近期發生過的事故。特別會舉例一些台灣學術界曾發生過的一些
化學藥劑使用的意外， ex,LDA、BuLi等強鹼的使用意外或特別需要注意之處。 
讓學生增加危機意識，上課比較有精神。 
 
 
 
 
 
 

 
 
6. 近年努力爭取申請產學計畫，近兩三年更新系上儀器設備列舉於下: 
 
 
 
 
 
 
 
 
 
 
 
 
 
 



 
 
 
 
 
 
 
 
 
 
 
 
 
 
 
 

 
另會結合授課內容，教到核磁共振儀(NMR)時，特別教導學生如何正確操作本系研
究最重要之兩千萬元核磁共振儀! 
 
 
7. 帶人帶心: 這一屆的學生個人帶他們去新屋海邊淨灘兩次，以身作則，大家撿
了> 120 公斤的垃圾，順便讓他們有機會去新屋綠色隧道騎車，培養感情。因此我
對他們“囉嗦”，要他們平常好好學習的老生常談，大家會比較聽得進去。淨灘提
升我跟班上同學的認識與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