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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專欄

    本校與中央大學於5月14日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未來兩校將針對

學術研討、研究發展、產學合作、師資交流等多項議題進行合作。計畫成果交

流方面，研發處也於5月21日舉辦本校近兩年執行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的成果觀摩會，以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研究，培養學術研討風氣。

    觀摩會議程包含一場專題演講、四場學生簡報，以及28件海報展示，吸引

許多師生參與研討。本觀摩會的目的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學生積極參與國科會補

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以儘早接受研究訓練，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方法，

並加強實驗、實作之能力。柯賢儒老師在專題演講中，介紹他所指導的專題計

畫：具遠端控制功能的電子門鎖系統。柯老師深入淺出的說明電子門鎖的設計

動機、原理與方法，並帶來實作的成品在現場操作，展示用手機開關電子門鎖

的功能，讓現場同學留下深刻的印象。侯念祖老師所指導的王晴同學，簡報有

關短期國際志願服務的專題計畫，獲得在場同學熱烈回應，並分享在馬來亞大

學當交換學生的經驗。

    陳映璇同學所簡報的休閒參與及利益的非線性關係，強調過猶不及的概念

。而指導老師張曼玲老師也在現場補充說明過與不及是因人而異，沒有絕對標

準。資工系的黃圓鈞同學簡報由陳永欽主任所指導的可攜式心電圖量測平台計

畫，並詳細分享當初構思與申請計畫的過程。幼教系陳昇飛主任所指導的陳婉

柔同學簡報社會互動與幼兒數概念的發展。透過大富翁的遊戲啟發，現場同學

均深感興趣。

    曾副校長在閉幕式指出，本校近三年獲得國科會補助「大專生參與專題研

究計畫」共55件，涵蓋人文社會、管理、資訊、創意設計與健康等研究領域，

展現學生旺盛的研究動力。本觀摩會的目的在發表本校近兩年執行國科會「大

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的成果，促進校內學術交流。為了展現學生參與研究

的特色，大會特別安排四場成果簡報，由執行計畫的同學親自報告。期盼藉由

這個機會，能激盪出師生更創新的思維，及未來更多跨領域合作的契機。此次

觀摩會僅是一個起步，未來將持續舉辦特定主題的研究成果觀摩會。

    與中央大學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的典禮上，中央大學劉振榮代理校長

致詞說，亞洲大學創校11年，知名度已是一日千里，是所進步快速的私立大學

。且是重視研究發展、服務品質的教學型大學，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很高興

與本校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本校蔡進發校長指出，亞洲大學能與獲教育部5

年500億元獎助的頂尖大學中央大學，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讓亞大有

學習進步的好榜樣，倍感榮幸。其實兩校早有實質上的合作，如今進一步在多

個領域交流，可說相輔相成，也使兩校合作水到渠成。蔡校長指出，曾分別擔

任亞洲大學資訊學院正、副院長的施國琛教授、洪炯宗教授，現任教於中央大

學資工系，兩人仍定期與亞大資訊學院研究團隊有密切的合作。

    本校繼與成功大學、交通大學、中興大學、中國醫藥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書

後，再與中央大學簽署合作，希望更能充分整合優質校際資源獲得協助，提升

亞大整體的研究能量。目前本校的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數量已名列全國公私立大

學前24名，扣除醫學大學後，論文發表更已擠進私立大學前5名。期望在與中

央大學進行各項合作後，在學術、研究能量等多方面，能多向中央大學取經學

習，讓亞洲大學在頂尖國立大學鼎力相助下，快速成長，朝國際一流綜合大學

之路努力邁進。

    國外如美國等許多大學除了實施學期末的教師教學評量，也逐漸開始使用「期中教學評量」。期中評

量是以「教學與學習改進」為目標，讓學生在學期課程的中期階段，針對教師的教學和自己的學習成效，

提供教師回饋（診斷），一方面使老師有機會在下半學期對教學做適當與適時的調整，另一方面也能促使

學生針對自己在這一門課程中，需要老師或其他方面協助的部分，做一個回顧與整理，讓教師與學生都有

機會進行反思。這種階段性教學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的功效是及時性、個人化的，而且可同時

在「教」與「學」上做雙向的導引與改善。

大學教學與學習的五大挑戰

    根據美國麻州大學安姆斯特校區（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Center for Teaching & Faculty Development）彙整過去15年來所做的期中教學評量資料，我們列舉出

五項大學教師應多加考慮的教學策略：

1.連結課程中所學的內容（課堂的上課內容、實驗室、課外作業等）

    在期中評量裡，學生常反映他們不曉得為什麼要學教師所要求的「觀念、知識」，或是「作業」。他

們希望老師能提點他們課堂所學與實驗或課外作業之間的相關性，或是給他們一個較宏觀的視野（big 

picture），來了解這些課業的意義。

    大學教師因為累積了多年的專業知識，往往忽略學生其實是缺乏經驗、沒有宏觀的專業訓練的初學者

。被教師視為理所當然的「全知識」，對學生而言都還只是片面、支離的「小知小識」。學生也無能力發

掘課程中的相關性與連結性。因此，學生多希望教師能多引用實際生活上的例子，甚至是教師自身的經驗

，來幫助他們了解這些抽象的概念。他們也希望教師可以透過短片，或是經由網路上的資源，給他們不同

的學習經驗。

    教師們也可以設計讓學生學以致用的作業��讓學習能從理論延展到應用與整合。此外，在人數多的

大班課程裡，經常有教學助理協助教師帶實驗課程或是分組討論，但因缺乏縝密的課程設計，學生常覺得

內容與課堂所學並不連貫。學生希望教師能將這些「周邊」的課業活動與整體的課程更加緊密連結，讓他

們知道為何而學、為何而做。

2.互動、討論的學習方式勝過直述性的上課方式

    學生常表示不希望單單只由教師來教授他們，也希望能多跟其他同儕學習、交換意見。雖然學生們皆

景仰教師對專業的熱忱與學識修養，且課堂裡的諄諄教誨也會讓學生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學習動機，

激勵他們的學習熱誠，不過，多數學生表示更喜歡教師安排課堂討論，他們可以從討論中受益，勝過僅聽

教師單方向的直述。

    學生們認為，透過討論可以學會聆聽別人的意見，訓練表達能力，培養說理的習慣，學會尊重別人的

態度。教室是一個集體創作與學習的地方，而不只是彼此競爭分數的比賽場地。他們希望能由教師帶領他

們討論，由討論中將學到的知識內化、深化，而不僅是吸收、記憶老師所教的知識。

3.公平、公開、多樣的學習成效評量

    學生常抱怨教師給的考試（學習成效評量）是「教大考小」，認為教師在課堂中教授廣泛的觀念，但

考試時卻針對極細微、瑣碎的概念來測試學生。評量（考試）應該只是學習過程中的一部分，有的學生擅

長考試，有的學生就是無法從容的在限定的時間與規定的考試模式中，展現他們真正學到的知識。教師應

該了解每個人發光發亮的「點」都不一樣，給學生多樣式評量的機會，也是給學生不一樣的成就機會以及

學習機會。評量是提供學生另一個學習的機會，而不是只給學生一個分數而已。

4.認識學生

    教師所表現出對學生學習的關心，是期中教學評量中學生經常提及的良好教師特質。學生最常注意到

的是：「我的教授認得我。」（“He/She knows our names.”）老師認識每一個學生，叫得出每一個人

的名字。教師的用心，可以讓課堂變成師生都相互熟識的學習團體（learning community）。教師將知識

傳播與解惑轉換成身教，讓學生不但與知識互動，也讓他們連結學習情緒，提升他們學習發展的動力 。

5.利用多媒體科技教學與學習

    現在的大學生是所謂的「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他們習慣接收結合圖像、動畫、聲光等

界面的資訊。教師於課堂中運用學生所熟悉的多媒體，或是讓學生利用多媒體呈現或創造他們所學到的新

知，都對學生有正面幫助。科技並非只是學習上的附加物，而應融入學習中，但同時也要考量到並非每個

學生都有財力或能力使用多媒體作為學習的工具。教師本身也須了解如何適當地運用科技，否則根據期中

評量的回饋發現，學生認為那些無法順利操作科技的教師，是在浪費課堂的時間。

期中教學評量改善學習氣氛 增加學生參與感與學習動機

    期中教學評量不是僅著重教師的教學成效或教學方式，也不是教師「受歡迎度」的競賽（Popularity 

Contest）。它讓學生在學期中綜合考量自己的學習現況與教師的教學方式及態度，讓學生感受到老師對

他們學習成效的關心，同時也可激發學生在學習上反省和負責的態度。而教師也可在教學中心專家的協助

下，針對教學方面進行調整與改善。如此一來，不但可以加強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關係，增加學生的參與感

和學習動機，也可以改善課程學習的氣氛。

    在撰寫或是投稿期刊過程中，遇到難解之題時，總希望有人能指點迷津；若遇到

困惑之處，也希望能有共同討論的對象。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努力推展教學

諮詢服務，分別於不同時段提供資深教師駐點諮詢服務，以期提升本校教師研究能力

並帶動教學能力之增進。

‧服務時間：星期一 ~ 星期五（寒暑假暫不供服務）。 

‧服務對象：全校教師。 

‧服務地點：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預約方式：1.線上預約 2.電話預約。 

‧預約方法：1.諮詢者請至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網路報名」區塊選擇時段（每星期最 

              多可預約2次諮詢時段)，本預約單會直接傳送至中心。

            2.電洽教發中心助理預約，分機：5444。

‧服務項目：

   1. 中／英文論文修飾建議　　　　　            6. 班級經營 

   2. 寫作學術論著技巧建議  　　　　　          7. 課程設計 

   3. 使用研究方法上的諮詢 　　　　　　         8. 教學方法諮詢 

   4. 國科會投稿技巧        　　　　            9. 教學歷程討論 

   5. 學習評量/成效相關諮詢        　　         10. 學習輔導

性騷擾事件處理程序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老師教了嗎？學生學了沒？

    當事人或檢舉人向學校申請調查獲檢舉→學務處收件並過濾→由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並做出處理建議

→權責機關(學生獎懲委員會，教師評議委員會等)決議懲處→學務處/人事室執行懲處→若當事人不服處

理結果→向學校申復→若申復成立→可重新調查及調整懲處。

當你遭遇性騷擾或性侵害時，你可如何求助:

1.校內申訴管道-學生事務處(04)23323456轉3202。

2.本校心理諮商輔導管道-諮商輔導組(04)23323456轉6565~6269。

3.校外資源:台中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04)22289111。

4.全國性騷擾防治諮詢專線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