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學年度教學心得(教學肯定獎－

生農系張岳隆) 
 
 
   首先感謝本系推薦，讓我有機會參加

本校教學肯定獎的選拔及獲獎。 
   教師的職責在於專業知識的傳授。如

何傳授專業知識及讓學生能夠確實了解

上課內容，對於授課老師而言，是一個

極大的挑戰。為能使提昇課程內容的適

當性及完整性，課前須一再檢視及增減授課資料，使學生能從授課獲得最

大的受益。近年來，國內教育界在思考學校授課方式的變革，藉由傳統上

課方式改變，促使學生由被動學習轉向自主方式，增加學習的興趣及提高

學習的動機。我現在試圖去改變目前及未來教學方式，讓學生能積極參與

課程流程。 
   由於我個人學術專業背景，包含植物育種、種苗學、組織培養、DNA
分子檢測及生物技術等相關領域。因此，目前在本系有開設一些相關專業

課程如植物組織培養、植物育種學、DNA 重組、種苗學及一般性基礎課程

如農業科技導論及生態學。另外，亦藉由個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分子育種及

組織培養，納入學期課程來加強授課內容，使學生能進一步瞭解理論與實

務之間的連結性。 
   於 101 及 102 學年度執行教育部「轉譯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於

暑假期間，開設相當多的專業選修課程，吸引本校不同科系學生及校外人

士前來修課；於不同年度規畫開設新的課程，包括蘭花、花卉、茶樹、生

物技術及資訊、智財權、、等等課程。這些課程安排能使本校學生獲得更

廣及較新的知識，使學生於非正規上課時間，另有更多的學習機會。 
   課程的教學資料皆以 PPT 檔案為主，於上課前將資料先上傳至輔助教

學平台，使學生可下載檔案及印出講義，來增進自我的學習。講課期間，

會向學生提出一些問題，使學生回答，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提昇學習的

效果；亦會有些課後習題要學生練習，增加對課程的理解程度。在實驗課

程部分如組織培養實驗，教導學生的基本概念及操作，之後由各組學生進

行個別的專題研究，讓學生於實作部分能學到獨立操作的能力。 
   學校規畫國際學程如全英學程及本系有外籍研究生，為能使這些外國

學生能修習英文授課的專業學科；近年來，我開設一些英文專業課程，能

營造國際化的氛圍，吸引外籍生前來本校就讀。這些課程亦可幫助本國學

生在英文能力上能改善，且有助於與外籍生的溝通，更具有國際觀視野。 
   於研究生指導部份包括課程建議及實驗討論，使學生學習到研究技巧

和設計及解決研究問題的能力。亦鼓勵同學參加研討會，去呈現個人研究



成果，藉此活動可以與外界接觸增加見聞。 
   教學表現是否能適時適地是需要漫長的學習。這些教學經驗的成長，

確實需要學生的反應及意見，來了知個人教學上的缺陷，藉由如此不斷反

省方式來改變個人教學方式及講課內容，使學生感受老師授課的熱誠，來

增進學生學習的好學態度。如今學習的管道已趨向多元化，資料來源取得

更是方便，比如網路平臺、線上教學資源及學校的圖書館電子資訊或全國

館藏流通更趨便利，透過這些管道更容易找到更多、更好及最新的內容，

可隨時隨地補充教學內容或開設新的課程，有極大的幫助。由於國際研發

能量提升，新的資料因而源源不絕，要避免授課內容跟不上時代，因此需

要不斷更新課程資料，對於今日高階教育，確實是非常的重要。這樣教學

方式才能使學生的專業知識與現時實質的狀況才能吻合，促使學生養成終

生學習的好習慣。 
   我個人於教學方面有一些些教學經驗，盡量要求自己改善個人教學缺

失。在教學評量會有學生的意見及回 饋，都是我改善的依據。於學生的課

程評量中，與全校老師的平均評比分數，我的分數尚屬及格邊緣；因此，

其餘老師的優良教學表現是我教學學習的對象，我仍有極大成長的空間。

於實驗課程教學部分，我個人認為實驗内容規畫及操作流程安排，對學生

實務的經驗學習來說，是相當重要。實驗的學習對於農學院的學生而言，

是有其必要。因此實驗時，我個人習慣性地會個別查視各組別及給於示範，

能使他們實驗學習更加投入及學習到實驗操作技術及要點，因為此經驗可

作為往後工作或研究的聯結及應用。由於實驗課程為大班制，要使每位同

學能瞭解清楚，除了老師因素外，系上支援的助教課前訓練亦是必須的；

因此，這些實驗的教學條件需要充分配合，來改善學生實作的態度，藉此

與理論結合，來增加知識的應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