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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 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系為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目前在國內光電、半導體等相關就業人力需求的現實上，

學生仍需受過研究所教育，方能獲得相關產業雇主青睞，因此過往本系大學部畢業學生 60%

以上，在就業市場的誘因上，選擇繼續深造為主，而部分未能繼續深造的學生，仍有為數不

少學生選擇服完兵役後，再進入校園深造，以利個人專業精進與謀職。 

本人自獲聘助理教授一職任，在研究上一頭栽進奈米光電材料的開發，學術生涯累計發

表數十篇相關優質學術論文，最後得以順利發展至教授一職，而在教學第一現場教授學生光

電相關專業課程十餘年以來，肩負著本系專業核心必修課程的授課任務。 

近年來隨著大學端少子化問題浮現，有感本人教授的課程，多數為本系專業核心課程，

其課程內容對部分數理學習成效較落後族群，致使產生求學時期學習意願低落、課程參與度

低落與自我放逐現象，最後致使低學習成就族群學生，被迫在專業知識仍無法滿足產業需求

前提下，萌生被迫大學畢業得提早進入需高度人力資質需求的光電與半導體行業就業市場。

本系近年推動大四下學期應屆畢業生校外專業實習課程，促使原先因學習成就落後的學生，

大學畢業即規劃提早進入就業市場學生，可以提前體驗與適應產業文化。然而實施幾年下來，

這些學習成就落後學生在接受產業實際現象後，多數產生學習態度反思，並紛紛反映希望未

來能有機會進修，增加個人專業競爭能力，符合產業專業需求，重新點燃學習慾望。 

材料科技為高科技產業工業之母，而光電材料所涵蓋的範圍牽涉光學產業、電子產業、

半導體工業與通訊產業。政府定位半導體產業為國家重點戰略產業，然而支持這個戰略產業

發展的，需要更充足的優質人力，而優質的人力，來自於優質的高等教育。 

面對教學現場低學習成就學生日益顯現的問題，基於教育工作者不該放棄任何一位學生

的念頭，本人省思過往個人在教學上是否有不足之處，期望能以個人過去十餘年來在學術研

究的豐碩成果，導入部分學術研究能量在教育現場中，開發{光電材料導論}新課程，以不同於

專業課程艱澀的數理知識架構下，型塑產業界在光電材料架構下，發展的藍圖，再度培養學

生寬擴視野、重燃學習興趣、提升專業能力與勇敢敲開光電與半導體高科技產業未來就業力。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經驗是被期待他們未來選擇進入真實世界的專業準備，他們需要被

期待與被教過可以解決問題與獨立思考（Asonitou 2015），而這個期待是在過大學三到四年間

的訓練，學生可以成功的擁有必要部分專業技能(Sadler 2010)，雖然必要的學理課程訓練，對

於部分學生進入下一階段更高深的學習是有幫助的，但對於學習成效相對落後的同學，將累

積學習障礙高牆，在學習未能充分準備，這些學習成效低落學生，只能選擇提前進入職場，



致使在大學高年級學習時，課堂的參與度意願相對低落。 

John Dewey's 在 1922年時曾說 “Education as Engineering”，當今工程師們熟悉對於工程

問題，如何設定解決方式??今天若把教育的問題看成工程問題去解決，其精神雷同，自然就

容易實施與改善問題。工程師們也知道針對工程問題點，透過工程設計方法改進，然而現今

申請人多年的授課經驗，浮現部分學生數理能力學習落後，致使產生對後續專業課程的排斥

與放棄，在教學現場上，教育工作者必須透過教學課程設計，拉回這一批迷途學生。 

AnZai 等人在 1979年“Psychological Reviews“曾提及{The theory of learning by doing}，藉由

做中學可以有效的提升學生在問題解決過程知識與經驗的累積，對於艱澀枯燥乏味的學理知

識，能夠快速有效提升學習成效。2015年 Kern等人對學者的教學工作有一個大概的輪廓，他

認為學術工作是有把學術研究上的所得知識內化後部分在教育中實現(如圖四)。 

        

圖四 教學相關活動圖(Kern et al) 

Boyer 在 1990年曾提及，學術的教學上先要有教師的知而後有學術的教學，因此在他

的學術教學模型中教學、研究、應用與整合是互相連結的(如下圖五)。 

 

圖五、教學研究在 Boyer模型(Boyer) 



Henderson 等人在 2011 年根據 1995~2008 年間發表的近兩百篇有關教育與研究期刊論文章

中，開發出有關高等教育科學 (Science)、技術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與數學

(Mathematics) (STEM)“教學改變策略的四個分類”模型，圖六，其中提及有關實作所隱含的

學生訓練成效，Robert Yager（2015）曾指出有關 STEM 與傳統科學教育的區別在於 STEM 教

育更重視學生動手「做科學」，希望學生可仿效科學家透過發問問題、估算預計答案、搜集證

據、決定答案的有效性等過程理解世界自然現象，因此課堂中實作的設計實施在現今工程專

業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圖六 Henderson等人改變教學的四個策略分類 

透過這些改變與提升教育成效的相關研究文獻整合，申請者認為，可以走出舒適圈，挺

身為面臨學習困境的學生在學習路途上提供不一樣的課程，協助學生培養更開闊視野、更加

強專業知識與進而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結合這些文獻對高等教育改進的研究與本系部分低學習成就學生現今面臨問題，本人認

為，結合個人學術研究專長，為本系學生開發一門光電材料導論相關課程，期望增加學生在

非數理澀專業光電知識，給低學習成就學生，仍能借由另一條道路，進入產業藍海，如圖七。 

 



 

圖七 本計畫執行後對本系典型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學生學習就業圖的改變示意圖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本系學生經過三年光電專業學習，本人有感教學現場學生逐漸面臨問題，需要給予學生

額外專業知識與不一樣教學方式，積極協助學生拓展專業視野、提高專業能力並重燃對光電

科學學習興趣，結合過去十餘年教學現場經驗與站在全球學術頂尖奈米光電材料開發學術研

究專長，可將最新的光電材料研究成果，帶入課堂與實作中，提升學生的好奇感並透過分組

實作，實現從原料到材料成品，燃起對於學理已不再感興趣學生，仍能再次提升課程中參與

度與基本技能。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整合學生面臨困境、教育現場問題與申請者學術專業，基於真正的卓越教學是在多年以

後學生的綜合表現，而材料科技是高科技工業之母信念，申請者提出開發光電材料導論課程

教學計畫，本課程教學設計與方法詳述如下： 

(a)教學設計 

本教學研究計畫實施對象為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大學部四年級學生，藉由開授一門[光電

材料導論]課程驗證申請人在教學現場所想收集的答案與解決的問題。 

課程範疇: 

結合申請人十餘年教學現場經驗與在奈米光電材料頂尖學術研究成果，使修課學生能以

較高度的視野，了解光電材料的基本特性與未來應用面，強化光電與半導體產業願景與不同

角度的思考方式，因此課程教學設計上，本課程前 2/3 學期，將透過課堂講授方式，詳細介

紹學生仍欠缺的光電材料知識與光電材料現今產業普遍上已開發採用的物理與化學製作方法、

光電材料在電、光、熱與磁等環境下的基本特性與現在產業應用實例介紹，最後 1/3 課程將



透過分組討論與分組學習方法，讓每個參與課程學生，在課程分組時依序選定教師所指定的

幾種常見光電材料，於課堂中，以簡易化學手動方式產出，藉由[做中學]的核心精神，熟悉最

簡易基本的光電材料製作與特性量測方式。 

課程實施的部分教學資源與設備；本課程部分規劃於課堂講授外，亦將投入申請人過去在專

業學術研究所建立的部分研究設備，協助本課程進行。 

課程評量工具:本課程評量工具設計上有下列； 

(1) 將透過實施課程前/後測，比較分析學生接受本課程後專業知識的學習成果。 

(2) 透過課程訪談了解學生對課程程期望與自我學習感受。 

(3) 透過課程後段學生分組操作模式，共同完成本課程分組期末專題報告，呈現學生間分

工合作與專業知識的增長。 

(4) 藉由修課學生間的同儕互評，呈現學生對同儕間的競爭，促進良性學習互動。 

(5) 實施課程教學滿意度調查，了解教師在新開發課程的投入是否符合學生期許，做為未

來的精進參考。 

(b)研究方法 

為實踐本計畫，在課堂中將採用講述教學法、小組討論教學法與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法，各教

學方法實施的規劃如下： 

講述教學法:鑑於修課學生多數僅有光電數理知識，仍欠缺光電材料基本特性知識，因此課程

前 2/3 階段，將透過老師課堂講授光電材料的各種物理、化學製作方法與光、電、熱與磁特

性與應用知識給學生，建立基本認知。 

小組討論教學法：在學生具備基本光電材料專業知識後，課程中將引入小組討論教學法，由

老師指定常見熱門光電材料，請學生以分組方式選定材料，完成克講述法中所提到的特性與

應用書面報告乙份，這份專業報告將蒐集在課程資料夾中，供有興趣的老師參考學生對課程

的參與與知識綜整。  

合作學習法：在課程後段，給予修課學生基本訓練，分組透過物理或化學方法，簡易實驗光

電材料的製作與基本特性量測，這個部分將由修課學生間同儕互評，使學生學習相互學習與

欣賞成果，驗證老師於課堂前 2/3 所講授的部分專業知識，使參與課程學生，能表述光電材

料基本特性與瞭解其在產業上扮演的角色。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在課程初期我們對本系全體四年級學生進行背景問卷調查，在有效問卷數 34中，約 40%學

生未來並沒規劃繼續進行深造。 

 

在不願進行升學的學生中，從問卷知其學習障礙造成自我放棄現象，而希望在課程設計之初

多些實作課。 

 

 

近 80%學生期待本系課程調整。 

 

 



 

學生期待在光電導論課程中可以拓展視野與擴充知識。 

(2) 教師教學反思 

課程中安排分組實作，從報告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學生在課程中可願用心於習作。顯示過於

艱澀課程對學生有不良影響。 

 

(3) 學生學習回饋 

經過一個學習實體課程，學生給予本課程教學內容充實、對就業有實質幫助，並期待課堂中

能再增加實作。 



 

本課程目前教案雖已受學生喜愛，仍將以次結果繼續精進，期待未來數年後能重新修訂本系

課程地圖，貼近以學習者為中心得學習。 

 

 

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計畫執行搭配光電材料導論課程，我們已蒐集一年的問卷資料，在問卷饋上，我們得到想

要的初始答案，將以這些答案，繼續精進作為，使我們的教學更精進，課程設計更朝向符合

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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