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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階段

•約自公告日起
至開學第一週
左右

•惟實際時程仍
需俟公告時間
而定

審查階段

•自申請截止後
約7-14天內召開
審查會議

公告結果

•審查會議後約
2-3天

•寄發e-mail，個
別通知師生

•公告於中心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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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點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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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上課都是學習機會，務必帶著筆記本和筆紀錄教師上課過程，最重

要的是記錄下印象最深刻且能運用到自己的教學上的素材。」 

──英語學系，簡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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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大班，老師開很多課，也要面對很多同學，我們比較能深入認識同

學，所以有時候有些改變其實是我們提出來，如果老師可以接受，就討論要

怎麼改，有機會也會跟老師要求跟討論。」 

──教育學系碩士班，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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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每次上課都有學習單，每個禮拜學習單都會改，除了協助學生抓重點

之外，也會讓學生畫圖。發現有些學生沒有想畫的動力，也因為人數很多，

我很難了解不畫圖的原因，因此一開始寫下鼓勵的話。不過仍有學生不理會

我，我就會找他詢問原因，學生說他就不會畫，這時我會鼓勵他將最簡單.

最有感覺的部分畫下來，大部分都有改善，特別是有個別講的就有改善。」 

──美術學系碩士班，翁同學 

 

不

 

 

 

「其他像專業知能就是跟著老師上課去學習，上課的時候不用太有壓力，但

人際溝通是現場要去面對其他的學生，是我們自己要有準備的，如果跟學生

不錯的話，就會主動跑來找你幫忙，我們就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橋樑，學生

有時候也會反應老師教得怎麼樣，再透過我們去轉述，給予老師在未來課程

上的一些建議。」 

──體育學系，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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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收穫是學到如何負責，時間管理方面幫助很大，會規定自己做每件

事情的停損點，學習怎麼跟人家合作跟溝通。」 

──應用華語文學系，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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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給予我們發揮的舞台，有了我們引領，老師更能與學生討論議題與概

念釐清，我們也從中學習如何引導學生，和同學直接溝通對話。對我而言，

不論是人際溝通或是自我概念釐清都有了極大幫助。」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陳同學 

 

 

 

 

「有時老師也會將課堂補充資料給我，然後由我再分享至平台上，班級相處

雖然只有課堂上的兩個小時，但其餘時候，同學們還能從 Moodle上學習更

多，因為大學生每個人課表不同，平台的管理與整理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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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戴同學 

 

 

 

「我參與的課程學生近六十位，算是偏大型的班級，剛開始覺得很驚惶，害

怕不能一一照顧到同學們，但在這段期間，我也漸漸體會到該做的並非「一

一」照顧，而是協助。」 

──美術學系，戴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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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點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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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老師，可以先連絡『前輩』，可以問一些事情，例如

老師的教學方式或習慣…，我第一學期帶的時候，每個禮拜都要去找那位

『前輩』，不然有很多疑惑。」 

──美術學系，翁同學 

 

「老師在訓練我們做事的方法，他說未來寫論文也是這樣，覺得做很多事都

要有整體規劃，知道每一步在做什麼，再去微調，也會跟助理們討論，找出

最好的方式。」 

──大眾傳播研究所，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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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能叫出同學的名字真的很重要，這其實就是在為自己創造跟同學互

動的機會，建立關係，拉近彼此的距離，也更能夠深入了解同學的學習狀

況，並提供相應的協助。擔任助教幾個學期下來，每個學期都有同學回饋他

很訝異助教能夠記住誰是誰，可見同學們對於自己能被記住的感受是很深刻

的，我也就此了解老師為什麼特別注重這個小動作。」 

──教育系碩士班，鄭同學 

 

「跟學生的互動與溝通，學生提的問題也要先問老師，我們有 line的群

組，可以先問學姊，或是問老師的意見，會先嘗試要怎麼處理，可能有些地

方要修改，大家會一起討論，例如學生對於作業繳交期限覺得有困難，希望

做調整，因此就要與老師以及教學團隊討論。」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趙同學 

 



16 

 

 

 

 

 

 

 

 

 

 

 

 

 

 

 

 

 

 

 

 

 

 

 

 

 

 

 

  

 

 

 

 

 

 

 

 

 

 

 

 

 

 

 

 

準備期

開學前後的2週內

前期

開學 4週內

中期

開學後第一個月至
期中考後

後期

最後一個月至期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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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注重的不只是一對一的溝通，而是整體氛圍，所以實際在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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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公布訊息的時候，我都會事先跟老師再三確認內容，然後思考自己說話

呈現的方式，不能太過僵硬也不能太輕浮，說話前思考再發表，也會讓內容

更確實與可信，助教身分在班上雖然不是授課角色，卻也是影響學習氛圍的

領導之一，在班級前展現自信與活力，我覺得是可以讓同學感受到課堂的正

面性。」 

──美術學系，戴同學 

 

 

「記同學名字跟叫同學名字真的是一堂課經營很重要的小撇步，因為能夠叫

出同學名字，在跟同學的互動上不會那麼生疏，如果他們真的碰到問題也會

比較敢問，就能實質的幫助到同學所面臨的問題。」 

──教育學系碩士班，鄭同學 

 

「班級經營也提升了，每個學生的特質不同，對於比較安靜型，就會多多鼓

勵同學發言，或是跟老師互動、回答問題。我覺得我們這班氣氛蠻好，上課

前也會先跟他們說老師會問什麼問題，鼓勵同學跟老師互動，氣氛還蠻重

要。」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趙同學 

Moodle facebook

Moodle

 

 

「課程進行的學期中，張老師善用 Moodle與 FB社團平台與學生溝通，不只

是資訊的公布，也使學生有機會利用網路媒體進行期中作業的發表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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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也提醒了我，未來的教學現場勢必有更多網路媒介的運用，且身為一

名老師，如何拿捏在網路上與學生的界線。」 

──物理學系，黃同學 

 

「如果我沒有帶過討論，我就不會想說我要去學這件事情，就是因為有這個

經驗，所以我會想要學習。」 

──教育學系碩士班，今福同學 

 

「課程專業知識的學習是我最想學的，老師請我們帶討論，就要先去想要怎

麼跟議題結合，今天媒體素養不是有標準答案，所以要跟同學做論證跟思

辨，跟老師學到如何管理課程、與學生互動，可獲得知識培養。」 

──大眾傳播研究所，劉同學 

 

 

 

 

 

「討論議題、方向要先想好，例如廣電三法，就要想個例子然後丟給同學

想。」 

──大眾傳播研究所，李同學 

 

 

 



20 

 

 

 

「課室中老師希望我們下去引導同學回答，多傾聽同學的看法與紀錄。某次

討論主題是次文化、階級意識與經濟、政治的關係，看了課室一圈後我走向

某組，因為看到了苦惱的神情。當下我判斷他們不是不討論而是不知道方

向，進一步試探才得知是卡在對課程內容的不熟悉，當下，我提供一些方向

與小提示，馬上就能引起討論火花。」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陳同學 

 

 

 

「跟著王老師的師徒制學習經驗中，我體會到討論帶領的豐富性，不侷限在

課堂中，也存在在學生所寫的書面報告當中。上課前，老師會邀請我分享我

從學生的書面報告裡看見了哪些很棒的部分以及不足的地方，若是我當老

師，會想給這份報告怎麼樣的回饋或建議。透過很多次書面報告的討論，我

發現自己容易先看到不足的部分，而在教學當中，若能先看到很棒的部分

（如：表格整理方式、回應的完整程度、創意與用心、小組的合作），可以

增加學生的自信以及學習成就。」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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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開始前，暑假就會開始準備，會有學長姊傳承的 sop，還有每一週

的前後台（前置作業跟進班要做的事），只要按照 sop跟分工就好。」 

──大眾傳播研究所，李同學 

 

 

「我在課程設計學習的起點是出自於我的好奇與觀察，我觀察到老師每年的

課程大綱與上課方式都會有些微的調整，這樣的變化背後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向老師提出疑問，老師的分享帶給我更多的思考，而非課程設計的學習有

標準答案，是一個依據自己價值觀「選擇」的歷程，尤其課程的時間很有

限，如何在有限的時間中讓學生學習原本設定的學習目標。對我來說，最大

的改變則是去了解和拓展自己課程設計的價值觀和思維，並注意到更多課程

設計的細節。」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吳同學 

 

 

「課程設計與教案撰寫也是這次學習重點，尤其是如何製作出適合學生程度

的課程，在老師的協助下，我利用多益中等程度的字彙與例句引導學生理解

文法概念，除此之外，我學習了不同教學法也嘗試融入單元試教中，例如教

授在課堂上運用互動教學法而不只是傳統的文法翻譯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在講解完每一個文法重點後以 PPT呈現該文法練習

題讓學生思考並且在互動過程中解答，也善用了行為學當中所提及的磨練

drill活動，不斷練習題目達到學習成效。」 

──英語學系，簡同學 

 

 

「在課程進行期間老師也會常常與我討論並教導我課程設計的進度需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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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當上過兩三堂課後老師很快就掌握學生的程度，並做出適度的課程所短

調整。但是當然也有很多意外，學生也有可能對某部分不容易了解，那當然

課程就需放慢，在這之後也要對課程作出調整。當然面對程度真的不好或理

解真的很慢的學生時也要適度作出犧牲，這時就要選擇你認為重要的基礎部

分，這些課程就應當先教，而其餘的就適量的放入最後的兩堂空堂中做調

整。」 

──化學系，楊同學 

 

 

 

 

「透過這樣的方式學習人際溝通，我覺得對我來說，最大的改變是使我開始

更加留意身旁的他人，觀察他人的需求，並給予適時的協助。面對較不熟悉

的人時，知道該如何開啟對話。」 

──教育學系碩士班，周同學 

 

  

 

「助理間的溝通，最常見就是老師發落下去，大家都以為有人會做，結果都

沒有人去做，所以要先討論怎麼處理、誰處理，不是「我覺得」誰處理，有

新的任務進來，還是要先討論一下。」 

──大眾傳播研究所，李同學 



23 

 

 

 

 

 

 

 



24 

 

 

，

 

 



25 

 

圖 4-2 學生學習成長工作坊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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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 索 館

索 索 料 不 料 數量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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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odle2.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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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tc.ntnu.edu.tw/page2/super_pages.php?ID=page201&Sn=14
mailto:eclas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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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十點、十一點在 moodle上有同學問老師檢舉新聞的時效性，那時

我沒有查證直接就我的印象回應同學『檢舉沒有時效性』，結果老師寄信給

我說『怎麼會沒有！』，我又去找了很多資料給老師看，反覆確認後，最後

再回應同學完整正確的答案。」 

──大眾傳播研究所，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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