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說明： 
萬同軒老師，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研究所期間師事陳海鳴教授研

習人力資源管理；教學及研究興趣並擴及組織行為、組織理論與一般管理；民國

八十八年八月至本校企管系任職專任助理教授，現兼進修推廣處副處長。 
 
心得： 
  首先感謝企管系翁主任與系上所有的教學伙伴，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教育理

念，使得企管系成為一個讓教師願意分享、讓學生樂意學習的環境；也使得我有

機會實現我的教學志業。猶記得十年前初獲學位，銘傳企管的伙伴們因為相信我

「適合銘傳」而讓我有機會與那麼多熱愛教學的老師、渴望成長的同學，一同編

織理想並努力實踐。在研究所的學習過程，在陳海鳴老師的身教言教下，「成為

一位好老師」，成了自己教職生涯中最重要期許；銘傳企管的伙伴，協助我實踐

了這個願望。回顧自己的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諸多良師，我不斷思考學生到底要

的是什麼，到底學到了什麼。在反思與觀察之後，我相信是教學活動的主體是學

生，而非老師；老師應該教學生要學的，而不是自己要教的；因為，學生學到什

麼，遠比老師教什麼更重要。基於這個觀念所形成的具體做法如下： 
1. 教學首要是創造學生的需求感或情緒連結；首先協助學生發現課程與教學內

容對他當下或未來的需求有關，他們才會嘗試來瞭解並學習此課程。因此，

在上課時我都會以當時的新聞話題、發生在學校或學生身邊的事件，來與學

生進行情緒連結或形成需求感。同時鼓勵同學於課堂表達及討論，甚至鼓勵

不同意見相互激盪，教師則協助歸納觀點，並適時告知同學理論支持，以及

協助同學建構自己的知識系統。 
2. 專業知識技能化；課本上的知識內容十分豐富，然而除了讓學生知道許多名

詞及理論之外，過多的記憶也增加了許多同學們在學習上的無趣與挫折。個

人在教學上，則以實際的操作、演練、討論為主要的教學方式，使同學得以

深化學習成果，雖可能造成教學進度較為落後，但卻可以提升同學學習滿意

度與成效。透過教少一點，教活一點的過程，使得學生逐漸培養了自信，以

及對學習成效的提升。 
3. 教學方式多樣化：雖然是同樣或類似的教學內容，但為因應不同的對象，教

學的方式不應該只有一種。以同樣是人力資源管理課程為例，在大學部、研

究所及在職專班都應有所不同；即使同樣都在大學部，針對不同屆別或班級

特性，也應有所調整。在大學部，著重知識的記憶並與其未來出路（升學或

就業）進行搭配；在研究所，則著重於論文之評析與相關理論之討論；在職

專班部分，則著重於管理實務問題之討論與處理。所採行之上課方式則分別

有：課堂講解、平時小考、論文報告、個案討論、角色扮演、操作演練、分

組競賽、辯論比賽等方式，依同學的學習進程而有所搭配。 
4. 開放自己、教學相長：教學活動最大的樂趣在於教學相長，而唯有承認並相

信自己確有不足之處，並相信學生有能力提出不同觀點，方有可能真正達到



教學相長的目的。也唯有教學相長，才能使例行且辛勞之教學活動，成為不

斷激勵自己向前的動力。 
 

我認為，「相信並實踐自己所教」是最具說服力的教學方式，經師除了傳授

知識，更重要的在於解決問題；人師不是建立在崇高的道德說服之上，而在於身

體力行。更重要的，個人深深相信，教學最大的成就，不在於教了多少學生、受

到多少學生的愛戴；而在於我們能夠透過教學活動，對多少充滿希望的生命有所

幫助。以上是個人的教學心得，野人獻曝，尚請先進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