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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教師如何「教學卓越」？ 
王淑俐 

文化大學、世新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科技大學、政治大學等兼任教授 

 

一、 學習到底是誰的事？ 

洪蘭教授曾慨嘆某頂尖大學的學

生： 

上課秩序極不好，已經打鐘

了，學生才姍姍來遲。進來後，有

人吃泡麵，有人啃雞腿，有人打開

電腦看連續劇，有人趴在桌上睡大

覺，打手機、傳簡訊的就更不用說

了。…自由進出，好像菜市場，視

授課老師為無物。 

她認為學生應該「敬業」，這是

指： 

做好學生的本分，父母出錢讓

我讀書、國家出錢蓋了教室、買了

儀器栽培我，我要好好學習，這不

是八股，是做學生的基本要求。如

果不想讀，何不把機會讓給想讀的

人呢？尸位素餐是最可恥的。 

這番話在頂尖或公立大學，大概

還講得通。因為，在我國以分數做「學

校分級」的情況下，大家搶著讀名校，

不可能把機會讓給別人。但若是私立

大學校院，要讓學生「敬業」及「做

好學生本分」，就不是「慨歎」或「斥

責」能夠解決問題，這也是私大教授

最大的挑戰。 

近幾年來，教育部對於大學「教

學卓越」之獎勵，使高等教育開始注

重教學。因為，昔日大學多為精英教

育，讀大學是為追求高深的學問，大

多數學生皆能主動學習。所以，對少

數不認真（或志趣不合）的學生，教

授可以「學習是學生自己的事，不來

上課是學生自己的選擇或損失」，而予

以「尊重」（或「放棄」）。然而，私立

大學校院若也如此，則教室將淪為廢

墟。因為，你以為大學生「應該如何」

的想像，在現實世界中幾乎都會幻

滅。洪蘭教授「一日的慨嘆」，卻是私

立大學「一直的困擾」。 

私立大學校院的教授若要堅持學

生上課應盡的本分：不遲到、不吃泡

麵、不啃雞腿、不用電腦看連續劇、

不睡覺、不隨意進出教室…，不只會

被學生討厭、嗆聲，教學評鑑被評低

分（其實有些老師也不在乎了）…；

更糟糕的是，還會影響老師的教學情

緒與士氣、破壞師生關係。因為要花

許多時間來「開導」學生「為什麼要

敬業及做好學生的本分？」 以致上課

時間及品質均不足。 

然而「兩難」的是，「沒有規矩不

能成方圓」，教室秩序不佳就無法進行

教學。洪蘭教授可以「慨嘆」，但私立

大學教授卻需「同理」--充分了解學生

的困難或不足，然後界定問題，以「師

生合作模式」來「邀請」學生一起解

決問題。 

二、 私立大學校院「教學卓越」

的重點 

以筆者在多所公私立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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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二十年的經驗與觀察，教育部在

評定私立大學是否為教學卓越時，重

點應與公立大學不同；且應將標準放

寬，給予更多的鼓勵與補助。審查重

點及原因分析如下： 

(一) 引導學生建立上課規範的技巧： 

公立大學確有洪蘭教授所稱之上

課秩序問題，但較諸私立大學之違規

人數及嚴重程度，相對輕微得多。所

以，私立大學校院教授若能引導學生

遵循上課規範，不僅教學功力更顯渾

厚，而且對教育的貢獻也更大。 

上課規範雖不屬教師個人的專長

範疇，卻是身為教師的必備專業素

養。要訓練學生認同及遵守上課規

範，得花費不少時間和心力，還常吃

力不討好，但卻是私校教學能否成功

的關鍵。 

(二) 引發學習動機的技巧： 

不少私立大學的學生，經歷大一

到大四後，確實脫胎換骨，令人刮目

相看。可見私大教授用心可嘉，學生

也孺子可教。然而，這個過程沒有想

像中輕鬆，要克服極大的教學挫敗

感，才能堅持下去。最後，學生才會

被老師的精神所感召而改頭換面。 

私大的教授不能只教有學習動機

的學生，這樣一來，一半以上的學生

就被放棄了。尤其對大一新生，更需

有計畫的關照與引導。 

(三) 以全校、學院及學系為單位，設

定階段性學習成就指標： 

大學教授常依「教學專業自主」

而樹立個人教學風格，但私大的教授

就不能完全如此。要與全系、全院甚

至全校合作，共同訂定學習成效的指

標。而且不能操之過急，要分初階、

進階及高階，逐步達成目標。 

更應鼓勵私校教師進行教學方面

之整合型行動研究，共同合作找出有

效的教學模式。 

(四) 建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不少私立大學校院的教授，本身

並非私立大學出身，不了解私校學生

的狀況，甚至其成長背景與學生有著

天壤之別。加上不同的私校有其各自

學校文化與特色，在在都加重私立大

學校院教授教學及師生溝通的困難。

若能設置「教學輔導教師」，協助新進

教師、教學困境教師，擔任他們的顧

問或進行教學觀察與示範，將使私校

教授更快融入學校文化、與學生打成

一片。能儘快發揮教學效果，使學生

得以成長。 

(五) 建立「補救教學」及「課後輔導」

制度：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在私立大學尤是。因為私校學

生從前多非學習高成就者，成就動機

及自信心普遍不足，不敢（或不喜歡）

接近老師，不知問老師什麼問題，此

時就有賴老師主動接近及幫助學生。

然而只靠個別老師的教學熱忱猶不

足，還要建立制度，以額外的時間（增

加老師的教學時數或訓練優異的教學

助理），為學生進行補救教學，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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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與別人平起平坐。 

三、 結語 

芬蘭的教育注重「每一個國民」，

所以從小就幫助落後的孩子，讓他們

儘快跟上。我國的學生則是若小學開

始落後，到了大學就已經距離遙遠

了。但如果現在還不能積極做為，實

在對不起「每一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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