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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副教授蔡奇謚 自我管理與自我探索

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當老師的最大回饋，大概就是看著自己一手栽培的學

生完成自己的目標與理想吧。」一邊露出靦腆笑容，一邊說道，這就是甫榮獲106學

年度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的電機系副教授蔡奇謚對於身為一位教師的教學理念。 

他分享在教學生涯中印象頗為深刻的事情，就是課堂上教授許多核心基本概念以及基

礎課程的內容，學生不明白其重要性，當下往往會產生很多疑惑、否定，甚至質疑學

習這些基礎課程的必要性，而他對應的方法，則是在基礎理論的教學時，帶入更進階

的應用。他舉了電機工程科學的通訊領域中「編碼學」為例子，在「錯誤控制編碼」

的加密與復原修正裏，「數位邏輯設計」即是最基本的原理，所以他會在教授「數位

邏輯設計」中，引入編碼的應用，並與學生互動解碼，讓學生清楚明白基礎理論與進

階應用之間的關聯性。 

蔡奇謚說，「淡江的學生一般都不太喜歡抽象的純理論，更重視的是實用方面，所以

我們現在教學都得反過來教，從應用導回理論。」以「數位邏輯設計」為例，在「布

林代數定理」時，學生往往昏睡一片，這時他就會先教數位電路、元件的功能，再用

「布林代數」解釋，往往學生就更能接受，提高學習的興趣。 

說到大學生該如何充實自我，蔡奇謚列舉兩點：「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探索」。自

我管理方面，從高中升上大學其實是人生轉捩點，很多方面都變得自由自主，有了比

以往更多的時間，管理時間就相對的重要。利用課堂間把教學課程與研究兩者做一定

結合，以節省時間，提高效率。學生除了顧及自身專業以外，更應該多多嘗試探索不

同領域，在明確自我目標與人生方向後，將所有時間與精力都投注其中，這樣才看到

充實自己的成果。 

蔡奇縊說，「教育是唯一可以徹底改變人生的一種方式，這是在業界所沒有辦法找到

的。看著自己能夠幫助學生，對學生產生正面影響，從而改變其人生，一切都值得。

不管再怎麼辛苦，再怎麼累，只要回想起初衷，便會重新充滿熱血，繼續向前奮鬥。

」 

蔡奇謚一再強調對於時間與自我管理，「少玩手機、電腦，多將時間投入人生目標上

。」最後，他以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的話勉勵學生「時間是常數，是不變的，而行為

才是變數，是該管理的」。（責任編輯／梁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