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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教學特優教師】教科系教授顧大維 師生一起面對冒險挑戰

教學特優教師

【記者吳岳軒專訪】「當我是一位老師，過去我曾做的任何喜歡的事、得到的任何一

項證照，乍看之下和教學好像是沒有關聯的。但回到設計課程時，所有曾經做過、曾

學習過、有興趣的、經歷過的成功與挫折，都會對今天的課堂，有所連結和影響。」

教學科技博士、專職大學教授，顧大維卻擁有戶外體驗教育引導員、攀樹教練、中餐

技術士和游泳教練等不同證照，看似與大學教授相去甚遠的跨界能力。 

當了解到許多不同領域和專長，能提取特定知識來解決困難的能力後，使用這些經驗

來處理將來遇到的問題。 顧大維說，這會為他帶來很多的影響，甚至處理相同問題

時，擁有不同於一般人的見解。 

顧大維認為，當代學生收到的資訊量比過去來得多，過程中對自己的愛好與未來可能

感到迷茫，比如：不了解生硬的理論、不知道學到的知識，將來該怎麼應用？他嘗試

找到這些知識與學生的連結，透過精緻的設計教學，從學生的角度去思考，讓他們能

活用課堂知識。 

他引用教育家約翰·杜威的話說：「教育不僅是為生活做準備，教育本身就是生活。

」要讓學生找到學習內容「對生命的連結」，不只是為了工作而去學習的技能，因此

很多準備與內涵，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展現發揮出來，影響甚遠。顧大維自詡成為一位

課堂上的「教練」，給學生提供引導、提供一些想法，但最後面對問題、克服困難的

，仍然是學生自己。因此，顧大維在課堂中盡力的讓學生有真實體驗，用活動和課堂

實作，讓學生親身感受。 

學習與玩樂不是天平的兩端，一般孩子對於「玩」總是會用心學習，例如家庭中希望

孩子減少玩樂、更多時間讀書，或者是第一次玩夠，接著就收心學習。顧大維指出

，愛好和知識從來不是互相違背的，必須很感興趣，這些知識才有學習的動力。「真

正有效地學習必須有趣。」從生活中和學習連結，比如芬蘭的不分科教育，藉由專題

的方式帶出各個技能，有趣的過程，也讓學生對知識不至於抗拒。 

顧大維在教科系有兩堂課學生評價非常高、限制學生人數的選修課。曾有學生在期末

課程反思時寫道：「這堂課是他一週心情最忐忑的時刻，期待每一週新的挑戰，卻又

害怕自己的表現。」「有些緊張有點擔憂，卻又願意，並期望參與，學生對課程有這

樣的感覺，就對了！」顧大維表示：「現在的學生其實想做決定、但是他們害怕，似

乎在一個很自由的世代，但很多事情都是別人決定好的。」希望學生能夠克服跨出舒

適圈的恐懼，去接受困難、擁抱未知，並且在過程中成長、體驗過程， 最後提煉出



自己的反思。「這是一個好的課程設計，所應該帶給學生的。」顧大維非常肯定並鏗

鏘有力地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