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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研究與成果 

應用可編程之觸覺回饋模組於教學場域 
一、主講人：電機系周建興老師   

二、回應人：資工系黃連進老師 

三、主持人：教師教學發展組李麗君組長 

四、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23日(星期五) 12：00~13：10 

五、活動地點：淡水校園覺生綜合大樓 I501  

          蘭陽校園 CL423（同步視訊） 

六、主辦單位：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 

七、內容說明：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投入教學，本組於 107年 11月 23日舉辦「教學

實務研究與成果」座談，邀請 106年度獲得教學實務研究計畫補助之教

師電機系周建興老師對其教學經驗進行研究成果發表與座談。 

 周建興老師在電機系程式課遇到的問題是，期中考到達一個門檻，同

學的程式能力有明顯的差距，課程內容前後銜接，跟不上的同學就會在

這時候退選。因此周老師提出三個解決方式：教材可自學或網路化、期

中考採取上機考試為評量、期中考後以分組實際操作為主。 

 第一，周老師大量運用網路教材，將教材轉為自學或網路化，每一個

題目都有教材影片放在網路上，縮短講課時間，接下來大量實作，並且

將參考程式碼以圖片提供給同學，讓同學有回家練習的機會。第二，期

中考皆採取上機考，每達到一個功能有一定分數。第三，根據不同年級

調整上課內容，難度、重點皆不同，大一著重在程式基本語法訓練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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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基本的電子電路元件，大三以熟練程式語法為主，並認識更多感測模

組，碩一則著重在報告、專案的獨特性，舉例以消暑聖器為題目，開始

發想、把 idea 放在牆壁上 Design Thinking，並上台報告、討論，同學

們自備材料做出低擬真原型(Low-Fi Prototype)會涼的抱枕，完成後再拍

攝成一支影片。 

 成果發表時，周老師為訓練大一報告能力及設計理念，借小型會議室，

邀請兩位業界老師與系上老師到場，大三為了將遊戲跟硬體串在一起，

設計嵌入式系統並於期末分享。針對碩一生，周老師重視整體概念、流

程及使用者體驗，例如遊戲設計不只看遊戲內容，更偏重於互動情形。 

 最後，周老師表示自己覺得更有效的做法是微學分學習，學生常在期

中考後認為不會過就放棄，現在用專題方式鼓勵他們多學習、主動找資

料，但能照顧到的人畢竟是少數，如未來有機會，程式課以微學分的方

式進行是最好的。 

 回應人為資工系黃連進老師，肯定周老師先讓學生把重要技術先學好，

可以提升教學效果，在短時間進入情況。周老師回應自身經驗是要給大

一明確的主題、每個禮拜要求進度，大三給一個題目方向，到碩班就會

著眼在多樣性，鼓勵學生越不一樣越好。 

  本次教學實務研究與成果研習講座，藉由周老師豐富的教學成果分享

與回應，讓我們學習到教學創新以及資源運用的技巧，以提升學生之學

習成效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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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花絮 

  
教師組李麗君組長開幕致詞 電機系周建興老師研究實務經驗分享 

  
蘭陽校區老師參與情形 與會老師提問 

  

回應人資工系黃連進老師給予回饋及建議 教師組李麗君組長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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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組長致贈感謝狀予電機系周建興老師 李組長致贈感謝狀予資工系黃連進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