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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系列研習 - 跨領域創新教學 

一、主講人：國立台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謝尚賢主任 

二、主持人：教師教學發展組 李麗君組長 

三、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13 日(星期三) 12：00~13：00 

四、活動地點：淡水校園 覺生綜合大樓 I501 

蘭陽校園 CL423（遠距同步視訊） 

五、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組 

六、內容說明：  

本組於 109 年 05 月 13 日舉辦課程設計系列研習，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

學系謝尚賢主任蒞校，首先介紹自身的跨領域經歷，再以科技部/教育部跨領域相

關計畫及跨領域創新教學之經驗，於本次研習分享為何要跨領域、跨領域之目的、

跨領域合作的形成、實際跨領域後的案例及未來於苗圃計畫的發展等。 

 

跨領域創新教學，提高學習績效 

謝主任以好萊塢英雄片之「超人」比喻，超人從個體的單打獨鬥，發覺彼此

須透過合作才能拯救世界，從中產生合作行為，於合作過程中發生內鬨並透過磨

合找到彼此合適的節奏，最終透過跨領域團隊合作拯救世界。謝主任以超人形容

各領域之專才，然而時代變遷及趨勢發展，現今的事情需多方考慮不同的面相，

雖說跨領域合作是創新教學，但是並不代表以前無跨領域合作，而是現今面臨須

解決的問題既須快速且分工細緻，因而無法寄望一位「超人」能夠網羅所有事

項，因此需要不同領域的合作關係，以達到高效率、高績效的團隊。 

跨領域合作始終於「人」為主體 

只是跨專業領域就稱作跨領域或是跨界嗎？謝主任認為並非如此，而是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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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跨性別、跨地域、跨時間域（過去/現在/未來）、跨種族/跨社群/跨世

代、跨人格特質/跨腦…只要將多樣事物作出區別，就是一種跨領域的分別。 

跨領域、跨界合作之區別，在於「界」為不同域間之介面，「域」為同質/類

的人，經過社會化聚合而成，域之間的差異形成「跨」之距離，而「跨」為能同

理、能溝通、能協調，以達到能夠相互合作，而跨領域合作的目標，應為整合眾

人的知識、技術、智慧、能力行為等，但是「人」終究有差異，從與生俱來的氣

質至後天養成的學習結果，所以跨領域合作，是從差異的個體集結成多元而豐富

的團體。 

個體的好奇心，能從跨領域中找到自身需求 

一個人為什麼要跨領域？可能是環境所逼迫的、自身需求等，並沒有一個標

準答案能夠說明自身為何需要跨領域，然而在跨領域的時候，應當保有好奇心，

能容易發覺自己沒有發現的興趣，使自己更多元，謝主任認為，個體跨領域應當

試問自身：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人、以及他人如何看待我，從不同角度了

解自身與他人之差異，從看見異同至同理不同，就能擁有更多同理心，且虛心向

對方學習，進而培養至人脈的擴展，促使自己主動與被動的狀態產生跨領域合作

的契機。 

學能專精及自學素養，為跨領域之必備條件 

人會恐懼於面對一個新的未知環境，但是謝主任則認為當學生擁有第一次的

學習經驗時，後續的學習會比未接觸前更願意嘗試與學習。重要的是嘗試後的經

驗，而非找到最終結果及標準答案。 

「跨領域的契機應該由誰主動？」謝主任認為應該視當下何人動機較為強

烈，促使跨領域合作成為開頭，但是跨領域前應當對於自身專業學能專精，才能

與人合作，且學生要能擁有自學的素養，從學習當中了解未來的世界為何，進而

使學生理解跨領域合作之重要性。老師的角色則是作為協助者，創造一個合適的

教學環境，讓學生能夠進行學習外，也要能夠知道老師創造環境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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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hool 跳脫本科生框架，學生組成更為彈性 

謝主任說明工程跨域創造力教育計畫，本計畫開設一門創新社會設計工程整

合課程於台灣大學 D-school 線上教學平臺，將設計力結合未來力進行跨領域教

學，並透過參與式設計工作坊及設計未來工作坊進行，使非本系學生也能跨領域

學習。起初於課程建立一個虛擬環境，將學生乘載時光機至 2038 年，並設想理想

的社區發展設計，謝主任強調密切的環境設計，能使學生團隊快速發酵。 

苗圃計畫，雙教師現場合作教學 

每個計畫都要與產業合作，設計不同類型的工作坊，目標期望透過設計思考

創造共通溝通語言，並透過真實議題，讓學生去思考處理問題、解決問題，以增

進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另外，苗圃計畫的最大特色為採用「雙教師」教學，目

的為透過雙教師直接現場合作的教學方式，讓學生知道如何跨領域、需要這樣跨

領域。 

謝主任提及苗圃計畫的設計，將課程分為兩部分，前部分為發想及問題討

論，後部分則是透過實際執行、解決問題，問題面相大，因而在執行時，兩部分

都須實施各兩次，以免倉促使得學習內容無法深入。 

 

苗圃計畫反思，應當培育教師 

謝主任於實施苗圃計畫後，反思未來計畫改進之內容應為「培育教師」，老

師因跨領域進行教學，對於未知事務的不安，容易產生教學上信心不足、情緒焦

慮等問題，因此透過以下 3 個步驟進行教師的培育： 

1. 同理老師：安撫教師情緒外，透過課前的開會確認課程內容，彼此核對及

言語鼓勵。 

2. 支持老師：透過課堂觀摩給予適切的協助。 

3. 會後訪談：於課程結束後，訪談老師的需求，適度調整及修正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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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次的教學計畫實施後，轉型第一期苗圃計畫成為第二期「教育部跨領

域教師發展技人才培育計畫」，藉由工作坊設計培育老師跨領域之素養。近期即

將進入「第三期苗圃計畫」，計畫內容將分為 A、B 二類－A 類為「鋪植型計

畫」，從原先的培育教師轉變為教練團，進而協助課程開發與推廣至各校執行；

B 類為「育苗型計畫」，延續第一期的苗圃計畫作為培育新教師之計畫。 

 

學習是從興趣中反思，反思後而自學 

在座老師提及「謝主任如何看待學生於跨領域課程的學習成果及成效？」謝

主任認為可以於學生訪談中得知，訪談內容分為： 

1. 你還記得什麼？以事實陳述，讓學生能夠回顧所學課程內容。 

2. 在這個過程裡面你有什麼特別感受，無論是興奮、擔憂等。讓學生從自身

表述至聆聽他人感想，使學生從不同角度獲得不同觀點，無論是自我盲點

的覺察，或是他人經驗的吸收。 

3. 學生有無想到未來能夠做什麼？引發學生於學習後實際應用的反思。 

4. 本次的教學你覺得有什麼需要改進呢?從學生學習角度了解教師課程設計

的缺失，進而修正、調整或沿用於下次的實施方式。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的老師提及「疫情造成的影響，如何調整跨領域工作

坊？」謝主任認為遠距的教學效果相較實體授課勢必造成學習效果有所落差，若

是在課前給予學生適度的課前準備資料、學習等，使學生於自學階段能夠充分準

備，因而降低因遠距教學所帶來之衝擊。 

最後，謝主任以台灣大學總結跨領域之學生學習現況，在專業上大學程度相

對於碩士較難跨領域學習，大學的跨領域主要在於培養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從而讓學生能夠從興趣當中引發自學，這也是為何營造合適環境於教學的最終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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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花絮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學系謝尚賢主任蒞校， 

分享跨領域合作之創新教學 

謝主任認為跨領域合作在於，人先天氣質差異

造就合作契機，進而培養後天學習結果。 

  

與會老師熱烈參與研習且專注聆聽演講。 
與會老師提問「謝主任如何看待學生於跨領域

學習的成效或成果」之問題。 

  

蘭陽校園與會老師提出「面臨嚴峻疫情，如何

實施跨領域合作課程於遠距教學上」之提問。 

鄭東文教務長感謝謝主任分享跨領域創新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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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組長為本次跨領域合作教學創新研習活動 

做總結。 

本校鄭東文教務長致贈感謝狀於國立台灣大學 

土木學系 謝尚賢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