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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與連結：創新教學實踐與TA經驗交流
共同學科與CTL聯合舉辦教師教學觀摩

暨TA第1學期期末座談會

【文/陳紹元 整理報導】為落實教學助理制度以提升

教學品質，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CTL)與共同學科於1月
10號假教學大樓C403教室聯合舉辦「協同與連結：創

新教學實踐與TA經驗交流」研討會。這次的研討會由張

中煖教務長主持，並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副院

長暨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組組長莊榮輝教授發表專題

演說。此外，國立政治大學戴寶村教授及本校陳其南教

授等校內外共六位教師，一同針對TA協同教學之議題，

分享其創新教學實踐及經驗，這次研討會也舉辦了優良

TA課程成果發表及經驗交流座談會。

本校張中煖教務長指出，北藝大全力推動發展TA制

度，目的就是在建構具支持性的教學與學習環境，這不

僅能協助教師更近一步落實對教學的熱情與想像，更重

要的是，這是打造一個真正以學習者為主體、足以支持

學生終身學習的基礎情境，而這也是CTL與共同科攜手

為教學與學習支持體系建構，所做努力的最終目標。

提出以「傳承為目的」之思維角度的台大莊榮輝教

授，以「三贏之教學助理制度」作為這次演講主題。他

說到，就現階段而言，台大發展教學助理制度已有一

年半的時間。在這期間，他發現除了老師、教學品質與

TA自身皆三贏外，對於學校本身的教學成效上也有所收

益，這同時證實了教育部的五年五百億的經費並沒有白

花，國家的教育更因此培訓了更多的人才。他表示，在

台大的制度下，老師要申請TA必須要申請教學計畫，計

畫通過審核後便可申請TA；之後，再進行招募之工作、

舉辦研習會，而TA生涯的整個過程便從這研討會開始。

會議過程中搭配TA教學護照、培訓進階課程與相關教學

評鑑，並透過評比選拔優良TA，同時連續當選三年優良

TA還會被表倬為卓越TA，且讓優秀的教學助理回流到

各教學領域去成為優秀典範，帶領更多新進TA。莊教授

認為TA的人才培訓對台大而言是很重要的，除了能提升

課程學習品質外，對學校來說，更是一種投資，主要是

因為TA將可能會是十年後的校內的優秀教師。

莊榮輝教授說明，TA是教師與學生中的溝通橋樑，協

助教師並讓教師更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同時陪伴修課

同學一起學習、提升其學習成效。但在擔任其職務的過

程中也會遇到許多狀況，他也特別提出TA十大教戰守則

與在場所有與會者分享。分別是：

1.第一堂課前要與授課教授先研商好上課方針。

2.不要把所有時間放在TA上，好好規劃時間。

【教學卓越計畫系列報導】

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簡稱
TA）制度 Profile

教務處教學與學習支援中心(CTL)為提昇教學品

質、整合學校共同教學資源、實踐優質專業藝術教

學、建立各領域教學與學習間橫向聯繫管道與支持

系統，執行教學卓越計畫，以及配合共同學科執行

「通才融入專才通識教學卓越計畫」等，長期以

來持續發展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簡稱

TA）制度，每學期皆由教師提出申請「通識課程

與教學提昇計畫」，帶領TA協助教學工作，以期

達成提昇教學品質之成效。

3.一開始要讓課程學生清楚評分規定，評分務必公正。

4.討論課是課堂、課本、作業等所有活動的彙整。

5.TA不是家教，應該要誘發學生自主學習。

6.討論課要有大綱流程精確執行，讓討論更加的完整、

更有效率。

7.TA要讓人可信，培養優良的人格特質。

8.TA本身也在學習、如有不懂之處不必勉強。

9.保存重要教學資料，有問題要立刻與教師求助。

10.嚴禁與帶領課程的學生發生個人親密關係，有緣千

里會相會。

透過莊教授的精彩專題演講，讓所有的與會人員對於TA
制度則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

此外，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戴寶村教授、北藝大傳

研所陳其南教授、劇設系陳湘琪老師、博館所陳佳利老

師、共同科吳玉鈴老師，及國立台灣大學吳書平老師等

六位教師，也分別針對本學期所教授的課程計畫及他們

與TA間的互動狀況進行發表與座談。其中，戴寶村老師

以「青春歲月與台灣歷史的交會」為題，示範如何透過

課程經營，帶領同學體驗自我青春的生命，如何與台灣

的記憶與歷史產生連結，在感動中產生學習，在台灣歷

史的長流中找到同學自我經驗意義的定位。

陳其南教授在北藝大開設大學部關渡講座「審美理念

與文化批判」之相關課程，為一門修課學生人數眾多之

熱門課程。陳教授表示，從中他深刻體會，由於大學生

在社會科學與文化理論之相關背景不足，因而產生學習

上的困難，於是他透過嚴謹訓練的TA、讓他們從學習者

角度書寫課堂筆記，提供大學部同學作為教材閱讀的輔

助；此外，並規劃課後由TA帶領分組討論活動，使其充

分發揮協同教學的功能，接合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不同

的知識高度。

而博館所陳佳利與共同科吳玉鈴兩位老師說明，除了

要肯定TA有助於課程知識與教學歷程資料的建置之外，

他們並會向同學完整說明如何善用網站、部落格(Blog)
和數位學習科技，朝向建置以學習者為主體的、理性與

感性兼具的數位學習環境的目標邁進。

擔任關渡講座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教學團隊成員的

吳書平老師，從教學者自我反思、批判的角度切入。他

主張教育工作者必須深刻體認到「教育工作，沒有特效

藥，而是高投資、高挫折感卻緩慢回收的領域」；對於

TA評鑑制度的規劃，需謹慎並且時而保有修正的彈性，

以免辜負這個用意良善的制度。

劇場設計學系的陳湘琪老師以「巨獸寶寶的排演課：

TA來了」為題，分享大一排演基礎課程的創新教學與

TA協同術科教學的經驗。與會者無不被湘琪老師所分享

的精采教學紀錄影片所感動，同時也看到了陳老師與他

們一步一腳印地帶領劇場設計新鮮人進入戲劇世界的經

驗歷程。在期末專屬家長的演出後，學生與家人們歡欣

的淚水，紀錄老師、TA以及同學們深刻學習與努力的成

果，這對於藝術大學發展別具特色的術科TA制度，深具

經驗參考的價值。

下午的研討會中，另安排有第一學期共計10門課程的

教學助理群針對課程中如何擔任教學助理的狀況進行經

驗分享、分組座談、綜合論壇。擔任關渡講座『審美理

念與文化批判』的TA群們，藝管所范譽莉、林宜燕與

林旻諠同學等提到，由於課程內容多為哲學思想，對於

從未修習這類課程的大學部同學們而言較為生澀、不易

理解，所以她們每節課都會製作TA筆記放置於課程網

站中，協助同學們理解課程內容，並於課後時間邀約同

學進行分組討論，讓同學可以更清楚老師所要表達的概

念。擔任『國劇聲腔』TA的劇創所李至耕同學則表示，

擔任術科課程的TA就如同所有學弟、學妹的大師兄，不

僅要記錄每節課程的內容，更配合教師要求做出正確的

示範動作，讓同學們瞭解老師的要求。課後也要協助同

學們練習，並協助期末呈現。此外，在這次研討會中，

TA群間也互動票選出本次三組優良教學助理，分別是：

『關渡講座－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的台大動物所博士

班學生康詩婷與黃俊諺、『關渡講座－審美理念與文化

批判』本校藝管所范譽莉、林宜燕、林旻諠同學與『排

演基礎課程』本校劇設所林玉琪同學。

共同學科吳慎慎主任指出上列兩組分別就是本校學、

術科TA的最佳範例，也是北藝大TA制度與其它學校更

大差異之處。此外，他們這群教學助理更是背負著傳

承、記錄這些擁有豐富藝術經驗教師的責任，要讓藝術

能永久流傳下去。同時，吳主任也讚許本學期的TA群都

十分地認真與努力，也因這股年輕人的衝勁讓北藝大的

教學品質能夠更加卓越，她十分感謝也期許大夥們更加

努力，共同創造卓越教學，用教育彩繪台灣藝術的繽紛

未來。(以上內文等相關資料提供：CTL)

圖說：張中煖教務長表示，北藝大全力推動發展TA制度，以打造一個真正以學習者為主體、足以支持學生終身學 

      習的基礎情境為最終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