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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中國醫藥大學、國立彰化師範大學100學年度第1學期跨校教學助理工作坊 

◎ 教務處 學習中心 2011-11-25  

一、前言： 

本校為持續提升教學助理(TA)輔助教學技巧，與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共同辦理跨校活動藉以活絡中區區域各夥伴學校間之經驗交流，特地於100年11月25日(星期

五)14:40~19:40假中國醫藥大學立夫教學大樓101講堂舉辦「中國醫、彰師大跨校教學助理(TA)工作坊」，本次活動計有台中教育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南華大學、

勤益科技大學、中州科技大學及崑山科技大學等夥伴學校師生出席參與本次活動，本次活動分下午及晚上共2場次、共計326人次參與。 

  

二、校長致詞： 

本校黃榮村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也是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以下簡稱中區計畫)中十三所夥伴學校成員之一，因此非常歡迎參與本次活動的所有夥伴學
校師生，藉本次活動共同交換心得及經驗交流。 

黃榮村校長首先介紹本校教務處學習中心的Logo中有三個人形及＂Learning＂字樣，其象徵著本校教師、TA(或課輔小老師)及學生三方相互學習、教學相長，

而炫麗的＂∞＂符號及＂Confidence、Active及Smile＂字樣，則表示期許三方透過持續不斷的學習並以有自信、有活力及微笑的態度，以激盪出無限可能，這個
Logo非常的有意義。 

黃榮村校長接續表示，以前在課程中只有較具規模的學校會設置助教或由博碩士班研究生來協助課程，在全國大專院校尚未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以
下簡稱教卓計畫)以前，研究生較少有機會擔任TA，而本校有許多大班教學的基礎課程或專業課程，如果沒有TA的協助，老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都非常辛苦，而
各校漸漸有TA之後，大幅改善了教學及學習情形。而各校剛開始在TA制度的推動上並沒有SOP(標準作業流程)，因此各校在TA制度上都各顯神通，透過教卓計畫及
中區計畫，透過友校結盟，各校交流情形日漸熱絡。 

本校的TA逐年增加，透過大量聘用博碩士班及高年級大學部學生擔任TA， 
同時搭配本校預警機制及課業輔導，持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近幾年的實施成效顯著，有效改善85%~90%以上的預警學生的學習情形，避免

學生因連續1/2而退學之情形，透過這樣的制度，最後受益最大的就是大學部同學，這是本校的經驗，與大家共同分享，相信各校也有很好的執行方式。 
本次活動特地邀請到臺灣大學社工系兼任北二區副執行長陳毓文教授及彰化師範大學會計系兼任課務組的湯玉珍組長，為各位TA及老師分享在課堂上的溝通

技巧，這對教學非常的重要，因為TA比老師更為貼近學生，因此除了專業知識外，在要心理層面下功夫。黃校長感謝各位TA的貢獻也預祝大會經驗交流成功! 
  
三、專題演講(一)： 

 (一)題目：「你聽懂了嗎?溝通技巧與有效學習」 

 (二)講員：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兼北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副執行長陳毓文教授 

 (三)演講內容： 

    談談該如何有效學習的技巧，在於老師教導學生或是TA輔導學弟妹時，必須有兩項原則:第一是該如何讓他們聽得懂，第二是必須讓他們聽得進去。其實讓
他們聽得懂很容易，而往往讓他們聽得進去，還要去實踐、執行，實際上其結果是有相當多層次的落差；在近年的教書經驗裡發現，往往與學生們溝通技巧有比較
大的問題是有聽沒有懂，或是聽了之後產生反感，甚至是不想懂，這是因為講話的態度與方法或是語調，以及非語言的溝通所造成的。 

現代社會要作為一個老師，還必須要了解到學生們的心情，因此身為一個教學者該如何著重於「說得好、講得好，然後是不能虛情假意地面對聆聽者。」而
該如何誠心誠意，避免虛情假意呢?這是有一次一位新老師對我說:「陳老師，妳好會讚美別人，雖然我覺得讚美別人是件虛情假意的事，但發覺在陳老師的讚美中
感覺不出一絲的不實，該如何辦到呢?」我就說:「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們很棒!那你覺得呢?」新老師說:「可是我覺得他們不夠棒呀!有一次學生們做完報告之後，我向
他們說了:『很好。』下了課之後學生就問我說:『我們這麼努力的報告了，為何不讚美我們?』但我已經有跟學生們說過『很好』，這還不算是讚美嗎?學生們似乎
是不滿足的樣子」。「萬一說過多的讚美，反而會諂媚不實，這該如何不失讚美他人也顯得宜呢?」新老師擔心的問。我回答說:「這就看讚美的人心態是怎麼想，
需發自內心的讚美。」如果仍無法自然地對學生說出讚美，可以用其他溝通方式先小小地讚美他們，像是e-mail寫信方式，再來提出報告需改善的空間，最後積極
鼓勵學生們做得很好。 

在台大校園裡，每年都會培訓出六百名新的TA來輔導學生課業，是台大未來教學領域的資產，TA的培訓與認證審核相當嚴格，不時地還有在職訓練課程要參
加，不斷地精進、學習的過程，奠定TA的教學專業度與對TA教學品質的肯定，因此教學助理也扮演師生教學之間重要溝通的角色。 

而良好的語言溝通，必須用「心」去溝通才會不失去本意，以「同理心」為出發點，站在對方的立場去瞭解其心情與感受，能以自己的語言表達對方的表情
與感受，且不要對其情緒的表達有所判斷或批評。就像是當友人遇到失戀了，或是同學考場失意，安慰的方式是以自己個人的親身經歷勸誘他人改尋目標或是大事
化小，這勉為其難也只算是「同情心」在安慰苦勸他人、否定了他人的情緒、忽略掉他人對外在的感受，到了最後也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只是一味地勸說他人轉
移注意力，逃避現實問題。而「同理心」從來不談該如何勸說他人停止悲傷，「同理心」是必須要從對方的觀感大小做出發，試想自己萬一遇到這狀況時的
心情感受程度，陪伴他人一起度過心情低潮，營造出傾聽的氣氛，接納他人的情緒，聆聽者放下自身的身段以溫馨和尊重的態度，靜靜地等候對方願意表露
感受、說出看法，即便聽到他人的訴說後自身感覺並無需如此地難過，也不能否定對方當下的情緒反應，應積極地傾聽與觀察，將對方表達的情緒反映給對
方，像是「您覺得」、「聽起來我覺得你感到」、「你好像覺得」...等簡單不重複的話語回覆對方，使對方知道傾聽者正很專注地在聽，也可以印證傾聽者對
他人想法和感受的了解是否正確。認真地傾聽他人情緒的方法有三項: 

第一、非口語的回應:目光接觸、臉部表情(微笑、點頭)、肢體語言。 
第二、鼓勵式的語言:“mm-hm＂、「是的」、「真的」、「我知道」等，避免使   
      用判斷性或懷疑性的字眼(如:有嗎?是這樣嗎?我有嗎?)。 
第三、摘述:聽完後用自己的話語整理所聽到的訊息，以供對方回饋、澄清 
      使用。 
最後，給予支持性的建議、具體且針對觀察到對方的行為給予指正、教導對方的缺失，並讓對方仍能感覺到你的語氣是友善的，在討論缺點的同時也能看到

優點。不做批評性的指正，也不做個人特質的指正。 
例如，老師或TA在課堂上發現有位學生報告時所準備的資料太多、太雜時，可以給予支持性的建議:「從你的表現中，我覺得你準備的資料很豐富、很用心，

也看得出你很想講這些資料與同學分享，但是在分享的過程中，可能因此而讓自己說話的速度變得太快；同學們不太懂得你要討論的重點是甚麼…。」或是例如在
具體觀察到對方的行為時給予指正，像是TA發現課堂上學生們很吵，並沒有專心上課討論的時候，可以說:「我發現在討論的過程中，很多同學在做自己的事，沒

校園入口網站 學生 教職員 未來學生 校友 訪客



有確實參與討論。」這種非針對個人特質的指正方式，與學生們做良性溝通。還有避免使用慣用語，像是:「你『總是』遲到。」、「這題目你『應該必須』
要會才對!」這些責備語氣，可試著改說成:「你怎麼遲到了?我很擔心你。」、「這題目我們可以試著想想來完成它。」，讓學生們感覺與TA的互動並不那麼地困
難，遇到問題困難時可以容易開口說出來，TA也能較容易掌握學生們學習進度，建立學生與老師之間溝通橋梁。促進學習的溝通原則: 

    第一、尊重學生，眼光對視。 
    第二、發掘優點，欣賞長處。 
    第三、運用幽默，化解尷尬。 
    第四、不斷反省，勇於認錯。 
    第五、心存寬容，接納異己。 
也別忘了，TA本身也是學生身分，難免在教學上也會遇到瓶頸、也會犯錯，TA應勇於面對過錯，矯正自己，遇到不會的題目可以運用幽默的方式向學生說

明，約下次時間等請教老師後再來解答疑惑；當然TA也是有情緒的人，要有耐心多練習溝通技巧、心存寬容，始可接納學生們的情緒與意見，取得學生對TA的信
任感後，共同解決學生面對到的問題。 
  
四、專題演講(二)： 

 (一)題目：「良好的溝通橋梁---談如何在老師與學生間互動」 

 (二)講員：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助理教授兼教務處課務組湯玉珍組長 

 (三)演講內容： 

談「教學助理」如何在老師與學生之間扮演好溝通的角色。所謂溝通，就是人們通過語言、書信、信號、電訊等方式傳達思想或交換情報的過程。簡言之，
就是將信息由一個人傳達給另一個人，因此教學助理，簡稱TA，在教學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溝通角色，因為TA本身也是學生，年紀也與學生相仿，是最能了解
學生們的心態與想法，溝通方式也與老師對學生的溝通方式較來得自然與輕鬆許多，因此當學生遇到課業上困難時，往往第一個想找的人是TA來問問題，而非找
老師，若TA當場也解決不了的問題，學生也會希望TA去找老師幫忙解題，再回來學生面前解釋問題的答案。TA就像是將信息由學生傳達給老師，再將信息由老師
經由TA傳達給學生一樣，讓老師掌握教學進度。 

TA所應具備的條件不外乎是專業知識，更重要的是溝通方式。因為若缺乏有效的溝通方式，就算TA擁有再好的解題能力，態度不佳或是親和力不足，與學生
缺乏互動的話，學生來問過幾次問題後，可能再來問問題的學生就會漸漸地寥寥無幾，學生開始逃避不懂的問題，最後失去了學生與老師之間溝通的管道，斷了訊
息似的，無法掌握學生學習狀況，最後遇到報告或考試時才一併爆發出來，後果會不堪可想。因此，TA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建立溝通，維護老師與學生之間的溝通
橋樑，課後TA可開放輔導時間供學生問問題，TA也可以使用書信、電訊方式與學生和老師聯繫，增進彼此之間的互動。 

首先，TA可先了解老師對教學助理的要求程度，例如: 
1、是否要跟課，以了解老師上課教學進度。 
2、如何執行小考和點名，小考次數與佔成績中比例。 
3、是否協助老師批改考卷。 
4、授課教材上傳至網路學習平台。 
其次，TA須隨時反映學生上課時所面臨的問題，例如:在批改小考考卷時，發現學生常發生錯誤的問題有哪些?或是學生於課堂上遇到難以啟齒的問題，希望

由TA轉達給老師，TA可以開放些管道，例如:開放傳遞問題小紙條，使用MSN、部落格、facebook、e-mail…等溝通方式，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最後，在輔導時間TA可帶領學生重點導讀及解析，講解習題，檢討考卷問題，確保學生能夠懂得課堂上老師教的課程內容，提高學生們自主學習的品質。 
成為一位溝通良好的TA，須多用心在事先準備、事後檢討。事先演練教材內容中的練習題，預先演練講解方式，再準備些生活化實際例子，加深學生印象，

整理相關概念，有系統性地指導學生，適時地運用媒材，像是:簡報、講義…等，增加學生的學習效果。再來還有先要瞭解當屆學生的特質，像是主動類型還是被
動類型居多，可以先掌握班上某些靈魂人物，藉由他們來推動班上讀書風氣。最後，要為自己鼓勵加油，因為對於剛升為TA的輔導擔當者，不免會有些羞澀，充
分的事前準備會為自己增添信心。事後檢討可藉由隨堂跟課後，從學生聽課角度試想同學們上課哪裡聽不懂的地方附上記號，或是學生發問過的問題是否有待思考
和解決，最重要的事還要檢討自己當回答學生問題時，口語表達能力是否得宜，例如:學生跑來問到TA本身也不會的問題時，TA可以試著去思考該如何解決問題，
或是可以對學生說:「抱歉，目前我還沒有好的解決方法，讓我回去好好想想，能否約個時間下次答覆你。」良好的表達效果與態度能讓學生安心，並會期待著TA
的講解，並非遇到問題卻敷衍地對學生說:「這問題我不會，請改問別題。」這會讓學生對TA信任度大大減低。 

人在學習時通常是從懵懂無知的開始，TA當然也不例外，要彼此尊重個別差異，就算學生提出簡單不過的問題，TA也應用心傾聽，瞭解學生問題的癥結點，
因為學生與TA也只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先後時間點的差異罷了，TA在輔導學生過程中，唯有理解與尊重彼此是持續溝通的動力。另外，除了語言溝通的重要性，也
該注意肢體語言，它會從個人姿勢、呼吸、面部表情以及談話的距離中，無形地透露出內心真正訊息，甚至是小小聲的嘆息聲，也會影響溝通之間的感覺。若在輔
導學生課業時，有改正他人錯誤的需要時，宜就事論事，避免人身攻擊，維持班級氣氛，尊重他人意見給予正向建議。 

漸漸地，TA取得學生信任與支持度之後，班級經營能有效率的運作，老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不再是隔空喊話聽不到，TA有效的溝通技巧可以拉近彼此之間的
距離，鼓勵學生多提問，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力，TA也會不時地在旁鼓勵、讚美學生，老師、TA與學生三者之間共同營造出信賴、默契佳的優質學習班級。 
  
四、結語： 

活動尾聲，進行問題與討論時，講者、與會師長及TA們均踴躍發問、討論熱烈，相互的交換經驗，也對於本次活動均予以高度肯定，在活動滿意度問卷中表
示，參加本活動後，在溝通技巧領域有大幅度的認識，對於日後的教學工作非常幫助，希望未來能持續辦理相關活動，會後所有參加人員合照留念。本次活動由中
國醫藥大學及彰化師範大學所有工作同仁的精心準備，在熱烈愉快氣氛畫下完美的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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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http://www.cmu.edu.tw/news_detail.php?id=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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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情形

 

中國醫及彰師大工作團隊合

影

 

獲得與會來賓高度肯定的本

校紫薔薇親善大使

中國醫藥大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地址：40402 台中市北區學士路91號 電話：04-22053366（分機一覽表）  

Address: No.91 Hsueh-Shih Road,Taichung, Taiwan 40402, R.O.C  

電子郵件：cc@mail.cmu.edu.tw 校安中心：04-22022205、05-7832020（北港）  

性騷擾性侵害學生申訴專線：04-22022205 申訴窗口：學務處生輔組  

中區區域教學資源∣智慧財產權∣教育部獎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