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深耕計畫教學活動記錄表 

1.授課教師姓名：江威逸           職稱：助理教授          單位：化學系 

2.課程名稱：顯微光學及應用        開課年級：化學系二和化學碩一      □必修    ■選修 

3.任教學期：□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 

4.課程類別：□問題導向的教學  ■探究導向的教學  □開發新的教學方法及評量工具 

5.修課人數：51 

6.教學概述及成效 

 （1）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對顯微科學和光學影像的知識。除了化學的主要科目外，本

課為學生提供其他化學相關的科學興趣。通過本課程，我也將培養學生的表達技巧以便未來研究所

及工作上的需求。 

 （2）教學過程: 每周上課都有一個教學主題，介紹各類研究型顯微鏡的光學成像原理。在講解完

專業知識後會進行分組討論，利用平板比電查詢本周主題在生物醫學和光電半導體產業上的應用，

並簡短介紹分享。 

 （3）評量方式: 本課程有期中和期末考各 25%，個人主題報告 40%，以及課堂討論 10%。期中期

末筆試測驗學生對專業知識的了解程度。主題報告目的是要讓學生除了在課堂上學習原理，也要能

自行尋找各類光學儀器在生物醫學和光電半導體產業上的應用擴展課堂上的知識，並了解未來職場

上可能會需要的能力。也借此機會訓練學生統整資訊，並有邏輯、架構性地講述給其他人聽。 

 （4）學生學習成效 

雖然主題報告是個別性的，但在收集資料和架構講述邏輯卻上分組進行。同樣主題的分為一組。學

生之間會互相分享自己所找尋到的資料，讓簡報內容豐富且完整。雖然主題一樣，但每位同學的思

考邏輯和有興趣的地方不同，報告中著重的面相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同學之間在報當完後的 Q&A

時間，都會提出很有趣的問題。過程中不斷地在擴展他們的知識，並加強了學習、探索和思考的能

力。 

7.教學反思和評估（反思和評估教學的過程和成效，從中獲取回饋並做出改進） 

顯微光學及應用是門探究導向的課程。透過簡報製作以及發表讓學生自行去提出問題、收集和分析

資訊以及據有邏輯地講解。這堂課在設計上是由老師進行顯微光學的原理解說，再由學生去收集各

類光學儀器在生物醫學和光電半導體產業上的應用來擴展課堂上的知識並讓學生彼此互相討論、學

習、探索和思考。在報過程中，發現同學的發問十分踴躍，造成時間上的控制不太容易。之後的課

程可先制定單次發問人數。 

 

8.教學照片（4-6 張，附圖說） 

 
圖 1. 學生報告。 

 
圖 2. 學生發問踴躍。 



 
圖 3. 學生討論和分享自己所找尋到的資料。 

 
圖 4. 老師上課講解。 

※紅色文字為製表說明，回傳時請刪除 

 

註 1：問題導向的教學是通過設計問題和情境，以及教師適當的引導和支持，激發學生的興趣和動機，

提高他們對學習的參與度，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註 2：探究導向的教學是通過探究活動（包括提出問題、設計實驗、收集和分析數據、推理和解釋結

果等），幫助學生建構和擴展他們的知識，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探索和思考的能力。此需要教師

提供適當的指導和支持，並創造一個支持探究的學習環境。 

註 3：數學探究有四個主要的元素：（1）教師給予一個能引起豐富概念性討論的數學問題。（2）學生

分組或個人解題，而教師巡視其中。（3）全班性討論。比較、對比不同解題策略，並獲得一致

的共識。（4）總結。其中，步驟（3）是整個數學探究教學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