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時報 第 1120 期

特優教師教學分享 鄧建邦談「不點名的大學課程」  
學校要聞

 

【記者李宜庭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中心3月9日舉辦特優教師教學經驗分

享，邀請未來所所長鄧建邦教授以「可以有不點名的大學課程嗎?通識教育的實踐」

為題，進行分享。

 

鄧建邦首先提到，臺灣大多數的學生將通識課程視為營養學分，是專業領域之外的課

程，為了提高學生的出席率，老師只好採取一些輔助工具，造成「點名成為了一種必

要之惡」的現象。「曾經我也認為點名是理所當然，但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一門課

程，改變了我的想法。」德國的課堂沒有點名的習慣，有位教授在座無虛席的大師課

堂中點了名，結果引發起學生的不滿，甚至當場離席。這個情況讓鄧建邦回到淡江教

書後他開始思索，要如何不點名也能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通識教育課堂上，老師面對的是跨越年級、性別與國籍，並且大多不願發言的學生。

鄧建邦在課堂上選擇小組口頭報告的方式，強調學生間的合作和第一手資料的蒐集

（問卷、田野調查等）的重要，也在課餘時間給予小組方向性建議，提升報告品質及

效率，讓台下的同學願意去聆聽報告內容。「在議題的選擇，我建議學生利用生活的

經驗去構思，而不是從理論方面著手，多元的議題能夠引發學生興趣，同時提供他們

看待事情的特殊方法和觀點。」尤其現在網路資訊發達，但是搜尋到的資料只是片面

的描述，鄧建邦希望學生能整合及說明的能力，希望帶給學生思考上的改變，讓他們

理解通識課程也可以成重要的課程。

 

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陳劍涵表示「如果可以不要點名的話，我不會把時間花在點名上

，但是有時候必須把點名當成教學的手段，讓同學投入課堂。其實要將每一門課教得

好並不容易，感謝鄧建邦教授提供許多有用的方法和經驗的分享，我相信只要老師對

課程設計的投入夠多，學生一定可以感受的到。」

 

（本新聞連結SDG4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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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所所長鄧建邦提到大學課程中，像他目前在帶的通識教育就有使用更多元的方式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