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應用英語系-楊明倫 老師 
 
教育理念： 

以自身早期痛恨英語學習的經驗，來鼓勵學生學習；雖是畢業於文藻，文藻

的學習總成績為全班倒數五名內的我，日後卻成為英文系的教授，藉此鼓勵學生

遇到挫折別氣餒，過去的失敗不代表灰暗的未來，可能是成功前的磨難。由於自

己偏愛教學、生物，想唸醫學系當醫生，卻被迫唸與這些學科無緣的語言專科學

校，從此學習只為了應付，但在中山大學時，因一個老師的鼓勵，瞭解到當老師

也可以救人的道理，才開始了「行醫」拯救無目標、混惡度日之學生的想法。 

從 2007 年在南臺成為正式教師開始，不管是教任何大學部或研究所的學

科，只要是面對不知如何學習或是學習停滯不前的學生，就會利用本人所學來幫

助學生找到問題的徵結點；記得有一次在系上和文學背景的余慧珠老師、語言學

背景的蔡清元老師一起討論學生學習時，余老師抱怨學生不願學習，面對充滿那

麼美好文句的文章竟沒有反應，蔡老師則解釋為是因為學生不知文句間字詞的意

思，對單字的語言相關知識和掌握能力不夠所致，而我則從心理學的層面一同加

入討論，認為學生之所以對美好詞句無能於哀，對詞句結構不了解，是因為他不

知道為何要學英文，雖知道自己對英文不排斥，但缺少了學英文的動機、熱忱和

目標，讓她在課堂中不知為何要學習，不了解學好這些教材能為他們的近程未來

有什麼幫助；個人認為這種無動機的學習，才是學生們乃致於老師們最大的敵人。 

從英語學習的角度來看學生們上課無反應、不在意學習成效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個人情緒問題，如對自己學習的無自信或害怕犯錯的擔憂等，這點得由老

師多花時間做開導、多做點練習來幫忙重建信心；也可能是學生學習方式和策略

上的知識不足，這時老師得多介紹學生不同的學習方法，來刺激左右腦的學習；

也可能是如我個人過去學習時所遇到的那樣，完全無法將英語學習和生命中的任

何事務做有意義的相聯結，這時，老師就只能同中醫師一樣，從不同角度來調整

學生的體質，慢慢找出學生生活中可能在意的人事物，再從不同角度、不同階段

中，一步步增加他對學習的動力。 

個人認為學習是不能與生活做切割的，若不能反應到生活中的需求或與生命

做連結，這樣的學習教材是無效的。個人某次的國科會研究計畫即是透過閱讀別

人的故事，尤其是和學生生活相近的故事，從不同角度讓學生用英語在網路上做

討論。在那次的研究之前和之後，我也常用網路做線上討論，大多數的學生反應



 

不外乎是聽到不同的聲音，了解到從不同觀點去看同一件事物，不再只是做一言

堂的會員等；我還記得其中一位女同學，在一次討論「一分之差」的公平性的對

話中，提到她終於了解當初為何她的體育老師要以 59 分當掉她了。從這些討論

中，雖不是要求這些學生在這些討論中，英文表現要達多好的程度，但若能讓他

們了解到多聽聽不同人的想法，多看看不同的事物，多從不同角度去觀察這個世

界，進而去想想自己和別人的不同，重新了解自己，找出一點自己存在的意義和

價值。 

正因為在文藻那段的挫折和後來的跳脫，知道當學生遇到相同或類似的人生

問題時，身為老師的得從不同的角度、思考方向給他一點學習的目標和方向，讓

她能在日後從不同立場檢視自己也觀察別人，並從中學習體會或領悟自己的人生

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