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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課程與教學系 博士 

C&I,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PhD 

•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農業教育系 碩士 

ALE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MS 

•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推廣系 學士 

A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S 

經歷： 

•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教授、副教授 

• 美國路易斯安那大學拉法葉分校 助理教授 

開授課程： 

• 教育心理學 

• 教學媒體與運用 

• 網際網路在教學上的運用 

• 技職教育與訓練 

• 教育實踐課程(四)-國際交流 

學術專長： 

一、研究方向 

1. 教育科技：探討如何利用科資訊技協助教學與學習，以及利用資訊教學過

程之中的學習、互動、成長與社會影響等議題。 

2. 師資培育：探討成為教師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可能需要的協助、以

及可能發展的歷程與機制。 

3. 學習與教學：探討科技的運用下，以及教師培育的不同方式與結果下，學

生學習與成長可能受到的影響。 

二、學術榮譽 

1.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木鐸獎 (2016) 



2. 國立臺灣大學 學術研究績效獎 (2012-14、2018) 

3. 國科會研究甲種獎勵 (2001) 

三、學術服務 

1. 教育實踐與研究 編輯委員 (2021-2022) 

2. 清華教育學報 特刊編輯 (2021) 

3. 臺灣教育傳播與科技學會 (TAECT) 秘書長 (2015-2016) 

4. 臺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2020-2021) 

5. 新北市中小學與高中校務評鑑委員 (201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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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章節 

1. Hsu, S. & Wu, Y.-Y. (eds.) (2015). 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Singapore: Springer. (ISBN 978-981-287-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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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發展 

1. 鄭成功攻台歷史科教學與學習網站 (科技部與教育部計畫) 

o 進擊台江 1661: 尼德蘭與混血郡王 

2. 資訊融入教學教師案例網站 (教育部精進計畫) 

o 資訊融入各科教學教師案例(Teachers’ ICT use) 

http://education.digital.ntu.edu.tw/taiwanhistory/koxinga/
https://teacherictuses.wordpress.com/2019/11/28/%e7%94%9f%e7%89%a9%e7%a7%91%e6%95%99%e5%ad%b8%e8%a8%aa%e8%ab%87%e6%a1%88%e4%be%8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