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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力韋老師 2016 年 8 月至本院資訊工程學系任

教。他主要研究領域為人機介面設計，並特別專精

於 Mobile Interaction。詹力韋老師跨國經驗相當

豐富，曾在德國 UI 之神 Patrick Baudisch 的研

究室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並在日本應慶義大學擔任

助理教授。他研究實力備受肯定，多次發表在人機

互動領域尖頂的國際會議之上，可謂是台灣人機介

面研究領域中的明日之星！ 

 

身為台灣人機介面研究領域的新星，出人意料

地，詹力韋老師並非很早就立定志向投入學術研究

工作。他坦言，自己是唸了博士班才知道為什麼要

唸博士班。因為喜歡自己做的研究型態才投入大量

的時間，漸漸地抓到學術研究的感覺。經過這麼一

大圈的摸索，現在他身為老師角色，他反而希望學

生先了解什麼是研究後再投入攻讀博士行列，如此

才事半功倍。 

 

談到以研究為職志的契機，詹力韋老師肯定地

說，「在德國做博士後研究一年對我的人生正面衝

擊與影響很大。」詹老師的研究興趣是人機互動，

算是新興研究領域，當時在台灣幾乎沒有專門師

資，不容易學習到完整的研究方法論。因此，他多

是靠自學方式，但總覺得自己不太能夠掌握到完整

的系統。在博士畢業前一、二年，詹力韋老師參加

幾場國際研討會，把握難得機會將自己的研究成果

展示給人機互動領域大師 Patrick Baudisch 教授

看。詹老師視 Patrick Baudisch教授為偶像，因緣

際會之下，Patrick Baudisch 教授邀請詹老師到德

國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 

 

那一年，他見識到 Patrick Baudisch 教授做人

機互動的研究方法，引導學生討論過程，完完全全

翻新了他對人機互動的研究理解。更精確地說，詹

老師被他們做學問方式衝擊到。他生動地形容，德

國教授會不斷提問，到底什麼是研究，研究要往那

個方向走，對未來的影響是什麼，這些都是很高層

次的討論。詹力韋老師指出，過去在台灣學校學到

寫論文的方法，像是一種技術，但不是一個獨有的

東西。對於任受過訓博士訓練的人，一年寫出一、

兩篇的論文並不困難。但，德國經驗卻帶給他不同

想法，一種哲學式思辯，研究是需要仔細去做更深

層的思考的，在研究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價值觀、研

究想法。 

 

詹力韋老師強調，研究是一個質疑的過程，一

旦不夠了解研究本質，就可能會落入解數學題目迷

思。這題目還沒有人解過，先看到的人後把它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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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後，卻對整個脈絡不理解，不知道為什麼要解

這個問題。然而，脈絡瞭解是困難卻重要的，不知

道脈絡的話，你永遠只能去做眼前短期事情，但如

果眼光放長遠，脈絡理解就非常重要，道理如同讀

歷史才會知道未來人類會怎麼發展，這也是詹力韋

老師在德國才意識到的事。 

 

詹力韋老師的國際經驗不少，他曾在日本慶應

大學多媒體設計系擔任助理教授。慶應大學是日本

私立第一名的大學，多媒體設計系是一個新穎的系

所，他們致力於產學合作，重視研究成果之社會影

響力，不看重發表的論文數量。這與台灣研究型大

學文化不一樣，慶應大學多媒體設計系擅長在研究

上加入相對娛樂性的包裝，透過包裝讓人更容易吸

收，而包裝所花的時間往往與做研究比起來是不相

上下的。體驗過不同的學術型態，詹力韋老師認

為，研究與包裝是可以兼顧的，在做研究時也注意

到包裝細節。因此，詹力韋老師相當推崇德國

Patrick Baudisch 教授，他同時有研究和 designer 

mind，研究呈現都經過適當包裝。 

 

不論德國或日本的異國經驗都帶他人生不少影

響，詹力韋老師期待能將自己的跨國體驗在臺灣某

個地方嘗試，然後把它影響出去。詹力韋老師回台

於交大任教，為實踐自己的念理跨出一大步。他是

位非典型的資工系老師，人機互動涉及不少設計觀

念，但工程師普遍缺乏美感訓練。工程師與設計師

最大差別在於，設計師總想著做出來的東西是給別

人看的，所以做的時候就會考慮到呈現的樣子，但

工程師在做的時候只想著把功能完成，完成即是最

大目的，完全不考慮讓人第一眼就能看懂。因此，

詹力偉試著打破工程師與設計師的界線，他不時挑

戰學生的理工腦。他笑稱，自己常常 question 學

生，希望學生呈現作品時多些用心。 

 

那如何提升學生 designer mind？詹老師從要

求學生做簡報著手，改變學生的作法，使用新潮的

presentation designer style，投影片以圖像為

主，僅放重點式文字，讓聽眾容易理解畫面簡報重

點。如此慢慢地引導是有效果的，學生的 style 可

以改變過來。不過，他形容自己是位要求細節的老

師，當他們 style 改變過來之後，老師會挑剔更多

東西，像是照片拍攝的角度。有一次老師還教學生

拍照技巧，顯見求好心切才有進步。 

 

比起一般理工教授，詹力韋老師多了些哲學家

思維。他說，多數時候他不喜歡給學生一個明確的

題目。他只給學生方向，不會明確地說只能做什

麼，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從這邊抽出來去做另外一件

事情，因為研究做的不是證明它可以成功，而是在

證明它什麼時候會失敗。詹老師的論點相當有趣。

他說，「研究變得有趣的時間點，一定不是因為你

想到有趣的東西然後做出確實有趣的結果；真正有

趣之處是在你覺得有趣而往那個方向做，然後做出

跟預想完全不一樣的結果，那才是研究迷人的地

方。」詹力韋老師用說故事比擬，故事總是在出乎

意料時才有張力，同樣地研究也是從那個轉折點才

真正跑出來，所以重點是我們什麼時候到達失敗

點，如果永遠不走到失敗的位子，永遠就沒有轉向

機會。 

 

他自我分析說，曾經做過一些研究一如預期地

做完，但那樣平順的研究過程，回憶起來是無聊

的。他認為，令人回味無窮的研究經驗是，當你認

為做得到但是做不到，然後因為做不到，挫折經驗

帶你轉向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境界，很多事情的觸

發是來自於失敗的過程。對詹力韋老師來說，做研

究的過程是在找尋轉折點。不過這套哲學套用在學

生身上，詹力韋老師坦承學生心態是需要調適的。

當你在做的事情沒有很多正面的刺激時候，自然而

然熱情就會消磨，他很難跟學生說我們會碰到一些

轉折點，並預期轉折點會存在。但是，詹力韋老師

肯定地說，如果願意將整個過程走過一遍的學生，

這對他們非常有幫助的。因為，你會更加知道如何

面對全新的研究題目，作法會變大膽，當你了解每

一步都不確定這一步是要走到最後時，那你跨出步

伐自然會跨得比較大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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