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教師專訪

李奇育老師在交大取得資訊學士和碩士學位

的十年後，又再以交大資工系助理教授身分回到

母校任教，這使他感到格外地親切並富有使命感。

李老師的研究成果不只在學術界獲得認同，且對

產業界有實質的貢獻，曾協助美國電信商解決資

安問題。雖從美國名校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

校（UCLA）畢業，但李老師如同多數人一樣，也

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徬徨，經歷過去每一步的決

定、堅持和努力不懈，邁向現在作育英才之路，

期待他將帶領學弟妹們創造自己的未來。

大學申請上交大資科的李老師，在進大學前，

幾乎沒有接觸過程式設計，一開始也曾徬徨自己已

在專業科目上落後於同儕。然而，並非一定要先

具有程式設計能力才能讀好資訊科系，李老師不

但在校成績優異，且畢業之後順利地申請上 UCLA

的電腦科學系博士班。李老師回顧學習歷程，他

表示，交大備有完整專業師資與教學資源，只要

主動積極學習，仍能跟得上課業進度。甚至，為

了增加競爭力，在大二時選擇雙主修管理科學系，

雖然修課學分加重，卻能培養第二專長，頗符合

現在跨域學習的精神。

李老師偷偷透露，自己在大學時期的英文程度

不佳，一口菜英文曾經讓他對出國唸書感到怯步。

直到讀完交大碩班，在當兵期間，才開始思考是否

該挑戰出國攻讀博士學位，體驗在國外念書和工作

的生活，且為自己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最重要

的還是下定決心」他堅定地說道。當服完兵役後，

李老師決定給自己足足一年的時間準備申請國外博

士班，那一年蟄伏期間，李老師回交大擔任研究助

理，利用空暇積極準備英文考試，破釜沉舟的決心

讓他如願申請上 UCLA 電腦科學系博士班。

在美國深造的經驗讓李老師見識到激烈的全

球化競爭，研究工作的腳步一定要又快又好。他

指出，他的美國指導教授要求很高，基本上星期

一到六隨時 on-call，星期六也要開會，以爭取計

畫時間。在學期間，李老師學習到了如何有效地

專案管理，並了解分階段設定目標及時間控管的

重要性。在累積幾次學術研究發表後，他發覺自

己喜歡研究新的技術，享受研究的過程，並對於

能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感到興奮，奠定他投身研

究工作的熱情和信心。

李老師曾在 UCLA 擔任多次計算機網路的教

學助理 (TA)，與台灣的 TA 制度不同，在 UCLA，

每個星期 TA 必須要上二個小時的討論課程，上課

方式主要是複習和補充當週的授課內容，並且回

答學生的問題。他笑說，美國學生非常會發問，

必須充分準備，以免上課時被問倒。經過這些經

驗累積，李老師對於教學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自己常換位思考，以學生的角度思考課

程內容和上課方式。他鼓勵學生有目的的學習，

所以盡可能地將課程與實務連結。

但他發現台灣學生上課期間不太敢舉手發問，

因此，他鼓勵學生即便是英文授課，也能用中文

表達。只要有任何不懂之處，都要及時提問。同

時，他也會適時的向學生提出一些問題，但不會

抽問要求他們回答，主要是為了有個停頓時間，

刺激學生思考，並讓他們審視是否完全理解課堂

所學。除此之外，他在課堂上常會觀察學生的表

情，來調整教學的速度，「有時候你看學生的表

情，有些面露難色，你就知道是不是需要再多講

解一遍」他說道。

在教學的這段時間，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報

告 (Presentation) 能力與國外學生相比稍嫌不足，

他認為這會成為未來職場發展及出國深造的一大

阻力。因此，他常勉勵學生在學期間應把握任何

Presentation 的機會，勇於挑戰和嘗試，不僅是計

畫或論文簡報，包括進度報告、成果包裝、文字和

圖示的呈現等，可以從不斷地嘗試和練習中進步。

另外，現在是個講求團隊合作的時代，單打獨鬥很

難成功，他鼓勵大家多學習溝通與合作能力。

最後，李奇育老師分享自己的座右銘「勇於

挑戰，不怕失敗」。他建議大家勇於挑戰自己，

訂定目標後，全力以赴，否則永遠不會知道自己

到底能走多遠。即便最終沒有達標，也可累積經

驗，從失敗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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