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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不但是社會的縮影，也是世代交替最常見的地方。當一群擅用文字抽象

思考的 X世代（戰後嬰兒潮之後出生者），遇到常年活躍在鍵盤上與社交媒

體裡的 Z世代（一九九○年代後期出生的人），兩代間互動，形成大學校園

中看似衝突卻又有趣的畫面。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當前的大學生多屬於 Z世代。這個世代

的年輕人由於多數出生於網絡盛行的年代，成長於 3C產品的大環境，又被

稱“網絡原住民”。Z世代多期望自己所就讀的大學擁有新科技的概念與設

備，提供較高的技術支援，讓他們悠遊於日新月異的科技裡。他們喜歡務實

的生活體驗，要求學校提供科技與生涯有關的實習機會對 Z世代來說，各種

社教媒體如谷歌、推特、Line與微信等，已經是生活必需品。由於隨時隨地

可以透過網際網絡與外界，甚至全世界聯繫，他們期望校園提供隨時與各種

資訊的連結。尤其，Z世代在學習過程中，希望能參與、決定自己要學什麼

東西，與如何呈現學習成果等類似客製化的個人要求，這些都逐漸在影響大

學教學現場的轉變。 

 

    為此，今日的大學教學，首先必須盡量滿足學生慣於社交平台上的即時

互動模式，教師必須對他們繳交的作業，盡快提供回饋意見與成績。X世代

的大學教師也必須學會如何利用科技，來提供快速資訊，引導大學生學習。

在教學上，採取以下改變： 

    一、使用教育軟體，發展互動式發表與教育遊戲。 

    二、開啟一個對話平台，Z世代不歡迎長篇大論的講述或長篇文章，他

們喜歡用多角度與重點式的資訊，透過各種不同教學方法的輪流使用。 

    三、避免冗長的文字敘述或演說，善用具有視覺效果的輔具，透過各種

圖形、表格、照片與影片等多元媒體工具，來展示教學內容。 

    四、將過去常見的辦公室時間，改為線上會談，讓學生可以即時聯繫到

教師，獲得回饋。 

    五、提供合理解說課程的機會。教師保留調整的彈性，直接與學生溝

通，爭取課程的認同與支持。 

 

    另一方面，Z世代學生背景更加多元，教師更需要提高文化敏感度，留

意用字遣詞，避免觸及宗教、信仰、性別、族群與政治等敏感議題及冒犯言

詞。 



    此外，由於長期暴露在網絡世界的資訊爆炸時代，Z世代大學生更容易

出現憂鬱、沮喪及焦慮等傾向，他們容易因為情緒化而發生退縮與缺課等情

形。根據研究，從二○○七到二○一七年，在美國青少年中，患有抑鬱症的

比例增加了近六成。其原因包括：學業壓力、過度的完美主義與缺乏足夠的

睡眠等，導致 Z世代的精神健康問題。尤其，社交媒體已嚴重影響年輕世代

的生活與學習品質，且引起心理健康等問題。 

 

    為此，大學教師必須面對學生心理健康方面的諮商問題。如：對學生採

取一對一的輔導方式，避免上對下的權威關係。其次，盡量用正面積極的闡

述方式，如：上課中可透過公開的口語讚賞形式，來肯定學生學習表現。同

時，定期檢視個人的教學風格是否恰當？隨時追蹤學生的表現，並且視情況

而調整教學的步調。過程中，千萬不要吝於給予學生正向的回饋與讚賞，甚

至有時可以採取物質上的鼓勵，如：提供巧克力與其他食物，甚至餐廳禮券

等作為獎賞。過程中，也可由全班同學投票決定，提高大家的參與感。 

    此外，最好能隨時注意上課情況，進行必要性的調整，如作業份量、繳

交日期等。過程中，也可以鼓勵學生提出有創意的學習計劃，透過同儕間的

相互合作，來達成課程目標。 

 

    最後，透過具體作業案例，發揮典範作用，提供學生具體、明確的參考

與模仿對象。如遇到比較棘手的學生心理問題，則需要徵詢校內學生心理衛

生專業輔導人員意見。甚至選修一些相關的諮商輔導課程，充實教師個人的

輔導相關知識與能力，並擴大專業支援系統。 

    總之，作為一位面對 Z世代的 X世代大學教師，必須經常面對世代改變

的挑戰。藉由不斷反思與進修，提升個人的專業素養，期望“為今日的學

生，預備明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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