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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會議經過 

整個會議總共五天，主會議三天、教師論壇兩天。這次主要參與主會議三天的

部分，⼤會 共安排了五場的主旨演講、針對教師舉辦會前兩天的⼯作坊，與會者

可以⾃由挑選有興趣的議題參與。這三天中也有各種不同主題的分組發表，了解不

同領域的學者們，是如何對研究議題的思考，以及他們的關注、在意點是⾧什麼樣

⼦，⾯對同樣的研究場域他們⼜是如何切⼊，都是最直接的學習，⾮常寶貴的經驗。 

本研究者的論⽂報告被安排於主會議的第⼀天下午進⾏，在報告後與會者也針

對研究結果、理論應⽤，提出⼀些問題與建議，經由研討會，有機會向⼤家報告，

是⼀個絕佳的學習機會，使我省思該研究的層次可以如何更上⼀層樓，以及後續研

究的⽅向可以往哪裡去。在此次會議裡， 有不少與⾃⼰相關的研究議題，議程安

排得緊湊，但還是聽了不少場的相關研究，藉此反思⾃⼰的研究，在未來執⾏上，

還有什麼發展與改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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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持⼈-北京⼤學 尚俊杰教授的合影 



 
 

⼆、發表⼼得 

2017 年的 GCCCE 是我第⼀次參加！這⼀場是開幕後的第⼀場 oral，同時有「七

間」會議室都在報告！我們這間吸引 8-9 成的聽眾，幾乎座滿！第⼀次代表學習所

出國參加研討會，就以⾧篇報告登場。『⾧篇報告：報告 15 分鐘、5 分鐘 QA』。 

今天整體覺得⾃⼰表現還不錯，邊講的過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聽眾們有沒有聽

懂我在說什 麼？研究到底在做什麼？看著台下對於 TC、LC 的反應，意外地有許

多⼈頻頻點頭表⽰認同，在 

⼀些舉例上，也有⼀些笑聲與回應，⼼裡的緊張也⽐較安定了。15 分鐘「咻」⼀下

就過去了，也是在時間內完成，5 分鐘的 QA，當主持⼈說「有沒有⼈要進⾏提問？

這個研究挺有意思的∼」⽴刻有幾位⽼師、學⽣舉⼿要提問。 

 



第⼀個：提問者先很開⼼的說，我們研究團隊發現了學⽣的 LC 的學習現象，再
者，他關⼼ 

的是—會不會這些學⽣只顧著發展 LC，⽽原本的 TC、學習就不做了呢？ 

我的回答：TC、LC 都是進⾏著，不會荒廢 TC。該做的學習都還是有完成，只

是完成這些之餘，學⽣們才會進⼀步發展他們的 LC（提問者：得到滿意的微笑）。 

 

第⼆個：你們研究團隊說有 TC 跟 LC 嘛，那我們都知道在設計的過程中，總是

會埋⼀些 

「伏筆」(在這邊講的是那些 bug、漏洞)，會故意這樣做，那學⽣發現這些 bug 其

實也是符合設計者的期待啊？怎麼算是 LC？ 

我的回答：也許設計者就是這樣故意放了⼀些漏洞，等著學⽣發現，但我們今

天站在⼩學⽣的⽴場來看，10 歲的他們，如果沒有湧現更⾼的資訊能⼒，⼜怎麼會

發現這些 bug 跟漏洞呢？⼜如何創造出屬於他們的 game 呢？(微笑)因此我們⽤ LC 

的⾓度去把這⼀層的學習能⼒提出來，作為⼀個證據(提問者：滿意的點點頭)。 

 

還有兩三位沒有問到，但會後簡單討論，主要是說，他們對於 TC、LC 這兩組

概念很感興趣，也覺得很新鮮，⽤這樣的理論⾓度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覺得很不

錯，也建議未來是不是能夠更進⼀步朝向，將學⽣這些 LC 的⾏為，回扣到 TC(有

點籠統)，假設觀察兩個⽉的時間，看看 

有沒有因為學⽣湧現 LC 的⾏為，⽽讓學⽣做原本的學習(TC)的時候表現更好，例如：

LC-猜輸， 

TC-讓他們讀的書更多、⽂章寫得更好等等之類的。想要回扣到學習成效跟 LC 之間

的關係∼ 

 
三、與會⼼得 

過去在⼤學也曾赴韓參加國際研討會，對於⼤學⽣是⼀個很棒的學習經驗，參

與會議總是 可以和各國與會者共同討論學術，在會場裡，無時無刻都能有⼈和你⼀

起聊「學術」，⽽不是閒聊。上了碩班，國內的研討會也參加了兩次，其中⼀次是

科技部計畫的期中報告，在那裡有更烈的感受，因為每⼀個學⾨個別舉辦會議，因



此與會的⽼師、學⽣，很容易就遇⾒這個領域中有名望的教授，許多久仰⼤名的⼈

都會出席。 

很興奮上了研究所後，還是有機會參加國際研討會，代表⾃⼰的 lab 出國報告

與會。很謝謝指導教授的提拔、科技部的補助能減輕在⾦錢上的負擔，對碩⼠⽣⽽

⾔，每⼀場會議都是增進能⼒、打開眼界最好的⽅法與機會，也期許⾃⼰未來能在

學術這條路上持續的貢獻與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