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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三境說 

•讀書心法三招 

•研究心法三式 

•教師三件事 

•追尋學術卓越之路 

•結論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
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
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
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衆裏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
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王國維 “人間詞話” 

一、學問三境說 



•上課中務必求了解老師的授課內容，
勤四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二、讀書心法三招 
•上課前要預習 

•下課後要勤整理筆記與複習，完成作
業，然後行有餘力，則多讀課外書。 

                    •讀書旨趣-求精，求深，求博 



讀書心法三招妙用無窮 

•簡單的心法三招，有普世性，中外皆然。 

•心法三招在乎做到體悟，在乎知行合一。 

•做到者，讀書易如反掌，事半功倍，勝利組 

  做不到者，終身掙扎，無法擺脫，魯蛇組。 



•徹夜未眠苦思的新方法(含電腦模擬) 

                  

三、研究心法三式 

•上窮碧落下黃泉找有益人類生活的新問題 

•設計實驗設備，進行方法的驗証及探討其
實用性。 

                    
•研究旨趣-求新，求變，求突破 



研究心法三式得道環中 

•簡單三式，亦有普世性，適用中外。 

•在乎身體力行，在乎興趣與能力。 

•做到者，一生受用。 



四、教師三件事 

•教學—傳道，授業，解惑 

        正德，利用，厚生 

 •研究—新問題，新方法，虛實證。 

•服務—校內，校外，國際 

        熱忱，合作，當責 

     —理論，技術，應用。 



(一)提升專業領域的貢獻度與知名度-己立已達 

 

 提出新而有用的技術創意，精通最知名期刊
(IEEE)論文3C寫作，增高接受率。 

 多撰寫最知名期刊(IEEE)期刊論文，提升排
名，提高影響力(IF)，增強被引用率(CR)。 

 常參加最知名(IEEE) 旗艦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多與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討論或合作。 

 擔任著名教授或實驗室的訪問學者，共同發
展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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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尋學術卓越之路 



(二)利用參加重要國際研討會機會積極被推薦
擔任邀請講員(Invited Speaker) - 領域被認同 

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目的，係使參加研討會
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了解您的研究成果，因此
建議國內教授利用參加重要研討會之機會認
識資深前輩，使他們了解及肯定您研究成果，
並積極被推薦為研討會邀請講員。邀請講員
(Invited Speaker)為研討會議程(Program)重
要一環，擔任邀請講員表示您研究領域被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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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尋學術卓越之路 



(三)積極主辦最重要學會(IEEE)學術研討會 - 

領域影響力之一 

積極於國內主辦最重要學會(IEEE)學術研討會， 

並利用機會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及該學會(IEEE 

/Society)主席到內國演講、交流、深談。國內
主辦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之效益為提昇國內研究
水準及研究領域影響力，同時利用機會請國際
知名學者及Society主席替您推薦國際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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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尋學術卓越之路 



五、追尋學術卓越之路 

(四)積極被推薦擔任國際重要知名學術期刊之
副主編 (Associated Editor) - 領域影響力之二 

 

利用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國內主辦研討會
機會，認識與交流國際重要知名學術期刊總
編輯(Editor)， 並利用機會請(或請國際友人)

重要學術期刊總編輯推薦您擔任期刊之副主
編。擔任國際知名重要學術期刊之副主編，
相當具有研究領域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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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尋學術卓越之路 

(五)積極被推薦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及研討
會工作主席之委員- 領域影響力之三 

利用參加研討會之機會認識國際知名學者，
並積極被推薦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及研討
會工作主席委員。使自己有利於進入國際學
術組織核心，並可決定主辦研討會國家與地
點。因此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及研討會理
監事委員，具有研究領域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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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尋學術卓越之路 

(六)積極參於最重要學會(IEEE)會員活動服務 - 

Society服務具體表現 

積極參於最重要學會(IEEE)台北分會、會員活
動服務，擔任支會主席， 指導學生推動成立學
生分會(Student Chapter)，並擔任學生分會
Advisor 。 這推動學生會員活動之Society服務
具體表現 ，對會士或獎項申請相當有加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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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追尋學術卓越之路 

(七)諮詢歷年科技部工程司或國內相關學會榮
獲學會會士前輩 

藉由國內歷年國內各學會與科技部工程司學
門榮獲最重要學會(IEEE) 或國際學會會士經
驗與人脈之諮詢，減少摸索申請時間，可能
較有機會早日進入國內外最重要學會或其他
國際知名學術會士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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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願景 

1. 學問三境，從想望盡天崖路的渴望，經衣帶漸
寬終不悔的執著，到燈火燈火闌珊處的發現。 
 

2. 身體力行讀書心法三招，增大學習效率，讓正
面循還，享受讀書成就與樂趣。 
 

3. 黯熟研究心法三式，讓研究紮實，讓創意無窮
，對學術、產業與人類生活產生傑出貢獻。 
 

4. 教師的開門三件事-教學，研究與服務，各有
重點，做到極致，可謂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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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願景 
5. 追尋學術卓越之路，除研究成果具備領域影響力及領
域被認同條件外，藉由國內外知名或資深教授經驗與人
脈傳承策略(眉角)，減少申請摸索，使早日進入國內與
國際知名學會之會士或院士學術殿堂。 

 

6. 躋身為國際知名學會之會士或院士後，學術成就或貢
獻已受肯定，應持續發揮更多邊際效益與影響力，如爭
取更高的學術榮譽，持續深化學術研究，成就造福全人
類的科技，且可進而競選擔任各學會要職以及總會要職
，發揮關鍵的決策影響力。 

 

7. 惟學術研究係長期志業，需固定運動習慣，以保持健
康身體，常保喜樂的心靈，並關心與照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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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 your future— 



未來世界的30大產業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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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歡迎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