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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追求卓越  邁向淡江第四波

社論專載

一年一度的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已在日前完成。會中創辦人張建邦博士依往例提出

了諸多宏觀的議題，也得到與會主管和教師的熱烈討論。觀諸本次會議的研討，組織

重整和彈性聘任制引起最大的迴響和討論。事實上，上述議題也攸關著淡江大學未來

的成長。針對此一討論，我們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大學改革的關鍵在於教師。因為在大學法的規範和校園民主化的聲浪下，凡是

改革的重要方案，都必須經過諸多以教師為主體的會議，若是教師思考保守，以自我

利益為依歸，改革就會頻遇頓挫。不管是活化系所、組織重整、課程革新或是聘任制

度的調整，對教師而言都是空前的大變革，勢必引起部分教師的疑慮和不安，也可能

會是改革的絆腳石。因此，革新的重點不應只放在系所主管，而是要和大部分教師溝

通，才比較可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既然教師是大學的主體，對教師權利義務的規範和需求，就應該盡力貫徹，甚

至在教師流動率大增的時候，人事單位應積極思考如何加強教師的向心力，和對淡江

大學的認同感。這幾年為了提升教授級師資比例，和邀請大師級師資到校服務以增加

實力，的確也增聘了不少國立學術單位退休的學者，為淡江帶來不少聲譽。然而，在

肯定之餘，我們似乎也要思考教師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性。我們希望大師級學者能將淡

江當成另一個家，能擴大其影響力，引進更多資源，並帶領年輕學者進行有意義的研

究，以形成強而有力的團隊，而不是只來教書授課，研究活動仍以前任單位為主。如

此徒具形式不僅失去淡江聘任的美意，還有可能壓縮年輕學者的空間，以致紛紛求去

，形成淡江研究人口的老化和缺乏中堅執行力。我們絕對尊重大師，但是淡江大學永

續的成長，才是我們共同的目標。適當的貢獻所長應是每個淡江人的義務。 

 

第三、課程、系所活化的根本在於教師專長的多樣化。因此，教師的再教育應該是刻

不容緩的議題。部分教師因為只教某些課程，多年如一日，當然不贊成課程改革。就

未來的觀點而言，未來本來就有無限的可能性，沒有永遠不變的學術重心，也沒有永

遠是最重要的教學科目，所以，大學教師必須不斷接受新知，並調整自己的步伐，才

能勝任大學教師的任務。要知道：大學教師接受再教育並非否定其專業，而是為了提

升潛能，開創新的學術命題。 



 

每年的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都能適切的提出攸關淡江大學發展的契機和議題，但我

們更在乎的是，後續的貫徹與執行力。因此，衷心的期盼執行單位能確實研究有效而

可行的策略，以追求卓越，邁向淡江第四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