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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策略   點燃創新火苗　強化社區合作

專題報導

�化學系教授薛文發 

 

「三環教育的相輔相成與五育並重理想的實踐」是校務發展很重要的主軸，也是完成

第四波，邁向第五波的重要指標。對於實行方式，我有數個感想和建議。首先，文章

首句說，大學教育有教學、研究、服務三大功能，而未提及輔導。實際上，教育部於

94年底公布新修正施行的《大學法》中，明訂輔導的重要性，故不論是導師還是一般

老師都應以適當方式輔導學生。 

 

其次，三環教育課程中，也應強調創造力和創意的培養。91年初教育部公佈「創造力

教育白皮書」，宣示打造創造力國度的願景，說明創新可視為一系列知識生產、知識

利用及知識擴散的歷程，而創造力就是創新的火苗。自此之後，許多大學已舉辦多場

創新與創造力的研討會、製作以創新為主題的網站、舉辦創意競賽等。淡江也在文學

院下成立了創意中心，將創新融入課程中，希望創造力在全校推動。期望學校能舉辦

跨學院的創意競賽，以獎金鼓勵參賽同學，點燃學生心中創新的火苗。 

 

第三，最近國外研究報告指出，學生修越多通識課程，以後的成就越大，顯示本校重

視核心課程的路是走對的。我現在教授文學院和商學院的「三大革命與二十一世紀」

，學生多還存有在高中分一類組、二類組的觀念，認為文科學生無須學習理工方面的

知識。其實，通識課程對學生的發展至關重要，教育部早從1988年就鼓勵大一不分系

，大一專修通識課程，目前有30多個大學學院執行，表示除了專業知識外，大學生的

常識也不能忽略。 

第四，淡江推動國際化已卓有成效，去年起外籍生也增加許多，但對外籍生的輔導、

協助刻不容緩，應有專責單位負責。現在因為沒有專責單位，學生語言、生活上的困

擾也造成各系教學的困難。另外，對於蘭陽校園的同學，我們應多付出關心。 

 

第五，行政院和教育部公布，12年國民教育將於2009年全面實施。我們應重視12年國

教和大學教育的接軌。為了照顧偏鄉地區高中生升學、縮短城鄉差距，獲得5年500億

計畫經費的十二所國立大學推出「繁星計畫」，共提出766個名額，供偏鄉高中各推

薦一至三名學生。淡江大學也可以推動類似繁星計畫的入學方案，吸引淡水社區優秀



的學生就讀，強化與社區互動。蘭陽校園也可秉持社區服務的精神，與社區大學合作

，對招生應有幫助。 

 

第六，獲得5年500億獎勵經費的大學，部分由於人力不足，開始向其他大學挖角。我

們要注意本校教授級老師是否也有跳槽換跑道的問題。另一方面，本校重視教師升等

，提出8年條款的要求，然而是否應有配套措施幫助老師即早升等？私立大學經費不

如國立大學，如何在資源較短缺的情況下，盡量滿足老師研究需求，安心在本校發展

，是值得思索的課題。 

 

創辦人張建邦對淡江大學的發展實有遠見，從推動資訊化，到開啟國際化之先河，都

走在全台先鋒，現在第四波走穩了，未來也要有新思維。開放社區高中生就讀與養成

創造力或許是可採取的方向。（葉心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