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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時代需求的跨領域教學

社論專載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電腦革命與通訊革命，衝擊了工業革命以來的生活方式，基因革命

、奈米革命以及智慧型機器人革命正開啟本世紀的新頁。任何關鍵性變革，都帶來人

類社會前所未有的大躍進以及全面性大震撼。電腦與通訊改變了人們互動的模式，實

現地球村的夢想；基因、奈米、與智慧型機器人等三大科技革命創造即將來臨的超長

壽化社會。這些革命帶給人類生活品質的提升，卻也徹底顛覆傳統的價值觀與思考方

式。下一個社會是如何？成為關心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核心議題。 

 

關心未來的學者大都認為，未來的社會變遷會更快速且更複雜化，因此面對紛至沓來

的衝擊，需要更全面性的認識與整體性的設計。任何一個社會面向的變遷必然會牽動

整體社會的變動，例如長壽化社會不僅是科技成就的結果，也必將牽動人生觀、倫理

、家庭、社會福利、經濟活動、環境等等相對應的問題。於是，跨領域的「科際整合

」研究，甚至整合型的對應措施與行動，必將成為不可或缺的認知與議題。 

 

植基於此，實施了二、三百年的「分科分系」教育必將面對重新的審視與檢討。分科

分系教育的結果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卻也產出高昂而負面的副產品，形成了渴望

與恐懼的弔詭。這些困惑都源自於對問題進行片面解決的結果。強調深植縱深的創造

，卻忽略橫寬的關注。這種對於問題缺乏整體性思考與解決的誤謬，造成當前人類社

會絕續的困境。因此，「橫向貫通與縱向強化」的整合性學習，成為當前教育上嚴肅

且迫切的課題。 

 

本校向來堅持「未來導向」的教育，面對此等時代衝擊，早已體現到在教育上必須開

拓學生既深且廣的全球視野，做到橫向貫通與縱向強化的整合性目標。除了通過專業

訓練達成縱向強化的學習之外，輔系、雙主修、以及通識與核心課程的設計與開發更

達成橫向貫通的功能。「三大科技革命與時空宇宙」的全校必修課程，正是張創辦人

建邦博士前瞻導向教育理念的展現，藉此提升全校學生對於新科技與人類永續的整合

性認知，發揮橫向貫通的功能。此外，以創新理念建立的蘭陽校園，其科系的設置也

符合當今跨領域的需求，如「資訊通訊科技管理學系」整合科技和管理，以及「全球

化政治與經濟學系」整合社會學和商學。 

 



此等跨領域的知識教育，在學分學程與學位學程的表現上更蓬勃。95學年度資管系開

設了「資通安全管理學程」。96學年將有會計系的「會計財金學分學程」與「會計資

訊學分學程」；整合資訊、電機系師資的工學院「嵌入式系統學分學程」；以及由經

濟系開設，囊括商學院各系和管理學院公行系師資的商學院「財經法律學分學程」。

97學年更有企管系開設的「企業經營碩士學位學程」，以及經濟系開設的「應用經濟

與財務碩士學位學程」，其中經濟系的學位學程整合商學院和理學院的課程，為全台

創舉。 

 

教育源於未來的意象，教育也必將產生未來的意象，教學的意義在於讓學生了解其在

未來所要扮演的中心角色及培養必備的技能。本校的跨領域教學的發展，正是掌握未

來脈動，培養前瞻視野與能力，開創時代需求的深刻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