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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學院與產官界合作頻繁

專題報導

【記者陳凱勛專訪】「技術學院學生的讀書風氣，和淡水校園的學生可能比較不同。

」技術學院院長蔡信夫表示，由於學生都是專科畢業，在專業科目已經有相當程度的

學習，而技術學院的教育重點在告訴學生理論基礎在哪裡，又如何與硬體結合。學生

上課不僅需要書本上的理論，常常更要在實務運作中找答案。 

 

實務的方面很特別，雖然技術學院只有一棟大樓，但蔡信夫說由於地處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中心的台北，和產官學界的合作十分方便，像是證券課程到證券公司、金融

課程到銀行、行銷課程到貿易公司、建築設計到建築事務所上課，政府或民間的資源

都可以利用，有了實際的社會經驗以後，學生能力因此能和社會需要作緊密的結合

，學習上也比較有興趣。 

 

在提昇讀書風氣上，蔡信夫說除了鼓勵成立讀書會外，也搭配配合圖書館豐富之藏書

及舉辦優良書展等活動。針對讀書風氣較盛的社團小組將給予獎勵，並請授課教師適

時考試及指定參考閱讀書籍。他也努力成立更多獎學金嘉獎用功的學生，並且在每學

期「院長有約」的時間公開獎勵。其實技術學院的學生在他看來都很優秀，因為像是

應日系在聯考排名第一，財務系排名第七，學生的成績在考進來時大多在全國的前百

分之十，常常自發性的發起讀書會，也因此被退學的學生很少。 

 

讀書風氣與系所的課程、師資或是設備有相當大的關聯性。蔡信夫認為將更注重課程

規劃的完善、聘請優良師資及購買精良的設備，這些可以提升同學修習的興趣，激勵

出同學的讀書風氣。他另外強調證照的考取很重要，考到的學生往往較具優勢。 

 

蔡信夫表示，各系原本就有許多方式來提昇讀書風氣，如建技系評圖與技術論文的發

表，學生課程的成果展示提高了學習的效果，兩間二十四小時開放的電腦教室也有助

於研究。應日系則是每班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曾到日本留學半年或一年，到國外的學

校作交流，與不同國籍的學生學習，回國之後有刺激學弟妹與老師的作用。而平常所

辦的講座除了學校核准的部分，各系更常常自行籌經費來辦。這些講座，學生從接待

到內容的整理與討論一手包辦，跟外部的互動十分良好，讓學生走出象牙塔之外。 

 



改革方面，蔡信夫認為在利用產官學界的資源上應該逐漸制度化，目前產官學界的資

源多由系主任或老師透過關係接洽，但是在換了主任或老師以後可能無法持續，像是

建技系體驗教學的課程，原本是到法國與義大利去，在今年換老師以後，變成到大陸

教學，因此與產官學界的合作應該有轉變，成為持續長久的關係。他也感嘆政府機構

，對於民間產官界給予學校下一代的教育幫助，幾乎沒有優惠和獎勵，還沒有在這方

面在意與關心，這是他覺得較為可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