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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基礎需求 持續校園建設

淡江時報論壇

沈慧虹（交管系校友） 

離開淡江的校園，已經27年了。 

淡江大學4年，所帶給我的影響，卻一直永恆如新。因為這是一所與時俱進，永遠預

先走在時代前端的教育園地。與大環境共容的校園，不只發揮在對趨勢的敏感與預測

，還在自然裡共容共存。淡水校園，背山面河，走出教室，整個歷史小鎮就是我們的

教室。當時的課程，對應經濟變遷，科技的發展，淡江都預先做好人才培育的安排。

我記得我碰觸的第一台電腦就是在淡江，當時學校把計算機與文書處理都列為必修

，進入職場，對電腦都不陌生，也很快就在科技浪潮裡，縮短適應時間。 

一所持續前進的學校，就能培養具有敏銳神經能夠源源精進的學生。現在，學校開展

第五波元年，不只在硬體建設的不斷精進，對於未來 

全球局勢也有了更精確的認知。體現到教育的內涵上，當然能夠培育出更多在趨勢快

速改變裡，毅然前進的拔尖人才。 

許睿元（企管系兼任助理教授） 

本校歷經過去奠基、定位、提升、轉變四個波段的發展，已是具有相當規模以及優良

傳統的學府。欣逢即將進入第五波段的新里程碑，吾人無不希冀學校能在原有的穩固

基礎上，繼續大步向前邁進。對於淡江的未來，個人提出以下兩點淺見：一、應避免

過大班級教學，以利教學品質：部分課程，存有開課人數過多的問題，面對選課學生

破百的班級，老師也只能用講演方式進行課程，很難與每位學生互動，更遑論時下倡

導的翻轉教學，建議校方考量調降修課人數上限。二、宜加強同學品格教育，維護學

校形象：校方積極廣伸觸角、辦活動、做交流、改善設備的同時，學生的品德教育仍

不容忽視，倘在校時垃圾亂扔、聚集走廊吵雜、不懂尊重師長，將來出了社會若依循

相同模式，必將砸了學校的招牌。凡此，有賴全校師生繼續一同努力，攜手共創淡江

更好的明天。 

黃聖志（資傳四） 

淡江在經歷了奠基、定位、提升、轉變，我認為在第五波發展，應以「全面」作為方

向，思考在此高科技的時代，如何保有本校的各方面質與量。站在學生的立場，希望

能提升教學品質，必須要從所有學生都能選到預期中的課程開始；校內的運動場地有

限，如何完善的規劃與協調，讓大家都能盡情活動更是刻不容緩。學生需要的是在學

期間可能獲得更多知識與身心的提升，所以上面兩件事情非常重要。 



目前校內本身的處所單位服務已經明顯完善許 

多，應投入更多的資源在師生權益上，若能夠持續延攬更多學者、專家來新建的會議

中心演講，相信應該能充實校各學院的學生，共同 

提升內涵、視野廣度，獲益良多。 

周立翔（電機博二） 

成為淡江學子以來，經歷七年多的學生生涯，從大學、碩士到博士，淡江的進步與成

長盡收眼底，學校的用心不在話下，身為這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一直以淡江為榮，感

恩學校不斷栽培，才能有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的輝煌成果，「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的落成不僅僅是一里程碑，更是淡江化蛹成蝶的全新階段。 

邁入第五波的當下，感恩各系所及傑出校友們的付出，更期許淡江持續重視未來電機

產業需求，培養更多即戰力。繼機器人碩士班及博士學分學程開立後，亦可向下扎根

，規劃相關基礎教育，讓學生的學習與研究更臻完備，未來成為業界不可或缺的人才

，創造淡江師生及學校雙贏的局面。 

陳佩琳（運管三） 

我認為學校社團的活動場地不多，能大家聚在一起開會的地方也很有限，希望守謙會

議中心在舉辦會議之餘，也能開放中小型的會議廳及同舟廣場供社團活動使用，如此

不僅能發揮其最大效益，也更能蓬勃並提升學生課外活動的品質，我覺得這是蠻不錯

的選擇。 

課程方面，希望學校可以更妥善運用守謙安排演講及講座，讓演講者更有受到尊重的

感覺，願意常到學校分享相關的經驗，讓學生在更好的環境下仔細聆聽並吸收，提升

更多專業能力 ，同時更有自信，對未來更有想法與目標，讓自己在畢業後更容易與

社會接軌。 

陳寧人（日文碩三） 

針對第五波的起步，筆者認為是在於內部落實的重要性。好比「經營理念：使命」中

所提出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心靈卓越的人才。而在培育之餘，培養的環境也至為重

要。好比光鮮亮麗的大樓，內部若是斑駁老舊，除了帶給外人負面的觀感，內部也會

受到影響。 

舉例來說，校園內一些教室，老舊的連體桌椅，那甚小的桌面是否方便學習？是否符

合上課效益？又或是圖書館旁通往郵局的樓梯，大小不一，無形中也可能成為潛藏的

危險角落。因此，若注重學校歷史傳承的延續和發展願景下，內部的呈現也是很重要

，稍加修繕它們，便會化阻力為助力。且若能凝聚內部共識、內化價值觀，進而深化

學校的內部價值，也許會成為學校永續經營的助力之一。 

劉靜頻（圖書館約聘人員） 



淡江自創立至今，歷經奠基、定位、提升與轉變等四個階段。隨著守謙的落成，邁向

第五波的淡江，應持續深化淡江人與學校的連結。 

守謙的落成，是淡江人龐大力量的集結，現在的學生，是我們未來的校友，如何能讓

「有感」帶著走？或許應該讓有感內化，而不僅是物質有感。例如，除培養專業能力

外，作為教育單位，我們應該更正視當前台灣教育體制下缺乏的思辨能力。正視現行

教育中所欠缺的，實際傾聽學生需求，才能真正讓有感內化，深化學校與學生間的連

結。 

而就組織內部而言，有非常多的潛在淡江人─「職員」，提供更完善與合理之升遷管

道、建立鼓勵自我進修的獎勵機制，才能使得組織內階級得以流動，讓潛在淡江人亦

能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