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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院迎頭趕上標竿】系列報導之三

專題報導

【記者洪慈勵報導】本校工學院成立已經有三十六年之久，一百四十位專任教師中

，具博士學位者有一百二十七位，佔全院百分之九十一，師資陣容完備堅強，擁有六

千多名的學生人數，更居學校之冠。 

 

外界多半以為工學院一定選擇台大、清大及交大作為標竿，但工學院院長祝錫智認為

，這些國立大學工學院與本校工學院結構資源相差甚大，以交通大學為例，本校工學

院學生數幾乎等於交大全校總學生數，這樣比較並不客觀。 

 

祝院長選擇北卡羅來拉州立大學工學院作為國際標竿，主要是該大學工學院之結構與

我們相似，院長祝錫智指著圖表分析說：「兩校的師生比例是較為接近，唯一差距較

大的是北卡羅來拉州立大學可以從州政府獲得大額經費補助，本院在資源上就沒有對

方來得優勢。」 

 

祝院長認為，要提升本校工學院名聲，獎勵教師研究是很重要的，雖然工學院教師在

EI、SCI索引期刊上發表論文篇數都領先其他私校，但每位教師仍得花大量時間在教

學工作，工學院一個教師平均得負擔四十幾位學生，龐大教學負擔下，不自覺地稀釋

了教學品質，壓縮教師從事研究時間，再加上教師如果兼任行政工作，能夠挪出研究

時間也就難上加難。 

 

此外，提升學生素質亦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工學院的專業選修課多為大班上課，教學

品質容易低落；即使必修課是分班上課，但是由於學生學習的態度不佳，愛蹺課、不

專心、不主動學習等原因，使其成績落後，導致被當。上學期成績統計資料顯示，工

學院各系中，必修課「微積分」不及格比例最高達百分之七十四，最低達百分之二十

五，在學生大量不及格重修情況下，使得原本是小班制的必修課，加入重修生之後

，自然又變成大班上課。 

 

祝院長深感提升學生素質是當務之急，說道：「大學部學生能夠被社會認同，社會各

界人士才會對淡江工學院畢業生認同。」 

 



工學院人才往往在大學部學生畢業後開始大量流失，主要原因是多數優秀學生考上國

立大學研究所後，鮮少會考慮留在淡江，學費便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教師從事研

究需要研究生參與協助，然而在學生素質逐年低落的情形下，教師要覓得優秀研究生

協助研究工作，也將愈加困難。 

 

工學院在教學資源上僅有五十學分可供使用，但為了讓課程可以更加活化，與產業界

接軌，預計在下學年度開始，將開設一系列關於「工程開發與管理學程」等課程，以

及對學生將來升學或就業有助益的科目，如工程法律、生物流體力學概論等，這些都

能讓工學院的學生在大學四年中，獲得更多元以及全面性發展，除了擁有專業技術外

，還懂得「管理」。 

 

對於三化目標，國際化部分，祝院長提到目前資訊系已有數門研究所科目以英文進行

教學，短期內將朝每系均有研究所至少一科英語教學，並鼓勵大學部同學參與交換生

計畫或大三留學。中長期則從學生的英文程度著手，除了大一英文可以小班上課外

，各系應該有一個領域（數門課程），能以英文教學，並積極參與學生學術交流，碩

博士生在不影響專業課程範圍內，均應修習英文，並以TOEFL，或全民英檢分數作為

畢業門檻。 

 

在資訊化方面，工學院短程計畫為有三分之一教師利用學校教學平台，以及各教職員

學生均能利用電腦進行簡單網頁製作、收發電子郵件。中程則為各系有三分之二課程

利用學校教學平台以輔助教學，長程則為各學系有三分之二課程製作遠距教學之教材

，並能夠以同步或非同步進行遠距教學。 

 

未來化部分，短期內各系檢討課程之合理性，以及是否能配合相關產業的未來需求。

中、長程則為教學內容數位化、教室虛擬化，並檢討各系班級數的合理化。 

 

對於外界以為工學院的經費常常都比其他院來得充裕，在推動許多政策上無需堪慮

，祝院長反駁說，工學院的學生、教師、系所數等，都遠比其他院來得龐大，當分子

固定，分母較大時，各系所能夠分配到的資源自然有限。 

 

第四波短程計畫只剩下一年時間即將進入尾聲，未來中長程的計畫也將馬不停蹄繼續

往前開跑，院長祝錫智期許在短期內應保持在私校工學院的領先地位外，並期盼能夠

以北卡羅來拉州立大學作為國際標竿，早日邁向世界一流的工學院。 



 

本校與北卡羅來拉大學比較表 

 

 

項目　　　　　淡江大學 NCSU 

全校人數 　　　　27000 29000 

全校院數 　　　　 10 　　10 

工學院系數 　　　　8 　　11 

工學院大學部人數 5850　 5551 

工學院研究生人數  886　 1716 

助理教授以上 　　 135 　 222 

講師 　　　　　　　 5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