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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 日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集思廣益AI如何融入教學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校長擔任熊貓講座 以學生為中心談大學治理 
　【本報訊】日文系將於11月4日下午1時在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辦熊貓講座，

邀請日本國際教養大學校長Monte Cassim, 

Ph.D.蒞校，以「健全學術的價值：用希

望、創造力和榮譽塑造未來（The Value of 

Sound Scholarship: Shaping the Future 

with Hope, Creativity and Honor）」進

行英文專題演講，將以年輕學子為出發點，

講述未來大學治理的方向，全程將搭配中文

字幕，歡迎各界聆聽。 

　Monte Cassim, Ph.D.是國際知名都市

工學專家，曾任日本三井建設公司的建築

師。因對於科學技術的卓越貢獻，於2017年

榮獲斯里蘭卡政府授予「國民英雄（Vidya 

Nidhi）」稱號。曾任立命館亞細亞太平洋

大學校長、大學院大學至善館校長、立命

館大學副校長等職位，因其促進日本私立學

校教育、增進日本及斯里蘭卡相互交流之貢

獻，於2016年獲得日本皇室頒布「瑞寶中綬

章」。除了專業領域，近期亦在永續國家、

國際連結、學術未來、產學共創等議題上提

出許多重要的論述，並於斯里蘭卡科學振興

趙涵㨗㨗借調擔任佛光大學校長 盼與淡江強化合作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世界創新大學排

名（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for 

Innovation，簡稱WURI）公布2024年排名，

經濟系教授林彥伶所主持的「賦能未來：教

育與永續發展的國際合作」（Empowering 

Future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Education and Sustainability）於全

球292個專案中名列第47名，為國內唯一以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類組進入Top 100的專案，展現本校深耕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的優質成效。

　WU R I由歐洲漢薩同盟（Ha n s e a t i c 

League）之大學系統（Hanseatic League 

of Universities, HLU）創立，著重於大學

　【記者吳沂諠淡水校園報導】113學年度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日前在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有蓮廳，以「AI融入教學：教育的革

新與實踐」為題舉行，校長葛煥昭、董事長

張家宜、三位副校長與一、二級單位主管、

秘書、教師等，逾300人參與。

　董事長張家宜首先肯定本校與時俱進符合

AI世界的潮流，接著說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提出的，未來20年學校的四大教育圖景、

世界經濟論壇中，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定義新

的教育模式學習內容和經驗、教育4.0的三

個關鍵領域和行動建議，最後提到行政院

「2024國家人才競爭力躍升政策」中，策略

一「培育綠領及跨域人文數位人才」，與本

校未來發展方向不謀而合，期許大家持續朝

AI+SDGs=∞、ESG+AI=∞的願景邁進。

　校長葛煥昭提到，本校自2019年起推動

「雙軌轉型」，到現在的AI+SDGs=∞，可說

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儘管今天的主題鎖定

在AI，但與永續關係密不可分，尤其是數位

轉型，是雙軌轉型最重要的基礎，希望藉由

本次的研討會主題，提醒教師在這個AI領軍

的智慧時代，都能了解其基本模式，並運用

在專業領域的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題報告由教務長蔡宗儒「AI賦能專業

展翼-引領教學新視界」、工學院兼AI創智

學院、精準健康學院院長李宗翰「AI流光紀

元：多重元宇宙間的角色轉移」、文學院

院長紀慧君「AI在哪裡？文學院的數位探

險」、理學院院長施增廉「讓AI走入研究與

教學」、商管學院院長楊立人「AI在商業

與管理的創新應用：如何重塑商管教育」、

外語學院院長林怡弟「智慧外語添翼：AI賦

能與跨域應用」、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包正豪

「運用生成式AI技術協助社會科學領域-教

學的機遇與挑戰」、教育學院院長陳國華

「AI賦能專業躍進：從教學設計、學習體驗

到教育創新」、體育長陳逸政「AI科技趨

勢下的全人健康–創造體育教育的應用價

值」，及通核中心主任紀舜傑「AI與通識教

育：無所在、無所不在」，說明各單位在AI

賦能教育轉型下的核心概念，如何推動將AI

技術融入課程，並在AI倫理的規範下，培養

師生駕馭AI的全方位能力。

　分組討論由學術副校長許輝煌、行政副校

長林俊宏、國際事務副校長陳小雀帶領進行

分組討論，除安排資工系特聘教授張志勇、

中文系教授張炳煌、歷史系教授林嘉琪、會

計系教授林谷峻及教科系副教授鍾志鴻分享

AI結合專業領域的教學經驗，另就「科學

教育中的AI應用」、「AI輔助工程教育」、

「AI與教育學」、「AI與人文社會科學教學 

及學生學習的融合」、「商業教育中的AI應

用」、「AI在藝術與體育學習中的角色」、

「國際事務教育中的AI創新」、「AI在外語

教學中的應用」及「AI融入EMI課程」等子

題進行討論，並由副校長分別報告結果。

對社會的實質貢獻，2020年首度推出排名。

本次入各榜Top100的國內學校計有8所，本

校首度參與，並為其中唯一的私立大學。

　林彥伶表示，本校在推動USR實踐行動的

過程中，展現堅定的承諾與不懈的努力，不

僅在大淡水地區深耕，積極推動地方連結與

社會創新，還延伸社會影響力至國際，於海

外場域展現出卓越的實踐成效，贏得國際讚

譽。本校將持續在大學社會責任領域中不斷

突破，為社會帶來更多積極的改變與影響。

　「賦能未來：教育與永續發展的國際合

作」2018年起，以經濟系學生為成員組織

「經探號」動身前往柬埔寨，啟動了一項

具有影響力的國際志工服務學習行動，試

圖改善並翻轉柬埔寨暹粒省PO

村貧困兒童的教育機會。這項

計劃與暹粒的非營利組織ECC 

School合作，專注於整合教育

科技、淨水資源、環境保育和

社區參與等永續發展的推動，

並持續至今，充分展示翻轉教

育和國際合作的共好力量。

　2024WURI對大學的評比分成

13個類組，依據「創新性」、

「可實施性」及「影響」，評

估每個類組的貢獻及排名，以

關注大學的研究與教育是否具

備創造力與創新方法。

聯盟、日本國内外各大學進行講座演講。

　日文系系主任蔡佩青表示，M o n t e 

Cassim, Ph.D.來訪，除了進行熊貓講座專

題演講之外，亦安排於外國語文學院進行日

語學習相關演講及交流活動。預計藉由本次

來校訪問的機會，於講座中給予本校同仁在

各種面向上的前瞻且創新的建議。

　國際教養大學與本校自2005年簽約結為姊

妹校，除了國際交換生，每年亦與日文系學

生進行包含教育實習課程、日語及日本文化

研習等各種雙向交流。（圖／日文系提供）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本校AI系特聘講

座教授趙涵㨗借調擔任佛光大學校長，11月

1日履新。佛光大學與本校蘭陽校園相鄰，

他希望未來一起發展樂活事業、老人看護、

青銀共學等，在臺灣迫切需要人力的項目。 

　趙涵㨗今年1月卸下國立東華大學校長職

後，2月起受聘本校AI創智學院人工智慧學

系，雖然時間僅9個月即借調高升，但他非

常感謝張董事長、葛校長、李院長及游主任

的支持，表示在淡江的9個月非常愉快。趙

涵㨗同時感受到「淡江大學的各項行政體系

都非常嚴謹，雖然是一個老字號的學校，難

怪能屹立不搖；在教學研究制度上也非常紮

實，有非常豐厚的鼓勵研究措施，難怪今年

大學部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超過百分百。」 

　AI系主任游國忠表示，趙校長為2024年全

球學術影響力評估平台ScholarGPS Sensor 

及Wireless領域排名的世界前千分之二。

「有他的加入，本系師資如虎添翼。今年新

生註冊率108%，創下歷年最好的成績，趙校

長居功厥偉。」他也提到趙校長行政閱歷豐

富，擔任系教評會委員期間，不論在聘審流

程或相關法規方面，總能適度給予建言。此

外，他也大方媒合國際AI教育機構與AI系進

行產學合作，提供深根沃土。 

　基於豐富的學術與教育行政經歷，趙涵㨗

應聘期間，曾多次穿針引線出面接待國際學

者；任教期間，教授工學院共同科「人工智

慧產業技術」講座課程，邀請傑出學者從不

同的角度切入人工智慧，幫助學生將理論接

軌實務，並更新產業趨勢。同時藉由與專家

的對話，提供學生生涯指引。 

　趙涵㨗學養俱優，在AD科學指標細分項電

子電機子領域，位居台灣排名前10的科學

家。曾獲頒美國總統終

身成就獎、史懷哲人類

貢獻獎，也是英國電腦

學會（BCS）與國際工

程技術學會（IET）院

士。他的行政閱歷十分

豐富，曾任國立東華大

學校長（2016-2024）

暨終身特聘教授、國立

宜蘭大學校長（2010-

2016）、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國立宜蘭大學圖書館館

長、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副主席，現任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理事長。

113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主題「AI融入教學：教育的革新與實踐」。（攝影／揭維恆）

趙涵㨗（左）教授的「人工智慧產業技術」課程，邀請傑出學者幫助
學生將理論接軌實務，更新產業趨勢。（圖／AI系提供）

WURI世界創新大學排名 社會責任類淡江國內唯一入榜大學

經濟系學生組成「經探號」動身前往柬埔寨，試圖改善並翻轉
柬埔寨暹粒省PO村貧困兒童的教育機會。（圖／林彥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