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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報導的內容可以更多元

專題報導

主席（發行人張紘炬）致詞 

 

淡江時報一路走來，歷經多位發行人及社長，在一年只發行三十多期的情況下，五百

期是個驚人的數目，是經過十餘年努力的成果。淡江大學自英專周刊的三十六期、淡

江周刊一千多期到淡江時報五百期，迄今已有一千六百多期，著實值得慶祝。而本校

歷任的幾位校長，皆為時報投注了許多心力；過去林雲山校長在報紙印刷前，還要親

自過目，顯示其對淡江時報的重視。 

 

淡江時報對淡江大學來說，是個相當重要的橋樑，傳達了包括校園中以及社會上的重

要訊息，因此報導的品質也顯得十分重要。以每年票選的企業最愛人才為例，本校每

年的排名均名列前矛，更年年居於私校第一，為了能永久傳承這項文化，在淡江時報

定期刊有「企業求才錦囊」，提供同學對未來的工作有深入的思考，對工作有更多的

選擇；而「座右銘」也可作為學生的參考，讓學生以這些成功的典範為榜樣。 

 

此外，淡江時報更提供本校學生一個創作的園地，許多曾經在淡江時報投稿過的學生

，現在也成了知名的作家；每週不同主題的社論，內容值得我們思考，這都是本校永

不間斷的文化。感謝淡時報歷任的發行人和所有同仁能一同努力維繫這個文化，讓我

們的發行量不亞於中央日報，也讓我們為淡江時報五百期慶生、道賀！ 

 

創辦人（張建邦博士）致詞 

 

淡江時報改制至今，已經發行了五百期。最早期以中、英文油印，相當珍貴，只可惜

這些珍貴的資料已經遺失，非常可惜。因此，淡江時報對於許多重要的檔案須善加保

管、維護，對了解本校的校史有很大的幫助，也能以歷史的軌跡了解現況；除此之外

，眼光也要向前看，時報發展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如何持續向前看，不斷自我突破

，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淡江時報在淡江校園內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溝通管道。希望藉由淡江時報多報導一些關

於學術研討的新聞，藉此推廣學術研究的態度，進一步使學生的人文及科學精神都能



有所助益。 

 

感謝所有為淡江時報盡心盡力的成員，之所以會吸收非大傳系的學生來擔任記者，就

是讓非大傳系的學生也有發展自己興趣、磨練的機會，在報社裡自我訓練、成長；而

淡江時報的許多同學，現在也在傳播界有很好的發展，並且對淡江時報有很大的貢獻

。 

 

 

座談紀實 

 

主席：在五百期慶生之際，請各位就淡江時報的發行品質和讀者的滿意度，提供向上

提昇的建議，請各位踴躍提出建言。 

 

羅卓君（淡江時報社社長）：謝謝各位的光臨，座談會的用意就是希望各位就平時所

看到的淡江時報、感受到淡江時報的內容，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提出意見供本報

參考；也請在座的新聞媒體及大傳系老師以他們的立場對淡江時報提出寶貴的意見

，我們的參考題綱只是純粹參考，各位發言的範圍不在此限，歡迎各位指教。 

 

林耀福（外語學院院長）：針對淡江時報是否應擴及社區這點，雖然淡江時報是校園

報紙，但學校的關懷是「立足淡江，放眼世界」，可將議題酌量地擴展至全世界，不

只限於我們的社區，對於國際上的重要事件可適當地報導。我們國際學院人才濟濟

，可加以充分地利用，增加淡江時報的資源及可看性。 

 

主席：請時報社好好思考，學校有許多人才，人力資源非常充沛，可做完善的支援。 

 

魏萼（國際學院院長）：淡江時報的各方面都很好，能抓到學校政策的原則，也能保

有適當的彈性。我的建議是「小而有效率的官僚模式、大而有活力的同僚模式」能夠

均衡，過去淡江時報對於大而有活力的同僚模式似乎較少，希望未來能達到平衡。 

 

另外，希望淡江時報能夠加張，提供更多資訊，並且擴大發行量，將發行範圍擴展至

全社區；雖然執行上會有難度，仍然肯定淡江時報的貢獻。 

 

主席：院長說的難度都不會有，平衡同僚、官僚模式也是很重要課題，是值得努力的



方向。國際資訊方面，本校常舉辦國際研討會，也常有外賓來訪；時報記者採訪時都

很專業，也是無所不在的，日前牛津大學國交處主任來訪，時報記者沈秀珍全程陪同

，值得讚許。但有關國際研討會的報導偏少，希望各院舉辦國際研討會時，能踴躍提

供資訊給淡江時報報導。 

 

蔡金仁（畢業記者）：淡江時報無論在報導題材、廣度、深度都廣受肯定，建議對淡

水地區的報導能多一些，若受到版面不足的限制，可以二、三版專題的形式呈現。以

世新大學的小世界為例，他們關心社區議題，發行的管道很多，包括附近的餐廳等

，讓居民與學校的距離拉近；淡江時報可製作兼顧學生及社區居民需要的專題，增加

報紙內容的可看性及活潑性。 

 

主席：是否要擴及淡水社區，確實值得思考；加版面如果能讓報紙的內容更為豐富

，也是很好的想法。 

 

 

陳惠美（國交處主任）：Tamkang e-Times的概念很不錯，英文新聞的內容也寫得很

好，可幫助學生提昇英文能力；若有中英文對照的話更好，能輔助學生學習，也對本

校國際化的幫助很大。而時報記者的努力，也是顯而易見的；每次有外賓來訪時，時

報記者總跟著我們問東問西的，即使我出訪國外，一回到台灣之後，記者就積極追問

整個過程，非常盡責，對時報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肯定。另外，希望Tamkang e-

Times的內容能用國際的思考模式，提到年份時以西元表示，讓外國人不易產生混淆

、加速對新聞內容的了解。 

 

主席：鼓勵學校各單位的網站設立英文版，中文內容也要隨時更新，提供最即時的資

訊。且Homepage的文宣功能很大，是整個網站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未來要透過這種方

法讓人對我們的網站產生興趣，有動機去點選它，希望未來能持續加強。 

 

林耀福：能否利用Tamkang e-Times推廣本校的英文教育，類似中央日報的「全民英

語」，撥出一塊版面，針對最近的時事邀請專業英語學者，寫一適合學生閱讀的文章

，達到全校學生學習英文的目的。 

 

主席：這意見好，要請外語學院協助，讓全校的英語教學成為裡面的一環。 

 



曾秀瑱（淡江時報委員理學院代表）：時報辦到現在，不斷地在進步，個人也非常喜

歡。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希望能夠真正跳脫出來，讓孩子真正喜歡英文；我們已有外

語學院，能否在時報上開闢一個外語專欄，不一定要限定哪一國語言，每一期以不同

的語言表現出來，包括各國溫馨的小故事、笑話等，並且加上翻譯，刺激學生對外語

的興趣。 

 

主席：加版是勢在必行了，加版之後可增加時報內容的豐富性，也可開闢更多新的發

展方向。 

 

 

 

楊樺（校友、年代新聞記者）：以實務界來看，業界的新聞媒體紛紛改版，以提供更

多的新聞資訊，更切合學生的需求，因為校園關心的話題也是社會關心的話題。淡江

時報定位為校園報紙，會讓人覺得有侷限於圍牆內的感覺，校園報紙應該把學生、學

校、老師、校友及社區這五體合一來看每一個議題。例如最近最被關切的缺水問題

，對學生會產生什麼影響、學校要如何因應等與生活有切身關係的議題，都值得我們

關切。 

 

版面的配置上，也可以打破限制，成為類似實務界報紙的形式，如科技版、人文版、

社區版、校園版等等，關切更多與校園相關的議題。另外，剛剛提到要做宣傳，其實

目前有許多媒體，都積極地與學校進行合作，如最近聯合報正在推行的U計畫，就是

希望能培養出優秀的新聞專業人才。也建議淡江時報可以和媒體合作做一些調查，因

為大部分的媒體也對校園議題有濃厚的興趣，可以朝此方向努力。 

 

至於學校「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三化目標，也是目前媒體發展的主流，可加

以發展，學生新聞是可以與主流新聞相符的。而主新聞之後可適當地加以分析或作深

入報導，以淡江時報第四百九十九期為例，頭條是一則國科會專題計畫案通過件數居

私校第一的新聞，若能在主新聞之後針對某些較特別的計畫案加以分析或與其他學校

做更深入的比較等，可增加內容的豐富性。 

 

主席：大傳系十多年來培育了許多傑出的人才，以楊委員的構思來看，未來在傳播界

絕對會是一名響叮噹的人物；楊委員這麼多的意見，對我們時報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加版面除了讓時報提供更多的資訊之外，也要有更深入的分析，滿足讀者的求知慾



，這些意見都是我們未來發展重要的參考指標。 

 

陳錫仁（時報委員工學院代表）：我比較關心各位的健康議題，上學期從媒體得知許

多大學教授因操勞過度而猝死，這是非常不划算的。既然校長有增加版面的計畫，建

議時報可以增加養生保健類的專欄，可以從「如何保養喉嚨」這項所有老師關心的話

題開始；而時報記者也可以去採訪一些身體健康的老師的養生之道，提供給其他老師

參考。 

 

主席：希望同仁們都能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定期做健康檢查，確保自己的身體沒有

狀況。另外，目前嚴重的缺水問題，在BBS上也引起很大的爭議，是否該澆水，每個

人的看法不盡相同，但是竟然有人在假日時候把車子開入校園，用學校的水洗車，這

樣實在太誇張了；雖然學校對社會一向慷慨，這樣的做法似乎也說不過去，時報可以

多重視此類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