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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二：永續發展之教學與研究／學術副校長何啟東

110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特刊

本校永續發展之教學與研究備受關注，今天將分別以承載世代責任、精實課程教學、

聚焦研發亮點、韌性永續淡江，以及擁抱淡江未來與大家分享。 

承載世代責任方面，本校創立於1950年，歷經嬰兒潮世代到現今的Alpha世代，從全

球15大挑戰來看，排名第一就是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我們共同的未來是滿足現代需

求，不損及後代發展模式，為使學生能面對未來改變的挑戰，在「聯合國永續發展教

育十年計畫2005-2014」、「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從教學、研究、組織治理

與運作、內外部溝通力的4大核心職能發展SDGs，SDGs也協助大學進行展現影響力、

創造需求、開發新夥伴、提升資源挹注、拓展USR廣度等多面向發展，希望透過教育

帶起行動，以培育學生具有批判思考、溝通協調、衝突解決，為永續盡一份心力。 

2021年6月本校首度出版《2020淡江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提到，除了在地、

國際、智慧、未來，更重要的是「責任」，為讓世代能肩負責任傳承，透過課程與教

學、研究、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學輔與就業、產學合作與推廣、行政等8大行

動主軸，並整合家長、企業、校友等利害關係人意見，共同執行本校未來永續架構

，打造學海綠森林。 

本校創校50週年校慶時，經師生票選出來的「海豚」吉祥物，並在宮燈道頂端的圓環

設立海豚吉祥物里程碑，碑上鐫刻「立足淡江，放眼世界，掌握資訊，開創未來」

，是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所言，也是永續發展的重點，以達成在地、國際、智慧及未來

的目標，校長葛煥昭將「雙軌」及「雙軸」納入校務發展計畫中，以雙軸的A軌升級

轉型，改變經營模式，並由B軌創新轉型，創造市場商機，結合雙軸的AI人工智慧及

永續領先發展。 

精實課程與教學方面，本校透過108學年度新課綱、SDG4優質教育及人工智慧，發現

在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就業前景報告」中，成長中的前十大職位將影響未來市場。

�培養學生具備自主學習、數位公民、知識建構者、創意溝通者及全球合作者的能力

，課程與教學主軸中，除了最重要的AI及永續，也制定建構學習新制、發展學習內容

、設計學習方式、締造學教特色、提升教師專業、優化反饋系統的6大目標，加入「

特色雙塔」人工智慧及永續議題，設為學生必修學分。 

另在雲端雙語中，學生將學習「程式語言與邏輯解析」及「國際競爭與外語專業」

，為培養AI及永續人才，本校創立AI創智學院，設計「新東村」（松濤館學習生活園

區）、永續學習系列、永續發展貫穿學教、社會創新跨域實作等永續關鍵新能力，讓



學生提早進入社會，解決社會問題。 

聚焦研發亮點方面，本校以AI照護精準健康、智動製造無人宅配、智慧核心跨域創研

、同步聚焦環境永續、全球在地多元競合、學研聲譽躍升排名等作為研究主軸，透過

AI創智及研發，以達到跨領域動能，深廣教研。�邁向綠色大學，培育綠領人才，也

致力於永續研發，如綠色材料、風場量測、洪水預警等，日前已通過「淡江，綠風水

計畫」，以建構回應SDGs的校園整體規劃構想與相關環境教育課程。 

韌性‧永續．淡江方面，本校不隨波逐流，也不故步自封，創造永續的關鍵是事在人

為。為達成目標，將以跨域團隊整合、內部資源挹注、外部資源爭取的策略與步驟

，並鼓勵教師承接各類研究計畫案，如學術研究型（科技部研究計畫）、技術應用型

（產學計畫、USR計畫）、教學實務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等，創立淡江研

發高峰會、淡江教學實踐研習營、淡江永續發展論壇之三平臺以達到永續，期望於

111學年度以上3項計畫申請教師能達到700人。 

擁抱淡江未來方面，本校為淡水五虎崗的第四崗，需配合淡水本地的永續發展，將

SDGs融入校務發展計畫，首先要高教轉型，師生應在教學研究中，結合在地思維及國

際視野，永續的下一站還是永續，達成環境永續及社會共好，可從領導承諾、全員參

與、全程管理、事實依據、顧客滿意、持續改進來具體實踐。 

為讓永續成為進行式，落實永續發展目標計畫，預計於2023年舉辦社會責任議題工作

坊，如支援社區生活高齡議題、大學支持型農業、境外生賦能計畫、SDGs北淡環境聯

盟、環境教育基地生活網路建構、教學資源平臺等內容。 

本校保持「初心創新，環抱願景、說出真話、建立網路、認真學習、發揮愛心」，並

透過雙翼（ESD+SDGs）、雙軸（AI+永續）、雙軌（A軌+B軌）、雙語（外語+程式

語言）、雙塔（通識雙必修）的結合，讓有限創造無限，傳承永續。（文／林靖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