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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新世紀心願景

社論專載

進入嶄新世紀年的第一個早晨，對有幸躬逢其盛的我們而言，人類的共同願景應是充

滿希望的，因為至少我們所憂慮的一些毀滅性意外並未發生。在非理性的集體焦慮因

素消失後，更是揚棄過去取向思維的好時機，也就是不應該抱持現在只要不比過去差

即可的消極想法，而應是更積極的以未來導向的行動式參與，面對未來趨勢遽變的不

連續性挑戰。在共同建構的理念下，激盪思考實踐願景的多元策略情節。 

 

最近因國內外陸續有許多文章或報導在熱烈的討論，大學是否已逐漸迷失於資源之爭

中，而失去其追求真理與知識的崇高理念。而教授們也受困於研究、教學以及服務的

三角壓力中，難以取得平衡點。然而，抗議與不滿的聲音卻也反映出大學教育仍未喪

失其與市民社會的連結。雖然抱怨連連，但顯示出師生、家長與社會組織對高等教育

未來的深度關切。只是大多數的評論依舊侷限於緬懷過去教育的優渥結構條件，以及

往昔在穩定工作環境中的教學熱忱。相對的，卻很少碰觸到大學所經歷的外在結構變

遷的考驗，以及其應對之道。 

 

過去兩百年來，大學已由強調哲學、道德教育的學院轉變為以科技為主軸的大型產業

研究機構。而且轉變趨勢仍在持續且快速進行中，其中較為顯著的趨勢為：全球化、

虛擬化、多元文化以及政治化。 

 

全球化造成政府減少對大學經費的挹注，為了尋求更豐沛的經費支持，不免犧牲學術

自由，而朝向更企業化的經營方式。對知識份子而言，全球化也意味著工作機會將愈

來愈少的窘境。 

 

虛擬化則進一步可能重新定義學習的概念，改變師生間的關係，而且擴大了學校招生

的對象與來源，其方式既企業化也國際化。 

 

多元文化的敏感度也須要調整腳步。學生們不只想要吸收與未來就業相關的實用知識

，他們也同時關心多元認同的通識教育知識意涵。在多元文化的訴求下，忠於單一的

國家、神或個人的信念，已逐漸被強調差異性的學習理念所取代。 

 



政治化對於大學的干擾也降低了其自主性。因此需要與之抗衡以擴展與民間社會的連

結，維持異議的存在空間，而且此一過程是針對差異信念的理性論辯，而非導向暴力

手段的媒介。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菁英型大學如哈佛、牛津等校，將會掌控課程內容的設計與傳遞

，而虛擬大學的廣為設立也已是時勢所趨。但大多數的傳統大學若企圖在這一波鉅變

中脫穎而出，則有賴於開創適切的發展特色。淡江大學的重視未來化教育一直被視為

深具潛力的利基，因此也經常成為國內外大學觀摩學習的重點。若輔以發展科際整合

為訴求的學習方式，並且深入以多元文化的意涵，從身、心、靈的整合觀點來探索我

們所存在的經驗世界知識，淡江大學將會是在走向教育理念與企業經營並重制度趨勢

中的未來清流。在新世紀的一開始，我們深自期許淡江人同心且用心來開創並實踐此

一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