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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工學院的現況與問題　工學院院長祝錫智

特刊

本校在四十年前成立了五年制的測量工程科，是為淡江有工程科系之始，其後在

1967年正式成立了工學部，1980年學校改制為大學並將工學部再改制為工學院。歷經

多次系所調整，現在的工學院共有建築、土木工程、水資源及環境工程、機械工程、

電機工程、化學工程、航空太空工程、資訊工程等八個學系，每個學系均設有碩士班

；除建築及航太工程兩學系外，其餘六系均設有（化工系奉准籌設）博士班。 

 

雖然工學院的學生大部份均能在課業上學有所成，但工學院在教學方面仍然遇到一些

問題：1.部份學生由於再高中時未能將基礎課程學好，因此在入學上課後，一路苦苦

在後面追趕課業進度，常有挫折感。2.部份學生研習課業的時間較打工、玩BBS、上

網站等時間為少，且上述活動多在夜間進行，導致上課時精神不振，學習效果差。

3.許多學生在學期間僅僅修習較各該系畢業學分多一、兩個學分，且並無意願多修習

專業科目以外的其他知識。4.由於工學院有四班及三班的學系因此許多專業科目上課

時，修課學生人數常常超過80人或100人，影響教學效果。 

 

對於工學院目前所遭遇的困境，下面提出一些因應之道。1.加強宣導：宣傳可分為兩

部份，其一是針對高中生的宣傳，這部份除要強調淡江工學院的悠久歷史及優良傳統

外，並應強調學生在大型綜合大學內所能獲取的資源以吸收一些學業程度在公私立學

校邊緣的學生。另一宣傳重點是針對要進研究所的學生，此部份則需強調本工學院的

優良師資及過去的研究成果與各領域未來的發展前景。2.勤教嚴管：對於程度較差的

入學學生，則需多加教導，且由於人的惰性，如果教師不小考則多數學生不會主動唸

書，所以平時考試應酌予增加。3.改良教材：以往我國的大學教育是精英教育而現在

則為普及教育，同時為了「因材施教」，有必要檢討各科教學內容與教材改良，強調

基本原理，以適應目前的社會情況，同時使學生畢業後，無論是否留在本行均能保有

最佳的適應性。4.加強通識：此地的通識課程是補學校既有之不足，如生物課程、法

律課程、地質課程等。因生物課力學、生物工程已是許多工程科系畢業學生未來進修

與就業的方向；而與工程相關的法律與契約等也是任何工程管理的人所需要的知識

；而有了地質方面的背景，無論對各類軍用、民間工程均有極大助益。5加強外語

：本校推行大三留學，工學院學生始終極少參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外語能力不足，而

此又與在高中時未能打好基礎，進入大學後又被各種專業課程壓得喘不過氣來有關



，所以鮮少有同學能夠在大學時將外語學好以利參加大三留學。因此可考慮由學校提

供部份學分先行在各系開設少數以英語上課的專業課程以增強學生的外語信心，進而

再考慮大三留學。6.加強研究：研究成果是學校學術成就的主要指標之一。最有研究

潛力的教師應為剛自學校畢業，有新觀念、新方法的教師，因此工學院自本學年度起

每學年均編列一筆設備費給新聘任的教師，使其容易開始進行研究工作，但同時也要

求新教師必須提國科會計劃案，工學院也大力支持其他各教師的各類學術研究。7.系

所調整。 

 

工學院深信遇到問題時要正視問題並面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從而「在逆境中戰勝逆

境」，創造另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