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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特刊 4
108 淡海同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收獲滿滿暑期服務隊授旗 200生熱血出發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於6月24日上午10時在
B713舉行「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暑假服務隊授旗典禮暨行前講習」。行政副校長
莊希豐、學務長林俊宏、課外組組長陳瑞娥等師長出席。本次共有13隊參與服
務，總計超過200人，其中11隊在國內進行服務，2隊遠赴柬埔寨從事國際志工。
首先由莊希豐授予服務隊校旗並致詞表示，「淡江非常重視暑假服務隊，勉勵且
肯定同學服務的精神，更期望大家帶著樸實剛毅的精神，讓被服務的對象都可以
感受到淡江的美好。最後感謝師生們，並預祝大家任務圓滿成功！」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於7月1日至7月4日舉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淡海同舟」，共有151人位社團負責人參加。今年開放社團評鑑
優異的社團可有2位幹部參加。活動中安排組織章程與運作、社團核心價值、社團行銷、時間管理等課程，並在3日晚上進行動態成果發表和薪傳晚會，4日還有屬
性聯合活動成發，驗收學員學習成果。1日開幕式於學生活動中心，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致詞表示：「淡海同舟一直是孕育社團負責人的搖籃，發揮『薪傳』的傳統
精神，讓社團經驗永續流傳。淡海同舟不但凝聚了所有社團幹部對學校的向心力，更為社會培養出無數的傑出人才。」
   淡海同舟執行長、統計四高岳暘表示：「很榮幸能夠擔任執行長，對我來說最大的成長是心態的轉變，『看清場合，扮好角色』這句話至今對我受用無窮，期
許自己也期待新任社團負責人們能將在同舟所學帶回社團，在未來的活動辦理或帶領社團上也能扮演好適當的角色，最後希望同舟帶給大家的不只有回憶，還有
勇氣。」弓道社社長、日文二蔡宜辰表示：「參加同舟前，由於缺乏對照的關係，大多都只知道自己社團內的狀況，難免視野會受限，但和來自各社的負責人互

（圖／課外活動輔導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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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淡江學習加值鏈 打造快速改變超能力 
歡迎民國108年新鮮人

培育菁英人才
   為了增強學生日後在職場上的競爭力，本
校於101學年度起開設「淡江大學榮譽學程」
進階結合專業、通識教育、課外活動「三
環」，訓練學生成為具專業創新與獨立研究
能力的學術人才、並同時加強全球視野、創
意思考，及培養領導統御等能力。
  課程一共分有三大主軸，「進階專業課
程」、「通識教育課程」、「課外活動課
程」，而當中「進階專業課程」是為培養學
生具專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依各學院專
業及特色所設計，採以研討式或探究式的小
班教學課程，自大二起共須修習4科，每學期
至多修習1科；「通識教育課程」是為培養學
生具全球視野、反省現狀及關懷社會人群能
力所設計之課程，自大一起共須修習3科，每
學期至多修習1科；「課外活動課程」則為培
養具創意與溝通、領導與服務能力所設計之
講座課程，自大一起共須修習2科，每學期至

多修習1科。想知道更多榮譽
學程的資訊，請掃QRCODE
或至榮譽學程網站（網址：
http://honor.tku.edu.tw/news_
t.aspx）查詢。（整理／歐陽
子洵）  

榮譽學程校長葛煥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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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聯考後，和朋友結伴到北臺灣各
大學繞一圈，到了淡江，我們就在傳播館旁
邊的斜坡追逐，還跑到運動場看夕陽，那時
覺得淡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城市。」因為對
淡水的嚮往，捨棄原本可以考上的政大、東
吳和輔仁大學，也因為高中開始志向要當記
者，下定決心要讀淡江大傳系。
  高中時我喜歡從事課外活動，而大一、二
時擔任班代、代表參加新生盃辯論比賽獲得
最佳辯士，及加入合唱團、健言社，社團經
驗讓我獲益良多，包括擔任合唱團團長的時
候，學習到如何領導好一個團隊，尊重幹部
們的想法；健言社的學長姊則教會我，與別

人溝通的時候，不是用語辛辣、講贏對方，而是要展現氣度
與誠意，說服他人接受你的言論。
  由於社團活動而疏忽系上課業，錯失了很多學習空間，為
了繼續朝記者這個志向邁進，慶幸當時擔任系主任的林東
泰教授給我機會，派我協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張
茂桂的研究，觀察和紀錄淡水地方選舉，並教導我用客觀數
據做新聞報導，也就是民意調查；另外，感謝趙雅麗教授不
計任何一切時間與付出，聆聽並解決學生心中的疑難雜症，
及張錦華教授教我們批判理論與傳播媒體的歷史觀，這些課
堂、社團所學都奠定我日後擔任政治記者，以及從事現在政
治工作的基礎。
   每個世代社會環境大相逕庭，且現在年輕人的思想跳脫過
去的傳統框架，我這個「五年級生」可以給予學弟妹們的
建議就是要有「狼性」。我鼓勵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瞭解公
共部門、政治與企業的運作，汲取經驗，化為創新的能量以
破除舊有思想，並建設自己理想的世界秩序，我現在正籌
劃「新北市十年願景」，標語是「Turn idea into action」，
年輕人要有「Action」，不是僅有「Idea」，所以要秉持一
股狼性，勇敢走向國際，不要放棄任何機會，努力實踐夢想
藍圖，達到年輕人這個世代期望的公平正義。（整理／丁孟
暄、攝影／高振元）

  「四年光陰，你如何應對每位良師益友與
敵人的出現，學會善良、堅強、韌性、有夢
想、更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我畢業於中
文系，自小知道自己的興趣是閱讀、寫作，
小學立志當記者，因此上大學時，我就相當
明確訂立要趁大學時期累積個人專業和履歷
的志向。為此，大一開學我便主動到《淡江
時報》應徵派報生，大一下學期就考進淡江
時報當記者，大二到《中國時報》實習，之
後主動要求擔任特約記者。大三、大四、碩
一、碩二，我陸續到電視台、網路媒體、雜
誌社工作，為的就是累積經歷、實力、增加
未來就業競爭力。
  回憶第一年擔任派報生時，發報日早上五
點起床，就到學校搬一箱箱報紙。某一日，

風一吹、捲起漫天的淡江時報，我一邊顧著手上的、盯著腳
邊、還得追著報紙跑，當時覺得辛苦、無奈又哭笑不得。但
這是為未來鋪路，後來考取校園記者，每一次採訪任務我都
主動積極、付出參與、肯學習，堅持自己想做的、願意做
的，都有一個目標在，在路上就會遇到賞識你的貴人、被激
發的潛能，從而塑造與眾不同的個人優勢。
  其實畢業十多年後回首，許多事都只是「過程」；你在學
校的成就、挫折、徬徨或歡笑，都是未來人生的累積和養
分。對於我而言，每個人事物都有發生的意義，無論社團、
學術乃至於職場，我遇見許多恩師、益友，也遭遇敵人、暗
箭傷人，但這些都是經歷，讓你學會珍惜和勇敢。今年我獲
得亞洲卓越新聞獎（SOPA）「經濟報導獎」首獎時，我腦
海浮現的，就是大學期間，自己為記者生涯付出的歲月，那
些酸甜苦辣的種種，所有自己為了圓夢而放棄的娛樂、假期
或生涯選擇。
  大學可以玩四年，但有人是玩社團玩出專業職能；或當學
霸，一畢業就考上研究所、拿到重要證照，從不擔心畢業就
失業。有人努力工作或跨國研習，找到自己的路。無論哪一
條路，都要記得：大學很快就過了，大一就要開始尋找你熱
愛的職業、夢想，全力衝刺。大學期間端出的經歷、成績，
你學到的事物，是否具有思辨能力、學習精神、對人生負責
的方法與態度，都是四年後，你進入職場的最大考核。（整
理／陳品婕、圖／鍾張涵提供）

大傳系校友林芥佑 
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

電算系（現資工系）校友馮啟豐 
馮氏貿易公司總裁
  「如何做一個快樂的淡江人」當時的校長——創辦人張建
邦在入學典禮解釋校訓「樸實剛毅」是我在淡江最印象深刻
的一堂課。我畢業於電算系（現資工系），憶起淡江求學期
間遇到了許多良師，首次全英文課程就是由陳惠美老師授
課、當年系主任莊淇銘教授活潑的美國式教學風格、呂季龍
教授將人生哲理編進課程中，讓我獲益良多。
  我認為大學是最重要的求學過程，在過程中必保持「求知
若渴」的心態，時時充實、提升自己能力。因此，我除了本
科系的課程，另外還修習許多不同領域的科目，例如：日
語、中國文學欣賞、未來學、普通心理學等，這些看似與本
業不相關的課程，在往後日子裡可能會遇到日本的客戶或是
朋友，日語能力就得以發揮；透過中國文學欣賞課培養文
學涵養，與朋友、上司交談就能引經據典。「沒有困難的
科目，只有不喜歡的課。」面對不拿手的科目最重要的是心
態，應該保持正向的態度、努力克服。
 「很會念書，但不一定會做人。」許多人會認為參與社團
會浪費時間、影響課業，其實不然。我在大學時維持課業之
餘，也參加了高雄校友會、電腦研習社、系學會，也擔任班
代。在參與社團最重要的是過程中我學到與人溝通的技巧、
面對困難的應對進退，千萬別小看這些經歷，對於未來是個
寶貴的養分。
  即使一腳踏進淡江校門，一定仍有一些新鮮人還在迷惘自

己科系是否適合自己、是否是自己想學。我
建議大家，在大一的時候多方面攝取知識、
試著摸索自己的興趣在哪、多與同儕及老師
討論未來，藉此找尋未來出路大方向；一旦
發現目前走的路並不是自己所好，儘早轉系
就行，人生的道路並不是只有一種選擇。
   不論是大學新鮮人還是社會新鮮人，首要任
務是培養外語能力，並拓展國際視野，透過
閱覽國外期刊及雜誌與世界接軌。若是經濟
允許，絕對要出國走一遭看看世界。第二，
千萬不要因為歷練不夠而自命菲薄，更該將
「年輕」視為本錢、繼續充實自己。我以母
校為榮，更勉勵各位淡江人以母校為榮，並
接力擦亮「淡江」這塊金字招牌！（整理／
柯家媛、圖／馮啟豐提供）

建築系校友鄭明輝 
蟲點子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毛毛蟲創意行銷有限公司創辦人 

  「我認為在大學時期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經驗的累積、享受與
同儕相處，更要找到自己的興趣。」從小我就喜歡畫畫，加
上很愛看樣品屋的平面圖，於是選擇了五專的建築科就讀。
建築科較重技術層面，在畢業前，朋友送我安藤忠雄的作品
集，無論是平面的設計或是空間的光影，都令我大開眼界。
所以插班考大學，來到淡江建築系，就一頭栽進建築世界。
   淡江建築系很嚴謹，非常注重設計和想法的構思，在評圖
時，教授和設計師都會嚴厲的指導並直接指出問題，對於日
後堅持興趣的熱忱，還有面對業主的批評和質疑，給我很大
的幫助，讓我學習到更多面對事情的方法和態度。 
   讀了十年的建築科系，但在創業初期，難免受到挫折，礙
於年齡輕、經驗不足，受到業主質疑。起初我什麼案子都
接，不管預算多少我都去嘗試；剛開始我不懂初步評估的設
計費，還曾經發生設計完的圖稿，被人直接拿走的情況，很
多案子就這樣消失了。這幾年我也陸續參加比賽並獲獎，去
年獲得德國IF設計獎、紅點產品設計獎還有TID台灣室內設
計大獎的肯定，我相信時間能夠證明一切，做出口碑和信任
感，造就現在的成績。
   雖然我是建築設計師，但我並沒有放棄插畫，最早是從
無名小站開始發表作品，現在則是在Facebook上每天更新，
持續我的插畫工作。很多人在畢業後就業方向和所學截然

不同，但我認為這個世代裡，唸什麼其實不
是重點，而是在學習專業的過程中得到的方
法和態度，以及與人的相處，若是還能夠發
現自己的興趣，像是在社團、打工或是實習
中，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那麼就營造熱
忱、訂定目標，自己也會得到兩個專長，也
許和自己所學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具備專業
和興趣的熱忱。
   我相信對於大一的學弟妹們，進入大學這個
階段是感到很新鮮的，不要害怕嘗試各種事
情，在學習的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興趣和
堅持的熱忱，盡情的享受生活、充實自己。
（整理／胡榮華、攝影／廖英圻）

相聊過之後，才知道遇到不同的事情，或許有更好的解答、或更圓滑的作法。要經營社
團需要有多元的應對能力和相應的彈性，讓我更加意識到這點。」

  各位新鮮人經多元入學管道，選擇淡江就
讀，在參與「新生開學講習日與師長同登132
階克難坡」體會校訓「樸實剛毅」的傳統活
動後，正式加入淡江人行列。
   淡江大學創立於1950年，是臺灣創校歷史最
悠久的私立大學，目前擁有淡水、台北、蘭
陽及網路四個校園，是發展完備、具傳統優
勢的大學，由於注重與時俱進的校園軟硬體
並且珍視人才養成，分別以奠基、定位、提
升及轉變四個波段進行校園建設，為持續創
新校務發展，在2017年校慶日再度邁向下一波
段「淡江第五波」。
  秉持「學習者為中心」的思考角度辦學，
將教育理念融入同學四年的學習歷程之中，
無論是「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三
化」思維；或是「專業、通識教育、課外活
動」的「三環」課程，藉由「基本知能」、
「通識核心」及「服務與活動」三層面，鍛
鍊「德、智、體、群、美」五育內涵，培育
「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
理、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
涵養」八大基本素養，希望達到能讓學子具

有全面性知識技能與心靈卓越人才的使命。
  同時重視大學四年學習雕塑黃金期的成
效，針對學生入學前、在學期間及畢業後等
不同學習階段，設計各類學習加值方式，開
設「大學學習」、「榮譽學程」、「跨領域
學分學程」、「就業學程」及「頂石課程」
等，全方位打造未來職場就業創業的第一哩
路。並自2014年起先後與中華航空、上銀科
技、富邦集團、正崴集團、東元集團、IBM
等200多家橫跨各產業別的優秀企業簽訂產學
聯盟，以「產學鏈結、學用合一」的實作教
育，讓同學可以進一步接受知名企業指導並
提早接觸職業場域。
  淡江大學在各類世界大學排名及亞洲大學
排名調查中表現優異，甚至超越許多國立大
學。27萬各領域的校友們在職場上良好的即
戰力，讓學校蟬聯22年《Cheers》雜誌的「企
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私校第一；2019年《遠
見雜誌》「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淡江榮登
「文法商類」私校第一，全國排名第三，優
於許多國立大學，並且在各大學校長評分的
「私校辦學聲望」題項中，列為最被推崇的

前三所私校之一。
  其中「國際化程度」構面排名全國第五，
私校第一，這是深耕國際化的核心競爭力結
果。扎根於1968年與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建立姊
妹校開始，至今已陸續與世界五大洲37國的
217所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1993年起首創
國內大三學生出國留學的國際移動力計畫，
每年甄選大三學生赴海外姊妹校研習，以108
學年度為例，有573名學生赴21國108所學校留
學，截至2019年共有8,250位同學完成出國進
修的夢想。具體落實校園國際化教育理念，
因而於2015年榮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
質視導特優獎」殊榮，評定為國際化典範學
校。
  在大加速年代，學校非常關注數位轉型與高
等教育結合的動態趨勢，未來規劃與台灣微
軟公司合作，啟動培育AI科技人才計畫，讓
同學雖處於「快速改變」的環境，也能藉由
教師引領、跨領域學習及自主學習平台，快
速的改變自己，增進每個階段的能力，創造
屬於自己的璀燦未來。   淡江大學第十二任校長葛煥昭。（攝影／張

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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