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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淡水英專創校時期迄今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歷史，雖然在國內公私立大學間提到

淡江大學，多數人都會抱持肯定的意見，但是本校仍欠缺自己的特色，不是沒有，而

是不夠顯明。多元化固然有其優點，但近年來多所科技大學一一成立，除去私立科大

不計，許多學子被公立科大低廉的學費所吸引，故寧願選擇科大而捨私立大學如淡江

，加以世界將逐漸的打破國與國、洲與洲之間的藩籬，因此未來教育的普及以及”地

球村”的實現，促使學子們將有更多的選擇，因之本校在未來面臨的挑戰，除了與目

前多所大學競爭外，科大以及國外大學所帶來的壓力也不能小覷，淡江人要有自己的

特色，才能在學術上佔有一席之地，而依淡江現有資源而言，我認為可先由英文、資

訊、人文素養等三方面著手。

 

　在英文方面，全民英檢的施行可說是將台灣推向國際重要的一步，台灣人英文能力

普遍不佳，即使是大學生，卻不一定能和外國人溝通，而要學習英文最好的辦法，就

是營造一個環境，讓大家自然而然中學習，而學校在這方面已經有所進步，例如資源

回收桶上面，可以看到英文標示的分類項目，但是這卻還是不夠，就我所見，有的大

三生仍無法和外國人介紹自己，甚至無法表達自己所就讀的系所，因此學校還可多從

告示牌來做起，也可以鼓勵學生多用英文表達或書寫，例如一週規定一天為「英語日

」，學校裡的商店在點餐或結帳都需使用英文，圖書館及資訊中心也可以用英文來作

業，如此就可以讓同學有了更多練習英文的機會，畢竟大一一週四堂的英聽、英聽實

習還是不足，語言應該從生活中學習，而學校，則可以提供誘發人學習的環境。

 

　在資訊而言，淡江大學的資訊化在國內大學間已經略有小成，但是資訊會隨著時代

而不斷的演進，而除理工學院外，學校只在大一時安排了資訊概論的課程，因此在非

理工學院的系所，科技的學習有所限制，雖然非理工學院的系所可以不用當個專業的

科技人，至少須知道最新科技的發展，學校雖會定期舉行資訊展，但成效有限。記得

上回電機系在全球性的機器人競賽中為校爭光，因此我覺得，學校除提供各系所較新

的科技產品，以玆應用，更可以分系所舉行有關科技的競賽，盡量鼓勵同學去參與

，而同學吸收科技的知識，將不再侷限於書本，或是報章雜誌等單方面的吸收，藉由

親自的參與，我想可以學習到的東西更多。

 

　英文及科技在本校三化政策中，都已經提出了相當的政策，先前所言不過是個補充

，而我相信這都是未來各大專院校的趨勢，此外，面對將來的多重競爭下，淡江人還



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與外界壓力相抗衡，而我所建議的就是

，提高本校的人文素養。台灣的人文素養在近年來逐漸被重視，一個國家無論資訊再

進步，缺乏人文素養的結果，只是使國民都為資訊草包，資訊必須與人文相輔相成才

能造就高水準的社會，無法否認的科技大學在專業技術上，較之一般大學有過而無不

及，因為在台灣的教育下，一般大學生少了技術上的訓練，但是技術是訓練出來的

，多多練習或許就可以成為一名技師，人文素養卻無法練習，而是需要培養。近年來

本校在人文方面的努力，可以從文錙藝術中心以及文錙音樂廳的建立看出，但是這兩

個地方大半時候門可羅雀，因為縱然有再好的場地，沒有吸引人的展覽或表演都是無

用的，如果說延請知名創作人或是作品，有經濟上的考量，那麼學校可以從提供學生

藝文方面的活動開始，例如淡江時報不只宣傳校內的活動，還可以告知同學近期大台

北地區有哪些藝文方面的活動，歡迎同學參與，也可以邀請藝術大學等來校表演，我

想在不同的風格激盪下，淡江學子將可以在創意上突破原來的限制，人文素養將因此

獲得擴充而提升，淡江品牌也因之於焉設立。

 

　以一個準備進入大學的新鮮人而言，有自我風格的學校，將使他們更容易決定自己

的選擇，因此同性質的人將聚集在一起，此舉也將吸引更多考慮未來朝同性質發展的

學生，淡江人將有自己的風格，而不必再隨其他大學而擺盪也不必擔心被時代淘汰

，由最近社團的招生方面來看，最近新生選擇的社團，除了傾向自己有興趣之外，可

以得到非本科系所學之外的新知，也是一大誘因，因此學生常會希望學校多提供吸收

新知的機會，而我想，一個成功邁向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學校，若再加上有高

度的人文素養，淡江人踏出淡江的那一步，也將為台灣在國際間跨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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