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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檢討過去 策勵將來  
社論專載

 

雖然九十三學年度才進行一學期，但是當我們面對2004年即將消逝的歲暮之際

，難免會引發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的感覺，也不能免俗以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為自我

期許。尤其對本校而言，這一年，象徵著若干的重要意義。第一、這一年是本校新舊

任校長的交替與傳承的一年；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張紘炬校長完成了六年任期中圓滿

的句點，而八月一日開始，張家宜校長開展了嶄新的氣象與局面。就兩位校長的學術

專長而言，張紘炬校長是統計學家，他對數字有極高的敏感度，對工作又充滿了自信

，所以他對政策的推動，十分主動而強勢，對財政以及招生人數的掌握十分精細，可

謂十足的精算師性格，所以他對本校最大的建樹，是確立了財政的穩定與劍及履及的

行政效率。而張家宜校長是一位教育家，也是本校自改制大學以來的第一位女性校長

，雖然她接掌校務才短短一學期，而女性與教育家結合的特質，已逐漸展現。教育家

多半以服務學生（顧客）為思維導向，在教學行為與處理問題時，又擅長以多元思考

為解惑技巧。而女性的領導人更具有細心觀察同僚間內心世界的感覺與感觸的敏感度

，所以她從來不會令人難堪。所以新的領導人的人格特質，必然會為學校注入新的動

力、新的創意而營造出新的氣象，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絕對是很好的現象。

 

 

 

第二、這一年是本校邁入第四波的準備年，其實所謂「第四波」的重要任務，就是「

如何提高本校的學術聲望與競爭力」。所以許多奠定基礎的工作與工程，必須在這一

年中完成，而種種艱鉅的任務，就必須由張家宜校長承擔。誠如其在就職演說中所言

：

 

 

 

Clark Kerr認為在二十一世紀初，成人教育的擴張，資訊科技的運用，系所調整與活

化，以及產學合作的密切等問題，都將衝擊著現今大學的角色與功能。面對日趨競爭

的教育生態，各大學更應尋找自己的定位，發展特色。本校仍將在國際化、資訊化、

未來化政策的厚實基礎上，推動三化政策，重視教育的三個功能，持續致力教學環境

、學術研究、行政和服務的擴展與深耕，配合國家社會需求和掌握世界學術動脈，以

提升競爭力，創造學術聲望，造就具備專業才能、德智兼修、中西融貫、及樸實剛毅

的人才，邁向第四波，營造四個校園。

 

 



 

基於校長張家宜的承諾，我們願藉此提出幾項期許：

 

 

 

一、徹底改進去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缺點，並積極完成今年更多評鑑工作的執

行。

 

 

 

二、加速落實今年「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中各項改革共識（組織重整與活化系所

等等）。

 

 

 

三、研擬提高學生讀書風氣的具體措施。

 

 

 

四、在達成「研究型大學」之前，可先規劃「研究型系所」，以點擴大到面。

 

過去的經驗是基礎，未來的展望是願景，而全體淡江人在張家宜校長領導下所做的努

力，則是真正的動力。凡我淡江人盍興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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