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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教育核心價值 綜合座談意見交鋒  
特刊

 

記者陳貝宇　方力晨綜合報導

 

 

 

95學年度教學行政革新研討會結束6場專題報告後，與會人員分成二組，分別由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及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主持，針對「超越卓越」、「核心價值」等議題進

行討論，最後由校長主持綜合座談，與會人員對當天的報告及相關教學行政事務發表

了許多精湛而寶貴的意見，茲節錄如下：

 

 

 

通識核心課程不宜因人設課

 

淡江的通識與核心課程一直備受討論，核心課程該如何設計？究竟如何才能對學生有

幫助？理學院院長錢凡之首先表示，除了核心課程外，要對專業課程跟基礎課程，加

以落實，並能夠回應通識核心課程的設計，核心課程才有存在的必要。

 

研發長陳幹男對於通識課程的設置十分贊同，但是因為不是學生本科，造成學生無心

在課程上，他建議可以從生活化角度切入課程內容，使學生能將所學與自身相連結。

國貿系主任林宜男則補充，若是加入實作課程，對學生在校外學習部分會更有幫助

；而對於通核課的規劃，則應該由全校老師共同商討，核心課程和專業課程配合，以

達到更全盤的考量，更完整的規劃。

 

通識核心課程中心主任謝朝鐘接著回應，現在的核心課程太遷就現有的師資，需要回

歸課程的基本面，不要因人設課。因人設課雖可以增添趣味化跟生活化，但要是生活

化過度了，是否就降低了知識性，兩者之間需要作平衡。

 

戰略所所長王高成認為，學校受到市場導向的影響，常會忽略了原有的教育本質，核

心的價值跟目標需要我們共同思考，淡江的核心價值究竟定位在那裡？也是我們現在

亟需了解的。

 

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表示，應思考我們能培養學生那些「帶得走」的能力，「他們有

批判思考的能力嗎？有沒有政治及法律的素養？」在四年畢業後，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及條件可以應付未來工作的需求，需以這個前提，設立教育目標、規劃課程。國貿系

主任林宜男更建議，要召集對核心課程的相關會議，以蒐集改進意見。

 

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則提到，通核課程一開始就是參考哈佛的課程規劃，至今已行之有

年，必有其可取之處，不可全盤否定，但是隨著時空改變，確實需要跟隨時勢、因地

制宜。

 

最後，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綜合參與座談的同仁意見，認為通識核心課程應該往前放

，讓大一大二自由選修，而「學程化」更勢在必行。

 

 

 

延後分流　大一大二不分系

 

對於現在的大學來說，不能再只是關心學生在大學四年中的學習，亦需考慮到與高中

銜接，以及未來出路，該如何具備與人競爭的能力？教務長葛煥昭提出，現在所面臨

的問題，主要是大學與高中的課程如何銜接，使學生進入大學能有連續性的學習。另

外，關於延後分流的問題，假如大一、大二不分系，院跟系要如何整合是相當重要的

。他指出，已有6、7所大學開始實施此一制度，我們遲早要跟進。

 

 工學院長虞國興亦指出，延後分流對淡江而言，目前還不適合，但最終還是必須踏

上這條路，如果能將通識課程分散於大一到大四，相對提高大一的專業課程，將有助

於提升基礎讀書風氣養成，此時再將通識課程與外界接軌，才是解決之道。

 

課程方面，理學院院長錢凡之提出，大一英文應更具彈性，英文好的就可以不用再修

英文的學分，讓這些同學把握時間選修別的科目。

 

 

 

學識傳授與倫理教育並重

 

 校友資源暨服務處主任陳敏男表示，教育部已要求各校把92年之後畢業的學生就業

率回報，並要求至少達到75%的比率，未來亦將掌握這個資料，調查畢業生對母校的

滿意度。

 

歐研所所長鄒忠科表示，老師的教育對象是學生，除了傳授學識外，做人處事以及倫



理方面，也需重視。他也特別提到，淡江學術自主性和價值，應表現在學校的出版品

和期刊上，以期能與世界級的大學交流。

 

 

 

國際化之下的潛在問題

 

國際化是目前淡江最重要的發展，也是最引以為傲的部分之一；國貿系系主任林宜男

，針對國際化的方針，回想一開始對英文專班沒有信心，但現在國貿系已有將近20位

外籍生，全英文環境已經逐漸成型，若學校將來要規劃開設相關課程，只有國貿系有

這樣的能力，也期許未來能完成更大的計畫；學術副校長馮朝剛表示，改革也好，改

變也罷，踏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不可自我設限，國貿系大膽走出第一步，雖然不被

外界看好，但其成果有目共睹，也見證了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情，他並舉例建築系聘

請外籍老師，也同樣漸入佳境，所以英文授課，除了提供學生一個學習英文的機會

，也將會有其它連帶影響。管理學院院長陳敦基則在國際化的政策下，從另一方面思

考外籍生的輔導問題，他認為應該由學校提供外籍生心理、課業等協助，學務長蔣定

安也附和，外籍生勢必與日俱增，輔導外籍生的專職單位，其需求是迫切的，應該立

即針對這方面做討論因應。中文系新進老師許維萍，今年負責外籍生語言教學，但是

面對目前華語班只有兩個班級，她認為過於簡化外籍生的語言能力分級，並不符合他

們的需求，所以除了針對生活上的輔導外，相關語言教學也必須加以關注。

 

 

 

淡江的生物科技應該何去何從？

 

生物科技的發展，是淡江不可輕忽的重點，但是在人力資源上，確實有其障礙，研發

長陳幹男表示，生物科技本身是一個跨領域的研究，本校專業人才較少，若要有研究

成果、有所突破以爭取更多補助，就必須踏出校園，並整合鄰近的學校，才能以有限

資源、無限腦力，發展生物科技。資訊中心楊龍杰也提到，理工學院許多資源可以互

通互助，若能互相結合，對於生物科技發展將有助益。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主任胡映

雪，站在文科的角度提出觀點，在大環境下，科學與人文應該在多方面齊頭並進，才

能更加進步。

 

 

 

整合內部，放眼世界



 

放眼外界，整合內部，是目前淡江所必須做到的課題，全球化研究與發展學院院長李

培齊認為，組織的變革，建立在教職員們的承諾，全校成員必須有共同的認知，瞭解

外界的變化之速，所以每個單位，每隔一段時間，就應該要讓所有同仁一起出去，看

看外界的變化，加強成員承諾的建構。副校長馮朝剛則回應，外面的改變超乎想像

，這項保持與外界聯繫的做法是值得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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