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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國際化再升級  
社論專載

 

國際化是淡江大學推行多年，並有明顯成效的前瞻政策，不管是大三出國留學、

提高姐妹校合作質量、推動英語授課等，都是在教育部政策宣導之前，就已經獲致良

好成效並備受肯定。所以若說淡江大學是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先驅，一點也不為過

。然而，隨著時代的推移與進步，地球村概念和平面國際觀念的提出，大學國際化的

措施內涵都必須與時俱進，才能不斷超越當下、成就未來。

 

 

 

大學校園國際化已經成為一項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指標。因為以平面世界的觀念來說

，民智開化之後，知識並非專屬於特殊階層；開放的世界，也使得知識的追求跨越國

度的束縛，豐富的知識殿堂自是人才匯聚的大磁石。相對地，人才的訓育養成與投入

職場，並不只限於某一國度、某一區域，大學選擇品質好的學生，學生一樣在挑選優

良的大學。好的大學必然能吸引世界一流人才前往就讀。所以每次進行國內、亞洲甚

至全球大學評比，國際化的程度都是一項重要的指標。而所謂的校園國際化，就深度

來說是指學術與教學內涵的國際化，就表象來說即是學生來源的國際性，表裡相應

，兩者都是大學永續發展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學術與國際接軌是大學教師的重要

使命，學生來源國際而多元性，則有待全體人員的緊密合作。

 

 

 

國際化是雙向的溝通，除了推動交換學生，讓淡江的學生出國接受異國文化的洗禮

，也要多招收國際學生，期使在台灣的學生藉由互動而有國際的心胸。以本校的國際

學生而言，這些年雖然在國交處與相關人員的努力之下，數量已稍有成長，卻還有很

大的成長空間。以下幾個面向或許是我們可以再思考的方向：

 

 

 

第一、卓越而具特色的學科科系，是吸引國際學生選擇就讀的根本因素，學校應該可

以針對具有我國本土或淡江特色的科系，重點強化其國際化的發展，成為外國學生就

讀的種子學系。而該系的教學方法與課程也勢必要為走向國際化而調整，在不偏廢既

有學科發展的前題下，將吸收外國學生列為該系的重點策略，如此，一方面讓該學科

順勢發展深厚的國際面向，一方面配合國際化的校務政策。

 



 

 

第二、調配既有資源，讓外國學生得到適切的生活輔導。由於淡水校園現有校地難以

在短期之內迅速擴張，更無法興建大量宿舍，也增加外國學生生活輔導的困難度。現

有國交處的人力資源可能不足以面對此一與日俱增的工作，那麼學務處將外籍生的輔

導納入整體思考，就有其必要和迫切性了。

 

 

 

第三、全面提升外籍生的中文素質是當下重要的工作。不可否認的，部份外籍生中文

表達能力還不足以應付繁重的課程，老師為了配合學生程度，也不得不降低教學品質

，我們並非只貪圖收大量的外籍生，以謀取國際化的績效，而是要真正達成教育的目

標，甚至讓這些外籍生以淡江為榮。因此，外籍生中文能力的提升，應是教學國際化

的必要思考。

 

 

 

外籍生不應該是教學與輔導的負擔，相反地，藉由吸引大量外籍生進入淡江校園，一

方面可以提升淡江大學國際能見度，一方面可以強化本國學生的國際觀，使淡江大學

成為國際性的一流學府。相信以淡江一貫卓越而前瞻的辦學思維，不日的將來外籍生

負笈求學的榮景，會是淡江校園為人稱道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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