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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優勢 孕育設計新星成功關鍵  
社論專載

 

近年來國內設計與藝術相關研究所明顯成長，據教育部統計，目前設計與藝術學

門大約有206所碩士班，學生人數逾9千人之多，更促使許多大專院校相繼成立設計學

院。而政府早在2002年提出「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劃」時，就大力提倡文化創意

產業政策並由教育部負責「藝術與設計人才培育計劃」，全國籌設5個教學資源中心

培育藝術與設計專業人才，顯見培養設計人才已是全國教育的重心之一。台灣創意設

計中心執行長張光民曾這麼說：「文化是創意的內涵，創意是產業的核心，三者互為

表裡、缺一不可。無論哪種產業都需要『設計＋創意』當做手段，來完成商品化。」

可見設計人才是現階段產業加值與轉型的關鍵因素。

 

　雖然本校沒有設計相關系所，但是淡江卻擁有得天獨厚的山光水色，讓學生長期在

大自然的陶冶中，孕育出如河水般源源不絕的活力、安如泰山的穩重，並以開放的學

風，孕育學生開闊的胸襟，自由揮灑天馬行空的創意與想法，只是缺乏技能的培養

，創意往往只能停留在想像，而無法實現。設計是無法獨自存在的，好的設計賴於與

其他專業結合，對於沒有設計相關系所背景的淡江而言，這是困境，也是機會。因此

，越來越多設計相關研究所錄取非本科系學生，單一專業已不足應付業界所需，設計

人才的培養需要接受不同養分滋養才能創新，跨領域的專業儼然已成為設計人才所必

備的條件！

 

　本校要如何在困境中開創機會？如同創意大師賴聲川說：「創意是可以『練』的。

」政府、民間都有許多培育資源可利用，如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學學文創業志等都有

開立設計相關課程和講座等多項資源，同學皆可積極參與，下功夫自修設計能力，「

練」創意，並思考實踐的可能性；利用如華山、天母假日創意市集等平台，實驗落實

創意，亦可透過參與設計競賽的經驗，直接得到評審的看法並間接提升自身設計能力

。建議本校可朝以下方向孕育設計新星：1. 厚植學生本科系的專業知識，並可跨領

域修讀其他領域的學識，再結合創新創意想法運用設計技能製作符合消費需求、解決

人們問題，且具有前瞻領導性的產品，這是純粹專精於設計的學生所不能及的；2.

學校另可大力邀請設計相關的國際專家學者授課，讓學生有機會和世界級大師面對面

學習，拓展視野，並訓練學生動手實作，培訓他們不只是會「想」，也要會「做」

；3. 產學合作是落實設計的實用概念，建議本校除了理工系所之外，也應極力推動

其他系所的產學合作，強化跨領域、跨文化的合作，亦可鼓勵參與設計競賽、舉辦設

計活動等方式讓本校學生多方腦力激盪，進而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正逢行政院明定2011年為設計年的機會，屆時將可見識到海內外設計大師、設計作



品等齊聚台灣的畫面，這是台灣設計歷史性的一刻。本校應藉此契機培育跨領域背景

的設計人才，不僅讓建築系、電機系等系之學生和校友頻頻獲得國際獎項的肯定外

，更要拓展本校在國際的能見度，打響「淡江大學」的名號，讓淡江登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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