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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組計畫成員有校長室、學術副校長室、文學院、外國語文學院、研究發展處、

教務處、財務處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共8個單位討論。本組結論整理如下：

 

首先是落實在地化，結合大淡水社區的力量，形成一個互利的交流網絡。深耕在地之

餘，也加強對外宣傳，例如行動化學車是相當成功的案例，藉由每回下鄉服務、教導

化學基礎知識的機會，也扎下良好形象的基礎，對於本校聲譽、未來招生皆有正面效

果，各系所可參考化學車模式，或是在寒暑假期間舉辦具指標性競賽、特色營隊，讓

更多學生、家長對系所經營有更多認識。

 

　本組認為各系所扮演高等教育的心臟角色，且學校競爭力是由系所累積而成，因此

在現有基礎上，應多加強化系所在專業領域發展，進而推升本校學術聲譽。面對少子

化衝擊，拓展國際學生來源仍要持續努力，並積極貫徹國際化發展。會中討論也提到

教室改造成果，包括在驚聲大樓的翻轉教室（T307）、圖書館側棟的洞悉未來情境教

室（I201）等，突破傳統講授形式，改造成適合多點討論的教學場域及更新硬體設備

，例如新增無線麥克風、教室重新設計等，盼能為翻轉教學提供最適切的支援。

 

　同時，本組談到系所合併或停招的議題，討論結果一致認為應將資源集中，做出最

有效率的配置是提升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因此整併性質過於相近的系所是可以思考的

方向，且基於貼近產業發展需求，在課程上也必須做出調整，對於辦學績效不彰的系

所，將來也會評估停招的可能性，期以在有限資源下發展最大效益的運用。課程調整

方面，本組成員提出透過適性教材的推廣來執行教學，針對不同需求和教案設計，盼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針對校友部分，建議開設就業學程，一方面增進校友的職場

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落實矩陣中的第四區塊：多角化經營的概念。目前國內已有大學

成立產業學院，讓學術領域和實務界結合，本校可參考此類經驗，從企業校友著手

，與本校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例如現行的企業參訪等課程是從大三開始，未來希

望能推展到大一，即能參與產業學程，協助學生探索未來畢業出路，也增加更多學子

就讀意願。

 

　在創新高教服務內容，本組認為現行的院系架構必須做出調整，包括上述的創新學

制、創新學程設計，都是未來推行重點。針對矩陣中的第三區塊：開拓新市場，除了

新設學位專班、招收境外生源外，樂齡長青班也是可以開發的區塊，且在現有教學體



制下即能執行，相當具有可行性，值得相關單位研究評估。課程創新部分，本組提出

在大學學測放榜後，可提供先修課程、開設遠距課程，不只是現有的語言學習，專業

領域也能先修，屆時透過評量設定抵免標準，如此不僅有益於學生不間斷地學習，也

有助於提升註冊率。

 

　針對矩陣中的第四區塊：如何同時創新教育服務並轉型開拓市場，提升學校競爭力

？本組建議參考證照、升學補習班的構想，精緻在地化成人教育；將來當進學部規模

縮小後，夜間的教學空間可以規劃做為運動中心使用，達到結合在地民眾的需求，也

增加學校在開拓新市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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