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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組計畫成員有國際事務副校長室、文錙藝術中心、工學院、教育學院、總務處

及資訊處，共6個單位。針對矩陣中4個面向進行討論，並提出具體之因應對策。

 

　首先，希望校內資源能做更有效率的整合應用，例如4個校園有更多資訊互通、師

資共享。針對教學服務內容現況改善，本組認為在產學合作的推動仍有精進空間，建

議由產學合作經驗教師帶領、協同參與，厚植本校產學合作實力。創新部分，境外生

人數逐年上升，目前規劃成立專門提供華僑子弟就讀的海青班。明年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落成，盼能在邁入第五波之際，有更具創新的思維來迎接嶄新的建築。

 

　本組認為，開辦語言學堂、舉辦長青活動等對策，雖有助於開闢新市場，但要有效

推動，組織調整有其必要性，也才有足夠能力落實新業務。本組成員提到，校內應增

加協助學生考取證照的課程，或是建議在通識課程中加入證照知識，尤其是未來學課

程，應朝向創立證照的方向思考可行性，盼能藉此落實未來化發展。

 

　借鏡國外姊妹校的良好學習制度也是改善途逕之一，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學設置有「

學部」的制度，且部份姊妹校雖與本校締結友好關係，但卻無交換學生，未來也將更

積極地爭取姊妹校的學生來校就讀。觀察大環境面臨嚴峻挑戰，很多校務發展遇上經

費緊縮，但本組仍認為一所擁有許多優勢競爭的大學，應適時投入發展經費，如此才

能爭取到更多學術聲譽及附加價值。

 

　產學合作部分，本校應積極掌握業界需求與連結。本組也有成員提到教師必須駐校

8個半天的規定，建議應針對不同的工作性質、貢獻程度，做出適度調整，讓教師擁

有更多空間，在校外爭取更多有利學校的資源。在學生學習方面，前兩年的重點推動

已收到成效，應持續關注。

 

　關於創新創業，本組建議除了鼓勵創業成功的校友返校分享經驗，也可以提供更多

誘因給教師，藉此吸引更多富有產學能量的教師投入。機器人發展的討論在本組認為

，有可能獨立成為一個學系，現在很多大學將電機相關領域成立為一個學院，本校也

可以考慮未來發展性。

 

　同仁提出學分制度的改革，除了現有制度於106學年度起，規劃各系畢業學分數降



低到128學分外，未來也鼓勵大學部學生提早一年畢業，盼藉此吸引更多優秀學生來

校就讀。關於全球暖化議題，本組認為應盡到世界公民責任，建議在每棟大樓增設綠

能設備。在拓展新的高教市場方面，成教部勢必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協助本校在

招收樂齡人口的經營，盼有更多新設課程及準備。

 

　會中，許多單位反應境外生住宿問題，除了在學業上滿足課程需求，還需要在生活

上提供完善照顧，以建立起良好口碑。另外，有同仁針對提升世界大學排名表示，本

校在理工領域論文發表向來有不錯成績，將來可以思考協助發展社會科學，特別是人

文領域的國際期刊發表，建議每個學院都應聘請該領域大師級人物來校授課，期以發

揮示範作用，亦有助於提升世界排名和學術聲譽。

 

　最後本組討論聚焦在未來化的訓練上，有新進同仁提到未來化的推廣較為不足，人

事單位將來可考慮研擬給予更多關於未來化的在職訓練，期以落實所有教職員們對淡

江文化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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