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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以全新的角度正視教師駐校  
社論專載

 

新年新願，新上任的游內閣以「行政公約」自期自許，值此馬年新春，本校老師

們的第一個功課，就是填下本學期的第一張功課表──每週駐校三十二小時，也就是

四個半天的時間配當。在此，我們希望全校的師生，能以全新的角度正視這個課題。

 

 

 

　專任老師每週駐校三十二小時是原先就存在的規定，也明載於聘書上，學校在上學

期末召開的行政會議上重申這項規定，可見其提昇學術競爭力、整頓學風，全力往研

究型的大學發展的魄力與決心。

 

 

 

　對學校而言，重申教師駐校時間的重要性，只是一個宣示性的開始。從去年學校的

諸多舉措可以看出這樣的決心，包括：修改校內研究獎勵的辦法，論文需先申請國科

會獎勵，方可申請校內獎勵，鼓勵老師們向國科會大膽進軍。在師資的要求上，延攬

教師須為副教授以上、有教學經驗且研究豐碩者，旨在快速的調整師資結構。並積極

聘請知名學者來校任學術主管，以帶動學術風氣。本學期更重新成立出版中心，希冀

於台灣的學術出版界佔一席之地……等，在在都為提升學術的品質。

 

 

 

　對老師而言，老師們於大學的教職上，所託付的是研究、教學與服務的責任，但是

來自學術與社會的壓力，加上自身對於研究的狂熱與要求，老師們的生活並不如外界

所想像的輕鬆。專任老師平日不僅要負擔八至十二小時不等的教學鐘點，並擔任導師

，尤其本校學生為數眾多，大班制動輒上百人，擔子不輕。在近年各大專院校皆以評

鑑較勁的情形下，還必須持續不斷地進行研究。

 

 

 

　許多老師認為，每週三十二小時的駐校，還不足以道盡老師們的辛勞，只要抬頭看

看午夜的研究室窗口，經常徹夜通明的燈光便可得知。老師們不分晝夜的進行教學與

研究，或者兼任行政工作，卻還得「排班」三十二個鐘點，而且時間必須安排在上課

時間內，認為太過於制式化。



 

 

 

　但從政策面來看，學校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根據本校歷年來的統計，不論是教師本

身或同學、職員，泰半都對本校讀書風氣沒有信心，認為本校同學的讀書風氣不佳。

這固然與本校開放、自由的學風攸關，亦有社會輿論抨擊現代的老師們只注重自身的

研究及升等，對教學只是敷衍應付，若老師們能多撥些時間敦促同學，情況必能大大

改觀。駐校的時間，正是同學們向老師請益的大好時刻，老師們多駐留於校園，必然

能加強師生互動，對於校園讀書風氣的提昇自有正面的助益。

 

 

 

　而在本校老師們的努力之下，申請國科會的研究案件數，已連續六年居私校之冠

，根據學校的統計，八十九學年度每位老師平均發表於國際期刊的論文數達一•八八

篇，全學年的出版品達九十六本，均為可喜的成績表現。好還要更好，我們期望馬年

的研究成果繼續當先之外，還要更精進，若要產能加倍，則更需要全員全時、目標一

致的投入。

 

 

 

　同時，在各院與系的學術互動整合上，老師們如果能夠排定一些共同的時間，則可

成就更多美事。如外語學院與國際學院的聯合學術下午茶、理學院逢五必舉辦的相約

榕樹下活動等等，並能使老師們積極地參與系務、院務會議，系、院之間的凝聚力與

向心力自能加強，教師們的相互切磋亦能生激勵作用，使校園更臻理性與感性的和諧

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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