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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大淡水 智慧大未來 
趨勢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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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邁入第五波發展之際，持續秉持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辦學理念，以「

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為中程發展願景，達到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

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的目標，並建構「課程教學開創新

局」、「全球在地逐鹿萬里」、「高教治理開放共榮」與「在地實踐成就使命」的四

大面向進行推動。其各項主軸各需執行多項重點方案，本報摘錄精華如下：

 

課程教學 開創新局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鑒於「學習者中心」的教育理念在新世紀被賦予新的意義與新的價值，重新思考未

來大學創新學習生態所帶來教與學關係的轉變。尤其在「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時代，須奠基過往課程與教學精進基礎，本面向透過「課程活絡多元

適性」、「學教範式創新萌變」、「特色校園寰宇揚聲」、「產學鏈結生態復育」、

「教學品質確保卓越」等五項策略，以更系統（systemaitc）、整全（systemic）的

方式，活化課程，帶動翻轉與創新教學，並結合大智行雲網之應用，因應學生未來職

涯的能力需求，涵育學生的終身學習觀念。同時透過連結、關懷與合作的共同體

（community）持續學習與成長，在地扎下「淡江人」的根，涵養共創未來大淡水的

動能，促進所在城鄉之實體與虛擬經濟發展向上躍升。

 

　在課程活絡多元適性方面，實施「彈性課程、適性發展」、「翻轉課程、創新整合

」、「社會參與、創意實踐」、「素養涵蘊、心靈活水」、「社團學習、齊力共進」

等五項方案，讓學生能以更活絡的方式學習。在學教範式創新萌變方面，則透過執行

「開展學涯、能力加值」、「挹注活水、以學定教」、「打造場域、學思盪發」等方

案，進行全方位的教學革新，激發師生創新學新之動能。在特色校園寰宇揚聲方面

，以「蘭陽校園、三全拔尖」、「住宿書院、為人為學」、「網路校園、超越時空」

等方案，延續蘭陽校園獨步臺灣的國際化校園特色並深化，同時將其住宿書院特色

，延伸至淡水校園，另擴大網路校園效益，將其重構為活化科技應用、融合多元課程

、增進自主學習之開放環型的網路大學。在產學鏈結生態復育方面，從「核心產業、

人才養成」、「六六大計、接軌國際」、「創意激發、種子涵育」等三方案，結合國

家核心產業之系所資源、同時運用本校既有優勢特色，開設育才課程，有效培育創業

與就業人才。在教學品質確保卓越方面，實施「學教指標、領航登峰」、「學習評量

、鏡映躍進」、「教學評量、精益求精」、「校務研究、掌握學教」等4方案，引領



與檢視課程與教學的精進與創新，並謀求其永續發展。

 

　 本 面 向 以 「 課 程 活 絡 多 元 適 性 」 為 核 心 ， 作 為 整 體 執 行 面 的 推 進 器

（propeller），用以策進、連結「學教範式創新萌變」、「特色校園寰宇揚聲」、

「產學鏈結生態復育」，使形成相互連結的革新網絡，同時透過「教學品質確保卓越

」的機制運作，獲取改善勵進的回饋訊息，促使校務發展更加蓬勃向上開展。

 

　高教治理開放共榮提升高教公共性

 

　本面向以「提升高教公共性」為目標，規劃「協助弱勢全面完善」、「改善結構留

住人才」、「校務治理資訊公開」、「實證導向精實決策」、「開放華語全球共學」

等5項策略，以強化校務治理，營造友善公共環境，鼓勵教師多元升等，建構全球共

學華語之學習環境，使本校成為北臺灣公共財之堡壘。

 

在協助弱勢全面完善方面，以「招生選才、弱勢優先」、「學習輔導、專業提升」、

「生活扶助、主動關懷」、「就業輔導、職涯起飛」等方案，提升弱勢學生入學機會

、降低就學之經濟成本及強化就業競爭力，促進社會階級流動，落實教育機會均等之

理念，同時建構「一條龍」式的輔導系統，全面協助弱勢學生，強化其競爭力。在改

善結構留住人才方面，透過「彈薪留才、開創新局」及「分院評鑑、各顯神通」等方

案，運用教師評鑑制度激勵教師致力於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聘任具國際經驗之

優秀教師，輔以彈性薪資獎勵制度；同時設置特聘教授以鼓勵表現卓越之專任教授爭

取更高榮譽，以達人力資源最大使用效益，因應高等教育的急遽變化。在校務治理資

訊公開方面，承襲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ance）之內涵，經由「辦學嚴謹、財

務穩定」、「治理完備、資訊統整」等方案，公開資訊並善用監管系統，保障利害關

係人，以奠定大學社會責任的目標基石。在實證導向精實決策方面，執行「資料統整

、開放平台」、「數據佐證、成果導向」、「水平溝通、制度連結」、「指標選定、

視覺呈現」、「深度分析、洞察未來」等方案，蒐集高教發展趨勢，以提供具事實依

據之分析結果，擬定最適發展決策，以發揮資訊彙整、公關宣傳、政策分析及學術研

究功能，進而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達到內部改善、外部問責之目的。在開放華語

全球共學方面，透過「時代華語、教材創新」、「數位華語、精進教學」、「海外拓

點、全球共學」等方案，以本校時代華語教學系統的開發為基礎，培養種子師資與在

地師資訓練，最後建立海外教學機構，以扎根全球共學之華語環境。

 

　本面向透過「校務治理資訊公開」、「實證導向精實決策」、「開放華語全球共學

」讓教學與行政制度更臻完備，搭配「協助弱勢全面完善」，提升弱勢學生入學機會

，並建立輔導支援系統，強化學生學習累積競爭力，同時利用「改善結構留住人才」



，鼓勵教師更精進及深化自身，並提供職涯最適發展，以改善教師人力結構。

 

全球在地 逐鹿萬里發展學校特色

 

　為有效因應產業創新的需求與國際化競爭的挑戰，本面向以「國際展翼、研究能量

、產學合作、優勢特色」為構面，擬定「屹立國際波瀾壯闊」、「研究茁壯群雄爭鋒

」、「產學鏈結奇兵創業」、「優勢領域特色培育」等4項策略，分頭並進，協力統

整，以落實「引領大學發展優勢領域，展現多元國際競爭特色」之高教深耕願景，培

育跨域創新、能夠「立足臺灣、昂揚國際」的優勢領域專才。

 

　在屹立國際波瀾壯闊方面，秉持「跨」（trans-）「越」（crossing）理念，以「

戰略前瞻、整體佈局」、「全球視野、文化融合」、「國際移動、多元學習」、「靈

活有致、近悅遠來」、「外語優勢、燦爛明星」等方案執行國際化，打造優質英語課

程，豐富師生國際經驗，強化南向交流，增進學生英外語能力，打造精緻優質的淡江

地球村。在研究茁壯群雄爭鋒方面，透過「創意環境、學群茂盛」、「資源相乘、跨

國合作」、「群雄爭鋒、士氣昂揚」、「區域系統、知識集智」等方案，持續擴大專

任教師的研究獎勵，補助師生參與研究計畫，國際交流及研究合作，並積極與國外大

學建立學術研究合作交流；同時強化在地連結，提供在地產業發展服務。在產學鏈結

奇兵創業方面，以「特色產學、時代脈動」、「創客基地、創新永續」、「優久聯盟

、合作多贏」等方案，強化產學合作績效。在優勢領域特色培育方面，藉由「策略產

業、優勢人才」、「迎應趨勢、外語經貿」、「東風西漸、華師外派」等方案，整合

豐碩國際化成果、遍及海內外的傑出校友、以及眾多優質學院之厚實根基，集中資源

培育優勢領域專才，有效回應產業創新的需求與全球化競爭的挑戰，實現「培優育卓

，迎應趨勢」的目標。

 

　本面向，以「屹立國際波瀾壯闊」深化本校國際化優勢，提升師生國際觀與跨文化

涵養及創新國際學習；配合南向布局，增聘優秀外師，拓展多元境外招生；透過「研

究茁壯群雄爭鋒」積極建構一流研究環境，培養更多蓬勃的跨領域頂尖研究團隊，引

進姊妹校的研究優勢以生根在地化特色研究，用獎優扶弱補助方式激勵師生參與研究

；以「產學鏈結奇兵創業」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5+2）產業成立特色學群，成

立達文西創客基地激發師生創新潛能，同時推動國外創客基地的觀摩與結盟，促成寰

宇創客的意圖；以「優勢領域特色培育」深耕本校智慧製造、人工智慧與航太人才的

培育，培育具備雙外語的全方位經貿人才及具備外語能力的合格外派華語文師資，強

化國際移動力、跨域研究力、奇點創新力與優勢競爭力。

 

在地實踐成就使命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8年「世界高等教育論壇中，揭櫫大學社會責社，本面向規

劃「人才培育區域治理」、「產業鏈結跨域學習」、「人文關懷在地實踐」、「社會

創新實作分享」等策略，致力提升本校社會參與度，藉由各學院中「行動」、「再生

」、「實習」、「養成」等執行方案，將創新產業、人文、社區文化融為一體，打破

校牆的侷限，協助學生發展對在地環境、人文與社區的社會關懷素養，並將多元價值

知識有效地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社區邁向更成熟的公民社會，同時結合USR計畫

，發揮本校對在地的貢獻，進而促成產業與社區的繁榮發展，達到「善盡大學社會責

任」的目標。

 

　在人才培育區域治理方面，執行「系系服務、學用接軌」、「環境教育、體驗基地

」、「前進高中、共創媒合」等方案，結合面向一的「社會參與、創意實踐」，協助

學生統整專業知能及實務經驗服務社會；同時建立具有前瞻企圖的環境教育基地，建

立與在地高中之協作夥伴關係，以達人才培育、區域治理之目標。在產業鏈結跨域實

習方面，則以「系系實習、產學實現」、「海外實習、接軌國際」、「化學深耕、科

普推進」等方案，透過產業合作，提升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力，同時運用在地實習、

共享學用和海外實習「三實作」，達成接軌國際及就業市場的目標。在人文關懷在地

實踐方面，藉由「人人志工、幸福社區」、「看見希望、就業工場」、「銀髮長照、

樂活健康」等方案，因應社會責任的演變趨勢，以志工參與、弱勢扶持及敬護銀髮等

「三行動」，達成在地人文關懷的實踐目標。在社會創新實作分享方面，則是實施「

淡水老街、載動藝文」、「滬尾榮景、共學再造」、「深耕林美、在地國際」等方案

，以社會創新與實作分享的人文關懷角度，瞭解社區的人文發展特質，透過學校整合

地方溝通，策動在地發展，達到協助淡水及林美在地社區發展的「三再生」目標。

 

　本面向善用既有及潛在的優勢，配合社會未來發展趨勢，分由在地、實踐、產業、

教育四面向，並以人才培育、區域治理、產業鏈結、跨域學習、人文關懷、在地實踐

、社會創新、及實作分享展現實踐行動。而「系系服務、學用接軌」、「化學深耕、

科普推進」、「淡水老街、載動藝文」、「深耕林美、在地國際」等方案，更呼應大

學社會責任的觀念，透過對學生的啟發與實踐，達到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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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入第五波發展之際，持續秉持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辦學理念，以「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為中程發展願景

，達到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的目標，並建構「課程教學

開創新局」、「全球在地逐鹿萬里」、「高教治理開放共榮」與「在地實踐成就使命」的四大面向進行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