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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政策的再精進 
社論專載

 

五十週年校慶高潮雖已過去，面向未來，正需我們邁開大步。如何迎向再一個、

兩個五十年，激情過後，實值得我們深入省思，因此，本刊再提出幾點看法。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是本校既定的發展政策，近年來的努力與成果也大都

備受肯定。但我們仍願意以再求精進的思考角度，對本校三化政策的落實提出以下的

看法：

 

 

 

　第一、「國際化」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將淡江大學建設成國際性的一流大學，所以

提升自我的實力，使國際一流大學側目才是我們的方向。目前本校國際化的工作多是

以國際交流為主，或是大量到國外大學短期遊學、修學分；當然我們知道國際交流是

國際化的進程，但往往過度重視形式，就容易使目的混淆，反而手段變成了結果卻不

自知。今日積極進行的大三學生留學、引進國際級學者、廣結姐妹校、舉辦國際會議

等，應該都只是本校國際化的中程目標。因為我們必須更積極地培養出屬於淡江的國

際級學者，和以淡江為尊的學術領域，甚至成為多數外國留學生到臺灣求學的重要地

點，如此方能與國際知名學府並駕齊驅。在操作過程中我們認為：應該先回歸本校重

點系所的原始思考模式，重點系所必須肩負擴充學術實力與擴大國際交流的任務，學

校可以合縱連橫的方式，督促重點系所走向國際舞台，參與並主導國際學術聯盟，藉

由學術聯盟或姐妹校，再進入歐、美、日等高水準的學術機構，強化淡江大學的發言

權，使國際高等學府認同淡江的學術實力。

 

 

 

　另外，本校二萬七千多名學生中，外籍生的人數並不明顯，本國學生自然也感受不

到校園國際化的績效。其實每年到淡江學習華語的外籍人士並不少，可是學校一直以

事業單位的概念，將這些外國朋友統歸建教合作中心在台北校園經營，我們並不在乎

業務的歸屬，但我們認為只以事業營利的角度處理華語教學事務，可說平白浪費本校

國際化的最大資源。

 

 



 

　第二、「資訊化」是現代人不可缺少的利器，然而在資訊教育中，除了科技新知的

傳授外，人文的基礎才是重要的利基，凡事講求快速、虛擬的資訊科技，使人容易忽

視了人的主體性，及其對生命的反省與感動。面對虛擬的藝術品，可以有許多的理論

分析，可是最基本的美感卻盪然無存；全文檢索可以有效率的查閱相關資料，然而面

對文獻實物的感動及其創作者的精神，也因此而不復存在。更有甚者，有外電報導美

國有科學家發明了以肉類為能源補充品的機器人，我們對此有無限的憂心，不僅人的

生命主體喪失，人類的未來也可能因此斷送。所以資訊化的目的與發展，是教育者必

須深思的課題。當然，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學校勢必不斷更新設備，才能趕上資訊

潮流，在有限的資源裡，其經費的排擠效應，更是主事者應當謹慎規畫的。

 

 

 

　第三、「未來化」在本校已推展多年，也可以說是國內未來化的先驅，既然未來化

是本校的重要特色，學校應投注更多的資源全力發展此一領域，使淡江成為臺灣未來

學的權威。觀諸學校整體發展策略上，對未來學的支援尚有不足。目前未來學課程是

本校通識核心課程中的一個學門，屬於教育發展中心下的二級單位，由一位組長和少

數幾位老師擔負此艱鉅的任務，在例行的工作之外如何要求其為學校規劃整體策略性

的發展，如何承載更多的積極性作為。因此，我們建議學校的組織架構可以再靈活些

，將學校策略性發展方向的單位，提升到該有的重要位階，再以實際的工作績效要求

主事者，如此方能將淡江大學的特色顯現於世，強化淡江大學的競爭力，並確實邁上

國際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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