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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週年校慶系列建言之二 
社論專載

 

今年欣逢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全校莫不積極地籌辦各項慶祝活動。我們也願意用

最誠摯的態度及愛護淡江的心情，提出一些再思考的方向，期盼淡江大學五十週年校

慶的慶祝活動，能在繽紛熱鬧之外，再加一些永續經營的深思。

 

 

 

　教師是大學的重要支柱，尤其在大學教授治校之說甚囂塵上時，大學教師似乎又形

成了另一個不容懷疑的圖騰。所以懂得反省、改進的教師，其實才是學校進步的原動

力。我們常說教學、研究、服務是大學的三大使命，但是這幾年來由於社會環境的變

遷，教育政策的引導，使得重研究輕教學已成為普遍現象，所謂的名教授常是以研究

成果作為衡量的標準。更有甚者，所接研究計畫金額的多寡還成為對學校貢獻的重要

指標。我們絕對承認研究的重要性，但不可因此而忽視了教學的可貴，好的研究成果

除了有益於學術提昇之外，更應該能奠定教學的基礎。或許有人會說教學成果難以評

量，但這並不代表教師可以忽視此一重要使命。因此，學校應思考以積極的方法，鼓

勵老師更用心於教學活動。

 

 

 

　如果大學教師是一份職業的話，那大部份挑選新進加入的過程，多是以學術為主要

考量，教學能力反而倒是其次的。試想博士學位的獲得本就只是學術訓練的肯定，與

教學能力完全無關。進入教學的環境之後，若不接受適當的訓練和學習，如何有把握

必然成為一位好老師。除了大學教師之外，又有那一種行業的人是不必接受在職訓練

的呢？所以大學教師必須要先放下身段，虛心參與教學法的研習和訓練，自我破除大

學教師無所不能的假象，才有可能成為一名好老師。我們當然不願意相信還有老師以

萬年筆記，或是某單一專長教遍所有課程的不良習慣，但我們要問：如果真有此「以

不變應萬變」的教師，學校是否有積極的對策解救同學們的學習焦慮？還是美其名尊

重教授的專業能力而不干涉。

 

 

 

　在面對競爭日趨激烈的大學教育市場，課程及教學的改革是刻不容緩的。而握有課

程主導權的大學教師，若還停留在以自我研究專業為尊的保守立場，不去了解社會脈

動，將大學學生都當成未來必然走往學術方向來訓練，那課程將永無革新的機會，學



校的發展也必然無法突破。要知道淡江二萬七千多名學生中絕大部份將投入就業市場

，而不是學術領域。我們贊成大學不應是職業訓練所，但大學的教學內涵則不可隔絕

於時代社會。大學教師運用學術成就施用於教學的過程中，必然要適當地修正其步伐

，不斷接受新的社會資訊和現象，協助學生們開創未來的生涯，而不是堅守自以為最

重要、不容改變的象牙塔，以致造成學生的學習困境，甚至形成生涯的迷惘。

 

 

 

　面對巨變的未來，沒有絕對不可改變的教學傳統和課程設計，大學教授若不再積極

內省求進步，也必然要面臨時代的淘汰。既然大學教授是大學的重心所在，則每一位

淡江大學的教師也都肩負著學校發展的重任。我們衷心的期盼淡江大學的教師們能為

學校的成長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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