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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像變色龍一樣，適應淡江現有的研究教學環境，窮則變、變則通，發展出

屬於自己的特色。」理學院院長陳幹男笑著說。他表示，不要去羨慕台大或清大的優

勢，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學生、經費和來源都不一樣，可以利用的資金有限而且永遠

不足，因此我們就應利用現有的環境，發掘出自己和本校的優點和長處，創造出與他

校不同的淡江大學特色，發揮創新的點子來開發研究成果，製造誘因藉此提昇研究論

文的質和量、設法爭取各種研究計畫案，加強督促學生讀書和研究的風氣，積極建立

與國內外知名大學平起平坐的學術地位。

 

 

 

 

 

教師的研究工作是馬拉松賽

 

 

 

　理學院的數學釱物理和化學三系所從88年開始設立自我評鑑制度，系內教師中由資

深教授成立自我評鑑委員會，並分別邀請校外專家學者針對院內各系的服務（與業界

的互動）、教學、研究三項，作詳盡地書面審查和實地訪視，以讓各位教師了解自己

系所的長處和缺點。此項評鑑工作就像每人在醫院所作的全身身體健康檢查，無形中

給予院內每位成員成長的原動力，同時也造成無形的壓力。

 

 

 

　目前理學院規定，博士班學生的論文一定要在國際期刊發表；鼓勵老師向國科會或

其他單位提出計畫申請，希望每位老師都要有研究計畫，每年將會公告各系所教授的

申請案件、申請率與通過率。院長說這是一種良性的壓力，是足以讓理學院達成「今

年好，明年要更好」的目標。

 



 

 

　教師研究計畫案包括國科會、教育部和產學合作，從八十九學年度的研究計畫案總

件數64件，至九十二學年度（統計至3月10日）的總件數83件，呈持續增加的狀態

，統計至今也累積有三百件之多，研究計畫金額將近2700萬元，理學院教授獲得專利

數有15項之多。期刊論文發表也從八十九年度的118篇釱九十年度的108篇，到九十一

年度的142篇，預計正在統計中的九十二年度將會有成長的佳績出現。數字的增加即

顯示每位師生一直保有活力，努力持續的進步。

 

 

 

　院長陳幹男更以「馬拉松比賽」來形容每位教師努力的研究為目標前進，若突然停

止參與競賽，轉而變成觀眾後，從此就再也沒有比賽的勇氣和動力了！因此，陳院長

形容這項自我評鑑制度就像一種身體健康檢查，每個系所老師皆隱瞞不過醫生，曾發

表過的研究成果，均放上各系所網頁，藉此來激勵該系師生的成長。

 

 

 

　目前理學院甄選新進教師，主要是針對「過去的研究表現」與「研究潛力」，這樣

就像是一種「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現象，研究必須有競爭壓力才會成長，才能繼續

進步，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唯有老師以身作則先行努力，學生才會努力跟進。當然

，對於學生就是要求他們不要浪費時間，應該及時努力投入研究工作，完成論文，盡

早畢業。這對學生是種誘因也是保障，讓學生提早進入社會歷練。理學院院長更笑稱

自己就是一個「拚命三郎」，努力讓自己成為教師及學生的模範，讓學生個個都很「

耐操」。

 

 

 

　理學院裡本身就有一套家規，希望每位教師皆有研究計畫，因為教授的人數是分母

，計畫案件數是分子，每位新進教師均適用理學院的四年條款，這四年的努力表現

，讓老師發掘潛力，這是一股無形的力量讓新進老師發揮實力持續進步，目前每位老

師都很積極，個個都很稱職。

 

 

 

 



 

私校NO.1為口號

 

 

 

　要和國立研究型大學齊名，更要創造特色，向國際知名學府學習。理學院目前以國

內的成大、清大、台大相關系所為努力的標竿，成大的環境背景與本校較為接近，這

些比較都是在於「同質性」比較，如物理系v.s.物理系等。藉由同質比較會讓我們產

生檢討。不過本校的研究計畫、三系專任師資目前有84位，僅次於台、清大，與成大

相類似，理學院教授比例超過50%，比例上也很一致。

 

 

 

　目前化學系、數學系都有45年歷史，物理系也有40年的歷史了，理學院的三系，每

系在過去產生約有3000名以上的系友，每個老系都有許多傑出的系友，讓往後的學弟

妹跟進學習，建立一套學長照顧學弟妹的優良傳統，提拔學弟妹，提供初入社會的工

作機會，系友在社會的表現成就，也會提高學弟妹在學的求知慾望。雖然學生常常替

自己貼上標籤，不過陳院長認為：「書是自己唸的，畢業後在社會的成就是靠自己的

表現，不是靠就讀的學校。」因此他常常鼓勵學生繼續深造，考研究所等等，他認為

「修行在個人」，況且該院前25%-30%的學生是可以與台大學生比較的，因此如何建

立自己信心，讓自己努力去跟自己挑戰是很重要的。

 

 

 

 

 

實驗空間仍顯不足

 

 

 

　理學院系所除了數學系外，均以實驗科學性質為主，目前空間狀況與成大相當，但

仍需要有較多實驗室空間提供現在和未來的發展，即使現在有化館和科學館兩館的空

間，但當增添新型研究用先進儀器，或是新聘老師和博士後研究員參與實驗相關研究

工作時，這些發展成為研究型大學所需的實驗室空間就會明顯地不敷使用。況且整合

教授研究團隊指導的大學專題生、碩博士班研究生等跨領域的研究團隊，更需要空間

來執行整合研究專案，因此增加研究實驗室的空間就成了理學院的長程計畫



（2010~2020年）。

 

 

 

 

 

 

 

理學院學生可塑性很大

 

 

 

　院長把學生比擬成黏土，認為淡江大學的學生可塑性很大，遇強則強，「雖然進來

的學生資質並非最好，但畢業出去的學生品質還不錯，有足夠能力跟他人競爭。」大

學生只要有心向上，四年的磨練不難有讓人刮目相看的成績，每年畢業典禮當天，在

化學館和科學館大門前張貼理學院各系畢業生考上研究所的榜單，就是他們四年學習

的成績單，也是畢業生送給師長和家長的畢業禮物。

 

 

 

　每年理學院有數學釱物理和化學三系的大學部畢業生約300人（每系約各有100人

）；目前碩士班人數有165人，包括物理系42人、化學系65人、數學系46人釱生科所

12人；博士班就讀人數63人，其中物理所16人、化學系33人、數學系14人。理學院自

研究所成立以來，共產出碩士1073位、博士人數共54人，其中化學博士28人居首、物

理和數學的博士分別是10和16人，未來畢業人數也不會增加。畢業生就業的行業大體

上能學以致用，就業率大致近100﹪。

 

 

 

　理學院各系所除基礎的理論訓練外，還分別有發展的重點，如物理系的光電學程和

材料科學釱數學系的資料處理釱化學系的生物化學與材料化學，以及新成立的生命科

學研究所，逐漸朝生物資訊方向邁進。理學院大學部的畢業生約五至六成的學生進入

國內研究所進修，其他在兵役後投入職場，光電和材料相關產業是主要的工作機會。

博士班學生除了修課和學科考試的基本要求外，博士畢業論文要求也是畢業門檻「至

少兩篇論文經國際期刊接受發表」，希望研究所學生的就學年限越短越好，並實施清

倉計畫，主要讓老師持續督促學生專心學業和論文研究，好讓研究生儘快畢業不拖延



時間，早日進入社會投入職場。

 

 

 

 

 

短中長程計畫各有目標

 

 

 

　在短程兩年計畫中，院長表示要以增加空間、增聘優良師資及添購基礎共同儀器為

目標，中程的五年計畫則要以增加貴重精密儀器為目標，以利生物科技和奈米科技的

發展，提供將來學生就業所需的專長，約聘短期外籍老師來拓展學術視野，並可增加

國際知名度。未來在長期目標中就要創造研究特色，增加研究獎勵，凡積極研究工作

者提供研究的儀器設備並給予表揚，以提升研究風氣與成果。並同時繼續添購必要的

精密儀器設備和充實研究人力，以達到成為知名學校之目標。

 

 

 

 

 

系所活化 課程革新

 

 

 

　上學年度化學系響應活化系所的學校政策，已更改了系之組名為化學與生物化學和

材料化學兩組，並從九十二學年度開始招生，化學系老師邀請本校教育學院的教授

，開始研究並追蹤活化系所招生和學生學習狀況等，因此長時間觀察學生的差異性及

未來的創舉等就是一個專題的發揮，也作為系所活化的參考依據，往後的四年正是推

動理學院系所活化的奠基，這是屬於淡江特色的研究。

 

 

 

　化學系教授積極配合組名的更動，調整課程相關內容，去年已增聘一位生化老師

，預計今年將會再增聘2名，其中一名與生命科學研究所合聘，期望增聘一位從事生

物化學和核磁共振專長的教授。物理系在系所活化方面的努力，首先以光電學程方式



進行，整合相關理工課程讓學生得以培養光電專業素養，同時也將增設有關奈米材料

的課程。未來也會增設整合型奈米相關應用課程，創造研究特色以提升知名度，也較

利於吸收優秀學生和社會資源。院長表示，其實學校目前已整合理工學院近30位教授

，成立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因應資源共享和專長分工所形成，相互切磋經驗交流，期

盼藉此異業的合作團隊發揮整合研究的效益，提昇研究的品質，此中心至今已成立一

年，也將持續成長當中。不僅如此，針對理工學院的大型共同儀器採取集中的管理方

式，可以節省資源、避免浪費，發揮共同研究儀器的功效。

 

 

 

　活化教學方式，達到實務與理論結合，因此在學學生一定會有機會跟老師討論，並

且進入研究室與同學互相切磋研究專題。此外鼓勵每位老師使用資訊中心開發的教學

支援平台，將各科目講義、課程大綱放置其中，並且藉由網路討論室讓學生與老師的

互動更為頻繁，將於2005年前全面上線。此外於課堂上更囑咐每位老師加強學生外語

能力，利用原文書的教學方式，將專業術語以正確發音讓學生學習，以期達到最佳效

果。不僅如此，在中、長程階段更要強化各個教學與研究小組的功能，除了原有工作

外更定期作「教學研討會」以討論各科教學技巧，也會與本校姊妹校或國際知名大學

師資交流，以拓展院內的視野。

 

 

 

　此外也逐步的提昇SCI、EI的研究成果數量及排名，目前主要以量的提昇為主，並

定期舉辦專題的論壇、學術研究講座、國際學術研討會，增加師生自己的視野，激發

自己的潛力。並訂定研究生發表論文獎勵方法，鼓勵全院研究人力總動員，而未來也

會將研究成果提昇至質量並重的目標，鼓勵跨領域、跨系所、更甚至跨國際研究的整

合，讓理學院在各學校同質性的比較間，更可以嶄露頭角，屹立不搖。院長更表示

，「我們現在在國科會的排名大約是公私立大學中的第六名，更是私校第一，未來還

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持續努力中！」

 

 

 

 

 

落實三化政策

 

 



 

　國際化方面，院長鼓勵學生要加強自己的外語訓練，提昇外語能力，不僅如此，未

來也會增加外語授課的比例，訓練學生對於專業術語更有所認知，院長表示：「理學

院的物理、化學、數學三系，在前年本校首次大一英語檢定測驗結果，正巧三系名列

倒數一、二、三名」他更笑著說，「這樣我們的進步空間很大！」此外也會定期舉辦

區域性學術交流、舉辦小型國際研討會，也會請國外專家學者擔任客座教授，並鼓勵

學生出國至各校作研究交換，老師也出國演講發表論文、短期訪問，以作為教學相長

，進行學術交流互動，以提昇本校知名度。

 

 

 

　對於資訊化、未來化方面，努力讓系所資料數位化，落實教學平台，並推動遠距教

學課程的發展，未來也會推廣網路教學提供產業界資訊服務。此外，日後會定期舉辦

未來化科技研討會，並配合世界科技新趨勢來改革課程，以藉由落實三化政策達成與

國內知名大學並駕齊驅的目標，強化鞏固學生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以期未來讓本校

理學院在產業界、學術界的名聲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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