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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大學應該是一個充滿理想與實踐的地方。同時，大學也是社會重要

的一環，扮演培育人才的角色。大學應該是一個完善的環境，讓所有教授，得

以在此自由的創造學術；讓所有學生，得到適才適性的教育，盡情發揮。大學

也應該像「家」，提供完整的成長環境。教授在這裡成長學術，學生在這裡獲

得生命中最重要的啟發。大學也應該是地方最重要的參與者，幫助地方成長，

使地方感覺驕傲。 

在高度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位處東部的東華大學，面對台灣高等教育共

同面臨的少子化挑戰，要如何選擇並邁向一條「大學」的路？我的基本思維是，

以“人“作為為迎向未來的基本單位，以文化與創新作為發展的深度與廣度，

屬於大學的基本任務教學與研究要穩固，同時需要有合縱連橫的創意，由學校

集中資源投資建立學術環境新的根基，找到屬於東華的驕傲。我們要問: 一個

世代以後，我們的大學能做出甚麼改變? 我提出：創造興奮與希望。 

首先是領導力與願景。這是對校長的基本要求，校長要能展現領導力，對

各級主管授權且能帶領所有的主管，每一個主管也必須能帶領他們的團隊，創

造價值。再來是創造願景，描述我們期待甚麼樣的未來?才能在現有的基礎上，

投資未來。在未來五年，台灣高等教育將共同面對少子化與經費減縮的挑戰，

這正是我們重新思考教育翻轉與經費投資優先順序的大好時機。翻轉教育的基

礎在體認我們的學生面對跟過往我們面對完全不同的未來，此時，創新的信念

是啟動翻轉最重要的機會與動力。如何將課程設計成能提供一個知識爆炸、典

範改變、動態發展社會所需要的教育設計，才是關鍵。我們要相信學生，才能

以更積極的態度設計能提升學生學習的興奮與希望的教育內容。如此也才能在

教育的設計上，展現東華的特色。 

我們的大學需要以創新的思維，來因應動態的社會發展。在面對挑戰的時

候，也是整理我們行政策略、經費使用優先順序、人才凝聚的時候。我們要相

信我們的教授，要認真思考我們的行政手段有沒有真正幫助在這裡教學與研究

的教師以及在這裡學習的學生?我們的資源使用能不能在經費緊縮的年代，投

資未來，投資在教師的發展上?同時應該使用在提升全體人員的士氣上，這樣

我們才有機會期待願景的實現。 

大學裡的教師，最主要的一項工作仍然在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的價值討論

在它的原創性以及研究對全體人類的貢獻，所有的學術貢獻也應該回到學術的



討論上，而不是辦法以及我們賦於某種發表形式的點數。所以我們對於學術這

件事，應該有對話與辯論，在相對不同的領域之間，才能找出共同信仰的價值，

回到學術創作原始的初衷。 

改變關鍵在，有什麼人，需要認識什麼，可以做哪些事，能夠改變未來。

因此，營造東華大學有希望的未來，關鍵年代，校長要帶著大家一起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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