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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旺宏館大半圓會議室 

與會師長：賀陳弘校長、謝小芩學務長 

 

一、 (1)關於產業連結，目前二類組的比較多，三類組的產業實習蠻少的，希望

可以有多一點生科方面實習的機會。 

(2)讀書會的限制有點嚴格，尤其是經費申請的部分。目前好像只能申請影

印費和餐費。現在好像有些材料費可以開放申請。 

答：(1)載物書院，提供教育性的活動；產學總中心，有產學活動，支持團隊轉

型為商業化的公司，被輔導的團隊登記成立公司的比例蠻高的。實習部分，

沒學分的大概都是廠商會來請學務處公告，教務處管的是有學分的。另外，

生科院有許多老師其實連結了很多業者，有些是跟清華有關，整體生態圈

已形成。 

(2)讀書會問題將請教務處教發中心看能不能做調整。 

二、大學生在不同階段怎樣裝備自己的以提升自己競爭力?有什麼就業實習相關

的資訊？ 

答：就業實習的管道，商管學院許多資訊提供給學生，像兆豐金控、校友營鷹

計畫、玉山金控，提供清華學生不少實習的機會，比例算高，可多留意。 

(學務長)學務處綜學組有許多職涯發展的活動，像三月的徵才博覽會，會有

兩三百企業來擺攤，還有 career 電子報可以訂閱，另有企業領航計畫，專

門為我們學生設計一個 program，可以深入到企業了解企業在做些什麼，非

常鼓勵同學來注意職涯發展的資訊。 

三、目前實驗教育許多都是走頂端的教育，需負擔龐大的學費，想請問校長對於

目前實驗教育機構及學校如何讓弱勢的學生進來來清大，包含他們進來後能

融洽的發展？ 

答：招生方面，清大以申請入學或是特殊選才弱勢學生比例比較高。育才方面，

實驗教育學生有最大自由度去組合他畢業的學程，不受限每個系原來的設

計學程，不用額外繳交學分費。學校另外有旭日計畫和還願獎學金可以申

請，基本上是不存在因為家庭困難，而沒有錢把書念下去的情形。 

四、(1)想請校長分享經驗給學生，想知道校長以一個學術前輩以及管理職位對

於學生未來在學的發展規劃能有什麼建議？? 

(2)假日或寒暑假可否加開南大校區與校本部專車，供參與活動學生使用？ 



答：(1)在學校裡面，課堂學習培養基本專業知識，但有意識的培養語文和邏輯

能力是很重要的。另外社團是一個重要的場域，大家在學期間有時間可以

盡量參與課外活動。 

(2)兩校區交通我們有跟新竹市政府談，也已經核准路線權了，從校本部到

南大校區再到新竹轉運站，接下來就是找客運業者實行此計畫。 

五、103 年時，學校有一個能源節約的計畫，要在全清華七萬六千坪的屋頂上蓋

太陽能板。我知道台達電上面已經有太陽能板，學校在售價、成本、跟這些

太陽能廠商談的價碼好像都已經談出來了，不知道校方在這方面的進展如何？

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設定了零排放的目標，我想知道學校在這塊進展如何？  

答：台電之前要求發電要拉線賣回給台電，這條線要從學校裡面拉到光復路上

台電的主幹線上才算，所以只有校門口附近：化工館、台達館能勉強達到。

但現在我們可以在校內發一些電，在校內自己消耗掉，就可以算發電量可

以折電價。現在有一些進展，除了台達館我們估計這兩三年應該會增加很

多。 

六、我們系要改名『運動科學系』。其實不太了解『運動科學系』在未來以後就

業方面會有什麼發展？因為，其實運動科學在台灣其實還滿少見的，請問校

長對運動科學系有什麼想法或是建議？ 

答：運動科學的領域涵蓋運動與生理、心理、管理、電子、力學、材料甚至美

學的連結，有很寬廣的產業應用空間，未來延伸出的發展能量也將十分巨

大。學生畢業後除學校體育老師、選手外，還可跨足健康產業等相關領域。 

七、(1)面對目前跨領域人才的需求，學校在開課方面以及學分承認方面，能否更

開放？(例如，多開設實務課程；畢業需修習學分 36 學分，能否開放一定比

例承認外所學分數作為畢業學分？) 

(2)關於校門西側門新建的車輛感應裝置，造成腳踏車出入困難，而且需要騎

上人行道，造成危險，是否可以改善？ 

答：(1)開課方面，清華其實是設法在打破體制來實現跨領域的，科法所基本上

是培養證照專業的系，要跨領域非常困難。因所務是科法所自主管理，要詢

問科法所意願，會再與院長討論可以多一點學生跨領域的空間。學分承認

方面，每個研究所抵不抵認要看研究所的判斷、課程的程度還有跟研究的

關聯性等等，原則上是可以的。 

(2)總務處跟我說他們希望把一些路變人車分道，另外腳踏車上去那個路口

的坡度也陸續要改。西門那一邊，腳踏車進出的時候，看可不可以友善一

點。其實要仔細設計，有看過一些柵欄的設計很巧妙，就是腳踏車可以過但

是機車過不了，輪椅的話，另外要去打開。這讓總務處去想一想，應該可以



克服，這就是典型的工程問題。應該要想辦法去解決。 

八、(1)學校提供校長獎學金鼓勵博士生來清大念，學校會給 15000，我們系上會

再補助 10000，但後來是細則變成全校可以通用的法則，到其他個別的院的

時候變成調整的幅度很大，甚至經費比較拮据的可能原本要發 6 個月，縮減

到 4 個月，甚至是不發，我想知道未來如果有這個問題的時候，可以怎麼樣

去解決？ 

(2) 如果要讓電動車可以進來到學校，一方面改善學校班車，另一方面也可

以永續環保。這部分在實行上有沒有什麼困難？未來有沒有可能規畫這方向？ 

(3) 圖書館之前在週六日有開放到 10 點，後來我不知道為什麼連星期六日

都只有開放到 6 點，不太理想，替代方案是可以到夜讀區，但我想知道如果

要在週六日也可以開放到 10 點的話，在運行上有什麼困擾？有沒有可能禮

拜天維持原有的營運時間，或在校園內提供其他類似夜讀區的這樣子的空間？ 

答：(1)博士獎學金的部分，我們每學期到各學院去座談，我把它記下來，跟每

個學院叮嚀，不要隨便減少這獎學金，大家其實都很願意吸引博士生，因為

現在博士生減少，所以其實各系所很願意努力，但可能大家都有難處，所以

能夠做到的程度就有差別。 

(2)新竹市有一些公車補助，但路線、車型，不一定願意跑到清華裡面來，校

門口雖然有很多的公車經過，但要多出一條線要一直進入校園跑很深，甚至

科管院，大巴士進來時，速度要變得相當慢，會使營運的效益相對變差，另

外因為清華的坡度較大，現在的電動商用巴士的規格，跑的路不能太陡峭，

這部分仍然需規劃討論。 

(3)圖書館改成週六日只有開 8 小時，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例一休，第 8 個小時

以後的加班，就會受到嚴格的管控，會顯著的增加營運成本。數據顯示，禮

拜六日下午四點以後出館的人數遠多於進館的，且大都是進去閱讀，所以開

放夜讀區。在收入沒有增加下，營運會受影響而調整。將請圖書館分析夜讀

區使用率，看夜讀區範圍可否擴大？如果達到七、八成以上，應該可以再擴

大一點。 

九、(1)合校已經兩年，我自己也認識一些行政處室，想知道從行政單位或者一些

教學單位與南大校區合作會是什麼樣的形式？還有在光復校區的學生及教

授眼中，南大校區是什麼樣子？ 

(2) 現在教育學院每年學生轉到校本部的科系，系上認為是一個常態，但當

初合校時喊出了「從幼教到中教」教育，認為教育學院可以帶給清大很多，

卻讓轉系的情況就這樣發生，也沒有要管學生的意思或是做出什麼樣的改變？ 

(3)問題是目前南大校區得很多學生轉出的原因不只是因為探索自己的興趣



或想法，很大部份是師資的問題、教育環境。南大校區同時也面臨一個很大

的問題，就是有些老師因為竹教大擁有自己的體系和風格。所以有些教授的

教學風格並不被現在的學生接受。現在要增聘新的教授不像過去竹教大時期

他們聘來就是有實務經驗的，因為清大是一間研究型大學，他們必須要進入

研究，在招聘的時候門檻更高，也需要經過篩選，有意願的教授也更少，所

以在聘教授的時候，也會遇到很大的問題，要留下學生就會變得更困難。有

沒有可能就竹大的教授研究方面的要求，先暫時不要要求這麼高？ 

答：(1)兩間學校、兩個不一樣的文化都需要時間融合，但跨領域的共同想像是

存在的。以體育系為例，如果不做小學老師，課程就只有最基本的，如果要

修其他類別的課程就沒辦法實現，但現在有更多管道可以去發展。 

(2)在合校之前，校本部各學院也是一樣，有的系就是流出很多，社會上面甚

麼行業比較熱門，就會讓其他領域來想轉進來，那個學院的行業比較不熱門，

學生就會轉出去，這跟併校沒有關係。現在因為合校，空間變大，有跨領域

的機會，教育可以結合管理、外語、資訊，這樣的話它形成兩個專長，在競

爭上面是有優勢的。這是對於大量的流動可能採取的做法。 

(3)這不能用 0 跟 1 去看，在調整過程當中，確實不是經過六年就變成完全

另一個老師，這要時間。如同在比較大的系裡面，或是同一門課有兩班有兩

個老師來教的話，學生也會在兩班之間流動。我們只能說在方向上面會依照

這個領域，更多的連結、更多的跨領域的發展。老師會在這個新的願景之下，

逐漸調整教學跟研究。實際上，教師的發展與轉變都需要時間，從實務轉向

學術研究，或從學術研究轉向實務都一樣，想改變的人永遠都嫌變得不夠快，

不想變的永遠都嫌被要求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