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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行政及學術主管共識營暨圓桌會議 

「分進合擊 永續發展」 

一、 時間：113年 02月 16日(五)至 113年 02月 17日(六) 

二、 地點：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三、 活動規劃： 

日期 時間 活動主題 報告人/主持人 

02/16 

(五) 

08：30 集合出發  

11：00 - 11：20 會場報到  

11：20 - 11：30 (10分) 開幕及校長致詞        (福華 1樓福華廳)  

11：30 - 12：20 (50分) 高科大校訓集思 
陳樹人副教務長 

孫珮珮副教務長 

12：20 - 12：30 (10分) 大合照  

12：30 - 13：30 (60分) 午餐                  (福華 1樓蓬萊村)      

13：30 - 14：00 (30分) 議題一：高科大競爭力 
報告人：郭俊賢副校長

兼永續長 

14：00 - 15：40 (100分) 分組討論及共識分享 Ⅰ 主持人：李嘉紘副校長 

15：40 - 16：00 (20分)  茶敘交流                   

16：00 - 17：30 (90分)  
打造安心團隊— 

合作驅動創新與情緒復原力 
黎恩菲講師 

18：00 - 19：30 (90分) 晚餐                 (福華 1樓蓬萊村)  

19：30 - 21：30 自由交流時間  

02/17 

(六) 

07：00 - 09：00 早餐                 (福華 1樓麗香苑)  

09：00 - 10：00 自由交流時間               

10：00 - 10：30 (30分) 議題二：最難高教議題--通識教育發展趨勢 
報告人：共同教育學院 

楊碧藍院長 

10：30 - 12：10 (100分) 分組討論及共識分享Ⅱ 
主持人：謝淑玲副校長

兼教務長 

12：10 - 13：30 (80分) 午餐                 (福華 1樓蓬萊村)  

14：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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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立大學核心價值觀之探究 

─ 從「校訓符號」觀之 

 
 

姜得勝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摘 要 

 
校訓核心價值觀對大學之存在具有重大價值與意義，但國內外相關深入研

究卻較少，爰本研究乃以 108 學年度我國 44 所「國立大學」為樣本，運用「質

化研究法」，探究其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實況，進而鑽研其共通性思維等問題。結

果發現當前 44 所國立大學中，除了 1 所尚在研議外，另有 3 所沒有制訂明確的

「校訓」，而以其他核心價值（校園精神、學校願景）替代，其餘 40 所皆訂有

「校訓」；而從樣本大學之校訓或其他替代的核心價值中，也發現相關學校於制

訂過程頗費心思、內在意涵深具激勵性、文字用詞言簡意賅、有些共通的校訓

核心價值等共通性思維。最後，作者也從樣本大學、非樣本大學、教育部政策

與後續研究等層面，提供合理性建議。 

 
關鍵詞：國立大學、核心價值觀、校訓 

 

 

E-mail: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 

收件日期：2020 年 08 月 04 日；修改日期：2020 年 09 月 29 日；定稿日期：2021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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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研究動機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統計，因 2016 年 11 月 1 日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合併，仍沿稱為「國立清華大學」；2018 年 2 月 1 日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改稱為「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故如不含軍警大學院校、空中大學與宗教研修學院，也不包括直轄市

立大學與各類獨立學院，專指教育部登錄有案，且學校全銜冠有「國立」者，以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為基準，我國國立大學有 44 所 （中華民國教育部統計處，

2020）。 

根據 2019 年 12 月 11 日修正的「大學法」第一條明定：「大學以研究學

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學應受學術自由

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大學」校務之發展與理想之開

創需要「政府」適當經費之獎補助、合理法令之規範等支持，反之，「政府」政

策之推動與理想之實現也需要「大學」適當人才之培育、具體行動之實踐等配合，

相輔相成，始得竟其功；足見「大學」素質良窳與「國家」體質盛衰兩者關係極

為密切。惟當前對各大學辦學品質之好壞，往往著重於大學教學、研究、輔導與

服務之表面與數字績效以論優劣；但對大學內在「核心價值觀」的軟實力，卻鮮

少學者關注，殊屬憾惜。 

雖當前國內公私立大學眾多，但國立大學長久以來，大量經費預算皆源自於

政府挹注，對扮演創新學術研究、優質人才培育、卓越文化營造、社會服務品質

與國家總體發展之正向積極引領角色，自然是責無旁貸，且受限於篇幅，故本研

究遂拋磚引玉，僅以我國「國立大學」為樣本，探究其「核心價值觀」。 

中文的「格言」、「校訓」、「家訓」、「座右銘」等核心價值觀之主要意涵雷

同於英文的 “Motto”。個人的優質核心價值觀有其重大價值 （McDonnell, 

2018），其不僅是個體行為之準繩、奮鬥之動力，更是個體內在思維與外在行為

之總體象徵。事實上，「格言」等之存在價值，不僅攸關個體之心靈，也攸關家

庭、學校、社會組織、甚至國家之內在靈魂，正如美國俄亥俄州（State of Ohio）

曾因其「州格言」（state motto）—「有了上帝，一切皆有可能」（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因有偏向「基督教」之嫌而引發嚴重法律攻防戰 （Ball, 2000）；

更有甚者，美國人也曾為其「民族格言」（national motto）—“In God We Trust”

印製於銅板與紙鈔上，引發宗教等許多不同正反意見的爭辯 （Craig, 2019; 

Fisher & Mourtada-Sabbah, 2002; Latterell, 2011）；另外，也有的研究者認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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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與世俗機構（尤其學校），應該分開 （Newman, 2019），足見其重要影響

性。 

同理，一所大學之核心價值與其學校之生存發展關係密切，也因此 1999

年歐洲 29 個國家在義大利的波隆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歐洲最古老的

大學，成立於 1088 年）簽訂「波隆那宣言」—「波隆那進程」（Bologna Process），

提出歐洲大學當重新思考— 於傳統校園核心價值中再融入現代社會所需的核

心價值之反省性問題 （維基百科，2020a；Magyar, 2006）；不過，有的研究者

卻認為儘管社會變遷，美國研究型大學之核心價值是不能變的 (Rosenzweig, 

1999)；雖前述研究者對歐美大學核心價值有不同見解，但由此卻可見大學核心

價值觀之重要性。 

洞察一所大學之「核心價值觀」，往往主要展現於其「校訓」（school motto） 

中。「校訓」如同個人之「座右銘」、家庭之「家訓」，不僅是一所大學之主要

核心價值，而且是該大學精神之核心靈魂，亦是形塑該校教職員工生良好行為之

準繩，並是激發該校教職員工生凝結向上之動力，且是學校理想追求之目標，同

時也是滋養該校深層文化內在底蘊的養分，更是該校文化品牌之具體展現，甚至

是該校畢業校友的共同回憶與帶著走的軟實力，可謂深具潛在課程「未教而教」

之教化作用，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有些學校甚至將校訓與其創校理念、理想、校

徽、識別標誌（logo）、發展願景、教育（辦學）目標、校務發展重點、學生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等相連結，展現其學校特色，但國內外之相關深入研究鮮少，

實頗值費心探究，以做為大學、教育部等相關單位及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二、 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旨於從「校訓符號」角度切入，探討我國當前

44 所國立大學之「核心價值觀」，以做為大學、教育部等相關單位及後續相關

研究之參考，具體說明如下： 

（一） 冀期分析我國三類型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實況。 

（二） 期待探討我國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共通性思維。 

（三） 進而根據前述研究流程，提供樣本大學與其他非樣本大學辦學、教育部 

擬訂相關政策及許多後續相關研究等層面之參考建議。 

三、名詞詮釋 

本研究相關之較容易混淆且意涵不清之專有名詞，主要包括「國立大學」、

「國立大學分類」、「大學核心價值觀」與「校訓符號」，為利於文本論述清晰，

茲分別界定如下： 

（一）國立大學：本研究所指「國立大學」，如前述，不含軍警大學院校、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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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宗教研修學院，也不包括直轄市立大學與各類獨立學院，專指教育部

登錄有案，且學校全銜冠有「國立」者；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統計，以108學

年度第一學期為基準，我國當前國立大學有44所，本研究即據此以做為研究

樣本。 

（二）國立大學分類：為利於研究過程對國立大學「校訓符號」之比較分析，爰

是依據中華民國教育部統計處（2020）「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名錄」之學校

「體系別」，將國立大學分為「一般體系」、「技職體系」、「師範體系」此三

類。 

（三）大學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乃是指某個人或某族群之一套「是非善

惡美醜好壞等判斷思維主要標準」或「行為基本準則」，故本研究「大學核

心價值觀」之意涵，乃指一所大學建校、治校過程，冀期做為該校教職員工

推動校務之主要行為準繩，且進而期待培育該校的學生也能具有該理想的人

格特質與行為操守，常透由「校訓符號」以展現。 

（四）校訓符號：「校訓符號」是「校園符號」之一部份，本研究「校園符號」

之界定，乃參酌姜得勝（2012）之研究，意指學校「校園範圍內」，所展現

具有「象徵」、「隱喻」以表情達意之制約反應傳播內涵意義功能者，皆屬

之。本研究著重於「校訓符號」，暫不論實施多年的全國性共同校訓「禮、

義、廉、恥」，而是指內涵該校個別性的「核心價值觀」之校園符號，通常

蘊含著該校的內外在精神目標與辦學理想，且期能建構有別於他校之特殊學

校文化品牌，通常主要以文字予以展現；惟不同大學的校訓符號彼此間，只

是象徵蘊涵不同，並無價值高低卑劣之別。 

四、研究方法 

不同的研究目的，需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應研究目的之所需，爰採取「質

化研究法」。有關各樣本大學「校訓符號」實況之探索，由於每所大學皆極為繁

忙且深具獨立自主性，作者請求樣本大學相關人員提供相關文獻檔案，成效極有

限，且皆回應詳見該校官網；是以，本研究探索與蒐集資料過程，乃主要透過各

國立大學對外公開存放於該校正式官網的相關資料以搜尋查證，俾以做為深入解

析、比較我國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實況與其共通性思維之論述依據；而於

質化探索過程，如發現文獻有不清楚或矛盾衝突等疑問者，皆會透過「人員相互

校正」（研究者、該校教職員）、「資料相互校正」（學校官網文獻、電話訪談資料） 

與「方法相互校正」（學校官網搜尋、電話訪談）等三類「相互校正」策略以檢

核，俾以力求文獻之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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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樣本層面：本研究樣本範圍僅限於我國國立大學，不含軍警大學院校、

空中大學與宗教研修學院，也不包括直轄市立大學與各類獨立學院，專指教

育部登錄有案，且學校全銜冠有「國立」者；故有關我國國立大學校訓核心

價值觀之實況與其共通性思維等發現，雖可提供樣本大學與其他大學之參

考；惟任何大學「校訓符號」之制訂，皆與其創校理念、學校屬性與辦學精

神及教育願景等主客觀因素關係密切，故於外在推論時，受到某種程度之限

制。 

（二）研究主題層面：本研究焦點，旨於從可謂是學校皆應當基本具備而展現其

特色之「校訓符號」切入，探索我國各國立大學，雖同樣在「大學法」規範

下，但大部份國立大學卻常藉由不同「校訓符號」，以展現其獨特文化品牌

之「核心價值觀」。雖大學「校訓符號」往往展現其「核心價值觀」，然而，

大學「核心價值觀」卻也可能不同程度地蘊含於其校歌、校徽、校花、校樹、

校園精神、學校願景、教育目標、學校理想、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等多

元面向中；惟本研究僅從「校訓符號」為主題，未包括前述也可能蘊含大學

「核心價值觀」之各個層面，致研究主題之推論亦有其限制。 

 六、信度與效度檢證 

本研究主要採「質化研究法」，而一般「質化研究」之「信度」與「效度」

遭受質疑之問題，根據姜得勝（2012）研究後發現主要包括： 

（一）「觀察者」或「記錄者」本身會影響「被觀察者」行為所導致之偏差。 

（二）「觀察者」或「記錄者」學養不足或偏頗所導致之偏差。 

（三） 觀察記錄過程不適當所導致之偏差。 

（四） 觀察實施與其它變項資料蒐集順序先後干擾所導致之偏差。 

（五） 觀察者所想要觀察的現象或行為不明確所導致之偏差。 

然而，由於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被搜尋的資料（被觀察的現象）焦點著重於

國立大學之「校訓符號」，屬於靜態的，且主要從各國立大學對外公開的官網搜

尋，「觀察者」或「記錄者」可謂不會干擾「被觀察的現象」；又研究者曾經有

一些相關質化研究經驗（姜得勝，1998；1999；2004；2005a； 2005b； 2005c；

2008；2012；2015；2020 ），具有足擔本研究之學養；同時，本研究「被觀察對

象」屬靜態且可「被重複觀察」，故記錄過程之偏差可能性極微；另外，本研究

觀察實施過程之不同大學的「被觀察對象」，如果先後順序改變，也不會相互干

擾而影響觀察結果；而且，本研究「被觀察對象」之界定很明確而不會導致偏差；

尤其，研究者於質化探索過程，有不清楚或矛盾等疑問者，皆會透過如同前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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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資料與方法之「相互校正」策略，俾以做為資料判斷取捨之依據。 

根據郭生玉（1986）指出：「觀察研究」實施過程中，「信度」最重要考慮者

為不同的觀察研究者，以同樣的「研究流程」，在不同時間內（間隔時間長短需

視「被觀察對象」而異），所觀察到的結果須能符合一致；其次為同樣的觀察者，

以同樣的「研究流程」，在不同時間內（間隔時間長短需視「被觀察對象」而異），

所觀察到的結果須有一致性；而「效度」最主要考慮者，乃在於研究者所觀察到

的現象或行為，必須是研究者所欲探索者；據此基準，統合前述，本研究流程與

結果之信度與效度，應無疑慮。 

貳、一般體系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實況 

根據前述「名詞詮釋」，依教育部之分類，本研究樣本國立大學 44 所中，

一般體系者有 27 所，是最多者；有些學校校訓符號的起源、發展過程較複雜且

有較詳細文獻記載，有些學校則較單純且簡略，作者皆以該大學之文獻紀錄為

論述依據，然而因篇幅限制，除了一些大學因校訓制訂過程較為複雜等因素而

會較詳細說明外；否則，符應研究目的，儘量以精簡論述為原則。另外，論述

過程為求對各大學之尊重，每所大學之校訓相關論述皆各自以一個段落呈現。 

有關一般體系國立大學，其校訓核心價值觀之重點實況論述，約略採從臺

灣北部到南部轉至東部再到離島大學，探討過程為節省篇幅，除了特別論述需

求外，將「國立」兩字予以刪除，茲分述如下，並扼要統整如表 1。 

臺灣海洋大學的校訓—「誠、樸、博、毅」。該校前身為創立於 1953 年的

「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後經不斷成長。自創校以來，並無正式校訓，直

至 1989 年正式改制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緬懷前人創業之艱辛，期勉後學

以求精進，特由共同科樂炳南主任協同校內有關老師研議，並請教校外文史專

家以擬訂該校校訓初稿，經提送 78 學年度校務會議討論修正，並廣徵學生幹部

意見後，決定採用「誠、樸、博、毅」為該校校訓 （臺灣海洋大學，2020a；

2020b）。 

臺灣大學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該校前身為日據時期之

「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 1928 年；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

臺灣光復，同年我政府完成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制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現在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最早可回溯自傅斯年校長在 1949

年該校校慶紀念會中對師生之期勉；不過，當時他所用的是「力學」，不是「勵

學」。1949 年傅校長猝逝後，為紀念傅校長，曾在 39 學年度校務會議中，有

些教授提議，以「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字為校訓；該提案雖在當時被

保留並未通過，然錢思亮校長在 53 學年度畢業紀念冊上題字：「敦品勵學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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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並記「錄本校校訓與畢業班同學共勉之」，接著於 1969 年元月親題「敦

品勵學」字匾，高掛於總圖書館一樓門廳。閻振興校長上任後，以「敦品勵學

愛國愛人」紅字置於體育館正面外牆上；並塑傅校長半身銅像，於基座以校訓

題字。後來，虞兆中校長於 1982 年校慶大會上公佈的臺大校徽，校訓「敦品勵

學愛國愛人」更是校徽重要的元素，該校訓內涵遂沿用迄今 （臺灣大學，2020a；

2020b）。 

政治大學的校訓—「親愛精誠」。由於民國建立以後，內憂外患頻繁，國

家長期動亂，亟需革命建國人才；1927 年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於中國大陸的

南京，乃創立「中央黨務學校」，以訓練軍政時期的黨政幹部，同年且正式通

過蔣中正先生為該校校長，協助北伐和參與國家建設等多重使命。歷經社會變

遷，後來該校更名為「中央政治學校」；1946 年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決議將「中

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1947 年為

配合國民政府施行憲政，該校由歸屬國民黨改隸於教育部。該校校訓「親愛精

誠」是 1927 年，羅家倫晉謁當時蔣中正校長商討後決定的，這也是 1924 年孫

中山先生核頒給黃埔軍校的校訓，意在期許該校師生和黃埔軍校師生一樣，負

有實行三民主義的使命，又有建設中華民國的責任；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

臺，1954 年在臺復校迄今，校訓依舊不變 （政治大學，2020a；2020b；2020c）。 

陽明大學的校訓—「真知力行、仁心仁術」。該校前身為陽明醫學院，創

始於 1975 年，著重於培養深具愛心的優秀醫生下鄉服務，以解決偏遠地區之醫

療問題，也非常注重學術研究的發展，一直積極汲取新知並用之於教學與研究 

（陽明大學，2020）。 

臺北大學的校訓（以校園精神取代校訓）—「追求真理、服務人群」。該

校最初的根基，當為成立於 1949 年設於臺北市的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歷經

不斷發展，成為國立中興大學位處於臺北的法商學院校區，由於該校區系所學

生日增，卻又受限於校地狹隘發展不易，1993 年教育部核定以該校區為基礎，

成立國立臺北大學籌備處，2000 年正式成立國立臺北大學。該校並於 2008 年

經學生會舉辦投票，選出「追求真理，服務人群」作為北大精神，並以此校園

精神取代傳統校訓 （臺北大學，2020a；2020b）。 

臺北藝術大學的校訓—「依於仁、游於藝」。該校前身為國立藝術學院，

創立於 1982 年；其校訓是創校校長鮑幼玉先生與許天治老師自《論語．述而篇》

擷選而出，原文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熔鑄孔子學說的

精髓。其意旨期望學生內在修為、待人接物均能憑據於仁德，而後能涵泳修習

於學海，無論古之六藝、或近世之科學藝能，均能親而習之，依仁以用 （臺北

藝術大學，2020a；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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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術大學的校訓—「真、 善、美」。該校前身為「國立藝術學校」，

成立於 1955 年，經不斷發展，於 2001 年 8 月 1 日改名為「臺灣藝術大學」（臺

灣藝術大學，2020a；2020b）。 

中央大學的校訓—「誠樸」。該校源於清末兩江總督張之洞於 1902 年在南

京籌辦的三江師範學堂，1915 年正式創校為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途經國立

東南大學、國立第四中山大學等發展歷程，於 1928 年正式定名為「國立中央大

學」，1949 年更名為「國立南京大學」等階段。1949 年國民黨政府轉進臺灣後，

中國大陸於 1950 年去掉「國立」二字，逕名「南京大學」。1937 年爆發對日

抗戰時，西遷重慶；中央大學的校訓原是「誠樸」，在對日本抗戰時期，因環

境的需要，當時羅家倫校長加了「雄偉」兩字，對日抗戰勝利後，又恢復僅用

「誠樸」二字，意涵為「誠於學問，樸於人生」。臺灣於 1962 年應運「國際地

球物理年（西元 1957-58 年）」之時勢，在臺復校，惟仍以「國立中央大學」

之名復校 （中央大學，2020a；2020b；南京大學，2020）。 

體育大學的校訓—「精、誠、樸、毅」。該校成立於 1987 年，「精」意含

「為學以精」，「誠」意指「待人以誠」，「樸」意含「生活以樸」，「毅」

意含「運動以毅」（體育大學，2020）。  

清華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該校之創立源自於 1908 年（清

朝光緒 34 年），在清末駐美公使梁誠的努力之下，美國同意退回庚子賠款的溢

收款項；清廷遂利用該款項，在 1909 年成立了「遊美學務處」及附設「肄業館」；

1910 年，遊美學務處擴大肄業館的規模與職掌，因館址位於中國大陸北平西郊

的「清華園」，遂將之易名為「清華學堂」，並於 1911 年正式開學，1912 年

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1925 年清華學校大學部成立，1928 年「清華學

校」正式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1949 年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轉進到臺灣，

1956 年清華大學在臺灣復校迄今。回顧該校校訓源於 1914 年梁啟超蒞該校以

「君子」為主題之演講，其引用《周易》乾坤二卦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為「君子」之操守，期許清華學子成為新時

代的「真君子」，清華校訓即由此而來；於臺復校後，校訓仍沿用不變。又於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原校訓為「博雅弘達」）合併，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蛻變為「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目前合併後仍沿

用原來「國立清華大學」之校名與校訓 （姜得勝，2020；清華大學，2020；維

基百科，2020b ）。 

交通大學的校訓—「知新致遠、崇實篤行」。回溯該校根源於 1896 年（清

光緒 22 年），當時清朝大臣盛宣懷因深感中國科技的落後與人才的匱乏，於

是奏請朝廷，在上海創立南洋公學， 1912 年改名為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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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則改稱交通大學，1937 年與全國各大學一同改隸於教育部，正式定名

為國立交通大學。國民政府轉進臺灣後，於 1958 年在臺復校。回顧該校不斷進

展，校訓也隨之演變，從高等實業學堂（1904－1912）時的校訓「求實學，務

實業」，1920 年代的「精勤求學，敦篤勵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1930

年代的「實事求是」，到 1974 年淩前校長鴻勛先生為新竹交通大學手題的校訓

「知新致遠，崇實篤行」。洞察交通大學各階段的校訓，似乎皆強調「尚實」

的精神，既凸顯了交大教育的特色，也蘊含著交大冀期培育學子的優質人格特

質，意義十分深遠；即使 1920 年代的校訓未見特別標舉「實」字，其實也含有

尚實的精神於其內涵 （交通大學，2020a；2020b；2020c）。 

聯合大學的校訓—「誠、敬、勤、新」。其意旨為「誠：誠意正心、關懷

群己；敬：敬始慎終、崇法尚禮；勤：勤勞務實、樂觀積極；新：新猷舊業、

擇善而從」，該校創立於 1969 年（聯合大學，2020）。 

中興大學之校訓—「誠、樸、精、勤」。該校創立於 1919 年的日據時期，

名為「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途經不斷成長與發展，1945 年二次大戰日

本戰敗後，臺灣回歸中華民國，1946 年該校升格為臺灣省立農學院；後來政府

於 1961 年 7 月 1 日，整併省立農學院（於臺中）與省立法商學院（在臺北），

並成立理工學院，整合為「臺灣省立中興大學」。且於 1965 年的行政會議訂

定校訓為「誠、樸、精、勤」，1971 年改隸中央，更名為「國立中興大學」（中

興大學，2020a；2020b；2020c）。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之校訓—「術德兼修，堅強勤奮」。該校創立於 1961

年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2020）。 

暨南國際大學之校訓—「誠樸弘毅、務本致用」。該校校名「暨南」二字

取自《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之

含義，其意是要把中華文化向南方的海外傳播。早在 1906 年清朝末年即在南京

設立「暨南學堂」，後遷至上海，於 1927 年更名爲「國立暨南大學」，其後又

經複雜變遷過程，於 1978 年在廣東省廣州復辦，逕稱為「暨南大學」，以培育

僑界人才為其傳統及特色。1995 年承襲「暨南」之名，於臺灣另創校，除了希

望延續此一使命，以培養海內外優秀人才以自期，並進而針對國家社會未來發

展的需求，以冀期培養具國際觀的高級人才為目標，爰加上「國際」二字，更

意在與中國大陸廣州之「暨南大學」有所區隔，乃定名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校訓定為：「誠樸弘毅、務本致用」，有別於中國大陸廣東省的暨南大學之校

訓—「忠、信、篤、敬」（維基百科，2020c；暨南大學，2020；暨南國際大學，

2020）。 

中正大學之校訓—「積極創新，修德澤人」。根據 1992 年時任該校校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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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博士對首屆研究生畢業典禮的講詞，指出其意涵為：「積極」是一種理念，

一種心態，也是一種實際作為，凡事從正面想，從光明面立志向，再遵循適當

途徑鍥而不捨的完成理想，便是積極的表現；「創新」是大學研究應該發揮的

功能，追求真理，發現或發明新事物，都是創新的表現；「修德」包括接受傳

統美德，遵守現代文化規範，並具備前瞻價值觀念；「積極」導致奮發有成，

「創新」導致動態進步，「修德」導致品德高尚，而這一切不全為個人，也為

了人類社會的和諧、幸福與進步，校訓最後的「澤人」即寓有此意。該校於 1986

年由行政院院會通過，以設立一所紀念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大學為初衷，並於

1989 年開始招生 (中正大學，2020a；2020b)。 

嘉義大學之校訓—「誠樸、力行、創新、服務」。該校係於 2000 年 2 月 1

日，由原創立於 1957 年的國立嘉義師範學院與原創立於 1919 年的國立嘉義技

術學院兩校整合而成，經實際訪查該校校史室後，得知原國立嘉義師範學院之

校訓為「好學、力行、愛國、服務」，原國立嘉義技術學院之校訓為「誠、敬、

公、能」，2000 年 2 月 1 日兩校整併後，重訂現在的校訓為「誠樸、力行、創

新、服務」，相互融合之意味滿濃厚的 （嘉義大學，2020a；2020b）。 

臺南大學之校訓—「仁智誠正、勤奮篤實」。該校創立於 1899 年（臺灣日

據時代），歷經師範、師專、師院時期，在 2004 年成功轉型為綜合型大學；由

於該校原本純屬師資培育的百年老校，後因政府師培政策多元發展，該校也隨

之因應轉型以展新猷。至於校訓實況，由於該校正式官網有的地方僅標註「仁

智誠正」（1976 年制訂），有的地方則論述「仁智誠正、勤奮篤實」，歷經作

者於 2020 年 7 月電話訪談該校秘書室相關人員後，得知該校於 106 學年度第二

學期（2018 年 5 月） 校務會議曾修訂補充校訓為「仁智誠正、勤奮篤實」 （臺

南大學，2017；2020a；2020b）。 

成功大學之校訓—「窮理致知」。校風崇尚「倫理務實」，該校創校於西

元 1931 年（臺灣日據時代），原名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1944 年改稱為

「臺南工業專門學校」，1945 年臺灣光復，1946 年 2 月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南

工業專科學校」，又經不斷發展， 1971 年 8 月升格為「國立成功大學」（成

功大學，2020a；2020b）。 

臺南藝術大學之校訓—目前經搜尋該校正式官網與訪談該校相關正式教職

員後發現，該校於 1989 年奉准籌設，1996 年正式設校名為「國立臺南藝術學

院」，迄今未規劃有校訓，而以學校發展願景「修藝進德，臻於卓越」取代校

訓 （臺南藝術大學，2020）。 

中山大學之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回顧 1924 年當時

於中國大陸國立廣東大學成立典禮時，國父孫中山先生親筆題寫：「博學、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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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慎思、明辨、篤行」為該校校訓。國人為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而於臺籌

設「中山大學」，且於 1980 年正式成立，亦奉 國父對廣東大學校訓之期勉做

為中山大學之校訓，其原文出自《禮記•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

明辨之、篤行之」（中山大學，2020a；2020b；2020c）。 

高雄大學之校訓—「博學、弘毅、崇德、創新」。該校創立於 2000 年，可

謂是臺灣目前相當新穎的一所大學 （高雄大學，2020）。 

屏東大學之校訓為—「誠、愛、禮、群」。該校於 2014 年 8 月 1 日，由原

創立於 1940 年（日據昭和十五年）的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與原創立於 1991 年的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併而成。原屏東教育大學之校訓為「誠、愛、嚴、明」，

原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之校訓為「誠、敬、禮、群」，洞察目前該校合併前舊兩

校之原有校訓，雖有共同性，但也有差異性，歷經作者於 2020 年 5 月訪談該校

行政領導高層與秘書室相關人員後，得知該校整併後，對於新校訓之研訂，也

是歷經繁雜行政程序才決定的，唯細察整併後新大學的校訓「誠、愛、禮、群」，

似有各取原來舊兩校各兩個字，既保留原來各自文化特色，又循序漸進逐步融

合，共存共榮之深層意涵 （屏東大學，2020a；2020b；2020c；2020d；2020e）。 

宜蘭大學之校訓—「篤學、力行、敬業、樂群」。該校創立於 1926 年（日

據時期昭和元年），當初校名為「臺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途經不斷成長，

於 2003 年更名為「國立宜蘭大學」 （宜蘭大學，2020）。 

東華大學之校訓—「自由、民主、創造、卓越」。東華大學於 1994 年正式

成立，創校精神為—「自由、民主、卓越、制度」，後來於 2000 年校務會議將

校園精神修訂為「自由、民主、創造、卓越」，替代「校訓」意涵，一直沿用

迄今。2008 年 8 月國立東華大學與原創於 1947 年的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原校

訓為「誠愛嚴明」）正式合併後，仍沿稱為國立東華大學，且仍以「自由、民

主、創造、卓越」校園精神替代「校訓」意涵 （東華大學，2020a；2020b；維

基百科，2020d）。 

臺東大學之校訓— 「公、誠、愛、嚴」。該校起源於 1946 年 8 月，政府

為發展地方教育，在省立臺東中學及臺東女中各附設成立「簡易師範科」一班

為濫觴，後經逐步發展，於 1948 年正式成立「臺灣省立臺東師範學校」，進而

於 2003 年升格為「國立臺東大學」。該校校訓「公、誠、愛、嚴」，係由第二

任校長劉寅讓先生於 1948 年所制訂，當初是針對師範教育師資之養成，要求學

生能做到此高道德標準。該校衡諸現今時勢，認為此四者亦為大學生重要的品

格要求，故沿用之 （臺東大學，2020a；2020b）。 
金門大學之校訓—「真知、力行、兼善天下」。「真知」意即「以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方法，追求科學真理」；「力行」意謂「以即知即行、手腦

並用的態度，貫徹學以致用」；「兼善天下」意指「求學的目的，不僅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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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而且要能造福人群」；該校緣起於 1997 年 7 月教育部正式核定國立高雄

科學技術學院 (即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後來於 2018 年 2 月 1 日與國立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成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在金門設立

分部開始，歷經不斷發展於 2010 年 6 月 14 日獲教育部同意該校改名為「國立

金門大學」，並於 2010 年 8 月 1 日正式揭牌 （金門大學，2020）。 

 
表 1 

一般體系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實況表 

校   名 校   訓 校   名 校   訓 

臺灣海洋大學 誠、樸、博、毅 暨南國際大學 誠樸弘毅、務本致用 
臺灣大學 敦品、勵學、愛國、

愛人 
中正大學 積極創新、修德澤人 

政治大學 親愛精誠 嘉義大學 誠樸、力行、創新、

服務 
陽明大學 真知力行、仁心仁術 臺南大學 仁智誠正、勤奮篤實 
臺北大學 以校園精神「追求真

理、服務人群」取代

校訓 

成功大學 窮理致知 

臺北藝術大學 依於仁、游於藝 臺南藝術大學 以學校願景「修藝進

德、臻於卓越」取代

校訓 
臺灣藝術大學 真、 善、美 中山大學 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 
中央大學 誠樸 高雄大學 博學、弘毅、創新、

崇德 
體育大學  精、誠、樸、毅 屏東大學 誠、愛、禮、群 
清華大學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宜蘭大學 篤學、力行、敬業、

樂群 
交通大學 知新致遠、崇實篤行 東華大學 以校園精神「自由、

民主、創造、卓越」

替代校訓 
聯合大學 誠、敬、勤、新 臺東大學 公、誠、愛、嚴 
中興大學 誠、樸、精、勤 金門大學 真知、力行、兼善天

下 
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 
術德兼修、堅強勤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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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職體系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實況 

有關技職體系 12 所國立大學，其校訓核心價值觀實況之論述，如同前述「一

般體系國立大學」之方式，茲分別說明如下，並進而統整如下表 2。 

臺北科技大學之校訓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日據時期，第二階段為光復

臺灣後，茲分別說明如下（臺北科技大學，2020a；2020b；2020c；2020d）： 

該校創立於 1912 年（日據時期明治 45 年），該時期的校訓為： 

（一）經常鍛鍊身體，旺盛意志，自動自發力求上進。 

（二）鑽研科學，建立明智的基礎，磨練出不屈不撓的技能，達

到精熟之程度。 

（三）嚴守時間尊重紀律，以忠實勤勉的態度，增進效率。 

（四）拓展福利保健之道，提高發明創意增進國家財富。 

（五）態度謙恭，信義待人，共存共榮。 

1945 年光復臺灣，該校於 1959 年重訂校訓為—「誠、樸、精、勤」，其

意為： 

誠：存誠去偽，修己善群 

樸：純潔高尚，謙敬節儉 

精：專研術業，經研求精 

勤：淬厲奮發，努力不懈 

 

 臺北商業大學之校訓—目前為「公、能、弘、毅」。該校訓意涵為「公─ 

光明正直，大公無私的態度；能─ 手腦並用，勤勞服務的能力；弘─ 高瞻遠

矚，恢廓進取的抱負；毅─ 堅忍有恆，忠誠救國的毅力。」該校創立於 1917

年，時值日據時代，原名「臺灣總督府立商業學校」；途經持續發展，於 2014

年升格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臺北商業大學，2020）。 

臺灣科技大學之校訓—「精誠」。意即「精於做事，誠以待人」，以培養

「器識先於技能，技能進於智慧」的現代科技人才為目標，該校創立於 1974

年 （臺灣科技大學，2020）。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之校訓—「樂、育、親、仁」。「樂」意謂「稱心適意，

安於所習，順應所業」；「育」意指「有教無類，身教言教，成熟完美」；「親」

之意為「躬親實踐，自勉精進，克明峻德」；「仁」則意含「胸懷博愛，視病

猶親，服務人群」；其前身為 1954 年成立的臺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 （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2020）。 

臺中科技大學之校訓—「遠大、密微」。回顧「臺中科技大學」緣起於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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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據臺灣時所創的「臺灣公立臺中商業學校」，歷經不斷演進，於 1999 改制

為「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後來又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升格為「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並與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合併，合併後仍稱為「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且校訓仍沿用原臺中技術學院之校訓：「遠大、密微」，而該校訓，典

出於《曾文正公家書》，該書中，曾國藩訓勉其九弟：「古之成大事者，規模

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至於原臺中護專之校訓為：「仁愛誠敬」 （臺

中科技大學，2020a；2020b； 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20 ）。 

勤益科技大學之校訓— 「勤毅誠樸」。該校訓是由張明將軍、王國秀女士

此兩位創辦人共同研擬的，「勤毅誠樸」意指勤有功，嬉無益，誠信樸實；「勤

毅誠樸」的勤益精神是「恕道、堅忍、認真、負責、清廉、謙虛、有恆、知足、

知止」等九者兼而有之的精神。該大學創立於 1971 年，是一所不同於其他學校

的國立科技大學，它本是私人興學，繼而於 1992 年捐獻給國家而改制為國立 

(勤益科技大學，2020a；2020b)。 

虎尾科技大學之校訓—「誠、正、精、勤」。「誠」意謂「誠心誠意、誠

實不欺」；「正」意即「正直為人、正當行事」；「精」意涵「精準明確、精

業湛成」；「勤」意指「勤勞儉樸、勤學奮發」；其前身為創立於 1980 年的省

立雲林工業專科學校 （虎尾科技大學，2020）。 

雲林科技大學之校訓—「誠、敬、恆、新」。「誠」意謂「重人文—坦率

真摯、表裡如一」；「敬」意涵「敬倫理—崇法尚禮、敬業樂群」；「恆」意

即「肯做事—堅忍力行、貫徹始終」；「新」意指「能創新—創造發明、日新

又新」；該校創立於 1991 年 （雲林科技大學，2020）。 

高雄科技大學（簡稱高科大）之校訓—目前仍在研議中。該校係由國立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創立於 1963 年）、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立於 1995 年）

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創立於 1946 年）於 2018 年 2 月 1 日合併成立之大

學，為全國規模最大之科技大學 （高雄科技大學，2020）。經探究後發現該校

整併前之三所大學皆各有校訓，分別是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之「弘、毅、精、勤」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2017）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之「敬業、樂群、卓越、創

新」（高雄第一科技大學，2017）以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之「忠、信、勤、勇」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2017）。三所大學之整併不易，經研究後發現，目前該

校校訓直迄本研究 2020 年 6 月初稿完成時，仍在研議中，期待早日研議出能象

徵代表該新大學的新核心價值 （高雄科技大學，2020）。 

高雄餐旅大學之校訓—「精、誠、勤、樸」。「精」意指「精益求精、追

求完美」；「誠」意謂「誠以待人、表裡如一」；「勤」意涵「勤勞習作、服

務至上」；「樸」意即「樸實自然、熱忱寬厚」；該校正式創立於 1995 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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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餐旅大學，2020）。 

屏東科技大學之校訓—「仁實」。其意為期望該校全體教職員工生秉持「仁

民愛物、實事求是」之 精神， 開創該校新紀元。該校創立於 1924 年 （日據

大正 13 年），初名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後經不斷進展，成為今日規模 

（屏東科技大學，2020a；2020b）。 

澎湖科技大學之校訓—「新、實、謙、愛」。「新」意涵「觀念新穎、精

益求精」；「實」意指「做事篤實、敬業樂群」；「謙」意謂「為人謙恭、溫

和有禮」；「愛」意即「處世仁愛、互信互諒」；該校創立於 1991 年 （澎湖

科技大學，2020）。 

 
表 2 

技職體系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實況表 

校   名 校   訓 校   名 校   訓 

臺北科技大學 誠、樸、精、勤 虎尾科技大學 誠、正、精、勤 

臺北商業大學 公、能、弘、毅 雲林科技大學 誠、敬、恆、新 

臺灣科技大學 精誠 高雄科技大學 目前仍在研議中 

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 

樂、育、親、仁 高雄餐旅大學 精、誠、勤、樸 

臺中科技大學 遠大、密微 屏東科技大學 仁實 

勤益科技大學 勤、毅、誠、樸 澎湖科技大學 新、實、謙、愛 

肆、師範體系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實況 

有關教育部對國立大學之分類，師範體系者只有 5 所，是最少者，其校訓

核心價值觀實況之探討順序與論述原則，如同前述一般體系與技職體系國立大

學之方式；茲分述如下，並進而統整如下表 3。 

臺灣師範大學之校訓—「誠、正、勤、樸」。回顧該校前身為創立於 1922

年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簡稱臺北高校）；1945 年二戰結

束後，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臺北高校，後經不斷進展，始具今日規模。該

校訓係由其校長劉真先生所訂，於 1952 年行政會議通過，劉校長希望同學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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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的修養到生活的實踐，都能切切實實地做到這四個字，以樹立良好的學風，

進一步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臺灣師範大學，2020a；2020b）。 

臺北教育大學之校訓—「敦愛、篤行」。該校目前之校訓於 1993 年經校務

會議通過沿用迄今；該校創立於西元 1895 年，初名芝山巖學堂，翌年於日據時

代，改稱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919 年改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歷

經不斷成長，於 2005 年升格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臺北教育大學，2020）。

據該校秘書室校友中心指出，該校校訓「敦愛、篤行」之深意與《淮南子．道

應訓 》、朱熹〈白鹿洞書院學規〉等傳統中華文化關係密切 （臺北教育大學

秘書室校友中心，2017）。 

臺中教育大學之校訓—「忠、毅、勤、樸」。該校前身為 1899 年創立於日

據時代的「臺中師範學校」，該校訓是 1967 年羅人杰校長在位時，融入儒家文

化所設立，期許該校師生能以忠敬職守、毅決有恆、勤奮勉行、樸儉實在的態

度形塑該校精神（臺中教育大學，2020a；2020b）。 

彰化師範大學之校訓—「新、本、精、行」。究其意為：「思維創新、篤

實務本、術有專精、實踐力行」；該校前身為成立於 1971 年的「臺灣省立教育

學院」（彰化師範大學，2020）。 

高雄師範大學之校訓—「誠、敬、宏、遠」。根據該校官網「簡史」記載，

該大學創設於 1954 年（高雄師範大學，2020）。 

 
表 3 

師範體系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實況表 

校   名 校   訓 校   名 校   訓 

臺灣師範大學 誠、正、勤、樸 彰化師範大學 新、本、精、行 

臺北教育大學 敦愛、篤行 高雄師範大學 誠、敬、宏、遠 

臺中教育大學 忠、毅、勤、樸   

伍、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共通性思維 

統合前述我國「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實況」，得知我國 44 所國立大

學校訓核心價值觀實況，除了臺北大學、東華大學、臺南藝術大學等三所，沒

有制訂明確的「校訓」，而以其他方式取代，以及由三所技職體系國立大學整

併而成的「高雄科技大學」，由於規模頗大，其「校訓」目前尚在研議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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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除了此四所國立大學外，其餘 40 所國立大學皆制訂有「校訓」；歷經研究後，

發現我國 40 所制訂有校訓的國立大學有其共通性思維，茲論述如下。 

一、制訂過程頗費心思 

根據「大學法」第一條明定：「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

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足見大學辦學成效良窳與其社會、國家發

展盛衰關係密切。鑑此，目前 44 所國立大學中，無論 40 所明訂有「校訓」的

大學或 3 所以校園精神、學校願景替代校訓的大學，對於校訓、校園精神或學

校願景之制訂過程，可謂頗為用心，甚至歷經多年演變或引經據典或經過多次

嚴謹會議討論後，始定案，俾以展現該校之核心價值與特色品牌文化。 

二、內在意涵深具激勵性 

目前樣本大學中，不論明訂有「校訓」的大多數大學，或以校園精神、學

校願景替代校訓的少數大學，其校訓或校園精神、學校願景之意涵，皆深具勵

志性教育意義，足堪為其大學教職員工生之生活核心價值，甚至人生之座右銘。 

三、文字用詞言簡意賅 

如前述，樣本大學中，無論明訂有「校訓」或以校園精神、學校願景替代

校訓者，其文字用詞皆精簡扼要，最少字者為中央大學的「誠樸」、臺灣科技

大學的「精誠」、屏東科技大學的「仁實」此 3 所，分別僅有兩個字；最多字

者為中山大學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此 1 所，共 10 個字；最普

遍者是以 4 個字以展現，佔了 22 所大學；然而，無論以幾個字予以展現，其意

義皆言簡意賅，甚至引經據典，以展現其校園文化之深度與廣度。 

四、共通性的校訓核心價值 

由表 1 得知，一般體系 27 所國立大學，所制訂的校訓有其共通性，研究後

發現其中有 10 所大學將「誠」列入其校訓核心價值，可謂是最受重視者；其次

各有 6 所分別將「樸」與「行」列入其校訓中；再其次是有 5 所將「新」列入

其校訓中；更其次是各有 4 所分別將「勤」、「知」、「毅」列入其校訓中；

另外，也各有 3 所將「仁」、「愛」列入其校訓裡。 

由表 2 得知，於 12 所技職體系國立大學中，有 6 所將「誠」列入其校訓的

核心價值，如同一般體系國立大學一樣，可謂是最受重視者；其次是分別有 4

所將「勤」與「精」列入其校訓中；再其次有 3 所將「樸」列入其校訓中。另

由表 3 得知，於 5 所師範體系國立大學中，最受重視培育的校訓核心價值是各

有 2 所大學分別將「誠」、「樸」、「勤」、「行」列入其校訓中。 

統合前述，在 40 所制訂有校訓的國立大學中，可發現其共通性的核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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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有 18 所大學將「誠」列入其校訓中，可謂是最普遍受重視者，也是三類國

立大學中分別最受關注者；其次是有 11 所大學將「樸」、10 所大學將「勤」

列入其校訓內；亦即幾乎將近一半的國立大學將「誠」列入其校訓中，足見我

國國立大學對於校訓核心價值觀之理想，實有其共通性思維。 

洞察「誠」之意涵，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華民國教育

部，2015），其意指「真心真意」、「真實無妄、忠實不欺」。而各相關大學

校訓中對「誠」所賦予之意涵亦與該意旨雷同；「誠」之重要性，正如《大學》

所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亦謂：「誠者，自成也；而道，

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又曰：「唯天

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凡此均屬「誠」

之真諦。足見「誠」此修養對個人、家庭、學校、社會與國家之價值，甚至對

混亂的國際局勢也有其重大啟發意義；尤其，面對當前臺灣，常見掌權公眾人

物硬拗扭曲言行、工程人員偷工減料惡行、商人欺騙造假邪行、青少年價值觀

錯亂、成年詐財騙色集團猖獗、甚至有人利用大眾所虔誠信仰的宮廟教會神明

（上帝）詐騙社會等光怪陸離亂象，更凸顯其重大價值與意義。 

陸、結論與建議 

雖校訓核心價值觀對大學之存在具有重大價值與意義，但國內外相關研究卻

較少深度關注，乃激發作者探索之動機，歷經前述研究流程後，作者最後統合提

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統合前述研究發現，作者將針對我國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實況與其共

通性思維，提出結論說明如下： 

（一） 我國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實況 

根據前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樣本 44 所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實況，除了

臺北大學、東華大學、臺南藝術大學此三所，沒有制訂明確的「校訓」，而以其

校園精神、學校願景取代「校訓」，以及由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

一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於 2018 年 2 月 1 日合併成立之「高雄科技

大學」，由於規模頗大，迄作者 2020 年 6 月初稿完成時，其「校訓」目前尚在

研議中，亦即除了此四所國立大學外，其餘 40 所國立大學皆制訂有「校訓」，

以展現其學校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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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國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觀之共通性思維 

1. 制訂過程頗費心思：如前述，研究樣本大學中，除了高雄科技大學尚在

研議中外，另外 40 所明訂有「校訓」的大學與 3 所以校園精神、學校願景替代

校訓的大學，對於其校訓、校園精神或學校願景之制訂過程，可謂頗為費心。 

2. 內在意涵深具激勵性：研究樣本大學中，除了高雄科技大學尚在研議中

外，無論明訂有「校訓」的 40 所大學，或以校園精神、學校願景替代校訓的 3

所大學，其校訓或校園精神、學校願景之意涵，皆深具勵志性教育意義，足堪做

為其大學教職員工生之人生核心價值。 

3. 文字用詞言簡意賅：如前述，研究樣本大學中，不論 40 所明訂有「校訓」

或 3 所以校園精神、學校願景替代校訓的大學，其所展現之文字用詞皆極為精

簡，最少字者為中央大學的「誠樸」、臺灣科技大學的「精誠」、屏東科技大學

的「仁實」此 3 所，分別僅有兩個字；最多字者為中山大學的「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篤行」此 1 所，共 10 個字；最普遍者是以 4 個字以展現，佔了 22 所

大學；然而，無論以幾個字以表達，其意涵皆言簡意賅，甚至引經據典，以展現

其校園文化之特色。 

4. 共通性的校訓核心價值：如前述，統觀 40 所制訂有校訓的國立大學中，

可發現有其共通性的核心價值；進而言之，於 40 所制訂有校訓的國立大學中，

有 18 所將「誠」列入其校訓核心價值中，可謂是最普遍受關注者；其次是有 11

所將「樸」、10 所將「勤」列入其校訓內涵；而這「誠」、「樸」與「勤」此

三類行為核心價值，似可謂是當前全球充滿「硬拗狡辯」、「爾虞我詐」、「盲

目追逐名牌」、「重虛榮浮華享受」、「過度好逸惡勞」、「懶散漸習成性」之

「價值觀錯亂」的人類社會氛圍所亟需者；尤其，身處臺灣，面對當前常見一些

掌權公眾人物橫行霸道與信口開河、國家司法常悖離民心與公理不彰、許多成年

詐財騙色集團猖獗與純樸民風不再、許多人好吃懶做與沉迷於享樂等劣質文化，

所亟需具備之核心價值；足見大學「校訓核心價值」之培育，對個人、家庭、學

校、社會與國家之重大價值。 

二、建議 

根據前述整個研究流程與當前國內大學生態問題，擬從樣本大學、非樣本

大學、教育部與後續相關研究等層面，提出合理性建議如下： 

（一）樣本大學層面：本研究發現 40 所明訂有「校訓」的國立大學與 3 所以校

園精神、學校願景替代校訓者，對於校訓、校園精神或學校願景之制訂過程，

皆頗為費心；但制訂後，學校有否具體落實將校訓核心價值、精神、意涵等內

化到該校教職員工生之認知、行為與情感、意志、態度，還是只是聊備一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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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語與口號呢？實為該校掌權執政者需深思之課題。 

（二）非樣本大學層面：本研究發現目前國立大學，除了一所大學的「校訓」仍

在研議中外，其他 40 所明訂有「校訓」，3 所以校園精神或學校願景替代校訓；

然而，如前述，我國除 44 所樣本國立大學外，尚有許多軍警大學院校、空中大

學、宗教研修學院、直轄市立大學與各類獨立學院，是否也每所大學同樣制訂有

校訓、校園精神或學校願景？如沒有，則可參考制訂，以做為形塑學校教職員工

生核心價值觀之依據。 

（三）教育部層面：教育部為國家教育行政最高主管機關，除關注大學之教學、

研究、輔導與服務績效，甚至世界表面排名等成果外，對於孕育大學內在核心價

值、文化內涵以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軟實力—校訓、校徽、校歌、校花、校樹、校

園精神、發展願景、教育目標、學校理想、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等之學習，

尤其「校訓」簡潔有力，且常標誌於校園明顯位置，學校應讓其發揮最大教育效

用，此為教育部於擬訂相關政策時也是需要重視者。 

（四）後續研究層面：因應前述本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當前國內大學生態，有些

重要面向是值得後續探究者，諸如： 

1. 研究樣本面向：除本研究樣本國立大學外，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其他公

私立大學，亦皆值得深入探索。 

2. 研究主題面向：本研究主題焦點，著重於「校訓核心價值觀」相關問題

之探究，惟其他蘊含與該校核心價值觀相關之校徽、校歌、校花、校樹、校園

精神、發展願景、教育目標、學校理想、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等主題，也

深值後續研究。 

3. 大學生態面向：本研究樣本大學以 108 學年度為基準，如前述，發現高

雄科技大學，迄作者 2020 年 6 月完成初稿時，「校訓」仍在研議中；此外，目

前交通大學與陽明大學也皆各自獨立，且皆有屬於自己原校的校訓，惟據媒體

報導該兩校將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即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 正式合併掛

牌，合併後新校名訂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章凱閎，2020），其新的校訓

為何？凡此也皆值得後續探究。 

4. 校訓實際影響面向：本研究發現，樣本大學中，除了 1 所大學的「校訓」

仍在研議中，3 所以校園精神或學校願景替代校訓，40 所明訂有「校訓」，而

其制訂過程皆頗為慎重；然而，「校訓」此核心價值涉及認知、行為與情感、

意志、態度等層面，尤其，「知」與「行」之間的問題；鑑此，校訓對在校教

職員工生與退休教職員工及畢業校友之影響，也頗值得進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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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values embedded in school mottos bear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universities. Yet this has been a topic under-researched in related 

literature either in Taiwan or other countries. This study, accordingly, surveyed a 

sample of 44 nationa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by employing the qualitative method. 

The aim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the core values of their school 

mottos, and their common thinking. It was found that, among the 44 institutions 

investigated, 40 of them actually had established school mottos which they valued a 

lot, one institution was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while another three were short 
of such motto. The latter replaced school mottos with other core values （e.g. 

campus spirit, university vision).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school mottos or other 

alternative core values that the sample universities had been honoring, we found 

substantial attention given by the concerned schools to the formulating process, 

internal implications that were encouraging in nature, brevity and conciseness in 

word choice, and core values embedded in shared common school mottos. Finally, 

the author offers some proposals of rationality from the dimensions related to 

sample universities themselves, non-sample universities, policies maintain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things to be done by subsequ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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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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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行政及學術主管共識營暨圓桌會議 

「分進合擊 永續發展」會議紀錄 

時    間：113年 2月 16日至 2月 17日(星期五、六) 

地    點：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主    席：楊慶煜校長 紀  錄：廖敏伊 

出席人員：應到 85人，實到 76人，請假 9人 (詳如簽到表) 

壹、校長致詞：

農曆新年假期甫結束，感謝同仁踴躍參與此次活動，今年過年感觸特別

多，老一輩親戚都在關注健康，校長也持續留意長照議題，新春祝福同仁身體

健康、新年快樂。 

我們學校是非常開放的校園，開放任何意見的討論，同仁擔任行政或學術

主管，難免會與同仁產生歧見，在溝通的過程中，需穩定情緒，以維校園和

諧。於校務方面，相當多的議題都值得關注討論，透過本次活動，讓各位同仁

瞭解學校發展狀況及未來發展中亟需留意的議題，感謝秘書室籌備辦理此次共

識營，希望透過一天半的研習活動，主管彼此間能夠多交流、收穫滿溢。 

貳、高科大校訓集思：（詳如成果彙編/第03頁）

報告人：陳樹人副教務長、孫珮珮副教務長 

參、議題分組討論暨共識分享：高科大競爭力（詳如成果彙編/第38頁） 

引言人：郭副校長俊賢兼任永續長 

分組討論暨共識分享主持人：李副校長嘉紘 

一、子議題 1-1：請分享改質躍升計畫中，系所最具代表性的進步項目或事蹟。 

（一） 知識分享、經驗傳承：院系氛圍改變，由系上資深的老師帶領新進老師

一起團隊合作、經驗傳承， 相互學習、分享做法，相互溝通瞭解，定

期會議討論審視KPI，一同提升系所績效，甚至能回饋學校於未來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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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升計畫推動方案。 

（二） 推動國際化：鼓勵學生出國交流，包括支持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召募

外籍研究生，利用各項獎補助提升學生英語能力，與國際學者交流，帶

動系上研究氣氛。

（三） 強化新聘師資：鼓勵新進老師研究，能投稿至SCI、SSCI等期刊，就能

獲得補助，系上研究計畫讓新進老師擔任主持人，讓新進老師願意為系

上投入心血努力。

（四） 完善系上設備：善用經費，建立特色實驗室，強化系上研究設備，提升

老師研究能量。

（五） 鼓勵學生發表論文：尤其是大學部學生，亦可藉此完成專題製作，準備

推薦研究所資料，亦可申請大專生專題計畫，達成一連串的效果。

二、子議題 1-2：請分享系所如何以賽代訓，如何找出自己的標竿或競爭校系，

藉以自我提升。 

（一）鼓勵學生參加國內外競賽：學長姐經驗分享，老師鼓勵帶領學生實作參與

競賽，從中提升能力自信心，系上獲得競賽佳績，亦有招生宣傳之效。

（二） 系所辦理全國性比賽：針對高中職辦理的競賽，彰顯技職教育的精神，

對招生亦有幫助。

（三） 取得專業證照：開設證照相關課程，學生修讀完考照相關課程後，可考

取證照，以利未來就業。

（四） 增加系所設備，建立實作場域：完善系上設備，並獲得主管機關認證考

照場域，學生能在原場地考照，提升證照取得通過率。

（五） 修讀專題課程：學生修讀專題課程，進而投稿參加競賽，能獲得學分

外，亦能提升研究能量。

（六） 提升學生英語能力：鼓勵學生參加多益校外公開考試，分數到達一定標

準給予補助獎勵。

（七） 提供經費補助：鼓勵老師帶領學生競賽、輔導考照或專題研究，補助其

材料費或業務費，系上集中資源完善研究設備，提升研究量能。

（八） 從競賽或考證照中提升學生能力，雖然程度好的學生可能會到其他指標

學校就讀研究所，但也提升留在學校就讀研究所的學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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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改質躍升計畫各組提到研究、產學、教學、國際化，各系所都有自己對應的

方向，推動大學專題及競賽、建置場域、證照、提升英語能力等，這也是技

職教育重要的導向。司長曾在許多場合提到，台灣勞動部的證照值不值錢？

我們努力去推動證照取得是否有用？現在有一個證照是有用的，就是iPAS證

照，全國iPAS場域最多的地方就是高科大，很多企業會因有iPAS證照，起薪

會高一些；第二，司長也特別提到，有沒有一些比賽，得獎就能證明是有能

力，有沒有這種全國性的競賽？我們高科大能不能辦理一些全國性有指標性

的競賽？例如黑客松競賽，我們可以從這種競賽的成績，可以得到能力認

可，也能幫助學生升學就業，這也是技職教育的特色，這兩點跟大家共同分

享，改質躍升計畫從今天的交流中，獲得相當多的經驗，會後可再思考學校

能再將資源投注到哪些方面，回饋予改質躍升計畫。 

肆、打造安心團隊—合作驅動創新與情緒復原力（詳如成果彙編/第95頁）

主講人：黎恩菲講師 

綜合分享與回饋： 

一、心理安全感能釋放個人和集體才能：接納多元，鼓勵包容性，建立歸屬

感，成員才能主動地、安心地貢獻想法。 

二、心理安全感是成功團隊的重要特徵：根據哈佛大學進行的相關研究清楚指 

出，心理安全程度較高的組織在幾乎所有指標上的表現都更好。 

三、美國谷歌公司（Google）所做的「亞里斯多德計畫」（Project Aristotle）再

次確認「心理安全感」是團隊「壓倒性重要」的關鍵。 

伍、 議題分組討論暨共識分享：最難高教議題—通識教育發展趨勢（詳如成果

彙編/第106頁） 

引言人：共同教育學院楊院長碧藍 

分組討論暨共識分享主持人：謝副校長淑玲兼任教務長及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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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議題 2-1：通識教什麼? 

（一）人的根本，人格素養養成：從經典文章、歷史的智慧中，培養學生的人格

素養。

（二）教學生能實際運用的課程：通識要教學生覺得有用的東西，並且配合圖

片影音作為教學素材，吸引學生注意，增加課程豐富性，開啟學生的興

趣，進而從自己的專業輔以探索。

（三）與生活相關的技能：除了語文課程外，能夠讓學生走入社區、體驗文化，

教授能讓學生用得到的知能。

（四）人際溝通、親密關係、人際互動的能力：學生多有情感問題，不知如何跟

異性溝通相處，源頭可能溯至家庭的互動關係，此會影響到未來出社會

與人互動的能力，要學習如何與人相處，投其所好，知覺、覺察美的能力，

如何傳達美好的事物，進而再加上專業，讓自我的專業能夠脫穎而出。

（五）培育人文素養：除了專業能力，藉由美學藝術的賞析能力培養，學到如何

提升個人氣質，增進人文素養養成。

（六）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配合：學生到系所就讀學習專業課程是主要的目的，

可藉由專業課程的發展、歷史演變，或是業師、跨領域講師對談等方式，

讓學生從中習得通識教育的內涵。

（七）書寫、閱讀、理解的能力：回歸最根本的讀寫能力，不管是專業或其他知

識領域，閱讀理解的能力相當重要，書寫可轉化成表達、溝通的能力，所

以通識課程必須去兼顧這一部分。

（八）不同學科的基礎知識：與生活應用方面相關的課程，廣泛知識的學習與

表達。 

二、子議題 2-2：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如何相輔相成? 

（一）通識教育是教落實在生活的知識，專業是教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兩者

間相輔相成。

（二）行政與學術單位相互溝通瞭解通識教育的目標，透過制度的建立或改革

來達到教育的目的。

（三）從論文投稿過程中，要求學生美感欣賞的能力，以增加投稿錄取的比率。 

（四）用分組報告的方式，訓練學生團體合作培養溝通能力。

（五）專業知能與生活常識結合，透過專業知識的學習，可以略知生活相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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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六）結合地方社區SDGs議題，學生學習的專業知能，出社會後是否能夠參

與公共事務。

（七）能在專業領域之外多元探索，藉由多元探索課程培養學生具有人味，希望

對人的理解、尊重、包容，並講求真理、真誠，能將專業落實於生活中。 

三、總結： 

通識教育要如何與專業教育結合，通識教育應該教學生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的能力，事實上也可以從專業課程導入，課程中讓學生上台報告、團體討

論，這都是通識與專業結合的一種表現。 

除此之外，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其實很重要，學生缺乏的能力是否能自學學

會？什麼樣的科技世代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知識，有一種情形是學校會因應時

代知識需要開設課程，另一種情形是讓學生能夠通過自學因應科技的發展去

學習新的知識，培養學生自學的底蘊亦為相當重要。 

陸、 校長結語：

感謝各位同仁參與本次共識營暨圓桌會議，此次看到各位主管除了在課堂上

討論外，於用餐時間也在談論學校事務，本次會議安排討論的兩項議題，其

實都是學校未來需面對思考的議題，以校訓而言，高科大到底要定怎樣的校

訓？但也不需急著訂定，臺大由傅斯年校長於民國 38年第四次校慶時提出

「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勉勵臺大師生，歷經了 33年一直到民國 71年

虞兆中校長才將這四詞定為校訓，所以我們還有時間將校訓的議題開放出來

讓大家思考討論。 

第二項議題談到學校競爭力，感謝郭副校長提供資訊及引言報告，在此次議

程資料中，也談到有關學校論文發表問題，學校為學術單位就是要做研究，

不管是教務處、共教院、學務處、研發處等各處室都在發表論文，但我們不

因為了發表而做研究，對科技大學而言，將產業成果轉譯成學術論文來發表

是非常有價值的，亦可跟其他學校鑑別出差異性，這部分請同仁共同努力。 

今天談論到通識教育的議題，通識教育現在臺灣面臨很大的挑戰，每個系所

現在計算生師比時，教師必須於系上開設 1/2以上的課程才可以納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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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現在很多學校一直在縮減通識課，同時老師亦有補不足的現象；我們學

校還是一直堅持通識教育，通識課程的內容也是隨著時代一直在轉變，從早

期的腦神經科學進步時將生物課定為通識課程，前幾年盛行運算邏輯，到現

在的 AI課程，通識課程一直與時俱進變動，甫併校時原三校的核心精神「創

新創業、海洋教育、親產優質」都是必修的課程，但隨著時事演變、課程融

合的狀況，通識課程也做了修正，三個主題總共六門課只要修一門課即可，

所以通識課程是充滿變化的，在變化中我們要如何去保持我們不變的部分，

及要調整改變的地方需要各位主管的協助，對外談論到學校通識教育時，我

對我們學校的學生很有信心，可能一開始無法跟台成清交的畢業生比較，拿

到很好的就業機會，但經過這幾年對通識教育的投入，我有信心我們學校出

來的學生，發展會比他們好。 

其實學校有很多議題，我們不斷的精進，很感謝各位同仁長期對所有老師及

學生的協助，再次感謝各位，如果對校務還有其他建議，回學校還可以持續

討論，這兩天的研習大家辛苦了，希望經過兩天的課程各位滿載而歸。 

柒、 散會：113年 2月 17日（六）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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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活動紀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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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紀錄照片 

開幕式 

  

團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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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大校訓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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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大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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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心團隊--合作驅動創新與情緒復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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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高教議題--通識教育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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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活動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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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行政及學術主管共識營暨圓桌會議 

調查問卷結果 

壹、會議出席及問卷回收情形 

112 學年度 應出席人數 實到人數 請假人數 出席率 

合    計 85 76 9 89% 

 

 問卷發出份數 回收問卷份數 回收率 

合    計 76 56 74% 

 

貳、基本資料 

姓別 男 女 合計 

填答人數 47 9 56 

比率 84% 16% 100% 

參、問卷統計結果 

問卷內容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合計 

一、您對本次會議時間安排是否滿意？  

填答人數 

比率 

44 

 79% 

10 

 18% 

1 

  2% 

1 

 2% 

0 

 0% 

56 

 100% 

二、您對本次會議議程安排是否滿意？  

填答人數 

比率 

43 

 77% 

12 

 21% 

1 

  2% 

0 

 0% 

0 

 0% 

56 

 100% 

三、您對本次會議場地安排是否滿意？  

填答人數 

比率 

48 

 86% 

8 

 14% 

0 

  0% 

0 

  0% 

0 

  0% 

56 

 100% 

四、您對外聘講師整體表現是否滿意？  

填答人數 

比率 

40 

 71% 

14 

  25% 

2 

 4% 

0 

  0% 

0 

  0% 

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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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內容第一至四項滿意度分析 

 

 
  

五、對於這次會議時間安排、進行方式、議題討論有何建議，或整體活動之心得，請告訴我

們，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共有 11筆） 

（一） 加油。 

（二） 很棒的學習成長機會。 

（三） Very good。 

（四） 各項課程與活動安排均極佳。 

（五） 規劃完整很棒。 

（六） 活動場地安排很棒，能藉此機會與其他系所單位主管溝通認識，特別好！ 

（七） 餐食有很大進步空間。 

（八） 謝謝規劃，非常充實，辛苦了。 

（九） 很滿意。 

（十） 外聘講師授課內容有討論空間。建議留 30 分鐘進行政問題交流。 

（十一） 負責團隊人員真的很辛苦，也很努力，活動很成功，非常感謝。 

71%

86%

77%

79%

25%

14%

21%

18%

4%

2%

2%

0% 20% 40% 60% 80% 100%

四、您對外聘講師整體表現是否滿意？

三、您對本次會議場地安排是否滿意？

二、您對本次會議議程安排是否滿意？

一、您對本次會議時間安排是否滿意？

112學年度行政及學術主管共識營暨圓桌會議滿意度分析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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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與會人員一覽表 

組別、分組配置圖 

午/晚膳桌次 

行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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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行政及學術主管共識營暨圓桌會議」 與會人員一覽表 

序號 兼任主管職務 姓名 
福華一廳 

/座位組別 

蓬萊二廳 

/午晚膳桌次 

1 校長 楊慶煜 1 1 

2 副校長 俞克維 2 2 

3 副校長 李嘉紘 3 2 

4 副校長兼任教務長 
附設進修學院校務主任 謝淑玲 4 1 

5 副校長兼任永續長 郭俊賢 5 1 

6 副校長兼任研發長 吳忠信 6 1 

7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長 許鎧麟 7 2 

8 總務長兼任經營管理處處長 林建良 8 2 

9 產學營運處產學長 謝其昌 9 2 

10 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曾文瑞 10 3 

11 海洋科技發展處處長 蔡美玲 11 3 

12 財務處處長 
兼任商業智慧學院財政稅務系系主任 姚名鴻 11 6 

13 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處長 王裕仁 13 9/素 

14 海事人員訓練處處長 鄒明城 14 3 

15 圖書館館長 歐士輔 12 3 

16 秘書室主任秘書 魏裕珍 1 1 

17 人事室主任 陳泰吉 2 3 

18 主計室主任 江淑惠 2 3 

19 體育室主任 宋靜宜 7 3 

20 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主任 陳銘志 6 3 

21 電算與網路中心主任 陳洳瑾 5 3 

22 校園安全中心主任 李祐穎 7 3 

23 工學院院長 黃忠發 8 2 

24 智慧機電學院院長 方得華 9 2 

25 電機與資訊學院院長 李財福 2 1 

26 海事學院院長 
兼任海事風電工程碩士主任 連長華 11 2 

27 水圈學院院長 董正釱 1 1 

28 商業智慧學院院長 傅振瑞 3 2 

29 海洋商務學院院長 戴輝煌 5 1 

30 創新設計學院院長 翟治平 4 1 

31 共同教育學院院長 楊碧藍 3 2 

32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薛博文 11 8 

33 工學院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系主任 李建良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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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兼任主管職務 姓名 
福華一廳 

/座位組別 

蓬萊二廳 

/午晚膳桌次 

34 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系主任 郭文田 4 4 

35 工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系主任 鍾毓驥 5 4 

36 工學院營建工程系系主任 范嘉程 1 4 

37 工學院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系主任 陳勝一 2 4 

38 智慧機電學院機械工程系系主任 陳道星 8 4 

39 智慧機電學院模具工程系系主任 張致遠 11 4 

40 智慧機電學院機電工程系系主任 吳宗亮 5 4 

41 智慧機電學院車輛工程系系主任 龐大成 14 4 

42 電機與資訊學院電機工程系系主任 戴鴻傑 10 4 

43 電機與資訊學院電子工程系 
(建工/燕巢校區)系主任 邱建良 12 5 

44 電機與資訊學院半導體工程系系主任 楊奇達 7 5 

45 海事學院電訊工程系系主任 陳瓊興 1 5 

46 海事學院航運技術系系主任 黃振邦 2 5 

47 海事學院輪機工程系系主任 楊春陵 3 5 

48 海事學院海事資訊科技系系主任 謝志敏 6 9/素 

49 水圈學院漁業科技與管理系系主任 蔡文沛 5 5 

50 水圈學院水產食品科學系系主任 郭家宏 6 5 

51 水圈學院水產養殖系系主任 鄭安倉 9 5 

52 水圈學院海洋環境工程系系主任 王樹倫 8 5 

53 商業智慧學院會計資訊系系主任 李合龍 12 5 

54 商業智慧學院金融資訊系系主任 簡美瑟 10 6 

55 商業智慧學院智慧商務系系主任 許瓊文 13 6 

56 管理學院國際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王勁力 13 6 

57 管理學院創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蕭俊彥 4 6 

58 海洋商務學院供應鏈管理系系主任 洪榮耀 4 6 

59 海洋商務學院海洋休閒管理系系主任 尤若弘 14 6 

60 海洋商務學院 
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所長 高瑞鍾 13 6 

61 創新設計學院文化創意產業系系主任 林皇耀 12 6 

62 共同教育學院藝術文化中心主任 林伯鍾 10 6 

63 共同教育學院博雅教育中心主任 林世凌 14 7 

64 共同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吳俊憲 7 7 

65 工學院副院長 賴俊吉 10 8 

66 電機與資訊學院副院長 王鴻猷 9 7 

67 海洋商務學院副院長 何黎明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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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兼任主管職務 姓名 
福華一廳 

/座位組別 

蓬萊二廳 

/午晚膳桌次 

68 共同教育學院副院長 柳秀英 8 7 

69 智慧機電學院副院長 
/任務編組(非編制) 

鄭永長 11 7 

70 教務處副教務長 陳樹人 5 7 

71 教務處副教務長 孫珮珮 12 7 

72 學生事務處副學生事務長 羅光閔 14 7 

73 學生事務處副學生事務長 陳永忠 6 8 

74 總務處副總務長 王廷魁 3 8 

75 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 李憶甄 14 8 

76 產學營運處副產學長 陳琮明 7 8 

77 國際事務處副國際事務長 蔡立仁 6 8 

78 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任務編組(非編制) 潘俊仁 13 8 

79 產學營運處副產學長/任務編組(非編制) 蔡孟修 8 8 

80 體育室副主任/任務編組(非編制) 黃瓊慧 9 8 

81 綜合業務處副處長/任務編組(非編制) 林純慧 10 7 

8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薛明憲 12 9 

83 機械工程系 許光城 4 9 

84 模具工程系 許進忠 1 9 

85 金融系 楊筑安 5 9 

86 海洋休閒管理系 林饒惓 13 9 

87 講師 黎恩菲  1 

88 講師助教 謝毓珊  9 

89 講師助教 盧季葳  9 

90 講師助教 陳美臻  9 

91 秘書室室本部專門委員 李振宏 工作人員 10 

92 秘書室室本部專員 黃意貞 工作人員 10 

93 秘書室室本部技工 朱慧菁 工作人員 10 

94 秘書室室本部約用專員 黃姵薰 工作人員 10 

95 秘書室行政及議事組組長 李菁蓉 工作人員 10 

96 秘書室行政及議事組秘書 曾志芳 工作人員 10 

97 秘書室行政及議事組約用組員 張翠如 工作人員 10 

98 秘書室行政及議事組約用組員 廖敏伊 工作人員 10 

99 公共關係中心專案經理 李婉君 工作人員 10 

100 公共關係中心專任助理 李姿誼 工作人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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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華一廳】 組別 

 

  

1 
楊慶煜 

魏裕珍 

董正釱 

陳瓊興 

范嘉程 

許進忠 

2 
俞克維 

陳泰吉 

江淑惠 

李財福 

陳勝一 

黃振邦 

3 
李嘉紘 

楊碧藍 

傅振瑞 

李建良 

楊春陵 

王廷魁 

4 
謝淑玲(2/17) 

翟治平 

郭文田 

蕭俊彥 

洪榮耀 

許光城 

5 
郭俊賢(2/16) 

陳洳瑾 

蔡文沛 

吳宗亮 

楊筑安 

鍾毓驥(2/16) 

陳樹人(2/16) 

戴輝煌(2/17) 

6 
吳忠信 

陳銘志 

陳永忠 

郭家宏 

蔡立仁 

謝志敏 

7 
許鎧麟 

李祐穎 

宋靜宜 

楊奇達 

吳俊憲 

陳琮明 

8 
林建良 

黃忠發 

陳道星 

王樹倫 

蔡孟修 

柳秀英 

9 
謝其昌 

方得華 

何黎明 

鄭安倉 

王鴻猷 

黃瓊慧 

10 
曾文瑞 

賴俊吉 

簡美瑟 

戴鴻傑 

林伯鍾 

林純慧 

11 
蔡美玲 

連長華 

張致遠 

鄭永長 

薛博文 

姚名鴻 

12 
歐士輔 

邱建良 

薛明憲 

李合龍 

孫珮珮 

林皇耀 

13 
王裕仁 

高瑞鍾 

許瓊文 

王勁力 

林饒惓 

潘俊仁 

14 
鄒明城 

羅光閔(2/17) 

李憶甄(2/16) 

林世凌 

龐大成 

尤若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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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華一廳】 組別配置圖 

(共 14組，每組 6人) 

 

  

布幕 布幕 布幕 

入
口 

4 2 

13 12 11 

8 6 

5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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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二廳】 午/晚膳桌次 

 
1 

楊慶煜 

謝淑玲 

郭俊賢 

吳忠信 

魏裕珍 

李財福 

董正釱 

戴輝煌 

翟治平 

黎恩菲 

2 
俞克維 

李嘉紘 

許鎧麟 

林建良 

謝其昌 

黃忠發 

方得華 

連長華 

傅振瑞 

楊碧藍 

3 
曾文瑞 

蔡美玲 

鄒明城 

歐士輔 

陳泰吉 

江淑惠 

宋靜宜 

陳銘志 

陳洳瑾 

李祐穎 

4 
李建良 

郭文田 

鍾毓驥 

范嘉程 

陳勝一 

陳道星 

張致遠 

吳宗亮 

龐大成 

戴鴻傑 

5 
邱建良 

楊奇達 

陳瓊興 

黃振邦 

楊春陵 

蔡文沛 

郭家宏 

鄭安倉 

王樹倫 

李合龍 

6 
簡美瑟 

姚名鴻 

許瓊文 

王勁力 

蕭俊彥 

洪榮耀 

尤若弘 

高瑞鍾 

林皇耀 

林伯鍾 

7 
林世凌 

吳俊憲 

王鴻猷 

何黎明 

柳秀英 

鄭永長 

羅光閔 

陳樹人 

孫珮珮 

林純慧 

8 
王廷魁 

李憶甄 

陳琮明 

蔡立仁 

陳永忠 

潘俊仁 

蔡孟修 

黃瓊慧 

薛博文 

賴俊吉 

9 
薛明憲 

許光城 

許進忠 

楊筑安 

林饒惓 

王裕仁/素 

謝志敏/素 

謝毓珊 

盧季葳 

陳美臻 

10 
李振宏 

黃意貞 

朱慧菁 

黃姵薰 

李菁蓉 

曾志芳 

張翠如 

廖敏伊 

李婉君 

李姿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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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行政及學術主管共識營暨圓桌會議」行前須知 

(一)報到 

113年 2月 16日 (星期五) AM 11：00～11：20 於福華 1樓福華廳報到。 

1、個人行李請向工作人員領取行李牌，繫上後置放於 1樓行李放置區。 

2、自行開車前往者，進入園區請主動告知：「高科大教師參加主管共識營暨

圓桌會議」，停好車後，請於上午 11：00前至福華 1樓福華廳報到。 

(二)接駁車 

113年 2月 16日 (星期五) 準時出發，遊覽車路線，如下： 

●A車：08：30建工校區行政大樓→11：00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B車：08：30楠梓校區大門口→11：00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由於第一校區搭乘人數過少，請選擇第一校區搭乘之主管同仁前往楠梓校區搭乘。 

隨車人員： 

 

 

(三)大合照 

時間安排於 2月 16日中午 12：20~12：30(用餐前)。 

(四)膳食   

1、113年 2月 16日 (星期五) 

午餐：福華 1樓蓬萊村(餐盒形式) 

晚餐：福華 1樓蓬萊村(桌菜形式) 

2、113年 2月 17日 (星期六) 

早餐：福華 1樓麗香苑(自助式/用餐時間 7:00-9:00） 

午餐：福華 1樓蓬萊村(桌菜形式) 

 (五)工作人員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姓名 手機 

李振宏 0929-983168 李菁蓉 0932-951822 李婉君 0927-952-523 

黃意貞 0956-988009 曾志芳 0921-503277 李姿誼 0908-462-887  

朱慧菁 0921-570365 廖敏伊 0983-296796   

黃姵薰 0955-616520 張翠如 0933-462037   

(A車) 

建工校區 8：30出發 

(B車) 

楠梓校區 8：30出發 

姓  名 手  機 姓  名 手  機 

黃姵薰 0955-616-520 黃意貞 0956-98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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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注意事項 

1、為響應環保及節能減碳，請自備環保杯。 

2、請穿著輕便服裝，攜帶健保卡、個人藥品、保暖衣物、泳衣。 

3、會議期間參加人員一律以公假登記。 

4、若有任何住宿、膳食、交通或其他問題，請洽秘書室工作人員，竭誠樂

意為您服務。 

 (七)墾丁福華渡假飯店交通資訊 

交通資訊(自行開車)： 

1、自國道 3 號(或國道 1 號→88 快速道路)→ 南州交流道(往新埤)→ 省道

台 1線→ 楓港→ 省道台 26線→墾丁。 

2、自小港機場→省道台 17線→省道台 1線→楓港→省道台 26線→墾丁。 

3、墾丁福華渡假飯店地址：屏東縣恒春鎮墾丁路 2號。 

 (八)墾丁福華渡假飯店設施 

1、戶外泳池：50公尺標準泳池、兒童戲水池、按摩池和水柱沖擊區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7：00 - 18：00 週六、週日 7：00 - 19：00 

 ◎請著泳衣、泳帽入池 

2、梅花鹿園區 

3、健身房：本區有多項運動器材，開放時間 7：30-12：00 / 13：30-21：00，

請著運動鞋和輕便服裝，使用設備請配合現場指導人員說明 

4、青年活力區：本區有撞球臺及桌球臺，數量有限，採預約制，每桌使用

以 1小時為基準，使用設備請配合現場指導人員說明 

 開放時間:7：30-12：00 / 13：30-21：00 

5、小灣隧道：房客通往蔚藍大海和沙灘的專屬通道，隧道開放時間： 

7：30 - 18：00 

6、飯店設施連結網址： 

https://www.howard-hotels.com.tw/zh_TW/HotelVacation/121/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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