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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與校長相約白色情人節-宿舍座談會」活動紀錄 

 時間：106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18 時 30 分至 20 時 10 分 

 地點：勝六舍 3F 祈禱室 

 主席：蘇慧貞校長 

 出席：校內住宿生（合計 89 名） 

 記錄：許昕媛同學、住宿服務組 

 

壹、 校長致詞： 

    謝謝諸位的參與。學校現有約 1500至 1800位外籍生，其中部分來自伊斯蘭信仰地區。如果本籍

同學在校園中沒有遇過穆斯林同學，代表學校還沒有努力讓大家接觸到外籍同學，也代表本校外籍生

比例仍不夠高。成為世界著名大學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學校每 3至 4位同學中就有一位是外籍學生，

因此我們仍有努力的空間。 

 

    回教信仰社群有自己的文化習慣、飲食習慣，甚至是金融習慣。我們學校有來自葉門、烏干達、

約旦、印度的女性科學家。透過他們在網路社群上的發文，讓世界更多人知道台灣，知道成功大學。 

 

    現在這個世代被稱為 digital-native generation，代表一個人從數位化世代中長大。這個世代，世界

無法被區隔，未來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機會，必須與全球 70多億人口競爭。因此，大學生活是

為了準備讓諸位未來獨立生活時，能保有信心不慌張。 

 

成大是第一個在南半球有研究室的學校，我們在馬達加斯加島有一項重要的產業研究——可以抵

抗病毒的蝦。目前蝦子一旦感染某些病毒就無法治療，因此，學校的老師在這項研究中發展出可以抗

病毒的基因，目前也持續在實驗室研究，以確保抗病毒的基因可以保存。蝦子是高蛋白質食物，可以

因應未來世界糧食問題。但蝦子又容易受大環境汙染的影響，因此這個研究是集合電機、機械、及環

工等系來設計一組系統，將環境衝擊對蝦的影響減至最小。 

 

馬達加斯加島透過企業發展的協助，在一個小村落裡，可能出現 2200 多支的手機，也可能使用

電子錢包。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變化，有時超過我們的想像跟理解，要隨時準備好自己，不要事先設限。

大學生活其中重要的目的在於：刺激想像力，發揮創意，汲取專業知識，付諸實踐，並拓展人際關係。

結識不同的人，可以激發各種感受、想法，這些人際關係也會影響諸位未來生命經驗。 

 

我期望成大學生能看見並尊重別人優點，同時改善自我。對台灣來說，成功大學的基本責任在於

培養領袖人才。我衷心期盼，成功大學學生和老師所發明的東西，擁有的知識，能創造大家幸福。一

位印度科學家曾說：I want to develop something that my people can afford。以此話與諸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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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自由發言： 

提問一 

機械系大三張舜傑同學(宿委會主委)：我想要 5000塊美金，去上 MIT的一個線上課程。 

校長：請試著說服大家，要把機會給「你」而不是「別人」的理由。 

機械系大三張舜傑同學：我希望學一些東西回來貢獻自己系上和成大，台灣很少學生有這個學程證書，

大部分都是社會人士。 

校長：這個問題要商請學務處研議一個方案，讓舜傑同學證明自己值得投資。 

成大的學生目前較缺乏「說故事」和「整合」的能力。「說故事」的能力是：把一件事情描述清楚，

讓人理解，讓人感動。「整合」的能力是：掌握所有資料以後，經過邏輯思考、融會、安排，再轉換

出來的能力。現今全世界工作快速地被機器人取代，目前人類仍能領先機器人的就是「整合」的能力。

我要勉勵諸位訓練思考、溝通、說明等能力。去年我們學生到 MIT比賽的成品，是一個以不侵入的方

式，測量糖尿病病人血糖的馬桶。測量結果立即上傳雲端，彙整患者平常血糖數據，數據不正常時立

刻通知。他們花了很多時間說服別人發明這項東西的理由，並為獨居老人、經濟能力不足的人，設計

了這樣一款產品。這正符合了我期待同學們去探索的價值與意義。 

 

提問二 

環工所碩一張雨晴同學：我原先就讀於廈門大學。我在廈門大學的老師和現在成大的老師有合作經驗，

兩個母校合作交流，對兩岸都有幫助。 

校長：你的老師在國際間很有名，我會向你的老師提出建議。 

宿委會應該要在宿舍裡帶動不同的學術氛圍。同學也應主動提出計畫，並試著去實行。 

 

提問三 

能源系大四林家均同學：身為一個工學院學生，我認為學生不常做企劃的原因是因為課業太重。當我

們想做企劃時，教授會問：「為什麼不先做好自己分內的事？」等到做完份內的事，基本上也快畢業

了。學校未來是否有計畫，讓學生排課有更多自由空間，能夠做想做的事？ 

校長：我非常願意修改畢業規定。成功大學的任務，是把台灣帶到世界。我希望今年啟動兩件事情:  

1.有一個全英文的國際學院。 2.開放一定比例，同學自己決定學分，自己設計課程。 

材料系大一翁毓涓同學：工學院課程很滿，大一會排一定數量必修和通識。學校未來是否可安排大一

上選修，讓學生有機會選修各學系的課程？或許「線上課程」可以解決此一問題，使時間運用更具彈

性。 

校長：建議毓涓同學可以找幾位同學一起規劃課表，自行安排課程。 

材料系大一翁毓涓同學：或許以後大學學制可以改成學程制，把修過的學程印在畢業證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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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成大會推動學程的概念。不按照學院，而按照學程。但推動這件事需要時間。 

機械系大三張舜傑同學：我在大一的時候有 22學分，35堂課，但是大三做專題的時候才發現這些東

西不夠。我選擇去尋找外面的資源，不只是在課堂上學習。 

材料系大一翁毓涓同學：可是大一課程就已經太滿，沒時間探索自己。 

機械系大三張舜傑同學：若無基礎課程訓練，也無能力進行探索。 

材料系大一翁毓涓同學：同一門課可以有機會去外系上課。 

能源系大四林家均同學：亦有課程衝堂問題。 

化學系大二張欽安同學：國外教育注重發掘、解決問題，台灣教育太著重課本與考試。 

校長：能源系林同學、化學系張同學、材料系翁同學或許可以組成小組，規劃一個全校性的平台，讓

學生更自由的決定自己的課程規劃，同時要有想法、討論、回饋。 

 

結語 

校長：成大應該要帶領全國在大學教育方面做一些有影響力的事情。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