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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We Genius』2006 年三月號 

專訪元智大學校長 彭宗平博士 
人文與科學的交會 創意與理論的激盪 

周執行長： 

非常感謝彭校長的親自接待，您是在能源材料方面的學者，今天

很榮幸有機會拜訪您。這位是台大兒童醫院執行長王主科博士，王教

授在兒童心臟方面也是國際頂尖大師，同時在人文方面有許多研究。

今天代表基金會來向您傑出的貢獻致上敬意，並向您請教幾個問題。

我先將我們基金會的成立與宗旨向您做個簡報，我們基金會成立的目

的就是為了要幫助積極向上的青年學子對週遭所發生的事物做一正

確的判斷與認知。921 地震那年，偶然間董事們知道一位台大電機系

的同學在經歷過這巨大的天災之後，家中環境無法幫助他就學，這位

台大的同學在學表現十分優異，董事們認為若因此而斷送一位青年學

子的大好前程很可惜，便幫助他完成大學學業並繼續深造。後來董事

們認為這樣的方式所能幫助的人範圍有限，因此創立這個基金會，希

望幫助更多年輕有為的學子。刊物中除了介紹許多有關高科技新知

外，更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藉著訪談機會將許多真正為推動台灣進步

而默默付出耕耘的優秀傑出人仕，推薦給年輕朋友認識，成為往後學

習的對象。現在的環境較以前富裕，學生們越來越喜歡安逸，沒有動

力追求卓越，近年來留學生比例不斷的降低，我們未來的主人翁如此

實在是令人憂心，因此想向校長請教目前國內人才培育的問題。科技

產業的國際化是眼前非走不可的潮流，常常在台北接單，蘇州製造，

墨西哥裝配、包裝，美國上架，涉及的貨幣、關稅、法律絕非以往產

業所能想像。因此我們部分董事認為國內的大學生是否應該修習有關

賦稅、貨幣、國際法、異國風情……等課程。 

在元智大學是否有這些相關的學分可以修習？第二，現在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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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都不斷的在縮短，我們的創辦人認為台灣未來發展方向可以

以投資走向為主，當一個企業發展到一個程度若要永續經營的話，就

必須除舊佈新。除舊免不了一番大改革，所耗損的資源相當多，佈新

中又分成過程和成果。投資的話，我們只要分擔成果的風險，因此失

敗率就降低到只有 33﹪。這是我們未來可以考慮的方向，而大學生

針對這樣未來的趨勢需要先具有什麼樣的能力。 

彭校長： 

我曾經在清華大學服務，元智大學與清大相較之下有許多不一樣

的地方。我們收的學生，以成績來論斷的話是 20﹪的學生，目前我

們所設定的方向是要為他們加值，讓我們的學生與眾不同、出去和前

幾名台、清、交、成大的學生競爭，我們有獨特的優點，讓企業界願

意優先考慮選擇我們的學生。元智大學是以工學院起家，產學合作的

辦得很好，讓學生有較多操作的機會。前陣子我們剛與署立桃園醫院

院長何豐名共同簽定建教合作案，並進行一連串的建教合作學術討

論，討論內容包括醫學影像、醫療資訊管理，以及分子生物等，我想

這對於本校在生物醫學工程方面是一大幫助。 

若說台清交的同學，他們在學業上有傑出的表現，而被受限在學

術方面做出卓越的成就，那麼元智大學的同學則有更多發展空間。許

多在清大沒辦法實行的，這裡都可以完成。當我還在清大服務時，在

晚上舉辦畢業典禮，我們的構想是請學生合唱團團替自己的同學演

唱，讓畢業典禮能有很好的氛圍。清大的學生們很懂得替自己要求福

利，凡事都要求工讀金，我們認為在經費允許的情況下也同意他們的

要求，沒想到參加人數卻從原本答應參加的 20 幾位同學到當天出場

演唱只剩下 7、8 位同學。可是元智的學生卻有自發性的義工，幫忙

學校舉辦各種活動。服務性社團也是十分蓬勃發展，學校對於他們舉

辦的服務性活動沒有刻意協助，學生們會自已想辦法向外界募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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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活動內容、場地探勘或租借等，從頭到尾都自己來。今年我們教師

節導師會議時，特別請我們的學生向所有老師分享他們自助前往印度

大吉嶺當志工的經驗。他們申請到行政院青輔會部分經費補助，前往

印度大吉嶺地區進行「協助北印大吉嶺地區降低數位落差之國際志工

團服務計畫」。因為經費不足，只能讓七位志工前往，但做了許多工

作，這不論是對他們或我們師長而言都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身為校長，我十分注重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你們可能無法想像我

花在學生身上的時間有多少。舉例來說昨天中午我與幾位學生一起吃

中飯，談談他們對學校的建議、看法。我們也會定期在宿舍舉辦夜談，

請校內外許多學者來跟學生談話，雖然場地規劃只有十幾個位子，但

我認為，只要有一兩個學生，因為在和你一番談話之後，有所啟發，

所投入的時間就都是值得的。今晚我們學生還有一個小型音樂會，在

咖啡館旁邊，我一定會去參與，這可以讓我了解我們學校學生的音樂

素養。 

我認為教學的過程分為兩種階段：一是教育，另一種是學習。一

般人都將“教育”放在一起，但我認為教和育是分開的兩個階段。「教」

是師長教授的過程；而「育」則是強調像母親孕育嬰兒的過程中彼此

的互動。互動不限定於課堂內，在課堂外老師也可以和學生互動，這

才是教育的宗旨。而教育更進一步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能夠主動學

習，進而培養讀書的興趣並成就終生學習。我們希望我們的同學能夠

有 more reading 培養 more writing進而能 more presentation並且 more 

interaction。未來將要實行雙軌老師的制度，也就是除了本科目內的

導師之外還有另外一個興趣導向的導師，藉由這樣的機制，培養學生

的人生觀、價值觀及創意與服務社會的能力。 

大學教育應該以通才教育為主軸、在大學時培養學生歷史與文化

的素養，研究所則是施行專才教育，針對未來工作領域做專業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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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的專才教育只能讓你找到第一份工作，而大學時代所培養的氣

質與藝術眼光才能讓你在工作中加入更多的創意，為自己的工作成效

加值。而博士班則應該著重在以國際化為主。立法院前幾天通過新大

學法，研究所可辦雙學位，還有我們也希望學程學位化，這將讓學生

在畢業前學習更多所需知識。現行教育體制，學生在大學期間除了學

習專業技能知識外，還需培養第二專長、訓練表達能力、提升個人素

質、國際化視野以及終身學習，並且學習如何理性思辦、追尋真理和

人際間的互動和溝通；簡單來說，就是「開竅」，開竅所代表的意義，

指的就是學生具有智慧，並且有更多元化的思維，而不是只侷限於目

前所學，真正一流大學，提供的不只是考試，而是提供學生在學校學

習期間，能讓自己的能力被提升和激發，不論在思想、能力上都會大

幅提升和增進，自然願意在求學中去挑戰更高的目標。MIT 之所以辦

學成功就是因為讓學生勇於接受挑戰！多元化的去涉獵知識和提升

自己的能力，並且從周遭的人和同學間相互學習，而不是只侷限於課

堂上的學習，相信未來求職，專業的能力並不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

要找出自己的專長和特質。此外我們也希望從環境著手，大家以前對

餐廳的印象就是每個攤販都用一張張海報紙垂吊例如肉躁麵 35 元，

然後擺個大電視。但我們卻希望學生餐廳沒有電視，我認為吃飯時間

是一個很好的交流時間，好好的聽對方講話，大家彼此有不同意見可

以產生互動。牆壁上我們會懸掛一些有名的人像愛因斯坦、貝多芬他

們生平的小故事，還會放一些古典音樂陶冶性情。 

我們剛才所談的創意其實是可以訓練的，前陣子宿舍舉辦獨特的

「麵包節」，這是每年唯一一次男生可以到女生宿舍的機會，藉著可

口的麵包和學生們豐富的創意點子來傳達情意。未來元智大學每個學

期都會舉辦一次為期一個禮拜的創意大賽，主旨是激發學生的創意，

每學期都有一次，到畢業前至少會有 8 次的機會。從一開始和老師們

討論挑專題，著手進行實驗，訓練 team work 能力，到寫出一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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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專業水準的報告，讓大學生不但學習對事物負責，更強迫每位同學

運用腦袋達到激發創意的目的，而就業後在 team work 的環境中不僅

能有良好的適應力，更可以身居領導地位。為了達成讓本校學生在大

學時代培養更多人文素養，擁有讀跟寫的能力，我們將每學期挑選幾

本經典著作，聘請校外的老師來幫我們批改學生的讀書心得，例如紅

樓夢、三國演義等等。我們也打算與國外大學長期合作聘請他們的教

授到我們學校短期任教，教授一個專題，我認為這比請諾貝爾獎得主

來開一兩堂講座更實際。教育是一個長遠的事業，一個企業可能會有

生命週期，學校要怎麼永續經營，政府不能只是短期投資有潛力的大

學，未來的趨勢所有國立大學都將慢慢走向法人化，每個大學都應該

獨立自主發展各自的特色。元智大學從建校以來皆是靠自己逐步建

設，每位員工都能獨當一面，像我的秘書會幫我把校務會議的報告重

點及簡報內容都事先準備好，效率之高令人佩服。這樣的經驗在未來

都將具有不可忽視的競爭實力。本校獲得教育部「五年五百億」的資

助，我想優勢除了在於本校產學合作之外，更是全校師生的努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