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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從卓越到深耕，台灣高等教育從四個驚嘆號，來到了四個問號。 

四個驚嘆號，代表著一種互相軒邈的意志，展現出：這就是教育！（落

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這就是大學！（發展學校特色）、這就是胸襟！

（提升高教公共性）、這就是意義！（善盡社會責任） 

四個問號，標誌著發展過程中必然的回顧，藉著審視初衷，蓄積邁向更

長遠路程的能量： 

教育是什麼？（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大學是什麼？（發展學校特色） 

大學的胸襟？（提升高教公共性） 

大學的意義？（善盡社會責任） 

 

文藻外語大學作為全國唯一的外語大學，站在驚嘆號與問號中間，除了

省思上述四個大哉問之外，則過去 50 年文藻的立校精神，將成為未來 50 年

的文藻藍圖，因為根仍在，只是要讓它向大地紮更深。 

 

長期以來，文藻善加運用「教學卓越計畫」之經費補助，精進師生課程

規劃與學習發展之所需，其獲致的具體成果，可綜整摘述為： 

1. 強化外語教學之優勢，培育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化人才。 

2. 兼融中華語文之底蘊，厚植多元化、時代性、南向力潛質。 

3. 鏈結跨國高教之機構，鋪設身心靈、移動力、全視野平台。 

4. 推動教師專業之轉型，催生新課程、產業鏈、多專長典範。 

 

這些「與時俱進」的經營與發展，面對從卓越到深耕的進階與轉折，勢

必要加上「回顧初心」的檢覆與確認。何況逢此高等教育生態瞬息萬變的此

刻，新世代數位化及原住民學子與傳統經師人師式的教師，一再要我們面對

「教育是什麼？」的課題。文藻多年的外語與專業，在強國崛起、南向政策、

人工智慧即將成為主流的未來，無時無刻不在挑戰著「文藻（大學）是什麼？」

的信念。大學林立且競爭激烈、學術專攻與跨域合作、全球脈動與在地需求、

產業需求與社會責任，反覆提醒「大學的胸襟？」、「大學的意義？」將成為

大學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 

 

因此，本期計畫將依據「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



 

 

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及「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等四大面向，冀望培

育文藻學生成為「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使學生皆能成為具備「跨文化溝通、

數位運用、國際行動力的博雅人才」，本期計畫規劃以下四個分項計畫與內

容： 

 

「未來校園計畫」，目的在於實現「新教育」之願景。從「智慧、智識、

智者」三個角度，強化各個跨領域專業博雅人才的培育機制，提供教師職涯

發展的支持系統，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數位運用能力，以及建置創新教學

過程所需之環境與設備，以掌握本校新教育之契機。 

 

「3L 國際計畫」，目的在於實現「文藻人」之願景。「3L」乃是“Life, 

Language, Leadership”，為文藻辦學使命宣言中所強調的師生特質，也是當前

高教體系的培育目標。透過 Life, Language, Leadership 這三個面向，不僅可以

強化文藻的特色，並且可以提升「人文教育、語言教育，以及國際移動力」

三個本校的強項，同時也可整合博雅教育與專業教育，深化外語教學與專業

領域之連結，提高師生國際行動力，乃是高等教育許多課題的答案之所在。 

 

「高教無礙計畫」，目的在於實現不同背景的學生站在一個公平、共利

的「新原點」之願景。為提供弱勢學生穩定的求學歷程，進而參與國際學習

活動。並開誠佈公學校治理相關資訊以昭公信，從「受教權、資訊權、共享

權」三方面，保障每一位學生的受教權，以打破族群、階層、城鄉、經濟所

帶來之教育障礙；並持續公開透明辦學相關資訊，打破因訊息不足或資料錯

誤所帶來之隔閡與障礙。 

 

「大學之道計畫」，目的在於實現校園與社會「無邊界」之願景，規劃

「轄區、社區、共區」三層面。「轄區」指的是衡量學校的位置、專業及歷

史等因素，設定定期的服務對象，建立長遠的關係；「社區」指的是面對社

會、大眾，於相關議題負起大學應有的協助、諮詢、領導之責任；「共區」

則是以校際聯合的方式，跨領域、跨地域，提供對社會的服務，以為善盡大

學社會責任，師生共同以行動回應社會關懷之議題。藉此推動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之際，本校更將協助教師與學生在跨領域的虛實整合、創新規劃教學與

學習方式、強化數位科技工具的運用，以將教與學的場域延伸至校外、社區，

不同的國家與文化脈絡，期能藉此提升師生的跨文化溝通、數位運用，以及

國際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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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務發展計畫概要 

一、學校概況 

(一)行政組織架構 

 

 

 

 

 

 

 

 

 

 

 

 

 

 

 

(二)教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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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數                                 資料計算日：108/03/15 

學年度 
專科

部 

大學部 研究生 

總計 

延修生人數 

日間

部 

進修

部 
小計 

碩士

生 

碩士

在職

專班 

小

計 

日間

部 

進修

部 

104 1,776 5,588 1,823 7,411 114 70 184 9,371 380 200 

105 1,734 5,540 1,966 7,506 148 60 208 9,448 419 230 

106 1,649 5,362 1,822 7,184 148 55 203 9,036 343 192 

107 1,602 5,414 1,859 7,273 153 43 196 9,071 355 196 

 

 

(四)專(兼)任教師數                         資料計算日：108/05/01 

等級別 

學年度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其他 合計 

104 
專任 22 74 104 57 3（軍護） 260 

兼任 0 7 53 195 - 255 

105 
專任 23 83 119 48 3（軍護） 276 

兼任 1 5 50 172 - 228 

106 
專任 26 81 116 42 3（軍護） 268 

兼任 2 5 52 184 - 247 

107 
專任 22 87 110 41 3（軍護） 263 

兼任 3 4 53 181 - 241 

 

 

(五)生師比(含全校及日間；以學年度統計)      資料計算日：108/05/01 

學年度 全校生師比 日間生師比 

104 22.72 20.14 

105 21.80 19.30 

106 22.90 20.2 

107(上) 24.87 21.76 

備註：107（下）配合雲科大校務基本資料庫作業，預計於 6 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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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類專任教師每週實際平均授課時數（含日間、夜間、進修及推廣班） 

資料計算日：108/05/02 

學年度 教授（時/週） 副教授（時/週） 助理教授（時/週） 講師（時/週） 

104 7.12 10.13 11.46 13.17 

105 6.59 9.56 11.25 12.91 

106 7.16 10.36 11.66 13.8 

107 7.19 10.66 11.54 13.11 

 

(七)近年獲「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經費補助情形 

（單位：元） 

年度 

補助經費（A） 學校配合款（B） 總計畫經費（C=A+B）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102-103 60,000,000 20,000,000 80,000,000 14,000,000 2,000,000 16,000,000 74,000,000 22,000,000 96,000,000 

104-105 60,000,000 20,000,000 80,000,000 14,000,000 2,000,000 16,000,000 74,000,000 22,000,000 96,000,000 

106 30,000,000 10,000,000 40,000,000 7,177,000 823,000 8,000,000 37,177,000 10, 823,000 48,000,000 

小計 150,000,000 50,000,000 200,000,000 35,177,000 4,823,000 40,000,000 185,177,000 44,000,000 240,000,000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 

107 39,000,000 15,000,000 54,000,000 10,800,000 0 10,800,000 49,800,000 15,000,000 64,800,000 

108 38,156,000 15,844,000 54,000,000 10,800,000 0 10,800,000 48,956,000 15,844,000 64,800,000 

小計 77,156,000 30,844,000 108,000,000 21,600,000 0 21,600,000 98,756,000 30,844,000 12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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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中長程計畫發展重點與本計畫之關連 

文藻外語大學自民國 95 年起迄今，持續榮獲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計畫學

校之肯定，最近四年並以打造「第一所複合式外語大學：培育雙外語跨領域

國際專業人才」（102-103 年），以及打造「具備『雙外語+就業專業』能力的

八大國際專業達人」（104-105 年）為目標，期使文藻成為培育「雙外語跨領

域的國際專業人才」為特色的外語大學之磐石。 

 

然而，權衡瞬息萬變的全球脈動與在地需求，文藻深刻體會高等教育機

構必須與時俱進，以回應新世代多元化、國際化、人工智慧化之學習經驗。

是故，文藻於民國 105 年 10 月慶祝創校 50 周年之際，重新檢視建校宗旨：「以

全人教育之理想培育具國際觀之語文專業人才；以中華文化為主幹，透過語

文教育及專業訓練，研究發展語文教學，服務社會。」並以之擘劃未來 50 年

的文藻教育藍圖。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規劃與擬定，除延續先前諸多重大計畫之部分

內容，亦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重要績效指標，並與本校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之方向與策略相結合。期望藉由未來五年延續性與銜接性計畫內容之

執行，得以全面精進本校的教學品質，持續邁向「國際化天主教外語大學」

之目標。 

 

本校「103-107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規劃，秉承上述「國際化天

主教外語大學」為目標。施行以來，面對高等教育全球化浪潮，以及國內少

子化危機的急遽變化，遂於 104 學年度重新修訂「105-107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其內容包括「基礎」與「精進」兩大面向。此中程校務計畫以文藻

創校 50 周年之精神－「日新又新」為引歸，分別訂名為基礎面向：「文藻

DNA 計畫」，以及精進面向：「日新 Upgrade 計畫」。前者奠基繼往，後者

創新開來，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據此理念，經全校主管反覆之規劃與

討論，共制定八大策略，以配合此兩大面向的發展，茲分別說明如下： 

 

1. 基礎面向：「文藻 DNA 計畫」－本面向是以「DNA」為核心概念，著眼

於本校立校之基礎、長程之目標。本面向所制定之策略，皆以文藻作為一

所高等學府之經營要項，及五十年來建立的專業特色為主軸，乃文藻持之

以恆的堅持。共制定「甦樂文藻」、「博雅複合」、「語言進階」與「國

際佈局」等四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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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進面向：「日新 Upgrade 計畫」－本面向以「Upgrade」為核心概念，

著眼於因應教育情勢之變動，以及卓越日新所必須面對的挑戰。本面向所

制定的策略，皆以文藻作為高等學府所必須發展的方向、創新的格局，以

及急起直追的領域為主軸，乃文藻與時俱進之努力。共制定「典範拔尖」、

「智慧學園」、「學用創新」與「教育未來」等四個策略。 

 

上述八大策略中，每個策略並規劃若干子計畫，以執行相關的策略內容，

內容詳如圖 1。 

 

 

 

 

 

 

 

 

 

 

 

 

 

 

 

 

 

 

 

 

圖 1：文藻外語大學 105-107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主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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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策略的研擬方向與實踐內容，茲簡述如下： 

1.基礎面向：「文藻 DNA計畫」 

 甦樂文藻：建立文藻為一親和校園，並得以永續發展為藍圖。 

 博雅複合：建立學生之通識涵養，並具備外語與專業之複合能力所規劃的

藍圖。 

 語言進階：以文藻最著稱的語言專業為軸，從外語的進階發展，以及華語

的國際推動為藍圖。 

 國際佈局：藉由文藻之外語專業與天主教會團體網絡，為開拓本校更寬廣

的國際局面，所規劃的藍圖。 

2.精進面向：「日新 Upgrade 計畫」 

 典範拔尖：以特色專長為主軸，為提升文藻師生、院系專業之特色表現，

而規劃願景與藍圖。 

 智慧學園：以數位、數據的教育新局為主軸，規劃出客觀、即時及線上的

智慧學園藍圖。 

 學用創新：以產、官、學合作關係之建構為主軸，除拉進校園與業界之距

離外，並帶入三創精神，規劃產學關係之新藍圖。 

 教育未來：以學校自身為圓心，從課程、學習及行政等角度，思考面臨外

在迅速變化的環境，如何規劃未來的發展藍圖。 

 

各發展策略並規劃若干分項計畫如下： 

策略一：【甦樂文藻】：（1）環境親合計畫，及（2）資源永續計畫。 

首先，在硬體建設方面，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推動，已於現有校地

中興建一棟「多功能大樓」，該棟新大樓總樓地板面積約 6,000 平方公尺，三

個樓層提供學生學習、輔導與社團辦公室之用，四個樓層為配合學校所需之

各式新穎教室空間，以及四個樓層共 128 個床位的國際學生宿舍。因而除了

著重校園之硬體建設與便利安全外，並進一步朝環保節能的綠色大學邁進。

另外，優化本校既有的良好團隊、提升校務行政品質，為達此目標，特設定

「環境親和計畫」。其次，在學校之經營方面，面對教育部獎補助經費逐年緊

縮，並嚴格管制學費調整，必須在開源與節流作更加健全之管控。尤其面對

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衝擊，以及少子化的影響，招生競爭日益嚴峻；期藉校友、

家長，以及文藻五十年來建立的企業網絡與社會形象，能幫助文藻的持續經

營具有實際且正面之價值。為達此目標，特設定「資源永續計畫」。 

策略二：【博雅複合】：（1）心靈諧和計畫，及（2）專業融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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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一向重視人文教育，生活教育，並獲得社會各界的肯定。隨著學制

的多元，學生人數的增加，推廣教育的開展，文藻堅定地傳承天主教聖吳甦

樂修會建校的「敬天愛人」校訓，期勉學生「探求真理，為他人服務」，培育

學生完善的品格教育與通識涵養。為達此目標，特設定「心靈諧和計畫」。而

文藻強調「外語＋專業」的複合式人才培育，並期望透過師生能量，強化在

地影響，深化師生社會參與，展現大學社會責任，服務社會人群。為達此目

標，特設定「專業融合計畫」。文藻教師的熱忱教學，故能盡力有效培育出能

力與態度兼備的學生，不僅入學時規劃引導之啟航活動，平時亦以「陪伴」

為念，期以生命與生命之互動，發揮沐浴默化之功。為達此目標，特設定「生

涯和合計畫」。本校外語教學系搭配大四「畢業專題」課程，辦理英語教學營

隊，融合「專業服務」及「社會實踐」於專業課程中，於 107 年辦理 7 場次

暑期英語營隊，如「2018 環保小小兵暑期營隊」，透過結合四年所學之英語教

學技巧與社會實踐精神融合，培養社會責任、訓練團隊合作能力外，也藉以

提升教學專業力，並從學員習得英語的成果中得到教學自信心與成就感。學

期中，外語教學系更配合大四學生修習之「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課程，提

供鄰近社區兒童、成人及燕巢國中學員進行英語教學服務，如高雄河堤國小

課後照顧服務及高雄阿蓮國中暑期英語輔導班等。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除招收

鄰近社區學員與成人至校內進行英文課程外，並鼓勵學生至燕巢國中進行英

語服務教學，共計開設 2 班兒童班、1 班成人班及燕巢國中英語輔導，共招生

200 位學生及 35 位成人參與課程。  

 

策略三：【語言進階】：（1）誰語爭鋒計畫，及（2）風華正盛計畫。 

文藻以外語專業立校，教學特色在於使全校學生皆能具備精熟的外語能

力，及至少一項語言以外的實務專長知能，以強化其就業競爭力。因此如何

深化外語之教學、教材與研究，乃是文藻最重要的課題。為配合政府新南向

政策的推展，本校經營多年的東南亞語系課程成為外語重點，也必須有進一

步的規劃與發展，使文藻成為新南向政策中不可或缺的語言助力。為達此目

標，特設定「誰語爭鋒計畫」。另外，全球風行的華語學習熱潮，造就廣大的

華語文教學市場，故華語市場的開拓，可部分解決過往較稍弱的「產學合作」

問題。以本校學生的外語實力，加上華語師資之培訓，將成為推動華語國際

化的強力尖兵。為達此目標，特設定「風華正盛計畫」。 

 

策略四：【國際佈局】：（1）海外行囊計畫，及（2）海內知己計畫。 

外語與國際移動，兩者息息相關。為維持本校外語專業的領先地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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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全球足跡與國際合作，乃是勢所必然。以當前高等教育對於跨文化與全

球發展的注重，及因應社會與產業的國際化趨勢，文藻的國際化勢須有優於

他校的積極策略。此策略之規劃，不僅在於國際化腳步之迅速與深廣，更在

於文藻一貫的信仰理念與社會責任，故國際化與國際關懷對於文藻而言，必

須是二合一的設計。為達此目標，特設定「海外行囊計畫」。如今高等教育市

場自由化加速，若能透過提升境外生行政服務品質，並增加跨國遠距課程數、

國際雙聯學位（或跨國學程計畫），及強化與境外姐妹校互動交流等，勢可吸

引更多優秀境外生選擇本校就讀。且透過文藻的天主教會網絡，可迅速聯結

國內外相關的各級學校與學術機構，這是文藻特有的資源。為達此目標，特

設定「海內知己計畫」。本校亦提供多元管道提供學生出國交流的機會，107

年度海外實習人數共計 394 人，實習國家遍佈美國、法國、西班牙、日本、

越南等地，此外，碩士三方學位學程為學生邁向國際一大特點，遴選三位研

究生至俄羅斯、法國進行交換，體驗不同以往的教育模式，深化學生語言專

業能力。姊妹校間交流頻繁，106 與 107 年度共計增加 29 間姊妹校，來訪學

生共計 116 位，藉由國際交流提升學生對於國際的關懷與了解。來訪境外生

與本校學生作為學伴，邀請境外生一同至台灣景點參訪，深入了解台灣文化，

學伴間比此交流，相互助益，即使未能有機會出國的學生也有機會與不同國

家的學生交流。內外兼具，將文藻語言專長發揮其特色，成為邁向國際的助

力。 

 

策略五：【典範拔尖】：（1）人物拔尖計畫，及（2）專業拔尖計畫。 

首先，將由整合現有人才做起，透過學院或教師發展中心推動研究社群，

一方面激勵同儕良性競爭，另方面化零為整，綜整同儕研究、創新研究視域。

除提升學術研究與產學能量外，文藻教師高度的教學熱忱與經驗，更可建立

特有的「人師」典範，大可扭轉教師於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績效的不足，並

落實教師多元發展的理念。為達此目標，特設定「人物拔尖計畫」。此外，為

建構學院及系(所)、中心的特色，使其在專業領域中具備不可取代的發言權；

本校強調跨學系、跨學院、跨語種、跨文化，以及跨領域之研究與合作，以

期形塑出文藻除外語領域外，更多特有的人才與特色領域。為達此目標，特

設定「專業拔尖計畫」。 

 

策略六：【智慧學園】：（1）數據智慧計畫，及（2）指尖智慧計畫。 

文藻在學習資源的配置與運用，一向致力於建構優質的資訊化教學環境，

未來將建置完善的數位化學習軟硬體設施，以把握現今雲端科技發展迅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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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機，開設多元化主題的遠距課程內容。為求便利數據資訊的收集與利用，

學校諸系統與平台之重整乃是第一步，屬硬體規劃；數據決策理念之推動、

校務研究人力之聘請，屬第二步的軟體規劃。為達此目標，特設定「數據智

慧計畫」。本校希望藉著數位學習與雲端科技之助，開啟遠距課程的無限發展

機會，目前已開設 90 門遠距課程，至 108 學年度能以 170 門為目標，以供學

生隨時隨地皆可行動學習。未來雲端學習將成為文藻外語輸出最重要的管道，

本校之優秀課程、教材與跨國合作開課、華語文數位學習，及校務行政之業

務申辦，皆可藉由網路及雲端模式，以隨時和隨地的方式進行。為達此目標，

特設定「指尖智慧計畫」。 

 

策略七：【學用創新】：（1）產業接軌計畫，及（2）產業倍增計畫。 

本校之畢業校友的優秀表現於業界雖素有口碑，然而教師專於教學本務，

產學合作績效仍可持續提升。配合當前對於實習、證照的強調，及技職教育

法所規範的教師須進行業界研習，對於師生、課程與業界間之鏈結，須有全

面性規劃。為達此目標，特設定「產業接軌計畫」。其次，校園治理融入「企

業化」的精神，已成世界潮流，無論是提升師、生在創意、創新、創業之三

創態度與能力，或是學校本身進行衍生企業之籌劃與經營，目前學生的求學

與就業間，已經從過往的「前後」階段，變成當前的「同一」階段。為達此

目標，特設定「產值倍增計畫」。 

 

策略八：【教育未來】：（1）課程翻轉計畫，及（2）學習自轉計畫。 

本校目前具備的競爭力及穩定性，是一個改變與翻轉的契機，其實質變

化，須直接在「教」與「學」兩方面呈現。利用文藻固有的完善品格教育、

國際化特色，未來針對課程的彈性、制度的鬆綁、特色的建立，都是文藻培

育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人才的實際證明。為達此目標，特設定「課程翻轉計畫」。

此外，人的部分更是關鍵；協助教師多元專長的養成、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

習慣，都是配合課程翻轉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唯有具備教與學嶄新態度的

教師與學生，方能達成未來教育模式的翻轉。為達此目標，特設定「學習自

轉計畫」。最後，因應高等教育整體環境的鉅幅翻轉，固有以學院、系(所)中

心為架構的組織與功能必須重新檢視。對於教育、課程、學習、宗旨等原本

理所當然的概念與做法，亦有商榷之必要。如此學院、系(所)中心方能在未

來的教育中順暢運轉。為達此目標，特設定「院系運轉計畫」。 

 

上述兩大面向、八個策略，與本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落實教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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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大學社會責

任」四個主軸正好相契結合。 

 

其中，「基礎面向」（文藻 DNA 計畫）乃文藻立校之基礎、多年來已建

立良好的口碑，正是文藻「發展學校特色」之強項，包括「博雅複合」、「語

言進階」、「國際佈局」三大策略，都是文藻經營有成、績效卓著的辦學重

點。而秉承天主教精神的宗旨，「甦樂文藻」策略恰可回應「提升高教公共

性」之主軸，從敬天愛人、服務貢獻的理念與襟懷，在現有和樂的文藻學園

中，營造進一步兼具平等與關懷的教育環境。 

 

「精進面向」(日新 Upgrade 計畫)則著眼於教育情勢的變動與挑戰，聚

焦文藻作為高等學府所必須發展的方向、創新的格局，充分呼應「落實教學

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的主軸。其中「典範拔尖」、「智慧學園」、「教育

未來」三大策略，針對教師、學生、校園這三者的型態翻轉，不僅面對當前

急遽艱困的教育情勢，亦架構文藻未來的教育格局。四者之中，「學用創新」

策略恰可回應「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之主軸，重新調整並扭轉學與用的比例

與關係，打造學用同一、產學合一，及校園與社會融一的高教大方向。 

 

茲將上述文藻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兩面向、八策略，其與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四大主軸之關連，表列如下： 

文藻中長程校務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基礎面向 

「文藻 DNA 計畫」 

博雅複合 

發展學校特色 語言進階 

國際佈局 

甦樂文藻 提升高教公共性 

精進面向 

「日新Upgrade計畫」 

典範拔尖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智慧學園 

教育未來 

學用創新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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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一、推動目標 

藉由上述的構思流程與議題分析，勾勒出本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四大主軸的核心

精神，依序為： 

高：主軸一－發展學校特色 

教：主軸二－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耕：主軸三－提升高教公共性 

深：主軸四－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整合「3L 國際計畫」、「未來校園計畫」、「高教無礙計畫」，以及「大學之道

計畫」之初步構想，本期計畫期能培育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之「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人

才」。 

 

上述規劃之整體內涵，茲表列如表 1 所示。 

表 1：文藻外語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整體規劃表 

主    軸 核心精神 計  畫 願景 

發展學校特色 高 

高等 

3L 國際計畫 

Life  

文藻人 高效 Language 

高標 Leadership 

落實教學創新及 

提升教學品質 
教 

自教 

未來校園計畫 

智慧 

新教育 新教 智識 

教學 智者 

提升高教公共性 耕 

樂耕 

高教無礙計畫 

受教權 

新原點 精耕 資訊權 

共耕 共享權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深 

精深 

大學之道計畫 

轄區 

無邊界 功深 社區 

情深 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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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方案 

本計畫之總計畫揭櫫文藻辦學的終極目標，設定為「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人才培育

計畫」。 

其下共分四個分項計畫。 

首先，「未來校園計畫」，乃是落實教師教學創新之積極作為，並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以掌握本校新教育之契機； 

其次，「3L國際計畫」，乃是發展學校特色的，展現本校人文教育、語言教育與國

際化之實力。 

再者，「高教無礙計畫」，乃是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且能進而參與國際學習活

動，同時公開董事會治理與本校辦學相關資訊，建立資源共享新原點之機制。 

最後，「大學之道計畫」，乃是促進師生實踐知識份子關懷社會的責任，以團隊方

式提供專業服務，建構本校與社區成為一個無邊界之共生共榮關係。 

各分項計畫依其目標擬定相關的執行策略，並就每項策略制定數個細部計畫，各

單位依此架構訂定、執行相關的行動方案與計畫內容，以培育具備「跨文化溝通、數

位運用、國際行動力的博雅人才」之目標。表 2 即是文藻本期計畫所有相關的分項計

畫、子計畫，以及細部計畫（行動方案）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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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文藻外語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架構 

分項計畫 子計畫 細部計畫 

1. 未來校園計畫 

1-1 提升學習成效 
1-1-1 深耕培育「基礎核心」能力之課程與機制 

1-1-2 強調「職能核心」能力之複合型外語教學 

1-2 改善教學品質 

1-2-1 提升師資結構，優化教師教學環境 

1-2-2 強化教師產業知識與實務教學知能 

1-2-3 完善教師教學支持系統 

1-2-4 鼓勵教師從事基礎研究與實務應用研究 

1-3 增值適性化培

力 

1-3-1 推展跨領域複合型外語課程 

1-3-2 建構學生自主式彈性學習校園 

1-4 建構創新翻轉

學習模式 

1-4-1 推動三創導向學習模式 

1-4-2 結合創新多元的創發實作空間 

1-4-3 深化輔導創業團隊，提供創新創業的機制 

2. 3L 國際計畫 

2-1 實踐聖吳甦樂

會教育理念 

2-1-1 重視全人學習的教育實踐 

2-1-2 服務領導精神的陶塑 

2-2 打造國際移動

的複合型人才 

2-2-1 提供學生多元管道「跨海築夢」 

2-2-2 推動自主性國際學習活動 

2-2-3 強化教師國際產學合作及研究能量 

2-2-4 建置跨文化教學場域 

2-3 創新國際化多

元合作模式 

2-3-1 加值學生跨域學習優勢 

2-3-2 策動南向合作網絡之建立 

2-3-3 積極參與國際高等教育組織與聯盟運作 

3. 高教無礙計畫 
3-1 打造高教公共弱勢關懷之網絡 

3-2 善盡校務治理精益求精之職責 

4. 大學之道計畫 

4-1 盤點區域社會關懷議題 

4-2 外語教學共享計畫 

4-3 師生專業服務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