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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開啟視野，把城市帶向世界 

 

  「語言是一扇窗，可以打開全世界，」陳其邁直言，文藻就如同為高雄開啟視野的那把鑰匙，除了

語言，包含數位內容、企管、國際商務等各領域，為台灣培養許多國際化人才，讓城市通往世界。 

   

  除了語言，文藻大學更在數位內容、商務、企管等領域培育出眾多的國際化人才。 

 

  他觀察，在高雄，甚至是全台產業都可以看到，文藻大學如何在語言教育及教育國際化中，與國際

接軌，身為文藻大學校長的陳美華服務 40 多年，在國際教育領域備受敬重。而在《遠見雜誌》舉辦 11

年的「大學排行榜」調查，文藻也在國際化領域名列前茅。 

 

  ❝「剛和校長在聊，文藻的學生很好用，因為具有我們南部人的特質，孩子都很乖、認真、認分，

還很打拼（台語）！」❞ 

 

  他不久前跟另一家國際大廠日月光會商，也談到台灣的工程師人才，絕對是全世界最好用的。無論

製程上的創新，或工作上的敬業態度，在其他國家都很少看到這種特質，跟文藻培育的語言人才如出一

轍。 

 
  國際化不只學語言，更要重視人文價值 

 

  陳美華則分享，當政府誓言在 2030年打造國際化社會，成立超過半世紀的文藻外語大學，一直都

與時俱進、超前部署。 

 

  1960年代，高雄發展為國際港口，台灣對外語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文藻因而創立。到了 1980年

代，隨著產業轉變，文藻也適時回應社會需求，開始融入其他專業學科，培育學生的跨域能力，一開始

以女子為主的招生策略，也轉向開放招收男性。 

 

  作為人文科目為主的大學，與科技看似遙遠，但陳美華透露早在 18年前，文藻就著手教材數位化。

因此在疫情肆虐的今年，得以兩週內就啟動遠距教學，連教育部感到驚訝。 

 

  不過，當台灣強調國際化、人才卻不斷外流之際，如何留住人才，變得格外重要。 

 

  「推動英語只是基本工具，」陳美華以美國為例，許多學生到美國留學後，就留在當地就業，反觀

台灣也擁有大量境外學生，政府應設法留下這批年輕人才。 

 

  更重要的是，「國際化不只是語言，也要看人文價值，」陳美華強調，文藻大學一直以來都相信人

的價值，秉持服務精神教育學生，對國際生亦是如此，若能留住這些人才，台灣社會將更加多元、活潑。 

 

  ★ 陳其邁 小檔案： 

  ★出生：1964 年（56 歲） 

  ★現職：高雄市長（2020 年 8 月就任） 

  ★2020 遠見施政滿意度：無（尚未就任） 

  ★2020 縣市總體競爭力排行榜：第 16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