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瀉，;祠社區大學研討會
←---一--

在考驗中前進的社區大學
深植知識根基凝聚共識力量

編按:時報文教基金會有幸在社區大學發韌之初 ，即 | 在社區大學的運作上 。 凡此

參與社大每年研討會，見證社大成長茁壯的過程， 莘且各 等等都將使社區大學的推動

藍縷奮鬥七年期間一路相伴，至今已有八十一所社區大 者，感受到鼓勵的減少與壓

學遍及全台，十餘萬人廣受普及教育之怠 。 力的增加 。

從二00一年第三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定位為「普 社大推動者必須作好心理

及進而深化 J '談教學定位、談終身學習、談社會參與 準備，迎接考驗階段的來

實踐 ， 今年史以 「社區大學的責任」 為主題 ，以學習成 |臨 。

就認證的角度切入 ， 為 中央政策論壇與地方民間 參與交

流對話 ， 藉以結合社區實證與學術連繫 。 成為推廣理念的有效平台

時報文教基金會和社大夥伴，長期結伴同行 ， 攜手推 這麼說，並不是認為社大

動關懷河川和生態，去年進一步與淡水河流域十七所社 運動已經到了停滯不前的時

區大學，成立《淡水河守護聯盟>> '合作編集河川教學 期 。 社區大學仍然在持續成

課程 ， 嘗試透過組織河川社團模式，從田野考察、河川 長中，新的創意仍不時湧

生態觀察、水質監測，來了解地區河川，以實踐和行動 現;社大的普及也到了一個

愛護地方環境 。 程度，成為民間與政府單位

對全國社區大學，我們寄予最深的期待與肯定，盼能 推廣理念或宣揚政策的有效

不斷檢視社區大學價值與責任，堅持深植知識社會的根 可可Z~口、

基 、 凝聚公共意識的力 量 ， 進而引領社會革新 。 前者如苗栗社大發起的關

機運動，旗美與高雄新興社

i人/凡仁人一九九八年九月台北 社大推動者應作好心理準備 大實驗城鄉農業課程結盟，

文山社區大學開辦以 社大運動不僅歷經滄桑， 泛紫聯盟與民主基金會的稅

來，台灣的社區大學運動已 而且不知不覺中步入考驗階 改公民會議 I青 、風、香

經渡過七個春秋 。 段 。 社大已經離開與社會以 社大」影像的融入式教學，

七個春秋的時間與世界著 及公部門的蜜月期，各界人 公視的成人媒體識讀教育等

名大學動輒數百年歷史相 士將減少使用寬容呵護的態 等， 後者如衛生署藥政處社

比，只是在她的嬰兒期;但 度，來對待社大的可能錯 區用藥教育，青輔會培訓志

對許多投身這個運動的人來 失;許多社教團體基於資源 工 ，文建會的影響讀書會

說，七年的經歷可說是歷盡 的互斥性，更會以嚴厲的尺 (影展)與社區美學教育，

滄桑 ， 而且已經到了需要嚴 度來檢視社大的表現;政府 客委會的客家影像人才培育

肅反思她的長遠發展之道的 部門也可能基於監督的需 等等，都是透過社區大學的

時候了 。 耍，將官僚體系的要求加諸 網絡作為平台開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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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社會改造理想不卻步

另外 ， 在走入社區、改造

社會方面，社大也沒有慢下

步伐 。 例如，源自第六屆全

國研討會的社區河川環保巡

守計畫，結合時報文教基金

會長年工作的豐富經驗與資

源下，發展出北台灣「淡水

河守護聯盟 J 台南社大則

再接再厲揭露台鹼安順廠的

污染案件 。

社大全國促進會的「農村

教育在社大 J '也持續聯繫

關懷農民教育的個人與國

體，以及一些地方農會，以

為未來推廣農村教育做好準

備;全促會的刊物 (社大開

學〉的「社運窗口 」 每月深

度座談會，也堅持辦理下

去，以幫助社大運動保留改

造社會的理想性;即使 《社

大開學 〉 年初被迫暫時停

刊，這個聯繫社運團體的座

談會仍然持續下去 。

社區大學運動面臨挑戰

雖然社區大學運動持續有

這且創意與成長，但是， 一

些在草創時期隱晦不顯的問



題開始浮現出來了，還有更

多的新問題隨著社大在艱苦

奮鬥下難以克服的難題積累

下來 。 例如:

缺乏師資遁聘和成長機制

社大師資的遴選 、 培訓與

成長機制 。 社大迅速的發

展，估計全台灣近百所社大

已經有四 、 五千位教員 。 如

此E量的教員，良賽不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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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結構多依照黃武雄的主

張，即將課程分為三大類:

學術 、 生活藝能 、 社區或社

圈 。 其中，學術性課程再細

分為 . 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與人文等三類 。 這種分類一

目了然，方便了早期社區大

學的課程設計，促進了社區

大學迅速的普及 。

但是，這種方便行事的課

程分類 ， 已經到了需要深化

的時候。

例如，作為成人教育的社

區大學，學術類的課程應該

和傳統大學有何差別?社區

大學是否需要推行通識教

育?專業教育在社大的角色

為何?社大的生活藝能課程

與普通的社教機構的藝能課

程應有甚麼差別?社區或社

區課程與社會改造的關係如

何 ?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在

所難免 。 建立能夠保障社大

的特色與品質的遴聘制度，

適當的培訓以幫助老師認識

社大的理念與成人教育的特

點，發展社大師資群的成長

機制等等，將是當前社大深

化發展的重點工作 。

課程規劃方便行事

課程規劃的深入探討 。 社

大運動初期 ， 多數社大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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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連動渡過草創期後，必

須深入探討 。

遷就市場壓力削弱辦學

在市場的壓力方面，政府

對社區大學的經費支持，遠

遠未達到七、 八年前社大最

早推動者計畫，每所每年一

千萬元以上的目標。甚至隨

著社大家數的增加 ， 每所社

大的平均補助額還逐年下

降 。 政府對社大的經費補

助，遠遠低於其他教育先進

國家 ， 對成人教育補助的金

額 。

財力的壓力下，各社大必

須更加遷就市場的需求 。 這

使得社區大學由於無力負擔

減免學分費的課程，而使較

真理念或較學術性的課程日

益萎縮 。 經費的不足，也造

成許多社大必須到處找錢，

其結果之一就是有限而原就

十分忙碌的社大工作人員 ，

必須騰出大量時間精力 ， 接

辦地方政府的臨時委辦專

案 ，間接削弱對辦學本身的

關注與付出 。

資源不足壓縮弱勢族群關懷

社大運動的出現，繼承九

0年代教改及其他社會運

動，飽涵濃厚的關懷弱勢底

理想性格;社大運動也因此

可以吸引許多社運人士熱情

投入 。 早期黃武雄力主在勞

工密集的=重地區辦理蘆荻

社大，自我定位為農村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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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社大的成立 ，以及原住民

社區大學(部落大學)的籌

辦，均體現這種對弱勢族群

的關懷 。

但是，為弱勢族群辦學原

本就需要更巨大的資源 。 然

而政府近年普遍叫窮，使得

「全促會 」 為弱勢族群辦學

的計畫遭到空前困難 。

最顯著的例子，在第五屆

全國研討會宣布推動 「農村

型社大 」 的籌辦工作，由於

得不到農委會的支持，近期

幾乎形同停i頃 。 飽受因為台

灣 加入世界經賀組織

( WTO ) ， 農產品價格直線

下落之苦的農民 ， 實更迫切

需要更多的現代知識教育，

方能應付全球化的巨大變

局，卻得不到適當的終身學

習機會 !

考驗是危機也是轉機

這些問題的湧現 ，表明社

區大學運動已經進入考驗的

時期 。 如果社大運動能夠通

過這必考驗，台灣的社區大

學將進入男一個更高層次的

階段;反之，則將逐漸走進

平庸， 難以承擔社會深層的

期待 。

一旦社區大學平庸化 ， 首

先受到影響的將是許多滿懷

理想投入工作的第一線夥

伴 。 她/他們的犧牲奉獻，

由於看不到有實現的可能，

而將無奈地放棄 。 失去那些

深懷理念且熱情投入的工作

者，社大將逐漸漂離社大草 | 段 。 這有待社大推動者嚴肅

創時期的創意與理念 ，社大 | 地對待 ， 也期盼社會各界共

的特色也就難以維繫 。 I 同的督促與協助 。 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能否為台灣建構 | 不是任何私人的，而是台灣

出一個可長可久的成人高等 | 社會的公共財， 需要社會共

教育體系，能否在世界教育 | 同的努力 。

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決定於

我們如何面對這個考驗的階

.河川壞境討論議題會議 ， 自謝國j育教授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