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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與創新:祉區大學的社會責任
社大手握手一實踐生活民主運動 莫立公民社會基礎

H口主寸二報文教基金會一路見 的教育部次長范異綠承諾， 來源中，學校教育只佔約二 說'7.K環境教育除了在網路

證社區大學的發展， 明年度中央可望把注社大二 十%'其餘八十%都須仰賴 外，也同時在台大通識課程

從初期的 「普及與深化」 開 億元經費，讓有心有力的社 非正規，亦即體制外的管道 開課，希望未來能增加社大

始，社大為政府與民間力量 大人更能發揮所長 。 取得 。單從此來看，政府不 這一個平台 。時報文教基金

完美結合創造奇蹟， 一九九 社區大學在國內蓬勃發 承認民思進入社區大學所得 會執行秘書呂理德強調，隨

八年國內第一個社區大學 展，如何與正規高等教育接 的學習成就，顯然是違反公 著數位教育的日新月異，愈

文山社大成立，短短七年的 軌，已經成為社大必須面臨 平正義原則 。 是偏遠鄉鎮愈將出現嚴重的

時間，目前台灣已設置近百 的課題 。 第七屆社大全國研 師大社工系教授林振春直 學習落差，期許未來透過更

所的社區大學，觸角甚至遍 討會政策論壇，即以「從學 言，政府理應把學習的權利 普及的社大教學網絡彌平差

及金門外島地區 。 習成就認證看社區大學未來 與自由還給民眾 ! 目前在台 異 。

經過七年的努力與實力累 願景」為題，邀請專家學者 灣不但社大學習成就不被官 在美國任教多年，對當地

積，證明社大的確有能力成 及民代對談，由社大全國促 方承認，且只有政府主辦或 社區學院發展背景與定位瞭

為整個台灣社會中堅、沈潛 進會理事長顧忠、華及時報文 政府委辦的社區大學才叫 解甚深的清華大學教授彭森

的進步力量，一路走來不斷 教基金會副執行長林聖芬共 「社區大學 J '在在都令有志 明，兩年前受邀回國，親眼

創新，包括去年底台北縣 、 同主持 。 由於目前社區大學 成人教育的民間機構為之氣 見證國內社區大學漸漸站穩

市十七所社大成立「淡水河 無法授予學分與學位 ，論壇 結 。 腳步、獲得肯定，但也看到

守護聯盟 J 乃至於今年初 中以空中大學 、 時報文教基 交大土木系教授單信瑜 礙於現行相關法令未能鬆綁

社大成員實地參與南亞大海 金會與台大等單位推動7.K環 說，水環境教育係教育部 、 的|憲憂。

嘯災後勘查等行動，每年都 境教育遠距教學等做為個 環保署、水利署共同支持的

有新議題可與大眾分享，今 案，探討社區大學學習認證 計畫，由台大、水利環境基 有教無類人盡其才

年的第七屆社區大學全國研 問題 。 金會 、 時報文教基金會等單 他說，台灣社區大學與美

討會更以 「反省與創新一社 位共同推動，目前已經結合 國社區學院有相當大的差

區大學的社會責任 」 為題， 槓予學分落實知識解放 國內數十位水資源專家，利 別 。 美國社區學院一開始就

從四月二十三 日起，在台北 教育部次長呂木琳表示， 用網路遠距教學，推動中小 是體制內教育的一部分，是

縣政府大樓一連舉行兩天 。 教育部已經完成非教育學習 學老師進修工作，而水環境 民眾進入一般四年制大學就

成就認證辦法，同意包括社 教育多數由大學教授授課， 讀的跳板，近代其定位雖趨

社會沉潛的進步力量 大等非正規教育學習單位也 如果在社大開課，可以解決 轉型，技職課程成為主軸，

近年社會亂象令人憂心， 可以授予學分，進一步落實 不少社大學習認證問題 。 與一般大學維持合作多於競

政府對借重社大之力深化全 知識解放;中正大學成人教 爭的關係 。 反觀國內，社區

民公民素養期待甚深;在相 育所教授黃富順認為，根據 教學網絡彌平數位落差 大學源於體制外，即便來各

關人員的奔走努力下，致詞 相關研究，在人的一生知識 台大環工所教授於幼華 地社大發展快速，但時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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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社區大學研討會河川館開幕儀式 。

日社大在社會中所負的任務

及扮演角色，還是不明確 。

國內體制內的大學已經太

多，錄取率甚至高到足以容

納所有應屆高中畢業生 ; 各

種技職院校同樣很多 ， 加上

部分課程需要昂貴設備 ，並

非一般社區大學所能負擔 ，

在在都降低社大爭取進入體

制內， 與大學或技職校院合

作，乃至於公平競爭的可能

性 。

話雖如此 ，社大仍有體制

內學校沒有的優勢，包括招

生對象廣泛 、 收費較低 、 上

課時間彈性大，以及學習沒

有壓力 、 不需要住宿或長途

通勤等 。 彭森明強調 ， j扯大

最珍貴的資產就是「有教無

類 、 人盡其才 J' 亦即無論

老少男女貧富，都能在此充

虫，自我 、 提升公民素養 ， 進

而達成接受終身教育的心

願 。

明年一定要再見

經過兩天，近千位社大夥

伴熱烈參與後 ， 二十四日畫

下「句點上研討會總主持

人林孝信強調， 第八屆社大

全國研討會篤定要接續，舉

辦地點依巡迴慣例應該在中

南部，但礙於年底即將進行

縣市長改選，以致明年接辦

縣市至今無法確定 。 但不管

在那裡， 社大人都有一個共

同的堅定信念，那就是 l 

will be back ' 明年一定要再

見 !

社大全國促進會理事長顧

忠華有感而發地說， 社大成

立之初，不少人等著看笑

話，經過七年努力與實力的

累積， 事實證明社大的確有

能力，成為整個台灣社會中

堅 、 沉潛的進步力量，社大

人自當有捨我其誰的心理準

備 。

如今的社大提供一個場

域，讓在所屬領域早已各擁

天空的夥伴們，以及同樣對

社區 、 對社會懷抱熱情的人

們， 得以聚集在一起， 並藉

由彼此對相關共同議題的瞭

解與看法，摩擦 、 碰撞出更

多的反省 ， 在其中發光發

軌 。

今天的台灣有愈來愈多人

以身為社大人為榮，並願意

攜手與時代並進，而 「 反省

與創新 J 更是社大人的自我

期許 ， 也是社大人的中心價

值所在 。

三 SM為71c續發展努力

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

範英在閉幕時指出 ， 對社大

人參與公共議題的活力感到

佩服 ， 但台灣目前的發展處

境相當困難 ，不但有外在的

國際壓力 ，也有組織架構重

整與協調困難的問題 ， 她過

去一年參加行政院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 ， 也了解到永續

發展的重要性 ， 因此提出三

個 I S M J 供大家參考 。

首先全民都要有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0巴ve l opment)自守

理念(Mind) ， 其次 ， 國家社

會組織與管理也要有永續經

營架構與會里(Management)

， 而建構一個永續發展模式

(Model) ，讓中央與地方政

府共同為永續發展而努力也

是重要課題 ， 未來希望社大

伙伴們持續保持熱情 ， 採取

更細緻與專業的作法，為建

構一個永績的社會 、 家園而

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