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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向我於地方
迎接社區大學新時代的來臨

口1二報文教基金會一向最

口寸重視教育 ，尤其對民
間自動發起的社區大學更以

最誠摯之心加以支持。希望

社區大學的創辦，能夠深化

教育改革，落實知識解放，

實踐終身學習，進而引發社

會內在反省 ，促成公民社會

早日形成。

今年三月七日，時報文教

基金會和教育部 、 新竹市政

府 、 全國社區大學籌備處共

同主辦了一場落實高教一一

迎接社區大學的新時代研討

會 ，邀請地方首長 、 學術界

代表 、 教改和社運界人士集

思廣益，共同探討社區大學

未來的發展方向 。

研討會選在有 「 風城 」 之

柄的新竹市立文化中心舉

行，除了主辦單位時報文教

基金會執行長余範英新竹市

市長蔡仁堅和青草湖社區大

學校長林孝信之外，教育部

光華、宜蘭縣縣長劉守成、

台北縣副縣長林錫耀、彰化

縣副縣長卓伯源都親自代表

參加圓桌座談會 。 而全省二

卡一縣市學校教育或社會教

育主管機關的的首長或代表

也都參予討論，猶如一場全

.;'f;~J\jTftiB~{lj'_-研諧的舉行全一一

國教育高峰會 。會中，大家

都熱烈的交換興辦社區大學

的經驗，激盪出許多理念和

創意 ，並為推動社區大學的

困難和瓶頸共商對策 。

研討會特別請到社區大學

促進會發起人黃武雄發表專

題演講，講題為 「社區大學

的理論與實踐」。黃武雄教

授特別以他自己親自繪製的

一個紅 、 黃 、 綠的 logo來突

顯社區大學的精神 。 他說，

社區大學是指來自不同化

景 、 不同經驗的一群人，大

家以知識為背景，彼此相互

教育，共同提攜彼此的成熟

度 。 為此，在社區大學裡

頭，大家一律平等 ， 主講的

老師也只是提供他的知識，

和大家一起共讀 。

黃武雄教授特別指出，目

前我們所熟知的學術性大學

其實是把知識加以提煉，加

以系統化 、 排列化而形成套

裝的知識 。這些知識缺少生

活經驗和社團生活 ， 因此 ，

社區大學希望多增加生前課

程及社團課程，進一步平衡

自然科學 、 社會科學 、 人文

學科的知識取得 。 l唯有增加

經驗知識和公共質踐及生活I 



社區教育

(余範英 )

藝能的技術，我們的公民社

會才更成熟，社會才不會失

序 。

當天下午並有七位學者共

同發表三篇論文，他們是中

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

員李建良、公務員保訓委員

會委員周志宏 、 政大教育系

副教授馮朝霖、政大教育系

副教授鄭同僚、政大社會系

副教授成令方等人的 「社區

大學法令與制度問題」、

「社區大學角色與定位問

題」 、 「 社區大學的課程規

劃與理念落實」 。 另有社區

大學與教育改革 、 社區大學

與文化創新 、 社區大學與社

區營造、社區大學與社會重

建的分組座談 。 包括政大社

會系教授顧忠華 、 師範大學

數學系教授洪萬生、交通大

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陳其南

都參加座談會，擔任主持

人 。
陳其南認為，社區大學的

推動似乎希望取得體制任的

(蔡仁堅 )

體制教育，社區大學可以視

為一個國民教育運動，社會

重建運動，賦予新的使命和

定位 。

培養現代全民意識

從去年教師節，台北市文

山區成立了全國第一所社區

大學，這個以深化民主 、 重

建社會 、 培養現代公民 、 鼓

勵民眾參予社區供共識的新

型態大學，已深得民眾、地

方政府 、 學術界、社運界以

及社區工作者的重視和支

持 ， 台北縣 、 新竹市都相繼

成立社區大學 。

不過，草創時期的社區大

學仍面臨許多困難;尤其是

社區大學的法令與制度，其

角色與定位，以及社區大學

如何落實通事教育的精神都

有待大家一起努力思考 。 這

也是為什麼時報文教基金會

願意發起這樣的研討會 。

( http:www.chinatimes. 

org.tw/cu) 

( 顧忠華 )

認同，其實，像牛津、劍橋

等大學，都不是在教育體制

下發展，其授予學位 、 學校

規模也都是自行定訂和發

展 。為此，我們辦社區大學

也不必然要向教育部尋求認

同，只要學校辦得好，屆

時，教育主管單位不得不認

同 。

讓體制溶解在社區

陳其南指出，地方社區的

重見，關鍵在於培養公民意

識，學習不必然要透過體

制，可以用顛覆性的思考方

(林孝信 )

式，讓體制溶解在地方和社

區之內 。 他也指出，社區大

學應多元化 ，多樣化 ，不必

然是老師在教室裡授課的形

式，目前存在的戲劇表演 、

宗教活動 、 讀書會都可成為

社區大學教學形式 。 社區大

學應該提供給最需要教育，

卻最沒有機會，不懂得學

習，不知道資源在哪裡的

人 。 他們獲得學習場域之

後，才能營造出新的社會和

國民教育 。 面對社區意識薄

弱，缺乏共同理念和龐大的

| ﹒余執行長範英(中) 目不聽晴的聽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