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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全民終身學習
教改列車開進海洋首都

時報文教基金會自民國

八十八年三 月 七 日 ，

結合了教育部 、 新竹市政府

以及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共同在新竹市舉辦了第一屆

社區大學研討會之後，今年

四月八日又邀集了同樣一批

熱心改造教育，致力推動全

民終身學習的社區人士，移

.第二屆社區大學研討會在高雄舉行，謝長廷市長親自出席 。

師南台灣，把教改列車開進

海洋首都 高雄市 。

探討社區六學與社會發展關

(系

這次的研討會 ， 主要議題

設定在深入探討社區大學與

社會發展的關係; 從民國八

十七年三月在台北市文山區

開辦全國第一所社區大學以

來 ， 短短的一年半內， 整個

台灣地區已經陸續成立了十

二所社區大學;而正在積極

籌辦當中的 ，也至少超過二

十所 。 社區大學廣為社會大

眾接受的主要原因 ， 除了

民間力量不斷積極地推動

外，政府方面也儘量地釋放

資源， 促使社大廣為民眾認

可為終身學習之最佳管道 。

而研討會選擇在南台灣舉

辦 ， 更是意義重大 ， 主辦單

位之一的教育部希望藉著舉

辦這個活動 ，破除一般人認

為教育部重北輕南，導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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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琶 ( 左二 ) 敦促中央政府要放下權與錢給地方 。

育資源南北分配不均的想 l 會除了致力於河川的保護運

法。 I 動在經營環保的同時，也

四月八日在高雄市長青綜 | 積極走入人群，喚醒大眾自

合服務中心隆重開幕的第二 | 省，也因此結識了許多有抱

屆社區大學研討會 ， 主辦單 | 負 ，有理念從事教改的朋

位除了時報文教基金會外 友，也從參與社區大學的經

還有教育部 、社大全國促進 驗中，看到許多為理想而餵

會以及地主高雄市政府 。 參 而不捨的熱心人士，就像是

加研討會的有來自全國各縣 多年前她所認識的黨外朋友

市熱'L.、支持社區大學的縣市 們 。 因此 ，她強調，台灣成

長 、 教育局長 、校長、 教 為全民社會不是個夢，社區

師、 民間教改團體以及關心 大學這個理想也一定會從一

這些問題的民眾，總計至少 個點出發，慢慢萌芽 、 發

超過五百人參與這項盛會 。 酵，時報文教基金會也將一

當時剛剛當選為第 |一屆中華 路相隨， 一起落實全民終身

民國總統的陳水扁先生，以 學習， 打造公民社會這個理

一篇「全民向上提昇作清流」 本目 。

的書面賀詞，向大會表示最 同時擔任此次大會貴賓致

高的敬意 。 詞的有教育部次長吳清基 ，

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余 吳次長闡述了教育部進行終

範英在會中致詞，說明基金 身教育的規剖，他表示教育

部的終身學習白皮書裡，計

劃要推出終身教育卡 ，以鼓

勵社會人士回流進修 。 同時

針對社區大學與現行大學法

中的大學制度抵觸之處 ， 教

育部也正在研擬 「社區大學

設置輔導辦法 J ' 希望能達

到高等教育社區化，普及

化，社區大學能夠更加普

遍，更加便民 。

讓民聞自主、向上及草根力

量融入社會改革

高雄市長謝長延以地主的

身份，希望代表來自民間自

主 、 草根 、向上力量的社區

大學 ， 能夠融入社會改革

中，帶動影響南台灣的新文

化 。 此外，主辦第一屆社區

大學研討會的新竹市長蔡仁

堅 ， 全國社大促進會理事長

顧忠葦， 此次研討會的總召

集人林孝信先生以及中國時

報南部中心總編輯李彪，都

紛紛就這次的研討會發表他

們的想法及意見 。

liH討會分成圓桌會議及分

組討論兩大部分 ，上午的圓

桌會議在兩個會場舉行 ， 議

題分別為 「社區大學的經驗

與在南台灣推展的探索」 以

及 「 社區大學的回顧 J '參

加討論的有各地方政府首長

以及各縣市教育局長、各地

社區大學主任 。 下午的議

程，除了有兩場次的論文發

表外，還分成五個不同議題

的分組討論，議題的內容分

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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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社區大學與社區重

建 」 、 「 社區大學與原住

民 」。 與會人員發言踴躍，

為未來社區大學發展提出不

少見解與展望 。

研討會的閉幕典禮特別

邀請到中研院院長李遠哲

先生，以社大全國促進會

名譽理事長的身分發表演

講， 李院長敦促中央政府

要下放權與錢，好讓地方

政府真正做好社區總體營

造的工作，社區營造的工

作做好了， ‘ 民間的力量才

得以釋放出來 。 而要做好

社區總體營造 ，社區大學

就是最好的切入點 。 他呼

籲新政府應該要指定專門

的政務委員來推動社區營

造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