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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終身學習理想國
林孝信推動社區大學的普及，滿懷救國書生的執著與堅持

在一個初秋的下午和社
區大學全促會常務理

事林孝信老師約會，約定的

時間未到，接獲林老師一通

行動電話，說他人已到達 。

手機是現代人必備，對林老

師而言則是負擔一件， 一掛

完電話，已見林老師瘦削的

身影， 一頭亂髮'滿臉稚笑

扛著書袋 ，迎面而來 。 依然

風塵僕僕、依然面見碘謙虛、

依然執著堅持，這就是我們

認識的現代古書生 林孝信

先生 。

民國八十八年，在林老師

的邀請下，時報文教基金會

開始參與推動社區大學， 一

起籌備在新竹召開的第一屆

全國社大研討會，自此後就

搭上了教改的列車，結識了

不少從事學運、社運、社區

營造方面熱心熱誠的朋友，

他們都和林老師一樣， 有著

相似的救國書生味道 。 之後

基金會繼續投入第二屆的高

雄研討會，而後第三屆， ^ÍX 

到宜蘭...... ，這當中，看到

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社區大

學， 從一所到三十所， 發展

迅速而蓬勃，基金會在與有

榮焉的興奮下，和林老師一

起來談談目前的社大發展以

及未來的走向，以下海訪談

內容 :

問 ﹒ 社大從一九九八年發展

至今，是否仍在最先規劃的

軌道上 7

基本上社大的發展仍然朝

.宜蘭社區大學辦學認真嚴謹 ， 民m也有追求終身學習的熱誠 。

著原來我們所期望達到的方

向走，不過發展的速度比原

先的期望要快得多多，目前

全國已經成立了三十六所社

區大學 ，如果以每所社大開

六到七十門課來計， 表示已

經在全國開設了超過二千門

課， 共有三千多位師資 ， 學

生人數至少有四萬到五萬之

多 ，而受益的人絕對超過五

萬人 。 成立之所以如此迅速

的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已

經形成一個mode l ' 從第一

所社大在台北市文山區成立

之後，從課程的規劃，招收

學生以致社大的行政管理到

與社區的互動，逐漸形成模

式，以後每一所社大可以參

照這樣的方式去套用， 當然

也有不盡相同的發展與走

向，但就量的成長 ，有絕對

的關係 。

問 : 從第一所到三十幾所，

其間問題及障礙是什麼?政

府扮演的角色為何?

最大的困難當然就是經

費， 這方面倒是完全取決於

地方政府是否有心去推動 。

不過從成立的速度來看 ， 許

多地方政府當然投注了相當

的資源來促成社大的發展，

。現代古書生林孝信為社區大學齊

-"'
口口 。

採取公辦民營的方式，委託

給民間團體來經營 。 由民間

團體來辦理社區大學，在去

機構化的框架之外，可以讓

民間社會的活力更有效地促

成終身學習的目標 。 不過在

如何將民間力量導入社大的

同時，全促會結合時報文教

基金會所推動的幾次全國研

討會，扮演了相當重要的指

標作用 。 從一開始推動社區

大學的普及化，到結合社區

大學與社會的發展;如今已

經達到普及的階段時，應該

要審慎地來探討如何深化的

議題 。 社區大學即將面臨的

重大挑戰就是在於品質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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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尤其是在課程的設計方

面以及師資的培訓方式，我

們希望在近期之內能夠落實

學員雙軌制的方式，所謂的

雙軌，指的是參加社大的學

員分成7文憑以及非文憑兩

種，為了取得文憑的學員，

就必須要修習核心課程，修

滿了足夠學分的核心課程

後 ， 才給予文憑 ， 如此才得

以保障文憑的水準 。 至於核

心課程的規劃與設計， 則是

另一項我們目前正在全力研

究的重點，培養核心課程的

師資當然就是首要工作 。 全

促會未來對於培訓師資的計

畫，是由全促會先制訂培訓

師資的標準，有意者必先修

滿二十小時的課，再由全促

會推薦給各個社區大學 。

問 : 全促會在社區大學的發

展推動上，希望扮演什麼角

色?

社區大學之所以避免納入

政府的體制之內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保留民間的活力、

創意 ， 這也是它比一般大學

活潑之處，然而它的管理與

監督，則完全就只能取決於

個大學的自律，就像對媒體

一樣，政府不能夠立法來，限

制新聞媒體，完全要靠媒體

本身的自律 。 我想、今年研討

會的議題設定在深化 ，也走

一種自律的做法 ; 全促會的

角色就是要協助各個社大規

劃課程同時培訓師資， 並盡

力為社大取得制度性的保

+;也上;即晶宮原國小教學中心的社區

大學聞出的課程， 包括美容美髮、

旅遊英語等等。

障 ， 至於每個社區大學的發

展方向 ， 應該讓民間更活潑

地表現出來 。

問:基金會與全促會，應該

如何再結合?

基金會和全促會除了每年

共同舉辦一次大的研討會

外，應該還有更多的推動芳

式 ， 例如﹒基金會經常在全

省各地舉辦關懷河川的座談

會，這種地方走透透的深度

系列座談， 也很適合用來探

討各地推動社區大學的經驗

得失 ， 與針對地方特色、需

求來設計課程及全國性的核

心課程如何在地方上紮根等

話題 。 基金會也可結合中國

時報，運用媒體在地方上報

導的深廣度，來推動社大的

理念 。

問 : 社區六學未來的方向是

什麼?

從普及到深化的過程，有

三大方向是以後我11"山、須持

續推動的:

一 、 呼籲政府能做到 「去

招標化 J '辦理社區大學也

是推動教育的一部份，不應

該用招標的方式來決定哪個

組織合乎條件，教育工作本

來就要交給有理想 、 有理

念、有整合能力 、 真有社區

地緣及熱誠等條件的民間組

織，才不至於走向一般商業

化課程的補習班 。

二 、 敦促各地方政府審慎

監督委辦社大的民間團體 ，

要深化既有的社大功能，才

能展現應有的力益 。 所謂的

深化，未來包括課程設計 、

教學改革 、 師資培育等，都

是社區大學深化的範疇 。

三 、促成弱勢團體成立屬

於他們的社區大學，這是社

大一向都在研擬的方向，如

何針對特有族群來設計課

程 ， 目前規劃成立中的有農

村社大 、 原住民社大 、 災區

社大及勞工社大，目前在許

多地方的社區大學早就開設

了探討弱勢族群各種議題的

課程 ， 但這還不夠，應該要

有屬於他們自己的社區大

μ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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