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全國 社區大學研討會

建設高等教育第二管道
一社區大學五年的回顧與展望

台灣教育環境在近幾年迅速變遷，

體制內外的改變在在展現希望，也引

來憂心 。 以社區大學而言，五年前，

在許多教育先進的奔走下，社區大學

從無到有，短短數年，六十餘所社大

相繼成立，在各社區中產生熱烈迴

響，相較於歐美社區大學百年的發展

史，台灣無疑又創造了另一項奇蹟 。

時報文教基金會有幸在社區大學萌

芽的階段，即參與這個匯集智慧與熱

情的奮鬥過程，見證民間白發力量的

凝聚，看到長口識份子與一般民眾相互

敢蒙，也看到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相

互交流 。 但在急速擴張之餘，此時也

正是到了該稍緩腳步，進行總體回顧

與檢討的階段 。

在方向上，必須反思對於學習民

主、參與公共事務、邁向公民社會的

創辦理念，是否有所著力，當初期望

的社區價值是否有所發揮，民眾的獨

立性思考是否獲得尊重並有所成長;

在實際執行上，課程與師資品質是否

獲得控管，終身學習的進程是否系統

化，社區大學法制化的努力是否失

焦，多元化內容是否發揮引導功能或

只是現實的妥協 。 在社區大學蓬勃發

展的同時，類似的諸多議題，值得不

斷反省，相信這也正是每年社區大學

研討會動員各界參與討論的目的 。

社區大學是多年來民間教改人士落

實理想的重要一步，今日的社區大學

有目標、有框架，更有許多人一貫的

堅持和熱誠，我們期待未來的社區大

學帶領出新的教育和共學模式，深化

社會生活的參與，進而為公民能力奠

基 。

余範英

口1二間過的很快，第五屆

口寸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已在今年四月一九 、 二0日

舉行， 一晃眼台灣的社區大

學也已過了五年 。

回想一九九九年初，社區

大學還在草創初期，台灣除

了一小部分教育改革人士及

知道台灣有一種新型的高等

教育機制出現，更少人會預

料到她在未來幾年會如此蓬

勃生長。當時，我受託到新

竹市籌辦第三所青草湖社區

大學 ， 很快感受到一個重大

困難 í 哪裡去找學員? J 

熱心教育的飽學之士來開課

並不困難 。 而在籌備隊伍

上，承接十多年來台灣民間

豐沛的社會改造運動 ，很快

就匯集一批十分有理念的籌

備委員及幾位熱情又有創意

的年輕工作凰隊 。 另外，當

時新竹市蔡仁堅市長對社區新竹市有六所大學 ， 民間

在經費與行政資源上均不需

過分擔心 。

看來，萬事真備 ， 青草湖

社區大學的設立指日可待，

但還欠 「東風」 。 這個 「東

風 」 不是經費 ，而是學員。

我們預定的學員一新竹市市

民，她/他們如何能知道有

一種新型的大學是為她/他

們而辦， 因而來入學就讀?

一向 ， 人們總以為進大學

要入學考，並要有高中文憑

(或同等學歷) ，而不知道有

一種沒有學歷限制，也不需

要入學考的新型大學誕生

了 。 一向，人們以為唸大學

是十幾 、 二十歲來歲年輕人

的專利;上了年紀的成年

人 ， 大學就好像水中之月 ，

可望而不可及 。 在這種根深

蒂固的觀念下 ，即使籌備經

費有著落，找足優秀的老

師，開出精采的課， 社區大

學依然開辦不成 。 因為，學

校的主體一學生不來 。 社大

學生的主要來源一新竹市

民，如果她/他們根本不知

道有這麼一種新型大學的存

在 ， 或是不相信不用考試便

媒體文教記者之外，很少人 | 飽學才藝之士亦不少 ， 邀請 | 大學的理念十分認同，因此 | 可入學，怎麼可能來入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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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 第五屆 ) 首灰於北市舉行，自台北市長馬英九、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菜、中士大全但會常務理事林孝信，共同與專家學者建精社

區大學未來的發展 。

讀呢? |目11裡聽說我在參與籌辦新竹 了 。 時藉此鼓勵台灣更多地方出

因此，創辦學區大學這種 青草湖社區大學，主動與我 在揭牌典禮之前，我已獲 來辦社大 。 如果全台灣只有

新的高教機構，比一般大學 聯絡 。在台大對面巷子裡一 得蔡仁堅市長的支持，在青 台北文山及新竹青草湖社

還困銷 。 在把社大的知識傳 個小咖啡店裡聆聽我對社區 草湖社大正式開學之際 ，同 大，不但達不到社區大學普

授給學員之前，要先教育社 大學的理念與推動的構想 。 時舉辦一個大型的社區大學 及教育的初衷，孤零零的兩

會大兵在 . 有一種新型的大學 余小姐當即表示高度的贊 研討會 ， 在忙碌創辦社區大 所充滿創意的社大本身也不

出現了 ，她不需要中學資 同，並說基金會長期從事河 學之際，為什麼要額外加辦 易長久存活下去 。

歷，不需要入學考 ，她不是 川保育的工作，她要把社區 一場研討會? 主要是為達到 因此，在揭牌典禮之後借

一般的社教活動，更不是補 大學當作「心靈河) [1 J 加以 招生宣傳的效果 。 這個效果 用蔡市長宴請午餐之便，我

習班 。 但這種先行的社會教 支持。 達到了 。 新竹地區的各種媒 們便在一個啤酒屋餐廳規劃

育並不容易，特別是創辦社 處在觀念的草創時期得到 體十分支持，大量報導社區 研討會的辦理方式及議程 ，

區大學的經費又是那麼有 基金會的支持，直如雪中送 大學的消息 。 這不但有助於 就在這次籌備討論中，確定

限 。 炭 ，我當巨IJ邀請余小姐出席 初創的青草湖社大的招生效 了研討會辦理基本原則，主

這H守，神通廣大的時報教 l 月 2 1 日青草湖社大的揭牌 果，也為社大在新竹地區大 要有兩項:

基金會執行長余範英不知從 典禮，也獲余小姐立即答應 間社會知名度 。 此外，也同 一 、研討會由新竹市政



第五屆全國社區大學研討會

.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在本屆社大研討會中發表演講主題「社區大學 在高等教育宏觀規劃下不可或缺的 環~ 0 

府 、 時報文教基金會及社區 大量散佈台灣各地熱心從事 宣揚理念與溝通方式，這對 主題 「 社區大學在南台灣」

大學全國促進會(當時尚未 教育的人士參加 。 新竹市文 於像社區大學這種全新教育 表明社區大學的推動者注意

正式成立，名稱叫 「社區大 化中Jc..、一個容納二百人的會 機制， 一個全面的內部交流 南北平衡的問題，也反映社

學全國籌備委員會 J ) ，共 議聽擠進了四百人 。 熱烈的 與對外溝通的新型研討會是 區大學重視弱勢者的受教權

同主辦， 討論氣氛 ，把社區大學的理 十分恰當而必要的 。 從此， 攏 。 也就在這次全國研討會

二 、議程包括三部份 : 念與可辦性感染給每位參與 研討會成了社區大學運動一 中，-全促會」開始考慮為

1. 圓桌會議 社大與政 者 。 社區大學的種子從新竹 年一度的里程碑 。 每年在春 弱勢族群籌辦社區大學 。 除

府人員對話 ; 市漂流到全省各地 。 今日 ， 季，所有社大人相互切磋成 了區域型的社區大學之外 ，

2. 學術研討﹒以學者與 社區大學的花朵在台灣各個 長，並告訴社會， 社區大學 我們要為原住民 、 勞工 、 農

社大師生為主角 ; 角落綻開， 實奠基於那次研 如何教學，如何堅持理念， 民， 創辦特別對象的社區大

3 . 民間參與 ﹒ 廣邀民間 討會。第一屆全國研討會的 有什麼成長，有什麼創意 。 學，第一個對象是原住民。

關心教育團體或個人，以及 主題，-落實高等教育於地 每屆全國研討會的主題， 經過幾年的推動 ， 原住民

其他社會運動團體這必基本 方 迎接社區大學時代來 反映社區大學運動，第二屆 社區大學終於獲得教育部與

原則一直適用至今。 |臨 J '於今觀之， 毫不誇 舉辦時台灣在92 1 大地震之 原民會的共同支持(加上地

時報文教基金會以多年舉 張 。 後，主題 ，- 社區大學與社 方政府) ，並於去年下半年

辦各種活動所累積的經驗， 新竹研討會意外的成功， 會重建」彰顯社區大學對這 起，陸續在各地成立了七

為第一屆全國研討會邀請到 使社區大學找到一個有效的 個百年罕見震災的震撼，副 所 。



第三屆舉辦時，台灣已有

三十多所社區大學，普及初

步達成 。 大會的主體 I社

區大學從普及到深化 J '反

映了這個戰略轉變 。 迅速普

及的社區大學雖然獲得社會

普遍肯定，但我們內心知

道， 真正要使社大可長可

久，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而深化是其中的要點 。 特別

在社大快速成長下，社會上

愈來愈多人將社區大學視為

一種社教機構，而與原先﹒

「落質 『高等教育』於地方 」

的初衷漸行漸遠 。 如何深化

已經成為迅速普及下社區大

學的重要挑戰 。 這個挑戰是

長期的，並非一年便可解

決 。 因此， 我們以不同的詞

彙，繼續成為未來研討會的

主題 。 第四界也正值台灣加

入WTO' 如何因應全球化

的挑戰，也成為第四屆的主

題 。

今年四月一九、二十日在

台北舉行的第五屆全國研討

會主題 .社會變遷下的全民

教育社區大學的使命與挑

戰，則更深一層的探討社區

大學未來的方向 。 進入2 1

世紀，社會變遷更加鉅大而

快速 。 社區大學以解放知

識，讓知識不再成為少數人

的專利為主要宗冒，自然要

密切注意社會的變遷。在快

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下，知識

更加重要 。 以知識的傳授

(及創新)為主要宗旨的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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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應當是全民式，而且是

終身學習式 。 傳統大學以十

八歲至二十幾歲年輕人為對

象的體制必須要徹底改變 。

因此，除了傳統大學之外，

我們需要建立另一類的高等

教育機制，一個終身學習型

的大學體制 。

這種另類的高等教育機制

已引起國際教育學者與政府

的注意 。一九九八年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舉辦了一場探討

2 1 世紀高等教育的國際會

議，便主張2 1 世紀的高等

教育需是終身學習式的 。 但

這個重大的世界教育潮流卻

未引起台灣社會的注意 。

在我們確定第五屆全國研

討會的主題之際，我們發現

社區大學所要追求的目標:

建立一種終身學習型的高等

教育機制正符合21 世紀國

際高等教育趨勢 。 五年前，

個源自台灣社會發展的需

要而滋生的教育理念 ， 經過

五年來不斷地探索、充賞，

社區大學的運動終於找出了

她長遠努力的方向，而這個

方向，正與世界高等教育的

潮流吻合 。

這是個意外， 一個事先我

們並未刻意配合世界潮流的

做法，竟然殊途同歸 。 這也

不是個意外 ，教育的理念與

目標，真有普世的共同偵

值，只要我們認真地與時代

結合，密切注意社會的變

遷，而非墨守成規或閉門造

車 ，那麼殊途同歸是必然

的 。

因此，第五屆全國研討會

是一個里程碑，為社區大學

找到了長遠的方向 。當然，

這個方向是遙遠而路途崎IÚ區

的 。 建設終身學習型的高等

教育體系，在世界教育先進

地區都還在起步，更何況在

台灣 !但社區大學已有一個

好的起步、 一批有理念而投

入的教育改革者 。這個新體

系的建立，台灣已有了基

礎，仍須我們繼續努力 。

( 作者屆全國社區大學促進

會常務理事 )。

.陳水扁總統見證社區大學旗幟由台北市教育局長吳j育基(右)聽交下次主

辦的台南市副市長許陽明手中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