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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巡禮

1998年5月社區大學運動正式啟動，9月
第一所社區大學文山社區大學在台北市木柵

國中開辦。同年11月，台北縣五所社區大學
聯合籌備處在社大運動倡議人黃武雄教授的

號召和台北縣政府的支持下，於福和國中啟

動，並預定於1999年9月，五所社區大學同時
開辦，以能全面為台北縣民提供結合終身學

習與公民參與精神的成人高等教育學習資

源。

也許因為創設籌備之初不闇府會運作關

係、也許疏於與議會建立更多的良性互動與

對話，隔年（1999年）5月，籌備工作旋即歷
經縣議會經費刪除、五所社大面臨尚未開學

就遭停辦遷校的危機。幾經波折，永和社大

最後被同意保留於籌備原址福和國中開辦。

其他四所社大則以分校名義，同時在新莊、

板橋、蘆洲、汐止等區域同時開辦。永和社

大本校並由黃武雄教授親自擔任創校主任。

還記得，彼時的兩間辦公室，空空蕩

蕩，工作團隊借用學生的課桌椅將就拼湊地

工作起來。汗流浹背的溽暑，開始了招生工

作，許多熱情的義工也跟著投入這從無到有

的創校工作。

1999年9月20日夏夜，創校典禮在人潮雜
沓、熱鬧中圓滿舉行—未料，當晚地動天

搖，921地震發生了。點著蠟燭，永和社大仍
是開課了，昏黃燭光下，費力講授所知的講

師、熱切渴求學習的學員、人仰馬翻忙碌的

行政人員，來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的人就

此匯聚，因為蓽路藍縷所以有著深厚的「革

命情誼」。自此，永和社大本著社區大學原

初理想「孕育獨立思考、進行知識重構、提

升社區文化、舖造公民社會」，展開學員／

講師／行政人員三方共同打造社區大學的歷

程。

㆒、共同治校—參與式民主的

實踐

社區大學既以鋪造公民社會為宗旨，便

期望透過公民意識的覺醒，讓民主落實在與

我們息息相關的日常公共事務，藉以扭轉台

灣社會公共品質惡化的現象。在這樣的思考

脈絡下，對於校務的推動與經營，我們有著

相對於代議政治的「參與民主」的構想。

「參與民主」相信人民直接參與與自身

相關的公共政策之決策過程，如此才能反映

真實需求，避免政策與民眾之間的巨大鴻

溝；「參與民主」強調公共討論的空間，認

為公共政策必須在充份溝通、分享、討論的

基礎下，才能達成較適切的主張。因此，塑

造一個讓各種差異都可以發聲的公共討論空

間，避免公共討論「對事」的討論焦點，轉

移到「對人」身上的民主學習，是極為重要

的。

基於這樣的信念，包括永和社大的校務

會議，即有別於一般大學校務代表以教授、

行政人員為主，而在比例上改由講師／學

員／行政各佔三分之一（各有11名，共33名
代表），形成社區大學最高決策機構，希望

建立講師、學員、行政共同治校的基礎，這

也是社區大學催生公民社會的民主實踐之內

這裡㈲玫塊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永和㈳區大㈻—
周聖心／永和㈳區大㈻㈵別助理

張素真／永和㈳區大㈻課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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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行動的一環。

另外，透過講師會議、班聯絡人會議、

社團會議、公佈欄、工作坊，以及各種可能

的場合，創造種種公開討論、充份溝通、彼

此說服的機會，具體落實社區大學共同治

校、參與民主的目標。

校園民主實踐—校務㈹表選舉

㆓、形塑愉悅、具創造力的㈻習

空間

過往台灣民眾在制式學校的學習經驗，

是侷限在課堂的、競爭的，但我們認為學習

不應只限於個別課堂內，學習應該是一種釋

放自己、卸下自我防衛面具，貫穿整體生活

的生命態度。因此，我們想要營造一個可以

暫時放下現實生活的利益衝突，可以開放自

己、與人交流，可以釋放壓抑、展現自我、

愉悅學習的場域。

而這樣的學習氛圍必須在一定的空間

中，透過一些具體的活動形式才得以形塑；

所以，除了豐富多元的課程學習之外，在有

限經費下，我們設置了公佈欄，搭建了咖啡

屋，讓無趣的走廊成為藝文空間：香味瀰漫

的咖啡屋讓我們可以自由的閒談；藝文走廊

中學員用心創作的作品，令人流連駐足；週

二至週五例行性的文化夜市，讓大家可以一

起手舞足蹈、分享歡樂；而每個學期初的開

學週，我們總是絞盡腦汁，想給學員們每學

期都有一個驚喜的開始；學期末有成果展，

則是例行的學習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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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屋文化㊰市㆒隅

文化㊰市時間大家㆒起來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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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跳脫個㆟主義，累積㈳群

共同行動的經驗

透過形塑愉悅、具創造力的學習空間，

與各種活動的構想與設計，我們希望能激盪

個人的學習潛能，鬆動社會制約的框限；也

期望透過活動的推動過程，讓師生可以跨越

個人主義思維，在共同行動中累積社群互動

與合作的經驗。

藉由各種不同形式的集體活動，讓參與

者加入籌辦推動過程，對活動都能有「完整

面貌」的理解，學習與各種異質個體共事、

合作，建立彼此尊重、相互支援的社群感。

另一方面，我們也致力促發各類相互分

享、學習與行動的團隊或場域，以累積集體

的社群經驗。例如，由各種不同的藝術課程

（包含理論與實作）的講師、學員所組成的

「藝術聯合會」，定期分享創作經驗、籌劃

展演活動，也集結出版了《廿一個與藝術擁

抱的姿勢》一書；由跨社團成員組成的「生

態教育園區工作隊」，負責生態園區的維護

與經營，並為社區進行解說導覽、舉辦生態

教育工作坊；每學期策劃不同形式的全校「

公共參與週」活動，創造多元的社大的「集

體記憶」……這種種集體社群經驗的累積，一

則是將共同經營社大的抽象理念逐步具體化

的過程；再者，這也是更進一步朝向具反省

性、批判力的公共參與及社會實踐的起點。

第18㈻期盛大溫馨的開㈻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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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㆒起來親㈯愛㈯

㆕、創造與「他者」交會、㈳

會實踐的機會

集體的社群經驗，不能只停留於「我

群」的建構，必須有機會進行內在反省，朝

更具寬容平等、批判的社會實踐方向前進，

就這點而言，創造與「他者」交會的機會，

是永和社大辦學極重要的任務之一。

透過許多具批判性的人文社會課程或是

社團的課程的進行，或是公共論壇、公共參

與週等全校性活動，諸如「性別」、「同性

戀」、「新移民女性」、「勞工階級」、「

原住民」、「族群」等差異議題，就在各個

不同的課堂上持續提供學員跳脫本位，碰觸

與認識「他者」的機會；同時，也致力將社

會運動的議題納入，提供社大成員更多社會

實踐的機會，像是2003年成立「開放大學推
動聯盟」，共同為非正規成人教育與正規學

制接軌而努力；2004年在校園內進行「學校
該不該體罰」的論辯後，與友善校園聯盟於

教育部前舉辦終結體罰活動；2005年籌組「
非戰家園」，將和平議題帶進社大；2006年
初起投入千里步道運動，為爭取行人與自行

車路權、保留生態空間努力。

我們期待，經由種種社會差異議題的接

合、種種社會實踐機會的創造，讓永和社區

大學能成為挑戰壓迫性的社會關係、擴展多

元自由的價值、尊重個人存在、培力社會實

踐主體的所在。

㈤、課程規劃與㈵色：㈻術／

生活藝能／㈳團㆔個課程

軸線

永和社區大學的課程一直循著創校主任

黃武雄所規劃的學術、生活藝能、公共性社

團三個軸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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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課程分為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

學三類，期待提供人類文明經驗所累積的知

識體系，目的在擴展人的知識廣度、深度，

培養思考分析、理性判斷的能力，以進行社

會內在反省。強調「共讀—思辯—討論」

的過程，主張學員與講師互為主體，相互

學習、相互啟蒙。事實上，學術課程的開設

對許多講師而言，都是極大的挑戰。

生活藝能課程最是多采多姿，舉凡人際

關係成長課程、書寫、園藝、各類創作∕操

作性的藝術課程、音樂、電腦、肢體律動、

語文課程、生活DIY課程……等等都涵括在
內，在這裡，學員可以放下一切生活中的壓

力，投注在各種領域的創作與學習，釋放每

個人內在的情感，使個人的生活內容充實、

人生豐富起來。

公共性社團課程則以多種公共議題為發

展主軸，從教育問題研究社、生態保育社、

家庭暴力防治社、社會關懷社、勞工問題研

究社、兒童文化研究社…，共計13個公共性
社團，目的在於撐開公共領域的討論空間、

累積社員對議題的認識與掌握能力，藉由社

區事務參與，除了形成民眾的社群網絡，也

在實踐中反省並檢證學術課程中所學的理

論。這些年來，我們確實看見，由於公共性

社團的經營，讓社區民眾從自身週邊的社會

議題開始關心，逐漸形成參與社區事務、公

共議題的新力量。

每學期除開設百餘種三大類課程之外，

同時還搭配多項選課制度的設計，例如：階

段性證書的頒發、通識選課規定、以及由台

北縣政府與社大共同核發的結業證書…等，

並積極參與教育部所推動試辦的非正規課程

認證，以鼓勵學員願意投注更多心力與時

間，長期參與學習，並於學中做、做中學，

成為新世紀的地球公民。

為了使各類課程的教學經驗和內容能不

斷累積、深化，校內也組成不同的課程社

群，定期聚會，持續討論社大課程的特殊性

與發展方向。例如：社團顧問每學期有兩次

的顧問聚會，彼此聯誼、交流，交換社團組

織經驗，並共同規劃設計每學期的社團聯合

課程，和兩年一次的「社團聯展」；人文社

會、自然、藝術課程、語言、肢體、電腦各

課程之間也同樣有橫向的互動與聚會；每學

期一次的期末課程研討會和一年一次的講師

工作坊，更是講師之間跨領域的交流學習機

會。

㈥、積極參與非正規㈻習成就

認證制度之推動

永和社區大學自1999年開辦，截至2007
年12月，共計有13540人（45675人次）學員
參與選課，每個學員來到永和社大平均參與

3.7門課程的選修。若以每位學員每學期選
修一門課程計算，平均每個學員參與的學期

數不到4個學期；舊生回流率經過八年的努
力，目前已從初期的55％（以91.3-91.7第6
學期新舊生比例為參考值），增加至63％（
以96.9-97.1第17學期新舊生比例為參考值）。
但是，仍得不斷面臨學員對象群無法持續擴

增、舊生流失，以及學術課程開設等壓力，

而綜觀全台各社區大學，這也是普遍存在的

現象。

「非正規課程認證制度」推動以來，永

和社大曾對它寄予厚望，希望透過正式大學

學分的核發，可以更有效提高學習者的學習

意願。因為，長期以來，永和社大校內便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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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推動有「階段性證書」的頒發辦法：凡俢

習完成28個學分的學員，即可獲頒第一階段
學習證書，64學分獲第二階段學習證書，96
學分獲第三階段學習證書，完成128學分則
可獲第四階段學習證書，若再完成學習成就

報告者，獲得由台北縣政府與永和社大共同

頒發的結業證書。雖然這些證書，皆不具任

何法定效力，但仍獲得學員們廣泛的重視，

截至2007年9月，已有720人獲得第一階段證
書，43人獲第二階段證書，96人獲第三階段
證書，26位學員利用長達五至九年的時間，
完成了128學分40門課程以上的長期學習。
真正讓「學習」在快樂成長與自我滿足的同

時，也能獲得附加的肯定。

不具法定效力的結業證書，依舊鼓舞

了許多學員的持續學習，正式的大學學分證

書應該更具有促進學習動機的效能，尤其，

可以透過此一新興法規制度的實際參與，為

建構台灣的成人高等教育環境盡一份心力。

也因此，永和社大可說是所有社教機構中對

該制度投入/參與最深也最早的終身學習機
構，以實施第一年（96年度）為例，永和社
大在人文/自然/社會/藝術類課程上，共計有
46門課程，138學分獲得非正規課程學分認
證，幾乎佔了認證中心該年度所受理課程數

的1/3強。參與相關課程選修之學員人次為
1301人次。

㈦、對現行「非正規認證制度」

實施狀況的反思

永和社大推動非正規課程試辦一年以

來，雖然在參與人數上稍有增長，但進一步

分析，可發現：

（一）96年度上半年，修習非正規課

程的519名學員中，已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者
比例佔63.4％，高中職以下為36.6％；下半
年的782名學員中，大專學歷以上比例為
60.0％，高中職以下為40.0％。以銜接正規
與非正規成人高等教育為主旨的「非正規教

育學分認證辦法」，並未能真的吸引高中以

下學歷之成人學習者加入。

（二）96年度下半年所開設的31門非正
規課程中，高達1/5（6門課程）未能順利開
課成功（永和社大最低開課人數門檻7人）。
其中僅有1門為上半年即開設之舊課程（地
科與生活，96年度上半年的選課人數為7
人），其餘5門皆為新開課程。非正規認證
的加持，並未增強吸引學員選課之誘因。

（三）96年度下半年未通過審查的「法
律與生活」課程，一向都是永和社大很受歡

迎的學術課程，於96年度上半年度開設時選
課人數為36人，亦為認證通過課程，96年下
半年因課程內略做調整重新送審，卻未通過

審查，但選課人數仍維持34人。
（四）96年度上半年未通過審查的「女

性與心理學」課程，雖經申覆覆審程序，仍

舊無法爭取認證，（該學期之選課人數為

12人，為當學期之新開課程）；下半年度
（17學期），將該課程原件重新送審，則順
利通過認證，根據對註冊組的訪談分析，該

門課程因為註冊期間有義工的大力推薦，且

累積一學期的口碑，加上為半價課程，以及

通識選課規定的要求（指：凡未滿55歲之社
大學員，每四學期需至少選修一門學術課程

的選課規定），加上社大女性學員原本就比

例較高（女：男比例為7：3）等原因，下半
年即激增為32位學員，與通過非正規認證並
無明顯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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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所試辦的非正規課程認證制度

先天不良，例如：學習證書效力僅維持十年

有效；課程修改只要超過30％即視為新課
程，需重新繳費、送審；所有課程認證效力

僅三年；認證範圍/課程領域完全複製正規
大專院校課程，無法突顯成人非正規學習的

創發與實踐取向；尤其，毫無配套接軌機

制…；截至目前（96年度結束時），尚未有
任何一位學習者的非正規學分獲得體制內大

專院校的採認。（「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

證辦法」第八條：「持有學分證明者，於入

學後，得依各校之規定，申請抵免學分」。

事實上，目前全台一百多所大專院校，僅國

立空中大學與高雄空大，進行了校內相關學

則與學分核抵辦法的修正，其他各大專院

校，包括承辦認證作業的台灣師大亦尚無任

何相關辦法的擬定和學則修訂）。

由以上幾個簡單的分析，即不難發現「

非正規教育學分認證辦法」做為台灣教育史

上第一次正規與非正規高等教育的接軌嘗

試，因其法源位階過低、認證領域偏狹、

認證效力有限、缺乏多元接軌配套…，因此

完全看不到它的前瞻性和政策吸引力。民眾

/學員的參與度，已對此項認證制度做了最
直接的回應。南韓的學分銀行制度或有其弊

病與不足之處，但該制度卻抓住了最核心的

成功關鍵，那就是：將「學分制度」和「學

位頒授」直接扣連在一起，進行完整的學制

配套設計，也因此它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

對廣大的成人學習者產生具體而持續的學習

誘因，進而對終身學習社會的推展，甚至柔

性國力的提升產生巨大的助益。

㈧、㈾深㈻員培力課程

永和社大創校迄今，即將進入第十個年

頭，幾年下來，許多資深學員長期在此持續

學習，也在各類課程汲取不同的知識與養

分，但是，我們仍思索如何讓學員能進一步

表1 96年度永和㈳大參與非正規課程認證課程數與㈻員㆟次表

學期數 送審課

程數

通過課

程數

未通

過課

程數

開成之

課程數

未開

成課

程數

參與選

修總人

數

高中職以下

學歷人次

大專以上學

歷人次

上半年

（16學期）
32 31 1 30 1 519 190

（36.6％）
329
（63.4％）

下半年

（17學期）
17 15 2 25 6 782 313

（40.0％）
469
（60.0％）

小計 49 46 3 55 7 1301 503
（38.7％）

798
（61.3％）

未通過認證課程：96∕上：女性與心理學。96∕下：法律與生活、踏察原住民族趣。
未開設成功課程：96∕上：基因與生活。96∕下：女性與電影、視覺文化、台灣美術與多元文
化、世界文學史、德國福利制度發展、地科與生活。

資料來源：永和社大校務處註冊組。周聖心製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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焠鍊課程的累積，讓大家能夠各展所長，成

為公民社會的主體。於是除了一般課程，我

們還針對資深學員設計了許多不同的培力

課程。

首先，針對在各領域均修滿規定學分、

已達128學分即將取得縣政府頒發的結業證

書的學員，自2004年即開設有「畢業成果指
導班」，協助學員整理自己在社大的學習歷

程與精華，透過自我敘說與觀看，讓社大學

習經驗能成為畢業學員繼續向前的力量泉

源。截至2008年3月，已有26位學員取得結
業證書。

97年度春季班期末成果展

另外，自2005年起則進行「潛能123社
區營造種籽師資」的培訓計畫，鼓勵有參與

班級事務、社團事務的學員，參加「潛能開

發工作坊」，然後進入班級成為「123助
教」，學習整體觀察和班級經營的能力，同

時在校務的參與中累積公共參與的經驗，更

進一步則以團隊形式進入社區推動社區營造工

作。這個學員培力計畫也讓行政團隊與資深

學員成為共同合作的伙伴，使我們能量倍增。

2006年，則針對長期投注心力在生態教

育園區的工作隊成員，開設了「社區生態師

資班」，將社區營造、生態運動理念和水棲

昆蟲專業知識結合，使原本具生態實踐力的

學員進一步培力，培養成為社區生態種籽教

師。我們期待，在這個人與自然相互構築的

過程中，除了打造城市生態環境外，也能重

建人的價值與網絡，從生物多樣性到多元價

值建立，交織出永和人共同的生態營造經

驗，創造對人友善、對自然友善的城市生態

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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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建立㈳區㉂然生態㈾源網

絡；結合在㆞組織，搭建

㈳區公共平台

2003-2004年間，在熱心學員與市民朋
友的大力相助下，永和社區大學開始在新店

溪畔經營200坪的生態溼地園，不僅提供學
員們有一個就近實作學習的生態空間，更為

台北縣民提供一個親水親土的自然生態園區。

2005年2月起，獲得台北縣政府進一步
的肯定和支持，於今，在福和橋下被委託維

護的棲地範圍已擴增近4公頃。這片利用河

川高灘地經營出的濕地生態教育園區，不僅

長期進行台灣原生種的復育，更使得原本是

都市叢林的永和地區，開始有一片自然生態

資源；不僅為社大十餘門自然生態課程的實

習教室，並提供給大台北地區各社區與學校

做為戶外教學與體驗之溼地生態教育園區。

在長期的經營和無數志工的心力投注

下，這片生態園區已獲得永和後花園的美

譽，每年參訪 /參與人次多達5000人次以
上，甚至遠從宜蘭、南投、新竹、屏東、台

東各地前來觀摩的專業、愛好人士，不計其

數。2004年並曾獲得福特生態環保首獎的肯
定，以及全國推動環保有功團體之表揚。

潛能開發工作坊全體㈻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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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同時，永和社大在台北縣政府教育局

的協助下，2006年起開始與宗教博物館、光
明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人文促進教育基

金會、中和社教站等共同組成「臺北縣社區

教育培力平台推動委員會」。由推動團隊派

代表組成委員會，負責規劃、徵選雙和地區

學習中心／學習站、辦理社區學習觀摩活

動；並且籌組顧問團、培力策略小組、學習

中心徵選小組、社區輔導小組共同推動社區

教育培力學習平台的建置。

透過這個社區教育平台，我們開始著手

進行社區學習需求調查，協調社區內的學習

機構，建立資源分享平台，並舉辦社區組織

者培力課程、開設特色課程及辦理社區教育

培力工作坊或活動，這是我們朝向與社區更

緊密的合作互動，期望將社區營造、公民社

會的學習深化紮根於社區之中的積極嘗試。

㈩、這裡㈲玫塊花，就在這裡

跳舞吧！

或許，社區大學的神奇與迷人之處，即

是在於匯聚了各種多元豐富的養份、匯聚了

各色各樣熱情的人們，在這裏相互激盪、發

酵，因而飽滿豐實，也讓許多人從此有了不

一樣的人生面貌，更讓我們得以集結交會，

共同展開社會改造、打造成熟公民社會的行

動。

黑格爾說：「這裡有玫塊花，就在這裡

跳舞吧！」此刻當下，我們並不需要捨近求

遠向外求才能證明我們自己，就在這裏，我

們可以建構我們的理想，就在這裏，我們可

以展開行動，成為行動的主體，成為歷史的

主體！

永和社區大學 http://www.community-univ.org.tw/

永和生態園區，永和的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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