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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環境行動與參與者的學習  

                                        社會科 趙友崧 

壹、前言 

近十幾年來的台灣，在全球一片「在地化」呼聲中，社區開始為大家重視，社區行

動日益興盛，而社區發展也逐漸興起。普通高級中學 95 年與 99 年課程綱要下的社會科，

也將此主題列為課程內容。歷史科說明著台灣當代社會變遷與生活形態的改變，以及社

會運動興起與社區發展的背景；地理科探討社區的意義、地方感，以及社區意識；公民

與社會科則強調公民的社會參與，地方治理下的社區發展與影響。歷史、地理、公民與

社會三科皆有論及，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然而，同樣的主題，卻因融入於不同的科目，

彼此間少了連結，且內容多有重複之處。因而，筆者嘗試以社區環境行動為軸，將社區

相關的概念進行串連。另一方面，筆者也試著以參與學習的角度，來看社區環境行動對

參與者的影響。社區如何定義？社區行動的原因為何？社區環境行動策略有哪些？社區

環境行動為參與者帶來哪些影響？以下作一簡單的探討與說明。 

貳、社區的定義 

社區(community)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名詞，雖說是個慣用語，但大家對這個名詞的

界定不盡相同。一個聚落、一棟公寓大廈、一條街道、一個鄉村、一個鄰里，都可以稱

之為社區，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答案。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社區定義可以歸類成傳統

與廣義兩類。 

一、傳統的社區 

Hiemstra（1974）認為，社區是指生活在同一地域上的群體，其對促進他們一般

日常生活的需求有共同的態度。Bookfield（1983/1997）認為，地區關係和社區情感

二者為社區基礎所在。國內的學者蔡文輝（1984）指出，社區不單指一群類同的人

居住之處，而且意指一種文化認同的意識存在。社區裡的成員在負擔社會功能時互

相依賴，並以類似之文化行為方式互相往來溝通。蔡宏進（1985）認為，社區為一

定地理區域內的人以及社會性活動的總稱。社區居民處於共同的地域，過著密切的

社會生活，通常具有共同的心理與文化特性，對於社區的歸屬感較大眾對於社會的

歸屬感強烈，且具有共同的追求目標。由此可知，傳統的「社區」大多以有形的地

理界線作為範圍界定的基礎。但單憑這個具體的地理界線又不足以解釋此名詞，所



38 
 

以除了有形的地理區域特徵外，過去研究更強調社區應該包含生活需求、情感、文

化認同、社會生活…等共同的無形要素。 

二、廣義的社區 

    另一方面，有些學者認為社區的界定不應該只侷限於具體的地理界線，強調只

要一群人在心理上有所連結，亦可稱為社區。Ross與Lappin早在1967年便提出這個

概念，社區除了可以指在一特定區域裡的所有人外，更可指有共同興趣或共同功能

的一群人，這種社區可以稱為功能性社區（functional community）。Robtz在1979年也

強調，堅持以明顯地理背景作為社區的必要條件已不合時宜，只要一群人具有共同

的覺知，他們有共同的問題與需求，同時具有認同感，彼此的目標能夠達成共識，

這樣社區就存在了（引自Brookfield，1983/1997）。國內學者劉可強（1994）甚至認

為，一個有特定行動目標的團體也可稱為社區。由此可知，當一群人面臨相同的問

題，具有共同的目標，對特定議題有共同的興趣與想法，具有相同的專業與功能，

或者具有共同的利益與文化關係，即使沒有具體的地理界線，只要具備上述任何一

個共同特徵，就可以稱為社區。有別於強調實際地理界線的前者，此為著重心理關

係的社區。而這種不以具體範圍作為界定指標的集合，也可解釋為「社群」或「共

同體」（蔡秀美，1997）。 

不論是傳統還是廣義，社區一詞之所以會有不同的定義，是因為研究者處在不

同時空背景的社會結構下，以及面對不同類型的研究對象，因而會產生不同的詮

釋。綜合不同的研究，可將之概括定義為：「社區包含了四個條件：(1)居住於相當

臨接的地區、(2)具有若干共同利益、(3)具有一些共同的服務、(4)面臨若干共同的問

題，產生若干共同的需要。居住於相鄰地區的人群，因為共同的利益、服務、問題

與需要，產生共同的社區意識，而為了達到這些共同的目標，必須組織起來、共同

合作並採取集體行動。具備上述全部、或其中部分條件、或其潛力的人群，即可稱

為社區。」（徐震，1980） 

參、社區環境行動 

一、社區問題 

社區居民會因為居住相近及環境相似，或因具有強烈的共同意識，以致於這群

人在面對公共事務的同質性較一般大眾來的高。這批人瞭解社區的現況，並對社區

的未來有所期望，而當期望與現況之間的有所差距時，社區問題因而形成（林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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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社區問題依照界定範圍大小，可以區分為廣義與狹義兩類。廣義社區問題指的

是，關於社區中所有重要組成要素層面及事項的問題，包括自然的及社會的性質。

這些問題不僅影響社區事務的正常運作，生活於其中的居民更因此感到不便與不

安。而狹義社區問題為，社區中由人所引起之社會性質問題（蔡宏進，1985）。就

此分類來看，社區問題大可大到政治性或經濟性涉入較廣的議題，小則屬於地方社

區所指涉的問題。前者譬如核四興建問題、北投纜車興建問題、安坑焚化場興建問

題。後者如社區環境髒亂、噪音問題、巷道狹窄問題。由此可知，「社區問題」涵

蓋的範圍很大，但只要是社區所指涉的問題，而且不只一個社區居民對該事件有所

意識，並引發社區居民的不足感且產生期待時，便可稱作社區問題。 

二、社區環境行動與策略 

當社區居民面臨一妨礙或威脅其生活與生存的社區問題時，居民會自願地組成

一個社區團體，用於動員社區內的資源、探討社區的問題、解決彼此的利益衝突、

討論並選擇解決方案，以及採取行動策略等（王派仁，1993）。在社區居民自發性

聚集並組成團體後，緊接著就是解決社區問題的行動。 

社區行動若以解決環境問題為目標者，即可稱為社區環境行動。此種行動可分

為對抗性與發展性兩類。第一類，為因應社區議題或解決明顯社區問題所產生的草

根性行動，例如一般所指的地方性「環境運動」或「反公害自力救濟抗爭行動」。

第二類，在沒有明顯社區議題或急迫性社區問題的影響下，因認知到生活的重要，

基於改善社區環境品質、凝聚居民社區意識、改善社區關係等因素，社區居民自發

性聚集並長時間投入的行動，其內容包括了資源回收、垃圾分類、社區綠美化…等。 

為達成目標，問題解決團體將採取一連串的行動策略。以環境教育的角度視

之，行動策略可分為：說服(persuasion)、消費者主義(consumerism)、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on)、法律行動(legal action)、生態管理(ecomanagement)等五類（Peyton，1977；

Hungerford & Peyton，1980）。若依台灣經驗進行分類，社區環境行動的策略可以歸

納為：媒體、學術、政治、法律、社會等 5 種方式（陳王琨、范綱祥；1997）。策

略內容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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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環境行動策略分類表 

分類 行動方案 內容說明 

媒體 

公開發表聲明 發表聲明陳述環保團體的意見，是最簡單的方式，較能得到立即回應。 

召開記者會 透過記者會發表新聞稿，讓所陳述的事實透過記者來描述。 

主持廣播節目 
經常性製作節目，召開公聽會及小規模動員的活動，召集各方面的意見

領袖及政治人士共同參與。 

媒體廣告 使用經費在報刊上刊載環保團體的論點。 

學術 

出版刊物 發行刊物傳達綠色思想與社團理念。 

研究調查 
透過對環保事件的追蹤研究，呈現事實的真相，增進大眾瞭解，尋求支

持，並帶動學術研究之發展。 

撰寫專欄文章 透過文字媒體，發表具有深度及學術涵養的文章，增進大眾瞭解。 

發表政策評論 對於社區議題或環保事件，透過各種媒體，發表社團評論。 

政治 

請願活動 
對於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主

管行政機關請願。透過請願來表達對社區環境政策的關心。 

示威遊行 於街道或其他公共場進行集體示威。 

議會遊說 
人民為影響法律案、預算案或其他議題之審議，所從事之任何與立法委

員之直接或間接接觸的活動。 

選舉支持 選舉時支持某特定候選人，選後成為政治代理人，或是直接組黨參選。 

召開協調會 會中陳述意見並邀請反方陳述及表達立場。具妥協色彩，雙方各讓一步。 

社會 

反諷戲劇 用反諷幽默方式表達對議題的關心，使社會大眾有所反思。 

召開說明會 說明會僅單方面陳述環保團體的看法。 

表揚活動 表揚某些有助於環保的行為、企業或個人。 

抵制杯葛 對於污染者採取抵制的手段，迫使對方有壓力。 

目標行動 經過成員決策之後採取的正面行動，有經過設計的行動策略。 

社會動員 
號召所有社會群眾共同關心某一項議題，利用簽名活動、讀書會、宣傳

批判或聯合其他團體的力量等方式。 

法律 

向監察院陳情 有行政官員牽涉時，向監察院陳情以提起糾舉。 

檢舉告發 向主管的行政單位告發，使對象受行政單位監督。 

提起訴訟 透過法律途徑提起訴訟。 

資料來源：卓詩緣（2002）,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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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區環境行動對參與者的影響 

一、社區環境行動的影響 

社區環境行動的結果，除了可以解決地方性的環境問題外，也將帶來其他額外

的影響。王派仁（1993）認為，在社區問題解決的過程裡，從動員社區內的資源，

探討問題並互相協調，解決彼此的利益衝突，選擇解決方案，以至最後採取行動等

一連串經過，提供了參與者學習的機會，可以促使社區成長、團體成長以及個人成

長。 

    在社區成長的部分，因為問題解決過程，透過社區成員持續地發揮想像力，可

以建立社會關係，生產社區文化，並塑造社區環境空間。在這個動態過程中，也可

藉由成員間綜合性的互動，來產生新的空間形式、新的活動內容、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思想以及新的事物。而這種社區內居民自動自發改進社區生活與環境品質的過

程，就是所謂的「社區發展」（徐震，1980；劉可強，1994；蔡宏進，1985）。在個

人成長的部分，因為社區行動可以視為良好的學習環境，透過經驗累積、組織互動、

正式訓練、自我導向等學習方式，參與者可以學習改變（林妙香，2000；黃思婷，

2005）。 

二、參與者的學習內容 

    社區環境行動的過程就好像學習平台一樣，對於參與者而言具有學習的成效。

透過行動的投入，環境行動策略的執行，參與者可於社區意識、社區環境認知、組

織經營方法、社區行動策略與技巧、社區人脈上有所收穫（趙友崧，2006）。內容

說明如下： 

1. 社區意識 

   由於參與者時常投入社區議題的討論與思考，因此較易產生社區的認同感，

進而提升自己在社區事務或環境議題上的熱忱。特別是首次參與社區行動的參與

者，感受會特別深刻，在社區意識的提升上容易有明顯的改變。 

2. 社區環境認知 

    社區環境認知包括了社區鄉土資料與社區環境資訊。為了有效進行社區環境

行動，獲取最佳的行動結果，參與者必然會積極蒐集社區環境的相關資料。不論

是主動蒐集，或者透過彼此間的溝通與討論，都會使參與者在社區環境認知上有

所提升。 

3. 組織經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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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行動的實踐，通常需要仰賴社區問題解決團體。因而，社區環境行動是

否成功，組織經營的能力與方法也將是個關鍵。為了有效解決環境問題，參與者

勢必先行提升組織運作的效能。在此過程中，或自我摸索，或向他人請教，或間

接模仿學習，參與者將可學習到組織經營的方法。 

4. 社區行動的策略與技巧 

    在參與行動的過程中，參與者會因接觸過去所沒經歷的事務，自我思考可行

的行動策略，也會藉著詢問聯盟成員或原組織成員，來獲得有力的問題解決辦

法。不論是哪種途徑，參與行動者皆可學習到可行的環境行動策略與技巧。 

5. 社區的人脈 

    社區行動不僅可以讓參與者獲得上述意識、知識與能力的成長，亦具有聯誼

的功能。社區環境問題的出現，可以讓一群原本不熟悉的居民聚集在一起，而社

區環境行動的過程，這些聚集的參與者更可藉由參與行動的機會相互認識與瞭

解，這對人脈的增加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伍、結語 

因為居民具有共同的意識，社區為環境行動提供了良好的生根條件，不論是何種原

因，社區都因此成了環境行動發生的單位（徐震，1980）。一連串社區環境行動的過程，

除了可以達到解決社區問題的目標外，也會讓參與者個人、社區團體與整個社區一同成

長。對於參與者而言，行動過程更富教育意義，為投入者提供學習的機會，可視為教育

進行的良好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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