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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基金會的邀請而能前來參加此一有意義的座談。基金會一向關注臺

灣教育政策的發展與倡議，令人敬佩。 

個人關切我國終身教育的推展，看了今天座談要討論的題目，不無感慨。心

中在想，對國家發展這麼重要的工作，竟失落了 20年，這是何等的大事。所謂

失落 20 年，自然就是指它過去曾經被重視而積極的推展，但近 20 年來，它沈

寂了，影響深遠。依據基金會於本年 5 月進行的終身教育民意調查，對象為社

會各階層民眾 7487人，反映「終身教育是國家最有效的投資」者佔 79.6%，民

意的展現甚為清楚，如政府如未加重視，投資少，收益必少。 

20多年前，我國終身教育的推展曾掀起一番熱潮。在上個世紀末，我國政府

訂定 1998年為「終身學習年」，發布《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提出 8項開發國

家的教育願景，及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具體途徑及實施方案各 14項，全國上下

共同致力推展，並於 2002 年發布「終身學習法」，成為全球第 6 個訂頒「終身

學習法」的國家。各項方案陸續實施，引發全民關注，甚為鄰近國家或地區所

欽羨。韓國政府見到我國的積極推動，還提供經費補助其學者奇永花教授到我

國來實地考察 2 個月，這是當時的盛況，但其後政策更迭，終身教育的推展沈

寂了。 

檢視過去，何以會消失 20 年，追根究底主要是應為未為。政策施行最重要

的是「除舊佈新」。20年來，我們對終身教育的推展，是否做到了除舊佈新的工

作？ 

就「除舊」而言，例如剛提過我國為最早訂頒「終身學習法」國家之一，但

二十餘年來，並未因社會變遷適時修正，其中只有因廢除社會教育法及另訂社

區大學專法而作二次條文的修正（2014及 2018）。較之韓國，於 2000年訂頒「終

身教育法」後，經 2007年大修，至 2021年又歷經 16次修正。可見對現有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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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視修正，急待進行，始能為施政的依據；其次，目前我國在終身教育的實

務工作，主要是推展社區大學及高齡教育。社區大學在 1998年設立第一所至目

前的 88 所，而高齡教育主要係自 2008 年起，在各地區設置樂齡學習中心，現

達 367 所。20 年來，這兩種機制提供民眾的學習機會，貢獻良多，有目共睹。

但進一步加以檢視，就其硬體而言，二種機制均無自己獨立的場所，而是採取

「借用場地」的做法，亦無正式的人員編制。故有人認為是「路邊攤」、「無殼

蝸牛」、「空殼子」等，對民眾的學習成效影響頗巨。國際上，有關終身學習的

機構，先進國家類皆有實體的建築，如美國社區學院、歐洲民眾高等學校、日

本公民館、韓國終身教育振興院、終身學習館、地方學習中心，及大陸的社區

學院、老年大學等，均為獨立的機構；就軟體而言，包括其設立目的與原則、

分類、課程、教學、收費、教師專業培訓等，待改進之處尚多。如樂齡學習中

心，既由教育部補助經費運作，將之分為示範、優質、一般（新辦及續辦）等

三種類型。老人的學習活動，政府帶頭進行優劣分級，予以區別化、差異化、

等級化，對於同樣納稅給國家的人民而言，這符合公平、正義嗎？不知這樣的

做法，又係基於何種教育原理？ 

再就「佈新」而言，有關新政策、新措施的採行，在國際上 20 多年來，其

他先進國家推展終身教育有效的措施，包括學分銀行、學習帳戶制、國家資歷

架構、終身教育師專業人員設置、終身學習券的發放、磨課師（MOOCs）課程

的製作推廣、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的建構等，多未見進行。 

基於上述，我國終身教育的推展自廿一世紀後，與先進國家相較，已沈寂 20

年了。為國家的永續發展，宜急起直追。除舊佈新的工作，宜儘速進行。廿一

世紀是一個終身學習的世紀，期望政府能劍及履及，在政策上迅作因應，尤其

值茲我國正在新選總統之際，依據基金會前述民意調查，有半數以上（52%）民

眾反映候選人應將「推展終身教育」列為重要政見，期待我們未來的總統能正

視此一問題，以奠定國家永續發展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