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社區大學專業人才發展
需求現況及問題

發表人:張菀珍*   蔡秀美**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習暨高齡者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習暨高齡者教育研究所主任兼所長



研究背景與動機
 目前全國社區大學計達83 所，受到地方政府及社區民眾

的高度重視，帶動一股終身學習的風氣，為社區的文化產
業及社區意識注入一股新生的力量，儼然成為社區終身學
習的資訊平台。

 在政府多年評鑑社大的建議與輔導下，社區大學專業人才
面對社會變遷的永續發展現況還有哪些需求及發展？

 近五年來各縣市持續辦理的各項專業師資培訓，及全國社
區大學促進會所辦理的各項社區大學行政管理人員培訓及
工作坊、社大教師專業培訓及教學工作坊等活動，面對這
些促近社區大學行政、社區學習及教師教學專業培訓研究
與活動，是否仍有其他的需求與問題有待解決？



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

 研究目的：探討當前我國社區大學專業人才發展
需求、現況及問題

 研究問題：

 （一）社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能力需求、現況與
問題為何？

 （二）社區大學社區學習經營能力需求、現況與
問題為何？

 （三）社區大學講師專業能力需求、現況與問題
為何？



文獻探討

 一、社區大學的發展現況

 2002年政府頒布「終身學習法」

 2006年推動非正規課程認證

 2007年辦理各縣市政府辦理社區大學評鑑

 2009 年成立「社區學習研究發展中心」

 期望能夠推展終身學習的運動，實現公民社會的願景。



文獻探討

 二、社區大學的經營管理問題

 社區大學參與學員只及於少數社群問題

 社區大學缺乏第三部門的自主經營能力

 社區大學未來的發展與制度仍未清楚界定



文獻探討

 三、社區大學專業人力需求的相關研究

 （一）成人教育人員專業知能之相關研究

 1.對自身擔任成人教育工作者的知覺與特質的培
養；

 2.成人學習者及成人教育環境的瞭解，並進行資
源開發整合與應用的能力；

 3.成人教育方案發展所需之活動設計、情境設計、
市場分析、需求評估、方案評鑑及行銷規劃等能
力；



文獻探討

 三、社區大學專業人力需求的相關研究

 （一）成人教育人員專業知能之相關研究

 4.在成人教育過程中，能善用成人豐富的生活經
驗、配合社區信仰、習俗及價值文化、能運用學
習理論幫助學習者獲得批判思考能力、運用行銷
技巧推展成人教育活動、評估課程成效等知能；

 5.能將成人教育經驗進行知識的創新、傳播、累
積應用和評估，以進行成人教育人才培育及專業
培訓的經營管理能力。



文獻探討

 三、社區大學專業人力需求的相關研究

 （二）社區大學經營管理指標之相關研究

 從整體社區大學的組織管理、課程規劃、教學設
計、學員經營、社區關懷和社會參與進行檢視，
以促進社區大學全方位的健全發展；

 從社區大學行政人員的專業知識、技能、態度和
成長等相關能力進行關注；



文獻探討

 三、社區大學專業人力需求的相關研究

 （二）社區大學經營管理指標之相關研究

 從主管人員的經營管理角度而言，核心能力應聚
焦在：

 從社區大學的理念與特色出發，進行社區學習需
求、特色發展規劃設程與活動，建立合作夥伴聯
盟進行資源整合與對話機制，進行社大組織內部
願景共識的凝聚及與社區居民進行互動與交流，
以促進社區大學永續經營為目標。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以焦點座談方式，
邀請資深的社區大學的行政人員、教師及
研究社區大學的學者進行訪談，並依據所
得資料進行整理分析與歸納，以瞭解我國
社區大學專業人才發展需求之現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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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男）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 2013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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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男）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3年7月10日

G（女）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北辦主任 2013年7月10日

H（男） 台北市松山社大、新北市三鶯社大講師 2013年7月10日

I（男） 台北市松山社大講師 2013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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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焦點座談對象基本資料表

一、研究對象



二、研究工具
 焦點座談題綱
 （一）社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能力需求與問題

 1.社區大學行政管理人員在面對「教改運動團體」和「成
人教育機構」的角色之間，是如何定位的？在溝通、協力
與共識凝聚上，如何做有效的運作？面對哪些困境？

 2.社大行政管理人員在規劃社大課程、準備評鑑工作、準
備申請各項專案計畫和補助企劃時，如何做有效的規畫與
運作？面對哪些困境？

 3.在面對社區發展願景的定位及發展需求時，如何作行政
策略的規劃？如何做資源的整合？面對哪些困境？

 4.社大專職工作人員需要哪些培訓？採用何種型態進行培
訓最適當？



二、研究工具
 焦點座談題綱
 （二）社大社區學習經營能力需求與問題

 1.社大社區學習經營人員，在各項資源整合時遇到哪些困
境？

 2.在發掘社區議題、社區公民素養培育、推動「社區公共
論壇」及課程公共化時，是如何定位與策劃？如何推動？
面對哪些困境？

 3.在和社區公、私部門、非營利組織、社區意見領袖及宗
教團體負責人互動時，是如何建立合作社群的？如何共同
策劃合作方案？如何推動？面對哪些困境？

 4.如果要強化「社區人才培訓」及「社大社區學習經營能
力」需要哪些培訓？採用何種型態進行培訓最適當？



二、研究工具

 焦點座談題綱
 （三）社大講師專業能力需求與問題

 1.社大講師在個人專業、學員需求因應、社大行政配合與
社區議題融入上，是如何調整與應用的？遇到哪些困境？

 2.如何將課程與與發展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能力結合？應
具備哪些素養？

 3.對於當前社大辦理的「師資培訓」課程、教學工作坊和
相關講師活動有甚麼感想和建議？

 4.社大講師需要哪些進一步的培訓？採用何種型態進行培
訓最適當？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社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能力需求、現
況與問題之分析與討論

 （一）社區大學的角色定位除了考量自我定位外，
還受到縣市管理承辦社大業務人員對社大的想像
與定位的影響，部分辦學的理念也因評鑑而無法
完全發揮

 （二）解決社大與縣府業管人員問題的最佳辦法，
就是邀請其共同參與社大業務推展，並建立良好
的合作夥伴關係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社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能力需求、現
況與問題之分析與討論

 （三）評鑑指標過於結構化會不利於社大的理想
性與發展性，應給予適當的自由發展空間，讓社
大有機會將他們想做和已經做的呈現出來，政府
再給予指導和建議

 （四）社區大學未來應警覺到財務上獨立自主的
重要性，從社會企業的角度經營發展，才能開展
非營利組織的主張及理念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二、社區大學社區學習經營能力需求、現
況與問題之分析與討論

 （一）有些社區大學參與地方公共議題容易和地
方利益、主事機構和公務機構起衝突。

 （二）社區大學新進行政人員由於理念、工作期
望、薪資和力行業務負擔等因素，往往沒有多餘
的心力提出創新的社區經營和學習的想法和做法。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二、社區大學社區學習經營能力需求、現
況與問題之分析與討論

 （三）社區關係網絡的經營其實都是靠社大工作
人員長時間投入，和教師、學生、社區居民及組
織進行互動，形成一種朋友間「博暖」的情誼，
從而形成多元、穩定的在地網絡，才能形成對社
區公共事務發展的共識與協力關係。

 （四）培養社區基礎幹部的課程計畫一定要積極
的爭取，這樣才能將社大辦學及實踐公民社會的
理念深植在社區，奠定良好的人力資源基礎。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二、社區大學社區學習經營能力需求、現
況與問題之分析與討論

 （五）社區議題的關注是由行政人員發起，將老
師和課程審查委員邀請近來討論，確定雛形後，
再往外擴散至縣府科長及社運團體亦起討論擬訂
題目。

 （六）課程公共化的目的是要破除大家對藝生活
能課程的迷思，由行政人員和老師一起尋找、討
論社區議題，經由行動引導出學員的公共關懷並
在生活中實踐。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二、社區大學社區學習經營能力需求、現
況與問題之分析與討論

 （七）公民素養週主要在培養社區居民相互尊重、
民主和對話的素養，社區大學就是重要的推手，
透過社區活動、教學或學校的教學，鼓勵社區居
民就社區議題與政府對話，經由公共論壇學習民
主的意見表達與對公共事務的關懷。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三、社區大學講師專業能力需求、現況與
問題之分析與討論

 （一）學員兩極化和學習背景差異極大，是教學
時需要克服的兩大困難問題。

 （二）社大教師在成人教育培訓課程之外，需要
的是一個長期的支持系統協助她們進行課程公共
化。

 （三）當前師資培訓的問題在於講師授課理論內
容和社大教學實務存在差距，未能完全符應社大
教學的需求，及強制社大講師參與培訓的做法引
起部分反彈等現象。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三、社區大學講師專業能力需求、現況與
問題之分析與討論

 （四）未來進行社大講師培訓，學者需要深入瞭
解社大的教學情境和需求，運用實際問題的對話
方式進行培訓。

 （五）提升社大教師專業培訓應從協助社大講師
進行教學研發、成立自主學習團體及協助學生進
行知識轉化與應用等三方面著手。

 （六）師資培力可向數位化發展以突破地域性的
限制。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社區大學的發展理念與願景常常受到縣市
政府業務管理人員的影響，社大評鑑與政府經費
補助的機制有可能導致社大同質化發展的危機。

 （二）社區大學的本質為非營利組織，在經費上
卻缺乏自主經營的能力。

 （三）社區大學參與地方公共議題容易因為彼此
的立場不同，缺乏雙向的溝通而和地方利益、主
事機構和公務機構起衝突。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四）社區大學新進行政人員忙於例行業務負擔
等因素，往往沒有多餘的心力提出創新的社區經
營和學習的想法和做法。

 （五）由於社大學員的學習背景差異極大，在教
學時往往造成教師的困擾，並需建立一個長期的
支持系統，協助教師進行課程公共化。

 （六）當前社區大學師資培訓的問題在於講師授
課理論內容和社大教學實務存在差距，及強制社
大講師參與培訓的做法容易引起部分教師的反彈。



結論與建議

 二、建議

 （一）社大應與縣市政府成為合作夥伴，經由辦
學理念的溝通與討論而共同推動社大理念的的實
踐。

 （二）社區大學應發揮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能
力，從社會企業發展以尋求經費自主，才能紫主
實現公民社會與知識解放的理念，不再受制於經
費的困境。

 （三）未來的社大評鑑應採取開放的方式，經由
評鑑單位與社大間的對話與溝通，瞭解尊重社大
的發展規劃並據以給出指導。



結論與建議

 二、建議
 （四）社區大學在發掘並關注社區議題的發展過程中，
除了由行政人員發起對社區議題的關注，邀集教師和
課程審查委員進行討論外，應邀請縣府科長及社運團
體一起討論擬訂題目，並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公共論壇，
就社區議題與政府對話，學習民主的意見表達與對公
共事務的關懷，以建立良好的互動溝通管道，避免衝
突對立的發生。

 （五）社大的工作人員需要長時間和教師、學生、社
區居民及組織進行互動，建立情誼，從而形成多元、
穩定的在地網絡，才能形成對社區公共事務發展的共
識與協力關係。



結論與建議
 二、建議
 （六）積極培訓社區基礎幹部人才，並藉由課程公共
化及公民論壇的推動，培養及建構社大人員社區學習
經營的能力。

 （七）進行社區大學講師專業培訓前，需要深入瞭解
社大的教學情境和需求，運用實際問題的對話進行培
訓，由社大提供支持系統，協助社大講師成立自主學
習團，激勵其共同進行教學研發及促進學生進行知識
轉化。

 （八）將社大的優質課程實務教學，進行數位化處理，
以方便提供更多社大教師做為學習和參考之用。



感謝您的聆聽

敬請建議與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