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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序

古有明訓：「教育，國之本也」，教育興，國家強，其理至明。

教育要興，主在政策的研定與執行，本基金會宗旨即在關心國家教育

政策的策定與實施，期引導國家永續進步與發展。二十一世紀是一個

終身學習的世紀，早在 199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就提

出終身學習是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一把鑰匙。世界高度發展國家莫

不重視終身學習的推展，採取各種有效的策略，以促進社會進步與國

家發展。我國終身教育在上世紀末曾有一番推展熱潮，後因政策更迭

而消退沈寂，相當可惜。有鑑於此，本基金會乃以「我國推展終身學

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為 2023年本會教育政策研究議題，期以研究所得，

推動有助於社會改造創新，促進國家永續發展。

本項政策研究主題，經委請黃富順教授邀請楊國德、吳明烈、林

麗惠、林雅音及李孟穎等諸位專家人士組成研究小組，採取文件分析、

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及德懷術等方法，歷經一年的努力，而提出我國

終身學習願景為「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並提出具體

目標、有效行動策略、落實的配套措施、及落實行動策略待克服的困

難與問題。研究報告經送請學驗豐富之學者楊國賜、蔡培村兩位教授

審評，咸認引證充足，內容完整，方法嚴謹，結論具體可行。昆輝在

此特別感謝研究團隊這一年的努力與付出，及外審專家學者的卓見。

此項研究結論，既經國內著有聲譽的學者評析具體可行，本基金

會期望政府相關部門能加以參酌採行，以引導社會安和樂利，開創國

家富強康樂，永續發展新局，並祈各界教育先進能共同關注此一議題，

再創我國終身教育推展高峰，實為國家之福。

為加深此一議題的探討，本基金會特於本年 12 月 9 日舉辦「推展

i



終身教育．建構學習社會：臺灣永續發展的挑戰與對策」研討會，並

將本研究報告付印，提供與會人士研討參考。此項研討會特邀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學習型城市專家顧問委員主席、韓國傑出終身教育學者崔

云實講座教授專題演講，並邀國內相關教育行政決策者、重量級企業

界先進、學驗豐富學者專家及社會關心此一議題人士等共聚一堂，共

同研議，期待再造推展高峯。

在此，特別要感謝林陳海董事長的盛意慷慨捐助，本基金會始能

為臺灣教育發展倡議獻策，謹此併謝。

謹識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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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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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面對全球科技的快速發展、社會變遷劇烈、知識生產爆炸、知

識快速過時，人類要適應社會現象的驟變，唯有不斷的學習，才能

生存與發展。早在上世紀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ne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1996）就

提出學習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一把鑰匙，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終身學習

的世紀。人類走入二十一世紀後，世界發生遽烈的改變，人類面臨極

大的挑戰，包括疫情肆虐、氣候變遷、科技高度發展、人口老化等。

這些問題都威脅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人類經歷了二十一世紀的前 20 年

的變化，也真正體驗到學習是應付改變的不二法門。因此，世界高度

發展國家，莫不重視學習的推展，積極倡議終身學習，政府透過制定

相關政策，引導全民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確為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不

可或缺的要素。

我國在終身學習活動的推展，雖較先進國家起步較晚，但在上世

紀末，也開始吹起號角，由政府引導倡議，終身學習口號快速逐漸普

及社會。1998 年，教育部正式確定該年為「終身學習年」，並發布「邁

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提出建構學習社會的八項目標及十四項具體途

徑及十四項方案，掀起一陣熱潮。然其後，由於政策更迭，終身學習

在社會中的宣導與實踐逐漸消退，只有零星的、個別的活動進行，未

能形成國家整體而全面的行動，無法引導國家的進步與發展。有鑑於

此，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本年度特別策定以

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與行動策略的規劃，作為基金會 112 年度的政策

研究議題，期待以此專題研究所得，提供政府行政部門參酌採行，帶

動國家的整體進步與發展，引發社會的改造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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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基於上述背景，具體而言，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如下：

壹、國際重要組織及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推展相當重視

終身學習的事實與觀念自古有之，但一直欠缺系統化理論的建

構與實施架構的有效機制。終身學習的理念至二十世紀初，在歐洲再

度獲得重視，在若干重要學者及國際組織的提倡，逐漸系統化，形

成理論，成為二十世紀教育最具影響力的思潮。1970 年代，由於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倡議，繼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等積極帶動之下，逐漸受到重視。

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學會生存：今日及明日的教育》

（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 的 Faure
報告書（Faure Report），指出要以終身學習理念做為各國制定教育政

策的指導思想（Faure et al., 1972）。歐盟更在 1995 年發表《教與學：

邁向學習社會》（Teaching and Learning: Towards the Learning Society）
的政策白皮書，並訂 1996 年為「歐洲終身學習年」。1996 年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更提出學習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一把鑰匙。在

這些國際組織的倡議推動下，主要國家紛紛響應，將終身學習納入政

府重要的教育政策。如美國於 1976 年訂定終身學習法，歐盟將 1996
年訂為「終身學習年」，日本於 1990 年研訂「終身學習振興法」公布

施行，韓國也於 2000 年公布「終身教育法」，付諸實施。自此，世界

主要的國家己紛紛將終身學習列為二十一世紀國家重要的教育政策，

以立法、宣言、計畫等方式，加以落實。人類在二十一世紀進入了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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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學習的世紀，殆無疑義。經二十一世紀近 20 年的發展，也證實終身

學習確為國家進步與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貳、我國當前終身學習政策欠缺宏觀整體的規劃

我國在上世紀重要國際組織和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倡議及政策推

動後，也曾在二十世紀末急起直追。1998 年教育部將該年定為「終身

學習年」，並發表《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提出八項目標及十四具

體途徑及方案，更於 2002 年制定「終身學習法」公布施行，一時蔚為

風潮。但其後逐漸沈寂，在終身學習的推動及實踐上，只有零星、個

別的進行，迄未有宏觀整體的規劃與推動。2021 年教育部雖又制定了

《學習社會白皮書》和研訂「終身學習中程發展計畫」，但多為新瓶

舊酒，未見宏觀的規劃及創新突破的做法。因此，檢視我國近年來在

終身學習的推動，欠缺全民、全面、整體、宏觀的規劃，未有強力推

展的政策施行。基於國家的永續發展，亟需進行終身學習願景的宏觀

規劃，及有效行動策略的研究，以應國家發展的需要。

參、我國亟須進行規劃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以

應全球變局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終身學習在重要國際組織倡議下，主要國

家加以響應並研定政策而加以落實，已成為國際的重要潮流與趨勢。

檢視我國社會在二十世紀末期，也確有直追的火花，但有如曇花一現，

沈寂至今。面臨嚴重的瓶頸，處境艱辛，究其原因，未能提出明確宏

觀的願景，以建立國人的共識，未有具體明確創新的行動策略，以引

領社會發展，未有足夠充實的資源予以落實，故難以回應國內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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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及產業研發創新之需求。

基於上述，終身學習推動願景與行動策略的研擬，乃為當前政府

相關權責單位宜積極作為的重要事項。本基金會基於民間對國家終身

學習推展的關切，深覺此項工作的重要，願以民間智庫角度，提供助

力，特決定於 2023 年進行「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

究」，以發揮民間智庫之功能，提出建言，而為國家發展之參酌與採

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和動機，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檢視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實施。

二、分析國際重要組織及主要國家對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

略的作法。

三、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及其重要內涵。

四、規劃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行動策略。

五、提出落實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配套措施與問

題。

貳、待答問題

依據前述目的，針對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規劃、

議題與內容，本研究相關的待答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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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實施

1.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實施的優點、困境與問題為何？

2.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困境與問題，其解決之道及因應方向為何？

二、國外重要組織與國家對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做法

1. 國際重要組織與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願景的規劃為何？

2. 國際重要組織與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行動策略足供借鏡的做法

為何？

三、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及其重要內涵

1. 研訂終身學習願景的原則為何？

2. 終身學習願景的重要內涵為何？

四、規劃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行動策略

1.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有效的行動策略為何？

2. 推展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實施期程為何？

五、落實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建議

1. 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配套措施為何？

2. 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困難或問題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涉及的重要詞彙有二個，即「終身學習願景」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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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茲將其意義分別說明如下：

壹、終身學習願景

此一名詞主要由「終身學習」及「願景」二詞所組成。所謂「終

身學習」，係指學習活動貫穿個人的一生，學習是一種終身的歷程，

它包括個人一生中所進行的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活動。所謂

「願景」，係指所嚮往或追求的，即最後期望達到與實現的境界或遠景。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謂的「終身學習願景」，係指國家或政府研

定推展全民終身學習的前景。

貳、行動策略

此一名詞係由「行動」與「策略」兩詞集合而成。所謂「行動」，

係指達到目的而進行的活動；所謂「策略」，係指為達成目的所研擬

的行動方式。綜合而言，本研究所謂「行動策略」，係指為達成推展

終身學習之目的所擬定的行動方案與手段。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文件探討、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及德

懷術等方式進行，茲將本研究的範圍及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壹、研究範圍

以下就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內容等三方面說明本研究的研

究範圍。



第一章  緒論

7

一、以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在實證研究方面，採取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及德懷術等三

種方式進行。訪談對象之選取，為我國終身學習有研究及具重要影響

力之專家學者、對終身學習推展具豐富行政決策經驗、以及在終身學

機構擔任高階首長者；在焦點團體座談部分，其對象之選取，則包括

終身學習的專家學者、地方政府終身教育主管及終身學習機構與組織

之負責人等；在德懷術部分，其對象之選取，則以對終身學習推展有

研究、了解及執行經驗之專家學者、行政主管及機構組織之負責人等。

二、以研究方法而言

研究採用文件分析、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及德懷術等進行。文件

分析，以分析國際重要組織（UNESCO、OECD、EU）對終身學習的

倡議，及主要國家（美、英、法、德、日、韓、大陸）終身學習推展

的經驗為主；在訪談部分，則以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訪談方式蒐集

資料；在焦點團體座談的部分，則以提供焦點座談大綱進行；在德懷

術的部分，則以二次德懷術問卷調查方式進行。

三、以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之內容，主要包括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及行動策略二部分。

在願景的部分，包括三項，即願景的研訂原則、願景及願景的內涵（具

體目標）；在行動策略部分，亦包括三項，即行動策略的項目、行動

策略落實的配套措施及行動策略實行上的問題。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及人力、物力等資源及其他客觀條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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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上的限制如下：

一、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採用三種實證性的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在訪談及焦點團

體座談之前，均先提供本研究小組進行國際重要組織及主要國家在終

身學習的倡議及實施經驗探討的歸納，以供參考，惟鑑於有關推展終

身學習之願景與行動策略，涉及較專業的認識，並非臨場在短時間訪

談、座談及調查問卷對象能完全了解，故其對題綱內容恐有未能完全

掌握之情形，從而可能影響其回應的意願及意見的提出，此為研究方

法上的限制。

二、研究內容的限制

本研究重點在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及行動策略。在行動策

略方面，只提出策略項目，雖有提出實施上的建議，僅止於大方向上

的做法，未來在實際推行上，可能仍需進一步的計畫，包括執行期程、

步驟、要領及經費配置等，此亦為本研究內容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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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推展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的必要性與

可能性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終身學習的世紀，終身學習將貫穿於個人的一

生，成為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再從國家的角度而言，推展終身學習，

建構學習社會，也是國家進步發展的原動力，是國家施政的南針。因

此，就個人及國家層面而言，均有必要進行或推展終身學習。為使社

會人士能進一步了解個人為何要進行終身學習？個人是否有可能進行

終身學習？以及國家為何要推展終身學習，建構學習社會？以增進對

終身學習的認識與了解，而有利於推展活動的進行。本章特就這些基

本理念進行探究，本章計分為四節，包括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必要性、

國家推展終身學習的效益、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可能性、學習社會的

意義及特徵、及學習社會建構的必要性與途徑等，茲分別探討如下。

第一節　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必要性

每個人生存在社會之中，必定受到自然或人為的阻力與助力，度

過了持續成長與發展，未度過則被淘汰而消失。所以，個人及所在的

團體組織，隨時隨地都有新的機會與挑戰，端看當事者如何面對及處

理。談論起來雖然可以很複雜，但實際上就是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

過程，也可以說就是學習的過程。因此，先輩們傳承及告誡我們：活

到老，學到老，以及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用現代的語言就是我們必

須終身學習。

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中間的過程就是人的一生，有的長有的短，

有人沒沒無聞有人飛黃騰達，有時燦爛奪目有時灰飛煙滅。不管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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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個人自有其一生的旅程，都有其自我抉擇的機會，學習及發展自

己所經歷的人生。這當中一項重要的關鍵因素，就是終身學習的機會

與運用，直接影響個人生存、生活與生涯發展，間接也影響整體社會

的進展。

基本上，個人必須終身學習可說有來自內在與外在的因素，其中

外在因素主要為應付環境改變，如因應知識爆炸、知識快速過時、順

應科技發展、提升工作知能、社會變遷需要等；而內在因素則為擴增

新知、提升薪資、提高就業機會、培養興趣嗜好、培育第二專長、充

實生活知能及自我實現等。以下就此分為外在因素、內在因素來說明

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必要性如次：

壹、外在因素

首先，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必要性，乃來自外在環境的改變。現

在常流行的話，變是唯一不變的道理。為了因應知識爆炸、知識快速

過時、順應科技發展、提升工作知能、社會變遷需要，個人必須持續

不斷地終身學習。

一、因應知識爆炸

人類知識是累積而來，經由先輩們努力探究及保存，透過文字、

圖像及各種媒介，傳承給下一代，長久以來累積越來越多。這種增長

速度初期相當緩慢，從歷史的發展看來受限於產出的數量及傳遞的範

圍，所以數量少、範圍小、傳播慢，是加法的累進方式。但越到後期

及現代社會，產出的數量、更新的速度則以乘法的等比級數擴增，尤

其是電腦科技的興起及運用，造成信息爆炸的現象，不管是真或假資

訊，充斥在社會各種媒介，真的是目不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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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類知識隨著生活各層面的改變，正以加速度的現象不斷

倍增，特別在不同文化與語言的加乘作用下，產生訊息萬變的情形，

為跟上時代及社會的進展，必須接觸、認識、理解及辨明上述的資訊

與知識，也就要持續終身學習。過去如此，現在這樣，未來也是必然

的。除非要與世隔絕，或是不顧生活的需要，否則面對知識爆炸的時

代，不進行終身學習，面對的困難將與日俱增。

二、知識快速過時

前面所提知識增加甚多，不少是為了面對不同的需要及處境，所

以有些知識會快速過時。特別是不斷被取代的應用設計與產品，因而

促成大家不斷推陳出新，很多知識產物就被淘汰了。為說明此種現象，

科學界提出知識半衰期的概念，尤其是越尖端的技術知識，快速過時

的情況越明顯，例如資訊科技、醫療技術，每 5 到 7 年就把原有的知

識內涵翻新一半，大家看電腦軟體、手機應用內容常常在換代及推出

新版本，可見一斑。

所以，當知識快速過時，如果不跟上腳步，連操作或使用都產生

困難，不學習絕對不行。加上生活之所需，隨著時代演變，更多樣式

更多內容，都必須適應及配合，即使不斷學習都學不了，可見個人不

得不進行終身學習了。

三、順應科技發展

人類從工業革命之後，科技創新發展無日無之，不論個人或社會

國家，進行全面的競爭局面。有的先開發，有的慢開發，先進的個人

及社會，獲得良好的發展與效益，落後的個人及社會，未能享有其成

果，還身受落後的摧殘及迫害。況且時代的巨輪不會停歇，工業及科

技不斷往前飛越進步，從 1.0，2.0，迄今已到 4.0 以上。科技競爭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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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當無情的，用在生活的各層面，有的深深影響民生，有的用於國

防戰場，對生活、生命的焦慮與威脅是長遠的。

因此，每個人及社會無法自外於當前科技的發展。例如人工智慧

的發展，不再是人與人的競爭，已經逐步成為人與機器人的競爭，牽

涉到人類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若能透過大家終身學習，發揮正能量

及善用人工智慧，那麼機器人為我們所用，造福整體社會。否則，誤

用或不知人工智慧的危機，將使大家為機器人所害及奴役。由此看來，

人人終身學習的必要性至為迫切。

四、提升工作知能

我們的社會從早期的農業社會，進展到工業社會及服務業的現代

社會，有時區分為 1.2.3 級產業，其實現在更綜合為 1*2*3 的 6 級產業

型態。也就是說，各種新型的複合型產業不斷興起，農業不僅僅是農

業，可以是觀光農產園區，有農工觀光整合的新興產業及工作樣態。

所以，工作所需知能不是過去父傳子或師徒制能夠應付的，必須是學

習更久、吸收更多知識與能力的複合型人才。也不是透過學校、培訓

機構能夠一次養成的教育或訓練，必須是不斷在職進修、接受回流教

育的學習模式，以產、官、學、研各領域合作培訓完成的全能型工作

知能。

人的一生工作時間越來越長，面對的挑戰與機會越來越多，必須

不斷學習才能應付。除了正規教育向下到幼兒園階段，向上延續到高

等教育的研究所階段，仍不足以對付職場的需求與變遷。唯有善用終

身學習，加入非正規的進修、研習、研討，以及非正式的自修、經驗

學習方能不斷提升工作知能，順利達成工作任務。

五、社會變遷需要



第二章  推展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13

我們身處的社會生活環境，不是單純的求學、工作、家庭範圍，

還擴及到社會、國家、文化，乃至於地球環境，都是與我們息息相關。

就以氣候變遷而言，跟我們每個人都有密切關係，也攸關我們未來世

代的發展。珍惜及愛護地球的環境，累積我們的每一份努力成果，都

是重要的關鍵一大步。凡此種種的社會變遷，不僅不能置身事外，更

要勇於投入心力去探詢、了解及參與，不能等到明天過後，就要後悔

莫及了。

的確，新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危機重重，除了生態氣候危機是全

球性的，在這個地球村時代，金融危機、新冠疫情、俄烏戰爭都是全

球深受影響的。即使是詐騙案件、少子化問題、高齡社會困境也與每

個人的生活相關聯，值得我們關切。所以，個人脫離不了社會，社會

的變遷持續進行中，應變之道就在學習，為了社會變遷的需要，個人

進行終身學習是絕對必要的方法與策略。

貳、內在因素

其次，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必要性，也來自個人內發的動機與需

求。大致包括擴增新知、提升薪資、提高就業機會、培養興趣嗜好、

培育第二專長、充實生活知能及自我實現等。唯有不斷終身學習，個

人才能獲致生活與工作的滿足與幸福感。

一、擴增新知或充實生活知能

人從出生之後，對生活環境充滿好奇心，也為了生存下去與滿足

生理需求，就有本能性的探索行為，加上嘗試錯誤地摸索經驗，經由

不斷反饋修正建立起個人的學習方式。所以，從小開始我們就會不斷

接受外在的刺激，而產生反應行為，形成心理學所謂的學習行為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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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終身學習的基礎奠定於家庭教養環境，有良好的家庭學習環境，

自小就沉浸於各種文化刺激，對新奇事物保持長久的互動與反應，學

習行為得以持續發展。之後隨著接觸範圍的擴展，進入學校及社會又

激發出更多的需求，使得內心不斷渴望要擴增新知及充實生活的知能。

由此可見，我們天生就有學習的基因，這是生存所必須的，展現

在我們的好奇心及探索行為，只要不受到過度的制止及限制，應該都

有潛能持續行動，對新知識、新事物充滿好奇心及探索能量，不斷充

實生活上各方面的知能。由此持續擴充知能，形成良性循環，社會上

很多某方面的達人或專家，都是這類的代表。反之，若是環境缺乏刺

激或受限太多，形成文化或學習不利對象，對終身學習的觀念及態度

就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從家庭、學校到社會都有義務及責

任提供滿足擴展新知的機會，那麼個人自然會從小到老加入終身學習

的行列及行動。

二、提升薪資或培育第二專長

與個人發展最關鍵的就是生活與生涯，前面說明了生活層面，這

裡要強調生涯的發展需求。我們人生有大半時間是工作時期，如何找

到好的工作、持續的升遷發展，就是要有好的報酬。現在不論是就業

或創業，都希望成功有發展，也都期待收入或待遇符合預期並能有所

提升。因此，那麼多上班族願意參加各種研習、研討、進修學習活動，

不少就是基於要提升薪資或培育第二專長。特別是現在流行斜槓人生，

更激發這些人參與學習的動能，形成一股學習文化與風潮。

具體來說，屬於心理及精神層面的滿足，是上面擴展新知所帶來

的收穫。而這裡所說的提升薪資或培育第二專長，是兼及物質層面很

現實的滿足感，對很多人是極具吸引力的，除了連結有努力就有收穫

的法則，也鼓舞大家為將來多加準備的心法與態度。所以說，雇主要



第二章  推展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15

吸引或留下更好的人才，就是鼓勵員工從學習來提升薪資及發展新專

長，對個人及團體都有最大的回報率。長此以往，終身學習就成為每

個人內化的動能，持續在生涯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之中。

三、提高就業機會

由於社會各行各業變動甚劇烈，連日本都無法延續終生僱用制的

傳統。尤有甚者，很多企業潮起潮落，能經營 10年以上的都是少數了。

也就是說，不是就業者不想做，而是雇主做不下去。所以，現代的上

班族一定要有的觀念，不是你要不要好好的工作，而是你現在的工作

未來性如何？要怎樣不會被淘汰，以及增加什麼專長能力，才可以轉

型及提高就業機會。

面對現代社會的就業困境，相信當前的受雇者都心有戚戚焉，也

必須不斷惕勵自己，尋求因應策略。正如所謂：成功是屬於有充分準

備者的，願意終身學習及實際參與學習的人，會比別人早一步認知行

業的興衰，看到工作的改變樣態，提早準備而提高就業機會。否則就

要失業，因為社會變遷必定越來越快速，個人在一生中會不斷地轉換

工作。依據研究指出個人一生轉換工作的次數約為 8至 10次（黃富順，

2000）。

四、培養興趣嗜好

接著要提到，人們除了工作時間外，還有一大部分的閒暇時間，

特別是兒童時期及第三年齡階段，很有利於培養興趣嗜好。也因著這

樣的情勢，越來越多人願意投入時間及資源，參與各種各類學習，培

養個人的興趣與嗜好，發展為專長能力者更成為工作的樣態及增加收

入的來源，可以說有多方面的機會與滿足。這種完全從個人動機出現

的學習，是可以長期發展的自主學習活動，對終身學習的持續進行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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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甚大，值得加以注意及推展。

實際上，現在是一個重視休閒娛樂的時代，學習的範圍很廣，要

讓全民參與終身學習，必須配合個人的意願及需求，培養興趣及嗜好

正是這樣的切入點，也是帶領每個人加入終身學習的起跑點。由此觀

之，基於培養個人興趣及嗜好，不論是提供學習活動、展演機會，到

形成自主學習團體，或透過競賽及表揚，都是促進全民一起終身學習

的有效策略。

五、不斷超越或自我實現

從需求層次論來說，我們有生理、心理需求，一直到最高的超越

及自我實現需求。的確，支持很多人的學習動能，最後的關鍵就在每

個人的理想，想成為怎樣的自己。正如孔子所自述的人生階段，從十

有五歲志於學，到七十歲不知老之將至，展現出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現在更多的是，百歲的人瑞仍不忘參與終身學習，實現樂活人生。若

要問：他們為何而學？就在進行超越及自我實現。

所以，終身學習自始至終都與個人發展息息相關，你想成為怎樣

的人，在人生不同階段都有其任務需求，反求諸己、回到初衷，不斷

回饋、修正、進展，最後必能因終身學習而達到超越及自我實現。由

此看來，社會變遷時距大為縮短，專業知識快速過時，以及個人追求

新知的強烈需求等因素，終身學習是生存與否的關鍵，對生活品質的

提升、生涯發展的促進、生命意義的圓滿都是重要的，難怪大家在說：

二十一世紀被認為是一個終身學習的世紀。

參、小結

由此可見，個人進行終身學習，有外在刺激的因素，大抵來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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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的改變，也有內在引發的因素，主要在滿足個人心理需求與自

我實現。在這一個遽變的時代，人類在二十一世紀中，面對著各種改

變，伴隨我們的是終身學習持續不斷，以期社會創新發展永續不已。

綜合來說，過去的教育與學習侷限在人生前段，必須徹底加以改

變，學習要延續至個人一生，與生命相始終。不論應付外在環境變遷，

還是滿足個人內在需求，我們在任何階段均要不斷地進行學習活動，

學習活動貫穿一生，沒有完成的一天，是終身的歷程。

也就是說，在時間上，學習活動貫穿於一生，沒有完成的一天。

在空間上，終身學習的場所處處存在。在形式上，包括了正規、非正

規與非正式等各類型的學習。而在結果上，就能適應環境及創新發展

潛能，達成自我的實現。

所以，終身學習已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生存的要素，也是二十一

世紀人類生活的方式。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終身學習的時代也宣

告正式來臨，無論組織或企業，不進行學習，必將落伍，而走入被淘

汰的命運。個人要生存於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也要終身學習，才能適

應與發展，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從而促成社會發展與進步，也正

是個人潛能發展與自我實現的關鍵因素（黃富順，2016）。

第二節　國家推展終身學習的效益

推展或進行終身學習的效益，展現在個人及國家層面。在個人層

面上，有內外向的效益存在。外在效益，包括可以因應環境的挑戰，

如知識爆炸、知識快速過時、環境變遷、工作型態改變等；在內在效

益上，如可以擴展新知、應付工作改變、追求薪資成長、充實生活知

能、培養興趣嗜好、建立第二專長及實現自我、追求人生的意義等。

在國家層面上，推展終身學習也為國家的進步與發展帶來莫大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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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促進經濟發展、科技創新、達成社會融合及永續發展等，這些層面

的追求與目標的達成，決定了國家生存發展的關鍵。本節從國家層面

探究推展終身學習所帶來的效益，分述如下。

壹、帶動科技創新與發展

科技創新是國家發展的動力，也是國家進步的關鍵要素。科技創

新發展，會導致國家在各層面的進步，提升國力，無庸置疑，它是國

家經濟力與國防力的火車頭，是生存發展之本。然則科技創新與發展，

如何而來？當然是來自教育與學習。教育與學習是直接促成科技創新

發展的原動力。

科技的創新發展，包括社交媒體、3D 打印、自動駕駛、基因編排，

以及新興科技的「ABCD」，即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

塊鏈（Block Chain）、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及數據分析（Data 
Analysis）等，亦出現飛躍的發展，連「平行時空」一詞，亦因延展實

境（Extended Reality, XR）及元宇宙（Metaverse）的出現而賦予新的

意義。科技進步為各行各業帶來了變革，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從

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科技是人類進步的根本要素，它包括科學與技能，兩者難於劃分。

為協助各國技能的推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就於 2012 年發布《更

好的技能、工作、生活：技能政策的戰略》（Better Skills, Better Jobs, 
Better Lives: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Skills Policies）報告書，指出要發

展技能，國家要全面開展技能培訓與人才培育。2019 年，OECD 復提

出《技能戰略》（Skills Strategy 2019: Skills to Shape a Better Future）
報告書，提出強化技能策略的三大面向，包括：（1）在個人一生中要

發展相應技能，這是終生的過程，學習模式要由學校教育轉為終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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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2）要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效利用技能，以獲取經濟及社會效益；

（3）要加強技能體系的整合與資源配置，以建立人力資本。在《技能

戰略》中，也提出在學校教育之後的學習，是提供工作與生活重要技

能的關鍵期（高純蓁，2019）。

由此可知，科技的創新與發展，是終身學習的結果。個人在早期

學校教育中要奠定基礎技能、認知技能、和社交與情感技能，以應工

作和生活的變化，應對未來的挑戰。在學校教育後的學習，則是技能

發展的關鍵時期。故終身學習的推展，可以直接帶動科技的創新與發

展，是國家贏得未來的關鍵所在。

貳、促進經濟的發展

由於壽命的延長、出生率的降低，以及勞動人口的高齡化，使

得正規教育在更新技術和能力增長上的作用與價值，大為降低，造成

終身學習的重要性日益增長，成為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尤

其是在終身學習中的各種職業上的培訓，更是帶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力

量。員工的能力因培訓而導致技術升級，學會使用新設備和新技術，

而展現更佳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故人力資本是確保經濟增長的直接與關鍵要素。

人力資本理論指出教育或學習都不是終極用途的產品，而是發揮

生產價值的媒介。教育與學習至少從三方面影響經濟的成長：（1）
教育與學習增加勞動力，提高人力資本，因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得到

更高的產出水平；（2）教育與學習可以提高經濟的創新潛力；（3）
經由教育與學習，提高了處理新資訊及應用他人開發的新技術所需

的知識，從而再次促進經濟增長（Hanushek & Wößmann, 2007）。

Desjardins（2015）曾分析 25 至 64 歲的民眾參與教育培訓與 GDP 的

提高有關。OECD 也發現歐盟成員國中，兩者的關係呈線性相關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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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穩定，相關係數達到 0.7 及 0.8（Korshunov & Gaponova, 2017）（如

圖 2-2-1）。其他不少的實證性研究，也都支持終身學習的推展，有助

於經濟的發展。凡是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其終身學習的推展均甚具

成效。因此，終身學習的推展，可以直接促進經濟的發展，經由實證

性的研究結果，已獲得支持。準此，國家推展終身學習，可以促進經

濟的發展，應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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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ushek & Wößmann, 2007）。Desjardins（2015）曾分析 25 至 64 歲的民

眾參與教育培訓與 GDP 的提高有關。OECD 也發現歐盟成員國中，兩者的

關係呈線性相關且相當穩定，相關係數達到 0.7 及 0.8（Korshunov & 

Gaponova, 2017）（如圖 2-2-1）。其他不少的實證性研究，也都支持終身學

習的推展，有助於經濟的發展。凡是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其終身學習的

推展均甚具成效。因此，終身學習的推展，可以直接促進經濟的發展，經

由實證性的研究結果，已獲得支持。準此，國家推展終身學習，可以促進

經濟的發展，應無疑義。 
圖 2-2-1 
OECD 國家 2016 年教育培訓參與率與 GDP 的關係 

註：引自“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by I. Korshunov and O. Gaponova, 2017, Educational Studies Moscow, No4. 
P.36-59.(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722005451id_/https://vo.hse.ru/data/2018/ 
01/22/1163365965/Korshunov.pdf) 

圖 2-2-1
OECD 國家 2016 年教育培訓參與率與 GDP 的關係

註： 引 自“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by I. Korshunov and O. Gaponova, 2017, Educational Studies Moscow, No4. 

P.36-59.（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722005451id_/https://vo.hse.ru/data/2018/

01/22/1163365965/Korshuno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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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升政府的效能

有關終身學習的推展，可否有助政府效能的提升，也是世界銀行

很早就關注的主題。世界銀行自 1996 年後，就一直關注歐洲國家終身

學習參與率與政府效能之間的關係。2015 年，世界銀行進行了一項研

究，探討終身學習參與率與政府效能之間的關係，對象為歐盟國家。

在該研究中，政府的效率指標，包括管理品質、政策的執行與發展、

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政策的可信度、政府及官員的表現、能力、資

格及不受壓力的程度等。資料蒐集的對象，包括企業經理、民間機構、

私人機構、個人、政府官員及一般大眾的意見。研究發現在 2015 年，

歐盟國家政府效能與終身學習參與率的關係呈現兩種型態（如圖 2-2-2
所示）。一為政府效能低的國家（指數在 88 分以下），其教育與培訓

的參與率低（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其頓、希臘、克羅埃西亞、

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賽普勒斯等），這些國家的成人教育類皆

由來投資的新工廠所提供。第二類為政府效能高的國家，其終身學習

的參與率均相當高，兩者相關曲線所呈現的角度高於前述近 3 倍，其

相關係數都相當高，可見政府對繼續教育的投資效率比來自商人及投

資者所做的更具效益。公司的經營者相當了解投資於員工訓練，他們

並不能確定這些效果是否能滿足公司的需求，但受過培訓的員工往往

不會離開公司，因此，他們對提供員工培訓有二種矛盾的態度，在正

負效益間擺盪。但由政府來提供成人教育和培訓的參與率，則會影響

更多，提高他們專業活動的動機，促進生涯的發展，以及個人的自我

實現，從而對工作和生活有較高的滿意度。因此，政府如能訂頒成人

教育政策，並加以實施，對整體政府的效能，就會有較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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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進社會融合

社會融合係指社會成員能積極參與，享受平等，共享社會經驗，

並獲得基本的社會福利。一個融合的社會，其基本特徵在於共享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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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2015 年歐盟國家教育培訓參與率與政府效能的關係 

註：引自“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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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和積極參與，人人在這些層面享有廣泛的平等機會和生活機會。

所有公民均享有基本社會福利，亦即這是一個社會中的人，均能共同

享有平等的參與和相同的社會福利。換言之，這是一個社會成員不分

彼此，共享權利，共盡義務的平等而融合的社會，是一個和諧、共融、

共享的社會。此種社會，正是國家所要追求與塑造的目標。社會的極

化，是社會的不幸，社會上的成員，不能享有同等機會、權利和共盡

義務，會造成國家的動盪不安。故國家的職責在於致力或追求社會的

融合。社會的融合，是國家發展所要追求的基本目標，亦即社會融合

絕不是要某一族群接受主流文化和特定生活方式，而是要不同族群，

在文化保持平等，但在政治和經濟上則整合在一個體系中，實現多元

共存、共享平等的權利。

社會融合，一般包括文化融合、身分融合及經濟融合等。要達到

這三種融合，首先就是要有平等的概念，社會全體民眾儘管有不同的

組群，但基本上是人人平等的，沒有族群優劣的概念，沒有主流與邊

陲之分；其次，要達到社會融合，要有政策的推動，在政策制定，基

本上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更重要的要有積極促進的措施，鼓勵成員

相互接觸，相互了解，共融共享，以促進共融的實現。這種社會融合

的觀念與做法，首先要靠教育與學習賦予正確的觀念，其次要有機制

的建構加以促成，再次要有法律明文的規定，禁止一切的歧視或不平

等的措施存在。因此，社會融合的達成，首在觀念的正確、態度的養

成，這完全要依賴教育與學習，而且這是一個終身學習的歷程，故終

身學習為達成社會融合的根本要素。

伍、達到永續發展

2015 年，聯合國宣布了「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括 17 項核心目標，169 項細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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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項指標，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自此以後，「永續發展」

成為國家施政的準繩及努力的方向，各國均極力推動，而有各種政策

的推出，共同為地球盡一份心力，維護社會的永續。聯合國所提出的

17 項永續發展核心目標，包括：終結貧窮、消除飢餓、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性別平等、淨化及衛生、可負擔的潔淨能源、合適的工作

及經濟成長、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減少不平等、永續城鄉、責

任消耗及生產、氣候行動、保育海洋生態、保育陸域生態、和平、正

義與健全制度、及多元夥伴關係等。

這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涉及廣泛，可以歸納為環保、社會及經濟

三大主軸議題，各有不同的著重點與行動的策略。然則，這些目標要

如何達成？總體而言，首先地球村的公民要有永續發展概念，了解追

求永續，人人有責，每個人都能為環境、經濟和社會的永續，貢獻心

力，盡到自己的責任；其次，要有方法與機制的採行，來達成永續發展。

無論觀念的養成，方法的採行，要達到此種目的，除教育與學習無他，

教育與學習是政府永續發展最根本的法門。永續發展的目標，不是人

生那一個階段能夠達成的，而是一生要努力的歷程。因此，終身學習

在國家永續發展上，就是不可或缺的不二法門。推展終身學習，就是

追求國家永續發展目標的根本關鍵要素。

以上從科技的創新與發展、經濟的促進、政府效能的提升、社會

融合的推進及永續的發展等進行分析，均可發現推展終身學習，都是

這些發展目的直接或關鍵的推手，關係國家治理效益的良窳。因此，

終身學習的推展是國家發展的關鍵要素。從國家的層面來看，終身學

習的推展，不可或缺，政府亟宜調整資源，採取策略，有計畫、有步

驟的進行，則國家的發展必將步入康莊大道，發展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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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可能性

由於個體內、外在環境的改變，導致個人有終身學習的必要性。

終身學習的必要性，必須建基於終身學習的可能性上，才能落實。終

身學習的可能性要從個人及社會兩層面加以建構。在個人層面上，就

是個人是否具有終身學習的能力，以及個人是否擁有終身學習的時間；

在社會的層面，由於新科技的突飛猛進，也帶來了學習的方便性、可

及性及效率性，益使終身學習的實現向前大為邁進。以下就個人層面

及社會層面論述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可能性。

壹、個人層面

個人要進行終身學習，首先要探討的是個人是否具有終身學習的

能力，其次是個人要進行終身學習，最常遇到的困難問題，就是時間

及費用。費用的問題，隨著科技的快速進步，已有很多學習資料庫的

建置，免費提供在網路上，個人可以隨時進入蒐集與獲取。因此，費

用問題在目前的社會應已不是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重要障礙。而時間

的問題，由於現代人生活緊湊，可能仍然存在，尤其是在成年時期，

個人的時間主要投注在工作及生活的層面，是否仍有餘暇進行學習活

動，仍值關注。因此，以下對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可能性，提出個人

具有終身學習能力及個人擁有終身學習的時間兩項，來加以論述。

一、個人具有終身學習的能力

有關個人是否具有終身學習的能力，長久以來一直抱持悲觀的論

調，其重點在懷疑老年人是否具有學習能力。個人在早年、青年、中

年等階段，大腦不斷的開展，由成長而成熟，其具有學習能力，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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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置疑。對個人終身學習能力的懷疑，應係指老年時期。西諺有云：「老

狗不能教以新花樣」，即表示老年人已沒有學習的能力，沒有學習效

率可言。我國亦有「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的說法，均在表示

年紀大的人，學習能力差。又如古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此句話雖在勉勵個人應在年少的時候要把握時間，及時學習，免致至

老年後悔，但其中亦不無含有到老的階段，即使想學，也因沒有學習

能力、學習沒有效力，而悔憤之？莫及。過去對「老」的概念，就是

指個體身心功能不斷的衰弱，直到生命的結束。故老年期是一個衰退、

衰弱的時期，不但身體功能如此，心理功能亦然如此。因此，老年人

沒有學習能力的概念是相當普遍的。

這種老而沒有學習能力的觀念，一直存在人類社會數千年。近代

社會興起，有一些現代的心理學者，對此一信念抱持懷疑的態度。例

如在 1920 年代，對年紀較大的人沒有學習能力的說法，首先懷疑而進

行實證性研究的學者，應首推美國學者 Thorndike（1874-1949）。他

為證實成人學習能力的存在，特進行實證性的研究，以 20 歲至 45 歲

的成人為研究對象，在實驗室中進行學習能力的研究。他的研究結果，

指出個體的學習能力從出生開始成長，至青年期達到高峰，其後開始

下降，至 45 歲為止，每年下降的幅度約為 1%，45 歲人的學習能力約

與 15 歲的青少年相當。他的研究指出年紀較大的人仍有學習能力，只

是學習效果沒有青年人好。桑代克的研究結論自此成為探究成年人學

習能力者所奉行。此後的研究結論類似，但是發現高峰期不斷後移，

已相當令人鼓舞。此一說法至 1960 年代後，經由新的科學實驗研究結

果，而予以推翻與揚棄。

1963 年，美國的學者 Cattell 進行實證性研究，提出流質與晶質智

力的說法，受到後繼研究的支持，而成為探討個體學習能力的顯學。

所謂流質智力，係來自遺傳，與個體的神經生理結構有關。它包

括速度、空間知覺、推理、想像、短期記憶、新奇、對環境的立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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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了解等；晶質智力則來自後天的教育文化活動，與神經生理結構

無關。它包括一般常識、語文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綜合、通觀、

比較、評鑑、彈性、睿智等。研究指出，流質智力自兒童期閞始成長，

經青年人達到高峰，此後即開始下降。晶質智力，也自兒童期開始成

長，至青年期達到高峰，如繼續參與學習活動，吸收新的訊息，增長

新知，則晶質智力仍可繼續成長，直至衰老期為止（Cavanaugh, 1997; 
Erber, 2019）。在漫長的成年期中，由於流質智力減退，而晶質智力持

續成長，這兩種智力有相互彌補的作用，故整體而言，成年期的學習

能力仍然相當平穩，除非到生命的晚期，無論流動智力或晶質智力均

會下降。故晚近經由研究，已可證實個體至老年階段，仍具有繼續學

習的能力，學習的效率仍相當良好。這樣的研究結論，已為老人繼續

學習的可能性，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準此而言，人生無論在早年、中

年、老年均具學習能力，故個體具有終身學習的能力，殆無疑義。

二、個體具有終身學習的時間

數千年來，人類對生命計畫的型態，向來採取早年為教育學習時

期，中年為工作時期，晚年則為休閒時期的生命計畫型態，以這種直

線式生命計畫型態而言，將人生早期規劃為教育學習時期，是全時的

學習，沒有時間的問題，而晚年為休閒時期，以其部分作為學習時間，

亦無時間運用問題。故對個體是否具有學習的時間，所關注的應是生

命中期階段。個體生命中期，扮演多重的角色，既要工作，又要照顧

家庭，要負起社會責任，又要進行休閒活動，以調劑身心，常覺時間

不足，要進行學習，力有未逮。甚多的研究，均指出成人未參與學習

的主要障礙，在於沒有時間。

但由於社會的變遷，個人自由可應用的時間，也隨社會整體的改

變而增加，已為成人的學習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成人學習時間增多的



28

2
0
2
3

教
育
政
策
研
討
會
專
書

推展終身教育 建構學習社會 — 臺灣永續發展的挑戰與對策

主要來源有三：一為工作時間的減少。過去個人一生中工作的時間，

估計為十萬小時，亦即一個壽命為七十歲的人，其一生中平均工作年

數為 47 年，每年工作時間為 47 週，每週工作時數為 47 小時。但由於

社會的改變，促使個人工作時間大為減少。目前一生中，工作時間估

計只剩五萬小時；相對的，可自由運用的時間則相對地大為增加；二

為有薪假期的增加。個人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會有幾天或一至四週

的有薪假期，可供作休閒與進修之用；三為機器代替人工，使得處理

家務的時間大為減少，自由時間（free time）亦大為增加，均可作為學

習活動之用。

除了工作因素外，另一項容易左右成人學習時間的因素即為家

務及子女教養時間，拜科技所賜，多項協助家務勞動、子女教養的科

技產品推陳出新，掃地機器人、洗脫烘一機搞定的洗衣機、兒童學習

機，甚至是長者定位系統，到府保母、家教老師或兼職照顧者的比率

也隨之增加，各項創新的科技與服務皆逐漸分攤了勞動時間長的成人

們，需要花費在家務勞動上的負擔，且政府也針對家庭友善的政策戮

力推動各項政策，致力減輕主要勞動者的家庭負擔，張聖英、吳貞宜

（2019）即指出，就實際參與家務勞動的人力而言，2004 年平均每日

花費在家務勞動的時間為 2.95 小時，迄 2016 年止，已逐步降低為 2.61
小時，這樣的結果也反映出隨著家務處理的負擔逐漸被簡化、教養子

女的重任亦有社會托兒機制及幼兒教育機構分擔，個人可運用於學習

的時間比起過往已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就時間性來看，無疑是強化了

個人參與終身學習的可能性。

此外，學習時間的增多，亦可來自善用零碎、片斷的時間。個人

如能每天節省一分鐘，一生就可多出二十天；如果每天能節省十分鐘，

一生就可多出六個月；如果每天能節省一小時，一生就可多出三年四

個月。而一天要節省一分鐘、十分鐘或一小時，事實上是相當容易做

到的。個人只要減少開不必要的會，避免電話聊天，日常活動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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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安排等，即可省下很多時間，可以作為學習活動之用。故由於生

活型態的改變，造成自由可運用時間的增加，已為成人的繼續學習提

供有利的條件。

經由上述可知，生命中期兼負各種責任的個體，其自由可運用的

時間，已因社會的變遷而快速增加，因此，整體而言，個體一生可運

用於學習的自由時間，大為擴增。因此，在社會快速變遷之下，個體

一生具有學習的時間，亦應無疑義。

貳、社會層面

在社會層面方面，由於科技的突飛猛進，提供了學習的便利性，

方便個體的學習，更是個人進行終身學習的一大助力，而使終身學習

的實現大大向前邁進。此外，由於科技的進展，也帶來教育典範的改

變，學習資源豐富，學習機會普及，也提供了個人終身學習可及性，

這些都是助長終身學習實現的重要助力，是落實終身學習可能性的關

鍵。

一、科技進步，學習管道擴增，增進學習的便利性

過去學習的管道只限於學校，學校即等同於學習。如果學習只

限於學校將使大多數的個體，被摒棄在學校的門牆之外。然則科技的

發展，也為個體開拓了更多、更廣、更多樣化的學習途徑，包括電視

廣播、函授、電傳視訊、電子會議、線上學習、e 化學習、自我導向

學習等，使個人的學習更方便、迅速而有效。個人可以不離開工作崗

位，在自己方便的時空中進行學習，這是個人學習能夠進行的重要因

素。尤其線上學習，已成為成人學習上的利器。它具有即時、快速、

方便、及廣泛性的特色，可以突破時間及空間的限制，無遠弗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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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各式各樣的學習內容，其內容之廣泛非傳統學校或教師所能相

比，為個體的繼續學習打開了另一條便捷的管道。更由於智慧型手機

的問世，不斷地創新改進，更是個人終身學習的一代利器，使終身學

習的人人學習、事事學習付之實現。新近科技的問世，帶動了行動學

習（M-Learning）與無所不在的學習（Ubiquitous Learning, U-learning），
更推進了時時學習、處處學習的終身學習時代的來臨。故由於科技的

進步，學習管道的擴增，已為個體舖陳了通往終身學習的康莊大道，

形成條條都是通往「羅馬」之路。

二、教育典範改變，學習資源普及而開放，促進了學習的可

及性

個人要終身學習，如果社會所提供的機會不足，要落實終身學習

的目標，仍然遙不可及。傳統的教育僅限於學校，所有的教育資源皆

只分限於兒童或青少年，其他的中、老年人學習機會相當不足。但隨

著社會的變遷，終身學習理念的推展，中、老年人的學習機會，無論

在數量與範圍，均大大提高，不僅教育機構大舉向社會民眾開放，更

有很多非教育的機構、組織與團體，也紛紛加入了學習提供的行列，

為民眾提供甚多的學習機會。

此外，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中，更為個體的學習帶來莫大的好

處，使個體可以在任何時間能快速、方便、有效的獲取資訊，這是前

所未有的，使教育樣貌產生根本的變革，學習轉型為運用網際網路的

方式。數位學習已逐漸成為主流，其方式多元多樣，可以包括線上教

育（online education）、線上訓練（online training）的正式學習，也

可以結合傳統教學與書面教材的混合學習。這些學習資訊透過大數據

科學的蒐集與整理，而向社會大眾免費開設，更使終身學習的實現達

到了顛峰。社群媒體，如 facebook、twitter 等很多線上教學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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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公開而免費的，利用視訊工具隨手可得。平板電腦操作輕便，

存取資訊無縫（seamless）且量大，使個體隨時可上網學習（如 ios、
android 等平台）。此外，有很多免費線上資源的提供，使學習者有各

種免費學習資源與免費軟體工具或平台可以利用（如 Khan Academy、
YouTube、 Edu. Classroom Aid 等）（Classroom Aid, 2011）。新近磨課

師（MOOCs）課程的開發（Sullivan, Fulcher-Rood, Kruger, 　Sipley & 
Putten, 2019），更使線上課程向前推進，形成學習利器，可為任何人

服務，而使人人可學、事事可學的終身學習目標得以實現。

經由上述探討可知，個人具有終身學習能力，個體也有終身學習

的時間，同時由於科技的進展，增強了學習的便利性，也大大推展學

習的可及性。因此，處於當前快速變遷的社會中，達成人人可學、時

時可學、處處可學、事事可學的終身學習理想，其實現已不容置疑，

亦即個體要進行終身學習是可以實現的。

第四節　學習社會的意義及特徵

壹、前言

學習社會（learning society）是一種新時代的社會型態，強調全民

終身學習的理念，並且關注成人學習的公平性以及社會正義等議題。

學習社會的發展，從概念與理論的提出到實務推展，已然歷經數十載，

在這段發展過程中，學習社會從早期的潺潺細流匯聚成為今日的長江

大河，成果儼然豐碩。學習社會匯集了各種學術觀點，並於 1990 年代

之後，躍升為教育領域的一項顯學，實務推動亦在 1990 年代之後，在

全球社會持續擴展。時至今日，學習社會已然成為各國推動終身學習

的重要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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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社會的意義

理想社會的追尋與開創向來是人類努力的目標及方向。在 1960
年代，教育界興起了一種新型態的社會構想，這種新型態的理想社

會，被稱之為學習社會。就學習社會概念的源起而言，較早受到矚目

的是 1968 年時，美國學者 Hutchins 所出版的專著《學習社會》（The 
Learning Society）。就學習社會的眾多論述中，英文文獻的探討，較

廣為人知且廣被引用。許多論述均指出學習社會的概念與名詞係源自

於 Hutchins 的著作，並將之視為學習社會的開啟者。然則，以上論述

卻與事實不相符。早在 1966 年時，學習社會一詞即已出現於由奧地

利學者 Bednarik 用德文所寫成的一本書《Die Lerngesellschaft》，譯

成中文即是所謂的《學習社會》，也正是 Hutchins 所提出的”learning 
society”。Bednarik 提出學習社會的定義如下：「我們生活在一個進步

的學習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中，並非僅是社會的部分而是總體，正

持續朝向精神與物質的新導向發展（Bednarik, 1966）」。Bednarik 有

鑑於社會變遷的現象，而衍生的適應需求與日遽增，進而強調學習伴

隨一生的重要性，人人應在各種生活領域中扮演著新的學習角色，並

讓這種現象成為一種社會習性（Habitus der Gesellschaft）。學習應成

為生活的型態，而且沒有終結的時候，同時跨越世代的界線（Bednarik, 
1966）。Bednarik 在當時已重視到終身學習的重要性，同時也提出了

學習社會的構想，惟美中不足之處，在於未將學習社會的意涵，加以

深入分析。然而，在早期即能首先提出學習社會的名詞與概念，在學

習社會的理論研究與實務發展上，迄今仍具啟發性。

學習社會的意涵，如今在許多論述中均可見，可謂萬壑爭流，

而呈現出多面向的各家之言（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22）。從學習社會的系統性與國際性觀點分析之，學習社會是一個

終身學習的社會。就個人層面言，學習社會乃是一個充滿學習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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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並且支持個人在各種生涯階段中持續學習；就社會層面言，學

習社會則是各種學習資源能經過有效整合，以塑造出一個有利於學習

的環境，促使各種有意義、有價值的學習活動遍及整個社會。因此，

學習社會是一個以學習為中心的社會，其精神在於促使每個人在一生

中，持續進行有意義的學習，同時學習資源亦能遍佈到社會各層面中，

使人人皆可在需要學習或有意願學習時，達成繼續學習的願望。上述

意涵與 1970 年代的教育學者 Illich 所提出的反學校教育（deschooling）
乃有相通之處，強調的是一個為學習而動員的社會（Wu, 2000）。如今，

隨著全球化與知識社會的持續擴展，學習社會的概念與發展，更是受

到各國之高度重視。

參、學習社會的特徵

學習社會這個名詞近來雖常為國人提及，然對於學習社會有深入

瞭解的卻不多。Peterson（1983）認為在學習社會中，變遷始終不斷的

在進行著，故教育亦應隨之不斷的改變。其認為學習社會的特徵性主

要有：（1）教育機會應儘可能的開放給社會大眾，而非僅限於部份

經過選擇的人；（2）教育機構應延伸到社區，提供合宜的校外課程

（off-campus courses），並融入社區事務與問題；（3）廣泛運用各種

教學資源，而非僅侷限於教育機構。

美國學者 Senesh（1991）亦提出學習社會四大系統，以充分說明

學習社會的主要特徵：

1. 學習社會是自動控制系統（cybernetic system）：其主要目標為

（1）制定個人行為與工作表現的標準；（2）鼓舞個人在社會

過程中的參與；（3）發展尊重團體的價值系統；（4）幫助個

人在生活中培養出最理想的生產力；（5）倡導知識運用以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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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福祉；（6）建立一個有益於終身學習的環境。

2. 學習社會是學習系統（learning system）：增強個人的能力或修

正教育目標。

3. 學習社會是開放系統（open system）：能對整個社會環境有所

反應。

4. 學習社會是整合系統（synergetic system）：結合家庭、學校、

社區的努力效果，遠勝於其個別努力效果的總和。

國內亦有學者針對學習社會的特徵提出看法。黃振隆（1994）從

開放學習與自我學習的觀點，將學習社會的基本特徵分為底下四點：

1. 提供全體國民學習機會開放的社會。

2. 自我學習的社會。

3. 終生繼續學習的社會。

4. 廣泛學習的社會。

黃富順（1995）則從教育機會、教育機構及自我導向學習的觀點，

說明學習社會所具備的四個特徵：

1. 教育機會儘可能對社會大眾開放。

2. 正規教育機構應向社區民眾開放。

3. 非教育機構或單位將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

4. 終身學習的社會是一個自我導向學習的社會。

林清江（1995）分從終身學習、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的觀點出發，

提出學習社會的六項特徵：

1. 學習是終生的，無法分為教育階段與工作階段。

2. 學習在各種環境與機構中進行，學校只是學習的一種場所。

3. 各種型態的學習與學校教育相互統整，人生的學習是形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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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需要的創意過程。

4. 每一階段的學習成敗，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不能作為區分社會

組成份子的指標。

5. 強調全人發展與創意，重視個人的自由發展與社會成員的不同

思維方式。

6. 強調以終身教育的方式，協助個人接受現代思潮，建立歷史觀、

科學態度及相對意識。

綜上所述，解析學習社會的特質應從終身學習、自我實現與社會

發展等層面著手，同時當考慮到學習活動的「歷程—結果」與「工作—

成效」的關係。茲將學習社會的特徵分述如下：

一、終身學習的層面

終身學習是學習社會的發展基礎，就終身學習的層面而言，學習

社會具有五項特徵：

1. 學習社會強調學習是終其一生的過程，個人在其有生之年，不

應有任何理由讓學習活動終止。

2. 學習社會整合社會上各種資源，促使社會組成份子進行有效率

的學習。

3. 學習社會突破學習空間的限制，讓任何人均可以在任何場所，

快樂的學習。

4. 學習社會將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及非正式教育均融入學習的

大熔爐中，是一種教育的改造。

5. 學習社會對生命抱持延續的觀念，認為人類不僅要學會生存於

今日，更要學會生存於明日。

二、自我實現的層面



36

2
0
2
3

教
育
政
策
研
討
會
專
書

推展終身教育 建構學習社會 — 臺灣永續發展的挑戰與對策

自我實現是學習社會的主要觀點，就自我實現的層面而言，學習

社會具有六項特徵：

1. 學習社會注重激發個人內在的學習意願，學習活動係在和諧安

詳的氣氛中進行。

2. 學習社會中的每一個組成份子，均可按照個體的學習興趣、能

力、需求，選擇適合個人的學習活動。

3. 學習社會是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每個人的學習機會是均等的，

排除社會階層化現象。

4. 學習社會鼓勵個體從事自我導向的學習，以充分完成自我實現。

5. 學習社會崇尚人性尊嚴，冀望經由不斷學習培養出個體完美的

人格。

6. 學習社會重視個體的全人發展，認為人類有無限發展的可能，

個人的成敗，取決於學習。

三、社會發展的層面

社會發展是學習社會的重要目標，就社會層面而言，學習社會具

有五項特徵：

1. 學習社會希望創造高品質的社區生活。

2. 學習社會強調變遷的觀念，個人及社會除了要能順應時代之變

而變外，更要主動的引導時代之變。 
3. 學習社會打破學歷社會的觀念，以人文主義替代陳腐的文憑主

義。

4. 學習社會的建立是一種雙途價值的創生，兼重個人的自我實現

與社會的發展。

5. 學習社會希望培養具有歷史觀、科學觀、國際觀、相對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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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並能對自己的文化、制度、典章、種族、國家產生認

同，同時能尊重不同的文化、制度、典章、種族、國家。

從學習社會的特徵中，可以瞭解到學習社會的建立，乃是人類今

後在整個文明發展過程中，亟待努力的一項希望工程。學習社會的實

現更象徵著終身學習、自我實現與社會發展多重價值的創生。

肆、結語

邁向學習社會之路，是緩慢而艱辛的，理想不可能瞬間成為事

實，然而學習社會的建立是永無終止的過程。如果人類能改變教育與

訓練的既有文化，同時邁向一個全然開放的終身學習體系，在生活的

各個領域中解放人們的參與，那麼將能成功的建構出真實的學習社會

（Cresson, 1996）。本節對學習社會的意義與特徵，作一系統性之分析

與論述，希冀對於我國在邁向學習社會的過程中，能夠提供一些省思

與方向，進而有助於學習社會的實現。

第五節　學習社會建構的必要性與途徑

壹、前言

任何一種理想的社會型態，若要成為人類未來發展的努力目標，

並能進而激起人類以積極的社會行動實現這種社會理想，需具備三種

必要條件：首先這種社會型態必須能充分滿足人類的社會需要，使社

會成員能滿意人生的追求；其次要能展現卓越前瞻的社會特質，以引

發社會份子的實現熱望，並據以凝聚社會組成份子的價值觀念；最後

這種社會型態要能產生多元的社會功能，同時帶動個人及社會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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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社會需要的滿足、卓越的社會特質、多元的社會功能三者激發

了人類創造理想社會的行動力量。本節首先敘述學習社會建構的必要

性，再則論述學習社會的建構途徑。

貳、學習社會建構的必要性

學習社會自 1960 年代起即被視為人類未來理想的新型態社會，其

主要原因在於人們相信這樣的社會型態具有多樣化的功能，能解決人

類現存的社會問題，並為人類創造出一個更有希望的前景。學習社會

的建構不僅重要且為必要，乃是因其具備多種功能（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22）。

關於學習社會的功能，歷來已有不少學者論述。Illich 認為學習

社會具有三項功能：（1）提供有效的資源給想隨時從事學習的人，

使其有永續及繼續學習的途徑；（2）為想要追求知識的人提供學習

的機會；（3）為想在公眾社會發表議題的人提供參與的機會（Adult 
Leaadership, 1975）。Senesh（1991）認為一個廣泛的學習環境是學習

社會的基礎。在學習社會裡，可促進人類整體的成長。整體的成長不

僅只有職業能力，同時也包含了社會能力。此外，學習社會亦能促進

心理、藝術、道德與哲學的品質，藉此提昇人生的品質。學習社會的

發展促使各種學校及學校、家庭與整個社區間，構成一個完善的溝通

網絡。Apps（1988）則認為學習社會能夠協助人們去瞭解關於人性，

以及人類在整個世界中的定位等問題。英國的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1994）亦認為學習社會結合卓

越與平等，並促使所有的公民具備知識、理解與技能以增進國家經濟

的繁榮與更新。學習社會中的公民經由繼續教育與訓練的途徑，能夠

從事批判性對話（critical dialogue）與行動，以改善整個社區生活的品

質、促進社會統合（social integration）與經濟的成功。英國學者 Jar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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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在論述學習社會時提到，學習社會是一個未來式的概念，是

一種理想。這樣的概念讓人意識到，學習社會的出現乃為人類處在科

技變遷急遽的環境中所必需，同時學習的機會應延伸到個人的一生。

茲從個人、學校、社區、社會、經濟、教育、文化、政治等層面，

分述學習社會的功能：

一、學習社會的個人功能

（一）促進人性的發展

Hutchins 認為在學習社會中係以人性發展，使人人均有自我實現

的機會為其主要功能之一。而法爾報告書中，亦強調在學習社會中，

使人成為真正的自己（Faure et al., 1972）。在學習社會中，以尊重人

性為出發點，人人均具有可貴而獨特的個性，個性雖因人而異，然而

均應受到同等的尊重。在平等的基礎下鼓勵人人朝向有意義的方向去

發展人性、弘揚人性。

（二）培養自我導向學習的能力

在學習社會中已塑造出有利的學習環境，鼓舞個人追求新知，促

使個人得以從事終身學習，同時從終身學習的過程中，瞭解本身的學

習需要、確定學習目標、善用豐富的學習資源、選擇合宜的學習策略，

進而培養自我導向學習的方法、能力與習慣，促使個人成為自我導向

的學習者。

（三）提升個人的工作能力

學習社會為個人的行為和工作表現制定標準、鼓舞個人在社會過

程中的參與、並幫助個人在生活中培養出最理想的生產力（Sen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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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在學習社會中，個人藉由終身學習與職業訓練，促進個人工

作技能的升級，提昇個人的工作能力。

（四）提高個人的生活品質

在學習社會中，學習、工作、休閒三者構成一個循環體系，個人

從學習的過程中，提升工作效能並創造有品味的休閒娛樂，實現生涯

目標，以提升個人的生活品質。

二、學習社會的社區功能

（一）凝聚社區意識

許多思想家紛紛提出理論且倡導學習社會，並不是一種突發

的現象。其中有些學者提出學習社會即社區（learning society as 
community）的概念，強調在自我實現的理念與社會化的需要之間取

得均衡，既不偏於激進個人主義（radical individualism），亦不偏重激

進集體主義（radical collectivism）。英文字彙的 community、common
與 communication 具有相當程度的關係，人類在社區（community）
中，藉著共同的（common）事務而生活在一起，並且憑藉溝通

（communication）的方式，以關懷社區事務（Wain, 1987:207）。在溝

通的過程中，社區居民，係站在平等的立場上，展開對話與討論，凝

聚了良好的社區意識。

（二）發揮社區總體營造的功能

當社區居民凝聚良好的社區意識，並經由社區事務的共同參與，

才能有效解決社區所共同面對的問題，進而塑造良好的社區文化，以

發揮社區總體營造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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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社會的社會功能

（一）促進社會參與

Senesh（1991）將學習社會視為一個開放系統，在開放的過程中

能不斷對整個社會環境有所反應。在此開放系統中，任何社會成員

的意見均同等重要。學習社會亦是一個民主社會，在此社會中，其

成員具有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力，大眾的參與成為民主的本質（Wain, 
1987:213）。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較以往有更廣泛的參與機會與空

間。

（二）促進社會統合

歐洲聯盟在 1995 年公佈的學習社會白皮書中，特地強調學習社會

的建立，有助於增進各國的交流與合作，避免社會的衝突，使社會更

趨和諧，具有社會統合的強烈影響力。Hutchins、Apps 和 ESRC 亦認

為學習社會有助於社會統合的實現（Hutchins, 1968; Apps, 1988; ESRC, 
1994）。

四、學習社會的經濟功能

（一）提升生產力

一般咸認為，學習社會與生產力兩者之間有相當的關係。在學習

社會中，人們經由專業訓練與職業教育的實施，獲得更好的工作訓練，

以提升工作效能，並有助於整個組織生產力的提升，帶動經濟的進步

與繁榮。

（二）促進經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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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經濟國際化的衝擊，各國均試圖尋找出提高該國經濟競爭力

的方法。近些年來，各先進國愈加體認到學習社會的建立乃是促進經

濟競爭力的主要途徑之一。

五、學習社會的教育功能

（一）促進學校教育的改革

在學習社會，強調的是一種全方位的教育觀。同時在社會變遷中

有必要針對學校教育體質進行總體檢，改善不合時宜的教育制度，促

進學校教育的全面改革，促使課程、教學方法、教學內容，能順應變

遷而做適度的調整，進而有益於各種年齡層的學習需求。

（二）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

學習社會強調各種教育機會應儘量開放給社會大眾教育，能同時

滿足大眾教育與菁英教育的需求內涵，兼重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真

正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為對於處於文化不利地區的族群或弱勢

團體，能給予補償教育的機會，以展現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精

神。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1995）在《教與學：邁向學習

社會》白皮書中，特地強調第二次機會學校（second chance schools）
的建立，以特別的規劃與資源，提供學習機會、證照管道、個人與社

會支持，給過去已從主流的學校教育中疏離與嘗試到失敗的年輕人。

第二次機會學校與傳統的學校機構有許多不同之處。這樣的機構必須

能符合地方社區的獨特需求，同時這類的學校係建立於多重不利的地

方，具有豐富的資源、高薪的教職員與完善的設備，並全然開放給想

進入就讀的年輕人學習。

（三）建立彈性而多元的教育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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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會中的教育制度是一個有機體，喚起大眾重視過去在教育

領域中，為人所忽視的成人教育與終身學習體制。強調建立彈性而多

元的教育體制，取代陳舊落伍的學歷社會觀念，建立新型態教育的社

會。促進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及非正式教育的合作交流與相互補充。

六、學習社會的文化功能

（一）實現多元文化主義的理想

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以及本國與他國的文化。同時由於社會統

合的結果，產生了文化多元化的現象，促進跨文化的瞭解與相異文化

之間的尊重，實現了多元文化主義的理想。

（二）創造豐富的文化內涵

人類在學習的過程中激發了創造的能力，而豐富了文化的內涵。

此外，在學習社會中人類由於有較多的休閒時間，促使人們能利用休

閒將更多精神投入於藝術、文學、音樂……等心靈活動中，而豐富了

文化內涵。

七、學習社會的政治功能

（一）建立民主政治的典範

在學習社會中，人們有更多的民主活動參與機會。全體社會成員

均享有充分的參與權，具有建立民主政治典範的功能。

（二）改善政策決定的過程

在學習社會中，政策決定是一項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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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對政策決定有興趣者，均在決定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 NIACE, 1993）。藉由

社會成員的集體行動，以改善政策決定的過程，是學習社會在政治上

的主要功能之一。

參、學習社會的建構途徑

全民終身學習的實現，需要有廣泛的學習社會運動。學習社

會運動是一種全民終身學習運動。社會運動是一種持續性的集體行

為，一種新觀點以及一種進步的理念，以促進積極的社會變遷（ Wu, 
2000）。社會運動是現代化與社會變遷的促進者（Wu, 2000, 2004）。

學習也可以成為一種社會運動。學習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理念，涉及社

會、文化、政治與經濟等層面，而且不僅是一種教育理想，更是一種

社會發展目標。此外，學習社會亦是一種社會改革，與每個社會成員

息息相關。學習社會應成為當代的社會運動，同時需要社會中的每個

成員與組織共同積極參與。如今時機已成熟，促使現代化的學習社會

運動，能夠被具體實踐與落實。

隨著全民終身學習理念的普及、終身學習機會的廣泛提供、終

身學習政策的具體承諾以及民眾對於繼續學習有更多的期盼。學習社

會的實現，顯然愈具可能性。然而，可能實現並不代表必然會實現，

學習社會的實現，仍有賴於政策的持續重視，學習資源的整合以及民

眾的積極參與，同時克服在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挑戰與問題，

方能竟其功。學習社會發展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在於找尋並運用適合

投資於學習的方法，學習機會必須真正能為人人而提供（Robertson, 
1995）。學習社會的一項主要理念，在於期待人人均能成為終身學習

者。

學習社會的發展是一種學習變革、文化變革與社會變革。學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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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亦是一個充滿意義的社會系統，由積極的學習者、普及化的學習場

所、各式化的學習型態、多樣化的學習途徑與多元化的學習內容所構

成。這樣的社會系統也是一種開放的學習網絡，傳播媒體與社會互動

在此系統內，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各種次級系統，如學校、圖書館、

博物館、學習中心以及其他教育機構，均扮演著重要角色。

展望未來，為具體實現學習社會的理想，允宜持續精進終身學習

策略，而各項精進策略必須同時兼顧到終身學習的延續與創新。就終

身學習策略的延續，象徵終身學習的傳承發展，涉及過去即有之重要

策略，而如今需要再精進以及深化，如各類型學習型組織的發展乃為

終身學習之重要策略，過去雖曾有所推展，今後則尚需要持續深化之；

就終身學習策略的創新，意味著推展終身學習的新思維與行動。以下

分從發展各類型學習型組織、推動學習型城市鄉鎮、促進終身學習機

構有效推展終身學習的途徑、提升終身學習品質與人員專業化、培育

終身學習者、發展國人終身學習能力等六大層面，提出學習社會的建

構途徑：

一、發展各類型學習型組織

學習力往往是國家競爭力的決定要素。學習型組織乃指組織能透

過各種有效的途徑與具體措施，促使成員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從學

習過程中激發個人生命潛能，並提升人生價值以充分實現自我，進而

帶動組織的創新與進步，以形成良好的組織氣候與組織文化，達成組

織順應變遷與永續發展的目的。我國雖於 1998 年所出版之《邁向學習

社會白皮書》中，將發展各類型的學習型組織列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

的具體途徑，並且提出了推展公務人力學習型組織、工商企業學習型

組織、學習型家庭、學習型社區以及矯正機構學習型組織等構想，同

時在終身學習年期間，也有具體之推動作法且具成效，然則學習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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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發展是一條漫長的旅程，不應有終止之時。因此，2021 年公布的

《學習社會白皮書》，一再強調發展學習型組織的重要性及發展策略。

我國未來允宜在過去良好發展基礎之上，持續發展各類型學習型組織，

俾以促進學習社會之建立。各類型學習型組織的發展，應擴及到社會

各層面組織，促使每一類組織均有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之機會。各類

型組織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之具體作法包括：

（一）倡導學習型組織的理念與實務

學習型組織的發展，首先需凝聚組織學習共識，促使組織成員在

觀念上能有所轉變，體認到學習型組織的實現，不僅有益於組織發展，

亦有助於個人實現，乃為組織所不可或缺。

（二）提升組織成員終身學習素養

邁向學習型組織的過程中，一方面應積極促使組織成員具備終身

學習的理念與態度；另一方面則應促使組織成員熟稔終身學習方法，

進而培養出終身學習能力，並且建立終身學習習慣，以成為終身學習

者。

（三）因應成人學習特性與障礙

學習型組織的形塑與發展，必須根據各項成人學習的特性與障礙，

妥善規劃適宜的學習內容與方式，俾以促進組織學習。

（四）規劃運用多元學習型態與方法

能夠兼顧正規學習、非正規學習及非正式學習等學習型態，並運

用實體學習、虛擬學習及混成學習等多元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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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進組織領導者成為學習領導者

領導者應同時扮演知識領航者、學習促進者與學習領導者的角色，

必須能夠率先學習，並且領導組織成員持續進行學習。

（六）掌握組織學習需求與形塑學習氛圍

掌握整體組織及成員的學習需求，進而根據各種需求，規劃合適

的學習內容與方式。此外，形塑適宜的學習氛圍亦有助於學習型組織

之推展。

（七）推展知識管理與知識社群

學習型組織的建立，必須同時促進知識管理與知識社群的發展，

俾以提升組織知識學習之效能。

（八）發展組織學習策略聯盟

各機構所獨自具備的學習資源畢竟有限，透過策略聯盟的合作關

係，將彼此所擁有的資源進行適當整合，並運用於組織學習之推展，

俾以發揮較佳之綜效。

（九）建立組織學習評鑑機制

落實組織學習評鑑機制，並且配合適宜的獎勵制度，獎賞投入形

塑學習型組織有具體貢獻的人員及部門，以達標竿學習之效。

二、推動學習型城市

學習型城市係強調以推動終身學習為核心，進而促成城市終身學

習的發展，鼓舞居民成為終身學習者，俾以持續提升個人實現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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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理想。所謂學習型城市即是透過政策支持與資源動員策略，促

進居民學習、城市組織學習以及整體城市學習，以有效提升城市終身

學習力，並能以新學習因應新改變，發展全體居民及城市的創新應變

能力，持續促進居民的自我實現與地方的永續發展，進而成為現代化

的知識與智慧城市。

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是一種城市治理，仍須充分考量到每個城市鄉

鎮的獨特性，亦即每個城市鄉鎮均有獨特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

與教育脈絡，在發展學習型城市鄉鎮的過程中，上述各種脈絡因素，

均需受到高度矚目與關注。任一城市鄉鎮發展成功的經驗，未必能適

用到每一個城市鄉鎮。尤其是學習型城市鄉鎮的發展需要有學習型個

人（learning individuals），在教育典範由教學轉為學習的變遷脈絡中，

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允宜受到更多的關注。學習型城

市的發展，可採用以下各項策略作法：

（一）政府的學習型城市鄉鎮政策承諾

政府允宜制訂出具體可行的學習型城市政策，提供完善的架構條

件，同時進行跨部門組織的熱絡合作，俾以有效促進學習型城市的推

展。

（二）創新學習型城市計畫

學習型城市的建構，需有創新性的持續發展計畫，透過創新的思

維與策略，建立民眾的學習型城市意識，進而化為積極的行動，俾以

收其宏效。

（三）解決城市問題與增進就業力

城市學習應與城市問題有所連結，透過城市學習以有效因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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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挑戰與解決城市問題，為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提高應有的價值層

次，並且促進社會融合。

（四）城市機構組織邁向學習型組織

學習型城市的發展亦非單靠特定組織之努力即可成就之，而是需

要動員城市各類型組織，積極投入終身學習的推展，並且轉型邁向為

學習型組織。

（五）建立學習型城市指標成效評量機制

學習型城市指標的建立與成效評量機制之落實，將有助於全面提

升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效益。

（六）建構學習型城市夥伴關係網絡

促進城市各組織的互動交流與協調整合，進而為城市學習而動員，

在城市真實的生活情境中，發展永續性的學習夥伴網絡。

（七）促進學習型城市的社會運動

將學習型城市的發展，視為一種新時代的社會運動，以符應前瞻

創新的終身學習理念。

（八）發展本土學習型城市模式

未來我國允宜探索適合本身國情之學習型城市發展模式，並且因

地制宜採用之，俾以建構出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學習型城市。

 （九）建立學習型城市的最佳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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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城市之發展，需要探索並運用最佳實務，俾以達到最佳成

效。在此過程中，各城市的彼此合作交流、經驗分享以及標竿學習乃

為必要策略。

上述各項發展策略乃為相輔相成，均為發展學習型城市所不可或

缺之要素。從提出學習型城市政策承諾到建立最佳實務的發展過程，

乃是一種公民終身學習的社會運動，需要有夥伴關係的發展以及適合

在地城市體質的本土模式，更需要擴大市民終身學習參與面，進而解

決城市問題與促進就業力，邁向融合、繁榮、永續、創意以及參與合

作的城市鄉鎮。

三、促進終身學習機構有效推展終身學習的途徑

終身學習機構的種類繁多，各機構允宜視其性質、結構與組織任

務採用有效的終身學習推展途徑，俾以促進學習社會的發展。茲以公

共圖書館為例，有效推展終身學習的途徑包括：

1. 縮短終身學習的數位落差。

2. 發展各類型的學習團體與讀書會。

3. 健全終身學習諮商與輔導服務。

4. 加強終身學習研究與創新的能力。

5. 建立終身學習策略聯盟。

6. 擴展多樣化的終身學習活動與機會。

7. 轉型成為學習型圖書館。

值得一提者，終身學習機構是推動全民終身學習的核心組織。邁

向學習社會的過程中，終身學習機構扮演著關鍵角色。終身學習機構

發展夥伴關係的過程中，有可能會因為彼此的組織目標、組織文化、

意識型態、經費機制、價值觀、利益、角色、溝通方式的不同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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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除此之外，彼此有無能力解決衝突以及是否具備充分的資源，

均會影響到夥伴關係的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所涉及的範圍甚廣，任何

機構只要具備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與功能者，都是廣義的終身學習機

構。因此，舉凡社區型之終身學習機構，如社區大學；或是學校型之

終身學習機構，如大學校院；抑或民間型之終身學習機構，如企業大學；

或為政府型之終身學習機構，如社教館，均可謂之為終身學習機構。

終身學習機構多元且種類繁多，而學習社會的發展，乃是一種群策群

力的過程，所有的行動者均扮演著關鍵角色，彼此間應建立起熱絡的

夥伴關係，共同為終身學習的發展而共同努力。終身學習機構的策略

聯盟乃是一種彼此受益的全贏策略。在全球化的趨勢中，終身學習機

構的策略聯盟不應僅侷限於性質相似的機構，亦應視實際需要，積極

尋找足以互補資源及功能的組織。終身學習機構策略聯盟必須兼顧理

念、機制與行動，具體作法包括：

1. 審慎評估選擇策略聯盟夥伴。

2. 樹立聯盟機構策略聯盟的正確認知與理念。

3. 塑造策略聯盟的共同願景。

4. 確立策略聯盟的具體範疇與內容。

5. 建立策略聯盟的專責團隊。

6. 發展策略聯盟的最佳實務。

7. 落實策略聯盟的成效評鑑。

四、提升終身學習品質與人員專業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09 年出版《成人學習與教育全球報告書》

（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強調終身學習的品

質對於學習社會的發展具有關鍵影響。終身學習品質的提升，必須著

重到關連與效益兩個面向。就關連而言，終身學習的供給必須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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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所連結，終身學習政策與方案必須從兒童教育到高等教育階段有

所整合，並且涵蓋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以及非正式教育。終身學習

必須與學習者的生活脈絡產生關連並且帶來希望。就效益而論，終身

學習的參與必須能夠產生成效並且達成預定之目標，同時必須成為一

種有價值的活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一步指出，促進終身學習品質

涉及到成效監控以及品質保證，而終身學習專業人員則是確保學習品

質的關鍵，終身學習專業人員，必須經過專業培訓的機制以提升專業

能力。成人教師與訓練師必須充分了解學習者的生活情境脈絡及其所

代表的意義（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09）。

歐盟近年來亦甚為重視終身學習品質與人員專業化，考量到終身

學習的複雜性，歐盟提出了最具代表性與適當性的終身學習品質指標，

涵蓋四項範疇 15 項指標，各項指標內涵，可供我國提升終身學習品質

與人員專業化之策略運用（吳明烈，2004）：

第一項範疇：技能、能力與態度

在終身學習脈絡中，正規學習、非正規學習以及非正式學習，均

為重要指標評量內涵，而且可作為有意義的輸出指標。終身學習的技

能、能力與態度構成了終身學習品質指標的第一項範疇，包括以下 5
項指標：

1. 識字。

2. 算術。

3. 學習社會中所需的新技能。

4. 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

5. 積極公民身份、文化與社會能力。

第二項範疇：途徑與參與

途徑及參與均與機會及障礙相關，並會影響到個人的終身學習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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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途徑主要係涉及到結構與支援問題，參與則涵蓋動機、財政以

及文化議題，而這必須視為評估成功的終身學習制度或過程的重要內

涵。這項範疇涵蓋 2 項指標：

1. 終身學習途徑。

2. 終身學習參與。

第三項範疇：終身學習資源

終身學習資源的供量與品質，是決定終身學習成功的關鍵因素。

實際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已將終身學習描述為一種可負擔的投資

（affordable investment）。相較於學校環境中的正規教育，終身學習環

境的投資來源更是多樣化。資訊與通訊科技必須受到各種層面與體系

的關注，如國家、組織、個人以及學習者的關注。此項範疇包括 3 項

指標：

1. 終身學習投資。

2. 教育人員與學習。

3. 學習的資訊與通訊科技。

第四項範疇：策略與制度

終身學習品質指標的最後一個範疇，即是從政策決定層面，將終

身學習的要素，轉化成為統整與協調的體系。在此架構下，應能評價

學習的成果，個人從學習中所獲得的成就，應該受到認可，並且獲得

適宜的諮商與輔導。此一範疇涵蓋 5 項指標：

1. 終身學習策略。

2. 整合供給。

3. 輔導與諮商。

4. 學習成就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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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品質保障。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歐盟所提出的終身學習品質與人員專業化觀

點內涵，對於日後持續提升終身學習品質與人員專業化適可提供重要

參考內容，各國際組織在這方面所強調之上述各項內涵，允宜列為各

國未來加強終身學習品質與人員專業化之重要策略。展望未來，無論

是終身學習品質指標的建立、運用、監控與管理，或是終身學習人員

專業化制度之落實，如建立終身教育師證照制度等，均為當務之急。

五、培育終身學習者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強調，在變遷快速的現代社會中，人人均有必

要成為終身學習者，裨益有效因應環境的變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

而提出終身學習者所應具備的四項特質：積極具有創造力的探索者、

反省的行動者、自我實現的行動者及學習的統合者。學校是培育終身

學習者的關鍵機構。在終身學習時代中，學校應成為培育終身學習者

的搖籃，進而扮演起積極角色，為終身學習社會的發展而貢獻。

值此快速變遷的知識社會，人人必須擺脫學習僅發生於人生片段

的傳統學習者角色，進而轉變成為積極的終身學習者。從傳統學習者

到終身學習者的角色轉變過程中，學校教育的配合與功能發揮，乃為

不可或缺。今後學校有必要在學校機構的轉型、教師角色的轉變、課

程變革發展、教學整合與革新、終身學習情境的塑造及建立最佳實務

等方面多做出貢獻，俾以促進人人成為積極的終身學習者，進而有助

於學習社會的建立。學校培育終身學習者的策略作法如下：

1. 落實培育終身學習者的教育政策。

2. 明確界定與規劃終身學習能力的具體內涵。

3. 促進學校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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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領導者的支持與鼓勵。

5. 教師應成為終身學習者。

6. 提升教師終身學習素養。

7. 塑造終身學習情境。

8. 建立培育終身學習者的最佳實務。

六、發展國人終身學習能力

邁向學習社會的過程中，發展終身學習能力乃是個人、組織與社

會提升競爭力的必要策略。終身學習能力係指個人從事終身學習所須

具備的各項能力，以促使學習者能夠在各種生活情境中，有效的進行

學習，進而提升終身學習成效，並且促進個人成為終身學習者。終身

學習能力乃是一系列的學習能力組合，所涉及的內涵，並非單一面向，

而是多元面向，每項能力均涵蓋知識、技能與態度三項層面，各項能

力的培養均可透過學習歷程持續發展之。以近幾年論之，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以及歐盟等國際組織均強調無論是終身學

習者的培育或是學習社會的發展，均應回歸到個人終身學習能力的培

養。

終身學習能力的發展，乃是終身持續的歷程，而非僅存於生命中

的某個片段。終身學習能力的培育與發展涉及層面頗廣，主要涉及到

教育政策、學習者、學校以及社會等層面，各層面乃為環環相扣且緊

密相連，唯有面面俱到方能充分發揮發展終身學習能力之實效。終身

學習能力的發展涵蓋以下各項策略：

（一）政策明確界定終身學習能力內涵

政府對於終身學習能力的培育應有完善的規劃並加以具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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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學習權的實現

政府政策唯有充分考量與落實個人的學習權，確保個人充分獲得

教育資源以發展個人能力，並且透過終身學習積極開發公民潛能，才

能促進全民終身學習能力的發展。

（三）確保人人發展終身學習能力

終身學習能力的獲得與發展，乃是每一位國民必具的生活權利，

政府對此必須有全盤完善之政策規劃，促進人人在一生中能夠擁有適

當的資源與機會，在各種社會與生活領域中持續發展終身學習能力。

（四）發展個人培育終身學習能力的學習旅程

終身學習能力的發展正是一趟充滿選擇與成長的學習旅程，在這

過程中，個人必須省視本身的情況，了解有何終身學習能力落差，進

而將能力落差視為成長的機會，在一生中持續發展終身學習能力。

（五）學校扮演終身學習能力奠基者的角色

個人終身學習能力的發展過程中，學校乃是扮演著奠基者角色，

促使個體對於各項終身學習能力有初步之認識與了解，並且體認到這

些能力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進而產生發展終身學習能力的意願與行動

力。

（六）社會扮演終身學習能力強化者的角色

個人終身學習能力的發展過程中，整體社會則是扮演強者角色，

促進個體在各種社會生活領域與職場中，持續強化與深化各項終身學

習能力，進而促成個人成為能順應變遷且與時俱進的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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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展終身學習能力的評估機制

如何發展出一套客觀可行的終身學習評鑑能力量表，進而建立終

身學習能力評估機制，乃成為一項重要課題，而且亟待加以完成。

學習社會具有變遷性，當人類已達成學習社會的理想目標時，若

不繼續向前邁進，那麼這樣的社會型態將隨著社會變遷而消失，學習

社會不可能永遠存在於靜態的社會體系中。易言之，學習社會是一個

動態社會，唯有人類能不斷的具有追求自我實現及社會進步的熱望與

行動，才有可能將這樣的理想，永遠根植於現實的社會環境中。

肆、結語

學習社會的建立，終究非一蹴可幾，需要長期積極的努力與經營。

全民終身學習的理想，雖迄今仍尚未實現，然誠如 UNESCO 的觀點，

學習社會是一個必要且可實現的烏托邦。這項願景必然會隨著終身學

習潮流的持續發展而漸次實現。即使有些學者從批判觀點切入，提出

了學習社會是一種迷思、缺乏實證與充滿疑問、烏托邦抑或事實等論

述，但終究經由論辯之後，促使學習社會的輪廓與未來發展，愈為清

晰且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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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十一世紀後我國終身學習的推展

我國在民國元年（1912）教育部組織中即設有社會教育司，彰顯

出除學校教育還有學校外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這正代表教育先賢

們已具有終身教育的理念及強調發展終身學習的重要。2003 年配合教

育部組織調整，原社會教育司更名為終身教育司，再度宣示終身教育

的必要性及推展終身學習政策的權責與業務。

縱觀這段超過百年的發展史，早期仍以掃除文盲、補習教育為重

點，直到 1990 年代大力發展及改進成人教育，終身教育才有較全面性

的開展。特別是在 1998 年公布《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清楚勾勒我

國終身學習發展的願景，更進一步於 2002 年訂頒「終身學習法」，成

為全世界第六個制定終身學習法的國家，可看出政府對於推動終身學

習的決心，因此終身教育司乃名正言順為推展終身學習政策而正名。

由此看來，進入千禧年的二十一世紀，我國終身學習的推展也進

入新的里程碑。以下針對二十一世紀後我國終身學習政策、終身學習

實務的推展、以及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與行動策略加以探討與檢視如

次。

第一節　二十一世紀後我國終身學習政策的探討

前已提及，我國在迎接千禧年，由教育部長林清江先生率先於

1998 年發布《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清楚勾勒我國終身學習發展的

願景；之後在有識人士努力下更進一步於 2002 年訂頒「終身學習法」，

開啟二十一世紀後我國終身學習政策的指引明燈。

此後，陸續制定家庭教育法，以及頒布相關子法及施行細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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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計畫，都是為持續落實終身學習法所標誌的終身學習政策。最近，

則有鑒於終身學習創新與永續發展之需要，教育部於 2021 年賡續發布

《學習社會白皮書》及「終身學習中程發展計畫」，持續推展終身學

習政策，同時因應高齡社會的強烈需求亦發布第二期「高齡教育中程

發展計畫」。

歸納而言，我國在 1998 年正式啟動終身學習的推展，訂定該年為

「終身學習年」，發布《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提出實施的願景與

目標、行動策略等作為推動之依循，其後在政策上的重要作為，包括

2002 年制定公布「終身學習法」、2003 年制定公布「家庭教育法」、

2004 年研訂「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五年計畫」、2006 年發布《邁向高齡

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2017 年研訂「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2018 年制定「社區大學發展條例」、2021 年研訂「高齡教育中程發展

計畫第二期」、2021 年發布《學習社會白皮書》及「終身學習中程發

展計畫」

茲就上述影響較為深遠的終身學習政策及推動情形，說明如下：

壹、發布 1998年《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的創舉
1998 年教育部發布《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並將當年訂為終身

學習年，是我國推展終身學習劃時代的創舉，更讓我國躋身終身學習

先進國家之行列，可說是不可忽視的終身學習政策里程碑。

白皮書首先提到我國邁向開發國家的挑戰，包括：（1）提升國家

競爭力的基本動力；（2）經濟富裕過程的人文關懷；（3）資訊社會

來臨的國際化趨勢；（4）社會開放以後的個人發展，然後針對上面各

種挑戰的回應（教育部，1998）。

其次，白皮書提出我們成為開發國家的教育願景，強調：（1）未

來的社會是終身學習社會；（2）教育制度的新面貌；（3）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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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發展目標：包括：（1）鼓勵追求新知；（2）促成學校轉型；

（3）鼓勵民間參與；（4）整合學校內外的教育體制；（5）培養國際

觀及地球村知能；（6）激發學習型組織的潛能；（7）保障全民學習權；

（8）認可全民學習成就（教育部，1998）。

至於要達成上述目標，提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具體途徑如下：

（1）建立回流教育制度；（2）開闢彈性多元入學管道；（3）推動學

校教育改革；（4）發展多元型態的高等教育機構；（5）推動補習學

校轉型；（6）鼓勵民間企業提供學習機會；（7）發展各類型的學習

型組織；（8）開拓弱勢族群終身學習機會；（9）整合終身學習資訊

網路；（10）加強民眾外語學習；（11）成立各級終身教育委員會；（12）
完成終身學習法制；（13）建立認可全民學習成就制度；（14）加強

培育教師終身學習素養（教育部，1998）。

最後，更展現推動的決心，羅列出 14 項行動方案，包括全面整合

學習資訊方案、研究試辦發行終身學習卡（護照）方案、放寬入學管

道與調整課程教學方案、推動企業內學習組織方案、結合圖書館推動

讀書會活動方案、建立回流教育制度方案、普設終身學習場所方案、

推廣全民外語學習方案、建立公務人力學習型組織方案、推展矯正機

構內學習型組織方案、推展學習型家庭方案、推展學習型社區方案、

統整相關法規，研訂終身教育法方案、研究建立成就知能的認證制度

方案等（教育部，1998）。

有了上面的指引與行動方案，後續幾年的實踐很快就開花結果，

舉其重中之重者，包括：先後制定終身學習法、家庭教育法，提供在

職人士進修的回流教育及在職專班，推展各類的學習型組織到當前的

學習型城市，以及非正規課程學習成就認證等。可以說，自從《邁向

學習社會》白皮書發布及推動，促使我國終身學習政策進入新紀元，

奠立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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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頒布 2002年終身學習法及 2003年家庭教育法的
發展

我國為民主法治的國家，所有施政必須遵照依法行政精神，終身

學習政策的大法就是終身學習法，在白皮書的行動方案明確指出其重

要性及實施策略。經過有識之士的努力下，2002 年終於通過立法頒布

終身學習法，然後再接再厲 2003 年通過家庭教育法，兩部立法都是國

際上名列前茅率先法制化的範例。

以終身學習法來說，第 1 條明示立法目的在鼓勵終身學習，推動

終身教育，強化社會教育，增進學習機會，提升國民素質。其他條文

明定主管機關、用詞、終身學習機構、範圍、政策、經費、實施內容、

輔導獎勵等，將推展終身學習明確加以法制化，不僅彰顯邁向學習社

會白皮書與相關計畫的內容與精神，也引導其他行動方案及相關的終

身學習重點工作的落實，例如各級政府成立終身學習推展會議，就是

重要的規範。終身學習法的完成立法及實施，可說是我國終身學習政

策上的重要成就，也是另一項終身教育史的里程碑。此法公布後，先

後在2014年、2018年兩次進行條文的修正，目前條文共22條（教育部，

2018a）。

終身學習法對於後續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展，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

意義。然徒法不足以自行，終身學習法本身並非終極的目的，而是需

要據以研擬具體的政策與計畫來實施，始能發揮法令的實質效益。因

此，後續推動情形係透過中長程計畫加以落實，包括 2004 年建立終身

學習社會五年計畫，以及之後的終身學習中程計畫等。

至於家庭教育法，第一條明定「為增進國民家庭生活知能、家人

關係，健全家庭功能，特制定本法」。而第二條條文「本法所稱家庭

教育，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及服務；其

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也讓我國家庭教育正式法制化，並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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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動家庭教育第一期與第二期中程計畫，之後持續修訂「家庭教

育法」，定義家庭教育為親職教育、子職教育、性別教育、婚姻教育、

失親教育、倫理教育、資源管理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情緒教育、人

口教育等十項範圍，期能達到「營造正向的家人關係、健全的家庭功

能，以提升個人與家庭福祉」之家庭教育政策目標。該法經公布施行

後，迄今已歷 5 次的修正，包括 2010、2011、2013、2014、2019 年，

目前條文共 21 條，該法並訂有施行細則 11 條（教育部，2019）。

之後的影響與發展包括老人教育白皮書及社區大學發展條例，臚

列如下：

一、2006 年發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為因應臺灣人口高齡化的快速發展，確保老人教育權的落實，臺

灣教育部於 2006 年發布本項白皮書，提出臺灣高齡教育的重要政策宣

言。白皮書的內容分為四部分，包括邁向高齡社會的挑戰、老人教育

發展現況、老人教育政策之規劃與實施、老人教育政策之行動方案。

白皮書提出的願景為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尊嚴、社會參與。其

推動策略為：（1）建構老人教育終身學習體系，整合教育資源；（2）
創新老人教育方式，提供多元學習內容；（3）強化弱勢老人教育機會；

（4）促進老人人力再提升與再運用；（5）以家庭共學的策略，協助

老人重新適應老年期的家庭生活；（6）於正規教育中融入成功老化觀

念；（7）以社會教育辦理世代間教育及交流活動；（8）增設老人教

育場所，建立社區學習據點；（9）提升老人教育人員之專業素養；（10）
建立老人教育評鑑及獎勵機制。白皮書依這些實施策略，提出行動方

案 11項，為臺灣老人教育最具體較完整的老人教育政策宣言（黃富順、

黃明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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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訂頒「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鑑於臺灣高齡社會快速的發展，為因應此項社會變遷，臺灣教育

部乃於 2017 年訂頒「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其實施期間自 2017
年至 2021 年，為期五年。此項計畫的內容，包括：緣起、目標、現行

政策及方案檢討、執行策略及方法、期程及資源需求、預期效果及影

響等。其目標為：（1）完善高齡教育體系，普及高齡教育機會；（2）
創新高齡學習內容，提升活躍老化素養；（3）培育專業教育人力，強

化高齡教育品質；（4）強化跨域資源整合，營造友善高齡環境。其實

施策略，包括：（1）強化運作機制，完善體系；（2）創新課程，發

展多元模式；（3）開發人才，提升人力素質；（4）整合資源，營造

世代融合等。

三、2018 年公布「社區大學發展條例」

為使社區大學的發展獲得法律的依據，臺灣教育部於 2018 年制

定「社區大學發展條例」公布施行，條文共計 17 條，包括：立法目

的、名詞、學員招收、設立、協助、預算、評鑑、學習證（明）書發

給、社大審議會設置、獎勵及委託研究等。該法第一條立法目的，指

出社大旨在提升人民現代公民素養及公共事務參與能力，協助公民社

會、地方與社區永續發展、落實在地文化治理與終身學習，故社大辦

學的定位為公民素養提升、公共參與、在地文化治理理念與能力的培

養等，是以公共參與為主要任務，而非僅為的提供民眾終身學習的機

構，發展條例內容旨在規範政府對社大的支持與協助事項（教育部，

2018b）。

參、發布 2021年《學習社會白皮書》的傳承



第三章  二十一世紀後我國終身學習的推展

65

這是繼 1998 年之後的重要發展階段，所以期待為邁向學習社會的

2.0 版。該白皮書主要包括 7 部分，分別是：當前社會的挑戰；當前國

際終身學習的重要理念；我國終身學習的政策檢討與回應；學習社會：

終身學習的願景、目標與規劃理念；終身學習實施途徑；終身學習行

動方案；學習社會的總體建議。大致上傳承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的架

構與方向，同時展現現階段的重點。

由於 1998年我國發布之《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已歷二十餘年，

這二十多年間，國際局勢已多有所改變，我國社會的社經狀況亦變遷

快速，尤其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後，全球面臨重大的議題，包括科技快

速發展、人口高齡化嚴峻、氣候變遷及新冠疫情肆虐等，教育部乃於

2021 年發布《學習社會白皮書》。白皮書的內容包括：當前社會的挑

戰、當前國際終身學習的重要理念、臺灣終身學習政策的檢討與因應、

終身學習的願景、目標與規劃理念、實施途徑等。該白皮書所提的願

景為「打造全民愛學習的學習型臺灣（learning Taiwan）」，其目標為

培養終身學習者、發展學習型家庭、推動學習型組織、建構學習型城

市等四項，其實施的策略為健全法制基礎、培養專業人才、擴充學習

資源、提供多元學習管道、推動跨域合作、加強國際交流等六項，行

動方案提出 17 項。此項白皮書，企圖以學習型概念做為推展終身學習

理念與整體架構的基礎，包括願景為打造學習型臺灣，目標為終身學

習者的培養、學習型家庭、組織、城市等四項，而實施策略則為法制

健全、人才培養、資源擴充、管道多元、跨域合作及加強國際交流等

六項，並非從學習型家庭、學習型組織、學習型城市等的建構出發，

顯然實施策略與目標的達成間有落差與斷裂，就所提出的實施策略六

項而言，係過去臺灣各種法令、計畫、白皮書等一貫主張，並無新意，

且其內容亦有待釐清與不足之處，識者認為係屬舊酒新瓶，將無法引

發全民的回響。

該白皮書提到規劃係基於「貫穿一生，全民參與」、「扎根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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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傳承過去，前瞻創新」以及「發展專業，跨域合作」

等 4 項理念。基於此，白皮書的願景是要打造一個全民愛學習的臺灣—

學習型臺灣，目標是要培養每位國民成為終身學習者，每個家庭成為

學習型家庭，每個組織成為學習型組織，至終全體國民能夠生活在一

個學習型城市之中，而整體社會能夠成為一個學習型的社會（教育部，

2021a）。

為了實踐學習型臺灣的願景，達到推動終身學習的目標，允宜採

取積極有效的推展途徑。所以提出 6 項實施的途徑，包括：健全法制

基礎；培養專業人才；擴充學習資源；提供多元管道；推動跨域合作，

以及加強國際接軌。此項實施途徑乃成為行動方案與中程計畫的重要

指導原則（教育部，2021a）。

基於上述 6 大主軸方向，進而形成 17 個行動方案如下：1-1 強化

終身學習法規；1-2 建立整合型終身學習體系；1-3 建立終身學習成效

評估機制；2-1 培養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員；2-2 提升各類專業人員的

終身學習素養；3-1 強化特定族群終身學習補助機制；3-2 鼓勵民間組

織推展終身學習活動；3-3 推動各類學習型組織；4-1 加強支持個人學

習的環境及機制；4-2 強化家庭及各場域的代間學習；4-3 強化補習學

校課程架構、師資及教材；5-1 推展永續發展學習、培養環境公民；5-2
整合高齡友善學習環境與資源；5-3 強化跨族群與跨文化學習；6-1 推

動國民識讀標準；6-2 持續推動學習型城市及其國際交流；6-3 培養終

身學習體系英語人才並促進國際化（教育部，2021a）。

為了落實上面白皮書所提各項目標、途徑及行動方案，教育部同

時發布終身學習中程計畫，期間為 2021 年 1 月至 2024 年 12 月計 4 年。

植基於白皮書，根據 6 大主軸策略，提出策略重點、執行策略與方法、

執行年度、以及主協辦單位。另外也列出績效指標，分為量化指標、

質化指標，以及經費需求、考核機制等。根據計畫內容所揭示的推動

情形，主要重點如下（教育部，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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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法制基礎

檢討與修正終身學習相關法規，以政策與法規引導我國終身學習

的發展；並建立終身學習的跨部會推動機制，推動回流教育及全齡個

人學習帳戶制度，並落實終身學習成效之評估。

二、培養專業人才

整合正規、非正規之教育體系，研議逐步建立終身學習專業人員

認證制度、培養公私部門各類機構之終身學習專業人員，並強化各類

專業人員的終身學習素養。

三、擴充學習資源

滿足不同族群對象之終身學習需求，透過獎勵、補助和其他合作

機制，強化特定族群對象之學習補助方案，並結合企業及民間組織等

資源，協助各類終身學習活動之推展。

四、提供多元管道

強化終身學習各類管道與培訓方式，提供更直接的終身學習環境

和機制，包括滿足個人需求的終身學習 E 化及終身學習服務諮詢，推

動家庭及各場域代間學習，落實國中小補校課程改革與師資培育等。

五、推動跨域合作

強化正規教育部門的終身學習機制，並與公私部門尋求更廣泛的

跨域合作機制，使終身學習得以創新與永續。積極與相關政府部會或

民間組織建立積極合作方案，透跨域合作與跨部門整合，落實環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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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與永續學習、高齡友善學習，以及跨族群與跨文化之學習等。

六、加強國際交流

建立國民識讀標準，提升全民終身學習素養與培養世界觀；推廣

學習型城市與國際交流方案，強化終身學習特色資源整合及國際城市

外交；推動英語及多語言終身學習方案，配合雙語國家政策，培養英

語終身學習人才與國民就業力，進而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

肆、發布實施 1996年至 2021年以來的終身學習中程
計畫方案

上面已就兩份白皮書、兩部立法加以探討，最後落實到社會各層

面的端賴終身學習計畫的發布與實施。其中最重要的發展計畫概述如

下：1996 年 7 月發布「以終身學習為導向的成人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實施兩年後，配合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1998 年 7 月發布「推展終身

教育，建立學習社會中程計畫」。2004 年 6 月因應終身學習法通過及

延續計畫，發布「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五年計畫。這當中亦發布老人

教育白皮書及高齡教育中程計畫，直至 2021 年 3 月發布「終身學習中

程發展計畫」。

就 2004 年「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五年計畫來看，主要內涵包括：

計畫緣起、計畫目標、六項策略、資源需求、預期效果及影響、以及

相關附表等。所提出的六大策略：（1）強化如何學習的教育，提升國

人終身學習素養；（2）持續開發終身教育資源，增進終身學習機會均

等化；（3）實施配套法規，落實終身學習法施行成效；（4）加強外

籍配偶等弱勢族群終身教育，建立多元文化社會；（5）致力終身教育

師資培訓，促進課程、教材及教法專業化；（6）發展社區本位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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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統整終身教育體系（教育部，2004）。

根據上面策略亦列表呈現提出重點工作項目、執行年度、以及主

協辦單位等。從其所提的預期效果，主要推動情形如下：（1）提升國

人終身學習素養，可建立國人主動學習的意願和能力，隨時隨地掌握

各種學習機會和參與各種學習活動；（2）結合公私立部門及非營利組

織，包括行政機關、社教機構、與各級學校、民間團體、企業、機構

等開發終身教育資源，增加終身學習機會。並運用資訊科技、策略聯

盟、合作等方式，連結政府及私人組織，促進終身教育資源共享的效

益；（3）落實終身學習法成效，擬定各項相關法規，健全終身教育法制；

（4）加強特殊及弱勢族群終身教育，提供終身學習機會，培養新世紀

所需生活及職業各項知能，建立多元文化社會；（5）健全終身教育師

資，持續改進課程、教材及教法，將可提升終身教育品質，提供國人

充分之終身學習機會，滿足其學習需求，促進個人及社會國家之發展；

（6）建立學習成就認可機制，統整終身教育體系（教育部，2004）。

此外，另於 2021 年訂頒第二期「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此

計畫為接續之前的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而來，實施期程為 2021 年至

2024 年。計畫目標為：（1）普及學習機會；（2）提升學習品質；（3）
創新學習模式；（4）整合跨域資源；（5）促進代間學習；（6）增進

貢獻服務。其實施策略包括：（1）擴展多元參與的學習機會；（2）
提升高齡學習的實施成效；（3）開發多元創新的學習模式；（4）加

強跨域合作的資源連結；（5）擴展世代交流的代間學習；（6）加強

高齡人力的開發運用。以及 2021 年發布「終身學習中程發展計畫」如

下：

為配合《學習社會白皮書》之發布，依據白皮書所列行動方案研

訂中程發展計畫，期程自 2021 年至 2024 年。其內容包括：未來環境

預測與問題評析、計畫理念、目標、計畫內容、經費、考核及預期成

效等。其目標為保障全民學習權利、擴充終身學習機會、開拓多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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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管道、統整終身教育資源、接軌國際永續發展等。其實施策略乃依

前述白皮書所提的 6 項策略及 17 項行動方案，再提各項主軸策略的執

行策略，共 58 項。再從 2021 年「終身學習中程發展計畫」來看，主

要內涵亦包括：計畫緣起、實施期程、未來環境預測與問題評析、計

畫擬定之理念、計畫目標、行動方案及內容、經費需求、考核機制及

預期成效等。從其所提的預期成效來說，主要推動情形如下（教育部，

2021b）：

一、修正與訂定相關終身學習法規，健全終身學習法制之基礎

終身學習法規繁多，舉凡終身學習法、藝術教育法、補習及進修

教育法、家庭教育法、圖書館法、博物館法、社區大學發展條例等等，

都需要持續加以檢討和補充修正，期能將終身學習朝向整體性、專業

性和前瞻性的方向調整。

二、培養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才，落實終身學習專業化之發展

終身學習專業人員種類多元，綜合言之，可包括社會教育機構專

業人員、學校辦理終身學習專業人員、圖書館或博物館專業人員、家

庭教育專業人員、非營利組織專業人員、社會藝術教育專業人員、社

區大學專業人員，以及推展樂齡學習專業人員等等，以上人員在類別、

層級、專業素養和條件，以及培育和認證方式上皆必須予以規範，才

能落實終身學習的專業化發展。

三、訂定合理經費補助條件，擴充終身學習發展之經費

終身學習資源與經費的盤點是發展終身學習不可忽略的一部分，

相關政府部門在推展終身學習的資源和經費方面必須充足，方得以促

進終身學習方案的實踐，並且透過學習補助及結合民間資源，推展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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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學習活動，以普及不同族群對象之終身學習機會。

四、研議終身學習推動管道與策略，拓展實踐終身學習之多

元管道

終身學習之推動包含政府與民間的管道，也包含正規教育、非正

規教育，以及非正式教育之途徑，透過多元管道和途徑，可以整合終

身學習資源，結合終身學習機構與能量，致力於滿足民眾的各類終身

學習需求。

五、整合多元分工的終身學習機構，推動跨域合作之策略方案

終身學習雖以教育部為主管單位，事實上，就政府部門而言，可

以說是一項跨部會的業務，同樣的，其在學理上需要跨越相關學科領

域，在實踐上需要產官學研合作，在對象上需要多族群、多年齡、多

對象，因此，跨域合作乃是終身學習非常重要的努力方向。

六、促進終身學習體系國際化，加強國際交流之經驗分享

建立國民識讀標準，接軌國際發展趨勢，提升全民整體素質；推

廣學習型城市與國際交流方案，強化終身學習特色資源整合及國際城

市外交；21 配合雙語國家政策，培養英語終身學習人才，以及協助推

展我國終身學習發展經驗，俾利國際交流與分享。

伍、小結

綜合以上可知，終身學習政策是推動終身學習發展的引擎，有了

白皮書、相關立法的頒布，加上終身學習計畫的發布與實施，對我國

20 多年來終身學習政策及推動情形，就有較清楚的認識與瞭解。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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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在終身學習的政策面，共制定三項法律，發布白皮書三種、研

訂實施計畫三種。在量而言已屬不少，茲就其優點或不足之處為何？

特再具體說明如下：

一、優點方面

（一）能因應需求，依社會變遷提出相關的政策，以為執行依據：

20年來，共提出10種政策主張作為實施的依據，值得肯定。

（二）有關政策的宣告，依性質以法律、白皮書及實施計畫三種

方式宣告：每項各有其重點。

（三）能與時俱進，作滾動式修正：在法律部分，有多次修正，

包括終身學習法進行 2 次、家庭教育法 5 次，旨在因應社

會變遷，或依實施結果進行修正調整。

（四）相關計畫周延完整：在所提出的實施計畫中，範圍周全，

方案具體明確，內容完整。

綜合觀之，從 1990 年代起，發展及改進成人教育計畫實施後，培

育了不少成人教育專業人員，成立學術研究機構及民間專業團體，協

助政府研擬相關發展計畫及白皮書，已能迎頭趕上先進國家，特別是

發佈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及發起終身學習年，之後立法通過終身學習

法、家庭教育法，都是與歐美日並駕齊驅。再經本世紀近 20年的發展，

上述終身學習政策推展成為國家進步與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從

借助重要國際組織和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倡議及政策之研討，即能急

起直追。加上當時政府部門及學術團體合作無間，形成相當蓬勃發展

的態勢。

二、不足之處

（一）政策制定欠缺連貫性：政策的制定欠缺長遠規劃，故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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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性與一致性，例如兩次《學習社會白皮書》的訂頒相

隔 23 年，究竟所提白皮書內容要實施多久？以多久為期？

欠缺長期的規劃。中程發展計畫亦然，第一次為 2004 年提

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五年計畫」，相隔 13年，再訂頒「終

身學習中程發展計畫」，其邏輯性如何？要多年訂頒一次？

沒有較長期、連貫性的做法。

（二）政策間的釐定，重複性高：如第二次《學習社會白皮書》

所提出的健全法制、多元管道、推動各類學習型組織、整

合資源、及加強外語學習，促進國際交流等，在 1998年《邁

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中，業已提出。而 2021年所訂頒的「終

身學習中程發展計畫」，在實施策略中之健全法制、擴充

學習資源、研擬識讀標準、培養專業人才、推動各類學習

型組織等，在 1998 年所訂頒之「推展終身教育，建立學習

社會中程計畫」亦有，並與 2004 年所提出的「建立終身學

習社會五年計畫」中所提實施策略，多有雷同，故有學者

質疑為舊酒新瓶，並無新意。

（三）經費不足，難以因應新事項的推展所需：在終身學習法對

終身學習經費的規定為「寬列預算」，屬於宣示性條文，

未能發揮實質作用，幾次實施計畫的訂頒，有關經費的部

分，亦是由原有年度預算內支應，並未有新增。政府教育

經費在終身學習部分已極有限，自難於做為新創業務項目

之用，導致計畫周延詳盡，但付諸實際行動者少。

（四）2021 白皮書值得檢討者，乃在此項計畫既在落實前述白皮

書目標，唯本計畫實施目標又另立五項目標，與白皮書所

提目標未合，而這六種策略過去相關的白皮書、計畫亦一

再提出過，亦屬舊酒再提，並無新意，與實施計畫所揭櫫

理念、前瞻、創新等之規劃原則亦屬未合，另本計畫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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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需求，係依各有關機關逐年編列年度預算支應，並未爭

取新增計畫之經費，如何能有效落實計畫的執行，也令人

懷疑。

由此看來，遺憾是極力倡導終身學習的林部長於任上離職病故，

整體氣勢逐漸沈寂，在終身學習的推動及實踐上，受到不小的影響。

持續發展只有零星、個別的進行，少有宏觀整體的規劃與推動。即使

2021 年又制定了《學習社會白皮書》和「終身學習中程發展計畫」，

於外界視為較屬於新瓶舊酒，仍感到未見宏觀的規劃及創新突破的做

法。因此，檢視我國近年來在終身學習的推動，欠缺全民、全面、整體、

宏觀的規劃，未有強力推展的政策施行。另外，由於人事更替，不少

發展方案未能持續，在研究上亦缺乏統整的規劃，導致欠缺系統化理

論的建構，以及實施架構的有效機制等。

第二節　二十一世紀後我國推展終身學習實務

的探討

在終身學習實務的推展上，近 20 多年來，在公、私與第三部門的

努力下，各類終身學習機構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終身學習理念的落

實反映在國人參與成人教育活動的比率逐漸成長。隨著國內人口老化

之趨勢，教育部也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終身學習法」將樂齡學習

納入法條內，鼓勵國內終身學習機構辦理樂齡學習活動。另一方面，

家庭教育也是終身學習的重要一環，「家庭教育法」自 2003 年頒布以

來，經過五次修訂，目前全國各縣市都設有家庭教育中心，致力推動

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及服務。

以終身教育司掌管的業務來說，除制定法令政策外，主要重點就

在直接督導國立終身學習機構或協同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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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補助、輔導相關的終身學習機構。根據終身學習法規定，終身學

習機構係指提供終身學習之學校、機關、機構及團體，大致分為三類：

社會教育機構、文化機構、以及學校、政府機關、社區大學與前兩類

以外提供人民多元學習之非營利機構及團體。

茲就近 20 年來我國在推展終身學習實務的重點舉其犖犖大端者如

下：（楊國德，2016）

壹、促進終身學習整體發展，持續研修終身學習法令

為完善終身學習法制，持續研修《終身學習法》相關子法及施行

細則，建立良性的終身學習制度與結構，以促進我國推動終身學習動

能。例如，針對社區大學制定《社區大學發展條例》，另外在高齡學習、

獎勵員工學習制度、學習成就認證等均強化其相關規定，促使人民參

與終身學習機會擴增，有助我國持續邁向學習型社會。

貳、從成人基本教育到回流進修學習，深化發展成人

繼續教育

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深厚的基礎，運用既有正規教育設施，增進

國民參與及提升補習及進修教育品質，進而推展回流教育，在大學校

院增設在職進修專班，擴展成人高等教育機會。這方面有兩大促發力

量，即降低不識字率及提高成人教育參與率；前者是洛桑管理學院評

比國家競爭力之重要指標，後者是先進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內涵。因

此，近年來持續努力降低國內不識字人口數，檢討補習及進修教育辦

理內容，以及研修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建構健全的補習及進修教育環

境，以順應快速變遷之社會發展。同時，持續提升空中教育品質，透

過電視、廣播、網際網路、遠距視訊等，建立完整的學習網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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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民眾選讀課程。大學辦理在職進修學位、學分學程、專班更是如

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普遍擴展。

參、推動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在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在臺灣興起，主要來自三股勢力

的影響，包括當時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民間要求教改的呼聲、以及

終身學習運動的興起。1998 年，第一所社區大學－臺北市文山社區大

學－成立，其後迅速發展，目前全台共有 88 所。早期社大的成立，並

無法源依據，至 2002 年終身學習法研定時，始將其納入，列於該法第

10 條，陳明社區大學係指在正規教育外，以非正規教育方式提供民眾

終身學習的機構。社區大學由縣（市）政府設立，一般採公辦民營，

課程分學術、社團及生活藝能等三類，其設立目的除增進民眾新知，

充實生活知能的終身學習機會外，並協助社區發展。至 2018 年，推動

社區大學的人士認為有必要設置專法，始能有助於社區大學的推展，

而進行推動專法設立之倡議，臺灣教育部乃進行專法研定，經立法通

過後公布施行，明定社區大學的定位在於提升民眾公民素養、協助公

民社會建構及協助社區發展的終身學習機構。社大經費主要來自臺灣

教育部、地方政府及學分費收入三種。目前已設立 88 所，2021 年參與

學員為 353,804 人（教育部，2022），社區大學為目前臺灣社區民眾參

與學習的最重要機制。

質言之，社區大學為我國終身學習核心的一環，目的在結合社區

資源與力量，提供具人文素養、公共性、思考性、生活性等終身學習

課程，進而培養具有社區意識、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現代化公民。教

育部於 2001 年頒布《教育部補助社區大學及其相關團體要點》，做為

社區大學申請補助之依據，並於 2013 年修訂《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

大學要點》，訂定經費補助基準，並依辦理特色予以獎勵，督導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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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落實輔導及協助社區大學運作，於 2005 年發布《補助獎勵及輔導社

區大學發展辦法》並配合修訂前述要點為《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

學與獎勵地方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實施要點》，以制度化規範社區

大學之補助及獎勵機制。隨著 2018 年《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立法通過

施行，社區大學法制化完成，獲得穩健發展保障。

肆、推展家庭教育

教育部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攜手推動家庭教育工作已有相

當成效，面對社會快速變遷與實務工作之需要，持續整合行政院推展

家庭教育體系之部會及地方政府家庭服務之人力、經費及專業，發揮

群策群力的加乘效果，為家庭提供從初級預防教育、次級輔導、三級

支持全方面的服務效能，培養國人正確的家庭教育知能與終身學習理

念，協助民眾建立健康家庭。

主要重點包括其中健全家庭教育中心組織功能，促進各直轄市、

縣（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之運作，加強辦理各項訓練及觀摩活動，

提升家庭教育人力素質，提高專業服務品質。同時全面檢討家庭教育

法，促進地方政府落實推動《家庭教育法》各項法定事項，並有效整

合各界資源推動各項優先家庭教育及支持措施。為持續促使家庭教育

更優質化、普及化、多元化、以及專業化，結合中央與地方齊心推展

「家庭教育中程計畫」、執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整合計畫」、

成立「教育部家庭教育輔導團」，以建構家庭教育專業輔導系統。

伍、推動高齡學習活動

由於臺灣人口的快速老化， 二十一世紀後，高齡者已成為終身教

育的主要人口。臺灣政府於 2006 年發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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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書》，並自 2008 年後開始先後辦理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及高齡

自主學習團體，而成為臺灣目前高齡教育實施的主要機制，茲簡述如

下：

一、樂齡學習中心

樂齡學習中心自 2008 年開始推動，招收社區年滿 55 歲以上之

高齡者就讀，其設置目標在以三年為期，達成「一鄉鎮區一樂齡」的

目標。中心由縣市政府在鄉鎮區設置，設置的主體係由中、小學或

鄉鎮圖書館申請設立，或由民間組織申請設立。由中小學設立者約

佔半數（45%），由民間組織設置者約為 40%（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2022a）。經費主要由臺灣教育部提供，每所約新台幣 40 萬元至 80 萬

元，縣（市）政府提供一成的配合款。學員不收學費，課程初期分為

五類，包括：中心特色、政策宣導、基礎生活、興趣休閒及頁獻服務

等五類，其後修改為核心、自主及貢獻服務等三類，至 2022 年，全台

共設置369所，2021年實際參與人數為138,663人（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2022b）。

二、樂齡大學

由於臺灣人口少子高齡化的快速來臨，人口出生率不斷減少，至

2021 年臺灣婦女生育率只剩 0.87（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系統，

2023）。故正規學校生源年年減少，學校不斷發生併班、減班、併校、

廢校的現象，由小學至大學逐級而上。至 2022 年，大專校院受少子化

影響，已有12所學校停辦或停招，未來8年內預計再有40校將退場（許

敏溶，2023）。大學校院由於招生人數降低，空出校舍、教室、設備

等，臺灣教育部乃鼓勵大學校院開辦樂齡大學，創造雙贏，一則減緩

衝擊力道，再則開拓老人至大學圓夢機會。樂齡大學自 2008 年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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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對象為年滿 55 歲以上高齡者，每年有近百所大學申辦。每所由臺

灣教育部補助 35 至 40 萬元，每班 20 至 30 人，採學期制，每學期 10
至 18 週，每週 6 節。課程內容分老化及高齡化相關課程、健康休閒課

程、生活新知課程、學校特色課程及其他等五類。至 2022 年，辦理學

校共有 85 校，學員共有 3,528 人。

三、高齡自主學習團體

前述兩類老人學習機制均屬機構式，而提供老人學習另一種機制，

即自主式。臺灣自 2013 年開始培訓高齡自主學習活動帶領人，辦理自

主式的學習活動。所謂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即由受過訓練的帶領人，

自行在社區招募 55 歲以上高齡者，每團 10~15 人，設計學習活動、

帶領活動，以完成學習目標。其時間及場地，均甚為彈性，學習主題

由成員共同決定，以分享、互動方式進行，達成學習目標。帶領人的

培訓分初階 30 小時、進階 30 小時、實作 44 小時，共計 104 小時，經

評核及格者發給合格證明書，得向臺灣教育部申請年度計畫，每一計

畫最高補助 8 萬元。至 2022 年，受訓合格帶領人計 671 人，每年申請

補助在臺灣各地運作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每期運作 12 至 16 週，每週

一次，每次 3 小時，每年約有 150 至 200 團獲得補助，參與學員約為

4000 至 5000 人。2021 年受情影響，參與學員為 2,456 人。

由此來看，面對高齡化及 2025 年躍居「超高齡社會」趨勢，2008
年起優先運用學校與社區空間，辦理在地化高齡者學習活動，並結合

大學校院發展樂齡大學。除了上述機構化學習設計，自 2016 年推動成

立高齡自主學習團體，以提升高齡者自主學習能力。同時鼓勵各縣市

政府籌措高齡教育資源，保障高齡者學習權益，透過訪視輔導強化樂

齡學習制度。

至於推展策略也包括成立「樂齡學習輔導團」，除總輔導團，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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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北區、中區、中南區及南區等四區輔導團，負責研發多元教材、

辦理培訓、座談會及聯繫會報、輔導及訪視樂齡學習中心。同時創新

高齡者教育方式，持續研發多元學習教材及內容，帶動國內高齡者教

育朝專業化發展，並提升高齡人力再運用，鼓勵所屬機構及單位，運

用退休人力，籌組樂齡志工組織。另外，持續執行樂齡學習專業師資

培訓計畫，建立高齡教育人才資料庫，以及表揚全國推動樂齡學習工

作者熱心奉獻及無私的付出，設立樂齡教育奉獻獎，持續厚植專業人

力貢獻智慧及經驗，以迎接高齡社會來臨。

陸、推廣多元文化，共創友善融合社會

由於新住民人數逐漸成為一大族群，衍生文化認同、生活適應、

就業、子女教養等議題。為協助新住民融入臺灣家庭與社會，並強化

國人對新住民的同理認識，推展方向包括：（1）深化融入及適應能力；

（2）建立銜接就學機制；（3）發揮潛能鼓勵就業。在促使一般民眾

有更多文化交流機會上，補助設立新住民學習中心，除規劃新住民終

身學習課程外，亦鼓勵新住民、家人及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提供近便

之文化交流機會，公共圖書館亦建置多元文化專區，透過策略聯盟方

式，結合更多學校、民間團體、教育廣播電臺、圖書館、基金會及地

方政府等全面廣泛地提供文化交流活動，因認識而理解與尊重，進而

培養國人多元文化與公民平等素養。

另一方面，結合民間非營利組織活力推動終身學習列車。大家以

社會關懷為共同的核心任務與使命，深刻的瞭解社會現象、掌握社會

脈動，創新並深化議題，才能讓學習活動符合社會需求並不斷與時俱

進。結合縣市主管基金會參與，經由跨領域與不同團體如各地的社教

館所、文史工作室、家庭教育中心、社會團體、企業、媒體等結盟合作，

以創造更大、更加值的公益效能。之後推動教育基金會終身學習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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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積極擴大教育公益議題，創造更多終身學習機會，擴展各項教育

議題，增加全民終身學習機會，符合教育政策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重要

議題與項目，並規劃具有創新性、前瞻性、建設性，有助於社會發展

之教育方案與計畫，以整合公益資源，創造產官學合作平臺，期能共

同落實全民終身學習社會，推動臺灣社會進步與改革之力量並促進教

育基金會之成長與發展活動，以提升教育基金會參與及組織能力為核

心，透過策略聯盟方式，促進教育基金會之永續經營。

建立友善社會氛圍，加強語言溝通至為重要，從全民學外語到建

立全民英檢證照，並持續建置本國語言學習資源，以積極強化語言學

習環境，成立「本國語文教育推動會」，提供本國語文教育政策、研

究與推廣之相關諮詢及執行建議，並作為跨部會溝通平臺，指導及議

決各項本國語文教育政策，以繼續提升及創新多元語言價值，加強保

存傳承及發揚。（楊國德，2016）

柒、建構終身學習機構網絡，加強輔導教育基金會發展

為形塑多元優質的終身學習場域，持續執行國立社教機構跨域加

值發展計畫，並輔導國立社教機構研訂中程發展計畫，引導其透過異

業結盟、學校合作、企業等資源挹注，建立多元夥伴關係，以提升國

立社教機構特色、功能及服務品質。為健全教育基金會運作，強化「教

育部教育基金會資訊網」，有效促進教育基金會之行政作業及管理流

程，以整合民間資源，提供更多元之終身學習機會。

由於全國圖書館系統已大體完備，持續更新機構軟硬體設施，因

應社會環境變遷，充分發揮終身教育功能及提升服務之品質。

終身教育除正規學校外，充實非正規的社教機構的角色與地位更

是重要。近年來陸續透過軟、硬體設施挹注、推動諮詢輔導機制、實

施作業基金等方式，改變社教機構傳統思維與作法，以提升人力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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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具創造力的組織文化，進而展現各社教機構獨特魅力與感受，以

達到創意加值、文化觀光及在地行銷之效益，讓政府資源挹注不再只

是消極補助，而是積極投資。

捌、小結

隨著人口結構遽變、全球化競爭、國民生涯發展及公民權利意識

興起等因素，終身教育面對新的挑戰與機會，在實務面能提出上述因

應對策以進行相關興革措施，殊值肯定。不過，受限於各種外在環境

及內部組織的牽制，實務推展仍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茲就過去 20 年

來，臺灣在終身學習實務層面推展的優點及不足之處，檢視如下：

一、在優點部分

（一）推展單位數量擴增

就目前主要實施的社區大學及高齡學習二大區塊，就量而言，多

年來確呈現不斷增加之勢。就社大而言，由 1997 年開始設立第一所，

至 2022 年已達 88 所，發揮了學習機會擴增的效果。就樂齡學習中心

而言，自 2008 年開始設立，至 2022 年也已增至 369 所。

（二）參與人數不斷增多

二十多年來，無論是社區大學或高齡學習，參與學員不斷增加。

至 2021 年在社大就讀學員為 353,804 人，在三類高齡學習機制的參與

學員也不斷提升，至 2021 年樂齡學習中心修讀學員約為 138,663 人，

樂齡大學為 4,276 人，自主學習團體參與學員為 2,456 人。

（三）不斷精進實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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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0 年起，配合終身學習政策及組織調整發展，終身學習實務

的推展也邁入新的里程碑，如之前所舉的十項重點，對貫徹終身學習

政策及未來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助益。

歸納來說，經本世紀近 20 多年的發展，上述終身學習實務的推展

為國家社會經濟進步與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從建立法制面而言，

終身學習法、家庭教育法，到最近的社區大學發展條例，都展現這方

面的成績。從創設組織發展面來說，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高齡

自主學習團體，乃至家庭教育中心的發展，也是一些推展成果出現。

就激發社會資源投入面而論，各級學校、社區與民間組織團體、各類

終身學習機構，以及相關部會及部門的參與，亦能顯現調動更多待開

發資源的效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終身學習大家朗朗上口，更多

機關、機構、組織及團體願意推展終身學習活動，更多人願意參加培

訓成為終身學習的專業人力，以及帶領更多人加入終身學習的行列。

二、在不足部分

（一）政策計畫選擇性實施，未全面推展

檢視過去 20 年來，臺灣過去在政策的制定、實施計畫的研定，為

數不少，且範圍廣泛周全，但在實務層面，受限於主政者個人認知、

資源限制，未能依規劃的政策項目做全面推展，只擇其中少數項目進

行，或推展一陣子，即因人事更迭而中止。例如 1998 年所推出的《邁

向學習社會》白皮書的具體途徑中，未實施、部分實施或短暫實施的

項目，就有彈性多元管道、推動學校教育改革、發展多元型態的高教

機構、推動補校轉型、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整合終身學習資訊網路、

加強外語學習、成立終身教育委員會、完成終身學習法制、加強培育

教師終身學習素養等 10 項，而其後 2004 年所訂頒之五年計畫實施策

略中，如終身學習素養化、全民化、均等化、法制化、多元化、統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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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化及經費擴增等的目標，其落實情形，亦值得檢討，亦即計畫多、

項目廣、實施少、長於規劃、短於落實。

（二）欠缺聚焦，缺乏重點

由於規劃項目多，但聚焦不足，重點未能凸顯，致未能創造風潮，

鼓動全民參與。

（三）率由舊章，欠缺改進

就目前臺灣有關終身學習實施的二大塊為社區大學及高齡學習機

制，二種型態已分別實施二十餘年或十餘年，其中已產生諸多問題，

但並未獲得改進。例如在社大方面，在定位、辦理機制、課程結構、

師資專業化、新學員招收等，均有待改進之處不少，二十餘年來，迄

未獲得改進或改善。在高齡學習機制方面，三類機制的實施重點、對

象之區分、專業人員培訓、新學員的擴增、地點均等化、課程結構符

應對象需求、績效考核等亦均存在問題，多年來未獲解決。

（四）缺乏創新，難以引領社會發展

社會變遷不斷發生，為因應社會需求，宜不斷創新改變，以引領

社會發展。臺灣二十年來，在終身學習的推展上，較欠缺的就是創新

發展，類皆率由舊章，少有創新措施。

回顧來看，可惜 20 多年來因政權輪替加上人員異動較多，終身學

習實務推展也受到影響，在推動及實踐上，難免後繼乏力、有待開展。

與政策的引導不足相連動，因而持續發展只有零星、個別的進行，少

有宏觀整體的規劃與推動。以終身學習法制面來說，終身學習法雖有

幾次修訂，僅在文字及現有計畫方案的補充，未見更宏觀的規劃及創

新突破的發展，例如主管終身學習研究發展的機構、終身學習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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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終身學習券等。其次，檢視近年來在終身學習的推動方案，仍屬

於既有的計畫範圍，類皆為一年一度的計畫，從計畫、執行、考核都

率由舊章，加上時程相當匆促，欠缺全民、全面、整體、宏觀的規劃，

無法產生強力推展的效益。

另外，雖然激發不少部門及人員參與，但是本位主義及協調能量

不足，大多是會議、活動的參與，很難產生積極的作為與向心力，面

對終身學習的需求，仍然缺乏統整的規劃，導致有名無實、欠缺效益

的活動多，落實到終身實施架構的有效機制仍待發展。

第三節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

檢視

從前面兩節探究二十一世紀後我國終身學習政策、終身學習實務

的推展情形看來，具體展現了政策內涵與重要的實務成果，但也可看

到相關的優點與問題所在。基於此，可以進一步針對我國推展終身學

習的願景與行動策略加以探討與檢視。

壹、終身學習政策的具體內涵

一、1998 年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

白皮書提出我們成為開發國家的教育願景，強調：（1）未來的社

會是終身學習社會；（2）教育制度的新面貌；（3）終身學習社會的

發展目標 8項。要達成目標，提出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具體途徑 14項。

更展現推動的決心，羅列出 14 項行動方案。

有了上面的指引與行動方案，後續幾年的實踐很快就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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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先後制定終身學習法、家庭教育法，提供在職人士進修的回流

教育及在職專班，推展各類的學習型組織到當前的學習型城市，以及

非正規課程學習成就認證等。

二、2002 年終身學習法及 2003 年家庭教育法

終身學習法第 1 條明示立法目的在鼓勵終身學習，推動終身教育，

強化社會教育，增進學習機會，提升國民素質。家庭教育法第 1 條指

出立法乃為增進國民家庭生活知能、家人關係，健全家庭功能，之後

持續修訂為增進國民家庭生活知能，健全國民身心發展，營造幸福家

庭，以建立祥和社會。

有了這兩項基本法，持續訂定子法及相關法規，據以研擬具體的

政策與計畫來實施，充分發揮法令的實質效益。包括 2004 年建立終身

學習社會五年計畫，以及之後的終身學習中程計畫，以及家庭教育的

中程計畫等。

三、2021 年學習社會白皮書

為邁向學習社會的 2.0 版，白皮書的願景是要打造一個全民愛學習

的臺灣—學習型臺灣，目標是要培養每位國民成為終身學習者，每個

家庭成為學習型家庭，每個組織成為學習型組織，至終全體國民能夠

生活在一個學習型城市之中，而整體社會能夠成為一個學習型的社會。

提出 6 項實施的途徑，包括：健全法制基礎；培養專業人才；擴

充學習資源；提供多元管道；推動跨域合作，以及加強國際接軌。進

而形成 17 個行動方案。

四、1998 年至 2021 年以來的終身學習中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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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2004 年「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五年計畫來看，提出的六大策略：

（1）強化如何學習的教育，提升國人終身學習素養；（2）持續開發

終身教育資源，增進終身學習機會均等化；（3）實施配套法規，落實

終身學習法施行成效；（4）加強外籍配偶等弱勢族群終身教育，建立

多元文化社會；（5）致力終身教育師資培訓，促進課程、教材及教法

專業化；（6）發展社區本位學習網絡，統整終身教育體系。

最近的 2021 年「終身學習中程發展計畫」，主要重點為（1）修

正與訂定相關終身學習法規，健全終身學習法制之基礎；（2）培養各

類終身學習專業人才，落實終身學習專業化之發展；（3）訂定合理經

費補助條件，擴充終身學習發展之經費；（4）研議終身學習推動管道

與策略，拓展實踐終身學習之多元管道；（5）整合多元分工的終身學

習機構，推動跨域合作之策略方案；（6）促進終身學習體系國際化，

加強國際交流之經驗分享。

貳、終身學習實務的推展成果

一、持續研修終身學習法令

修訂終身學習法、家庭教育法與相關子法及施行細則，建立良性

的終身學習制度與結構，以促進我國推動終身學習動能。包括社區大

學發展條例、高齡學習、獎勵員工學習制度、學習成就認證等獲強化

相關規定。

二、深化發展成人繼續教育

持續努力降低國內不識字人口數，檢討補習及進修教育辦理內容，

建構健全的補習及進修教育環境，以順應快速變遷之社會發展。同時，

持續提升空中教育品質，便利民眾選讀課程。大學辦理在職進修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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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程、專班普遍擴展。

三、推動社區大學

2001 年頒布《教育部補助社區大學及其相關團體要點》，做為社

區大學申請補助之依據，2013 年修訂《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要

點》，訂定經費補助基準，並依辦理特色予以獎勵，督導各縣市落實

輔導及協助社區大學運作，2005 年發布《補助獎勵及輔導社區大學發

展辦法》並配合修訂前述要點為《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與獎勵

地方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實施要點》，以制度化規範社區大學之補

助及獎勵機制。2018 年《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立法通過施行，社區大

學法制化完成，獲得穩健發展保障（教育部，2018）。

四、推展家庭教育

面對社會快速變遷與實務工作之需要，持續整合行政院推展家庭

教育體系之部會及地方政府家庭服務之人力、經費及專業，發揮群策

群力的加乘效果，為家庭提供從初級預防教育、次級輔導、三級支持

全方面的服務效能，培養國人正確的家庭教育知能與終身學習理念，

協助民眾建立健康家庭。

當前持續促使家庭教育更優質化、普及化、多元化、以及專業化，

結合中央與地方齊心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執行「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家庭教育整合計畫」、成立「教育部家庭教育輔導團」，以建

構家庭教育專業輔導系統。

五、推動高齡學習活動

2008年起優先運用學校與社區空間，辦理在地化高齡者學習活動，

並結合大學校院發展樂齡大學。除了機構化學習亦加入非機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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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推動成立高齡自主學習團體，以提升高齡者自主學習能力。

同時鼓勵各縣市政府籌措高齡教育資源，保障高齡者學習權益，透過

訪視輔導強化樂齡學習制度。

六、推廣多元文化友善社會

協助新住民融入臺灣家庭與社會，並強化國人對新住民的同理認

識，鼓勵新住民、家人及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提供近便之文化交流機

會。同時，結合民間非營利組織活力推動終身學習列車，以社會關懷

為共同的核心任務與使命，深刻的瞭解社會現象、掌握社會脈動，創

新並深化議題，不斷與時俱進。為建立友善社會氛圍，加強語言溝通，

從全民學外語到建立全民英檢證照，並持續建置本國語言學習資源，

以積極強化語言學習環境。成立「本國語文教育推動會」，作為跨部

會溝通平臺，指導及議決各項本國語文教育政策，以繼續提升及創新

多元語言價值，加強保存傳承及發揚。

七、加強輔導社教館所及基金會發展

輔導國立社教機構研訂中程發展計畫，引導其透過異業結盟、學

校合作、企業等資源挹注，建立多元夥伴關係，以提升國立社教機構

特色、功能及服務品質。為健全教育基金會運作，強化「教育部教育

基金會資訊網」，有效促進教育基金會之行政作業及管理流程，以整

合民間資源，提供更多元之終身學習機會。

由於全國圖書館系統已大體完備，持續更新機構軟硬體設施，因

應社會環境變遷，充分發揮終身教育功能及提升服務之品質。陸續透

過軟、硬體設施挹注、推動諮詢輔導機制、實施作業基金等方式，改

變社教機構傳統思維與作法，以提升人力素質，塑造具創造力的組織

文化，不再只是消極補助，而是積極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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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終身學習的願景與行動策略

經由上述的歸納與探討，可以用來檢視我國的終身學習的願景與

行動策略如次。

一、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強調晉身開發國家之林的國際化原則，重視全民學習機會均等的

公平性原則，強調學習方案設計的彈性多元化原則，重視個人與組織

全面發展的均衡性原則，強調學校、家庭到社會共同推展的普及化原

則，以及重視參與組織及人員的專業化原則。 

（二）願景

邁向學習社會是最早的發想，建立終身學習社會是遠大目標，當

前則逐步型塑出學習型臺灣的圖像，亦即這個學習型臺灣鼓勵終身學

習，增進學習機會，提升國民素質，營造幸福家庭，建立祥和社會。

（三）具體內涵

要鼓勵終身學習，必須滿足民眾終身學習的需求；要增進學習機

會，必須調動社會各部門的學習資源；要提升國民素質，必須培養終

身學習者、發展學習型組織、建構學習型城市；要營造幸福家庭，必

須促進家庭教育的推展效能；要建立祥和社會，必須擴增多元文化學

習與交流合作機會。要達成目標與願景，必須健全法制基礎、培養專

業人才、擴充學習資源、提供多元管道、推動跨域合作、以及加強國

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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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策略部分

（一）主要的行動策略

根據 1998 年白皮書的策略為：（1）建立回流教育制度；（2）開

闢彈性多元入學管道；（3）推動學校教育改革；（4）發展多元型態

的高等教育機構；（5）推動補習學校轉型；（6）鼓勵民間企業提供

學習機會；（7）發展各類型的學習型組織；（8）開拓弱勢族群終身

學習機會；（9）整合終身學習資訊網路；（10）加強民眾外語學習；（11）
成立各級終身教育委員會；（12）完成終身學習法制；（13）建立認

可全民學習成就制度；（14）加強培育教師終身學習素養。據以推展

之 14 項行動方案，包括全面整合學習資訊方案、研究試辦發行終身學

習卡（護照）方案、放寬入學管道與調整課程教學方案、推動企業內

學習組織方案、結合圖書館推動讀書會活動方案、建立回流教育制度

方案、普設終身學習場所方案、推廣全民外語學習方案、建立公務人

力學習型組織方案、推展矯正機構內學習型組織方案、推展學習型家

庭方案、推展學習型社區方案、統整相關法規，研訂終身教育法方案、

研究建立成就知能的認證制度方案。

而根據 2021 白皮書則整合為 6 大主軸，即健全法制基礎；培養專

業人才；擴充學習資源；提供多元管道；推動跨域合作，以及加強國

際接軌。主要行動策略為（1）修正與訂定相關終身學習法規，健全終

身學習法制之基礎；（2）培養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才，落實終身學習

專業化之發展；（3）訂定合理經費補助條件，擴充終身學習發展之經

費；（4）研議終身學習推動管道與策略，拓展實踐終身學習之多元管

道；（5）整合多元分工的終身學習機構，推動跨域合作之策略方案；

（6）促進終身學習體系國際化，加強國際交流之經驗分享。

就實務推展重點則主要為 10 項：持續研修終身學習法令、深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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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人繼續教育、擴增弱勢族群學習機會、加強規劃發展學習型城市、

持續擴展社區教育與學習、推動社區大學穩健發展、大力推展家庭教

育、強化高齡學習活動、推廣多元文化友善社會、加強輔導社教館所

及基金會發展等。

總而言之，過去 20 多年的主要行動策略展現在：

1. 制定及持續研修終身學習法令；

2. 提供從成人基本教育到回流教育在職專班的繼續教育機會；

3. 規劃發展學習型城市；

4. 發展更多元社區教育與學習，以及推動社區大學穩健發展；

5. 持續推展更優質的家庭教育；

6. 推動更有活力的高齡學習活動等。

（二）配套措施

為了達成上述的目標與策略，主要配套措施都是研擬計畫、編列

預算、委託負責單位、補助經費、輔導訪視、考核及獎懲等。

1. 研擬計畫

修訂上述執行的法規後，必須研擬相關計畫，而且配合預算編列

都逐年檢討修訂。

2. 編列預算

根據計畫可以編列經費以供審核及審議。

3. 委託負責單位

由於行政機關人力有限，計畫執行大多採委外進行，例如大學校

院或民間組織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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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助經費

為執行計畫必須提供經費補助，以作為人力及業務開支費用。

5. 輔導訪視

針對補助及委託案，進行評鑑或較常見的輔導訪視。

6. 考核及獎懲

針對書面或實地訪視評鑑給予評定成績，作為獎勵及懲處的參據，

訂有獎勵方式及罰則規定。

綜合來說，上述配套措施，行之多年，基本上符應計畫、執行、

考核的管理原則，也應用於多項大型的計畫加以推展，包括社區大學、

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家庭教育中心等。

肆、落實願景與行動策略的問題所在

透過上面的檢視，我國在推展終身學習具有強大的企圖心，特別

是 1998 年起透過白皮書的發布、終身學習年的宣示，期盼能與先進各

國並駕齊驅，展現出宏觀的終身學習願景與劍及履及的行動策略，當

時也獲得其他國家的讚賞及羨慕。然而，回顧過去 20年來的推展情形，

仍深深覺得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甚大，尤其是競爭激烈的國際社會，顯

現出我國處於不進則退的疲態，情勢相當危急，相當不利於國際競爭

及未來的國力發展。因此，以下歸納提出我國在落實終身學習願景與

行動策略的問題所在。

既然有願景及行動策略，若能落實執行，不論個人、家庭、社會

的所有對象，均能共享成果，共蒙其利。問題在哪裡呢？歸納如下：

1. 從政府到民間，仍普遍重視學校教育，輕視家庭教育及社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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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終身學習需求。

2. 民眾認知的終身學習相當不足，只能強調終身學習重要，但實

際參與及支持的行動有限。

3. 政府部門對終身學習資源的投入相當受限，仍以滿足正規教育

需求為優先，將終身學習所需視為次要。

4. 終身學習必須跨部門、跨領域的協調發展，受限於政府部門本

位主義作祟，造成協調合作不足，難以產生綜效。

5. 從事終身學習業務人力缺乏專業知能，大多以兼辦、兼職人力

應付，加上領導主管人員不重視，率由舊章無法應變。

6. 由於欠缺專業要求、不夠受重視，人員異動頻繁，無法有效累

積個人知能經驗及組織智慧傳承，造成業務青黃不接。

7. 參與終身學習的動機較難引發，招募學習者不易，受到各種學

習障礙影響又大，造成參與情形不佳。

8. 由於新進入者有限，已參加學習者另外參加的選擇機會不多，

常形成重複參加同類型、內涵差異不大的學習活動。

9. 在經費有限、參與人數不多，重複學習及不求改變的運作模式

下，讓寶貴的資源經年累月的流失在無甚大效益的機制中。

10. 學用落差也是值得注意改善重點，學習者希望獲得立即實用的

效益，教學者欠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與資源。

綜合來說，上述問題的關鍵在政府主管人員的心態與觀念，若有

心加以改善，則仍大有可為。例如：大眾的認識不足或誤解，就大力

的宣導及引發體驗的行動；欠缺專業能力及人員，就有計畫的培訓及

提供服務的機會；缺乏學習動機及實用的內容，就加強研發及持續修

正改善。這些都需要相關計畫及經費的支持，那就是又回到前面的願

景與行動策略，必須提出政策說帖及實務推展方案，說服上級機關及

立法部門，以獲得全力支援。所以，主其事的部會首長及縣市長，若

能像當年林清江部長具有的高度與格局，事在人為，必能一棒接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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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前面所提的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裨益於國家社會及全體國

民。

總而言之，終身學習是個人一生所進行的活動，更是社會發展不

可或缺的要素，沒有停止或完成的一天，它將隨人類社會的存在，永

續進行。以上檢視我國在二十一世紀後，對終身學習的推展情形，有

其成效，亦有不足之處。綜而言之，目前不足之處，主要為宣導不足，

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足，其次為欠缺執行督導的單位，再者為研究

發展創新的機制欠缺。針對以上三者，黃富順（2022）特別提出呼籲，

期望以下二項工作能在臺灣社會生根，獲得實現。

一、發行終身學習期刊

臺灣近 20年來，一般民眾對終身學習素養不足，其重點原因之一，

乃為訊息管道不足。過去臺灣自 1991 年開始，有發行二種期刊，一為

「成人及終身教育雙月刊」，另一為「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前者

為雙月刊性質，計發行 20 年，共出刊 121 期；後者為半年刊，發行 16
年，共出刊 32 期。前者主要內容在報導訊息、提供經驗交流、傳佈終

身學習新知及國際重要運動或活動的發展等；後者主要為學術研究成

果的分享。其後因政策更迭，先後停刊，對民眾終身學習的認知或素

養的提升，影響至巨，故未來如能予以恢復，新一波的終身學習推展

可期，尤其是普及性的刊物（月刊或雙月刊），尤為需要，這是第一

種期待。

二、成立終身學習振興機構

臺灣在終身學習的推展，在行政層面，有各級政府的教育行政單

位負責，而行政部門在政策決定後，其執行督導單位不明，尤其在研

究上，對終身教育的研究近乎闕如，目前只能由大學相關系所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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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力為之，但相關系所少，教師及研究生人數極為有限。臺灣最重要

的教育研究機構為「教育研究院」，只進行正規教育方面的相關研究，

該院並無設置終身教育相關研究的單位，亦未進用具終身教育專業的

研究人員。基於上述，為期臺灣未來終身學習的長遠發展，有必要設

置類似韓國的「國立終身教育振興院」的機構，負責終身教育相關政

策的執行督導、研究發展及解決實務推展的問題，亦即發揮終身教育

智庫及執行、督導的功能，這更是一種對臺灣終身教育推展上的一項

長期發展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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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際重要組織終身學習的倡議

當前國際終身學習的推動，已從 20 世紀末期的蓬勃發展，邁入

到二十一世紀的反思與創新階段。終身學習已從早期強調自我的發

展，進入到兼重個人、經濟、社會及文化多元發展時期。終身學習的

發展從 1960 年代迄今，歷經了從理念的宣導到理想的實踐（吳明烈，

2017）。終身學習是學習社會的發展關鍵，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終

身學習的發展愈發受到各國際組織及各國的重視。為因應全球化、技

術變革和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近年來各國際組織和主要國家更是積

極提出終身學習的願景與展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經濟合作

發展組織（OECD）及歐盟（European Union, EU）為當前影響全球終

身學習最為深遠的國際組織，值得加以探討。

第一節　UNESCO對終身學習的倡議

壹、前言

UNESCO 可謂為當前影響終身學習發展最深遠且貢獻最大的

國際組織。從《法爾報告書》（Faure Report）、《狄洛爾報告書》

（Delors Report）等重要文獻以及國際成人教育會議（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ult Education）、國際成人學習週（International Adult 
Learners´ Week）與國際學習型城市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Cities）的推展，得以洞悉 UNESCO 與終身學習的國際發展脈

絡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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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法爾報告書》到《學習：內在的寶藏》的終

身學習倡議

UNESCO 的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更於 1972 年提出《學會發展：教育

的今日與明日世界》（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報告書，俗稱為《法爾報告書》（Faure Report）。報告書

對於學習社會的理念與實踐，有甚多精闢篇幅論述。社會與教育的關

係正在改變，學習社會乃是一種社會結構，是一個可以充分提供教育

的地方與情境。學習社會的出現是教育與社會、政治與經濟交互作用

下的過程，同時融入了家庭與公民生活。此外，亦意味著每個人應該

更自由的具有學習與教育自我的方法。未來的教育應該緊密地結合社

會各個機構，以促進教育的普及化與繼續化。據此觀點，個人將成為

更具創造力、個別化與自我導向的全人。而這將是促成文化進步的動

力，並增進教育的專業性。這是一個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

時代，這種教育的動向，將是無可替代且無可逆轉的方向（吳明烈，

2013）。

繼《法爾報告書》之後，UNESCO 在 1996 年又提出了一份影響

全球終身學習深遠的《學習：內在的寶藏》（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報告書，發表新世紀的學習社會宣言。終身學習關鍵能力的探

究，可追溯到 UNESCO 所發表的《學習：內在的寶藏》報告書。終身

學習必須具備關鍵能力，關鍵能力的培育亦需要終身學習，譬如批判

思考必須從幼小時候開始學習，然後持續終生發展。終身學習與關鍵

能力有助於建立一個永續的和諧社會。UNESCO 原僅提出終身學習的

四大支柱，包括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共處以及學會發展，而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研究所有鑑於二十一世紀的社會變遷步調愈趨

快速，以及個人處於變遷環境中應變能力的重要性與日遽增，進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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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學會改變（learning to change）的主張，並將之視為終身學習的第

五支柱，上述五大支柱不僅為終身學習能力之關鍵內涵，且亦為個人

在社會生存與發展的關鍵能力（吳明烈，2010a. 2011）。

參、國際成人學習週的開啟

UNESCO 在 2000 年 的 國 際 識 字 日（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 
ILD）當天，正式開啟了歷史上的第一個國際成人學習週（International 
Adult Learners´ Week），為全球終身學習的發展，增添一股新活力並

增闢另一種可能性。成人學習週在某些國家或被稱為學習節、終身學

習節、終身學習週、成人教育週或繼續教育週，名詞的使用雖略有所

異，然實質內涵與意義則一致，旨在致力於發展成人教育，實現全民

終身學習的理想。人類史上的第一個國際成人學習週於 2000 年的國

際識字日當天正式開啟了序幕。然而，單一國家的成人學習週活動，

則已自一九九０年代以來陸續展開，且舉辦國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成人學習週並不意味著成人在一年中只有一週的學習時間，而是試圖

透過該活動的舉辦，促進成人的學習動機，使其年年不忘繼續學習。

同時亦希冀藉此學習運動的推展，傾聽社會大眾的學習心聲與需求，

進而提供更廣泛的學習機會，讓學習訊息更為明確化與透明化，並持

續提升學習的參與量與品質，以強化終身學習體系（吳明烈，2001， 
2013）。

肆、CONFINTEA凝聚全球終身學習的共識行動
UNESCO 約每隔 12 年召開一次國際成人教育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Adult Education （CONFINTEA）。這是最大型且最重

要的國際成人教育會議。UNESCO 的第七次國際成人教育會議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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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於摩洛哥（Morocco）馬拉喀什（Marrakech）舉行，大會主題

為「成人學習和教育促進永續發展：變革議程」（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 transformative agenda）。會中

發表了馬拉喀什行動框架：運用成人學習與教育的變革力量（Marrakech 
Framework for Action: harnessing the transformational power of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以促使成人學習與教育在世界範圍內成為現

實。上述行動架構反思自 2009 年第六屆國際成人教育會議以來，成人

學習與教育領域所面臨的重要挑戰和所獲得的進展，並為未來 12 年的

成人學習與教育之發展制定路線圖。本架構特別強調要創造終身學習

文化，終身學習將是應對人類所面臨的氣候危機、科技變革、人口變

化，乃至新冠疫情及其加劇的不平等，各類挑戰的關鍵舉措。為了實

現這一目標，需要一種全面而整體的方法，以涵蓋成人學習與教育的

各種類型、各行業各領域、各類學習方式，以及多樣化的學習者群體。

因此，需要創造一個學習環境，為所有人提供包容的優質教育和終身

學習，將其確立為一項公共事業，以服務於勞動力市場，以及個人福

祉和公共利益（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22）。

UNESCO 為實現終身學習的願景，為所有人提供包容的優質教育

和終身學習，進而提出以下各項行動策略：

一、建立框架和治理安排

探索最適切的方式，致力於將終身學習權的願景變為現實，從而

創造適合每個成員國的終身學習文化。積極與各相關單位組織合作搭

建多部門平台，支持成人學習與教育治理的價值。

二、重新設計成人學習與教育系統

複雜學習生態系統的出現使得成人學習與教育提供者日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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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且需要加強政府建立制度和法規、配置財政和人力資源方面的

作用，以支持成人學習與教育的結構優化。在地方層面加強成人學習

與教育的重要意義，將其作為規劃、設計和實施學習項目，以及支持

和資助培訓與學習計畫的策略考量，如為社區學習中心提供充足的資

源且配備合格的成人教育工作者。重視學習空間的多樣性，需要加強

機構能力，以促進地方的全民終身學習，例如鼓勵學習型城市的發展，

促進學習者、社區團隊和機構在內的地方利益相關者之參與。

實現在各類工作內部和工作之間，創建靈活學習途徑的承諾。認

可先前學習經歷以及認證非正規和非正式學習成果，對於在適當和相

關的情況下，將所有群體納入開放、靈活的學習生態系統具有重要意

義。充分利用跨教育各部門和勞動力市場橋樑的開放性，使學習者根

據自身的才能和興趣選擇學習路徑的關鍵。

三、保障學習品質

提高成人教育工作者的能力，使其進一步專業化、專門化，並改

善他們的工作條件。成人學習與教育能力框架是教育工作者專業化和

素質提升的策略性工具。. 為了提高成人學習與教育的品質，強調開展

研究和評估之於指導政策和實踐的重要意義，以進一步保障政策和實

踐的包容性、品質和適用性。

四、增加資金投入

增加成人學習與教育領域的公共資金與資源的合理配置，並防止

現有預算撥款的減少。作為終身學習的有機組成部分，成人學習與教

育的資金應由多元的利益相關者、各部門、用人單位和其他私人主體、

地方政府和學習者提供。這種供資模式應將日常預算方案與包括混合

融資，以及針對弱勢或邊緣群體中的婦女和學習者的專門性措施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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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其他來源和機制聯合起來。根據各國國情增加成人教育的公共支

出，旨在逐漸達到國際標準，即分配至少佔國內生產總值 4%-6% 或至

少占公共教育支出總額 15%-20% 的資金。實現公平和包容的目標需要

尤其關注本土民眾所處的現實情境及相應責任。這一承諾源於重申教

育是一項人權，其中包括個體作為能動者以及積極全球公民的參與權。

五、拓展學習領域

掃盲作為成人學習與教育的基礎，是一系列連續提升學習和能力

水平的過程。工作場所是重要的學習場所，在工作中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有助於勞動者獲得適宜的工作，適應新的工作要求，促進個人發

展與自我實現。除了促進混成學習，還需促進公共教育資源的開放，

並解決學習過程中與科技使用有關的公平、包容、隱私與道德問題。

六、實施與監測層面的國際合作

在落實本行動框架所作出的承諾的同時，為了持續推動知識及良

好實踐的交流共享，促進夥伴學習和機構能力發展，本著國際合作精

神，進一步支持和參與旨在改進成人學習與教育、促進終身學習的國

際合作倡議。遵循《成人學習與教育全球報告》的傳統，需要可靠、

有效、透明和可獲得的資訊及監測系統，以提供相關且準確的分類數

據，定期監測行動框架的執行情況，並支持建設數位平台，以促進成

員國和其他成人學習與教育的重要支持者之間進行知識和最佳實務的

交流。透過終身學習的視角，運用成人學習與教育的變革力量，為所

有人創造一個具有社會凝聚力、成就感、包容性和永續的未來。

伍、推展全球學習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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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年來為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理想，亦將學習

型城市的發展視為終身學習的重要願景。明確指出學習型城市是一個

能有效動員各種資源以提升教育體系的全面學習機會、活化家庭與社

區學習、促進職場學習、擴展現代學習科技、提升學習品質以及創造

充滿活力的終身學習文化之城市，進而強化個人能力、社會融合、經

濟發展、文化繁榮與永續發展（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14）。學習型城市又稱為終身學習城市，係強調以推動終身學習為

核心的城市，進而促成城市終身學習的發展，鼓舞市民成為終身學習

者，俾以持續提升個人實現與城市發展的理想。近年來全球終身學習

的發展大趨勢，已然朝向學習型城市。學習型城市的概念比學習型組

織更為廣泛，需要各種部門與組織的協調合作，建立熱絡夥伴關係，

共同推動城市社區學習活動，終身學習也是一種遍及生活周遭的學

習。學習型城市的存在擴大了終身學習的參與，以及促進地方再造。

市民對於城市的生活及成長應該有所關心與貢獻。學習型城市的發

展，是一項沒有終點的持續歷程。城市一旦停止學習，則城市的發展

亦會受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指出，學習型城市是一個能有效

動員各種資源以提升教育體系的全面學習機會、活化家庭與社區學習、

促進職場學習、擴展現代學習科技、提升學習品質以及創造充滿活力

的終身學習文化之城市，進而強化個人能力、社會融合、經濟發展、

文化繁榮與永續發展（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14, 
2016a, 2016b, 2017）。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學習型城市建構指南》（Guidelines for 
Building Learning Cities），提出六大關鍵策略，亦為當前我國推展終

身學習之重要參考（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16b）：

一、發展學習型城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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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而有力的政策領導與承諾必須反映在行動計畫。

二、建立所有利害關係者的協調架構

所有的組織與市民均為學習型城市的利害關係者。透過所有利害

關係者的對話與共識，以強化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架構。

三、透過重要活動以持續學習型城市發展過程

激發熱情是建立學習型城市的成功關鍵。愈多的人及組織參與並

發揮正向影響力，學習型城市即有愈多實現的機會。

四、保障每位市民獲得學習

學習必須是快樂的、可用的、可取得的，如此才能激發並促進人

人終身學習。

五、建立監控與評鑑機制以促進學習型城市發展

為促進城市的全民終身學習，有其必要持續監控與評鑑績效，各

縣市並能充分落實自我管考機制。

六、確保永續發展經費

為實現學習型城市的多重效益，必須以公平的方式確保與分配永

續發展經費。



第四章  國際重要組織終身學習的倡議

105

第二節　OECD對終身學習的倡議

壹、前言

OECD 於 1968 年設置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RI），專門負責教育的交流合作與研究發

展等工作。自 1970 年代起該組織對於終身學習在全球社會的發展，

發揮了引導功能，特別是近幾年來，更是將推動終身學習視為該組織

的一項重要工作。OECD 乃是除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外，對於全球

終身學習的發展，最具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國際組織。該組織從 1970
年代之後陸續提出的回流教育（recurrent education）、全民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知識管

理（knowledge management）、學習經濟（learning economy）與數位

落差（digital divide）等理念及思潮，對於全球終身學習與知識社會的

發展可謂影響深遠（吳明烈，2013）。

OECD 自 1970 年代開始，將終身學習視為教育訓練政策的主要目

標並陸續出版許多報告論述，全民終身學習亦已成為各會員國的共同

目標。OECD 從廣博的觀點，強調終身學習涵蓋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

過程中，所從事的一切有目的的學習活動，目標在於促進個人的知識、

技能與能力。

貳、倡導培養終身學習關鍵能力

有鑑於此，OECD 特別重視個人透過符合自我步調的自我導向學

習，以培養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to learn）的能力。教育可以培養能

力，OECD 自 1990 年代中期之後，即積極關注於能力的界定與調查研

究，尤其是在「能力的定義與選擇」計畫架構中，許多研究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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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彰顯了這項議題的重要性（Vargas Zúñiga, 2005）。OECD 向來重視

個人在新時代中新能力的發展，分別在 1998 及 2001 年的《教育政策

分析》報告書中，特地剖析了許多國家的終身學習政策，其中亦可明

顯看出，各國均希望透過終身學習，發展國民的知識與能力，並且能

在新時代中，培養出個人的嶄新能力。處於知識經濟潮流中，個人需

要具備的職場能力（workplace competencies），包括溝通能力、問題

解決能力、團隊合作能力以及資訊與通訊科技能力等等，這些能力不

僅重要並且成為關鍵能力的內涵。近年來，培養終身學習能力，已然

成為 OECD 所關注的重要議題。學校體制並不僅在於促進學生完成學

校教育，同時也需培養出個人在成年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個人完成中

等教育之後，應該即具備從事終身學習的基礎。根據 OECD 國際學生

評量計畫（Programme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所進

行的調查發現，雖然在大部分的會員國中，青年人離開學校之後，幾

乎均已具備中等教育文憑，然而，他們在成年生活中所需具備的關鍵

知識與技能，卻仍有待加強。在許多國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學生

無法完成具有適當複雜的閱讀任務，而這卻是所應具備的終身學習關

鍵能力之一。因此，OECD 的 PISA 調查中，在個人的終身學習能力方

面，尤其重視自主學習與學習動機兩個層面的測量，自主學習係指個

人能夠控制本身的學習，自主良好的人，往往學習績效亦較佳；至於

學習動機的測量結果顯示，大多數十五歲的學生對於學校具有隸屬感，

然而在有些學生成績高的國家，卻有很多學生覺得在學校並不快樂，

而這則有可能影響日後的學習（吳明烈，2010a，2011）。

OECD 提出的關鍵能力架構內涵，嚴謹界定出了運用互動工具、

異質性團體互動與自主行動等三項關鍵能力層面，每一項層面亦涵蓋

了三項具體能力內涵（表 4-2-1）。每一項關鍵能力層面與具體內涵又

彼此緊密關連，構成一個嚴謹的能力架構體系。OECD 提出的關鍵能

力架構內涵與終身學習可謂緊密相連。這些關鍵能力正是個人終身學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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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OECD 終身學習關鍵能力內涵 

終身學習關鍵能力層面 終身學習關鍵能力具體內涵 
運用互動工具 1. 使用語言、符號與文本互動的能力 

2. 使用知識與資訊互動的能力 
3.  使用科技互動的能力 

異質性團體互動 1. 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的能力 
2. 團隊合作能力 
3.  管理與解決衝突的能力 

自主行動 1. 在廣泛脈絡情境的行動能力 
2. 形成及執行生活方案與個人計畫的能力 
3. 保護及維護權利、利益、限制與需求的能力 

 

各項終身學習關鍵能力需要在學校培育，並且持續發展貫穿一生。在此

脈絡中，終身學習則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並非所有能力，均能在初始

教育中充分提供，因為能力係在生命全程中持續發展與改變，而個人在成

人生活階段中，亦有期待改變的需求；再則從發展心理學觀點論之，能力

發展並非在青少年期即結束，而是持續到成年期（吳明烈，2010a，2011）。 

參、致力全民終身學習的實現 

1990 年代中期由 OECD 所提出的全民終身學習理念，迄今仍成為各國

的重要教育發展目標，且具有政策實踐的優先地位。二十一世紀的終身學

習理念與實務發展，則與 OECD 近年來所提出的知識管理、知識經濟、學

習經濟與數位落差等議題緊緊相扣。尤其是近些年來更將數位落差視為造

成社會不平等的一項新因素。數位落差的存在，亦造成教育的不平等與終

身學習的落差。因此，弭平數位落差以擴展終身學習的機會，進而達成全

民終身學習的理想，更是 OECD 所致力實現的目標。此外，OECD 對於終

身學習的優先順序與策略亦甚為重視，關於終身學習經費的共同投資之政

策討論，普遍朝向於人力資本取向，這乃是隨著知識社會的興起而無可避

免的結果。在 1990 年代後期及二十一世紀之初，終身學習經費的挹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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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所需具備，而這些能力的強化亦需透過終身學習的歷程來達成。個

人從事終身學習活動，需要具備關鍵能力；關鍵能力的培育與發展，

亦需透過終身學習的歷程，兩者可謂關係密切。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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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並非在青少年期即結束，而是持續到成年期（吳明烈，2010a，2011）。 

參、致力全民終身學習的實現 

1990 年代中期由 OECD 所提出的全民終身學習理念，迄今仍成為各國

的重要教育發展目標，且具有政策實踐的優先地位。二十一世紀的終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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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經濟與數位落差等議題緊緊相扣。尤其是近些年來更將數位落差視為造

成社會不平等的一項新因素。數位落差的存在，亦造成教育的不平等與終

身學習的落差。因此，弭平數位落差以擴展終身學習的機會，進而達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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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OECD 終身學習關鍵能力內涵

各項終身學習關鍵能力需要在學校培育，並且持續發展貫穿一生。

在此脈絡中，終身學習則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並非所有能力，均

能在初始教育中充分提供，因為能力係在生命全程中持續發展與改變，

而個人在成人生活階段中，亦有期待改變的需求；再則從發展心理學

觀點論之，能力發展並非在青少年期即結束，而是持續到成年期（吳

明烈，2010a，2011）。

參、致力全民終身學習的實現

1990 年代中期由 OECD 所提出的全民終身學習理念，迄今仍成為

各國的重要教育發展目標，且具有政策實踐的優先地位。二十一世紀

的終身學習理念與實務發展，則與 OECD 近年來所提出的知識管理、

知識經濟、學習經濟與數位落差等議題緊緊相扣。尤其是近些年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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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數位落差視為造成社會不平等的一項新因素。數位落差的存在，亦

造成教育的不平等與終身學習的落差。因此，弭平數位落差以擴展終

身學習的機會，進而達成全民終身學習的理想，更是 OECD 所致力實

現的目標。此外，OECD 對於終身學習的優先順序與策略亦甚為重視，

關於終身學習經費的共同投資之政策討論，普遍朝向於人力資本取向，

這乃是隨著知識社會的興起而無可避免的結果。在 1990 年代後期及

二十一世紀之初，終身學習經費的挹注，必須由公部門及私部門共同

承擔，整體社會對於學習的投資，未來亦勢必較現在為多，以上均已

普遍獲得共識。OECD 推動終身學習係較為採用人力資本的觀點，而

且偏重於全球競爭、職場與個人學習。從 1970 年代所倡導的回流教育

到近些年來的知識社會理念，充分反映出社會變遷中的教育需求。回

流教育的倡導主要著重於促使在職人士，能有機會重返校園接受新知

識與技能教育的洗禮；而所倡導的知識社會理念，涉及到知識經濟、

知識管理、學習經濟及縮短數位落差等議題，並且著重於透過個人與

組織的繼續學習以促進知識的創新與應用。這種典範的轉移，也充

分顯現了不同時代背景的終身學習取向與新需求（吳明烈，2013）。

個人處於知識經濟社會中，應該具備哪些能力以及如何培育之，備受

OECD 的重視。OECD 認為在教育機構部門，應該促進個人發展廣泛

的基本能力，俾以從事終身學習。

肆、積極推展學習型城市

OECD 近些年來亦與 UNESCO 與歐盟均為重視學習型城市的推

展，透過學習型城市解決城市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創造城市新價值。

OECD 在人類邁向二十一世紀之初，即強調城市學習會影響到城市的

經濟發展，而且兩者具有正相關，城市應該積極推動終身學習與組織

學習，進而轉型成為學習型城市。學習型城市系統化理念的提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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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務積極發展，則是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之事，尤其是受到 OECD
與歐盟的積極推動之影響。學習型城市的發展，近年來更重視到學習

型城市網絡的建立，以及由各學習型城市所緊密連結而成的學習型區

域之建構。學習型城市網絡的發展，促進了城市運用終身學習進行城

市再造，並且在各城市、鄉鎮與社區之間進行最佳實務的交流（吳明

烈，2010）。時至今日，學習型城市已然成為全球各國終身學習政策

的推展主軸與重點。

第三節　EU對終身學習的倡議

壹、前言

歐洲聯盟繼 1995 年發表《教與學：邁向學習社會》（Teaching 
and Learning: Towards the Learning Society）白皮書之後，更於 2000 年

提出了《終身學習備忘錄》（A Memorandum on Lifelong Learning）
以引發整個歐洲社會對於終身學習實踐策略的積極討論。之後，歐盟

更於 2001 年提出《實現終身學習的歐洲》（Making European Area of 
Lifelong Learning A Reality）報告。其中，歐盟提出了實現歐洲全民終

身學習的六大策略（European Commission, 2001）。更值得一提者，歐

盟於 2002 年發表《歐洲終身學習品質指標報告書》（European Report 
on Quality Indicators of Lifelong Learning），不但重視終身學習參與量

的擴展，亦強調終身學習品質的提升。歐盟則自 2000 年迄今，將終

身學習視為因應知識社會與全球經濟的核心策略，在此策略中，終身

學習的焦點在於促進競爭力、就業力、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

積極公民權（active citizenship）以及個人發展。歐盟近年來則更積極

致力於學習型歐洲的發展，特於 2005 年提出《終身學習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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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參考架構》（Key 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A European 
Reference Framework）報告，並將（1）母語溝通；（2）外語溝通；（3）
數學能力以及基本科技能力；（4）數位能力；（5）學習如何學習；

（6）人際、跨文化與社會能力以及公民能力；（7）創業家精神；（8）
文化表達等視為終身學習八大關鍵能力。這項關鍵能力架構於 2006 年

被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正式採納，而成為各會員國的終身

學習實踐策略（吳明烈，2011）。歐盟終身學習的發展，持續強調創

新的思維與作為，以開展歐洲學習社會的新境界，創新可謂為歐洲終

身學習的 DNA。

貳、打造學習型歐盟與學習型城市

歐盟（European Union, EU）多年來致力於終身學習的發展，

試圖將歐盟打造成學習型歐盟。歐洲成人教育學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Adults, EAEA）是歐盟地區中非常具有

影響力的專業組織。歐洲成人教育學會乃為深深影響歐洲終身學習發

展的重要非政府組織。EAEA 代表歐洲的成人非正規教育之聲（voice 
of non-formal adult education），擁有來自 44個國家的 142個成員組織，

代表六千多萬歐洲成人學習者的重要心聲。EAEA 成立於 1953 年，旨

在連結與促進歐洲成人學習的發展，促進每位成人得以獲得及參與非

正規教育，尤其是少數族群（EAEA, 2017a）。EAEA 為促進成人教

育的影響與益處，結合歐洲各成人教育組織推動「2017 歐洲成人教育

年：成人學習的力量與樂趣」（The Year of Adult Education in Europe：
The Power and Joy of Learning），強調成人教育能增進公民生活與歐

洲未來的發展，並且發表「二十一世紀成人學習宣言」（Manifesto for 
Adult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內容涵蓋積極公民權、個人生活

技能、社會凝聚、就業與數位化、移民與地理變遷、永續性、歐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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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面向（EAEA,2017b）。

EAEA 的主要角色在於影響終身學習政策、供給終身學習資源、

提供終身學習訊息、建立終身學習網絡、連結終身學習社群。EAEA
對於歐洲終身學習政策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當前主要致力於以下

各項政策影響領域（EAEA, 2017a, 2017b, 2017c, 2017d）：

一、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

歐洲高齡人口持續快速成長，高齡者仍期待在職場與社區有積極

參與機會。未來有必要為所有高齡者提供高品質的學習機會，並且建

立完善的高齡學習政策與架構，以促進活躍老化。

二、危機時代中的成人教育

針對歐洲各國所面臨的各種危機，提出對話討論，進而擘劃終身

學習的美好未來。成人教育扮演著發現社會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重要

角色，促進危機成為轉機。

三、成人教育政策國家報告書

透過各歐洲國家成人教育報告的發表，促進彼此的連結與學習，

並且提供成人教育發展的新視野。

四、促進發展

成人教育的影響乃為多面向，有必要透過政策與策略以促進社會

融合。終身學習乃是促進社會變遷並減少貧窮的關鍵。.

五、伊拉斯謨斯增值（Era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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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mus+ 乃是歐洲教育、訓練、青年與運動計畫，期程從 2014
至 2020 年，提供廣泛的機會，促進教育訓練、青年與運動在歐洲的積

極發展。

六、歐洲成人學習進程（European Agenda for Adult Learning）

歐盟執委會更新歐洲成人學習進程，強調 2020 年前持續強化成人

教育的合作，促進終身學習的流動性、品質及平等，並且創新成人學

習與學習環境，以及非正規與非正式成人學習的認可。

七、國際成人能力評量（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

呼應 OECD 的國際成人能力評量調查，強調成人能夠成功的參與

社會及經濟所需的關鍵能力，俾以促進成人透過學習以發展關鍵能力。

八、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TTIP 乃是歐盟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協議，教育係為服務產業，

EAEA堅信成人教育是一種公共利益，並且必須是TTIP協議的一部份。

九、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成就認可（validation of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基於終身學習的理念，個人從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所獲得之知識

與能力，應該受到肯定與採認。

歐盟乃是全球推展終身學習的典範地區，長年來積極以創新的

思維與策略推動全民終身學習的發展，進而試圖建立學習型歐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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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中期迄今，歐盟更是致力於學習型城市的發展，希冀透過終

身學習的推動，提升民眾的自我實現力與城市的競爭發展力。學習型

城市的建構，在 1990 年代中期即受到歐盟的高度重視，並先後展開

了一系列學習型城市的推動策略，俾以促進歐洲積極發展學習型區域

（learning regions），進而成為學習社會（吳明烈，2010b）。

歐洲聯盟已然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聯盟，各項推動終身學習的積極

理念與作法，無疑地將會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社會中的重要教育經驗。

歐盟終身學習政策之制定，係採用團體參與模式，先全面了解社會大

眾的學習需求，並透過廣泛的社會對話機制，進而形成完善的終身學

習政策，而政策內容除了能符應歐盟民眾的需求之外，亦充分展現出

經過系統思考後的政策的完備性。

參、歐盟終身學習發展策略

整體觀之，歐盟的終身學習發展策略可歸納如下（吳明烈，

2013）：

一、透過廣泛的社會對話機制形成政策

歐盟終身學習的推動，係先透過廣泛的社會對話機制，進而形成

政策，而後採取具體的行動策略。在歐盟的終身學習備忘錄中，所提

出的六大架構即是要促使歐洲人民對終身學習的提供與需求進行廣泛

的對話，進一步根據對話結果以形成歐盟的終身學習政策。因此，歐

盟考量到在社會對話機制中，聆聽各社會階層與民眾的聲音，以凝聚

良好的共識，進而提供最佳品質的終身學習。因此，歐盟推動終身學

習的一項策略與成功經驗，即是透過廣泛的社會對話機制以協商政策

並發展最佳實務。當然，進行廣泛的社會對話需要時間，若要確切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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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不同的聲音，往往需要相當足夠的時間。若以歐盟單一國家觀之，

英國在一九九八年時，即發表了《學習時代》（The Learning Age）綠

皮書，而後在 1999 年時則公布了《學習成功》（Learning to Succeed）
白皮書。而這份白皮書係根據綠皮書的社會對話結果後，再作修正與

補充而完成。完善的政策形成，需要有足夠的社會對話時間與空間，

才能確切了解到個人與社會的終身學習需求與想法，此乃歐盟終身學

習所帶來的一項重要啟示。透過這樣的機制，將會建立社會大眾良好

的共識，而在共事之前必須先形成共識，政策的推動方可奏效。

二、政策具有延續性與統整性

歐盟的另一項終身學習策略，即是政策具有延續性與統整性。在

歐盟所發表的各項終身學習政策報告書與文件中，若將其內容作一比

照分析，不難發現，政策規劃及其內涵具有延續性與統整性，如學習

成就認證制度、學習的輔導與諮商及加強人力資源的開發等，均在各

時期之政策報告書與文件中持續受到重視。因此，歐盟的終身學習政

策內涵均有其脈絡可循，並且持之以恆持續推動。

三、進行終身學習的匱乏分析

終身學習的推動，必須深入了解到現況所需及問題所在。歐盟的

終身學習政策發展，特重匱乏分析。所謂匱乏分析，係指去深入了解，

現況最欠缺者為何以及哪些方面需要再加強，進而從匱乏的觀點加以

剖析。就此而言，進行政策分析時，必須避免以本國的現況去分析他

國境況，而當留意到不同背景的思維。歐盟特重匱乏的觀點，會去突

顯真正需要加強的層面與議題。

四、擬定政策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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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地擬定政策的優先順序，乃是歐盟終身學習能有效推動的一

項影響因素。終身學習政策以及教育政策的推動，都會根據需要與重

要性而擬定出適當的優先順序。在此過程中，確立何者乃是當務之急

及其投資比例應為多少，均應清晰明確化。因為，在資源與人力有限

的情況下，不可能同時在政策的推動期間內，事事一致奏效。而這就

如同撐開雨傘般，一定要先找到主軸，然後才能握住核心而撐開大局，

這個核心即是優先順序。

五、提供推動終身學習的架構條件

終身學習的推動，需要各種配套條件，當所需之各條件均充分具

備時，便形成完善的架構條件。提供終身學習的架構條件，乃為歐盟

發展終身學習的一項重要成功經驗。易言之，根據終身學習政策發展

之需要，提供完善的架構條件，當整個架構條件均齊備時，則易產生

終身學習推動之效。

六、重視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以及責任分擔

歐盟推動終身學習，特別重視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不論是政府

與民間或各機構間建立起合作夥伴的關係，彼此群策群力為終身學習

的推動作出最佳之貢獻，並分擔終身學習的績效責任。

七、重視創新的理念與策略

歐盟重視以更寬廣的觀點去省視終身學習，並以創新的理念，積

極推動各項學習策略及行動。如全歐自願服務體系、第二次機會學校

以及學習成就認證制度的建立，均為歐盟推動終身學習的重要創新理

念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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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著重本土模式及系統思考

歐盟的終身學習推動經驗中，所顯現的一項特色，乃是著重本土

化的發展模式與系統思考。當地社會最需要的是什麼以及何種情況最

適合於本土？本土的模式與特色到底是什麼？凡此種種均經過詳加思

考與通盤考量，以發展出有效的政策與實踐策略。

肆、形塑新學習文化 
歐盟的終身學習政策係受到經濟全球化與歐洲競爭力的影響，並

建立在對於全球競爭、特殊的歐洲問題，包括單一內部市場、高度的

結構性失業與勞工流動，以及教育訓練的遲緩等體認之上。因此，終

身學習具有濃厚的工具取向（instrumental approach）色彩。而政策的

鬆綁（deregulation）已擴展到職場、工作條件與職場學習的彈性化。

鬆綁、彈性化、就業力以及個人對教育訓練投資的責任，已然成了歐

盟終身學習政策的關鍵詞。資訊與通訊科技被視為知識社會、資訊社

會與學習社會的驅動力。上述已成為歐盟及其會員國政策報告書中的

重要內涵。然而，歐盟政策的優先性，則較為忽略了在後工業社會中

個人及組織層面的社會與文化再造的動力。當然，這有可能與歐盟的

終身學習政策擬定走向，係採用匱乏分析的觀點有關，亦即視當前社

會最為欠缺者與所需求為何，進而經由有效的政策予以因應之。

人類史上第一個終身學習年係在歐盟展開，受到歐盟的影響，臺

灣則在 1998 年，推展人類史上的第二個終身學習年。如今，歐盟正持

續積極為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理想努力，這份努力背後隱約可見

的是，一種新學習文化正在形塑與發展。這種新學習文化的發展，係

結合了多種現代化的終身學習理念與策略。對於正致力發展終身學習

的臺灣，歐盟的經驗適足提供參考，我國尤應積極發展出適合本土政

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背景的終身學習策略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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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重要組織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

略的歸納

以上分別探討了 UNESCO、OECD 與歐盟等三大國際重要組織的

終身學習倡議與推展。本節進一部歸納三大國際組織的終身學習願景

與行動策略如下：

一、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透過社會對話機制與需求評估，據以促進民眾與社會的發展。

（二）願景

UNECO 的終身學習願景乃是建立學習社會；OECD 則是實現全民

終身學習；歐盟則為實現學習型歐洲。

（三）具體內涵

培養終身學習者，發展學習型組織，建構學習型城市，促進人人

終身學習。

二、 行動策略 

（一）主要的行動策略

1. 建立學習型城市：有效動員各種資源以提升教育體系的全面學

習機會、活化家庭與社區學習、促進職場學習、擴展現代學習

科技、提升學習品質以及創造充滿活力的終身學習文化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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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強化個人能力、社會融合、經濟發展、文化繁榮與永續發

展。

2. 舉辦終身學習週：每年擇一週的時間，訂定年度主題，舉辦終

身學習週，透過資源整合與夥伴關係發展，提供完善的學習諮

詢訊息與活動，以促進民眾的終身學習參與率。

3. 培養終身學習關鍵能力：明確界定終身學習關鍵能力的內涵，

從家庭、學校到社會培養終身學習能力。

4. 培養終身學習者：從小培養人人成為終身學習者，養成終身學

習的實踐力與習慣。

5. 擴展數位學習：積極發展教育與學習科技，推動數位學習與混

成學習，促進終身學習的可及性與便利性。

6. 發展知識經濟與學習經濟：以終身學習為趨動力，促進知識經

濟與學習經濟的發展，建立學習型區域。

7. 發展終身學習夥伴關係：促進公私部門的資源整合，建立夥伴

關係，發揮推動綜效。

8. 終身學習成效管理與評估：系統評估終身學習的推動成效，並

落實終身學習的品質管理。

（二）配套措施

1. 發展學習型城市計畫：訂定完善的學習型城市計畫，並且需要

有堅定的政策領導與承諾。

2. 透過重要活動以持續學習型城市發展過程激發民眾的終身學習

熱情是建立學習社會的關鍵：愈多人與組織參與並發揮正向影

響力，學習社會愈有實現的機會。

3. 保障每位市民獲得學習：透過立法保障終身學習權，增進人人

獲得公平的學習機會，促進全民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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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保永續發展經費：以公平的方式確保與分配永續發展經費，

俾以實現終身學習的多重效益。整體教育學習經費的支出，不

應低於 GNP 的百分之六。

5. 建立所有利害關係者的協調架構：透過所有利害關係者的對話

與共識，建立協調機制與架構，以強化終身學習的發展。

6. 建立管理與評鑑機制以促進終身學習發展：持續監控與評鑑終

身學習績效，必需充分落實終身學習的管理與評鑑機制。

（三）落實問題

1. 政策的落實需要長期時間的貫徹與深化。

2. 各國國情不一以致推動情形會有所落差。

3. 民眾的終身學習覺知仍有待加強。

4. 資源整合需要建立更好的共識與機制。

5. 永續經費的投入與增加會受到經濟現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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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歐美主要國家終身學習的推展

歐美先進國家比我國較早推動終身學習，成果也較為豐碩，成功

經驗值得我國參考。本章分別探討歐美主要國家，包括美國、英國、

德國及法國的終身學習推展情形，重點聚焦於各國終身學習願景及行

動策略之相關政策與實務。

第一節　美國終身學習的推展

壹、前言

美國的全名是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聯

邦體制的國家，在探討教育制度與政策必須有所認識。美國也是當前

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很多方面均名列世界領先地位。尤其在教育的

發達程度，更為世人所欽羨，除了培養本身的人力資源，也吸引全世

界優秀人才留學後為其所用，對其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可說是產生

深遠的影響。我國所追求的先進國家典範，美國長久以來都是首選的

對象，而最需要向其取經學習的部分，就是教育的建設與推展，尤其

是終身學習的理念與實務，確實值得我們加以重視與研究（楊國賜，

2022）。

美國自 1776 年脫離英國獨立以來，先是邦聯後以聯邦體制持續發

展，由早先的 13 州擴展到目前的 50 州和很多屬地。其最大特徵就是

尊重各州發展地方自治的權限，各地擁有最大的自主施政空間，除明

列於憲法者外，大部分施政都在各州掌管。尤其教育體制更是重視地

方自主，透過各地的教育委員會，使居民有機會自主管理和參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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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形成良性競爭的態勢，加上全國性的推廣，形成實用且蓬勃

的全民與終身學習環境。不僅義務教育普及為 K-12 達 12 年以上，高

等教育的質與量更是領先全世界，如果加上社區學院的學習設計與參

與情況，全球最低廉的公共化全民終身教育，真的是非美國莫屬（楊

國德，2003）。

包括終身學習的教育發展權限是在各州，所以美國一直到 1980 年

代才又有聯邦教育部的設立，主要角色與任務還是之前的補助、調查

統計等。教育部是目前最小的內閣層級聯邦部門，主要的職權在於編

列聯邦補助方案，以及執行聯邦關於民權及隱私的教育法案。這也應

了大家熟悉的概念，就是聯邦參與（federal participation）、州掌政策

（stste function）、地方實施（local operation）。所以，聯邦參與的

各種教育報告書、法案的頒布，比較能發揮的作為就在宣示、激勵、

補助經費，然後經由調查統計告知大眾各地的實施情形（楊國德，

2003）。

就終身學習領域而言，也是透過上述的機制在運行，對其終身學

習理念與願景的形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力。從美國現代化的終身學習

理念來說，與其長期以來推展成人教育與終身教育息息相關（楊國賜，

2022）。這股風潮其實從上世紀後半期一直延續到現在，以法制政策

面而言，在 1967 年頒布的成人教育法案（Adult Education Act）和後續

的修正案，以及 1976 年的終身學習法案（Lifelong Learning Act），都

領先世界各國，無怪乎聯合國評定的 21 個先進教育發達國家，美國名

列第一當之無愧。上述法案也奠定了半世紀以來的發展基礎，更是後

續相關政策的起始點。再以實務面來看，其終身學習機構的發展更受

矚目，從早期成人學校到大學推廣教育服務，由各州各自發展卻形成

普遍設立的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已成為舉世聞名且具典範

的成人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彈性多元的社區化終身學習機會；而為了

因應高齡化的社會需求，融合歐洲青年旅社與民眾高等學校的老人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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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所（elderhostel），也是提供高齡者終身學習的典範組織。

由此看來，美國國力強盛，使其教育特別發達，反過來說，因為

教育強力發展，讓美國第一的盛世才能持續存在。尤其他們在終身教

育與學習所投注的心力，更是令人敬佩。當我們欣喜臺灣 2002 年的終

身學習法是全球第 6 個國家，美國是 1976 年就率先立法，早於其他各

國 20 多年。當日本經濟迅猛發展，大家呼喊日本第一時，美國發表教

育報告書「國家在危機中」；近幾年，中國的威脅讓美國又興起「讓

美國再次偉大」的呼聲，教育的革新也透過終身學習機構持續在推展。

為說明上述的發展脈絡，以下於探討美國終身學習的推展情形時，乃

就政策面與實務面分別加以說明之。

貳、政策面

當前美國的終身學習政策，可以先從其相關法案及報告書來探討，

其中與成人教育發展的最多，尤其屬於成人基本教育的最為顯著。另

外，則是與終身學習法直接相關的法案，亦可以一併加以探討。

一、1967 年以來的成人教育法案部分

美國的義務教育年限長達 12 年，從幼兒園起就普遍實施提供全體

國民開放學習的機會，因此稱為 K-12 的教育制度。但是，過去由於種

種因素仍有很多國民未完成，或有學歷但缺乏學力，加上外來移民有

增無減，成人基本教育的需求相當高。因此，1966 年頒布的成人基本

教育法案，乃設立顧問委員會調查及考核實施成效，以提供改進建議。

1967 年就針對上述法案加以修正，持續擴充成人教育的規模，將成人

年齡降為 16 歲以上，因而迅速增加數百萬受教的對象。同時教育機會

並擴展為未完成 12 年教育者，使成人基本教育的潛在學習者從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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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遽增為 6900 萬人。為達成此一要求，因此增加甚多經費，以及加強

師資、訓練、研究、示範計畫等配套措施（黃富順，1988）。法案也

規定聯邦負責全國性的成人教師培訓，鼓勵各地方政府、社團、企業

自辦成人教育的短期培訓（楊國賜，2022）。

上述法案的要求，之後又歷經 1970、1974、1978 年三次的修訂，

逐步完善對美國成人教育，主要是成人基本教育的目的、任務、內

容、師資培訓、管理體制、經營等方面有了整體性的規範架構。然後，

繼續向上延伸學習機會，於 1980 年國會將 1965 年頒布的高等教育

法案第一篇修改為後中等繼續教育法（The Continuing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ct），強調高等教育院校的資源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希望

聯邦政府要與各州和高等教育院校緊密合作共同達成：（1）中學後教

育一律平等；（2）大眾有選擇院校及能力的自由；（3）學術自由；

（4）提升大眾對社會變動的反應能力；（5）平均分配教育資源等。

特別重視教育的連貫性和終身性，並善用社會各類機構的教育功能，

進而形成一個高等院校與社會部門相互緊密聯繫的學習網絡（吳明烈，

2004）。

然後，1997 年又提出終身學習稅收信貸方案（Lifelong Learning 
Tax Credit Program），為成人在後中等教育的學習提供財政的支持，

包括設有各種獎學金、聯邦直接助學金等。同時也推動「二十一世紀

社區學習中心計畫」，延長開放公立學校時間，讓社區民眾於課後、

週末及暑假，有一安全無毒害的地點學習。而 1998 年成人教育與家庭

識讀法案（The Adult Education and Family Literacy Act）又提供遠距教

育方面的支持，增進教育科技於課堂上的應用和學習機會的擴展（吳

明烈，2004；楊國賜，2022）。

由此可以看出，美國聯邦參與終身學習的政策，最核心的就是從

成人基本教育先打好基礎，提供各種經費支持，經由法案的修正、編

列補助預算，可以每年加以檢討、補充加強不足的地方，其用心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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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高令人佩服。然後，延伸到高等教育，與州政府、高等校院、社

會相關機構共同推展更適合的成人教育與終身學習。

二、1976 年之後終身學習法案部分

1960-70 年代是終身教育理念興起的新時代，不僅 UNESCO 第三

屆成人教育國際促進會（1965）提出報告書，1968 年 Hutchins 也首先

就學習社會提出專書，因而促使 1976 年終身學習法（Lifelong Learning 
Act）頒布，激起了終身學習、學習社會等詞彙被廣泛地應用，此創舉

足足領先其他世界各國 20 多年，可看作是給美國立國 200 年的一項賀

禮（楊國德，2003）。

美國的終身學習法主要重點包括：（1）闡述終身學習產生的原因

和特點；（2）明定終身學習的範圍；（3）提出終身學習的活動內容。

其中提到終身學習為成人基本教育、繼續教育、獨立學習，以及協助

各機關團體運用研究的成果或創新的方法服務於家庭需求和個人發展

的活動（楊國德，2003）。只可惜，其預算竟遭到國會否決。不過，

在聯邦政府設置的終身教育辦公室，於 1978 年公布終身學習計畫，強

調終身學習是個體在一生中持續發展其知識、技巧和態度的過程，並

持續於終身教育的推動上：（1）制定法律和指導性的綱領；（2）為

終身教育提供財政撥款；（3）成立終身教育的領導機構、研究機構，

支持終身教育實施機構的發展（吳明烈，2004；楊國賜，2022）。

事實上，聯邦政府自 1961 年起每隔 10 年所舉辦的白宮老化會議，

也是全球創舉，針對老人福利及教育政策加以討論，陸續提出及訂頒

相關的終身學習法案。例如 1971 年的會議後，有 1973 年的美國志願

服務法案，推動反貧窮志願服務計畫。1975 年頒布就業訓練法案及禁

止老人歧視法案。1980-88 年是雷根總統主政，1983 年成立全國卓越

教育委員會，提出「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教育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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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卓越教育及學習社會的政策目標，要求政府：（1）重視追求卓越

學習成果、增進經濟發展；（2）整合各種教育機會以推展終身教育，

滿足國民繼續教育需求（楊國賜，2022）。

其實，美國聯邦參與教育的發展，已將學校教育及成人教育、終

身學習相互融合及連結，不僅資源加以整合，有些相關法案也都息息

相關。例如老布希總統主政時，1991 年的「美國 2000: 教育戰略」

（America 2000:An Education Strategy），明確提出推動終身教育的政

策方針，指出發展新型態機構及教育內涵：（1）企業應致力於使教育

與工作相連結；（2）勞工都有機會獲得工作所需的知識、技能，以改

善生產技術，增加市場競爭力；（3）各類教育機構應致力於增加優良

課程方案的數量，以滿足學習者需求（楊國賜，2022）。把一個處於

危機的國家變為全民皆學之邦，以及把每個社區變為有益於學習的場

所，特別強調成人識字教育及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接著，柯林頓總統主政，於 1994 年修訂中小學教育法，稱為改

善美國學校法，支持革新與彈性的教育措施。同時通過「目標 2000：
教育美國法」（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要求充實教師專業

知能，提高家長參與意願，普及國民終身學習，期盼州和地方在教育

改革和終身學習中要有適當而明確的地位和責任。而 1996 年的「國

家學習：展望二十一世紀」中，由國家終身學習者聯盟委員會（The 
Commission for a Nation of Lifelong Learners）制定出相關終身學習政

策和計畫，最高目標即是要求每一個美國成年人必須堅持終身學習。

1997 年進而提出美國教育發展的 4 項具體目標和 10 大教育綱領，目標

之一就是讓每位成人均有終身學習機會，綱領之一就在強調成人教育，

讓終身學習成為重要教育事業（吳明烈，2004；楊國賜，2022）。

綜合來說，經過半世紀以來美國對終身學習的政策發展，首先從

立法著手，1976 年率先有終身學習法的出現，正式重視終身學習的需

求，規範終身學習的活動內容，雖然預算未能配合，但已起了帶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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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後持續宣示終身學習的重要內涵及發展計畫，提供經費、設立

機構等。最重要的是，將終身學習融入整體教育的法案中，在各項教

育法案中都能逐漸看到終身學習的要求及宣示，有關經費預算也內含

其中，可以說將成人教育緊密融入整體教育之中，成為真正教育體系

中的精髓之一（楊國德，2003）。

參、實務面

再從終身學習的實務面來看，美國 200 多年來設立了多種多樣的

終身教育機構，涵蓋了成人基本教育到大學校院、企業、民間組織所

辦理的各種各類學習方案與活動。從現代化及影響力來說，可以看到

成人基本教育、高等院校的推廣教育影響最為深遠，而以終身學習機

構來看，又以社區學院及老人寄宿所最具代表性。以下加以說明之。

一、成人基本教育部分

在前面的法案與政策已可看出，美國終身學習的推展以成人基本

教育著力最深，不僅聯邦參與相當積極，各州及地方更是不敢輕忽。

即以 1967 年法案為例，其擴增人數不是加倍，是從 2400 萬增為 6900
萬人的近乎 3 倍（黃富順，1988）。特別是針對移民、高中未畢業者

一定想方設法提供適性發展的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內容包括語文、音

樂、家政、親子教育、體能、特別課程等，尤其是重視家庭識讀能力

的加強。

為了精進應對社會變遷的能力，成人基本教育也繼續向上延伸，

配合社區學院及高等校院的推廣教育服務，融合成人基本教育及後中

等教育的繼續學習成為趨勢，不僅聯邦參與補助、各州及高等校院、

其他社會機構也都整合成為學習網絡，對成人基本教育的目標對象持

續提供相關的終身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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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校院的推廣教育部分 

美國高等教育的質與量為世人欽羨，其參與當地社區發展亦投入

甚多，從早期農業層面的合作推廣，到生活實用知能的獲取，高等校

院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借助教育科技的優勢，不受時空環

境的限制，使參與的對象更形擴展，令人至為振奮。在終身學習的需

求與趨勢下，利用高等校院的人力和設施，可以提供全職學生以外更

多的學習者所需之教育活動。除了參與一般非學分的活動，亦可取得

學分、學位，學習方式還有面授、函授、演講、展覽會、諮詢等。不

論經營管理、教育、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更多創新的內容與方式也

持續發展中（楊國德，2003）。

另外，也有無牆大學的設計，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學習計畫、

並能授予學位。因大部分為所屬大學一部分，故沒有校園。強調契約

學習（Contract Learning）：（1）學生主動掌握學習；（2）根據自訂

學習計畫；（3）不僅在教室內學習；（4）學生入學前可依以往學經

歷評估，可算學分；（5）以自身條件彈性學習；（6）不以傳統書面

考試為標準。加上企業的職業訓練或教育活動，如果屬於大學水平，

可由州有關機構加以認定，被認定部分學習期滿後，可申請將學習成

績作為大學的正規學分予以承認（吳明烈，2004）。

三、社區學院部分 

美國的社區學院是相當獨特的成人高等教育機構，是因應社會變

遷與需求的教育產物。其特色就是提供更多高中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

的機會、門戶開放的入學政策、課程多樣化、強調教學與輔導、兼具

繼續升學與就業準備效益（黃富順，1988；楊國賜，2022）。

社區學院在 1960 年代開始急遽發展（黃富順，1988），為了爭取

生源而開拓新的目標對象，鎖定成人學習者。全美各地的社區學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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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成立，充分結合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及職業教育的需求於一體，讓

終身學習的理想向前邁進。加上為促成開放教育機會均等，社區學院

採低學費及免學費政策。從聯邦到州及地方，都大力加以補助，因而

促成終身學習機會擴增甚多，很多州自豪整個州就是一所社區學院，

而聯邦政府更認為全美國就是一所社區學院。

美國社區學院的使命和任務主要有 4 大項：（1）針對全州提供普

遍的學習機會；（2）針對機構及人力需求提供有效的管理措施；（3）
與工商企業合作，促進經濟發展；（4）提升社區居民生活水準等。因

此，社區學院的入學門檻低，學費低廉，學習時間彈性，重視社區需

求，專業技術實用，提供當地民眾最方便的終身學習服務。

四、老人寄宿所部分

美國的老人寄宿所是由社會學家 Marty Knowlton 及其朋友 David 
Bianco 所創辦。Marty Knowlton 於 1974 年從歐洲旅行歸來，受到青年

旅社與民眾高等學校的型態與作法之激發，在 1975 與 Bianco（當時為

New Hamspshire 大學宿務總監）合作，開啟了老人寄宿所的方案，在

New Hamspshire 的五間大學和學院內，提供 220 名長者以短期住宿型

態的學習服務。這種設計結合教育、休閒與旅遊三要素，學員旅行到

教育地點住宿後，參加知識性、休閒性的學習。不僅善用大學的設施

與師資，也提供高齡者高等教育的機會，促進其對自己積極正向的觀

感（張良鏗，2007）。

老人寄宿所逐漸遍及全美國，又拓展至加拿大、英國等 90 幾個國

家，成為全球最大的老人學習組織，不僅增加老年人口參與學習的機

會，也促進大學校園開放與灰色校園的風潮。原先主要以年滿 55 歲至

65 歲以上的老人為主要招生對象，無學歷限制，通常於暑假在大學校

院舉行，活動期間為一週至三週，住宿於學校宿舍。每週活動有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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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其中兩門 為學術課程，另外一門為課外活動。學術課程一般包

括博雅及人文類的，教學方式多採小團體討論與分組座談，經費由參

與者繳交（張良鏗，2007）。

2004 年之後擴充學習內涵，提出旅行學者（Road Scholar）計畫，

擴大參與對象，學習地點也增加到校園外。老人寄宿所是目前全球最

大的高齡者教育及旅遊機構，其課程所以能廣受歡迎，由於是為高齡

者設計的課程，結合了學習和旅遊的元素（張良鏗，2007）。於 1985
年起老人寄宿所亦提供代間課程，讓祖父母可和孫兒一起參與不同的

學習旅程，包括服務學習課程、個人技能的養成課程及旅遊學習等。

財政上以自給自足的方式運作，經費主要來自學員註冊課程所繳交的

學費，也接受州政府、大學校院、民間基金會等的補助及校友捐款等。

目前全球有 90 個以上的國家參與美國老人寄宿所的活動，參與國

際方案的活動，為期約為三周的課程，2003 年針對不同高齡者的參與

需求，發展一日方案或 3 至 5 日的學習方案，增加多元選擇性。整體

來說，美國老人寄宿所具有下列幾項特色，也是其符合高齡學習需求

與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說明如下（張良鏗，2007）：（1）教室無所

不在；（2）視退休為另一個生命期的發展；（3）採住宿式的學習，

創造不同的生活體驗；（4）低學費的入學制度，減輕高齡學習的負擔，

落實學習機會均等的目標；（5）多樣化的課程內容，滿足不同學習者

的需求；（6）兼顧不同學習族群及高齡者個人喜好，從報名方式、課

程活動、住宿安排、課程時程、飲食、交通等多元多樣的選擇；（7）
視教育與休閒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老人寄宿所的理念在美國推展得非常成功，是一種明顯的高齡者

流行文化，廣受高齡者歡迎。Lamdin 和 Fugate（1997）對此作了很

好的解釋：「老人寄宿所的課程在精神上給高齡者帶來挑戰的樂趣，

同時不會讓高齡者感到需要完成甚麼的壓力。課程結合了到有趣地方

旅遊的浪漫、學習的機會、以及與有趣同伴交往的樂趣。老人寄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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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院及大學合作，令它更具威信。精神和社交的刺激讓學員充滿活

力，同時讓他們感覺學到了一些有持久價值的事物，讓他們的生命更

豐盛。」

此外，人類史上第一個成人學習週，係於 1980 年代晚期由美國

進步教育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AAAE）所規劃與舉辦。成人學習週的推動具有三項主要目的：讚揚

學習的角色，學習能改變生活；激勵兩性在各種學習型態中的參與；

促進資訊、學習諮商與輔導的獲得（吳明烈，2001, 2013）。

綜觀美國終身學習實務面的推展，可以看出終身學習機構的多元

化及活力，提供從成人早期到高齡公平及便利的學習機會，課程與師

資的優質多元型態。歸納其優點及問題如下：

（一）優點部分

1. 率全球之先建構全民終身學習的理念與基礎建設

1976 年就有終身學習法的頒布，又有 200 多年戮力於教育的建

設，尤其是成人及繼續教育的推展，更產生積極促動的力量。

難能可貴的是，適時不斷調整終身學習法規、政策及相關措施，

逐步建立終身學習體系，提高國民教育水準及生活品質。

2. 聯邦政府參與積極，透過法案大力補助經費推展終身教育，並

呼籲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各級學校、社會機構及民間組

織辦理成人及繼續教育，協助終身學習的擴展。

3. 大學院校、民間組織重視推廣教育，提供成人、高齡者、弱勢

族群終身學習機會。

4. 塑造社區學院、老人寄宿所等獨特的終身學習機構

終身學習的提供徒法不足以自行，空有理念沒有施行機制，絕

對無法邁向學習社會。美國的社區學院、老人寄宿所，以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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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高齡社會、數位時代的新學習組織與團體，都是建立終身

學習社會不可缺的重要推手，也成為典範的標竿學習機構。

（二）問題部分

1. 美國在聯邦僅只於獎勵補助，期待落後者能跟進，但並無強制

力，使得地方與地方之差距仍在，良莠不齊。

2. 不少報告書及法案大多宣示意義大，必須持續追蹤及發展更強

方案。

3. 美國聯邦在參與，各州及地方又強調自主發展，統籌協調不易

落實。

4. 雖然終身教育活動形式多樣、學習機會繁多，但強調以學習者

參與及經費補助的項目優先，競爭之後產生教育商品化的資本

主義現象難免。 
5. 受制於功利主義及資格證書主義常態化，與赫欽斯等人所倡導

的真正學習社會要旨仍有落差。

肆、小結

以上介紹了美國終身學習政策與實務層面的推展，茲再就其願景

與行動策略簡要歸結如下： 

一、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強調終身教育的均等普及、全民參與、卓越發展、持續革新原則。

（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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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終身學習社會，開放學習機會均等，促進個人與美國社會卓

越發展。

（三）具體內涵

從基本教育到繼續教育的終身學習需求，發展美國的終身學習社

會，推進美國教育卓越發展，促進社會各類資源連結為終身學習網絡。

二、行動策略

（一）主要的行動策略 

1. 大力擴展成人基本教育：全民均有 12 年級以上的教育機會及識

讀能力，進而向上延伸到高等校院的繼續教育、以及社區學院

的社區化終身學習。

2. 普及化社區學院的學習體系：經過百年來的發展轉型，美國社

區學院成為終身學習的獨特機構，覆蓋全國獲得舉世高度讚譽。

3. 創發老人寄宿所及旅行學者計畫：因應高齡化社會需求，與終

身學習理念與政策同時發展起來，遍及全美各地及 90 國以上的

合作交流。

4. 融合整體教育的發展提出法案及撥款：從高等教育法、教育美

國法等法案，可看出修訂或加入終身學習需求及經費支援的策

略與趨勢。

（二）配套措施 

1. 編列經費：美國聯邦政府參與教育或終身學習，主要就是提出

法案編列或寬列經費補助，常可看到 1-2 年就有修訂的法案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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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專業機構與人力：為了協助拓展終身學習，成立相關單位

及機構，以投入計畫的研擬及執行。

3. 鼓勵地方政府及民間力量參與：透過報告書及法案宣示終身學

習的內涵，激發地方政府、學校、社會相關機構組織共同推展

終身學習。

4. 以獎勵補助為重點，透過調查統計公布全國相關資訊，提供不

同表現的問責及模範學習效果。

（三）落實問題 

1. 由於聯邦僅參與獎勵補助，並無強制力，各地要落實仍有差距。

2. 以宣示意義較大，有待持續追蹤及發展更強方案。

3. 缺乏全國統籌協調力，不易全面落實。

第二節　英國終身學習的推展

壹、前言

英國是最早發表學習文化報告書，並以政策宣示政府發展新學

習文化與終身學習文化決心的國家。並於 1997 年提出《二十一世紀

的學習》報告書，其中明確地指出，英國還未達一個學習社會。因

此，未來的教育發展，應致力於全民終身學習文化的發展。這樣全民

終身學習文化的發展與學習社會的建構，在英國被視為一種文化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英國（英格蘭、威爾斯地區與北愛爾蘭地區）

的教育體制分成兩大教育系統，一個是偏重學科的義務教育與高等教

育系統，另一個是偏重技職培訓的擴充教育系統（further education）。

公民終身學習與進修的政策，原則上屬於擴充教育政策的一部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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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標側重在提升公民的勞動力素質、學習能力以及融入英國社會必

需的生活能力等面向（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a）。英國為提供

民眾提升職場能力與勞動力素質的終身學習政策目標，與英國擴充教

育（技職教育）的發展息息相關。整體而言，英國擴充教育（技職教

育）系統是建構在兩大政策之上。第一是青少年的技職培訓政策，針

對完成中學教育但未選擇升學的學生（年齡通常屆於 16-19 歲）提供

技職教育與專業能力的訓練課程，例如學徒制訓練、 實習訓練機會與

專業證照培訓。另一大政策則是針對成人提供增進職場競爭力與生活

能力，例如讀寫能力（literacy）、運算能力（numeracy） 與解決科技

設備操作能力（problem-solving in technology）（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8b）。

貳、政策面

英國是歐洲推動終身學習較早且為積極的國家，歷年來以發展新

學習文化及學習型城市為政策推展之重點。新學習文化係以終身學習

文化為主要內涵，學習型城市則是促進全民終身學習的實現。

一、發展新學習文化政策

英國的全國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顧問團（National Advisory Group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於 1997 年提出《二十一

世紀的學習》（Lear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報告書，明確指

出英國仍然還不是一個學習社會，未來應致力全民終身學習文化的發

展。全民終身學習文化的發展與學習社會的建構，在英國被視為一種

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英國需要發展一種新學習文化，而這

乃是一種全民終身學習的文化。終身學習文化能作為變革行動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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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眾因應變遷並成為積極的公民。有鑑於此，對於新學習文化的

內涵與發展，在這份報告書中，有了如下的闡述（吳明烈，2013）：

（一）大眾化的共同願景

政府對於國家學習文化願景的建立與達成，必須承擔責任。願景

必須考量到大眾在學習社會中，所期待的生活、學習、工作與休閒方

式，並按照個人的效益與優先順序，提供人人參與的機會。

（二）常態與可接近性

學習文化的願景，將促使學習真正成為每個人生涯中，每天生活

的一種常態性、可接近性、效益性與愉悅性的活動。學習文化將為人

們提供激勵與機會，俾而利用資訊、技能與知識以改善生活。

（三）以學習者為中心

將學習者置於關懷的核心，同時學習者對於終身學習文化的發展，

亦承擔共同責任並能擁有更多的學習自主權與管理。有鑑於此，必須

透過多種形式，以確保學習者擁有豐富的學習活動以及多元成就。

（四）多樣化

全民學習文化必須涵蓋廣泛的教育與訓練形式及類型。人人得以

一生在不同的地方與時間，透過各種方式進行學習。

（五）挑戰偏見

學習文化的發展，將有助於克服偏見與促進寬容，並且支撐一個

開化、多元與融合的社會。終身學習是對抗社會排斥與貧窮的一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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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進而促使社會趨向更好的融合，減少社會分裂並擴展較佳的國際

視野。

（六）多元化、資訊與輔導

學習文化強調多樣化與多元化。個人、團隊與組織能夠從適宜的

學習形式與層級中獲益，人們得以及時的獲得適當的資訊、輔導與支

持。人們亦較能分享本身的學習管理與方向，並能從各種選擇與學習

途徑中獲得指引。

（七）排除障礙

社會對於實現及維護學習文化的承諾，將著重於去除學習參與的

障礙，並且有效掌控資源的配置以為人人擴展機會，特別是遭受到排

斥危機或不平等機會的人。

（八）分擔責任與資源

實現學習文化的願景，需要責任的分擔。政府必須領導、決定策

略、建立政策架構，並且提供有效且適宜的資源，以支持學習文化的

發展。基金會、提供者以及其他公共機關，將提供資源以擴大參與的

最佳機會並提高供給與成效的品質。

（九）改變文化與文化變革

終身學習文化將是各種社會變遷的一部份，且有助於達成進步的

變革。全民學習文化以及學習社會的願景，係建立在學會與人相處、

學會追求知識、學會做事以及學會發展等四項支柱的基礎之上。

英國政府續於 1998 年發表《學習時代》（The Learning Age）綠

皮書，該報告書中將新學習文化的發展，視為建立學習時代中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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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面對挑戰，需要展開寧靜而持續的革命，而這意味著將改變家

庭與學校的學習文化，此不僅是社會的挑戰，亦為經濟的挑戰。政府

的角色，將建立一種機會架構，以幫助人們克服學習障礙並能掌握學

習機會。為達成創造學習時代與新學習文化的願景，英國將以下行動

視為優先策略（吳明烈，2013；DfEE, 1998）：

1. 擴展進修教育與高等教育。

2. 經由產業大學（University for Industry, UfI）的建立，促使人人與

組織更易於參與學習。

3. 實施個人學習帳戶（individual learning accounts），以鼓舞人人學

習。

4. 促使更多年逾十六歲的青少年，繼續從事學習。

5. 促進人們的基本識字與算術能力。

6. 增進進修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以及社區教育的廣泛參與。

7. 提升教學與學習的水準。

8. 明確地制訂所要達成的技能與能力目標。

9. 與企業、雇主以及工會合作，以促進人人在職場中發展技能。

10. 建立明確的證照制度，賦予學術性與職業學習等同的價值，以

及迎合雇員與個人的需求，進而達到最佳水準。

新學習文化的發展，已然成為英國政府的終身學習政策，並展開

了持續性的行動策略，而在政策與策略之間，終身學習則處於核心地

位，且被視為優先地位。1999 年全國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顧問團又

發表了《創造學習文化：實現學習時代》（Creating Learning Cultures: 
Next Steps in Achieving the Learning Age）報告書。這份報告書的重點，

乃在於終身學習文化的實現，並對此提出了 8 項主要建議與 23 項補

充建議。學習文化若要有效地發展，則必須省視到人們的狀況、需求

及其所處的組織與機構，以及合適的實際優先順序與願望（吳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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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同年，英國的教育與就業部亦發表《學習成功》（Learning to 
Succeed）白皮書。在這份白皮書中特地指出，學習時代的願景即是

要建立一種新學習文化與抱負，以支持國家競爭力與個人發展，促進

創造力與創新，進而幫助建立更融合的社會。希望人人均能從學習機

會中獲益，以促進個人成長與社區發展。這項願景考量到在經濟上，

尤其是資訊與通訊科技在職場上的衝擊及其所造成的各種挑戰。雇主

甚為重視到適應力與學習新技能的能力。以往所重視的學徒制度與勞

力體系，在遇見快速變遷的競爭力經濟時，需要在此新時代中有所改

變。在這個數位時代，學習亦必須發生於各種大小規模的企業與組織

中（DfEE, 1999）。在此時期，英國聲稱要實現學習社會的願景，仍

還有一段漫長的路。未來為發展終身學習文化與學習社會，必須在英

國建立新的教育與訓練結構。這項新結構將發展更具連貫性的多項計

畫與投資制度，高品質的學習機會並更符合經濟需求的技能。個人將

被鼓舞廣泛地參與各種不同型態的教育與訓練，特別是非傳統學習者

與失學者有均等的機會發展潛能（吳明烈，2013；DfEE, 1999）。

英國的教育與就業部於 2003 年特地發表《二十一世紀技能：發展

我們的潛力》（21st Century Skills: Realising Our Potential）白皮書，提

出了國家技能策略，確保雇主具有適當的能力，以支持成功的企業與

組織經營，並增進人人兼具就業與個人實現所需求的能力。而為支持

技能策略的推動，在教育改革方面，則提出了下列三大目標，以符應

終身學習與就業發展的需要：（1）給予兒童有一個卓越的教育啟始，

以使其具備良好的基礎，從事未來的學習；（2）促進青少年發展並具

備生活與工作所需要的技能、知識與個人品質；（3）鼓舞並增進成人

的學習，以提升能力並豐富生活。為促進個人學習，英國政府則採取

了多項措施，其中包括為欠缺基本就業能力者，開創免費學習的新權

益，以獲得所需技能的訓練。並且在技能、訓練及資格方面提供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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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諮商與輔導，以促進大眾知道在何處可以進行何種學習以及

能獲得何種利益，為達成此項目的，英國於是結合地方諮商夥伴以及

由產業大學學習指導所提供的國家諮商協助專線以形成完善網絡 （吳

明烈，2013；DfES, 2003: 125）。

北愛爾蘭受到英國政府發表《學習時代》綠皮書的影響，亦於

1998 年發表了《終身學習：全民新學習文化》（Lifelong Learning: A 
New Learning Culture for All）報告書，將終身學習的擴展視為實現全

民新學習文化的重要基石。終身學習的主要貢獻在於能促進經濟發展

以及排除社會現存的隔閡，並且有促進於社會融合以及因應社會與經

濟的變遷。報告書中提出了終身學習策略的七項主要目標：（1）擴展

成人職業教育與訓練的參與；（2）促進基本與關鍵能力的發展；（3）
透過證照制度以促成進步；（4）促使區域經濟的教育訓練提供與技能

需求更協調發展；（5）促進教育訓練提供者與產業界的合作；（6）
提升教師、教學人員以及學習者的資訊與通訊科技能力；（7）持續

增進教育訓練機構所提供的學習品質與績效。為具體實現上述策略的

目標，需要改善學習機會的提供。據此提出以下行動策略（吳明烈，

2013；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998）：

（一）增加學習的供給

新學習文化需要增加教育訓練場所的提供，尤其是進修教育學院

與大學。

（二）促進教育與訓練的獲得

增加成人的進修與高等教育訓練的機會與參與。

（三）因應區域經濟的技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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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是個人、企業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要素。有鑑於此，必

須加強職場學習的推動，人人有需要為維持與提升個人的就業技能而

投資。

（四）擴展資訊、諮商、輔導與支援

為擴展教育與訓練的取得機會，人們必須了解到學習對於個人的

益處。有鑑於此，實有必要擴展學習指導的免費電話服務、發展個人

學習帳戶與生涯發展帳戶以及建立產業大學的學習夥伴網絡。

（五）促進更具彈性的教育與訓練提供並且確保進階的機會

成功的終身學習有賴於建立整合的證照結構，並且能鼓舞人人

在一生中繼續從事學習。為促進教育與訓練的提供更具彈性化，並且

保障進階學習的機會，需要發展全國證照架構（National Framework 
for Qualifications）以及北愛爾蘭學分累積與轉換制度（NI Credit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System）。

（六）增進品質與提升水準

終身學習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即是維持與改善學習提供的品質

並促進高等教育與訓練機構的績效。未來有必要落實組織的品質確保

管理，包括視察的進行以及機構的自我評鑑。

二、推展學習型城市政策

英國近年來的終身學習政策，甚為重視學習型城市的發展。英國

在 1990 年代初期，即開始推展學習型城市。教育與就業部在 1998 年

所出版的《學習型城鎮》（Learning Towns Learning Cities）探討英國

在發展學習型城市過程中，如何開始、建立夥伴關係、目標設定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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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計畫、遭遇的問題、進步情形、資金與資源投入的情況等等。英國

發展學習型城市，各城市有其各自的關注焦點，然而整體論之，各城

市在發展學習型城市的過程中，共同目標乃是透過城市學習以促進經

濟成長、社會凝聚以及個人實現。上述三項目標乃是彼此相互支持，

並且可引發文化變革，進而促成城市經濟與社會的成功。除了各學習

型城市的目標設定很重要外，各城市亦均重視行動規劃，甚至將行

動架構的規劃視為比目標設定還重要（DfEE, 1998, Hall & Appleyard, 
2009）。

英國人口雖然持續增長，但逐漸進入高齡社會，降低了勞工與退

休人員的比例。因此如果要維持一定的產值和生活水平，就必須提高

生產率。那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現在有機會可以拉長工作生涯，並

且可能需要更常轉換工作領域。經濟安全並非是因為擁有一份終身工

作，而是來自於透過終身學習維持和加強技能（高純蓁、美商麥格羅‧

希爾，2019）。英國政府於 2021 年 1 月 21 日，由教育大臣 Gavin 
Williamson 領銜發布《職場應備技能白皮書》（Skills for Jobs White 
Paper）。白皮書中闡述英國將如何改革繼續教育，希冀透過以下目標

提升就業及帶來成長：（1）以雇主為中心的系統，藉由教育及培訓，

提高工作生產力並弭平技能落差；（2）投資高層次的技術性證照資格，

提供大學學位外，更有價值的替代選擇；（3）確保人們在一生中都能

彈性的接受培訓與學習，並且藉由適宜的職業，幫助增廣見聞；（4）
簡化資金分配方式，透過改革提供者的資金及問責制度，給予提供者

更多的自主權，確保有效的問責制度，實現資金價值；（5）支持繼續

教育的卓越教學方式（Gov.uk, 2021）。此項政策實施，將對現行 16
歲的教育技術課程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並有助提升人力資源品質，厚

植勞工就業競爭力，支持成長型行業，並為個人提供職業發展的機會，

促使無論居住在哪個城市的民眾，皆能獲得支持經濟所需的終生技能。

透過加強雇主與擴充教育提供者之間的聯繫，雇主被視為當地技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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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核心地位，並探索商會的新角色，並且與其他商業代表組織、當

地大學及雇主合作，提供以滿足企業技能需求的量身定制課程。

參、實務面

延續上述終身學習政策之內涵，英國終身學習之實務推動，主要

包括舉辦成人學習週、建立學習社會發展模式、發展學習型城市網絡

與品質、定期進行成人學習參與調查以及推動終身技術認證。

一、舉辦成人學習週

各國為促進終身學習的發展，全球已有超過 55 個國家舉辦成人學

習週（Learning and Work Institute, 2023）。英國是歐洲第一個最早有

系統且持續舉辦成人學習週的國家，自 1992 年起經由學習與工作研究

所（Learning and Work Institute）統籌組織，開始舉辦是項活動，並結

合了學習者、政治家、決策者、廣播從業人員及教育與訓練提供者的

努力與合作。每年的英國成人學習週，提供了五千多個地方性的學習

活動以及一百多個獎勵給於成人學習者與組織。當週並在全國各地安

排成人學習諮詢專家，提供免費電話協助專線、學習指導等，以促進

與引發新的學習參與。2003 年的成人學習週，更以「分享學習的價值」

（Sharing the Value of Learning）為主題概念，鼓勵民眾學習新事物，

並成為真正的學習者（吳明烈，2001）。英國成人學習週 2022 年在 10 
月 17 日至 23 日舉行，倡議保持學習（Never Stop Learning），強調終

身學習的價值，讓每個人都能更容易獲得學習與技能的機會，並激勵

人們發現學習如何改變生活（Learning and Work Institute, 2023）。

二、建立學習社會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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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習社會向來為英國推動終身學習之理想。英國為促進終

身學習更為有效推動，並且發揮研究成果引導實務推展之效，投入不

少經費，研究學習社會的發展模式。英國的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歷經多年研究，提出

學習社會的十種模式（吳明烈，2007a; Rees & Bartlett, 1999; Bartlett & 
Rees, 2000; Coffield, 2000）：

（一）技能成長模式

促進就業的技能，是提昇國際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決定因素，此乃

是項模式的基本信念，強調技能養成與經濟成長的結合。科技變遷的

急遽，人人需要就業的再訓練與技能更新，以保持國家在國際中應有

的經濟表現與狀態。就此觀點，生涯輔導對於個人尋找特定工作或訓

練課程，提供了一個有益且具影響性的服務。

（二）個人發展模式

是項模式在於擴大各種學習形式的參與，包括在職場與社區中，

以促進個人自我實現。經由資源的提供，幫助個人對於較喜歡的學習

與工作參與方式作出明確的選擇，個人學習帳戶（Individual Learning 
Accounts, ILAs）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項措施鼓勵個人對於自己的

學習承擔更多的責任，以及分擔個人終身學習的費用。這項取向強調

公平以及透過學習經驗以自我實現的重要性。

（三）社會學習模式

重視學習過程在個人所處的社會與社區脈絡中的結合，同時強調

機構間的彼此信賴與合作，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以促進經濟成長。就

此觀點而言，這種模式並不走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方向，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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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社會資本（social capatial）的取向，主張網絡連結、溝通與公民社

會的發展。這樣的社會資本只有透過社會學習的過程才能成長，提供

一個更具參與及溝通基礎取向以發展學習社會。

（四）學習市場模式

在一個學習市場中所強調的是個人作為消費者擁有更大的選擇與

自由，同時承擔個人學習與追求自我利益的責任。在學習市場當中，

係以消費者的學習需求為導向，但在更大的選擇與自由背後，個人本

身要負擔更大的責任，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五）在地化學習社會模式

強調根據地方的特殊性、需求與發展以建構學習社會，在此模式

中，地方學習文化的發展，亦特別受到重視。而這一方面，亦是臺灣

未來應該再加強與努力的地方。所謂橘逾淮為枳，將許多好的想法從

國外移植到國內的時候，由於環境條件的不一樣，實際上所產生的結

果也就大不同，因此，重視在地化學習社會模式，實為國內未來亟需

努力的一個重要方向。

（六）社會控制模式

這項模式重視公共論辯以及社會統合與社會排斥問題。社會控制

模式與政策決定兩者間有密切的關係。據此論之，社會控制模式甚為

強調社會秩序與社會統合，要促進社會統合，則需避免社會排斥的問

題。

（七）自我評鑑模式

許多學習社會的相關文獻，將學習社會視為一種規範性概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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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家未來能否實現的目標。自我評鑑模式強調透過反省，促使社會

本身持續學習並且評估進步情況。在邁向學習社會的過程中，也需要

不斷地反思，並且評估實踐的過程中，策略的可行性及成效。當前有

些教育政策比較欠缺的是教育政策的評鑑，政策推動之後，往往缺乏

進一步的評鑑與成效評估。

（八）學習中心模式

著重學習文化的發展，並主張學習應該加強因應就業需求。此外，

亦甚為重視學習者如何從工作中學習，以及他們正在學什麼等議題。

學習文化這個概念，近幾年來在文獻當中陸陸續續被探討。當前許多

國家談論終身學習發展的時候，即強調要建立有別於傳統的新學習文

化。新學習文化涉及到許多要素，包括學習型態的改變、學習進行的

方式還有學習的認證及評鑑制度等等，這些均屬於現代化的學習文化

中的主要內涵。另外，學習中心模式亦主張學習應該加強因應就業的

需求。這項模式更重視學習者如何在工作中學習，以及他們正在學什

麼等議題。因此，希望把工作與學習作一個緊密結合，職場即是一個

很好的學習場合。實際上，在終身學習時代中，應實質建立起工作即

學習以及學習即工作的概念。工作即學習，係指在工作情境與工作歷

程中，即是一種學習的機會與活動，這與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的理念相通。學習即工作，則意指要把學習當做是工作的一部份，在

現代社會當中，學習與每個人均有密切的關係，學習變成個人的一項

必要工作。

（九）教育制度改革模式

此項模式強調若要成功地邁向學習社會，則當前的教育制度需要

擴大改革。易言之，透過教育制度的改革，促使國家能夠更有效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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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學習社會。

（十）結構改變模式

在一個學習社會中應該是教育領導經濟，而不是經濟領導教育。

在此社會中，應該從為經濟而學習轉移到為公民權而學習。如今論及

成人學習與終身學習，得以看到歐美的發展趨勢中，特別強調必須促

進積極公民權，公民能夠充份地履行應盡的義務，亦能夠善加使用擁

有的權利。終身學習為結構改變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刺激。

上述種模式乃可在實現學習社會時兼採並用，在實踐全民終身學

習理想的過程中，有必要兼顧到許多合宜的發展模式。

三、發展學習型城市網絡與品質

英國在推展學習型城市之初，即明確界定學習型城市的必要作法

如下（NIACE, 2009）：

1. 深化終身學習的理念並鼓舞人們成為學習者。

2. 鼓勵組織及與機構發展終身學習者社群，並且認可他們的學習

價值。

3. 建立終身學習合作網絡以促進學習者在各機構的學習進展與認

可。

4. 保障社會融合政策，每年評估計畫與實務的推動是否為人人提供。

5. 促進社群與文化的發展。

6. 確保學習活動與機會貫穿一生。

7. 資助與支持學習網絡的發展以促進全民終身學習。

8. 建立地方政府與機構組織的夥伴關係以有效整合資源並發揮綜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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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強調上述各項作法必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的

合作，並且建立指標以進行績效管理，進而創造經濟繁榮以及為人

人帶來貢獻。1996 歐洲終身學習年催生了英國學習型城市網絡（UK 
Learning Cities Network）的建立，希冀透過學習以促進社會凝聚與經

濟發展，並且發展夥伴關係以激發與回應學習需求（Learning Cities 
Network, 1998）。英國學習型城市的重要貢獻，在於透過當地文化資

本與社會資本的發展，以促進社會融合（Hamilton & Jordan, 2011）。

時至今日，英國學習型城市網絡持續吸引更多會員城市的加入（吳明

烈，2010）。

英國學習型城市的發展均重視夥伴以及夥伴關係的發展，通常負

責機構必須是較高層級且較具行動力的組織，進而能有效形成決策以

及運作學習型城市的發展。然而在開始之際，難免會面臨到一些問題，

包括：（1）缺乏雇主的參與；（2）缺乏學校參與；（3）需要基礎設

施的資金；（4）部分夥伴缺乏興趣；（5）整體運作僅與單一夥伴太

過緊密；（6）構思策略時難以讓整體社區都參與。基於實務發展的需

要，學習型城鎮與社區網絡建立於 1995 年。學習型城市網絡透過終身

學習的運用，以及城鎮與社區之間最佳實務的交流，進而促進了都市

更新。學習型城市網絡的發展，對於政策、企業、自願組織、教育專家、

訓練組織、訓練與產業委員會、商會、工會、地方政府以及個人對學

習的承諾，均有所實質影響（DfEE, 1998, Duke, 2004, NIACE, 2009, 
Osbome & Longworth, 2010）。

英國學習型城市的發展，從 1990 年代迄今仍持續進行，且與

歐盟近來所推動之學習型區域政策有所連結（EUROCITIES, 2009, 
EUROlocal, 2010）。英國成人繼續教育學會於 2010 年出版《學習

型城市的展望》（A Learning City Perspective）報告，對於英國學習

型城市的意義、價值以及未來展望，有了更多元觀點以及更寬廣的

論述（NIACE, 2009）。Osborne 和 Longworth 在 2010 年所出版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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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學習型城市與區域的展望》（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Cities and 
Regions），對於學習型城市與區域的政策、實務及參與，亦有更深入

之剖析（Osborne & Longworth, 2010）。

英國非常重視學習型城市的品質發展。學習型城市的品質發

展涵蓋四面向（圖 5-2-1），包括夥伴關係（partnership）、參與

（participation）、績效（performance）、學習文化（learning culture） 
（Eckert, Preisinger-Kleine, Fartusnic, Houston, Jucevičien, Dillon, 
Nemeth, Kleisz , Ceseviciute, Thinesse-Demel, Osborne, Wallin, 2012）：

（一）夥伴關係

連結城市各行動者與利害關係者，彼此的合作係跨越組織部門，

並實質融入在整體網絡之內。

（二）參與

包括廣泛的社區學習以及民眾對社區變革的積極貢獻。

（三）績效

強調學習型城市的發展必須是結果導向，因此，成效評估有其重

要性。

（四）學習文化

學習與知識是為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核心，促進人人成為終身學習

者，同時終身學習源自內在動力與動機，培育共同價值並增進社會資

本在學習型城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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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期進行成人學習參與調查

英國為瞭解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動成效，逐年進行全國成人教育調

查，早期即委託於 1992 年成立的國家成人繼續教育協會（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 NIACE）執行，該組織在 2016
年和經濟與社會融合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clusion）
合併成為學習與工作研究所。為促進全民終身學習，英國於 2012 年創

建個人終身學習帳戶（Lifelong Learning Account），學習者可於國家

職涯服務（National Careers Service）網路平臺建立終身學習帳戶（吳

明烈、李藹慈，2017；NIACE, 2015）。

自 1996 年以來，學習與工作研究所（Learning and Work Institute, 
L ＆ W）（前身為國家成人繼續教育協會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 NIACE）除了 1997 年、1998 年和 2016 年外，

圖 5-2-1
學習型城市的品質面向 

Note. From Eckert, Preisinger-Kleine, Fartusnic, Houston, Jucevi�ien�, Dillon, Nemeth, 
Kleisz , Ceseviciute, Thinesse-Demel, Osborne, Wall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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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每年都進行成人參與學習調查（Adult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Survey）。2019 年此調查藉由英國 5,000 名成人作為全國代表性調查

數據，調查內容記錄了成人學習參與模式、學習性質、參與動機和障

礙以及參與成人學習之好處。英國成人參與學習調查在 2019 年 9 月進

行實地調查，調查範圍包括年齡在 17 歲及以上的英國成年人，共 5,244
名，其有效樣本為 5,011 份，與歷年調查結果相比，2019 年成人參與

學習率為最低的一年，只有 33%。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年齡對學習參

與率有很大的影響，成人學習參與程度會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17-19
歲成人參與學習率最高，佔 81%，其次為 20-24 歲成人，佔 65%，最

低為 75 歲以上成人，佔 6%。調查結果也指出，20-35 歲成人學習參與

率與 2018 年相近，但其他年齡層的學習參與率皆有下降之情形，其中

65 歲及 65 歲以上之成人學習參與率更是大幅下跌，因此推測本年度成

人學習參與率下降可能是受到年齡的影響（Learning and Work Institute, 
2020）。

根據英國 2019 年成人參與學習調查指出，英國成人參與學習者大

約 80% 參與學習原因與工作或職業相關，而 20% 參與學習者則是因為

休閒或個人興趣進而參與學習，調查亦指出，勞動年齡之成人和 54 歲

以下之成人更有可能因工作或職業關係而參與學習，相較之下，年齡

較大、75 歲及 75 歲以上或退休之成人會出於休閒或個人興趣而參與學

習。深入探討英國成人參與學習之障礙，最主要為意向障礙，其比例

佔 59%；其次為情境障礙，比例佔 35%，最低為機構障礙比例佔 1%，

此調查結果與 2018 年調查結果一致，2018 年成人參與學習障礙最主要

亦是意向障礙，比例為 42%；其次為情境障礙，比例為 31%；最低為

機構障礙，比例為 2%，由此可知影響英國成人參與學習障礙因素大多

與意向障礙有關，且有上升的趨勢。

五、推動終身技術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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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推動《終身技術認證》（Lifelong Skills Guarantee）政策，

希望在制度改革後，政府能提撥經費，保障成人進修的機會，以獲得

職場所需技能。這項政策帶動了許多相關的計畫，包括《國家技能基

金》（National Skills Fund）、《技能與 16 歲以上教育法》（Skills 
and Post-16 Education Bill）草案、《終身貸款津貼》（Lifelong Loan 
Entitlement，簡稱 LLE）（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22a）。其中 LLE
指的是一個成人若有就學、進修需求，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即可辦理

的貸款，政府將在《終生貸款津貼》投注 380 億英鎊，讓成人也享有

接受繼續教育的權利。為使制度完善，申請人可以選擇的課程類別多

元，從個別獨立的課程模組，乃至攻讀學院或大學的學位，都屬貸款

的範圍。因其具有彈性調整的空間，該制度讓成人也可以接受訓練、

學習新技能、提升個人能力，更可改變現有的工作型態，不斷地精進

自我，達到終身學習的理想（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22b）。近一步

探究《職場應備技能白皮書》對繼續教育和技術培訓體系的實際改革

策略，16 歲以上的技能系統以雇主為中心，讓雇主在與繼續教育學院

和其他機構合作中發揮核心作用，使供應商及當地利益相關者制定新

的技能改革計畫，以滿足當地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繼續改善及發展學

徒制，讓更多的雇主和個人作為終身學習能力的保證中獲益；提升培

訓的品質，更有力支持年輕人度過學徒至其他職業；繼續支持參與英

語、數學及數位化培訓，以滿足雇主的需要和支持人們發展就業或繼

續就讀；通過戰略發展基金邀請提案於繼續教育學院內建立學院商務

中心並與指定部門的雇主合作發展和創新。

肆、小結

以上介紹了英國終身學習政策與實務層面的推展，茲就其願景與

執行策略再簡要歸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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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考量大眾在學習社會中，所期待的生活、學習、工作與休閒方式，

並按照個人的效益與優先順序，提供人人參與的機會。

（二）願景

建立學習社會，發展學習文化。

（三）具體內涵

發展社區學習、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打造現代化的學習社

會。

二、行動策略

（一）主要的行動策略

1. 建立學習社會發展模式：透過研究及實務推動，發展出學習社

會十種模式。

2. 推展學習型城市：促進英國學習型城市的普及發展。

3. 終身學習技能的保證：確保成人在每個階段獲得所需的技能。

4. 提供高質量專業發展：支持參與英語、數學及數位化培訓，以

滿足雇主的需要，並且支持人人就業及繼續學習。

5. 推動繼續教育中卓越的教學方式：提升繼續教育的教學方式與

終身學習品質。

6. 支持終身學習貸款權利：提供終身學習貸款資金，促進學習者

能隨著環境和經濟變化更彈性的選擇學習方式和時間進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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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便於獲取改變生活的新技能。

7. 提高成人終身學習參與率：透過定期的成人學習參與調查，充

分了解成人學習的現況、需求及參與率等情形，據而促進人人

終身學習。

（二）配套措施

1. 編列充足經費：編列 25 億英鎊的國家技能基金以增加資金，支

持成人提高技能和重新學習技能，讓所有年輕人完成第一個高

階的證書，改善工作前景。

2. 設置學院商務中心：透過戰略發展基金邀請提案設於繼續教育

學院內，並與指定部門的雇主進行業務發展合作和創新。

3. 招聘全國優秀教師：啟動全國招聘活動並宣傳繼續教育教學機

會，留住優秀教師並確保其能夠獲得高質量培訓及專業發展，

透過行業專業人士及現有員工在行業裡，提供明確的教學，獲

取最新的專業知識，為教學提供更有利的訊息。

4. 終生貸款津貼：成人若有就學、進修需求，在符合條件的情況

下即可辦理的貸款，申請人可以選擇的課程類別多元，從個別

獨立的課程模組，乃至攻讀學院或大學的學位，都在貸款的範

圍之內。

（三）落實問題

1. 終身學習參與率仍有待提高。

2. 學習型城市的推展尚待全面普及化。

3. 學習社會的實現需要長久的深耕，各種模式的成效有待證實。

4. 終身學習資源整合與夥伴關係的發展仍需要強化。

5. 終身學習貸款權利的細節需再強化，例如修改其限制並促進再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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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終身學習的推展

壹、前言

終身學習德語係為 lebenslanges Lernen，在德國又常以繼續

教育（Weiternbildung）代表終身學習的主要內涵，包括普通繼

續 教 育（allgemeine Weiterbildung） 與 職 業 繼 續 教 育（berufliche 
Weiterbildung），個人發展專業能力，不僅需要接受良好的職業教育

（Ausbildung），亦需要進行職涯相關的繼續教育（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7a）。德國強調能力發展導向的學習，亦

著重學習的過程與結果應激發學習者的能力發展（吳明烈，2011）。

知識社會的終身學習更重視能力發展學習（kompetenzentwicklendes 
Lernen），強調學習應以發展能力終身學習推展持續重視能力發

展（Kompetenzentwicklung），並實質關注到學習文化的跨文化觀

（transkulturelle Perspektiven auf Kulturen des Lernens）（Gieseke, 
Robak, & Wu, 2009）。1970 年， 德 國 教 育 審 議 委 員 會（Deutsche 
Bildungsrat）制定了「教育制度結構計畫」（Strukturplan für das 
Bildungswesen），明確地提及要將繼續教育發展成為教育的第四項

主要領域，並與正規學校教育同具重要價值（Deutscher Bildungsrat, 
1970）。繼續教育於學習伴隨生活中進一步發展，目的是為個人提供

基礎、培養伴隨生活學習的意願、獲得終身學習所需的能力、在個人

生活及工作中可能被接受新的學習機會，且繼續教育機構視為終身學

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繼續教育中，數位化的運用日漸重要，

透過數位化的學習，能提供不受地區限制及時間彈性的高度個性化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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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面

德國是終身學習推展較早的國家，政策面主要聚焦於推動全民終

身學習、發展自我導向終身學習、創造終身學習文化

一、推動全民終身學習

  德國終身學習的推動始自於 1970 年，當時的德國教育審議委員

會（Deutscher Bildungsrat）訂頒「教育制度結構計畫」（Strukturplan 
für das Bildungswesen），強調終身學習是社會、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關

鍵，進而提出了終身學習的原則。這項原則以學習的學習（Lernen des 
Lernens）為核心，在整個教育過程中，青少年除了從學校教育瞭解

到精神、文化與社會傳統，同時獲得知識、能力與技能，並且透過學

問的持續發展、對變遷的判斷與掌握以及自我繼續學習，獲得上述述

及之內涵。德國將繼續教育視為教育的第四項主要領域，並與正規學

校教育同具重要價值（吳明烈，2003b, 2013； Deutscher Bildungsrat, 
1970）。1990 年代之後，隨著全球終身學習的蓬勃發展，終身學習再

度成為德國教育政策的焦點，OECD 所倡導的全民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理念，在德國亦獲得熱烈迴響，並被視為現代教育政

策的主要方針（吳明烈，2003a； Dohmen, 1996, Harry, 2014, Óhidy, 
2009）。

1990 年德國聯邦議會（Deutscher Bundestag）的研究委員會

（Enquete-Kommission）發表《未來的教育政策：教育2000》（Zukünftige 
Bildungspolitik – Bildung 2000）總結報告書。這份報告書主要是為德國

未來的教育政策，提供建議與方向，涉及的內容頗為廣泛，而繼續教

育與終身學習則是其中的一項重要主題。報告書特別強調：

（一）教育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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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不僅是證照資格。

（三）教育具有生態保護責任。

（四）教育的國際化與多元文化。

（五）擴展教育的參與。

（六）人人更能平等的接受教育。

（七）教育必須促使性別平等。

（八）教育伴隨終生。

（九）教育是公共責任。

高等教育機構應為人人開放。無論男女均享有均等機會，在高等

教育機構中繼續接受教育。繼續教育在未來將更具意義與重要性，並

且將發展成一個獨立且同具價值的第四教育領域。據此，該研究委員

會以「繼續教育作為終身學習」（Weiterbildung als 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為探討重點，提出了發展繼續教育的 72 項建議，內容涉及

了公共責任（öffentliche Verantwortung）與特殊族群、學習型態與媒

體、經費與財政、資訊與諮商、繼續教育的品質保證與規劃。在「未

來的教育政策：教育 2000」中，聯邦議會已強調發展繼續教育的重

要，同時要將之具體擴展成為教育的第四領域。為延續此一政策，聯

邦議會在 1994 年又提出了「聯邦法令規章與全國擴展繼續教育成為第

四教育領域基本原則」（Grundsätze für bundesgesetzliche Regelungen 
und eine Gemeinschaftsinitiative von Bund, Ländern und Gemeinden für 
den Ausbau der Weiterbildung zum vierten Bildungsbereich）。這份文件

對於如何有效發展繼續教育成為第四教育領域有了更具體的陳述，

除了繼續強調繼續教育是一種公共責任外，亦重視繼續教育的整合、

繼續教育機構的合作與協調、繼續教育的研究與規劃以及對於參與

者的保障…等等。隨後，在 1998 年聯邦議會亦提出了「終身學習的

新基礎：繼續擴展繼續教育為第四教育領域」（Lebensbegleiten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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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nen auf eine neue Grundlage stellen – die Weiterbildung zum vierten 
Bildungsbereich weiterentwickeln）。在這項文件中，除了許多內容係

延續之前的政策外，繼續教育卡（WeiterbildungsCard）的實施以及繼

續教育在歐洲的合作交流與發展，亦在此文件中被提及。將繼續教育

拓展為教育的第四領域，受到德國各邦教育文化部長常設會議（Die 
Ständige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ultusministerkonferenz）的高度重視，1994 年又根據德

國繼續教育的現況與終身學習的需求，提出了繼續教育第三次建議

（Dritte Empfehlung der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zur Weiterbildung）。這

份建議對於德國各邦繼續教育政策的制定頗具影響（吳明烈，2003b；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7a, 2017b）。

二、發展自我導向終身學習

發展「自我導向終身學習」是德國建構學習社會的一項重要理

念。新媒體與傳播科技的運用對於這項理念的實踐，扮演著重要角

色。在 1990 年代中，有幾份文件係專門對此政策進行探討，並進而

提出實施途徑。1995 年德國的研究、科技與革新審議委員會（Der Rat 
für Forschung, Technologie und Innovation）發表了「資訊社會：機會、

革 新 與 挑 戰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 Chancen, Innovationen und 
Herausforderungen）報告書。報告書中強調，緊密相連的多元媒體世

界將決定資訊社會的未來。各級學校與各教育領域應積極運用資訊與

通訊科技，以促使人人具有運用媒體的能力。在師資培育與進修教育

過程中，亦應將現代資訊與通訊媒體的運用，列為重要教育內容。德

國的各邦教育文化部長常設會議，對於新媒體與傳播科技在終身學習

上的運用，亦極為重視，先後作出了若干重要決策，包括 1995 年的

「學校媒體教育」（Medienpädagogik in der Schule）；1997 年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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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體系中的新媒體與電訊傳播」（Neue Medien und Telekommunikation 
im Bildungswesen）及 1998 年的「媒體教育學的角色」（Zur Rolle der 
Medienpädagigik）。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BMBF）於 1997 年在聯邦議會中以「終身學習：

職業繼續教育的情況與展望」（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 Situation 
und Perspektiven der beruflichen Weiterbildung）為題作報告。聯邦教育

與研究部在這份文件中特別強調，教育政策的目標，必須促使職業繼

續教育成為整合的教育體系中的一部份。終身學習無論對個人、組織

或社會而言，均有其必要性。人人將被激勵與支持繼續從事學習，藉

此進而發展社會的學習文化。德國為鼓勵人人不斷繼續進修，因此，

在 1996 年通過了「晉陞進修教育促進法」（Aufstiegsfortbildungsförder
ungsgesetz），希望透過該法令的實施，激發在職人員的終身學習動機，

為學習社會的建構增闢途徑（吳明烈，2003b；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7a, 2017b）。

德國聯邦教育規劃與研究促進委員會（Die Bund-Länder-Kommission 
für Bildungsplanung und Forschungsförderung）於 2004 年發表《德國

終身學習推動策略報告書》（Strategie für Lebenslanges Lern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強調終身學習策略的目的在於促進全

體公民在人生各個階段與生活場域，不同的學習地點與多樣化的學習

型態，均能受到支持。委員會進而提出以下定義：終身學習涵蓋個人

一生在不同地點所從事的各種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進而獲

得知識、觀點與能力。終身學習策略重點包括促進非正式學習、自

我導向學習、能力發展（Kompetenzentwicklung）、網路學習、學習

諮詢、新學習文化、機會平等要項（Die Bund-Länder-Kommission für 
Bildungsplanung und Forschungsförderung, 2004）。

Ritzen 和 Hinte（2012）在論及德國終身學習的未來發展時，特

別強調機會平等（Chancengleichheit）的重要性，需要促進每位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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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生中均能獲得平等的機會，以促進終身學習之參與，透過學習改

變自我與提升社會。德國聯邦的教育主管機關為教育與研究部，終

身學習為德國教育體系中的重要一環（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7a）。德國終身學習機構多元且普及，民眾高等學

校（Volkshochschule）是德國最具代表性的終身學習機構，每年並出

版《民眾高等學校統計報告》（Volkshochschul-Statistik）以確實掌

握民眾高等學校的終身學習推廣運作情形及成效。民眾高等學校分

佈於各邦，對於民眾終身學習的就近性與便利性，提供了極佳管道

（Huntemann ＆ Reichart, 2017）。

三、創造終身學習文化

在《OECD 技能展望 2021》（OECD Skills Outlook 2021）中強調

創造終身學習的文化可以讓個人更有能力應對改變，而终身學習在瞬

息萬變的世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新冠疫情流行期間，繼

續接受教育並重新調整職業方向相對重要，因疫情不僅影響勞動力市

場，更加速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的變革（OECD，2021）。聯邦政府的

國家繼續教育策略（Nationale Weiterbildungsstrategie，簡稱 NWS）中

提到相較以往更進一步推動職業培訓和終身學習，建議的重點更加著

重在數位化（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Nationale，
2022）。聯邦政府的數位教育計畫於 2021 年 2 月提出，旨在促進學習

者在數位世代的教育道路上需跨所有教育領域的技能發展。由於相關

行動領域的高度重疊，必須盡可能協調現有和新啟動的計畫和政策。

同年 9 月聯邦教育及研究部長決議有關“數位繼續教育的倡議”，其

中聯邦各州強調需要一個經得起未來考驗的永續數位教育基礎設施，

並定義了四個關鍵行動領域：一、適當的數位基礎設施和設備的授權，

以利設計數位教育教材；二、在數位化領域框架下，提供有利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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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和教育諮詢；三、繼續教育機構的參與者，須通過資格認證與培

訓，並且能夠有效利用數位學習教材學習；四、在各種層面支持現有

的合作潛力（Kulturministerinnen ＆ senatorinnen，2021）。

參、實務面

德國是終身學習發展成熟的國家，具有完備的終身學習體系。終

身學習實務之推展，主要為定期實施繼續教育參與調查、強化民眾高

等學校運作功能、舉辦學習節、促進職場學習的推展、發展學習型城

市。

一、定期實施繼續教育參與調查

德國於 1979 年進行有系統且定期性的成人教育調查，德國聯邦教

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ung）委託布爾克

社會研究機構（Infratest Burke Sozialforschung）每隔三年針對民眾的

繼續教育參與情況進行調查與分析工作，並提出《繼續教育系統報告

書》（Berichtssystem Weiterbildung, BSW）。這項調查研究的目的，

一方面在於瞭解民眾的繼續教育參與現況，另一方面則在於掌握民眾

的學習需求內容與走向。德國繼續教育調查於 2007 年改為兩年定期進

行（Adult Education Survey, AES），並以電腦輔助面談法（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s, CAPI）進行調查。根據2019年出版之《2018
德國繼續教育行為》（Weiterbildungsverhalten in Deutschland 2018）
結果表示，18-64 歲之成人非正規教育參與率為 54%，正規教育參與

率為 12%，非正式學習參與率為 45%。其中，此次調查也探討成人參

與教育活動比率，根據結果顯示，2018 年 18-64 歲之成人參與教育活

動比率為 59%，相較 2016 年之成人教育活動參與率 56% 高出 3 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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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點。在非正規教育參與率部分，2018 年比 2016 之參與率 50% 略為

提升，其中西德的參與率漲幅更為明顯，由 2016 年 49% 提升至 2018
年 56%，但東德在非正規教育的參與率在此兩年中未有顯著的差異

（BMBF, 2019）。1991 至 2018 年德國之成人參與繼續教育率如圖 5-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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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角色，而且德國民眾的終身學習亦不僅限於上述某一種型態，呈現各

種學習型態多元並存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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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1991-2018 年德國成人教育參與率

Note. From Weiterbildungsverhalten in Deutschland 2018, by BMBF,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reurl.cc/xZEWGz

德國推動終身學習對於民眾參與何種型態的學習至為關注

（Behringer & Schönfeld, 2017, Harry, 2014），整體觀之，正規教育

（formale Bildung）、非正規教育（non-formale Bildung）與非正式學

習（informelle Lernen）均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德國民眾的終身學習亦

不僅限於上述某一種型態，呈現各種學習型態多元並存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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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民眾高等學校運作功能

民眾高等學校（Volkshochschule）始終是德國重要的終身學習機

構。自 1990 年代以來，民眾高等學校亦以目標團體為導向的終身學

習，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原則，除了傳統的夜間課程以外，近些年來

課程的開設，更注意到了彈性時間的繼續教育服務，易言之，許多課

程係視學習者的需要，而於白天或假期中進行。德國民眾高等學校聯

合會（Deutscher Volkshochschul-Verband, DVV），係由全國各民眾高

等學校及其分校所組成，在 1990 年期間即發表三項有關推動終身學

習的宣言，分別為 1994 年的施威林宣言（Schweriner Erklärung），強

調終身學習與繼續教育是一種公民權；1997 年的威瑪宣言（Weimarer 
Erklärung），說明終身學習係進行於各種學習場所，有不同的學習型

態以及多樣化的學習支持；1998 年的媒體政策宣言（Medienpolitische 
Erklärung），提到資訊與知識社會中，資訊媒體對於繼續教育與終身

學習的推動，扮演著重要角色並具有重要功能（吳明烈，2003b）。

民眾高等學校亦為德國高齡教育活動的最大提供者，很多的高齡者較

少參加專以高齡者為目標團體為導向的學習活動，而是參加一般成人

的課程。民眾高等學校也是德國實施高齡教育最具成效的機構之一。

民眾高等學校向來即具有實施高齡教育傳統，而自 1960 年代中期，特

別加強了高齡者的文化與教育措施，課程內容的提供主要包括健康教

育、藝術與手工藝創作、老人戲劇、電腦資料處理、地理學與地方誌、

政治與當代歷史以及老人法律問題等。值得一提者，為利於老人就近

學習，亦發展了所謂的流動式民眾高等學校（Mobile Volkshochschule, 
MVHS），將教育供給結構從傳統的老人走向民眾高等學校參與學

習，轉為民眾高等學校走向高齡者，促進高齡者就近學習（吳明

烈，2007b）。截至 2023 年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全德各地有 858
所民眾高等學校及 2788 個民眾高等學校分支機構（Volkshochsch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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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eitsstelle）。每年有六千二百萬的學習參與者，十六萬二千的教學

提供者。

三、舉辦學習節

德國自 1998 年起每年舉辦學習節（Lernfest），第一年以「塑造、

開展、繼續教育」（Gestalten – Entfalten – Weiterbilden）為主題推展

活動。德國學習節的主要目的，在於激發並透過各繼續教育機構的力

量，創造更多的學習機會，據以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理想，建立新的

學習文化。為了迎接第一個學習節的來臨，德國的聯邦教育、科學、

研究與科技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Wissenschaft, Forschung 
und Technologie, BMBF），事前便作了完善的準備，於 1997 年公布

了構想競賽（Ideenwettbewerb）的活動，鼓勵各地方就市場可能性

（Markt der Möglichkeiten）、居民數及計畫的可實現性等設計一系

列的學習節活動，並組成立場超然的審查委員會從中遴選出十項最佳

的計畫，由聯邦教育、科學、研究及科技部頒給各優勝者五萬馬克的

獎金，以作為該獲獎地方在學習節當週推動該活動計畫的一項獎勵。

這項學習節的構想競賽委由阿道夫・格林默研究所（Adolf Grimme 
Institut）負責組織辦理，共收到了高達一百一十九件的活動計畫，以

及各地方一千三百多個機構的熱烈參與。德國希望透過學習節的推

動，儘可能在德國各地推動各項多樣化的繼續教育，增進全民對於終

身學習之必要性的自覺，並鼓勵、促進個人獲得相關學習資訊及活

動。聯邦教育、科學、研究與科技部特地誠摯邀請各地方的繼續教育

機構，以「知識社會的終身學習」（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 in der 
Wissensgesellschaft）為方案的核心，為學習節發展一項具有創意及特

色的學習活動計畫，同時強調要有明確的目標團體，以及各機構間合

作關係的建立（吳明烈，2001，2013）。時至今日，德國學習節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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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邦熱烈開展，不分老少熱愛學習，培養終身學習者的特質。

四、促進職場學習的推展

職場學習是德國終身學習政策重要的一環。參加員工進修培訓人

數的增加乃是經濟增長與創新的重要驅動力，建立學習友善工作場所

乃為重要 （Dohmen & Baumann, 2019）。德國教育與研究部於 2020 年

發表了《德國教育 2020 》（Bildung in Deutschland 2020）。當前的教

育報告呈現了積極的教育發展，包括增加對教育的參與、教育人員的

數量擴大、教育支出不斷增加以及教育水準提高。德國教育具有更高

的滲透性，並且在教育決策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終身學習的重要

性亦與日俱增且在整體教育政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20）。德國在歐盟扮演重要角色，終身學

習政策的發展亦能積極回應國際組織的發展取向。近年來的終身學習

政策充分展現出聯合國的 2030 永續發展目標的第四目標教育品質，強

調為人人提供高品質的教育與終身學習機會，促進個人與社會的永續

發展（Tawil, 2016；Benavot and Stepanek, 2016）。

為能確保技術工作者的供給，以及經濟、勞動市場與社會的轉

型，進階資格認證和培訓至關重要。2022 年聯邦政府及其合作夥

伴推動國家繼續教育戰略的持續及近一步發展，以期勞動力市場與

教育政策間的關係能更為緊密，使未來技能前景能融入培訓之中。

因而對於特定群體提供針對性支持及發展群體數位能力，亦成為合

作夥伴所欲達成的目標之一；在實務面上，「德國大學校長會議」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簡稱 HRK）於 2022 年成立了 「又高

又遠 - 大學繼續教育入口網站」。此為 NWS 計畫的一部分，該入口

網站彙集德國大學校院的各種繼續教育課程，可協助有興趣者、公司

及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尋得適合的繼續教育課程；此外還提供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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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相關資訊及免費的繼續教育性向測驗，可促進繼續教育市場

的透明度和可比較性（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22）。透過經濟與

社會合作夥伴及國家的協商，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BMBF）將啟動其計畫中的創新成果“職業

培訓數位平臺”及“開發互動式學習平臺，促進人人獲得終身學習，

且可與技能相連結，進而強化個人獲得量身定制的繼續教育及培訓

機會，俾使學習更符合個人需求（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Nationale, 2022）。

五、發展學習型城市

德國是歐盟的核心國，近些年來尤其重視學習型城市的發展。

歐盟學習型城市的發展係積極開啟於 1990 年代中期之後，迄今仍持

續熱絡進行。歐盟強調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是一種新學習運動，跨越了

傳統教育思維與架構，在此發展架構中，終身學習同時發揮了個人實

現、城市繁榮與社會安定的積極功能，並且全面提升城市的生活品

質。歐盟國家將學習型城市視為建立學習文化（culture of learning）
的重要內涵，甚至在德國被視為一種學習文化的轉變，蘊含著跨文化

觀點（transkulturelle Perspektiven），同時也象徵著新學習文化（neue 
Lernkultur）的發展，進而促成學習社會的建構（吳明烈，2010b）。

德國希冀透過學習型城市的發展，進而實現學習社會的理想，無論就

學習型城市的政策內涵或是實踐策略析之，均展現了前瞻性的創新思

維與宏觀視野。德國係在學習社會脈絡中發展學習型城市，並將學習

型城市視為學習社會的重要發展基礎。學習型城市亦作為經濟、社會

與文化發展的新動力，可同時增進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永續發展，並

且促進市民有效因應社會變遷。德國認為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應具高度

意義的存在價值，一方面要能促進社會融合，避免社會排除現象，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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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融合社會；另一方面則要能積極消除貧困、增進社會財富與就

業力、尊重多元與促進人人機會均等，俾以有效解決當前社會所面臨

的問題（吳明烈，2010b）。

肆、小結

以上探討德國終身學習政策與實務層面的推展，茲再就願景與行

動策略歸結如下：

一、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強調機會平等的重要性，促進每位民眾在一生中均能獲得平等的

機會，以促進終身學習之參與，透過學習改變自我與提升社會。

（二）願景

建立學習社會，發展自我導向終身學習。

（三）具體內涵

全面發展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促進全民終身學習的實現。

二、行動策略

（一）主要的行動策略

1. 建立全方位的終身學習網絡：將現有的終身學習諮詢服務，特

別是來自聯邦政府、各州、商會、協會和教育機構的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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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擴展並連結，形成全國性的、高品質的終身學習網絡。

2. 認證非正規和非正規專業技能：針對在工作生活中獲得的專業

經驗進行與專業資格相關的全國認證。

3. 加強職場學習，落實員工終身學習並具備應變數位變革的能力。

4. 推動數位學習：透過數位學習及各種媒體運用，強化終身學習

的覆蓋率。

5. 提高終身學習參與率：透過定期成人繼續教育調查，了解民眾

的終身學習參與現況，並且持續提高終身學習參與率。

6. 積極回應國際組織的終身學習發展取向：終身學習政策的發展

亦積極回應國際組織的發展取向，充分展現聯合國 2030 永續發

展目標的第四目標，為人人提供高品質的教育與終身學習機會。

（二）配套措施

1. 編足推動經費：德國聯邦及各邦均為重視終身學習之推動，每

年在終身學習經費之編列，均能充分重視。

2. 建立推動夥伴關係：德國終身學習之推動，係採用社會夥伴關

係之推動模式，俾以發揮綜效。

3. 協調各邦終身學習之推動合作：各邦的教育與終身學習政策具

有自主權，聯邦與各邦終身學習之推動，具有良好之協調機制。

4. 定期進行成人繼續教育調查：透過繼續教育調查統計，據以了

解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現況及改變情形，並且加以提升參與率。

5. 推動學習節：每年固定舉辦學習節，以促進民眾日日、月月、

年年不忘終身學習，建立終身學習文化。

（三）落實問題

1. 學習者及工作者的數位科技運用能力待強化：數位化對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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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者均帶來新挑戰，需要持續強化數位化能力。

2. 強化職場學習的數位化發展：數位化趨勢之下的工作型態轉型，

帶來新技術和新能力的需求，職場急需強化培訓內容以順應趨

勢。

3. 終身學習專業人員之數位化能力待強化：各機構組織的終身學

習專業人員之數位化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

第四節　法國終身學習的推展

壹、前言

法國的終身學習在整個歐洲地區來說，是體系相當完備而頗具規

模的國家。它的建構較傾向於一種終身工作能力和技能發展的制度化

體系；對於休閒與趣味性的生活文化與道德心靈的培養則較傾向非正

式與非系統化的教育活動。另一方面，企業與教育訓練機構皆致力於

工作與教育的連結，使個人可以在教育與工作場所間互轉，形成一個

完整性、持續性與銜接性的教育與訓練體系。換言之，法國建構終身

學習體制的過程中，在對象上很重視從初離學校或剛完成義務教育的

年輕人、具有實務經驗的在職員工，以及希望轉業改行的成人，或是

充實生活內涵，願意接受一般陶冶教育的成人。雖然修習文憑與證書

為其主流，但也兼顧其他各種短期專業或文化陶冶課程的提供，在課

程內容上，可說是呈現多采多姿的現象（林美和，2001）。

法國當前的成人及繼續教育領域由兩個概念構成，包含終身學習

和繼續教育，兩者間區分的界線並非一目了然，但皆代表了一項指導

政策、實踐與研究的關鍵原則。法國 2004 年以立法形式發展繼續教育

制度的現代化，並強調終身繼續教育作為國家義務的重要性，而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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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在政策面被定義為初等教育、普通教育和職業培訓之間的連續整

體，係指能獲得能力的所有情況；繼續教育則是包括所有已離開正規

學校系統的 16 歲以上之成人，旨在促進職業重啟、融入勞動力市場、

保持就業、發展能力以及獲得不同程度的資格，進而促進經濟與文化

發展以及社會流動（Schreiber-Barsch, S. , 2015）。

貳、政策面

作為終身教育理念的發源地之一，法國在終身學習體系建設方面

起步較早，有著自身特色與傳統。法國終身學習政策面主要聚焦於推

動終身學習立法以及強化職業繼續教育。

一、推動終身學習立法

法國最突出的經驗就是通過與時俱進的立法推動終身學習體系建

設。通過立法明確終身學習體系建設中各利益相關方的權利和義務。

在終身學習立法方面，法國有近 50 年的歷史。1971 年，法國頒布《繼

續職業培訓法》，明確提出職業培訓是國家義務，為員工繼續職業培

訓提供資金是企業義務。此後，法國訂定多部法律，明確雇員在勞動

時間有接受繼續教育的權利；明確雇員接受就業諮詢的權利和相關機

構。法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級各類學校、其他公共機構、行業組織、

企業等依據法律履行終身學習方面的義務。教育部和勞動部是最核心

的管理部門；正規學校在提供初始教育的同時還承擔繼續教育功能；

私立培訓機構占培訓機構的絕大多數，提供各類培訓服務；公共和私

立的博物館、圖書館等為學習者提供學習條件；行業協會發揮聯結公

私部門、學校的作用，在教育培訓中承擔服務、諮詢、溝通、監督的

功能。依法建立終身學習相關的制度。2002 年是法國終身學習制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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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重要一年。當年生效的《社會現代化法》，提出建立職業證書體

系（RNCP）、經驗所得的同等資格認證制度（VAE），溝通與銜接了

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和對經驗的認證，打通了學習通道。職業證書體

系雖以「職業」命名，但統一了文憑與職業證書，發揮著資歷框架的

作用（張力瑋，2020）。法國作為中央集權特點的國家，重點關注那

些初始教育水準較低的人員，並運用法律手段保證他們也能有機會接

受繼續教育，不斷提高職業能力，免受勞動市場的排斥。1971 年《職

業繼續教育法》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克服教育機遇的不平等，為在普通

教育中的失敗者提供真正的第二次機遇。2004 年 5 月 4 日，法國頒佈

了一項關於繼續教育的新法，名曰《終身職業培訓和社會對話法》。

這一新法的首要一點，是確認了個人接受培訓權。法律規定所有履行

不定期合同的工薪者，每年可以享有接受 20 小時培訓個人權利。這一

年度權利可以累積 6 年，即 120 小時。新法律創建了新型的「職業化

合同」（Les contrats de professionnalisation），以代替過去的青年與成

人職業資格合同、職業適應合同和職業定向合同。新的單一合同，便

於青年和成年求職者通過普通教育、技術教育、職業教育與企業活動

的結合，獲得公認的職業資格（王曉輝，2013）。

法國現今的成人和繼續教育體系中，有幾個面向被著重強調。其

中包含成人和繼續教育領域的全國統一法律框架；為職業繼續教育和

繼續教育提供資金的平等制度，以及公司繳納教育稅的義務。這使法

國發展出強大且進步的繼續教育系統；另一個較顯著的面向是對先前

學習的認可，以及驗證的綜合認證系統。除了關於各種形式之教育休

假的法律框架外，所有成人學習者都可合法且標準化地獲得各種支持

措施，以完成個人終身學習途徑（Schreiber-Barsch, 2015）。法國終身

培訓政策之目標，在於確保和發展所有公民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

以促進個人職涯發展；提供獲得或提升基本技能的可能性，以滿足就

業市場需求的變化；通過賦予每個人驗證在非正式環境中獲得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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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減少社會不平等；支持人們繼續工作，為國家的經濟文化發展

和社會進步做出貢獻（European Commission, 2022a）。

二、強化職業繼續教育

1971 年《職業繼續教育法》的最重要一點是，強制規定企業必須

劃撥一定資金用於繼續培訓，最初為工資總額的 0.8％，1974 年之後為

1％。從 1992 年 1 月 1 日起為 1.4％，從 1993 年 1 月 1 日起為 1.5％。

企業可以通過企業培訓計畫，對內部職工進行培訓，也可以將此款項

支付給專門培訓機構，或劃撥給國庫。法國政府還要求企業將繼續培

訓費用之中占工資總額 0.2％的部分專門用於本企業職工的“個人培訓

假”。企業職工可以利用“個人培訓假”，參加一年的專題培訓，期

間享受 80％的工資待遇，並在培訓完成後返回工作崗位。

企業不僅要負責本企業職工的培訓，也有義務支持青年的就業

培訓。法國政府規定，企業必須將繼續培訓費用之中占工資總額的

0.3％～0.4％用於26歲以下青年的培訓計畫。對於10人以下的小企業，

必須將工資總額的 0.25％支付給專門培訓機構，用於職工培訓和社會

青年培訓。總體上看，法國企業用於繼續培訓的費用大大突破了法律

規定，平均達到工資總額的 3.3％。但是很不平衡，大型企業的繼續教

育經費可能超過 5％，而 80％的企業，基本是中小型企業，都把對繼

續教育的投入保持在法律規定的最低限度內（王曉輝，2023）。相較

於各國終身學習的發展，法國很早即透過立法與政策之制定，促進終

身學習與學習社會之發展。

參、實務面

延續終身學習政策之內涵，法國的終身學習實務主要為確保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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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財政支持、運用政府領導模式以及落實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

一、確保繼續教育的財政支持

法國終身學習主要是以正規學校教育機構作為終身學習的基礎，

宣導個人、企業、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參與，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

法律保障體系，特別是獨具特色能力認證機制，有利於真正實現終身

學習與建立學習社會。法國除了傳統的職業培訓中心之外，每個初中

或高中都可以成為中學繼續培訓組的成員。每個中學繼續培訓組的管

理機構為校際委員會（CIE），負責制定繼續培訓政策和目標。委員會

主席由中學校長擔任，須在成員學校校長中選舉產生。學區則選定一

所中學作為中學繼續培訓組的基礎學校，並賦予基礎學校的司法與財

政地位。法國 1984 年的高等教育法重新確定了公立高等學校的性質是

以科學、文化和職業為特點的公立教育（EPCSCP），其使命是負責高

等初始培訓和繼續培訓。因此，法國高等繼續教育和培訓主要由大學

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負責（王曉輝，2013）。

終身學習主要關係到個人、企業、國家和地方政府。終身學習對

於個人來說，有利於提高個人知識和能力的水準，求職者可以更容易

地謀得職位，在職者可以保持崗位的連續，或進一步謀求更好的職位；

對於企業，繼續教育和培訓是提高從業人員素質的基本途徑，有助於

增強市場競爭力；對於國家和地方政府，繼續教育同初始教育一樣，

是人力資本的投資，是國家振興和保持興旺發達的重要途徑。終身學

習的不同參與者具有不同的地位，並承擔著不同的責任和義務。在法

國，教育和繼續教育是國家發展和就業政策的重要因素，國家既是繼

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又是繼續教育的重要支持者。國家對繼續教育

的財政支持，主要是對接受繼續教育的個人給予補貼，對實施繼續教

育的機構進行資助，對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補助以及對地區政府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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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國家的繼續教育經費主要來自國家財政預算，也有部分來自於

歐洲社會基金。國家負責繼續教育管理的機構主要是勞動就業部、國

民教育部和農業部。負責繼續教育的地方政府為地區政府，其主要經

費來源是地方財政收入，同時接受國家的轉移支付和歐洲社會基金的

援助，主要責任也是對實施繼續教育機構和企業以及學習者進行補貼。

企業是繼續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也是繼續教育的最大財政支持者

（王曉輝，2013）。

二、運用政府領導模式

Andy Gree 觀察並分析歐洲國家的終身學習推動情況，進而提出學

習社會的三種模式（吳明烈，2007a）：

（一）政府領導模式

此種模式以法國最為明顯。法國傾向政府領導模式，政府在終身

學習的推動方面，扮演著主要的領導角色。在政府領導模式當中，政

府既然要領導學習社會的發展，相對地，亦需要有較多的終身學習經

費支持與輔助。易言之，既要去領導教育與學習的發展，則需要提供

更多的資源與資助。

（二）市場領導模式

這種模式以英國為代表。英國比較偏向學習市場導向，市場領導

模式以學習者為中心，先瞭解學習者的需求，進而提供與之相對應的

學習內容。

（三）社會夥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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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所採用的乃是社會夥伴模式，強調政府和民間機構的密切合

作，機構與機構間建立起策略聯盟或合作夥伴關係。在社會夥伴的模

式中，合作夥伴得以群策群力建立學習社會，合作夥伴並彼此分擔責

任。因此，在社會夥伴模式中，夥伴機構為終身學習的推動與成效共

同分擔應有的責任。

如上所述，法國推動終身學習係採用政府領導模式，政府扮演主

要的領導角色。政府既要領導學習社會的發展，亦需有較多的終身學

習經費支持與輔助，提供更多的資源與資助。法國在 2004 年成立國家

終身職業培訓委員會 （ Conseil national de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tout au long de la vie ），以促進不同參與者（國家、地區、社會夥伴、

公司等）之間的合作（European Commission, 2022a）。培訓活動可由

機構內部培訓部門提供或從各組織購買。法國有超過 48,000 家公共

或私人培訓機構。其中公共培訓機構提供的培訓活動約佔 20%，公共

培訓機構又以 Greta 佔比最多，目前 Greta 共有 137 個，於 4,750 多處

提供服務。此外越來越多的 Greta 也提供線上培訓，使學習者可在家

或遠程找到想要的培訓；而私人組織提供的培訓活動佔 80%，因為任

何學習者或機構都可以提供繼續培訓（European Commission, 2022b;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et de la Jeunesse, 2021）。

三、落實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

法國於 1934 年便開始實施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李雅惠，

2008）。法國的「專業知識與經驗認證制度」（Validation des acquis 
professionnels  et Validation des auquis de léxpérience）說明了鑑定制

度如何因應終身學習的需求。2002 年 1 月 17 日的議會法案（Act of 
Parliament），在先前法令的基礎下，擴展了具有工作經驗的民眾，可

以參加與之相對應的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學位課程之可能性。在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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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民眾的先前工作經驗或一般經驗，將在通過考試後，被授予相

關資格證書的學分，而倘若民眾未持有正式證照，通常需要參加與之

相符的課程（吳明烈，2013）。

經驗獲得認證被認為是學校教育、學徒培訓、繼續教育之後的第

四條獲得職業文憑的途徑。經驗獲得認證的重要意義是賦予個人以新

的權利。1992年，法國嘗試建立了一種“職業獲得認證”（VAP）制度，

允許工作 5 年以上的工薪者或獨立勞動者可以通過某種考試獲得職業

文憑。2002 年 1 月的《社會現代化法》進一步確認了“勞動工作可以

獲得知識”，並可以獲得“與職業培訓同樣的資格”。為此法律設置

了“經驗獲得認證”（VAE）制度，將職業獲得變為經驗獲得，擴大

了職業資格認證的領域。新的認證制度允許任何人，不論其年齡、學

歷水準、社會地位，都可以通過職業經驗獲得，申請職業文憑或證書，

惟一的前提條件是要在所申請的職業文憑相關的工作領域具備 3 年的

工作經驗（王曉輝，2013）。20 世紀 70 年代初，法國開始出現一些繼

續教育的機構和專職人員。1972 年，第一批負責繼續教育的人員被稱

為繼續培訓員（AFC），1975 年改稱繼續培訓顧問（CFC），其職能

是負責繼續教育的組織工作。1973 年，在各學區設置了繼續教育的專

門機構「學區繼續培訓代表處」（DAFCO），由學區總長直接領導，

負責發展各個層級的繼續教育。1983 年 1 月 7 日的分權法將實施職業

繼續教育的責任下放到地區政府，國家只保留授予文憑的權力（王曉

輝，2013）。整體觀之，法國終身學習願景之實務面，係在於建立學

習社會，透過法令政策制定、專業推動人員培訓運用、經費保障與企

業支持等多種策略加以實現。

肆、小結

一、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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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習社會，促進人人終身學習。

二、行動策略

（一）主要行動策略

1. 推動個人培訓假（congé individuel de formation – CIF）：允許

所有私營部門僱員，在其職業生涯中，主動、個別及獨立地接

受來自公司培訓計畫課程的接受培訓。CIF 計畫最長持續一年全

日制培訓或 1200 小時的兼職培訓（Schreiber-Barsch, 2015）。

2. 推動職業培訓假（congé de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對象為

已完成至少三年公務服務之公務員，目的是讓公務員能夠通過

職業或個人培訓課程或公務員組織批准的活動，完成個人培

訓，整個職業生涯的培訓時間不超過三年（Schreiber-Barsch, 
2015）。

3. 推 行 先 前 學 習 認 證（validation des acquis de l’expérience–
VAE）：允許任何人，無論年齡、資格水平或地位都可經驗證

獲得的經驗，以取得專業證書，但其需要三年與目標認證內容

相關的經驗（Schreiber-Barsch, 2015）。

4. 發 展 國 家 資 格 框 架（répertoire national des certifications 
professionnelles–RNCP）：旨在為個人和公司提供不斷更新的專

業文憑和職稱信息，促進民眾的終身學習參與（Schreiber-Barsch, 
2015）。

5. 推動技能評估權（droit au bilan de compétences）：允許員工評

估自身技能、傾向和動機，並製定專業或培訓計畫。由外部檢

查員根據精確流程進行，技能評估可由雇主決定，也可以在特

定休假的框架內，由僱員主動實施（Schreiber-Barsch, 2015）。

6. 推動個人學習帳戶（compte personnel de formation – C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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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使所有在公司服務一年以上的員工，能獲得每年 20 小時的

個人培訓，這些培訓最多可累加至 120 小時。新的個人學習賬

戶旨在記載每個人職業生涯中的整個生命週期，即使是在失業

期間的學習（Schreiber-Barsch, 2015）。

7. 推動個人培訓帳戶（Droit Individuel à la Formation – DIF）：著

重於“流動性”，換言之員工可使用離開公司後，接受培訓的

權利；並且創建了一個新基金 -確保職業道路的聯合基金（Fonds 
paritaire pour la sécurisation du parcours professionnel），用於培

訓員工（European Commission, 2022b）。

（二）配套措施

1. 提供充沛的經費與資源。

2. 重視終身學習專業人員的養成與運用。

3. 促進終身學習與職涯發展的連結。

4. 建立完善的國家資歷架構與認證制度。

（三）落實問題

1. 終身學習落差待解決：根據年齡、性別、教育背景等標準，獲

得和參與成人和繼續教育方面的落差問題仍有所存在。擁有者

將獲得更多（即教育背景越高，參與度越高）終身學習機會。

正規、非正規教育、培訓參與率和學習者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

在法國，只有 28% 的初中或以下學歷成年人參加了教育或培

訓，而擁有高等教育學歷者比例則為 72.5%（Schreiber-Barsch, 
2015）。

2. 各年齡層的終身學習參與率落差明顯：法國 2011 年成人教育

參與率，55 至 64 歲的參與率 32.8%，明顯低於 25 至 34 歲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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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率 61.1%；2019 年，55 至 64 歲的參與率 35.1%，仍顯著低

於 25 至 34 歲的參與率 61.1%（Schreiber-Barsch, 2015; Eurostat, 
2021）。

第五節　歐美主要國家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

略的歸納

以上分別論述美國、英國、德國及法國終身學習的推展，茲再就

各國各國推展簡述、願景及具體策略進行綜合歸納。

壹、各國推展簡述

－、美國

美國在 1976 年即頒布終身學習法，乃是較早制定終身學習法的國

家。之後持續宣示終身學習的重要內涵及發展計畫，提供經費、設立

機構等，並將終身學習融入整體教育的法案之中，在各項教育法案中

均可看見終身學習的要求及宣示，經費預算也能涵蓋在內，已將成人

教育緊密融入整體教育之中，成為整體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美國終

身學習實務面的推展，更是展現出終身學習機構的多元化及活力，提

供從成人早期到高齡公平及便利的學習機會，課程與師資的優質多元

型態。尤其是率全球之先建構全民終身學習的理念與基礎建設，聯邦

政府參與積極，透過法案大力補助經費推展終身學習，並呼籲地方政

府、各級政府部門、各級學校、社會機構及民間組織辦理成人及繼續

教育，協助終身學習的擴展。大學院校、民間組織亦相當重視推廣教

育，提供成人、高齡者、弱勢族群終身學習機會。塑造社區學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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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寄宿所等獨特的終身學習機構，均為建立學習社會不可缺的重要推

手。

二、英國

英國是最早發表學習文化報告書，並以政策宣示政府發展新學習

文化與終身學習文化決心的國家。新學習文化的發展，已然成為英國

政府的終身學習政策，並展開了持續性的行動策略，而在政策與策略

之間，終身學習則處於核心地位，且被視為優先地位。英國近年來的

終身學習政策，甚為重視學習型城市的發展。英國在 1990 年代初期，

即開始推展學習型城市。英國人口進入高齡社會，降低了勞工與退休

人員的比例。為維持一定的產值和生活水平，就必須提高生產率，因

此特別透過政策制定以強化終身學習之推展，並且提高民眾就業與生

活技能。英國是歐洲第一個最早有系統且持續舉辦成人學習週的國家，

自 1992 年起經由學習與工作研究所統籌組織，開始舉辦是項活動，並

結合了學習者、政治家、決策者、廣播從業人員及教育與訓練提供者

的努力與合作。建立學習社會向來為英國推動終身學習之理想。英國

為促進終身學習更為有效推動，並且發揮研究成果引導實務推展之效，

投入不少經費，研究學習社會的發展模式。英國的經濟與社會研究委

員會歷經多年研究，提出學習社會的十種模式。英國學習型城市的發

展均重視夥伴以及夥伴關係的發展，通常負責機構必須是較高層級且

較具行動力的組織，進而能有效形成決策以及運作學習型城市的發展。

英國推動終身技術認證（Lifelong Skills Guarantee）政策，希望在制度

改革後，政府能提撥經費，保障成人進修的機會，以獲得職場所需技

能。

三、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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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德語係為 lebenslanges Lernen，在德國又常以繼續教育代

表終身學習的主要內涵，包括普通繼續教育與職業繼續教育。德國強

調能力發展導向的學習，亦著重學習的過程與結果應激發學習者的能

力發展。知識社會的終身學習更重視能力發展學習，強調學習應以發

展能力終身學習推展持續重視能力發展，並實質關注到學習文化的跨

文化觀。早在 1970 年，德國教育審議委員會即制定了教育制度結構計

畫，明確地提及要將繼續教育發展成為教育的第四項主要領域，並與

正規學校教育同具重要價值。聯邦政府的國家繼續教育策略，提到相

較以往更進一步推動職業培訓與終身學習，並且更加著重數位化的發

展。德國是終身學習發展成熟的國家，具有完備的終身學習體系。德

國早於 1979 年進行有系統且定期性的成人教育調查，德國聯邦教育與

研究部委託布爾克社會研究機構，針對民眾的繼續教育參與情況進行

調查與分析工作，並提出《繼續教育系統報告書》。這項調查研究的

目的，一方面在於瞭解民眾的繼續教育參與現況，另一方面則在於掌

握民眾的學習需求內容與走向。德國推動終身學習對於民眾參與何種

型態的學習至為關注，整體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與非正式學習均扮

演重要角色。民眾的終身學習亦不僅限於上述某一種型態，呈現各種

學習型態多元並存之樣貌。民眾高等學校始終是德國重要的終身學習

機構。自 1990 年代以來，民眾高等學校亦以目標團體為導向的終身學

習，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原則，除了傳統的夜間課程以外，近些年來

課程的開設，更注意到了彈性時間的繼續教育服務。自 1998 年起每年

舉辦學習節，以激發並透過各繼續教育機構的力量，創造更多的學習

機會，據以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理想，建立新的學習文化。近些年來

尤其重視學習型城市的發展，強調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是一種新學習運

動，跨越了傳統教育思維與架構，在此發展架構中，終身學習同時發

揮了個人實現、城市繁榮與社會安定的積極功能，並且全面提升城市

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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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國

法國終身學習在整個歐洲言之，乃是體系相當完備而頗具規模的

國家，較傾向於一種終身工作能力和技能發展的制度化體系；對於休

閒與趣味性的生活文化與道德心靈的培養則較傾向非正式與非系統化

的教育活動。企業與教育訓練機構皆致力於工作與教育的連結，使個

人可以在教育與工作場所間互轉，形成一個完整性、持續性與銜接性

的教育與訓練體系。最成功的一項經驗，即是通過與時俱進的立法推

動終身學習體系建設。通過立法明確終身學習體系建設中各利益相關

方的權利和義務。在終身學習立法方面，法國有近 50 年的歷史。法國

現今的成人和繼續教育體系中，有幾個面向被著重強調。其中包含成

人和繼續教育領域的全國統一法律框架；為職業繼續教育和繼續教育

提供資金的平等制度，以及公司繳納教育稅的義務。這使法國發展出

強大且進步的繼續教育系統；另一個較顯著的面向是對先前學習的認

可，以及驗證的綜合認證系統。除了關於各種形式之教育休假的法律

框架外，所有成人學習者都可合法且標準化地獲得各種支持措施，以

完成各人的終身學習途徑。法國終身學習主要是以正規學校教育機構

作為終身學習的基礎，宣導個人、企業、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參與，

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特別是獨具特色能力認證機制，

有利於真正實現終身學習與建立學習社會。法國除了傳統的職業培訓

中心之外，每個初中或高中都可以成為中學繼續培訓組的成員。國家

既是繼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又是繼續教育的重要支持者。企業是繼

續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也是繼續教育的最大財政支持者。法國於

1934 年便開始實施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法國的專業知識與經驗認證

制度說明了鑑定制度如何因應終身學習的需求。整體觀之，法國終身

學習願景之實務面，係在於建立學習社會，透過法令政策制定、專業

推動人員培訓運用、經費保障與企業支持等多種策略加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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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各國均重視透過社會對話機制與需求評估，進而制訂終身學習政

策，促進全民終身學習。

二、願景

各國的願景用語雖有所異同，然共同願景乃在於「建立學習社會，

發展終身學習文化」。

三、願景內涵

培養民眾終身學習能力，發展各類型學習型組織，建立學習型城

市，推動終身學習節（週），促進全民終身學習。

參、具體策略 

一、策略內涵

（一）建立學習型城市

近些年來英國與德國推動終身學習的主要策略，乃為建立學習型

城市。

（二）舉辦終身學習節（週）

英國與德國重視透過重要活動或儀式，以加強終身學習之推動，

終身學習節（週）備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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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數位學習

積極推動數位學習及混成學習，促進終身學習的普及發展，並且

強化教學者與學習者的數位科技能力。

（四）強化終身學習夥伴關係

促進各公私部門的資源整合與協調機制，建立緊密的合作夥伴關

係，發揮推動終身學習之綜效。

（五）建立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完善評估終身學習的推動過程及成效，加強終身學習的品質管理，

並且建立最佳實務。

二、配套措施

（一）擬定學習型城市計畫

透過學習型城市計畫之推行，加速實現學習社會之願景。

（二）透過終身學習節等重要活動以促進終身學習文化

促進終身學習訊息的透明化，並公開表揚終身學習者及學習型組

織，逐年辦理終身學習節，形塑終身學習文化。

（三）透過立法保障終身學習權

透過法制化以保障人人有公平得機會獲得學習，弭平終身學習落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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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確保經費的支出

終身學習政策列為國家優先政策，投入充足的推動經費，俾以發

揮終身學習的社會效益。

（五）建立推動單位的協調機制

透過所有推動者的溝通協調機制，以強化終身學習的推動共識，

並能各自承擔推動責任。

（六）建立管理機制以強化終身學習推展

落實終身學習的管理與評鑑機制，進而促使每一分鐘與每一分錢

的投資，均能發揮出最大價值。

三、實施問題

（一）學習社會的願景實現需要有長久的推展與深化。

（二）各國仍或多或少存在著不同社會人口背景的終身學習落差

現象。

（三）弱勢族群及低學習參與者的學習參與仍須給予更多的學習

支持與服務。  
（四）學習型城市的發展仍在各國未能全國普及化。

（五）資源整合運用需要彼此充分信任與願意共享方能實質奏效。

（六）經費的充分投入難免會受到國家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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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東亞主要國家終身學習的推展

在東亞國家中，有關終身學習的推展，以日本最早進行，韓國其

後跟進，著力甚深，有相當的特色與成就。大陸在二十一世紀後也急

起直追，在社區及高齡教育方面有不錯的成效，在學習型城市的建設

也是異軍突起，頗具特色。故本節東亞主要國家終身學習的推展，以

探討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三地為主，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日本終身學習的推展

壹、 前言
日本為全球推動終身學習成效卓越的國家之一，早在二十世紀 60

年代，國際開啟終身教育思潮時，日本即已開始引進。1970 年代後，

終身學習的名詞才開始漸為社會所接受並推動。於 1990 年制定《終身

學習振興法》，為全球第二個對終身教育立法的國家。日本最早從推

動社會教育開始，再轉為終身教育與學習，因此社會教育和終身學習

二詞是描述成人及終身學習最常會提到；也是概念相近的用詞與活動

（Ogden, 2010）。由於人口快速的老化，日本早在 1994 年就進入高

齡社會，2022 年 65 歲以上人口為 29.1%（新保敦子，2022），已是

超高齡社會，對老人的學習及透過終身學習來提升生活適應與經濟再

就業的能力，亦為日本終身學習的政策所關注。2016 年，前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提出「社會 5.0」-- 建構以人為本的超智能社會，強調數位轉

型 DX（digital transformation，日本稱為 DX），有賴終身學習以因應

社會的變革。正如日本文部科學省（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在 2006 年修訂公佈的《教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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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中提出教育願景為，在社會和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創

建終身學習社會，讓人生各個階段依其所需的目的進行學習，因此需

要建構終身學習的社會，讓每個人在生活中隨時隨地都能學習，適其

所需的學習來豐富自身並充實生活（MEXT, 2022a）。以下將從日本終

身學習在政策面及實務面的推展情形進行說明。

貳、 政策面
日本一向重視教育，在《教育振興基本計畫》表明國家的永續

發展離不開教育，實現「教育強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MEXT, 
2022a）。日本的「終身學習」包括二個意思，為達成終身學習社會的

各種教育體系；另一為人生各種階段的學習，故範圍相當廣。其歷年

的白皮書在「終身學習社會的實現」這一章開宗明義說明，「終身學

習」泛指人們終其一生，所進行的一切學習，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

育、社會教育、文化活動、體育活動、娛樂活動、服務貢獻活動、企

業教育、興趣愛好等，適用於在各種地方和情境等，具有學習意涵的

各種活動與內容（文部科學省，2022a；文部科學省，2022b）。其推

動終身學習的過程是從社會教育開始，再到終身教育。

一、有關終身教育的立法

（一）從社會教育開始

早於 1924 年即在教育部下成立社會教育部門，1929 年成立社會教

育局（MEXT, 2022c），1947 年制定《教育基本法》，此法被視為日

本教育的憲法，確立了戰後日本的教育基礎；其中的第 7 條，為社會

教育法立法的依據。1949 年制訂的《社會教育法》，此為日本終身教

育發展的重要基礎，該法中明確了公民館的法定地位與目的，為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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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動社會教育的機構。後續分別於 1950 年制定《圖書館法》；1951
年制定《博物館法》，皆有推動社會教育、終身教育的功能與意義。

1953 年制定了《教育白皮書》，此為日本第一份教育白皮書，明確提

出對圖書館、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期能提升國民的文化素養。

1967 年，前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波多野完治將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當年提出「終身教育」理念及相關的資料翻譯，在國內掀起終身

教育研究的熱潮及開始推動終身教育。1971 年，文部省在社會教育審

議會發表《因應社會結構急遽變遷之社會教育應有作法》報告書（又

稱 71 社教審報告書），報告書中指出因為人口結構與社會變遷、都市

化、國際化、高學歷化，必須關注終身教育的推動。此法為日本最早

頒布與「終身學習」相關的政策（新保敦子，2022）。1988 年，文部

省進行組織調整，將原本的社會教育部門，改為終身學習局。

（二）制定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1990 年，制定《終身學習振興法》（又稱 1990 年法），立法的

基本宗旨為滿足國民在終身學習機會的需求，制定推動終身學習的基

本方針、種類、內容、範圍與經費保障等。該法具有三個特色：

1. 全面積極推動終身學習

此法明定在都道縣府成立終身學習審議會，以整合地方的終身

教育資源與學習活動。並依據此法而設置「終身學習推展中心」，也

將推動高齡教育活動的層級提高到都道縣府為主，全面積極推動終

身學習，該法被認為是日本推動終身學習的重要里程碑（新保敦子，

2022）。

2. 終身教育為國民教育體系的核心

將終身教育置於國民教育體系的中心地位，社會教育及其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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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圍繞著終身教育而開展。

3. 終身教育與產業振興有關連

 此法指出由教育部與通商產業省（簡稱通產省）（註 1）全面負

責終身教育，表示終身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密切關連，也規定了國家對

企業實行優惠待遇技術支持和資金保證等相關政策。因而，《終身學

習振興法》常被認為具有功利色彩（楊國賜，2022），因為與學習以

提升國民素質、豐富生活的教育精神不一致。

2002 年，再對《終身學習振興法》的部分措施與內容方面，從細

節上進行修訂，制定《終身學習完善法》，又稱 2002 年法，但與《終

身學習振興法》的差異不大。之後於 2006 年，將《教育基本法》修正

完善，其第三條中明訂：必須致力建構「終身學習的社會」，使國民

在其有生之年有任何的機會和場合能進行學習，並學以致用，讓國民

能發揮自己的潛力而有豐富的人生。後續各年陸續發布的白皮書；還

有從 2008 年開始，每 5 年為一期，總共執行三期的《教育振興基本計

畫》，皆以教育基本法第三條建構「終身學習的社會」為核心而制定

相關推動及配套措施。文部科學省在《第三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表

明，建構終身學習社會，就是盡最大努力來發揮每個人一生的「潛力」

和「機會」，促進在職成年人的再學習以獲取工作與生涯所需的知識

和技能，並迎接人生百歲壽命時代的到來（文部科學省， 2022c）。

二、 有關老年教育的立法

日本向來重視與尊敬老人，人口老化現象為全球之冠，關於老年

教育的立法，最先為厚生省重視，之後文部省與總務省等共同關注。

早在 1955 年，厚生省即提出《社會保障五年計畫》，關注老年人退休

（註 1）通產省，全名為通商產業省，為現今經濟產業省的前身。被認為是戰後快速讓日本成
               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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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制度，社會開始重視「老年人」這個議題。1963 年，制定《老人福

祉法》，提出地方政府設置老人福祉課，福祉部門設置老人俱樂部，

推動高齡學習，該法提及將每年的 9 月 15 日訂為老人日，以向廣大的

老年人口表示關切與敬意。1981 年，文部省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關

於終身學習》報告書，將高齡從成人學習中獨立劃分出來，明確指出

要擴充高齡者學習和社會參與的機會，該報告影響了高齡者教室、高

齡人力活用等發展，促進高齡教育的推動（以上整理來自新保敦子，

2022）。

2012 年，總務省提出《高齡社會的終身學習狀態，人生 100 年，

活到老學到老的幸福社會》報告書，由於日本早已於 1994 年進入高齡

社會，現今更是超高齡社會，預期國民未來的平均餘命將會達 100 歲。

該報告書提及日本高齡社會的新價值觀，充實百歲人生的晚年時光，

高齡社會在終身學習的政策方向及具體策略（文部科学省，2012）。

強調迎接百歲的人生，每個人都必須做好終身學習的規劃，透過終身

學習以達到：（1）增進個人自主並協助社會；（2）建構退休後社會

網絡，避免孤獨；（3）保持健康，延緩被照護；（4）發揮高齡者的

經驗與智慧並進行代間傳承。日本政府期待高齡者能成為地方社會的

支持者，因為高齡社會下，老人幫助老人是很重要的（新保敦子，

2022）。

在 2018-2022 年的《第三期教育振興計畫》，亦提到因應當代社

會議題，強化高齡者的終身學習，並讓老年人發揮能力，增進社會參

與，以達社會包容的「社區共生社會」（日文：地域共生社会），即

將老年人所擁有的豐富知識、技能和社會經驗作為寶貴的社會資源，

可由志願服務方式來積極社會參與，和社區居民跨世代的互動與交流，

豐富彼此的生活；也期待高齡者藉由終身學習來不斷獲得新知與技能，

仍保有就業及經濟能力以融入社區，共同創造及發展社區。邁向長壽

的百歲人生時代，建構每個人都可以終身學習、活用所學、參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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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老年人獲得人生目標與意義感，形成合作共好且有活力的社會。

參、 實務面
在實務層面上，日本推動終身學習的機構，大多數亦具社會教育

的功能，如公民館、地方終身學習中心、開放大學、大學與短期大學

等皆是。由於日本政府期望要建構一個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地點隨時

都能學習的終身學習社會，所以社區內的所有年齡層者皆為對象，增

加學習機會與管道進行終身學習，以下介紹在推動終身教育活動較為

普遍且重要的機構與實務，大致有六項，說明如下：

一、公民館（こうみんかん , Kouminkan）

1946 年，日本開始在各地建設公民館，並在 1949 年所制訂的《社

會教育法》，明確公民館的法定地位與目的，公民館設置的目的在提

倡公民共同學習；並保障公民的學習權利。2021 年的文部科學省白皮

書仍強調透過公民館成為社區學習場所的功能，以建構充滿活力、促

進終身學習的社會（文部科學省，2022b）。日本在各市町村普遍設置

公民館，2020 年全國共有 14,281 個公民館，政府期許其不僅是居民最

熟悉的學習中心，也是重要的互動場所，成為社區中心並因應在地需

求，做為社區提供綜合服務的基地（文部科學省，2022e）。在公民館

的設置和營運的準則提到，設有館長一名；公民館應透過舉辦培訓志

願者工作坊等方式，努力提供各種學習資訊及辦理各項學習活動。開

放的時間應結合所在地區的實際情況，盡量方便當地居民，在夜間開

館（文部科學省，2003），所舉辦的各種活動，有些會採取收費。日

本強調在地的學習與共同學習與促進地方的發展，所以公民館成為地

方的世代交流、共聚共學的重要場所，也常是各地舉辦終身學習節（ま

なびピア）活動的場地。此外，日本相當重視家庭教育，公民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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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具有社區內家庭教育支援據點的功能（文部科學省，2003）。

根據 2018 年的社會教育調查，全國的公民館已開設約有 38.4 萬門

課程，共約951萬8,000人參與各項科學、文化、體育 /健康、家庭教育、

職業知識 / 技能等學習活動（文部科學省，2022b）。各地方的公民館

也會結合當地的大學、社會教育機構等，共同舉辦和在地生活緊密相

關的教育和學術講座、研討會或是文化活動，以提高素養、增進健康、

純潔情操、振興地區文化、加強社會福祉（文部科學省，2022b）。

二、終身學習推進中心

1990 年，中央教育委員會發表《為終生學習奠定基礎》（生涯学

習の基盤整備）報告，提出要設立「終身學習促進中心」以作為各地

區推動終身學習的基礎機構，即在各個大學、短大等高等教育機構設

立終身學習中心，都道府縣則設立終身學習推進中心（文部科学省 国
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社会教育実践研究センター , 2022）。終身學習推

進中心應具備這六項功能：（1）提供終身學習的資訊和學習諮詢；（2）
掌握學習需求以規劃終身學習的方案；（3）與相關機構的協調合作及

業務委託；（4）培訓終身學習的領導者和顧問之相關事宜；（5）終

身學習成果的評價；（6）根據地區的實際情況舉辦必要的課程（西川

万文，2008）。此外，還有與開放大學的協同合作（文部科学省国立

教育政策研究所社会教育実践研究センター , 2022）。

目前的高等教育機構，如大學和短期大學所設置的終身學習中心，

其在推動終身學習的方式分別有為函授、短期、線上課程及學習成果

認證、回流教育等（文部科学省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社会教育実践研

究センター， 2022）。彈性方便的回流教育制度能擴大在職成年人的

終身學習機會，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給成人工作者有再進修及深造的機

會，得以提高專業知能與研發能力，日本政府期望藉由回流教育來強

化產業的人力資源及提升國際競爭力，因此推動各大學及職業專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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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產業界合作，發展各種實務所需的「職業技能培育方案」（MEXT, 
2022c）。另外，也推動「專業人士更新方案」（Brush up Programs 
for Professionals），即由各大學提供符合產業界所需且專業實用的在

職進修課程，學習完成後獲得文部省的專業認證          （文部科学省，

2022f）。

至於都道府縣的終身學習推進中心，當時（1990 年）有些是新設

置，有些則是由社會教育中心、教育研究機構等改制而來，設立終身

學習推進中心的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全國的制度，並藉由終身學習推

進中心來與市政當局發展各種合作的體系。終身學習推進中心的功能

就是推動、串聯、整合終身學習的各項工作與機構，也會舉辦各項因

應社會變化在終身學習所需的相關課程，如 2021 年的教育白皮書在

「終身學習社會的實現」提及這 11 項社會議題需要學習：（1）少子化；

（2）高齡社會現象及代間學習；（3）人權教育；（4）性別平等；（5）
性犯罪、暴力的防範對策；（6）防止兒童虐待；（7）消除兒童貧困

及其對策；（8）公民主權教育；（9）消費者教育；（10）環境教育；

（11）推廣閱讀活動（MEXT, 2022b），因此，各地的終身學習推進中

心依其社區所需及所重視者，分別辦理上述相關議題的終身學習活動。

此外，終身學習推進中心也會辦理人才培訓課程，如培養解決地區社

會問題、社區發展的主導人才或志願者，如地方振興、地方創生等相

關課程（文部科学省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社会教育実践研究センター , 
2022）。

三、縣民大學（県民カレッジ）

縣民大學是由日本各縣的教育委員會主辦及推動的，縣民大學向

所有市民開放，從小孩到大人都可以隨時入學。雖然被稱為大學，但

沒有特定的校園，除了可以在縣立大學實體上課外，還可以透過網站、

講座視頻、講座的錄音、講座的線上直播等方式，不限於校園內，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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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隨地利用行動裝置等即可以學習。在入學後，會發給「學習護照」

以填寫個人的學習記錄，課程的每一小時即為一個學分。大人學習滿

100 學分以上，兒童滿 50 學分，將學習護照送至承辦單位申請認證，

則予以授獎及頒發學分認定證書。此外還有 200 學分（學士賞），500
學分（碩士賞），1000 學分（博士賞）不同的學分認證。縣民大學的

課程亦相當多元，會與當地的大學舉辦合作課程（有些課程有收費），

或是縣民大學的附屬與合作機構，如旅遊 / 鑑賞 / 體驗設施、視聽圖書

館、各種團體、學校、民間企業、公共團體等，民眾參加這些合作機

構所舉辦的課程和參訪學習，皆能獲得學分。
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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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日本縣民大學的學習獲得認證流程圖 

縣民入學發給學習護照       學習獲得學分            認證與獎勵 

 

圖 6-1-2  
日本縣民大學學分認證書 

四、終身學習吉祥物及舉辦終身學習節相關活動 

日本在終身學習的推廣方面，由官方設計有一個吉祥物的圖案，稱為馬

納比（Manabi），是由《假面騎士》的創作者、已故漫畫家石之森正太郎應

文部科學省的要求所設計的終身學習吉祥物--Manabi，是終身學習的 learn

和蜜蜂的 Bee 的組合（日文：生涯学習の「学ぶ」とみつばちの「Bee」を

合わせ）。蜜蜂有兩個觸角，但就像日本的「学ぶ」--學該字有三個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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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終身學習吉祥物及舉辦終身學習節相關活動

日本在終身學習的推廣方面，由官方設計有一個吉祥物的圖案，

稱為馬納比（Manabi），是由《假面騎士》的創作者、已故漫畫家石

之森正太郎應文部科學省的要求所設計的終身學習吉祥物 --Manabi，
是終身學習的 learn 和蜜蜂的 Bee 的組合（日文：生涯学習の「学ぶ」

とみつばちの「Bee」を合わせ）。蜜蜂有兩個觸角，但就像日本的「学

ぶ」-- 學該字有三個角一樣，喜歡學習的 Manabi 也有三個觸角。此吉

祥物在傳播終身學習的形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鼓勵所有年齡層的

男性和女性都可以隨時隨地享受學習和活動的樂趣。Manabi 最早是在

1989 年於千葉市幕張展覽館舉辦的第 1 屆全國終身學習節（まなびピ

ア）首次亮相，自此之後，Manabi 就作為終身學習的吉祥物（沖縄県

生涯学習推進センター，2022）。各地方在舉辦終身學習節時，皆會

以 manabi 來設計海報或網站宣傳的標誌。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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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學習的 Manabi 也有三個觸角。此吉祥物在傳播終身學習的形象方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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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終身學習節（まなびピア）首次亮相，自此之後，Manabi 就作為終身學

習的吉祥物（沖縄県生涯学習推進センター，2022）。各地方在舉辦終身學

習節時，皆會以 manabi 來設計海報或網站宣傳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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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各地舉辦終身學習節的時間，由各地方自行決定，大多在每年的

9-10 月前後進行，有些地方是辦理一天或兩天的學習節活動，有些則除了

這一或兩天的慶祝活動外，再以期間來進行，如秋田的大館市在每年的 9

月和 10 月列為終身學習的重點月，期間陸續舉辦各種活動，如兒童木製玩

具手作 DIY、兒童書畫展、高中生的射擊遊戲體驗、大館市歷史城鎮發展

史展覽、終身學習參與者的作品展、代間交流茶會、演唱會或演奏會（部

分收費）、講座等多元有趣且網羅各年齡層的活動（大館市，2022）。終身

學習節舉辦的地點分別在公民館；或是終身學習推進中心、市民文化中心、

科學館、博物館、民間組織等共同協辦者皆有之，主要是讓小孩、大人、

所有民眾，都能學習新知並感受到學習的樂趣。透過終身學習節的進行，

提供民眾學習的訊息和機會，讓更多人有接觸終身學習活動的機會。 

圖 6-1-3
日本終身學習吉祥物まなび（Manabi）

關於各地舉辦終身學習節的時間，由各地方自行決定，大多在每

年的 9-10 月前後進行，有些地方是辦理一天或兩天的學習節活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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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則除了這一或兩天的慶祝活動外，再以期間來進行，如秋田的大館

市在每年的 9 月和 10 月列為終身學習的重點月，期間陸續舉辦各種活

動，如兒童木製玩具手作 DIY、兒童書畫展、高中生的射擊遊戲體驗、

大館市歷史城鎮發展史展覽、終身學習參與者的作品展、代間交流茶

會、演唱會或演奏會（部分收費）、講座等多元有趣且網羅各年齡層

的活動（大館市，2022）。終身學習節舉辦的地點分別在公民館；或

是終身學習推進中心、市民文化中心、科學館、博物館、民間組織等

共同協辦者皆有之，主要是讓小孩、大人、所有民眾，都能學習新知

並感受到學習的樂趣。透過終身學習節的進行，提供民眾學習的訊息

和機會，讓更多人有接觸終身學習活動的機會。

此外，日本政府亦舉辦過國家終身學習網絡論壇（Manabi 
Peer），也是以 Manabi 吉祥物為標誌，自 2011 至 2015 年連續舉辦，

因 2011 年的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以來，一直以地震後的恢復重建和解決

因地震而凸顯的全國性的共同問題為主題來實施。論壇由政府官員、

大學等教育機構、非營利組織、民間組織、企業等聚集在一起，研究

討論、傳播及交流在推動終身學習的成果與經驗；還有建立實務機構

的跨領域合作，旨在透過持續的努力來推動地震後的社區及社會的發

展，最近的一次論壇是在 2015 年於福島縣舉辦。

五、學習型城市

201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全球學習型城市網路（UNESCO 
Global Network of Learning Cities, GNLC）。截至 2021 年 9 月，日本

參加並註冊學習型城市網絡共有兩個城市，分別為岡山縣岡山市及

佐賀縣多沽市，其中岡山市於 2017 年成為獲獎城市。文部科學省的

Manabi 電子報（マナビー・メールマガジン）的報導指出，岡山市因

透過市民參與及合作來促進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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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SD），以及制定終身學習指標而受到高度評價，因而

獲獎（清泉女子大學，2017）。

另外，在日本全國的都道府縣，共 1都（東京都）；1道（北海道）；

2 府（大阪府、京都府）；43 縣的各城市亦有「終身學習宣言城市」，

即各地依其歷史背景、地域特色和風土民情等，向當地所屬的終身學

習行政單位（如終身學習課、社會教育課、教育委員會等、終身學習

促進中心等），提出本地區 /城市獨特的終身學習願景與誓言，成為「終

身學習宣言城市」，目前全國共有 85 個終身學習宣言城市（文部科學

省，2022g）。終身學習宣言城市是在 90 年代，申請達到高峰，但近

年來仍有城市陸續申請，平成 20 年（2008 年）後，至今再有七個城市

提出終身學習宣言（文部科學省，2022h）。

六、社會教育士

日本先從重視社會教育開始，再推廣終身學習，根據社會教育

法，在都道府縣或市教育委員會事務局需有委派的專業人員 -- 社會教

育督導（日文：社会教育主事），主要是對轄區內的社會教育機構及

推辦業務活動的擬定、策畫、實施提供建議和指導；還有對推動社會

教育業務的行政人員制定及規劃相關的培訓課程。取得社會教育主事

的資格要求，在培訓的學分數及實務工作的年資皆較多與長。係依社

會教育法第 9 條規定而實施，需在大學就讀兩年或更長時間並獲得 62
個學分，或從技術學院畢業並完成社會教育主任培訓；或擔任公部門

在社會教育的行政主管職；或是持有教師執照者需擔任文部科學省指

定的教育相關職務 5 年以上，才能成為社會教育主任（文部科學省，

2022d）。

2020 年 4 月起，日本政府對社會教育主事的培訓課程進行修

訂，即受過大學開設「終身學習支援論」課程，完成社會教育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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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的人員，但尚未經政府委派者，即為「社會教育士」（Social 
Educator）。社會教育主事培訓，該課程（約 40 天）是由日本的國家

教育政策研究所社會教育研究中心所舉辦（文部科學省，2022d）。其

角色與功能是成為當地聯繫、統整各種教育與學習機構（各級學校、

博物館等）、地方政府部門、社區發展的相關機構、非營利組織和企

業等各種實體單位的協調者。

打造終身學習社會是日本政府的期望與努力，支持國民自由自願

地無處不學、無時不學，因此社區是終身學習的重要環境。在 2006 年

的教育基本法指出終身學習的理念，就是將學習成果適當地落實於社

會中並影響社會。因此「在地化」的學習並學以致用，回饋到社區以

利社區發展，甚受日本政府的重視。因此文部省力求培訓社會教育士

來做為推動終身學習社會的一個輔助力量。就目前實施情況看來，以

現具有他職工作者再經受訓取得資格者為多數。日本政府希望，社會

教育士不僅只限於在社會教育相關的公部門機構工作，其他各種與終

身學習相關的機構或民間組織；或是關注環境、健康福祉、福利和社

區發展等不同領域的機構或組織內，都能有更多的社會教育士來參與

投入，透過社會教育士所規劃的各種終身學習的講座和培訓活動，並

與 NPO 和企業組織等協作和合作，期待社會教育士在人類發展和社區

發展中發揮作用，因地制宜來結合在地資源並串連社區各相關機構組

織，還有幫助居民在社區中與人溝通和連結、社會參與及終身學習，

以利社區發展（文部科學省，2022d），「社會教育士」為日本新近在

終身學習實務推動上的一個新措施。

肆、 小結
以上介紹了日本終身學習政策與實務層面的推展，茲就其願景與

執行策略再簡要歸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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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強調終身學習的普遍性與實用性原則

（二）願景

建設學習型社會，人人隨時隨地能終身學習及學以致用，豐富自

身並充實生活。

（三）具體內涵

1. 朝向百歲人生中，不斷地終身學習。

2. 透過學習以提升更好的生活及永續發展社會的推動。

3. 促進在職成年人的再學習，以獲終身工作所需的知識與技能發

展。

二、行動策略

（一）主要的行動策略

1. 學習場所的普遍：各地方有公民館、終身學習推進中心、縣民

大學等，做為社區居民就近前往學習參與的場所。另外，各地

方的大學等推動成人回流教育。

2. 設計有終身學習吉祥物 manabi：與終身學習相關的活動、網站

文宣等皆會出現 manabi，作為終身學習的標誌，一目了然且具

代表性。

3. 舉辦終身學習節活動：為日本各地區推動終身學習成果的展現

活動，具有宣傳終身學習的樂趣與意義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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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地連結與共同推動：強調形成「社區共生社會」，結合社區

學習的相關機構與組織，協力合作，建構人人能夠終身學習的

環境，共同學習以創造在地社區的發展，2020 年開始藉由「社

會教育士」的角色與功能來串聯與推動。

（二）配套措施

1. 終身學習政策措施的調查研究

政府在終身學習及社會教育的推動，每年定期進行調查研究以了

解政策實施之成效（文部科學省，2022h），並依此予以經費的支持與

調整。在財政年度 2020 年，終身學習的預算為 1,439 億日圓，佔文部

科學省整體經費的 2.7%（MEXT, 2022d），近年來在公民館及終身學

習促進中心的經費支持並無增減。

2. 設置專業人力

在都道府縣或市教育委員會委派有社會教育督導員，職責是為社

會教育工作者提供技術建議和指導。2020 年積極培訓社會教育士來推

動社會教育及終身學習。

（三）落實問題

1. 民眾認識猶為不足，仍需強力宣導

在 2018 年的終身學習調查發現，仍有 41.3% 的民眾最近一年從未

學習過。且年齡越長，未曾學習過的比率越高，70 歲以上有 57.3% 未

曾學習過。就其政策及實務的推動目標來看，仍有落差，有待強力宣

導與切實佈達（MEXT, 2022c）。

2. 仍以工作取向的實用性學習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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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的終身學習調查還發現，49 歲以下的民眾首要的學習

意願都是有關工作所需的知能，18-29 歲有 62.1% 最重視工作知能的學

習，50-59 歲則以興趣嗜好和健康運動的學習佔最多，因此，民眾仍以

工作取向的實用性學習為重（MEXT, 2022c）。

3. 學習概念仍偏重在求學階段時的學習

日本社會重視正規教育，重視文憑，強調個人學習生涯中求學

學校的聲望及成績，畢業即學習告一段落，不利於終身學習的推展

（Ogden, 2010）。

4. 學習者的主動性宜更賦權增能

日本教育強調「內容」取向，採取「教師中心」的教學方式，造

成主動參與感的欠缺，降低成人學習的動機（Ogden, 2010）。 

第二節　韓國終身學習的推展

壹、前言

面對社會快速變遷與人口結構改變的挑戰，在鄰近的亞洲國家中，

韓國自 2007 年修訂終身教育法以來，積極推展各種終身教育制度革新

及政策，並建立許多獨特的制度，值得臺灣學習，如：設立學分銀行

制度（Credit Bank System, CBS）、建立個人終身學習帳戶、開設線上

學習課程網站、建設學習型城市、提供終身學習券、成立終身教育師

等，均有顯著的成效（林麗惠、林秀儀，2020），並以兩年一期更新

終身教育政策白皮書，進行滾動式的檢討與修正，以期政策更符合時

代的需求。

此外，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Lifelo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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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E）自 2008 年成立以來，支持與推進終身教育相關的各項事務，

在韓國終身教育推展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中央層級的終身

教育振興院，地方層級的終身教育學習中心也依循國家終身教育振興

院之方針，為在地居民提供教育管理、教育諮詢與終身學習的機會，

使韓國在終身教育的推動體制上建立了完整的架構（林麗惠、林秀儀，

2020）。

本節首先探討韓國終身教育的政策，接著說明韓國終身教育的實

務措施，最後再從韓國終身教育的推展歸納出其願景與行動策略等，

以供借鏡。

貳、政策面

近年來，韓國終身學習的政策，可以從其進行終身學習調查、推

展六大政策及建構終身教育師的培訓制度等，獲得了解。

一、進行終身學習調查

韓國 2021 年 7~8 月以家庭訪問調查的形式實施終身學習調查，調

查對象是 25~79 歲的成年男女約為 9600 名。從 2017 年開始，調查對

象擴大納入 65~79 歲的高齡者。多年來終身學習調查的結果皆顯示，

女性成人的學習參與率一直高於男性，但到 2021 年，男性參與學習的

比率却高於女性。和 2020 年的結果相比，2021 年失業者和非經濟活

動人口參與終身學習的比率大幅減少。此外，以「遠距、網絡課程」

形式參加課程的比率與 2020 年（5.6%） 相比增加了 3.1 個百分點，相

反，除了「遠距、網絡課程」以外，其他形式的學習都比前一年減少。

然而韓國每 10 名成人中，就有 2 名左右（23.0%） 表示想參加學習，

但未能參加，其原因以「因工作原因時間不足」而未能參加學習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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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高，達 40.3%；其次是「其他」的回答佔 29.3%，比 2020年（3.4%） 
上升了約 9 倍，大部分回答「受新冠肺炎的影響，沒能參加終身學習」 
（29.0%）。從地區來看，回答「由於附近沒有教育訓練機關，所以沒

有參加」的農漁村居民 （31.4%） 遠遠高於其他地區（首爾及廣域市

15.9%，中小城市 15.8%），因此可以預測農漁村地區對可終身學習機

構的接近性相對較低。

2021 年韓國終身學習調查結果可歸納重點如下：

（一）高齡化使終身學習成為全民運動，且參與終身學習的年齡

層愈趨廣泛。

（二）covid-19 疫情對終身學習帶來巨大衝擊，卻也帶動了線上

遠距終身學習的發展。

（三）弱勢群體（如失業族群）以及偏鄉地區的終身學習可及性

有待改善。

為了提高終身學習調查結果的可推論性，需要針對調查方式進行

改善，包含：

（一）需要對終身學習機構的類型進行整頓。目前，《終身教育

法》和其他法令中所規範的機構分類有混淆的問題，受訪

者和調查員對《終身教育法》中機構分類名稱沒有明確熟

知，甚至存在不同類型的機構使用相同名稱的情況，導致

調查可信度下降。考慮到受訪者回答的便利性，有必要根

據「終身教育法」按照機構性質進行分類。

（二）為了提高調查結果在政策上的實用性與可信度，急需 17 個

省市的統計數據。 雖然目前是以全國為單位進行的調查，

但由於統計代表性問題，調查結果時是以「首爾及廣域市、

中小城市、農漁村」、「首都圈、非首都圈」為單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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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但各地方自治團體及市道終身教育振興院，對各地

區終身學習參與情況仍有統計調查必要性。

（三）有必要對終身學習參與者進行結果分析，但由於樣本數量

不足，無法得出詳細結果。 如果以 2021 年調查的 9905 人

為對象，終身學習參與率（30.7%），實際終身學習參與者

只有 3040 人，樣本代表性不足。為了解各市道的參與者、

高齡者、農漁村居住者、弱勢羣體、終身教育券使用者等

的參與狀況，必須擴大樣本規模。

二、推展終身學習六大政策

2021 年是韓國《[ 第三期人口政策 TF 課題 ] 全民終身學習體制支

援方案》中闡明的「實現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學習、積極利用學習

結果的普遍終身教育社會」的一年。

為了實現普遍性的終身教育社會，韓國政府已修改終身教育法，

2021 年以為實現「普遍的終身教育」，為生活而齊心協力的一年。韓

國教育部在 2021 年業務計劃中，就構建終身職業教育體制表示，為了

國民各生命階段的持續成長，將完善終身學習支持系統，以適應社會

要求，提供高品質的職業教育。為了構建在線終身學習系統，將階段

性地提供國民想要的終身教育、職業訓練內容。「終身學習基地」將

系統地管理學習與訓練的履歷。此外，教育部計劃透過提供國內外學

者講座、新技術領域講座等，引進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學習為個人服

務，以提高韓國 K-MOOC 品質。且計劃新設針對低收入戶階層成人學

習者的終身教育券制度，擴大支援規模。

2021 年 8 月 11 日審議通過的《全民終身學習體制支援方案》具有

為後新型冠狀病毒時代做準備，透過制定和推進《數位時代開放的終

身教育、訓練革新方案》。該方案包含實現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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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積極利用學習結果達成普遍終身教育社會，通過修改《終身教育

法》、《勞動者職業能力開發法》，奠定了將終身教育及職業訓練的

政策對象擴大到全體國民。政策的重點在於實現全民終身學習權，透

過加強相關部門的聯繫、合作，加強教育和訓練的協調，支持沒有死

角的高品質終身學習，及透過擴大新技術等的終身學習，制定符合數

位轉換時代的終身學習。

作為實現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參與的全民終身學習社會政策，提

出了用全民的權利保障終身學習、提高終身學習接近性，針對學習者

的教育課程、提高學習結果的通用性、提高終身學習機關的競爭力。

2021 年韓國政府提出「實現普遍終身教育的共同行動宣言儀式」，韓

國終身教育學界共同為實現普遍終身教育，成立「為實現普遍終身教

育的市民聯盟」提出了「實現普遍終身教育的共同行動宣言」和「實

現全民普遍終身教育的 6 大政策課題」，包含：（1）全民終身教育由

國家負責；（2）要全面推行終身教育獎學金和帶薪學習休假制度，確

保國民生命轉換歷程順利；（3）國家和地方政府要將教育預算的 10% 
作為終身教育預算；（4）中央部門終身教育體制之創新要設立終身教

育辦公室；（5）透過設立「終身教育師」職稱和保障就業，實現終身

教育專業化；（6）完善以終身教育為基礎的法規制度，實現地方政府

的自治教育（韓國教育部、韓國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2021）。

三、建構終身教育師的培訓制度

自 1982 年韓國制定《社會教育法》，培養社會教育專業人員後，

到 2021 年為止，共培養了 15 萬 5 百多名終身教育師。1999 年《社會

教育法》修改為《終身教育法》，將社會教育專門人員更改為終身教

育師，原有的1、2級資格體系則改編為1、2、3級資格體系。2007年《終

身教育法》再次全部修訂，培養課程的學分從 2 學分增加到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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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教育實習被納入學分，實習時間也從 120 小時增加到 160 小時，

終身教育師 1 級資格修正為只能透過升級課程取得。2013 年，隨著《終

身教育法》部分修訂，終身教育師的資格證統一由國家終身教育振興

院發放。

《終身教育法》第 26 條規定，必須將培養的終身教育師分配到終

身教育機關，第 22 條規定了分配對象機關和分配標準。 除國家及市道

終身教育振興院、市郡區終身學習館、學歷認證終身教育機構外，身

心障礙者終身教育機構及根據《終身教育法》的終身教育機構、學分

銀行機關以及其他以終身教育為主要目的機構、法人或團體等亦應任

用終身教育師。除了法律規定的終身教育機關外，市道教育廳及地區

教育廳、市道廳及市郡區廳、邑面洞終身學習中心的終身教育專門組

織也應任用終身教育師，終身教育師的分配機關正在逐漸擴大。

未來，終身教育師的培訓有以下幾點可作改善：

（一）終身教育師作為終身教育專業人才，為了持續提升專業性，

有必要修改《終身教育法》，規定終身教育師在取得其資

格後仍需持續進修。

（二）雖然終身教育機構的終身教育師分配是法律規定事項，但

實際上沒有可以監督分配的法律條款。因此，有必要制定

能夠管理違反終身教育師任用事項的法律。

（三）為了向學習者提供優質的終身教育，有必要修訂終身教育

師配置標準。除國家及市道終身教育振興院外，目前終身

教育機構的終身教育師最低分配標準為每機關 1 名，應根

據機構的特性，考慮地區的人口數、機構的學習人數、課

程數等，規範更靈活的配置標準。

（四）隨著社會經濟的急劇變化，社會對終身教育師的作用和專

業性的要求和期待越來越高。目前，1 級終身教育師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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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終身教育師在角色和職務方面沒有明確的區別。為了強

化終身教育師 1 級資格的專業性，需要再作細分資格領域，

擴大專業化教育課程。

參、實務面

以下就韓國學歷補充教育、職業能力提升教育、線上教育、建構

終身學習文化及打造終身學習城市發展等，探討其終身學習實務面的

推展情形。

一、辦理學歷補充教育

（一）中小學學歷認證制度

自 1982 年制定《社會教育法》後，已為學校補充教育提供辦理依

據，2000 年《終身教育法》生效後更名為終身教育補充教育設施。在

2007 年修訂的《終身教育法》中，將此項業務納入終身教育的 6 大領

域，明訂「學歷補充教育、成人基礎文字理解教育」，為學歷認證提

供法律依據。

《終身教育法》第 31 條第 2 款中，規定屬於學校形態終身教育課

程具備一定標準以上條件者，可以被認定為高中以下學歷。

學歷認證的入學資格規定，初中課程為未接受相應階段教育、超

過入學年齡者，高中課程為有高中入學資格者（總統令第 27 條第 3
款）。可以進入高中課程的人限定為（1）超過 16 週歲的人、（2）高

中入學後因退學等原因中斷學業的人、（3）在產業企業工作的青少年。

學歷認證制度為沒有接受正規學校教育機會的成人和校外青少

年、學校學習不適應者提供小學、中等教育機會，認可其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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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學學位制度

韓國的自學學位制是給予自學者提供獲得學士學位的機會，體現

終身教育的理念，實現開放的高等教育機會。自學學位制是指具備高

中畢業資格的人透過自學自習進行學習，參加 1~4 個課程的考試合格

後，以教育部名義授予學士學位的制度。

自學學位考試，從 2008 年開始由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辦理。該制

度為沒有高等教育機會或中途被學校淘汰者，以最低的費用提供替代

性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受時空限制，透過考試對自主學習結果進行驗

證，為實現開放的終生學習社會做出貢獻。

從最近 5 年間獲得學位者的年齡分佈來看，30 歲 ~39 歲的學習者

所佔比率最高，30 歲以上的成人學習者獲得學位的比率約為 61%，可

見自學學位制被作為實施高等終身教育制度之一，為因經濟、時間限

制而無法上大學及希望接受繼續教育的成人學習者提供獲得學士學位

的機會。

自學學位設有 11 個專業，應試資格自 2016 年放寬後，到 2021 年

為止，呈現參與者持續增加的趨勢，擴大了獲得學士學位的機會。

（三）學分銀行制

韓國於 1997 年 1 月 13 日公佈《學分認定等相關法律》（第 5275
號），並於同年 9 月 11 日公告施行（總統令第 15478 號）。此外，在

學分銀行制的實施之前，1998 年 2 月 28 日發布《學分認定等相關法律

施行規則》（教育部令第713號），作為學分銀行制度運作的法律基礎。

學分銀行制是指，包括在學校內，在學校外進行的個人多種形態

的學習和資格也可以被認可為學分，如果學分累積達到一定標準者，

就可以獲得與專科或大學同等的學位，實現開放的學習社會、終身學

習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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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學分銀行制，包括從學校內，學校外多種形態的學習和經

驗可獲得學分認可。學分銀行制根據《學分認定等相關法律》第 9 條，

高中畢業者或具有同等以上學歷者獲得符合法令規定的學分，滿足規

定的條件後可授予學位。國家無形文化遺產擁有者及符合高等教育水

平的多種學習經驗，都可被認定為學分。

學分銀行制學習者按季度申請學分認證，2021 年約有 16 萬多名

學習者為申請學分銀行制，最近 5 年間（2017~2021 年）登記註冊者

年均約 14 萬名，呈現出持續增加的趨勢，到 2021 年，註冊累積人數

約為 201 萬人，自 1998 年以來，數量增長相當大。

學分銀行制的最大特點是承認多種形態的學習經驗為學分。2021
年透過學分銀行制認證的學分約為 1000 多萬學分，為了擴大學分銀行

制學習者學習權，除出席授課課程外，亦承認非面對面的授課，提高

營運的靈活性。

二、職業能力提升教育

（一）職業能力開發培訓

韓國的職業能力開發制度從 1967 年制定《職業訓練法》開始，

1974 年頒布《職業訓練相關特別措施法》，規定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

主每年需義務培養一定比例人員。1976 年合併這兩個法令，制定了企

業主直接實施訓練或繳納職業訓練分擔金的《職業訓練基本法》。該

法在 1997 年修訂為《勞動者職業訓練促進法》，2004 年復修訂為《勞

動者職業能力開發法》，2021 年再修訂為《國民終身職業能力開發

法》，職業能力開發的對象從勞動者擴大到全體國民，職業能力開發

的定義也從特定的職務執行能力到基礎素養。

2021 年韓國勞動部發布《支持國民終身職業能力發展以應對未

來環境變化的措施》。韓國總統就業委員會通過《支持國民終身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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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發展的措施》（Measures to Support National Lifelong Vocational 
Competency Development），支持韓國的終身職業能力發展，確保韓國

公民不因產業變革而落後他人。韓國制定的新措施是為了重組韓國國

內的職業培訓體系，讓在不斷變革的產業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環境中工

作的公民，都能通過職業培訓保障就業，不被快速變革的社會淘汰。

此外，韓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基金會，發放「國民未來學習卡」支

持公民自主職業能力發展。從 2008年開始實施，並逐漸擴大適用範圍，

到 2021 年將受惠對象從勞動者擴大到全體國民，國民未來學習卡是為

了適應急劇的技術發展，從應對勞動市場變化的社會安全網角度出發，

支持國民自己進行職業能力開發訓練，透過該卡，屬於勞動市場進入

期（青年）、勞動市場活動期（求職者、在職者、再就業者）、人生

轉換期（再就業希望者）的人都可以申請，從帳戶發放日開始 5 年內

可以得到實際訓練費 45~100% 的補助，最多為 500 萬韓元。國民未來

學習卡的年齡範圍亦大為擴大，發放對象從大學的「應屆畢業生」增

加到大學 3 年級，到畢業在 2 年以內的大學（院）學生也可以獲得國

民未來學習卡。

職業能力開發按對象分為在職者和失業者，在職者職業能力開發

分為企業支援、個人支援、共同訓練，以僱用保險基金為財源。失業

者訓練分為民間訓練和公共訓練。失業者能力開發至 2019 年止，分為

轉職失業者訓練、新失業者訓練、地區失業者訓練、國家基礎、戰略

產業職業訓練。地區失業者訓練於 2019 年被廢除，轉職失業者訓練和

新失業者訓練從 2020年開始以國民未來學習卡（失業者）的形式實施。

職業能力開發培訓機構分為公共培訓機構和民間培訓機構。政府

會對職業能力開發培訓機構進行培訓機構認證評鑑，進行品質管理，

訓練機關認證評鑑是綜合評鑑機關的健全性、訓練成果等，符合規定

者給予國家職業訓練經費（僱傭勞動部）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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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匹配短期職務能力認證過程 （Match Up）

隨着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第四次產業革命技術的擴散，

技術革新速度加快，知識的生命週期進一步縮短，社會發生了急劇變

化，以產業現場為中心的技術及知識的需求正在增加，海外主要國家

為了適應市場的需求，在短期內培養職務知識和能力，以網絡為中心

的教育正在擴大。

韓國教育部為應對不斷變化的教育環境，引進能夠消除產業和教

育不協調的教育方式，而制定了短期內掌握新產業領域新技術的新教

育政策，即為 2017 年新推進的韓國型職業「Match Up」。

Match Up 是開發新產業領域企業需求的線上教育課程。Match Up
進修證和職務能力認證書可以被認定為企業的教育訓練，也可以用於

就業等。

Match Up 於 2017 年 7 月列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及終身職業教

育革新」的一環，以強化國家職業教育責任及實現成人終身學習為目

標。2018 年選定人工智能、大數據、智能物流 3 個領域，2019 年加入

智能農場、新能源汽車、區塊鏈 3 個領域，2020 年增加智能城市、智

能型汽車 2 個領域。至 2021 年共開發 32 個教育課程。Match Up 隨著

優秀機關的參與和營運領域的擴大，累計學習者持續上升，利用企業

數也呈現出增加趨勢。

Match Up 的主管機關為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旨在發掘新產業有

潛力的領域，選定能夠代表各領域的機關。被選定的機關的期限為 3
年。教育機關透過與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對事業執行計劃提供協商及

諮詢，制定具體執行計劃，並簽訂了業務協議。

為了提高國民對 Match Up 教育課程的認知度，實施了 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社交網路平台）宣傳，發放宣傳手冊、傳單、海報製

作、串流平臺廣告等多種線上線下媒體宣傳，持續擴大挖掘 Match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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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為 Match Up 活化奠定了基礎。

三、線上終身教育措施

在後疫情時代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線上學習成為新時代

的寵兒，為了解決弱勢族群與偏鄉地區的學習障礙，提高終身學習的

可及性，韓國積極發展線上終身教育措施，相關措施包括 K-MOOC、
韓國終身學習入口網、終身教育帳戶、終身教育券等，以「全民終身

學習」為目標，將網路作為媒介來推動終身學習。

（一）韓國線上公開課程 K-MOOC

Korea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簡稱「K-MOOC」）是從

2015 年開始提供服務，它讓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上大學的課程，讓

用戶可以在線上平臺上進行體驗互動等有意義的學習。 K-MOOC 的營

運依據《終身教育法》第 22 條（振興資訊化相關終身教育）、《高等

教育法》第 26 條（公開課程），透過可以雙向學習的線上平臺向國民

開放大學、企業、及政府研究機構等，提供高品質課程，目的是實現

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

2021 年 K-MOOC 以「向所有國民共享世界最高水平的知識」為

目標，希望服務對象可以涵蓋所有年齡層，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對象設

定目標：「青年—與 K-MOOC 一起成長的未來（Level UP）、中年—

與 K-MOOC 一起培養的未來（Skill UP）、老年—與 K-MOOC 一起

富饒的未來（Life UP）」。為了超越大學課程的線上共享，主導不

斷變化的未來社會，還計劃向所有國民提供共享世界最高水平知識的

K-MOOC。
K-MOOC 計劃成立時，主要是以國內優秀大學為中心，逐漸擴

大參與機關。為了生產優質的內容，政府提供預算支援，並免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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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開發的 K-MOOC 課程。課程類型，以 MOOC 先導大學、個別

課程、第四次工業革命領域等特定專業技術知識為系統學習構成的系

列課程、以進修體系圖為基礎的 AI 課程為特色持續推進。特別是從

2021 年開始，與電視臺（EBS、JTBC）一起開發世界學者參與其中的

高品質課程，以及讓不同的世代可以產生共鳴多元內容。 另外，還新

引進了融合線上學習很難實現的項目，如：討論、實習等深化課程的

「K-MOOC+ 課程」。

同時，為掌握學習者的需求，引進了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世

界最高水準的知識課程 -- 韓國大師班，實現了高級知識的大衆化。為

此，與專門機構 EBS 合作，企劃了 40 多名全球學者的演講系列課程，

供學習者使用。另外，為了讓所有人都能輕鬆學習，所有課程都同時

提供配音 / 字幕 / 手語，以求普及。K-MOOC 還提供了疫情時代大眾

所需的健康管理內容，包括 covid-19 的因應以及其帶來的心理、健康

管理領域的學習需求，引導參與機構透過學習 covid-19 的相關知識來

克服危機，也履行了作為公共平臺的社會責任。

2021 年 K-MOOC 搭 載 的 所 有 內 容 都 是「 微 型 學 習（micro 
learning）課程」，未來將提供更優質的學習服務，使學習者更容易接

觸到自己想要的學習信息，並接受學習者個別量身定做的推薦課程。

另外，為了提供多種內容，將篩選出新產業領域等海外優秀的線上課

程，持續提供影片、問答等內容的韓語翻譯及學習支援，以消除因語

言障礙而造成的學習問題。

（二）韓國終身學習入口網

韓國終身學習入口網將分散的終身教育資訊和資料構建成一個網

絡體系，而為國民提供線上學習服務的終身教育綜合資訊系統。 雖然

韓國終身學習入口網的出發點是為了超越所有限制和障礙，以因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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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化、資訊化社會帶來的學習環境改變，以及對正規、非正規學習的

認證，並透過網絡資源利用，以強化學習移動性，提高學習效率，實

現教育平等。

從 2014 年開始，韓國終身學習入口網串連學習影片，與公、私部

門等多種機關聯網，在 2021 年提供 73 個機構、39 萬多件優質線上教

育內容。截至 2021 年，國家終身學習網提供 55 萬多件地區終身學習

資訊。

韓國終身學習入口網的主要功能包括：終身學習資訊搜索、線上

學習、學習履歷管理，透過與終身學習帳戶的連結，將現有的單純學

習履歷管理功能與終身學習帳戶的功能連結，以提升用戶的便利性。

（三）終身學習帳戶

終身學習帳戶制由學習過程評鑑認證、學習履歷管理系統、及學

習結果運用等組成。終身學習帳戶制學習履歷管理系統於 2010 年開始

運作，到 2021 年為止，共有 464157 人開設了學習帳戶。從各年度學

習帳戶開設現狀來看， 2010 年有 977 名，2021 年新開設學習帳戶的人

數為 41798 名，與 2010 年相比，開設學習帳戶的人數增加了 4278%。

2020 年，開始提供終身學習入口網和 ONE-ID 綜合會員服務，學習帳

戶開設人數迅速增加。

學習者在學習履歷管理系統上，以個人的學習履歷累計、管理為

基礎，可以診斷及設計學習履歷，發放終身學習履歷證明書。學習者

通過的課程，可以自動連接學習履歷管理相關的系統，進行累計和管

理。另外，還可以提供認證學習課程的教育機關資訊，以個別累計學

習履歷，為學習履歷設計提供基礎資料。

2022 年 1 月，終身學習帳戶更進一步與終身教育券連結，並從

2021 年 12 月起，提供以手機提交終身學習履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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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目前終身教育帳戶推動有長足進步，但仍有需改善之項目。首

先，個人及教育機關在學習履歷管理系統登記學習履歷等相關活動事

項後，將自動賦予學習積分，但由於積分利用仍有缺失，導致積分的

用途受限、實用性低，需要改善，重新研究學習積分活用方案，促進

學習者及教育機關的參與；其次，記錄在終身學習履歷證明書上的主

體是學習者個人，在使用終身學習履歷證明書時，可能會有人提出對

學習履歷的公信力的問題，因此，應該透過與教育機關或資格證發放

機關的聯繫，以確保公信力。

（四）發放終身教育券

發放終身教育券的目的在於，為低收入階層成人提供終身學習參

與機會，以緩解經濟社會條件下的教育差距。終身教育券不是以教育

機關為對象，而是以參與教育的需求者為中心，向學習者支付使用券，

根據本人的條件和教育水平，自行決定自己想要的學習內容和方式，

協助他們參與終身學習。

符合收入標準的對象（滿 19 歲、標準中等收入 65% 以下、未領

取國家獎學金者）可以申請終身教育券。終身教育券發給 35 萬韓元的

學習金，是以信用卡積分形式發放，可以支付學費、教材費、材料費。

新修訂之《終身教育法》明確規定，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的任務

是保障所有國民均等的終身教育機會，將終身教育券的發放對象擴大

到所有國民，為全體國民的參與終身學習奠定了基礎。因此，在擴大

以全體國民為對象的終身教育券發放的同時，要避免死角地帶，同時，

也應該將終身教育券的發放權限賦予地方自治團體，逐漸擴大終身教

育券的發放對象。

四、打造終身學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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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打造終身學習文化，韓國辦理終身學習博覽會、終身學習大

獎、全國成人閱讀理解教育詩畫展，並將每年九月訂為掃盲月，藉此

提高國民對終身學習的認識、宣揚終身學習優秀事例、提升國民對掃

盲重要性的認識，並促進國民參與終身學習的機會。

（一）終身學習博覽會

韓國終身學習博覽會可追溯至 2001 年的全國終身學習慶典開始，

共辦理了 11 年，在 2012 年更改為韓國終身學習博覽會（以下簡稱博

覽會），目的是提高國民對終身學習的認識、共享終身學習優秀事蹟，

是以市（市道終身教育振興院）及終身學習城市為主軸，由終身教育

或職業教育機構等相關機關、團體參與的終身教育代表性慶典活動。

為了有效經營博覽會及成果管理，從 2017 年開始，博覽會改為每

2 年舉行一次，未舉辦博覽會的期間，則與 17 個廣域自治團體的博覽

會（慶典）合作，為舉辦下一屆博覽會做準備。

2021 年韓國終身學習博覽會的辦理情形如下：

2021 年終身學習博覽會因新冠肺炎，時隔 3 年才舉辦，成為了傳

達後新冠肺炎時代和未來教育新藍圖的契機。以終身學習機構／團體

攤位的展場為基礎，舉辦了各種活動，特別是順天市的 5 個地方被指

定為外部博覽會會場，在順天市全境辦理博覽會宣傳及體驗項目。

共有 342 個機關及團體參與博覽會，特別是終身學習城市（基礎

地方自治團體）以各地區市道終身教育振興院為中心的綜合攤位，構

建各地區網絡，以求展示及體驗項目的效率。博覽會的主辦及主管機

關教育部 / 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全羅南道 / 順天市 / 全羅南道教育廳

也分別設立並開設主題館及宣傳館，宣傳國民終身教育國家政策及釜

山地區終身教育項目。

為了幫助國民理解國家終身教育政策，反映現場的意見，此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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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會也策劃了「韓國終身學習博覽會政策館」（以下簡稱「政策館」）。

參與活動由市道及市道教育廳、市道終身教育振興院等相互合作。

（二）終身學習大獎

韓國終身學習大獎從 2004 年開始，發掘並表揚終身學習相關優秀

事蹟，以擴散和營造國家的終身學習文化。

第一屆終身學習大獎由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央日報、韓國教育學

會、韓國終身教育總聯合會、大韓商工會議所等民間自發參與，由教

育部贊助，但從 2005 年開始，教育部主辦終身學習大獎，成為終身學

習領域唯一的政府獎項，特別是 2013年，最高獎項升級為國務總理獎。

終身學習大獎的目的獎勵表現優異的個人學習者及地方自治團

體、公共機關等。從第一屆韓國終身學習博覽會的 2012 年開始，同時

舉辦終身學習博覽會開幕式、終身學習展和終身學習大獎頒獎典禮，

為建立國家的終身學習文化做出貢獻。

2021 年第 18 屆韓國終身學習大獎是以「終身學習！尋找我的未

來」為主題，發掘並鼓勵在生活中實踐終身學習的個人和團體，以擴

散國家終身學習文化為目的。2021 共收到 121 件有意義的活動和事例，

其中選取大獎1件、最優秀獎5件（個人2件、事業3件）、優秀獎3件、

特別獎 12 件等，總獎項共 21 件。

（三）掃盲月

教育部和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為了紀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的

「世界掃盲日（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9 月 8 日）」，並擴散社會

對掃盲教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提高學習成就感，將每年 9 月訂

為「掃盲月」，並舉辦全國成人掃盲教育詩畫展等各種掃盲月活動。 
「韓國掃盲月」的目標是使因社會、經濟、文化原因未能獲得教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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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不識字的成年人能參與教育。

每年 9 月，由 17 個廣域掃盲教育機關（市道終身教育振興院）及

全國掃盲教育團體等共同主辦韓國掃盲月儀式。此外，以全國為單位，

舉辦成人掃盲教育詩畫展頒獎儀式及掃盲月紀念活動。另外，為了擴

大對掃盲教育的認識，也努力推進與民—官—企業合作的宣傳活動。

韓國掃盲月每年都會確定主題，以該主題為基礎，推進以全國為

單位的掃盲教育相關活動。2021 年大韓民國掃盲月的主題是「字裡行

間充滿希望的旅程」，這意味著透過掃盲教育一起學習和成長，向家

人、鄰居以及世界傳達自己的故事，挑戰夢想，抱著希望前進的新生

活的開始。

韓國掃盲月儀式與全國成人掃盲教育詩畫展頒獎儀式一起舉行，

是掃盲學習者展示學習成果的全國性慶典場所。 2021 年韓國掃盲月儀

式是繼 2020 年之後，為了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參與者從詩畫展獲

獎者、掃盲學習者、掃盲教育相關人士，擴大到全國人民共同參與。

此次儀式於 2021 年 9 月 8 日透過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 YouTube 頻道

（www.youtube.com/niletv）舉行，包括辦理線上詩畫展展示館在內，

活動還包括「改變世界的時間 15 分鐘」相關的掃盲教育特輯演講、掃

盲教育宣傳大使、全國成人掃盲教育詩畫展評委助威視頻、朗誦國民

投票選出之優秀作品等。

（四）全國成人閱讀理解教育詩畫展

由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由掃盲教育專家、文學專家等組成審查委

員會，透過最終審查選定獲獎作品。最後，透過網站進行國民投票，

從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審查委員會選定的前 15 位作品中選出最優秀作

品。最終獲獎作品發表後，還舉行全國成人閱讀理解教育詩畫展頒獎

典禮，表揚閱讀理解學習者的學習成果。2021 年為了防止新型冠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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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擴散，以線上閱讀理解展代替了頒獎典禮。

2021 年全國成人掃盲教育詩畫展審查結果顯示，全國有 7347 名學

習者參加，共有 100 人獲獎。 其中，最優秀獎（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官

獎）10 人，特別獎（國會教育委員長獎、韓國教職員共濟會理事長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韓國委員會事務總長獎）40 人，優秀獎（國家終身

教育振興院院長獎）50 人。全國共有 3365 名學習者參加 " 短文 " 單元，

共有 48 人獲得鼓勵獎（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長獎）。

全民投票是為了吸引社會對掃盲教育的關注而於 2015 年開始辦

理。2021 年，在 15 個國民投票對象作品中，將審查委員會分數（50%）

和國民投票分數（50%）合併計算，選出 10 個最優秀獎（副總理兼教

育部長官獎）。

2021 年全國成人閱讀理解教育詩畫展以獲獎作品為基礎，辦理線

上閱讀理解展覽，讓所有國民不受時空限制地欣賞學習者的作品，透

過出版獲獎作品集，促進潛在學習者參與閱讀理解教育。

五、終身學習型城市的發展

學習型城市是實現學習型社會的有效途徑，建構學習型城市並加

強國際間的交流，已成為當今全球城市發展的共同趨勢（林曉風、安

寬洙，2016）。

在韓國，終身學習型城市的建設與發展是「地區終身教育振興支

援事業」的一環。「地區終身教育振興支援事業」旨在因應第 4 次工

業革命及百歲人生的時代，希望能建構地區終身學習體制，透過振興

終身學習，提高個人和社區的生活品質，為社區的互利發展做出貢獻。

韓國終身學習型城市的發展階段可以約略區分為四個時期（林曉

風、安寬洙，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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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想起步期（20 世紀末至 2001 年）

韓國在 2001 年 9 月正式啟動學習型城市建構計畫，以促進城市

終身學習、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為目標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分別以韓國

教育人力資源部與韓國教育開發院作為國家層面的決策機構與職能部

門，以市道教育廳和市郡區政府為建設主體，打造支持市民終身學習

的環境。

（二）快速發展期（2002-2007 年）

2002 年 1 月，韓國第一個終身學習五年規劃—《為了實現國家人

力資源開發基本規劃的實現—振興終身學習綜合規劃（2002-2006）》

頒布，提出在 2006 年以前，全國累計評選超過 30 個學習型城市的目

標，這也意味著學習型城市成為國家的中長期政策之一，為學習型城

市建設者提供了著力點。因此，韓國學習型城市的數量急遽增加，截

至 2006 年 12 月，學習型城市總量已達 54 個。

隨著學習型城市數量的提升，韓國開始鼓勵城市發展自身特色。

如 2002 年開始持續實施的「優秀特色項目支援活動」（2006 年變更

為「一個城市一個特色項目」）、2005 年增加的「學習型城市建設諮

詢項目」，向學習型城市申請者和建設者提供申請學習型城市的諮詢、

如何落實學習型城市建設的諮詢。2006 年再新增「學習型城市審核評

估項目」為眾多申請學習型城市的工作者提供業務指導，「學習成果

標準化項目」則著眼於如何應用終身學習成果。

（三）內涵調整期（2008-2010 年）

內涵調整期的核心課題是「提升終身學習的品質，建構學習型城

市網絡」。這一時期，學習型城市建設方針開始由「數量擴張」轉向「質

量並重」，持續深化學習型城市網絡的建設，並進一步完善學習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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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運行機制，完全停止新的學習型城市核定工作。

學習型城市的焦點轉為對現有的建設成果進行評估。成果評估的

主要內容包括：進行為期 3 年的居民滿意度調查，以及 30 個城市的隨

機抽樣調查等相關研究，以佐證學習型城市的價值；第二，著手開發

學習型城市的成果管理體系，進行相關法律的修訂工作；第三，整理

與學習型城市建設有關的國際案例，發布《學習型城市指導手冊》，

涵蓋了學習型城市建構的背景、推進過程、相關案例以及申請注意事

項等內容。

（四）全面深化期（2011 年～）

2011 年，韓國重啟學習型城市的核定工作，然而，學習型城市由

「終身制」改為 4 年一期的「任期制」，期滿前需透過評鑑來決定是

否保留學習型城市的稱號。此一階段注重終身學習目標族群的擴展。

其中「身障人士終身學習促進項目」與「多元文化家庭的社會融入項

目」注重提升弱勢群體的終身學習參與度。「工作場所的終身學習中

心大學的培育項目」關注職場人士的成長，「廣播大學中心項目」以

及「成人識字教育項目」則為有學歷要求或掃盲需求的人們提供幫助。

至於 2021 年，韓國終身學習型城市建設的工作主要圍繞兩個方面

推進。第一，擴大地區居民終身學習的基礎，引導發展符合地區特點

的項目。為此，透過指定終身學習城市，謀求構建地區終身教育體制

和擴充基礎設施，同時以現有終身學習城市為對象開發其特色，新引

進市道—終身學習城市財團進行支援。第二，為了終身學習城市的持

續、自立營運及穩定管理，為地區自身質量管理奠定基礎。2021 年，

以被核定為終身學習城市後經過 4 年的道（廣域）自治市為對象，進

行了終身學習城市重新認定評鑑，以此選出優秀終身學習城市。

終身學習城市建設事業以市郡區為對象，通過建立地區內終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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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基礎（組織、預算、人力等）和構建地區終身學習網絡，支持地

區終身教育振興事業。 
2021 年，韓國將終身學習城市事業類型細分為：（1）地區資源

聯繫強化型和（2）區域特色項目型：

1. 地區資源聯繫強化型

是與地區內多樣的終身教育資源（大學、學校、終身教育設施等）

相互連結，構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地區終身學習體制為目的的類型，

將確保（1）地區內機構的連結、（2）支持學習者方案、（3）終身教

育專業人力（講師、終身教育師等）強化方案作為項目的必要內容。 

2. 地區特色項目型

以解決地區問題並引導特色專業項目，包括：（1）AI 等未來數

位能力強化項目、（2）可持續的環保教育及城市再生項目、（3）終

身教育活動及領導培養項目、（4）地區產業及工作崗位聯繫項目、（5）
現有終身學習城市優秀項目。

韓國終身學習型城市主要成果如下：

1. 制定了以地區為單位的終身教育推進體制，為實現終身學習社

會擴大了基礎。截至 2021 年，韓國終身學習城市共有 180 個，

行政區域中約有 79.6% 參與終身學習城市的建設。

2. 鼓勵邑面洞終身學習中心的經營，使韓國具備了更加密集的地

區終身教育基礎設施。透過指定終身學習城市及給予支持，引

導以邑面洞為單位實施的終身教育政策。 結果顯示，參與新指

定及特色化的 25 個終身學習城市共運營 584 個邑面洞終身學習

中心，運營了 2,786 個教育項目，130,857 小時。

3. 鼓勵志願服務等市民社會參與的動機，使終身教育超越單純的

休閒教育，走向社會實踐。此方式促進了 28,341 人參與終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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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進修教育項目，有 3,562 人藉此回饋社會，教育進修者的回饋

社會相關活動的參與率約為 12.57%。

2021 年，韓國也對終身學習城市重新評鑑，以終身學習城市為對

象，透過週期性的成果評價和回流體系，實現學習型城市的永續發展，

為地區自身質量管理奠定基礎，實施了終身學習城市再核定評鑑。終

身學習城市再核定評鑑分為 3 個小組，以 3 年為一週期循環進行。第

一組包括特別市、直轄市的自治區、縣，第二組包括省屬市，第三組

包括省屬縣。2021 年的評估對象包括第 2 集團道（廣域）下屬的自治

市 58 個終身學習城市和被指定為特別受災地區而推遲評鑑的第 1 集團

3 個地方自治團體（大邱東區、壽城區、北區）在內，共有 61 個終身

學習城市，其中 60 個終身學習城市參與了重新核定評鑑。

考核範圍為考核年度（n 年）前 3 年，將 n-3 年至 n-1 年納入考核

範圍期間。評鑑內容分為推進體系、辦理方式、及辦理成果等，對終

身學習城市事業進行全面檢視。

最終，審議終身學習城市再核定與否的機構—「終身學習城市再

核定評鑑審議委員會」在 2021 年重新核定了 55 個終身學習城市，5 個

終身學習城市延後了再核定評鑑，沒有參與再核定評鑑的慶北金泉市

不再擁有學習型城市的資格。此外，在重新核定的終身學習城市中，

京畿富川市、京畿烏山市、京畿議政府市、忠北忠州市、忠南論山市、

慶南統營市被選為重新核定評鑑的優秀學習型城市。

京畿富川市以「終身學習成長」為目標，優先推進市民的終身學

習，目標是透過培養具自省能力的公民，形成可持續的終身學習共同

體。特別是透過空間的重新規劃克服學習空間的侷限，透過部門合作

發掘公共行政設施的學習空間、擴大與轄區內大學合作的終身學習公

共領域、構建線上終身學習系統等。富川四通八達的學習網，為市民

提供學習便利條件，建構超越空間的學習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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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烏山市以「為所有人的終身學習（People）、共同創造的終身

學習（Participation）、合作成長的終身學習（Partnership）、開創可持

續未來的終身學習（Prosperity）」為目標，辦理多種措施。特別是透

過培養參與、學習、反思與交流的公民活動家、培養學習、反省、洞

察的市民等，以市民的角度設計和終身教育的市民參與結構，通過構

建民官產學合作的開放系統，透過網站與開放式網路系統構建了全球

學習生態系統。

忠北忠州市以「終身成長、終身幸福、終身學習的特別城市」為

願景，為每個地區提供均衡學習的終身成長生活場所。特別是通過身

心障礙者終身學習項目，開發了根據身心障礙類型及程度設計的終身

學習模型，並制定了系統化的身障者終身教育支援體系，透過與轄區

內大學聯繫，強化了專業性，通過與身障人士相關機構簽訂相互合作

協議，提高了身障者終身學習的品質。

肆、小結

以上介紹了韓國終身學習政策與實務層面的推展，茲就其願景與

執行策略再簡要歸結如下： 

一、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強調終身教育的公平性、與時代接軌的學習內容以及所有國民終

身學習權利的保障。

（二）願景

普及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終身教育，對接各類型教育資歷，建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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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型社會。

（三）具體內涵

發展終身教育資歷架構，整合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及職業教育

等內涵，並滿足各年齡層、各地區、各身份別的民眾之終身學習需求。

以求縮短城鄉終身學習資源的差距，減少語言隔閡及其他障礙。

二、行動策略 

（一）主要的行動策略 

1. 終身教育學習調查的改善。

2. 終身教育師法規修訂的推動、專業性的提升、機構配額的調整。

3. 設立學分銀行。

4. 線上終身學習措施的推動。

5. 發放終身教育券。

6. 增設國民未來學習卡制度。

7. 終身學習文化的擴散與推展。

8. 終身學習型城市的建設與發展

（二）配套措施 

1. 終身教育法的修訂

2. 相關經費的編制

3. 終身教育學習調查樣本的增加、地區區分的細緻化。

4. 終身教育師持續進修的法規制定、依據不同機構的需求制定相

對應的配額。

5. K-MOOC、終身學習入口網、終身教育帳戶便利性的提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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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整合服務。

6. 辦理終身學習博覽會、終身學習大獎、全國成人閱讀理解教育

詩畫展，訂定掃盲月。

7. 學習型城市的重新核定與學習型城市之資源連結及特色發展。

（三）落實問題 

1. 中央與地方政府或地方自治組織的互動密切性不足。

2. 相關政策與調查結果宣導成效不彰。

3. 法規修訂進程相較實務推動緩慢。

第三節　大陸終身學習的推展

壹、前言

終身學習的思想，在中國古已言之，孔子所提出的「活到老，學

到老」的終身學習思想，歷經數千年來，一直存在中國的社會中。但

現代化有完整思想體系的終身教育思潮，中國接受較晚。新中國成立

後，由於文盲人口約佔 80%，故掃盲成為首要的工作。歷經三次大掃

盲的結果，至 2000 年文盲率始降到 8.72%（孫立新、林碩，2018）。

此外，由於 1950 年代社會處於貧窮落後時期，致力於經濟發展，改善

貧窮，成為國家發展首要任務，故早期的終身教育，除特別專注掃盲

工作外，側重在職工教育、經濟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

等方面的工作。至 1980 年「終身教育」一詞首先出現在大陸教育部的

「文件」中。1993年在《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始將「終身教育」

納入政策文本中，與世界已開發國家相較，較為遲緩。

至二十世紀後，由於經濟的突飛猛進，終身教育在整個社會中已



228

2
0
2
3

教
育
政
策
研
討
會
專
書

推展終身教育 建構學習社會 — 臺灣永續發展的挑戰與對策

逐漸受到重視，也改變了過去配合經濟發展的價值取向，而逐漸轉為

關注人的全面發展、注重教育公平的實現，終身教育的推展開始從社

區教育、老年教育、學習型組織建構等措施著手。但有關全國性的終

身教育立法，自 2001 年即宣告進行終身教育法立法的可行性研究，進

行起草工作，因理論爭議、本質問題及未受重視等原因，迄今仍未完

成，公告施行。故對於全國性的終身教育的願景與目標，尚難於掌握。

中央立法雖未見提出，但地方性的立法，卻在各省市陸續展開，從這

些地方性終身教育立法中，亦可了解其終身教育的政策走向。至於實

務層面的推動，則不斷進行，依社會不同發展階段，而逐漸開展，尤

其二十一世紀力求與國際接軌，很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的研討會、

會議與論壇等，不少在大陸舉行。故與國際終身教育思想的接觸、實

務的推動，均有異軍突起之勢，逐漸在世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以下

就政策與實務兩層面，簡述中國大陸二十一世紀以來終身教育的發展

狀況。

貳、政策面

前述指出中國大陸目前尚在研議制定終身教育法，但有關終身教

育的政策係透過相關文件的宣告、通知或「要點」的訂頒，而藉以落

實。二十世紀以後，終身教育的思想在「堅持以人為本」和「人的全

面發展」，強調教育的公平與均衡的實現，以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為

最終目標，這與已開發國家所倡導的開發個人的潛能的終極目標相近。

最近 2022 年底，大陸共產黨二十大會議報告，明確提出要建設學習型

社會、學習型大國，未來在終身教育的推展，可能更加重視，目標更

為明確。

有關終身教育的立法，在中央尚未出現，但由地方有關終身教育、

老年教育、社區教育的立法，亦可檢視其終身教育的政策走向，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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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教育及老年教育的立法內容分述如下。

一、有關地方終身教育的立法

在地方各省市已進行終身教育立法的省市共有 5 個，包括福建省

（2005 年）、上海市（2011 年）、太原市（2012 年）、河北省（2014
年）、寧波市（2014 年）等，其法律名稱皆為《終身教育促進條例》，

另蘇州市（2022 年）正立法完成中。從這些終身教育條例的規範中，

可以了解，其立法目的係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居多，其次為學習型社

會、學習型城市的建設。其實施的原則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統

籌協調、資源共享」。在實施項目上，則除加強老人教育、社區教育、

職工教育等外，則具體提出辦理終身學習週、大講堂、帶薪學習、建

立學分積累、轉換和認證制度、及終身教育活動日等。在配套措施上

面，則提出設立終身學習的專門場所，配置專職人員（不低於常住人

口萬分之 1.5 的標準），及經費保障（縣市政府依常住人口不低於二元

編列社區教育經費）。在專業人員資格方面，終身教育工作專職教師

可取得相應的教師資格，在獨立專門性機構，則有社區學校的體系（社

區大學、學院、學校、分校等），並有罰責的規定等。

二、有關地方老年教育的立法

大陸地區已制定公布老人教育相關立法的地方省市共有 5 個，包

括天津市（2002）、徐州市（2007）、山東省（2021）、貴州省（2022）、

及福建省（2022）等，其名稱除天津市為《老年人教育條例》外，餘

均名為《老年教育條例》。綜觀這些省市所制定的《老年人教育條例》

中，對老年教育的願景，類皆為「因應人口老齡化，保障老人繼續受

教權利」，其教育目的類皆為要達到「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老有所

教、老有所學」的目標，其基本原則在把老年教育界定為「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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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實施的原則大體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資源共享、面向

基層、公平普惠」等。實施機構大體為獨立的老年大學、老年開放大

學、老年教育學院、老年學校、老年學習點或老年學習中心等。這些

條例，均有罰責的規定。

參、實務面

在實務層面上，大陸地區普遍有各級社區教育體系、開放大學體

系及老年教育體系的機構設置，其對象為社區民眾或年滿 60 歲以上的

老年人口，分別在全大陸各地提供不同的教育類型，給予目標對象就

讀，其在整個終身教育的實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於以一般民眾

為對象，目前較重要而普及型的終身教育活動，大致有四，即學習型

城市建設、終身教育活動週活動及全民大講堂、終身學習日等，茲分

述如下：

一、學習型城市建設

學習型城市的概念，於上世紀末首先在歐洲提出。學習型城市建

構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支持終身學習社會的發展，期望透過社會、

經濟、環境、文化、以及治理的五個面向來建構。2012 年，聯合國建

立全球學習型城市網路（UNESCO Global Network of Learning Cities, 
GNLC）。大陸地區學習型城市的建構始於 1999 年，上海市首先開始，

其後大連、常州、南京、杭州、青島等陸續開展，教育部並支持在中

國成人教育協會成立學習型城市聯盟，由職成司進行監測（楊樹雨，

2021）。學習型城市建設，在中央由教育部、中國大陸學習型城市建

設聯盟、中國成人教育協會等負責推動，地方則成立「學習型建設領

導小組」，設有專門辦公室，也置有專人進行推動。領導小組通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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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副領導擔任，成員包括民政、社會、財政、教育…等相關副首長。

2013 年 UNESCO 首度在北京召開國際學習型城市大會，此後每二年召

開一次，遴選受獎城市。已加入 GNLC 的大陸城市，包括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太原、成都、常州、武漢、西安、廣州等10個。至2022年，

大陸地區已有北京、杭州、成都及上海等四個城市受獎。學習型城市

在大陸的推展，自 2012 年之後，如火如荼展開。大陸學習型城市的推

展，係以社區教育為基礎，結合學習型組織概念，打造學習型城市示

範區，建設終身學習示範基地，而成為標竿城市，提供城市學習楷模

等途徑進行。

二、全民終身學習活動週

這是自 2005 年開始，由中國成人教育協會、中國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全國委員會發起的一項全國性活動，由中國成人教育協會主辦、

教育部支持的官學共同推進的活動，國家、地方、地區統一的行動，

為大陸地區覆蓋面最廣的學習活動，很受歡迎的群眾活動。終身學習

活動週舉辦的時間多數在每年 10~12 月舉行，為期一週，確切時間各

省市不一，如在 10 月第一、二、三、四週，或其他時間，各有不同。

2022 年全國總舉辦時間為 11 月 20~26 日。活動週開始均有盛大的開幕

式活動，進行動態成果表演、靜態成品展示、表揚頒獎終身學習表現

優良的個人、組織與團體，例如「百姓學習之星」（個人）、「終身

學習品牌項目」（機構、基地、平台等）等兩項的選拔與表彰，是最

著名的，幾乎是全國普遍性的活動，每年都有區級、市級、國家級之

星和品牌推出。本週活動側重在宣導、體驗活動、體驗課程、線上及

實體課程的報名及服務等。此一活動在全大陸各地展開，是一年中終

身學習活動的最高潮，喚起民眾對終身學習的認識與參與，影響至為

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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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講堂

大講堂或稱全民終身學習大講堂，在大陸地區這是多元、多層

次的活動，全大陸並沒有統一的組織和要求，各省市、地區，甚至街

道層面，都有各種內容和形式的大講堂，也是大陸地區相當在地化，

普遍化的終身學習平台，是一般民眾獲取新知的重要管道。大講堂為

2010 年創辦於山西省太原市，2014 年成為全大陸終身學習品牌項目，

現亦成為學習型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講堂一般在城區、街道

中可容納眾多民眾的大型集會場所進行，約每月舉辦一次，或採系列

式進行，對象為一般民眾，屬公益性質，不收費用。講題內容包括政

策法規、文明禮儀、人文歷史、旅遊民俗、書法繪畫、醫藥保健、職

業教育等。其實施方式，並非單純「聽講」，是採實做、體驗、練習

等多元方式進行（中國社區教育網，2019）。如北京市科學技術學會

每年會舉辦系列的科普教育講座，面向全市市民，採線上線下結合。

北京市東城區學院長年面向市民舉辦健康大講堂，採系列講座方式。

東城區教委與北京大學合作，在國子監舉辦「國子監大講堂」等，這

些都是北京市民終身學習的品牌。2022 年，太原市小店區的大講堂活

動，講解「未成年人保護法」及「婚姻政策法規」等（太原市民政局，

2022）。在大陸地區，經由實踐結果，發現推動終身學習大講堂活動，

證實是比較好的方式，因其受眾面廣，宣導效果明顯。另一優點，就

是主辦方可由政府、社會各部門、機構或組織等，均可主動辦理，進

行推展。

四、終身教育活動日

福建自 2005 年規定每年 9 月 28 日為「終身教育活動日」，當日

有重要的開幕儀式及活動展示，進行宣傳及表彰等，並規定政府設立

的社教或文教場館，如科技館、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工人文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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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活動中心、青少年活動中心等公益性場館，於當日應免費為民

眾開放。

肆、小結

以上介紹了大陸地區終身學習政策與實務層面的推展，茲就其願

景與執行策略再簡要歸結如下：

一、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強調終身教育的公平性與均衡性原則

（二）願景

建設學習型社會，學習型大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三）具體內涵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發展終身教育事業，推進各類學習型組

織，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行動策略

（一）主要的行動策略

1. 建設學習型城市：以社區教育為基礎，結合學習型組織建設

2. 舉辦終身學習活動週：目前為大陸地區覆蓋面最高，最受歡迎，

影響力最大的學習活動。

3. 辦理全民終身學習大講堂：政府及社會各部門均在辦理，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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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方式進行，屬公益性質，不收費，受眾面廣，效果佳。

4. 辦理終身學習日：政府設置的各種社教、文化場館，於當日免

費開放。

（二）配套措施

1. 編列經費

規範編列或寬列經費，部份有具體規定，如太原市有規定縣市政

府依常住人口不低於二元編列社區教育經費。

2. 設置專業人力

規範要有專業人力投入，給予相應的資格認證。部份有具體規定，

如蘇州市規定專門場所要配置之專人數量不得低於常住人口萬分之 1.5
的標準。

3. 設置獨立機構：主要有兩大體系，包括：

（1）社區學校體系：社區大學、社區學院、社區學校、社區分校

等。

（2）老年學校體系：老年大學、老年開放大學、老年教育學院、老

年學校、老年學習點或老年學習中心等。

4. 訂有罰責：對政府部門、相關人員或機構違反規定訂有罰責。

（三）落實問題

1. 民眾認識不足，要大力宣導

2. 政府支持度待強化

3. 加強社會參與

4. 統籌協調不足

5. 資源共享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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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東亞主要國家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

略的歸納

壹、各國推展簡述

以上各節分別探討日本、韓國及大陸等東亞國家終身學習的推展

情形，茲就此三個國家推展終身學習情形，再作簡要歸納如下。

一、日本

在日本，終身學習包括二個意思，一為達成終身學習社會的各種

教育體系；另一為人生各種階段的學習。其終身學習的範圍，包括學

校的學習、社會教育和在運動、文化、娛樂、嗜好等的自願性活動。

其目的在建設具有活力的二十一世紀社會，達成終身學習的社會。在

此一社會中，個人皆可自由選擇學習方式的社會，並對這些學習成就

與紀錄予以認可。

日本方面，其過去重在推展社會教育，在全國各地均設有公民館，

至 2022 年，全國設有 14281 個，對終身學習的推展居功甚偉。近年

亦有設「終身學習推進中心」之措施。在政策面的特色，在上世紀 90
年代（1990）即制定「終身學習振興法」。在中央教育部，設置終身

學習局，後改為終身學習局推進課，重視職業在職培訓。一般認為此

法帶有濃厚的經濟功利色彩。此法的訂頒，也將地區成人教育的責任

移轉到都、道、府、縣政府當局，使政府對終身教育的推展，增加掌

控與集權的現象。在實務方面，重視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實施。過

去公民館一向設有「社會教育主事」的專職人員負責推動，近年來，

亦有增加「社會教育士」之情形。二十一世紀後，對學習型城市的推

展，亦有著墨，在岡山縣岡上市、佐賀縣多沽市等的推展，均具成效。



236

2
0
2
3

教
育
政
策
研
討
會
專
書

推展終身教育 建構學習社會 — 臺灣永續發展的挑戰與對策

2017 年岡山市獲 GNLC 獎，全日本至 2022 年共有 85 個終身學習宣言

城市。此外，亦辦理終身學習節（週）活動。在終身學習的推展上，

其所面臨的問題有二：（1）重視正規教育、重文憑，強調學術生涯的

學校聲望；（2）日本教育強調「內容」取向，傳統教學採取「教師中心」

的方式，降低成人學習動機。

二、韓國

韓國對終身教育的推展最為積極，也最具特色，最值得借鏡。韓

國在教育行政制度，除中央教育部設有終身教育政策司，掌管終身教

育政策外，在市、道方面設有教育廳，市、郡、區設有教育局，皆為

行政機關，掌理終身教育的決策及執行。另外，亦設有研究、執行督

導之機構，在中央設有「終身教育振興院」，市、道亦設有終身教育

振興院，市、郡、區設有終身學習館及地方（邑、面、洞）設有終身

學習中心。其任務，中央之終身學習振興院，負有規劃、推動、監督、

執行及研究等之任務，市、道終身學習振興院功能類似，惟較偏重執

行及督導之功能，地方終身學習館及學習中心等，則為實際執行、推

廣單位。因有此執行機構之設置，故其在研究及執行上能達到立竿見

影效果，實務面的推展亦相當成功。其次，在政策面方面，最值得稱

許的是其終身教育法能與時俱進，隨時進行修訂更新，自 2000 年訂頒

「終身教育法」後，2007 年進行大修，其後業再經 16 次修正，以趕上

國際脈動及時代潮流，最新的修訂為 2021 年 6 月 8 日。此外，韓國政

府並每五年研訂推展計畫，每二年發布《終身教育白皮書》，適時公

告，以資全國行政上一體遵行，民眾亦能廣泛了解配合，亦相當值得

稱許。

三、大陸



第六章  東亞主要國家終身學習的推展

237

大陸地區終身學習的推展較遲，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由於經濟

的快速成長，在終身學習的推展上，亦積極展開，力圖迎頭趕上。雖

中央的立法尚未完成，但地方立法卻如雨後春筍，紛紛出土，包括多

個省市終身教育條例、社區教育條例及老年教育條例等。在實務面方

面，除有社區學校、廣播電視大學及老年學校體系做為重要推動單位

外，並積極推動學習型城市、終身學習週、終身學習活動日活動及大

講堂等，均能引發民眾較廣泛的回響及參與。

貳、願景方面

有關願景方面，茲就各國研訂原則、提出的願景及內涵等，歸納

如下：

一、研訂原則

三國研訂願景的原則為：強調包容、公平及均衡性。

二、提出的願景

就提出的願景而言，各國皆有其重點，歸結而言包括：建設學習

型社會，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發揮個人的潛力與機會，促進人的全

面發展。

三、願景內涵

包括：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縮短資源落差、減少學習障礙、

發展終身教育事業、推進各類學習型組織、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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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策略方面

一、策略內涵

三國在推展終身學習的具體策略方面，各有其重點，歸納而言，

包括以下：

（一）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

日本政府有設計終身學習吉祥物標誌（manabi），在終身學習的

宣導上發揮快速而普遍的效力。

（二）培訓終身學習專業人員

韓國稱終身教育師，日本稱社會教育士、大陸則以專業人力為名。

（三）實施學分銀行制度

韓國制度最完整，大陸亦進行非正規教育之認證。

（四）實施終身學習帳戶制度

韓國成熟度最高，大陸此部分開始起步。

（五）發放國民終身教育券

韓國實施最積極，每年約發給符合資格者 35 萬韓元（約台幣

80500 元）。

（六）推展終上學習課程

韓國的 K-MOOC 最具成效，大陸亦有線上（慕課）課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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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學習型城市

大陸相當積極，已有四個城市獲獎（北京、杭州、成都、上海），

韓國亦不遑多讓，亦有二個城市獲 GNLC 頒獎（南揚州及蔚山市），

日本獲獎縣市為岡山縣岡山市，現有 85 個終身學習宣言的城市。

（八）辦理終身學習週（節）

以大陸最積極，為全國普遍性且受歡迎的活動，日本不少地方在

每年 9 至 10 月間辦理。

（九）辦理職業進修課程（Match  up、Brush up）

韓國辦理 Match up 計畫，日本實施職業技能 Brush up 方案。

（十）辦理終身學習大講堂

為大陸相當普遍、深入各地的學習活動，是民眾獲取新知的重要

管道。

（十一）辦理終身學習日活動

當日政府公辦的文教機構均免費開放。

（十二）辦理終身學習博覽會

韓國相當重視，日本、大陸則列為終身學習週活動之一。

（十三）實施掃盲月活動

韓國最為重視，在國家及市、道層級設有掃盲教育中心，近年來

走向識讀或素養層面，大陸過去亦極重視，近年來因識字率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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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腳步稍緩。

二、配套措施

（一）經費

韓國終身教育經費主張應佔教育預算的 10%，大陸則以常住人口

計，不低於每人 2 元編列社區教育經費。日本終身學習經費佔文部科

學省 2.7%。

（二）設置獨立的終身教育機構

韓國設置終身學習振興院、終身學習館及地區終身學習中心；日

本設有公民館、終身學習推進中心；大陸有獨立設置的社區及老年教

育機構。

（三）設置終身教育專責單位，中央設終身教育振興院，負責規劃、

執行、督導、研究、統整及輔導之任務，地方設有終身學習館

及地區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四）韓國每五年研訂「終身教育推動計畫」，每二年發布《終身教

育白皮書》；日本每五年以建構終身學習社會為核心，提出「教

育振興基本計畫」，每年發布白皮書。

三、問題

各國實施上所面臨的問題不一，歸納而言，不外如下：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連繫與協調不足；

（二）民眾終身學習認識不足，素養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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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終身學習宣導效果待強化；

（四）社會各界參與不足；

（五）政府支持度待加強；

（六）相關法規修訂或研訂未能及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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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國際重要組織及主要國家推展終身學

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綜整

本研究為了解國際重要組織，包括 UNESCO、OECD 及 EU 等對

終身學習的倡議，以及國際主要國家推展終身學習願景的提出及行動

策略的採行，經對前述 10 個單位進行相關文獻之探討，主要探討的期

間以二十一世紀後的推展情形為重點。茲就願景及行動策略二方面，

分別加以綜整，以為本研究後續進行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及德懷術等

之依據與參考。

第一節　有關終身學習願景的綜整

茲就前述 10 個單位有關願景的倡議或提出，加以綜整。願景的綜

整，依本研究目的，分為願景研訂原則、願景的提出及願景的內涵等

三部分，分別加以綜整如下。

壹、願景的研訂原則

在願景的研訂原則上，相關國際組織及主要國家所提出的願景研

訂原則或注意事項，包括以下六項：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永續。

貳、願景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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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關國際組織及主要國家對願景的倡議或具體提出的願景，加

以綜整如下：

一、推動學習型組織，建構學習社會，打造學習型國家。

二、開展全民終身學習，培養個人關鍵能力，促進個人的全面發

展，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社會。

三、豐富充實個人生活，發揮個人潛能，迎接百歲人生，建構終

身學習社會。

就以上三種類型的願景加以檢視，主要偏重在個人學習參與層面

及發展，及學習型社會的建構兩大項。茲參酌上述，就臺灣社會現況、

未來終身學習的願景，加以組合，初擬如下，以為本研究進行各項實

證研究之基礎：

一、推展全民終身學習，建構學習型新社會；

二、開展全民學習，建構學習社會；

三、開展全民學習，型塑學習國家；

四、全民全面學習，打造學習社會；

五、建構學習型新社會，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參、願景內涵

所謂願景的內涵，係針對所提出的願景，再加以具體明確分析其

所包括的重要內容。茲就前述所探討的 10 個組織及主要國家願景內涵

的分析，加以歸納如下：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以促進個人全面發展，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展學習型組織，推動學習型城市，營造社會學習文化，建構學

習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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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有關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綜整

本節就前述 10 個單位有關行動策略的倡議或採行，加以綜整。有

關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綜整，依本研究的目的，分為實施的行動策略、

實施的配套措施、以及實施所面臨的問題加以綜整如下。

壹、實施的行動策略

茲就重要國際組織和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行動策略倡議或實施，

加以綜整為以下 18 項，並依在我國推展的實況，研擬其實施的期程如

下：

一、短期（1 至 3 年）：計 9 項

（一）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標誌

可以發揮快速普及的宣導效果

（二）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宣導終身學習觀念，提供相關訊息。

（三）發行普及型終身學習期刊

宣導終身學習理念，報導終身學習活動訊息及新知，以及提供經

驗分享。

（四）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以在每年 12 月第二週為宜，舉辦大型開幕式，辦理表揚、授獎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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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單位及個人，進行展覽、展示活動，及提供服務及體驗性學習活動

等。

（五）辦理終身學習大講堂

鼓勵政府及民間單位、學校、團體等開辦，以多元多樣方式進行，

包括演講（單次、系列）、實作、體驗等多元方式進行，以線上、實

體或混成方式辦理。

（六）發放國民終身學習券

採循序漸進方式，初期以中低收入者為對象，每年發給 8 千元之

終身學習券，用以支付終身學習費用，以一年為期，未使用完畢，則

依限繳回。

（七）發展學習型組織

社會上各種組織，包括家庭、學校、社區及其他各種相關組織，

以政策引導、鼓勵發展為學習型組織，以促使個人持續成長，提升組

織效能。

（八）建構學習型城市

持續擴大辦理學習型城市建構，加強各相關部門間的協力與合作，

以促進市民發展、城市經濟提升及社會融合，達到城市的永續發展。

（九）進行資源整合

由政府主導，採取有效策略，鼓勵公私部門、中央部會、中央與

地方政府以及民間組織間資源的整合，以發揮資源加乘效果，避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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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與重疊。

二、中期（3 至 5 年）：計 6 項

（一）發展磨課師（慕課、MOOCs）線上學習課程

研議發展 MOOCs 課程，發布於網站，免費提供民眾學習，貫徹

學習的可及性及方便性。

（二）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終身教育機構

研議培訓及建立終身教育師之專業人力制度，並依員額比率配置

於獨立之終身教育機構，負責課程規劃、執行及行銷宣傳等，強化終

身學習實施效果。

（三）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研議建立學分銀行制度，將正規學習（學校）、非正規學習（社

大、樂齡學習或其他組織與團體的學習）、及非正式學習（經驗學分），

加以綜整，累積學分，以取得大學資格文憑，鼓勵民眾建立第二專長，

持續進行學習活動，俾繼續投入經濟發展、充實生活內涵及擔任生涯

輔導工作等。

（四）發展終身學習帳戶制

研議建立國民終身習帳戶制，將個人各種學習成果納入帳戶，以

作為專長培育，人才選用及規劃未來學習之用。

（五）修訂終身學習法

現行終身學習法在 2002 年訂頒，中間雖經 2014、2018 二次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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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唯僅作部分條文修正。立法公布施行，距今已經過 20 餘年，已不

符二十一世紀社會變遷需要，亟需進行全面性修訂。

（六）建立終身學習監控及成效評估機制

加強品質管理，以發揮推展成效。

三、長期（5 至 10 年）：計 3 項

（一）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

由攻府設立，專責終身教育之規劃、執行、監督、研究及輔導等，

並統籌負責終身教育師培用、學習帳戶制之實施、學分銀行制度之執

行及終身學習券之發放。

（二）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配合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所推行的相關事項，及辦埋終身學習活

動與宣傳等。

（三）地方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於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辦理終身學相關課

程及宣導活動，激發民眾就近參與學習，增進終身學習素養。

貳、配套措施

為達成終身學習行動策略之有效運作，宜有配套措施之規劃或建

置，茲就相關國際組織之倡議及主要國家實施之規劃，綜整配套措施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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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建議初期仿效韓國做法，以終身教育經費應佔教育經費支出的

10% 為目標，其後視國家經濟發展，再逐步提升至 UNESCO 所倡議的

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4% 為目標。

二、設置獨立的終身教育機構

終身教育機構宜採獨立設置，有獨立的校舍、編置及人員，採循

序漸近方式，初期以建立獨立的社區學習及高齡學習機構為目標，以

提升終身學習的實施成效。

三、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教育相關法規

包括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及老人教育等之相關法規，宜依社會發

展及民眾學習需求，進行修訂及研定，以引導終身教育之發展。

四、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建議政府部門宜每五年發布「終身教育（學習）發展計畫」，每

二年研訂並公告《終身學習白皮書》，以供政府相關部門一體遵循，

並公告周知，使社會全體民眾及相關組織能相應配合，達到學習社會

的建構。

參、實施上待解決的困難與問題

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實施，必然會遇到相關的困難或問題，為期

發揮推動實效，宜針對相關問題予以研議解決，以期行動策略能順利

推展。茲就國際相關組織的宣告、提示及主要國家實施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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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衡諸臺灣現況，將實施問題歸結如下七種：

一、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有待提升，宜加強宣導及有計畫的陶冶，以提

升推展績效。

二、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民眾對終身學習認識度不足，宜利用多元方式加強宣導，以促使

民眾加入終身學習行列。

三、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終身學習的倡議，未能普遍深入社會各層面及各角落，致使民眾

參與率低，未能激發民眾終身學習的普遍參與。

四、政府主導與支持待加強

教育為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及社會融合的關鍵要素，唯教育在政

府各項施政中，一向非居於優先地位，而終身學習又是教育部門中較

不受重視與支持的部分，由政府經費分配的多寡，即可明顯看出終身

學習的弱勢地位，故要致力終身學習的推展，政府主導或支持的力道，

宜強化。

五、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處於科技高度發展的二十一世紀新時代，科技的應用在生活中不

可或缺，尤其是科技在學習上的應用，帶來高效率及不受時空的限制，

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終身學習的利器，但目前仍有相當的社會民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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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應用技能不足、數位學習素養不夠，因此，縮短數位學習落差，也

是推展終身學習上，亟待解決的問題。

六、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

終身學習機會的提供，要力求均衡與公平，目前各國在實施上，

發現有區域發展不均的現象，尤其城鄉間在機會提供與品質上的落差

頗大，如何縮減區域落差，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七、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有利於

社經地位較優人士

終身學習在社會不同族群間的提供，也出現機會不均，公平性不

足的現象，明顯有利於社經地位較優人士，對弱勢族群學習機會的保

障與提供，亦亟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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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為適切擘畫未來終身學習發展願景與行動策略，以達成研究目的，

並且擴展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本計畫除了就國內外的重要文獻，進行

蒐集、整理與分析外，擬採取文件分析、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及德懷

術等多元方式，蒐集與彙整重要的資料，俾建構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

策略，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

與過程、資料處理與分析及研究信實度及倫理等。

第一節　研究理念

本研究探討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首先，檢視我

國推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實施，包括：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實

施的優點、困境與問題為何？影響終身學習發展的內外在因素為何？

其解決之道及因應方向為何等；其次，分析國際重要組織及主要國家

對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做法與經驗，包括：國際重要組織

與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願景的規劃為何、國際重要組織及主要國家對

終身學習行動策略足供借鏡的做法為何等；再次，評估我國推展終身

學習願景的重要內涵，包括：研訂終身學習願景的應注意哪些事項或

原則、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要包括的重要內容為何？接著，規劃我國終

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具體做法，包括：終身學習行動策略應包括的範圍

與內容為何？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重要方案應包括哪些？要推動終身

學習行動策略會產生的問題為何等。最後，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

景與行動策略之建議，包括：終身學習願景如何有效落實？終身學習

行動策略實踐的配套為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考核機制如何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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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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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研究流程

茲將本研究之整個理念，以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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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多元的研究方法，以廣泛且精確蒐集所需的各類資料，

並得以運用三角檢證，提升研究的效度。本研究採用的方法，包括：

文件分析、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及德懷術等方法。

研究實施流程大致區分為：檢視我國現行所推動的終身學習政策

及其背景與所遭遇到的問題，同時進行文件分析先探討國際終身學習

發展願景及終身學習改革趨勢（包括：國際組織的倡議及重要國家的

規劃等）。文件分析告一段落後，進行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以深入

瞭解相關人員的見解及建議，確認終身學習發展願景的重要理念、政

策落實情形與困境，並蒐集重要議題；同時，根據前二者的資料，發

展德懷術問卷內容並進行調查，以更聚焦蒐集專家的意見及建議，評

估終身學習發展議題的重要性及改進意見，並與前二類資料相互補充

及交叉檢證。最後，綜合以上各項資料，提出終身學習發展願景及推

展策略之建議，最後歸納研究成果，完成研究報告。

以下分項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

壹、文件分析

本研究針對終身學習發展的規劃、議題與內容，為回應研究目的

一、二，蒐集與整理近年來國際主要國家或組織所規劃的終身學習發

展願景相關文件。 

一、重要國際組織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的 國 際 組 織 主 要 包 括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UNESCO）、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及歐盟（EU）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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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NESCO

分析的主要文件，包括：

1. 《學會發展：教育的今日與明日世界》（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報告書。

2. 《法爾報告書》（Faure Report）。

3. 《學習：內在的寶藏》報告書（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4. 《馬拉喀什行動框架》（Marrakech Framework for Action）。

5. 《建構終身學習城市原則》（Guidelines for Building Learning 
Cities）。

（二）OECD

1. 《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2. 《2021 年技能展望》（OECD Skills Outlook 2021）。

（三）EU

1. 《教與學：邁向學習社會》（Teaching and Learning: Towards the 
Learning Society）。

2. 《終身學習備忘錄》（A Memorandum on Lifelong Learning）。

3. 《實現終身學習的歐洲》（Making European Area of Lifelong 
Learning A Reality）。

4. 《歐洲終身學習品質指標報告書》（European Report on Quality 
Indicators of Lifelong Learning）

5. 《二十一世紀成人學習宣言》（Manifesto for Adult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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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國家

對主要國家終身學習有關文件的分析，本研究所包括的主要國家

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有關其文件

分析的範圍，則包括各國相關法規、政策計畫、白皮書、綠皮書、宣言、

研究報告等。

以上針對重要國際組織及主要國家終身學習願景及行動策略的文

件進行分析，並加以綜整，成為本研究後繼進行訪談、焦點團體座談

及德懷術等的主要參考架構。

貳、訪談

為回應研究目的三、四、五，本研究採訪談研究法，主要用於深

入瞭解終身學習專家學者及政策制定者的見解及建議，評估及確認國

內外及我國終身學習發展的政策與法規、發展沿革、辦理成效、困境

與挑戰及未來發展重點。本研究將以前述文件分析的發現為基礎，擬

訂訪談題綱，以蒐集與整理與會人員的各項意見。

訪談邀請精研世界主要國家及組織有關終身學習論述，具影響力

之學者專家、政策決定者、域外相關學者、及終身學習代表等，包括

曾任教育部部、次長者（郭○○、吳○○、吳○○、周○○）、曾任

或現任終身教育司司長者（李○○）、職司教育之現任或曾任之監察

委員（蔡○○、江○○）、相關學校校長（陳○○、王○○）等，總

計 9 位，針對國內外及我國終身學習發展的政策與法規、願景與行動

策略、困境與挑戰及未來發展重點等議題，進行一對一的訪談，以獲

得產官學代表對此問題反應的第一手資料，並輔以相關文獻等資料進

行比對。此一方式可避免團體座談可能產生的團體盲思，以獲致深入

且真誠的評述及意見。訪談人員由本團隊人員負責進行，訪談內容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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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研究待答問題，側重在願景研定原則、願景內涵及行動策略內容，

及實施之配套措施等之具體意見。訪談時間以每人 2 小時為度，訪談

地點為雙方商定之適當場所。訪談實施在 2023 年 2 月間進行，訪談大

綱如下：

1. 我國終身學習願景的研訂原則為何？

2.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為何？（以簡潔、響亮、易流傳、朗

朗上口的口號提出）

3.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內涵（或具體目標）為何？

4.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行動策略為何？其優先順序及實施先後期

程為何？

5. 行動策略的落實，應有哪些配套措施？

6. 行動策略的落實，會有哪些困難或問題產生？如何解決？

7. 其他有關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事項或意見。

參、焦點團體座談

為回應研究目的三至五，本研究採焦點團體座談法，邀請國內熟

悉終身學習議題的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針對我國終身學習發展的重

要議題、挑戰與困境、未來發展重點做意見的交流與彙整，並凝聚各

方代表針對我國終身學習發展之願景與內涵的共識，進一步提出願景

與行動策略之草案。

根據王文科和王智弘（2007）之見解，焦點團體座談法十分有益

於針對特定議題、新產品或觀念，進行較佳的瞭解與評估。評析我國

終身學習發展即是一項重要的議題與觀念，有賴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

與實務工作者共同集思廣益，以利規劃我國終身學習願景及推展策略。

焦點團體座談除邀請更多前述熟悉本議題的學者專家外，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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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終身學習發展，以及可能受終身學習發展願景影響的終身學習組

織代表參與座談。透過不同層面學者專家多元視野的交融，將可更深

入且全面剖析終身學習發展願景的相關議題及未來實踐所需的配套措

施。

為能順利進行焦點團體座談，本研究有以下的準備工作：界定焦

點團體座談的目的，包含目標及所預期的成果；發展主持者的指引；

決定焦點團體座談的數量，包括座談所需的時間，參與焦點團體座談

的人數，以及焦點團體座談辦理的次數；選擇焦點團體座談的場所等

項。此外，針對焦點團體座談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時，注意的事項包

括（Krueger & Casey, 2000）：資料分析者必須親臨焦點團體座談；並

非每項資料都有分析的價值或能夠加以分析；資料分析的基礎取決於

研究目的；避免個人的偏見或主觀的看法；真實反應參與者的意見；

在研究的結果或發現中，避免呈現各種觀點的出現次數。

本研究在進行焦點團體座談時，參考上述要項進行籌備，詳述如

下：

1. 界定焦點團體座談的目的：我國終身學習的願景共識為何；

2. 確定焦點團體邀請的對象：擬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終身

學習、高齡教育學、相關領域）、相關部會業務單位主管等實

務工作者以及受終身學習推展影響之一線教師、社會人士代表

進行討論。

3. 發展主持者的指引：包括引言、說明座談的目的、座談進行的

流程、進行相關文獻之報告、引導與會者參與討論、總結說明

等。 
4. 決定焦點團體座談的數量：共進行二場，北區一場（對象為專

家學者、行政主管及機構代表，共 8 位）、南區一場（對象為

專家學者、行政主管及機構代表，共11位），每場次進行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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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焦點團體座談的場所：北區於 2023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

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 714 室舉行；南區於 2023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5 樓 1508B
室舉行。

以下就研究工具、研究對象進行說明：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文件分析及訪談資料為基礎，焦點團體的座談大綱為：

1. 我國終身學習願景的研訂原則為何？

2.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為何？ 
3.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內涵（或具體目標）為何？

4.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行動策略為何？其優先順序及實施先後期

程為何？

5. 行動策略的落實，應有哪些配套措施？

6. 行動策略的落實，會有哪些困難或問題產生？如何解決？

7. 其他有關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事項或意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分別邀請各地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進行座談，

為了讓與會者能充分表達意見，分別針對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召開

焦點團體座談，辦理南、北二場，總計邀請 19 位專家學者、行政主管、

機構代表進行座談。參與者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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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內涵（或具體目標）為何？ 

4.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行動策略為何？其優先順序及實施先後期程為

何？ 

5. 行動策略的落實，應有哪些配套措施？ 

6. 行動策略的落實，會有哪些困難或問題產生？如何解決？ 

7. 其他有關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事項或意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分別邀請各地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進行座談，為了讓

與會者能充分表達意見，分別針對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召開焦點團體座

談，辦理南、北二場，總計邀請 19 位專家學者、行政主管、機構代表進行

座談。參與者名單如下：。 

表 8-2-1 
參與北區焦點團體座談人員名單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備註 

終身學習領域

專家學者代表 
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鄧○○  玄奘大學  

終身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代表 
夏○○  新北市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方○○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小  

歐○○  新北市淡水區坪頂國小  

唐○○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蔡○○  基隆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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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2 
參與南區焦點團體座談人員名單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備註 

終身學習領域

專家學者代表 
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江○○ 監察院  

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胡○○ 國立中正大學  

黃○○ 國立嘉義大學  

黃○○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代表 
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王○○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肆、德懷術 

為回應研究目的三、四、五，除了運用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之外，為了

更聚焦蒐集終身學習發展願景制訂者、實踐者的意見，本研究根據前二者

的資料，發展問卷內容實施德懷術。調查的對象包括終身教育領域學者，

參加焦點團體座談代表及受訪談者之代表、實務工作者（組織、學校、代

表）、縣市主管代表等，以充分了解及具體研擬終身學習願景及有效推展策

略之意見，並與前二類資料相互補充及交叉檢證。 

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之技術係由美國 Rand 公司，於 1950 年代用

於預測未來的一種技術。此技術之運用，是對一群學者專家，使用連續問

表 8-2-1  
參與北區焦點團體座談人員名單

表 8-2-2   
參與南區焦點團體座談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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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2 
參與南區焦點團體座談人員名單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備註 

終身學習領域

專家學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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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代表 
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王○○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肆、德懷術 

為回應研究目的三、四、五，除了運用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之外，為了

更聚焦蒐集終身學習發展願景制訂者、實踐者的意見，本研究根據前二者

的資料，發展問卷內容實施德懷術。調查的對象包括終身教育領域學者，

參加焦點團體座談代表及受訪談者之代表、實務工作者（組織、學校、代

表）、縣市主管代表等，以充分了解及具體研擬終身學習願景及有效推展策

略之意見，並與前二類資料相互補充及交叉檢證。 

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之技術係由美國 Rand 公司，於 1950 年代用

於預測未來的一種技術。此技術之運用，是對一群學者專家，使用連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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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代表 
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江○○ 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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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國立中正大學  

黃○○ 國立嘉義大學  

黃○○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代表 
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王○○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肆、德懷術 

為回應研究目的三、四、五，除了運用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之外，為了

更聚焦蒐集終身學習發展願景制訂者、實踐者的意見，本研究根據前二者

的資料，發展問卷內容實施德懷術。調查的對象包括終身教育領域學者，

參加焦點團體座談代表及受訪談者之代表、實務工作者（組織、學校、代

表）、縣市主管代表等，以充分了解及具體研擬終身學習願景及有效推展策

略之意見，並與前二類資料相互補充及交叉檢證。 

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之技術係由美國 Rand 公司，於 1950 年代用

於預測未來的一種技術。此技術之運用，是對一群學者專家，使用連續問

肆、德懷術

為回應研究目的三、四、五，除了運用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

之外，為了更聚焦蒐集終身學習發展願景制訂者、實踐者的意見，

本研究根據前二者的資料，發展問卷內容實施德懷術。調查的對

象包括終身教育領域學者，參加焦點團體座談代表及受訪談者之

代表、實務工作者（組織、學校、代表）、縣市主管代表等，以

充分了解及具體研擬終身學習願景及有效推展策略之意見，並與

前二類資料相互補充及交叉檢證。

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之技術係由美國 Rand 公司，於

1950 年代用於預測未來的一種技術。此技術之運用，是對一群學

者專家，使用連續問卷進行反覆調查，讓這群學者專家透過群體

溝通，藉以集思廣益、凝聚共識，進而解決問題。德懷術亦兼具

問卷調查與會議之優點，藉由匿名的書面溝通方法，徵詢學者專

家之意見及經驗，並於每次調查後以統計的方式呈現集體看法，

再將分析結果連同新的問卷再度分送給各學者專家，做為修正前

次意見之參考，如此經由多次反覆進行，直至學者間之差異降至

最低為止，且經由多次調查凝聚共識，以提升決策之品質，藉此

所獲結果可做為政府或相關部會，研提重大決策之參考（王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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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2 
參與南區焦點團體座談人員名單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備註 

終身學習領域

專家學者代表 
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江○○ 監察院  

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胡○○ 國立中正大學  

黃○○ 國立嘉義大學  

黃○○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代表 
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王○○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肆、德懷術 

為回應研究目的三、四、五，除了運用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之外，為了

更聚焦蒐集終身學習發展願景制訂者、實踐者的意見，本研究根據前二者

的資料，發展問卷內容實施德懷術。調查的對象包括終身教育領域學者，

參加焦點團體座談代表及受訪談者之代表、實務工作者（組織、學校、代

表）、縣市主管代表等，以充分了解及具體研擬終身學習願景及有效推展策

略之意見，並與前二類資料相互補充及交叉檢證。 

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之技術係由美國 Rand 公司，於 1950 年代用

於預測未來的一種技術。此技術之運用，是對一群學者專家，使用連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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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2 
參與南區焦點團體座談人員名單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備註 

終身學習領域

專家學者代表 
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江○○ 監察院  

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胡○○ 國立中正大學  

黃○○ 國立嘉義大學  

黃○○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代表 
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王○○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肆、德懷術 

為回應研究目的三、四、五，除了運用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之外，為了

更聚焦蒐集終身學習發展願景制訂者、實踐者的意見，本研究根據前二者

的資料，發展問卷內容實施德懷術。調查的對象包括終身教育領域學者，

參加焦點團體座談代表及受訪談者之代表、實務工作者（組織、學校、代

表）、縣市主管代表等，以充分了解及具體研擬終身學習願景及有效推展策

略之意見，並與前二類資料相互補充及交叉檢證。 

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之技術係由美國 Rand 公司，於 1950 年代用

於預測未來的一種技術。此技術之運用，是對一群學者專家，使用連續問

王智弘，2007）。 以下針對本研究使用德懷術之研究方法及資料分析

說明如下：

本研究希望藉由德懷術進行我國終身學習願景及行動策略的擬

定，邀請 20 位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組成專家小組。在進行德懷術之

前，先與每位學者專家取得聯繫，詳細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及目的，

以及進行程序等事項，取得學者專家同意參與後，始進行專家問卷調

查。問卷調查將以郵件、電子郵件或親自送交問卷等方式進行，本研

究共計進行兩回合問卷調查，填寫過程中如有問題，則與學者專家們

進行討論與溝通，每次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並依

學者專家所提意見進行原始問卷的修正，反覆兩次來回以取得學者專

家的共識，並據以發展我國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以下就研究工

具、研究對象進行說明。

一、研究工具

德懷術問卷之內容皆包括四個部分：研究說明函、填答說明、願

景、行動策略。施測兩回合，在第二回合問卷中，檢附前一回合問卷

之調查結果，以作為專家學者重新判斷之參考。茲將問卷所包含之內

容說明如下：

（一）研究說明函

說明函旨在說明本研究的相關事宜。第一次問卷的研究說明函描

述本研究之目的、德懷術實施的方法、程序以及請求協助的事項。第

二次問卷的研究說明函，則說明前一次的意見處理情形，包括量化資

料的簡要統計結果、專家學者所提意見的歸納整理、本次問卷的修訂

情形及請求協助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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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答說明 

填答說明係在描述問卷的結構與填答方式。第二次問卷的填答說

明，另呈現前一次問卷的簡單統計分析及專家學者意見彙整結果，以

作為填答者重新判斷各項指標的參考。

（三）問卷內容 

德懷術問卷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包括第一部分「願景」、第二部

分「行動策略」。在問卷填答的設計上，第一部分是適切性的評定，

採用「適用」、「修改後適用」與「不適用」三個互斥的選項，若勾

選「修改後適用」，則將意見填在「修正意見」欄中。第二部分是重

要性的評定，採用五等量表，以「5」代表「非常重要」、「4」代表「較

重要」、「3」代表「重要」、「2」代表「較不重要」、「1」代表「非

常不重要」，德懷術小組成員可依據個人觀點勾選選項，若有其他建

議或意見，則填寫於「修正意見」欄中。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以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的外部檢視層次聚焦於我國

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擬定，探討終身學習發展的願景，提出具

體的行動策略，以針對政策面提出系統性地建議。在德懷術的專家學

者選取上，主要邀請對象終身教育領域學者，參加焦點團體座談代表

及受訪談者之代表、實務工作者（組織、學校、代表）、縣市主管代

表等，總計 20 位專家學者及代表，以期建立一套實務理論並重的終身

學習發展行動策略。本研究選定 20 名專家學者，透過電子郵件、電話

及書面徵詢等方式徵詢其意願。20 位專家學者之基本資料，在人口變

項方面：包括 13 位男性（佔 65%），7 位女性（佔 35%）。15 位專家

學者任職於大學校院高齡教育領域相關科系（佔 75%），2 位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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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行政主管機關代表（佔 10%），3 位專家學者任職於各大終身學

習機構（佔 15%）。茲就參與人員名單，依其學術背景專長列於表 1
所示（為保障個人隱私權，姓名只列其姓）。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242 
 

各大終身學習機構（佔 15%）。茲就參與人員名單，依其學術背景專長列於

表 1 所示（為保障個人隱私權，姓名只列其姓）。 

表 8-2-3 
德懷術之專家學者名單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終身學習領域 

專家學者代表 

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江○○ 監察院 

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周○○ 正修科技大學 

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胡○○ 國立中正大學 

黃○○ 國立嘉義大學 

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鄧○○ 玄奘大學 

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代表 

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唐○○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陳○○ 國立空中大學 

蔡○○ 基隆社區大學 
 

三、 德懷術之實施 

本研究於德懷術進行前會先和每一位專家學者取得聯繫，詳細介紹本研

究之研究目的、進行程序、問卷內容和作答方式， 取得專家學者同意參與

後始進行問卷調查。每次問卷調查以電子郵件方式送交問卷及填答說明等

表 8-2-3  
德懷術之專家學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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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懷術之實施

本研究於德懷術進行前會先和每一位專家學者取得聯繫，詳細介

紹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進行程序、問卷內容和作答方式， 取得專家學

者同意參與後始進行問卷調查。每次問卷調查以電子郵件方式送交問

卷及填答說明等相關資料。若遇到問卷填答上的問題，則以電話方式

進行溝通。每次問卷全數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處理分析，並依據專

家學者意見修改原始問卷。下一回合問卷中將呈現上一回合問卷之委

員意見、統計資料及意見回覆，以供專家學者參考並進行新一回合問

卷之填答，直至兩回合問卷回收完成。本研究問卷實施情形如下：

（一）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於 2023 年 4 月 17 日寄出，於 2023 年

4 月 24 日全數回收完畢。

（二）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之發放，係針對第一回合回收之問卷，

先針對問題項進行統計分析，再歸納專家學者之意見，修

正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形成第二回合之德懷術問卷。第

二回合德懷術問卷於 2023 年 5 月 1 日寄出，於 2023 年 5
月 7 日回收完畢。

本德懷術調查實際發放問卷共歷時三週，20 位專家學者均全程參

與，問卷回收率為 100%。

第三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壹、文件分析

本研究所蒐尋的終身學習發展願景及終身學習改革趨勢等相關文

件，乃根據研究架構，針對文件的內容，進行各項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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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

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在取得參與者的同意後，進行錄音。會後由

助理或研究人員整理為逐字稿，再送請參與人員確認無誤後，方於本

研究報告中加以分析及引用。

針對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的結果，本研究在徵得訪談對象的同意

後，採全程錄音方式，並將訪談內容轉謄為逐字稿，其後再進行資料

分析。有關本研究訪談資料的整理，包括：與受試者採一對一訪談及

團體座談後，在訪談及座談結束後，隨即把錄音的內容（包括非語言

的訊息）以逐字稿的方式謄寫在與談記錄上；當所有受訪者及座談的

與談紀錄完成後，即可進行編碼工作，待編碼完成後，再把訪談內容

逐步還原其真實的意義。茲將資料分析的步驟，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開放性編碼：以發展出核心概念 

閱讀逐字稿內容，並加以逐句分析、檢視、比較、概念化，進而

找出與研究問題或文獻有關的關鍵字句，並將之稱為有意義的單元，

以利發展出核心概念。

二、主軸性編碼：以形成分項主題 

根據研究的主要內涵，尋找有關因果條件、情境脈絡、互動策略

與過程的問題，進而找出有群聚特性的類別或概念，並將各範疇聯繫

起來，以形成分項主題。

三、選擇性編碼：以進行分類與歸納 

在形成分項主題之後，進一步有系統地將這些分項主題和其他主

題予以聯繫，並探究其間之關係，以利藉由反覆分析、比較訪談資料



268

2
0
2
3

教
育
政
策
研
討
會
專
書

推展終身教育 建構學習社會 — 臺灣永續發展的挑戰與對策

的內容，而將相同或相關的意義單元進行分類與歸納。 
本研究採三角檢核的方式來提高研究的嚴謹度，首先，反覆閱讀

座談文本，以精鍊出主題、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其次，與研究團隊共

同討論分類架構的連貫性，共同檢視文本分類架構的適切性；最後，

盡量將座談過程完整呈現，以提供未來研究之參考，進而提升本研究

之學術應用價值。

參、德懷術

德懷術部分，調查問卷回收後，研究團隊先提出編碼的方式，再

由研究助理據以進行登錄及交換檢查，以確保資料的完全及正確。其

後，以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各項資料分析，以回答本研究所探討

的待答問題。本研究以 SPSS 統計分析套裝軟體及 EXCEL 進行德懷術

問卷資料分析，包括百分比、次數分析、眾數、平均數和標準差等，

用以統計各個題項的數值是否達成共識。依據本研究之設定，在適當

性評定方面，採用百分比來評定，若各題項所獲得「適用」與「修改

後適用」同意的百分比合計大於 80% 以上，則代表該題項達成適切性。

而在重要性評定方面，兩回合都一樣採用五點量表來評定，若各題項

所獲得的眾數在 3 以上、平均數在 3.5 以上，且標準差在 1.0 以下，則

代表該題項達成共識。採適用性評定與重要性評定，針對各題項之百

分比、眾數、標準差、平均數、差異係數（CV）進行分析，以了解該

題項被認同支持的程度與了解專家意見之一致性。各項指標說明如下。

一、百分比

百分比為一表達比例、比率或分數數值的方法。本研究中若各題

項所獲得「適用」與「修正後適用」同意的百分比合計大於 8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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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代表該題項達成適切性。

二、眾數

眾數是指資料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數值，若眾數趨於高分，則代表

最多數的專家學者均認同題項的重要性。本研究將眾數為「3」以上，

代表該指標是「重要」或「非常重要」。

三、標準差

標準差主要用來呈現各指標被評等之離散情形。本研究從標準差

的高低來檢核專家學者對於題項的意見是否趨於一致，以指標題項之

標準差得分小於 1 時（SD ＜ 1），顯示具有一定的共識。

四、平均數

平均數是呈現各指標的重要性數值。由於本研究之德懷術問卷採

五點量表設計，故以平均數大於或等於 3.5，代表「重要」，並以之做

為保留問卷題項的標準。

第四節　研究信實度及倫理

本研究亦運用三角檢證，就終身學習發展願景相關文件分析、訪

談與焦點團體座談及問卷調查等三者的內容，進行交互檢視及討論，

以確保分析的正確與周延。以上各項資料，均由本研究小組成員，在

定期的研討會議中，交叉檢視，以確認其正確性及一致性。焦點團體

座談及訪談的內容，將由參與人員先行確認後，再於本研究報告中加

以引用。若訪談對象希望保持匿名，則以代碼標示其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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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除了蒐集到詳實豐富的資料外，尚須關注研究倫理的議

題。一般談到研究倫理，所指的是在進行研究時所必須遵守的行為規

範，內容大抵為必須尊重當事者意願，要遵守保密原則以確保當事者

的隱私，不危害當事者的身心、須堅守誠信立場以及賦予客觀的分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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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綜整

本研究為達到研究目的經採取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及德懷術等 3
種方法進行。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係本研究針對國際組織（UNESCO、

OECD、EU）及主要國家（美、英、法、德、日、韓及大陸）對終身

學習願景的學習倡議或研定，暨對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採行及我國終

身學習的推展等進行檢視後，加以歸納綜整而形成的初步構想。訪談

係就此初步構想，請受訪者表示意見或另提卓見。焦點團體座談則邀

請學者專家、行政人員及終身教育機構、團體代表等，針對前述初步

構想表示意見或另請卓見，以供本研究修正調整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

景及行動策略草案之參考。德懷術之實施，旨在邀請終身教育教學的

學者專家、行政主管及機構團體代表等，對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及行動

策略進行聚焦，以獲致結論。本章就此三項研究方法與分析的結果進

行分析與歸納，而為本研究提出結論與建議之依據。

第一節　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訪談對象係與國內對終身學習有相當認識、有影響力及行

政決策經驗豐富的人士為對象。訪談對象原定 10 人，除其中一人因病

不便參與外，其餘 9 人包括曾任教育部長兩位（郭○○、吳○○）、

次長兩位（吳○○、周○○）現任終身教育司司長（李○○）、曾負

責教育與監察委員兩位（蔡○○、江○○）、終身教育專家一位（王

○○）、終身教育機構代表一位（空中大學校長陳○○）。為便於資

料的分析，首先就 9 位受訪者訪談時間進行從 01 至 09 的編號，其次

再做分析、合併、歸納等。茲將 9 位受訪者就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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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動策略等提出的意見分析與歸納如下：

壹、願景部分

本研究有關願景部分之探究，包括三個具體目的，即願景研定原

則、願景的提出及願景的內涵。茲就受訪者就此三部分所提意見分析

與歸納如下。

一、願景的研定原則

本研究在檢視相關文獻後，初步提出願景研定的原則為普及、公

平、均衡、融合、創新、永續等 6 項，此部分受訪者的意見分析如下：

1. 完整認同：受訪者認為研究團隊所提六項原則已相當完整，且

認同者共佔 56%（02、03、04、06、08）。

2. 尚可增兼具個人福祉、社會進步、環境永續，故可再加入包容

性、前瞻性、普及性及全球性等（01）
3. 增加近便性（03）
4. 「公平」修正為「均等」，增加「全民參與、城鄉均衡、融合、

創新合作、活力樂學」（09）。

基於上述，對本研究初步構想所提的六項原則，認同者佔 56%，

另有提出將「公平」修正為「均等」，及增加其他原則者。

二、願景提出

有關願景的提出，研究小組原依檢視相關國際組織及主要國家提

出五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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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展全民終身學習，建構永續學習社會；

2. 開展全民學習，建構學習社會；

3. 開展全民學習，型塑學習國家；

4. 全民全面學習，打造學習社會；

5. 建構永續學習社會，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受訪者大部分認同上述初步構想，或未提意見，共有 6 位，佔

67%。另有 3 位受訪者提出意見如下：

1. 終身學習，終身受益（07）；

2. 學習達人、斜槓人生、亮麗轉身、風華再現（01）；

3. 終身學習、超越時空、美化人生、未來會更好（01）；

4. 人人可學、時時可學、處處可學、事事可學（01）；

5. 學不斷，百成萬（05）；

6. 學不斷，好習慣（05）；

三、願景的內涵

願景的內涵及指願景所涵蓋的主要內容或具體目標，研究小組員

原依相關文獻探討後所得，提出內容有三：

（一）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二）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三）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學習社會。

此部分受訪者的意見分析如下。

完整具體：反應研究團隊所提出的三項內涵，已屬完整具體者有

5 位（02、03、04、06、08），佔 56.6%。另有提出：

1. 提升國民福祉、促進社會進步、形塑豐厚文化、打造永續環境



274

2
0
2
3

教
育
政
策
研
討
會
專
書

推展終身教育 建構學習社會 — 臺灣永續發展的挑戰與對策

（01）；

2. 地球公民、永續發展、理財、健康、風華再現、退休人力再利

用（05）；

3. 家庭經營、相夫教子、家人和諧，個人全面發展（08）；

4. 全民健康老化、生活品質改善、科技知能素養、公民素養、媒

體素養、發展新產業、全民參與（09）。

基於上述受訪者多數認同本研究小組所提的三項內容（佔

56.6%）。

貳、行動策略部分

此部分研究小組，共提出 17 項，並依短期（1-3 年）、中期（4-6
年）、長期（7-10 年）規劃，計短期 9 項。中期 5 項，長期 3 項，受

訪者的反應意見，分析如下：

一、行動策略的內容，優先順序部分

完整具體：受訪者對研究小組所提行動策略，已屬完整具體者或

未表示意見者共 5 位，佔 56.6%。有 4 位受訪者有提修正調整或補充

意見如下：

1. 代言吉祥物購想佳，有助宣導，可考慮以彩蝶和海鷗來設計。

終身學習券，除發放中低收入者外，亦可涵蓋弱勢及銀髮族。

終身學習週，可在中小學寒暑假前一週，即學期結束前一週實

施，以利假期學習規劃（03）；

2. 期程：建議短期（1-5 年）、中期（6-10 年）、長期（10 年以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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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置終身教育師很重要，要納入終身學習法中（07）；

4. 設終身教育振興院，近期可先於教育研究設終身學習組，多採

用加強國際交流服務；

5. 在刊物出版方面，加入自媒體、小編，使用新語詞；線上課程

名稱改為「促進全民參與線上學習能力」；中期第五項「監控」

用詞不宜，可改為巡迴輔導，成立問題行動團隊。設立振興院

名稱建議改為「研究院」，用詞較好；縣市政府設終身學習館，

建議修正為於地方圖書館、學校等設終身學習資源中心。加辦

理行動列車，下鄉到村里服務等（09）；

6. 建立終身學習帳戶、學分銀行制度，可參考勞保年金保險的個

人帳戶資料庫管理方式（08）。

基於上述，受訪者對研究小組所提行動策略的部分，多數均表贊

同，少部分所提期程的調整，將由研究小組再研議處理。

二、落實行動策略之配套措施部分

本研究小組經依相關文獻探討而提出落實行動策略之配套措施，

包括五項：

（一）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以佔教育總支出 10% 為目標；

（二）設置獨立的終身學習機構：有實體空間及人員設置之社區

及高齡機構；

（三）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教育相關法規；

（四）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每五年發布「終身教

育（學習）發展計畫」；每二年研訂公告「推展終身學習

宣言」；

（五）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包括中央政府各部會、中央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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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政府與民間等層面。

此一部分受訪者的反應，分析如下：

贊同者和未表意見者共有 5 位，佔 56%。其餘補充或調整意見如

下：

1. 經費要佔 10%，似乎太高，要辦理激勵活動（01）
2. 發學習券，每人每年以 12,500 元為限（08）
3. 候用教師、退休人員為輔導員，以協助終身學習的推展（07）。

4. 要列出重視特殊族群的學習需求（包括殘障、單親、新住民 失
業、待業、偏鄉等，並運用宅配使學習（07）。

基於上述，有關在行動策略的落實，多數認為原提供意見完整，

部分受訪者說提補充或修正意見，將提研究小組研商。

三、落實行動策略的困難或問題

有關此一部分，研究小組原提問題共有 7 項，包括：

（一）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二）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三）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四）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五）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六）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

（七）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有利於社

經地位 較優人士。

受訪者對此部分的反應意見，多數為贊同，部分分別提出修正或

調整，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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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贊同者：有六位，佔 67%（02、05、06、07、08、09）
2. 執行的個人的問題，包括觀念上的排斥、習慣上的惰性、行為

的障礙。

機構的問題，包括組織編制、經費措施、人員素質不足、場地

不夠。人員要進用經國家考試之專業人員（01）。

3.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業務較以前社會教育司擴大，但預算、員

額未調整，形成業務推展上的困難（04）。 
4. 執行要考慮國內文化及行政結構的落差。目前國家在政策規劃

上做的較少（02）。

5. 建議將「終身教育司」提高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以充

實人員與經費（03）
6. 終身學習推展會，宜提高自行政院層級，才能發揮整合統整的

作用（07）。 

基於上述，受訪者對此一部分的反應意見，多數為贊同（67%），

其餘意見將提研究小組研商。

第二節　焦點團體座談結果分析

焦點團體座談分北、南兩場，北區於 3 月 24 日在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大樓 714 室進行，南區於 3 月 17 日在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 1508B
室舉行。北區與會者 8 人，南區 11 人，包括學者專家、縣市政府終身

教育科主管、機構代表等。兩場焦點團體座談資料之分析，首先進行

發言者之編碼，其次進行與會者對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及行動策略

初步構想反應之分析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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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願景的部分

一、願景研訂原則部分

多數出席座談者反應研究小組所提出的原則已相當周延，其他意

見有提出「可行性」、「國際性」（N5、S4）。

二、願景的提出

除本研究小組所提出的願景初稿外，亦有提出：

1. 學習是一種生活型態（S1）；

2. 建構終身學習社會，邁向知識社會（N8）；

3. 推動學習型組織、形塑學習文化、建構終身學習社會（N8）；

4. 提升公民素養，提高復原力（N5）；

5. 打造全體國民樂於學習的永續學習社會（N1）。

三、願景的內涵

除研究小組所提的內涵外，另有參與者反應可增加：

1. 形塑學習文化、建構地方知識、發展創意社群（N2）；

2. 居安思危、極端氣候、永續發展（N5）。

貳、行動策略的部分

行動策略的部分，包括策略內容、落實的配套措施及實施的問題

三方面。

一、行動策略的內容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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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研究小組所提出的短、中、長程 17 項行動策略外，其他的補充

或修正意見如下：

1. 修終身學習法可移至中程進行（S5）；

2. 發放終身學習券建議改列中、長程進行（S8）；

3. 短、中、長程的規劃時程建議加快（S3）；

4. 建立監控及成效評估機制，可改為設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方式，定期進行考核（S3）；

5. 要盡速進行修改終身學習法，才有保障（N3、N4）。

二、落實行動策略的配套措施

1. 經費要佔教育總經費的 10%，不容易，宜分 5 年達成（S3、
S5、S8）；

2. 經費佔比，宜在相關法規訂定，才能落實（N4）；

3. 新建推展機構，會有困難，盡量善用現有機構（S3、S9）；

4. 民間資源，如救國團、紅十字會、社區發展學會、荒野保護學

會等，宜納入整合（N1）。

三、落實行動策略的困難或問題

此部分，研究小組原提出有 7 項，與會者多數贊同，另提其他意

見如下：

1. 目前國家教育研究院未發揮終身教育研究功能（S3），可先增

設終身學習組進行（S4）；

2. 政府主導或支持的強化，宜優先進行處理（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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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資料綜整

經由前述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對受試者或參與者的意見歸納，本

研究首先將二者加以綜合整理，以供處理，其次再召開研究小組會議

進行研商，對綜整資料逐一檢視，調整原提構想後加以定案，而為本

研究編製德懷術調查問卷之依據。茲分別說明如下。

壹、訪談及座談資料綜整

一、願景的部分

（一）願景研訂原則

1. 兼重個人福祉、社會進步、環境永續，可再加入包容性、前瞻

性、普及性及全球性（01）。增加近便性（03）；

2. 「公平」修訂為「均等」（09）；

3. 增「可行性」、「國際性」（N5、S4）。

（二）願景的提出

1. 終身學習，終身受益（07）；

2. 學習達人，斜槓人生，亮麗轉身，風華再現（01）；

3. 終身學習，超越時空，美化人生，未來會更好（01）；

4. 人人可學，時時可學，處處可學，事事可學（01）；

5. 學不斷，百成萬（05）；

6. 學不斷，好習慣（05）；

7. 建構終身學習社會，邁向知識社會（N2）；

8. 推動學習型組織，形塑學習文化，建構終身學習社會（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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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升公民素養，提高復原力（N5）；

10. 打造全體國民樂於學習的永續學習社會（N1）。

（三）願景的內涵

1. 提升國民福祉，促進社會進步，形塑豐富文化，打造永續環境

（01）；

2. 地球公民，永續發展，理財健康，風華再現，退休人力再應用

（05）；

3. 家庭經營，相夫教子，家人和諧，個人全面發展（08）；

4. 全民健康老化，生活品質改善，科技知能素養，公民素養，媒

體素養，發展新產業，全民參與（09）；

5. 形塑學習文化，建構地方知識，發展創意社群（N2）；

6. 居安思危，極端氣候，永續發展（N5）。

二、行動策略部分

（一）行動策略內容及時程

1. 代言吉祥物，可考慮以以彩蝶和海鷗來設計（01）；

2. 終身學習券發放可涵蓋弱勢及銀髮族（01）；

3. 終身學習週，可在中小學寒暑假前一週進行，以利假期學習規

劃（01）；

4. 期程調整為短期（1-5 年）、中期（6-10 年）、長期（10 年以上）

（03）；

5. 設置終身教育振興院，近期可在國家教育研究院中設「終身學

習組」（07）；

6. 多利用「到宅服務」方式，加強國際交流（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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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線上課程可改為「促進全民參與線上學習能力」（09）；

8. 中期 5. 建立監控及成效評估機制，建議去除，改為成立「問題

行動團隊」，巡迴輔導（09）
9. 中期 5 可設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期進行考核（S3）；

10. 設置終身學習館，建議改為「於地方圖書館、學校設終身學習

資源中心」（09），加強辦理行動列車，下鄉輔導服務（09）；

11. 修終身學習法，可移至中程進行（S5）；

12. 發放終身學習券，建議改列於中長程進行（S8）；

13. 短、中、長程的規劃，建議時程加快（N3）。

（二）落實行動策略的配套措施

1. 經費要佔 10%，難度高（01），可分 5 年達成（S3、S5、
S8），經費的佔比要列於法律條文中，才能落實（N3、N4）；

2. 終身學習券，每人每年以 12500 元為上限（08）；

3. 培訓候用教師、退休人員為輔導員，以協助終身學習的推展

（07）；

4. 新建終身學習機構會有困難，宜盡量善用現有機構轉型（S3、
S9）；

5. 民間資源，如救國團、紅十字會、社區發展學會、荒野保護學

會等，宜納入整合（N1）。

（三）落實行動策略的困難或問題

1. 執行的問題：個人部分，包括觀念上的排斥、習慣上的惰性、

行為的障礙等；機構的問題，包括組織編制、經費挹注、人員

素質不足、場地不夠等（01）；

2. 執行要考慮國內外文化及結構的落差（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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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將終身教育司，提高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以充實

人力和經費（03）；

4. 教育部終身學習推展會，宜提高至行政院層級，才能發揮整合

統整的作用（07）；

5. 政府主導或支持的強化，宜優先進行處理（S8）。

貳、研商結論

針對前述訪談及座談結果之綜整，研究小組經逐一進行審慎研商，

鑑於多數意見對本研究所提初步構想表示贊同，佔 60% 以上；另有若

干意見已涵蓋於初步構想中，只是用詞不同，將於研究結論中闡明；

另部分意見所提為「作法」之提醒或建議，本研究將納入於研究建議

事項中參酌採納；另部分意見，研究小組認為具體適切可行，經予納

入或調整原提構想。茲將研究小組對訪談及座談資料綜整研商後之結

論，陳述如下。

一、願景部分

（一）研訂原則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永續。

（二）願景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三）願景內涵（具體目標）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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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二、行動策略部分

（一）策略項目

共 17項，依短期（1至 3年）、中期（4至 6年）、長期（7至 10年）

初步規劃如下：

1. 短期：共 9 項

（1）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發週邊商品；

（2）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3）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4）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

（6）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7）發展學習型組織；

（8）建構學習型城市；

（9）修訂終身學習法。

2. 中期：共 5 項

（1）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2）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3）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4）發展終身學習帳戶；

（5）建立終身學習歷程及成效評估機制。

3. 長期：共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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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2）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3）地區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定）。

（二）落實行動策略之配套措施：共 6 項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設置獨立的終身學習機構；

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三）實施上待解決的困難與問題：共 7 項

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

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第四節　德懷術結果分析

本節針對德懷術的結果加以分析與討論。前面已就訪談及焦點團

體座談結果加以綜結，成為本項德懷術問卷的初稿，再經研究小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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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後成為第一次問卷，詳細內容如附錄三。之後進行第一次問卷施測，

有關實施對象、實施過程、回收問卷及資料處理，均依前面研究設計

加以執行，所得資料經統計分析及對所提意見一一加以回應，形成第

二次問卷，詳細內容如附錄三。然後進行第二次問卷施測，其方式亦

循第一次情形完成，所得資料經統計分析及對所提意見一一加以回應，

形成最後的研究結果。茲就上述各項分述如次。

壹、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

以下分別從問卷內容、實施對象、實施過程及問卷資料分析加以

說明。

一、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內容

本問卷內容包括四個部分：研究說明函、填答說明、願景、行動

策略。茲就問卷所包含之內容說明如下：

1. 研究說明函：說明函旨在說明本研究的相關事宜。第一次問卷

的研究說明函描述本研究之目的、德懷術實施的方法、程序以

及請求協助的事項。

2. 填答說明：填答說明係在描述問卷的結構與填答方式。

3. 問卷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包括第一部分「願景」、第二部分「行

動策略」。在問卷填答的設計上，第一部分是適切性的評定，

採用「適用」、「修改後適用」與「不適用」三個互斥的選項，

若勾選「修改後適用」，則將意見填在「修正意見」欄中。第

二部分是重要性的評定，採用五等量表，以「5」代表「非常重

要」、「4」代表「較重要」、「3」代表「重要」、「2」代表「較

不重要」、「1」代表「非常不重要」，德懷術小組成員可依據



第九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綜整

287

個人觀點勾選選項，若有其他建議或意見，則填寫於「修正意

見」欄中。

二、實施對象

本研究旨在以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的角度檢視我國終身學習願

景與行動策略的擬定，以針對政策面提出系統性地建議。在德懷術問

卷專家學者選取上，主要邀請對象包含終身教育領域學者、實務工作

者（組織、學校、代表）、縣市主管代表等，總計20位專家學者及代表。

經選定 20 名專家學者，乃透過電子郵件、電話及書面徵詢等方式徵詢

其意願。茲就參與施測人員名單，依其學術背景專長列於表 9-4-1 所示

（為保障個人隱私權，姓名只列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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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代表）、縣市主管代表等，總計 20 位專家學者及代表。經選定 20 名專

家學者，乃透過電子郵件、電話及書面徵詢等方式徵詢其意願。茲就參與

施測人員名單，依其學術背景專長列於表 9-4-1 所示（為保障個人隱私權，

姓名只列其姓）。 

表 9-4-1 
德懷術之專家學者名單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終身學習領域

專家學者代表 

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江○○ 監察院 

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周○○ 正修科技大學  
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胡○○ 國立中正大學  
黃○○ 國立嘉義大學  
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鄧○○ 玄奘大學  
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代表 

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唐○○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陳○○ 國立空中大學 

蔡○○ 基隆社區大學 

 
  

表 9-4-1  
德懷術之專家學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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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過程

第一次實施日期為 2023 年 4 月 17 日發放，於 2023 年 4 月 24 日

回收完成。前已提及，在進行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之前，先與每位學

者專家取得聯繫，詳細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及目的，以及進行程序

等事項，取得學者專家同意參與後，始進行德懷術之問卷調查。問卷

調查以電子郵件為主，有需要再委請專人親自送交問卷。專家學者大

多於期限內寄回，僅有一兩位稍晚一點，但在截止日前再提醒，全部

皆在期限內寄回。

四、資料分析

經統計分析及修正意見整理後，各項結果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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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過程 

第一次實施日期為 2023 年 4 月 17 日發放，於 2023 年 4 月 24 日回收完

成。前已提及，在進行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之前，先與每位學者專家取得

聯繫，詳細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及目的，以及進行程序等事項，取得學

者專家同意參與後，始進行德懷術之問卷調查。問卷調查以電子郵件為主，

有需要再委請專人親自送交問卷。專家學者大多於期限內寄回，僅有一兩

位稍晚一點，但在截止日前再提醒，全部皆在期限內寄回。 

四、資料分析 

經統計分析及修正意見整理後，各項結果呈現如下： 

（一）願景部分 

1. 1-1 研訂原則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1-1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

新、永續 
18 2 0 4.85 0.37 5.00 

【修正意見】 

黃OO：需要、可行、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永續 
王 OO：普及、公平、均衡，三者重疊性高，是否將之簡化，增列：多元。 

2. 1-2 願景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2-1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

社會 
19 1 0 4.95 0.22 5.00 

【修正意見】 
蔡OO：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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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過程 

第一次實施日期為 2023 年 4 月 17 日發放，於 2023 年 4 月 24 日回收完

成。前已提及，在進行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之前，先與每位學者專家取得

聯繫，詳細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及目的，以及進行程序等事項，取得學

者專家同意參與後，始進行德懷術之問卷調查。問卷調查以電子郵件為主，

有需要再委請專人親自送交問卷。專家學者大多於期限內寄回，僅有一兩

位稍晚一點，但在截止日前再提醒，全部皆在期限內寄回。 

四、資料分析 

經統計分析及修正意見整理後，各項結果呈現如下： 

（一）願景部分 

1. 1-1 研訂原則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1-1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

新、永續 
18 2 0 4.85 0.37 5.00 

【修正意見】 

黃OO：需要、可行、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永續 
王 OO：普及、公平、均衡，三者重疊性高，是否將之簡化，增列：多元。 

2. 1-2 願景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2-1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

社會 
19 1 0 4.95 0.22 5.00 

【修正意見】 
蔡OO：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社會。 第九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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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

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

組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

展社會 

16 4 0 4.85 0.37 5.00 

【修正意見】 
王OO：建構建議改為建立。 
林OO：建議將三個目標分成三個題目，才適合個別評定意見。（此題在重

要程度未勾選） 
黃OO：目前的寫法 1-2 和 1-3 是可以相互配合，但是 1-1 似乎無法配合

起來。建議 1-3 或許可以根據 1-1-1 的六項原則來指出願景內

涵。 
蔡OO：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提升國民素養，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王OO：此目標之「永續發展社會」與願景重複，或可修正為次階之「持續

發展社會」，從「持續」到「永續」。 

（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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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代表）、縣市主管代表等，總計 20 位專家學者及代表。經選定 20 名專

家學者，乃透過電子郵件、電話及書面徵詢等方式徵詢其意願。茲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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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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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唐○○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陳○○ 國立空中大學 

蔡○○ 基隆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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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代表）、縣市主管代表等，總計 20 位專家學者及代表。經選定 20 名專

家學者，乃透過電子郵件、電話及書面徵詢等方式徵詢其意願。茲就參與

施測人員名單，依其學術背景專長列於表 9-4-1 所示（為保障個人隱私權，

姓名只列其姓）。 

表 9-4-1 
德懷術之專家學者名單 

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終身學習領域

專家學者代表 

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江○○ 監察院 

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周○○ 正修科技大學  
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胡○○ 國立中正大學  
黃○○ 國立嘉義大學  
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黃○○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中正大學  
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鄧○○ 玄奘大學  
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代表 

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終身學習機構

代表 

唐○○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陳○○ 國立空中大學 

蔡○○ 基隆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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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過程 

第一次實施日期為 2023 年 4 月 17 日發放，於 2023 年 4 月 24 日回收完

成。前已提及，在進行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之前，先與每位學者專家取得

聯繫，詳細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及目的，以及進行程序等事項，取得學

者專家同意參與後，始進行德懷術之問卷調查。問卷調查以電子郵件為主，

有需要再委請專人親自送交問卷。專家學者大多於期限內寄回，僅有一兩

位稍晚一點，但在截止日前再提醒，全部皆在期限內寄回。 

四、資料分析 

經統計分析及修正意見整理後，各項結果呈現如下： 

（一）願景部分 

1. 1-1 研訂原則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1-1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

新、永續 
18 2 0 4.85 0.37 5.00 

【修正意見】 

黃OO：需要、可行、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永續 
王 OO：普及、公平、均衡，三者重疊性高，是否將之簡化，增列：多元。 

2. 1-2 願景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2-1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

社會 
19 1 0 4.95 0.22 5.00 

【修正意見】 
蔡OO：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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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過程 

第一次實施日期為 2023 年 4 月 17 日發放，於 2023 年 4 月 24 日回收完

成。前已提及，在進行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之前，先與每位學者專家取得

聯繫，詳細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及目的，以及進行程序等事項，取得學

者專家同意參與後，始進行德懷術之問卷調查。問卷調查以電子郵件為主，

有需要再委請專人親自送交問卷。專家學者大多於期限內寄回，僅有一兩

位稍晚一點，但在截止日前再提醒，全部皆在期限內寄回。 

四、資料分析 

經統計分析及修正意見整理後，各項結果呈現如下： 

（一）願景部分 

1. 1-1 研訂原則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1-1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

新、永續 
18 2 0 4.85 0.37 5.00 

【修正意見】 

黃OO：需要、可行、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永續 
王 OO：普及、公平、均衡，三者重疊性高，是否將之簡化，增列：多元。 

2. 1-2 願景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2-1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

社會 
19 1 0 4.95 0.22 5.00 

【修正意見】 
蔡OO：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社會。 

2. 1-2 願景

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會等

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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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

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

組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

展社會 

16 4 0 4.85 0.37 5.00 

【修正意見】 
王OO：建構建議改為建立。 
林OO：建議將三個目標分成三個題目，才適合個別評定意見。（此題在重

要程度未勾選） 
黃OO：目前的寫法 1-2 和 1-3 是可以相互配合，但是 1-1 似乎無法配合

起來。建議 1-3 或許可以根據 1-1-1 的六項原則來指出願景內

涵。 
蔡OO：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提升國民素養，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王OO：此目標之「永續發展社會」與願景重複，或可修正為次階之「持續

發展社會」，從「持續」到「永續」。 

（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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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

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

組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

展社會 

16 4 0 4.85 0.37 5.00 

【修正意見】 
王OO：建構建議改為建立。 
林OO：建議將三個目標分成三個題目，才適合個別評定意見。（此題在重

要程度未勾選） 
黃OO：目前的寫法 1-2 和 1-3 是可以相互配合，但是 1-1 似乎無法配合

起來。建議 1-3 或許可以根據 1-1-1 的六項原則來指出願景內

涵。 
蔡OO：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提升國民素養，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王OO：此目標之「永續發展社會」與願景重複，或可修正為次階之「持續

發展社會」，從「持續」到「永續」。 

（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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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

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

組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

展社會 

16 4 0 4.85 0.37 5.00 

【修正意見】 
王OO：建構建議改為建立。 
林OO：建議將三個目標分成三個題目，才適合個別評定意見。（此題在重

要程度未勾選） 
黃OO：目前的寫法 1-2 和 1-3 是可以相互配合，但是 1-1 似乎無法配合

起來。建議 1-3 或許可以根據 1-1-1 的六項原則來指出願景內

涵。 
蔡OO：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提升國民素養，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王OO：此目標之「永續發展社會」與願景重複，或可修正為次階之「持續

發展社會」，從「持續」到「永續」。 

（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1. 2-1 策略項目 

（1） 2-1-1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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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二）行動策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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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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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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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建置多元的行銷策略，如：將上述吉祥物、週邊商品與本

項之刊物列入，加上運用社群媒體行銷等」。 
黃 OO：「刊」物，好像有錯字。 

黃 OO：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多元媒介。 

賴 OO：建議改成“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刋物或電子媒體”。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17 3 0 4.50 0.69 5.00 

【修正意見】 
何 OO：九月的第一週為 UNESCO 的終身學習週，建議於該週舉辦，以提

振國際能見度。 
蔡 OO：2-1-1-4 舉辦終身學習多元活動。 
黃 OO：訂定終身學習週（節）舉辦相關倡導活動。 
王 OO：「週」改成「周」。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 11 7 2 3.75 1.2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或活動，規劃辦理終身學習活動。 

林 OO：獎勵民間團體辦理終身學習講堂與活動。 

何 OO：目前相關的講座活動已經有很多，此策略沒新意。 

黃 OO：意義不清。 

賴 OO：終身學習範圍太廣，講堂活動之主題為何？建議要聚焦。講堂活動

可以是實體及線上形式。 
王 OO：「講堂活動」意義欠清晰，或可改為「終身學習國民講座」。 

蔡 OO：辦理終身學習趨勢講堂活動或辦理終身學習大師講堂活動。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16 4 0 4.37 1.0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普發全民終身學習券。 

夏 OO：注意避免流於免費的迷思，學習是基於需求，使用者付費概念應逐

步落實。 

何 OO：此策略需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黃 OO：意義不明確。 

王 OO：是否仍用「卡」，以期「累計」的功能，可再斟酌。 

江 OO：可搭配抵稅券的設計，可激勵大型企業經營管理機構，以有效提升

人力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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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

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

組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

展社會 

16 4 0 4.85 0.37 5.00 

【修正意見】 
王OO：建構建議改為建立。 
林OO：建議將三個目標分成三個題目，才適合個別評定意見。（此題在重

要程度未勾選） 
黃OO：目前的寫法 1-2 和 1-3 是可以相互配合，但是 1-1 似乎無法配合

起來。建議 1-3 或許可以根據 1-1-1 的六項原則來指出願景內

涵。 
蔡OO：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提升國民素養，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王OO：此目標之「永續發展社會」與願景重複，或可修正為次階之「持續

發展社會」，從「持續」到「永續」。 

（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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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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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綜整 

267 
 

改為「建置多元的行銷策略，如：將上述吉祥物、週邊商品與本

項之刊物列入，加上運用社群媒體行銷等」。 
黃 OO：「刊」物，好像有錯字。 

黃 OO：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多元媒介。 

賴 OO：建議改成“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刋物或電子媒體”。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17 3 0 4.50 0.69 5.00 

【修正意見】 
何 OO：九月的第一週為 UNESCO 的終身學習週，建議於該週舉辦，以提

振國際能見度。 
蔡 OO：2-1-1-4 舉辦終身學習多元活動。 
黃 OO：訂定終身學習週（節）舉辦相關倡導活動。 
王 OO：「週」改成「周」。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 11 7 2 3.75 1.2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或活動，規劃辦理終身學習活動。 

林 OO：獎勵民間團體辦理終身學習講堂與活動。 

何 OO：目前相關的講座活動已經有很多，此策略沒新意。 

黃 OO：意義不清。 

賴 OO：終身學習範圍太廣，講堂活動之主題為何？建議要聚焦。講堂活動

可以是實體及線上形式。 
王 OO：「講堂活動」意義欠清晰，或可改為「終身學習國民講座」。 

蔡 OO：辦理終身學習趨勢講堂活動或辦理終身學習大師講堂活動。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16 4 0 4.37 1.0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普發全民終身學習券。 

夏 OO：注意避免流於免費的迷思，學習是基於需求，使用者付費概念應逐

步落實。 

何 OO：此策略需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黃 OO：意義不明確。 

王 OO：是否仍用「卡」，以期「累計」的功能，可再斟酌。 

江 OO：可搭配抵稅券的設計，可激勵大型企業經營管理機構，以有效提升

人力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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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OO：可搭配抵稅券的設計，可激勵大型企業經營管理機構，以有效提升

人力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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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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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建置多元的行銷策略，如：將上述吉祥物、週邊商品與本

項之刊物列入，加上運用社群媒體行銷等」。 
黃 OO：「刊」物，好像有錯字。 

黃 OO：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多元媒介。 

賴 OO：建議改成“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刋物或電子媒體”。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17 3 0 4.50 0.69 5.00 

【修正意見】 
何 OO：九月的第一週為 UNESCO 的終身學習週，建議於該週舉辦，以提

振國際能見度。 
蔡 OO：2-1-1-4 舉辦終身學習多元活動。 
黃 OO：訂定終身學習週（節）舉辦相關倡導活動。 
王 OO：「週」改成「周」。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 11 7 2 3.75 1.2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或活動，規劃辦理終身學習活動。 

林 OO：獎勵民間團體辦理終身學習講堂與活動。 

何 OO：目前相關的講座活動已經有很多，此策略沒新意。 

黃 OO：意義不清。 

賴 OO：終身學習範圍太廣，講堂活動之主題為何？建議要聚焦。講堂活動

可以是實體及線上形式。 
王 OO：「講堂活動」意義欠清晰，或可改為「終身學習國民講座」。 

蔡 OO：辦理終身學習趨勢講堂活動或辦理終身學習大師講堂活動。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16 4 0 4.37 1.0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普發全民終身學習券。 

夏 OO：注意避免流於免費的迷思，學習是基於需求，使用者付費概念應逐

步落實。 

何 OO：此策略需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黃 OO：意義不明確。 

王 OO：是否仍用「卡」，以期「累計」的功能，可再斟酌。 

江 OO：可搭配抵稅券的設計，可激勵大型企業經營管理機構，以有效提升

人力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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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13 6 1 4.53 0.70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機關、企業、民間團體，發展學習型組織。 

黃 OO：建議發展終身學習機構。 

何 OO：此策略空泛，與 1998 年以來的發展學習型組織有何不同？ 
黃 OO：與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所提之具體途徑之差異？（至少文字上須修

飾，以彰顯創新之處） 
王 OO：此概念太大，且與以下之 2-1-1-8 重複。 
胡 OO：各種類型學習型組織。 
蔡 OO：發展學習型組織為本研究目標，若目標與短期策略寫法一致，邏輯

似有不妥。建議改寫為幾個更具體策略作法，例如：推動組織自

主學習團體。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16 2 2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何 OO：此策略應有先期的策略，放在短期策略可行性不高。 

黃 OO：與目前策略之差異？（至少文字上須修飾以彰顯創新之處） 

王 OO：短期行動策略，建議從「家庭」或「社區」著手。 
蔡 OO：意見同上（2-1-1-7）。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16 2 2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蔡 OO：完備終身學習法規。 

林 OO：增加廢除補習與進修教育法。 

何 OO：應具體說明哪些項目有待修正。應為配套措施，而非策略。 

黃 OO：修訂終身學習法，明訂「終身教育師」的法源依據，並且建立終身

教育師的國家任用制度。 
黃 OO：為什麼而修（至少文字上須修飾）ex. 適時修訂終身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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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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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建置多元的行銷策略，如：將上述吉祥物、週邊商品與本

項之刊物列入，加上運用社群媒體行銷等」。 
黃 OO：「刊」物，好像有錯字。 

黃 OO：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多元媒介。 

賴 OO：建議改成“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刋物或電子媒體”。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17 3 0 4.50 0.69 5.00 

【修正意見】 
何 OO：九月的第一週為 UNESCO 的終身學習週，建議於該週舉辦，以提

振國際能見度。 
蔡 OO：2-1-1-4 舉辦終身學習多元活動。 
黃 OO：訂定終身學習週（節）舉辦相關倡導活動。 
王 OO：「週」改成「周」。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 11 7 2 3.75 1.2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或活動，規劃辦理終身學習活動。 

林 OO：獎勵民間團體辦理終身學習講堂與活動。 

何 OO：目前相關的講座活動已經有很多，此策略沒新意。 

黃 OO：意義不清。 

賴 OO：終身學習範圍太廣，講堂活動之主題為何？建議要聚焦。講堂活動

可以是實體及線上形式。 
王 OO：「講堂活動」意義欠清晰，或可改為「終身學習國民講座」。 

蔡 OO：辦理終身學習趨勢講堂活動或辦理終身學習大師講堂活動。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16 4 0 4.37 1.0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普發全民終身學習券。 

夏 OO：注意避免流於免費的迷思，學習是基於需求，使用者付費概念應逐

步落實。 

何 OO：此策略需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黃 OO：意義不明確。 

王 OO：是否仍用「卡」，以期「累計」的功能，可再斟酌。 

江 OO：可搭配抵稅券的設計，可激勵大型企業經營管理機構，以有效提升

人力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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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第九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綜整 

267 
 

改為「建置多元的行銷策略，如：將上述吉祥物、週邊商品與本

項之刊物列入，加上運用社群媒體行銷等」。 
黃 OO：「刊」物，好像有錯字。 

黃 OO：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多元媒介。 

賴 OO：建議改成“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刋物或電子媒體”。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17 3 0 4.50 0.69 5.00 

【修正意見】 
何 OO：九月的第一週為 UNESCO 的終身學習週，建議於該週舉辦，以提

振國際能見度。 
蔡 OO：2-1-1-4 舉辦終身學習多元活動。 
黃 OO：訂定終身學習週（節）舉辦相關倡導活動。 
王 OO：「週」改成「周」。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 11 7 2 3.75 1.2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或活動，規劃辦理終身學習活動。 

林 OO：獎勵民間團體辦理終身學習講堂與活動。 

何 OO：目前相關的講座活動已經有很多，此策略沒新意。 

黃 OO：意義不清。 

賴 OO：終身學習範圍太廣，講堂活動之主題為何？建議要聚焦。講堂活動

可以是實體及線上形式。 
王 OO：「講堂活動」意義欠清晰，或可改為「終身學習國民講座」。 

蔡 OO：辦理終身學習趨勢講堂活動或辦理終身學習大師講堂活動。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16 4 0 4.37 1.01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普發全民終身學習券。 

夏 OO：注意避免流於免費的迷思，學習是基於需求，使用者付費概念應逐

步落實。 

何 OO：此策略需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黃 OO：意義不明確。 

王 OO：是否仍用「卡」，以期「累計」的功能，可再斟酌。 

江 OO：可搭配抵稅券的設計，可激勵大型企業經營管理機構，以有效提升

人力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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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13 6 1 4.53 0.70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機關、企業、民間團體，發展學習型組織。 

黃 OO：建議發展終身學習機構。 

何 OO：此策略空泛，與 1998 年以來的發展學習型組織有何不同？ 
黃 OO：與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所提之具體途徑之差異？（至少文字上須修

飾，以彰顯創新之處） 
王 OO：此概念太大，且與以下之 2-1-1-8 重複。 
胡 OO：各種類型學習型組織。 
蔡 OO：發展學習型組織為本研究目標，若目標與短期策略寫法一致，邏輯

似有不妥。建議改寫為幾個更具體策略作法，例如：推動組織自

主學習團體。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16 2 2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何 OO：此策略應有先期的策略，放在短期策略可行性不高。 

黃 OO：與目前策略之差異？（至少文字上須修飾以彰顯創新之處） 

王 OO：短期行動策略，建議從「家庭」或「社區」著手。 
蔡 OO：意見同上（2-1-1-7）。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16 2 2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蔡 OO：完備終身學習法規。 

林 OO：增加廢除補習與進修教育法。 

何 OO：應具體說明哪些項目有待修正。應為配套措施，而非策略。 

黃 OO：修訂終身學習法，明訂「終身教育師」的法源依據，並且建立終身

教育師的國家任用制度。 
黃 OO：為什麼而修（至少文字上須修飾）ex. 適時修訂終身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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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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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

程 
18 2 0 4.70 0.57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整合科技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夏 OO：與 2-1-1-2 一併規劃設計。 
何 OO：建議提到短期策略。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

終身學習機構內 
15 4 1 4.63 0.6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及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夏 OO：應思考其就業市場，不要創造名詞，不求實際。 

黃 OO：需界定終身教育師之定義、角色與功能，才能決定培訓的內容及是

否認同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王 OO：此重要政策，恐需列為長期行動策略。 

蔡 OO：培訓與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17 3 0 4.60 0.60 5.00 

【修正意見】 
夏 OO：關鍵在非正規學習認證可否成功，若否，也只是多一個自己開心的

帳戶而已。 

黃 OO：此制度之主要目的為何及是否包涵相關的配套措施，以確保其可行

性。 

王 OO：注意與終身學習券的異同與整合運用。 

蔡 OO：建立終身學習學分銀行及成就認證機制（因為若只有學分數而沒有

相關配套措施，如認證機制，恐無法達到鼓勵與應用效果）。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11 7 2 4.42 0.84 5.00 

【修正意見】 
蔡 OO：發展國家資歷架構。 

夏 OO：不要把大學申請入學那套搬來，終身學習要大家樂學，不要太功利

掛帥。 

（2） 2-1-2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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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13 6 1 4.53 0.70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機關、企業、民間團體，發展學習型組織。 

黃 OO：建議發展終身學習機構。 

何 OO：此策略空泛，與 1998 年以來的發展學習型組織有何不同？ 
黃 OO：與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所提之具體途徑之差異？（至少文字上須修

飾，以彰顯創新之處） 
王 OO：此概念太大，且與以下之 2-1-1-8 重複。 
胡 OO：各種類型學習型組織。 
蔡 OO：發展學習型組織為本研究目標，若目標與短期策略寫法一致，邏輯

似有不妥。建議改寫為幾個更具體策略作法，例如：推動組織自

主學習團體。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16 2 2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何 OO：此策略應有先期的策略，放在短期策略可行性不高。 

黃 OO：與目前策略之差異？（至少文字上須修飾以彰顯創新之處） 

王 OO：短期行動策略，建議從「家庭」或「社區」著手。 
蔡 OO：意見同上（2-1-1-7）。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16 2 2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蔡 OO：完備終身學習法規。 

林 OO：增加廢除補習與進修教育法。 

何 OO：應具體說明哪些項目有待修正。應為配套措施，而非策略。 

黃 OO：修訂終身學習法，明訂「終身教育師」的法源依據，並且建立終身

教育師的國家任用制度。 
黃 OO：為什麼而修（至少文字上須修飾）ex. 適時修訂終身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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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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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

程 
18 2 0 4.70 0.57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整合科技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夏 OO：與 2-1-1-2 一併規劃設計。 
何 OO：建議提到短期策略。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

終身學習機構內 
15 4 1 4.63 0.6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及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夏 OO：應思考其就業市場，不要創造名詞，不求實際。 

黃 OO：需界定終身教育師之定義、角色與功能，才能決定培訓的內容及是

否認同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王 OO：此重要政策，恐需列為長期行動策略。 

蔡 OO：培訓與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17 3 0 4.60 0.60 5.00 

【修正意見】 
夏 OO：關鍵在非正規學習認證可否成功，若否，也只是多一個自己開心的

帳戶而已。 

黃 OO：此制度之主要目的為何及是否包涵相關的配套措施，以確保其可行

性。 

王 OO：注意與終身學習券的異同與整合運用。 

蔡 OO：建立終身學習學分銀行及成就認證機制（因為若只有學分數而沒有

相關配套措施，如認證機制，恐無法達到鼓勵與應用效果）。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11 7 2 4.42 0.84 5.00 

【修正意見】 
蔡 OO：發展國家資歷架構。 

夏 OO：不要把大學申請入學那套搬來，終身學習要大家樂學，不要太功利

掛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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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OO：此一策略應為短期策略，作為學分銀行制度的先期策略。 

黃 OO：目的與方法為何？ 

賴 OO：學習歷程檔案，建議可依台北 E 大模式，登入會員，就可看到學

習記錄即可。歷程檔案範圍太大（包含作業上傳等），難度很高，

且平台需人力維持，屆時執行有其難度。 
王 OO：如有「終身學習卡」、「學分銀行」或「券」，渠等功能兼用，無須

「學習歷程檔案」；況且其概念已被「窄化及污名化」。 

胡 OO：全民終身學習歷程。 

蔡 OO：發展終身學習國家資歷架構檔案。 

蔡 OO：從學分銀行應能看出個人學習歷程，建議整併此二項策略。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

機制 
18 2 0 4.75 0.44 5.00 

【修正意見】 
何 OO：此一策略應為短期策略，建議作為學分銀行的先期策略。 

(3) 2-1-3 長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

振興院」（名稱暫定） 
16 4 0 4.68 0.67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有獨立之預算與編制。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國家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層級為何？ 

王 OO：漫漫長路…或可近中期兼從「國家教育研究院」增設「終身學習」

專責單位。 

江 OO：新設單位需修法通過，緩不濟急，或許可轉型現有大學成立專責的

「終身學習大學」，其性質像師範大學，但整合各界資源，並聚焦

推動師資、教學、評量…）。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15 5 0 4.63 0.6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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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

程 
18 2 0 4.70 0.57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整合科技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夏 OO：與 2-1-1-2 一併規劃設計。 
何 OO：建議提到短期策略。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

終身學習機構內 
15 4 1 4.63 0.6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及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夏 OO：應思考其就業市場，不要創造名詞，不求實際。 

黃 OO：需界定終身教育師之定義、角色與功能，才能決定培訓的內容及是

否認同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王 OO：此重要政策，恐需列為長期行動策略。 

蔡 OO：培訓與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17 3 0 4.60 0.60 5.00 

【修正意見】 
夏 OO：關鍵在非正規學習認證可否成功，若否，也只是多一個自己開心的

帳戶而已。 

黃 OO：此制度之主要目的為何及是否包涵相關的配套措施，以確保其可行

性。 

王 OO：注意與終身學習券的異同與整合運用。 

蔡 OO：建立終身學習學分銀行及成就認證機制（因為若只有學分數而沒有

相關配套措施，如認證機制，恐無法達到鼓勵與應用效果）。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11 7 2 4.42 0.84 5.00 

【修正意見】 
蔡 OO：發展國家資歷架構。 

夏 OO：不要把大學申請入學那套搬來，終身學習要大家樂學，不要太功利

掛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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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

程 
18 2 0 4.70 0.57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整合科技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夏 OO：與 2-1-1-2 一併規劃設計。 
何 OO：建議提到短期策略。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

終身學習機構內 
15 4 1 4.63 0.6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及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夏 OO：應思考其就業市場，不要創造名詞，不求實際。 

黃 OO：需界定終身教育師之定義、角色與功能，才能決定培訓的內容及是

否認同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王 OO：此重要政策，恐需列為長期行動策略。 

蔡 OO：培訓與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17 3 0 4.60 0.60 5.00 

【修正意見】 
夏 OO：關鍵在非正規學習認證可否成功，若否，也只是多一個自己開心的

帳戶而已。 

黃 OO：此制度之主要目的為何及是否包涵相關的配套措施，以確保其可行

性。 

王 OO：注意與終身學習券的異同與整合運用。 

蔡 OO：建立終身學習學分銀行及成就認證機制（因為若只有學分數而沒有

相關配套措施，如認證機制，恐無法達到鼓勵與應用效果）。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11 7 2 4.42 0.84 5.00 

【修正意見】 
蔡 OO：發展國家資歷架構。 

夏 OO：不要把大學申請入學那套搬來，終身學習要大家樂學，不要太功利

掛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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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13 6 1 4.53 0.70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機關、企業、民間團體，發展學習型組織。 

黃 OO：建議發展終身學習機構。 

何 OO：此策略空泛，與 1998 年以來的發展學習型組織有何不同？ 
黃 OO：與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所提之具體途徑之差異？（至少文字上須修

飾，以彰顯創新之處） 
王 OO：此概念太大，且與以下之 2-1-1-8 重複。 
胡 OO：各種類型學習型組織。 
蔡 OO：發展學習型組織為本研究目標，若目標與短期策略寫法一致，邏輯

似有不妥。建議改寫為幾個更具體策略作法，例如：推動組織自

主學習團體。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16 2 2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何 OO：此策略應有先期的策略，放在短期策略可行性不高。 

黃 OO：與目前策略之差異？（至少文字上須修飾以彰顯創新之處） 

王 OO：短期行動策略，建議從「家庭」或「社區」著手。 
蔡 OO：意見同上（2-1-1-7）。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16 2 2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蔡 OO：完備終身學習法規。 

林 OO：增加廢除補習與進修教育法。 

何 OO：應具體說明哪些項目有待修正。應為配套措施，而非策略。 

黃 OO：修訂終身學習法，明訂「終身教育師」的法源依據，並且建立終身

教育師的國家任用制度。 
黃 OO：為什麼而修（至少文字上須修飾）ex. 適時修訂終身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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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11 5 4 3.80 1.28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建議加終身學習 Logo。 
夏 OO：建議有全國一致的標誌，不要各自為政，混淆焦點。 
何 OO：這是行銷的做法，非為策略。 
黃 OO：目前市面上吉祥物太多了，無法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黃 OO：設計終身學習象徵物件與口號（slogan）。 
劉 OO：建議也可設計終身學習 slogan。 
王 OO：「或」標誌，「並」開發...。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12 7 1 4.68 0.4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終身學習資源，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夏 OO：中央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並應立即建置統一平台（系統），著手

整合工作，避免各縣市各自建立難以整合；另外私部門統整工作

仍缺乏統整，應一併納入。 

何 OO：建議修正為「整合終身學習機構，建置協力平台與對話機制」。 

蔡 OO：2-1-1-2 建構終身學習及績效平台。 

劉 OO：平台→字應修為平臺。 

賴 OO：若此平台僅有提供訊息與課程，可改成“建構終身學習資訊平台”。 

王 OO：「終身學習平台」意義模糊。 

胡 OO：平台所指為何需有所定義。 

蔡 OO：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平台。 

蔡 OO：平台的概念相當廣泛，是否意指數位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

刋物或媒介 
16 4 0 4.35 0.75 5.00 

【修正意見】 
鄧 OO：鼓勵、委託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媒介。 

何 OO：這是行銷作法，非為策略，且目前各縣市政府各有其作為，建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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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

程 
18 2 0 4.70 0.57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整合科技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夏 OO：與 2-1-1-2 一併規劃設計。 
何 OO：建議提到短期策略。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

終身學習機構內 
15 4 1 4.63 0.6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及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夏 OO：應思考其就業市場，不要創造名詞，不求實際。 

黃 OO：需界定終身教育師之定義、角色與功能，才能決定培訓的內容及是

否認同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王 OO：此重要政策，恐需列為長期行動策略。 

蔡 OO：培訓與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17 3 0 4.60 0.60 5.00 

【修正意見】 
夏 OO：關鍵在非正規學習認證可否成功，若否，也只是多一個自己開心的

帳戶而已。 

黃 OO：此制度之主要目的為何及是否包涵相關的配套措施，以確保其可行

性。 

王 OO：注意與終身學習券的異同與整合運用。 

蔡 OO：建立終身學習學分銀行及成就認證機制（因為若只有學分數而沒有

相關配套措施，如認證機制，恐無法達到鼓勵與應用效果）。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11 7 2 4.42 0.84 5.00 

【修正意見】 
蔡 OO：發展國家資歷架構。 

夏 OO：不要把大學申請入學那套搬來，終身學習要大家樂學，不要太功利

掛帥。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270 
 

何 OO：此一策略應為短期策略，作為學分銀行制度的先期策略。 

黃 OO：目的與方法為何？ 

賴 OO：學習歷程檔案，建議可依台北 E 大模式，登入會員，就可看到學

習記錄即可。歷程檔案範圍太大（包含作業上傳等），難度很高，

且平台需人力維持，屆時執行有其難度。 
王 OO：如有「終身學習卡」、「學分銀行」或「券」，渠等功能兼用，無須

「學習歷程檔案」；況且其概念已被「窄化及污名化」。 

胡 OO：全民終身學習歷程。 

蔡 OO：發展終身學習國家資歷架構檔案。 

蔡 OO：從學分銀行應能看出個人學習歷程，建議整併此二項策略。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

機制 
18 2 0 4.75 0.44 5.00 

【修正意見】 
何 OO：此一策略應為短期策略，建議作為學分銀行的先期策略。 

(3) 2-1-3 長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

振興院」（名稱暫定） 
16 4 0 4.68 0.67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有獨立之預算與編制。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國家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層級為何？ 

王 OO：漫漫長路…或可近中期兼從「國家教育研究院」增設「終身學習」

專責單位。 

江 OO：新設單位需修法通過，緩不濟急，或許可轉型現有大學成立專責的

「終身學習大學」，其性質像師範大學，但整合各界資源，並聚焦

推動師資、教學、評量…）。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15 5 0 4.63 0.6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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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

程 
18 2 0 4.70 0.57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整合科技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夏 OO：與 2-1-1-2 一併規劃設計。 
何 OO：建議提到短期策略。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

終身學習機構內 
15 4 1 4.63 0.6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及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夏 OO：應思考其就業市場，不要創造名詞，不求實際。 

黃 OO：需界定終身教育師之定義、角色與功能，才能決定培訓的內容及是

否認同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王 OO：此重要政策，恐需列為長期行動策略。 

蔡 OO：培訓與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17 3 0 4.60 0.60 5.00 

【修正意見】 
夏 OO：關鍵在非正規學習認證可否成功，若否，也只是多一個自己開心的

帳戶而已。 

黃 OO：此制度之主要目的為何及是否包涵相關的配套措施，以確保其可行

性。 

王 OO：注意與終身學習券的異同與整合運用。 

蔡 OO：建立終身學習學分銀行及成就認證機制（因為若只有學分數而沒有

相關配套措施，如認證機制，恐無法達到鼓勵與應用效果）。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11 7 2 4.42 0.84 5.00 

【修正意見】 
蔡 OO：發展國家資歷架構。 

夏 OO：不要把大學申請入學那套搬來，終身學習要大家樂學，不要太功利

掛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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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OO：此一策略應為短期策略，作為學分銀行制度的先期策略。 

黃 OO：目的與方法為何？ 

賴 OO：學習歷程檔案，建議可依台北 E 大模式，登入會員，就可看到學

習記錄即可。歷程檔案範圍太大（包含作業上傳等），難度很高，

且平台需人力維持，屆時執行有其難度。 
王 OO：如有「終身學習卡」、「學分銀行」或「券」，渠等功能兼用，無須

「學習歷程檔案」；況且其概念已被「窄化及污名化」。 

胡 OO：全民終身學習歷程。 

蔡 OO：發展終身學習國家資歷架構檔案。 

蔡 OO：從學分銀行應能看出個人學習歷程，建議整併此二項策略。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

機制 
18 2 0 4.75 0.44 5.00 

【修正意見】 
何 OO：此一策略應為短期策略，建議作為學分銀行的先期策略。 

(3) 2-1-3 長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

振興院」（名稱暫定） 
16 4 0 4.68 0.67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有獨立之預算與編制。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國家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層級為何？ 

王 OO：漫漫長路…或可近中期兼從「國家教育研究院」增設「終身學習」

專責單位。 

江 OO：新設單位需修法通過，緩不濟急，或許可轉型現有大學成立專責的

「終身學習大學」，其性質像師範大學，但整合各界資源，並聚焦

推動師資、教學、評量…）。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15 5 0 4.63 0.68 5.00 

（3） 2-1-3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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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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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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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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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

程 
18 2 0 4.70 0.57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整合科技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夏 OO：與 2-1-1-2 一併規劃設計。 
何 OO：建議提到短期策略。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

終身學習機構內 
15 4 1 4.63 0.6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及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夏 OO：應思考其就業市場，不要創造名詞，不求實際。 

黃 OO：需界定終身教育師之定義、角色與功能，才能決定培訓的內容及是

否認同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王 OO：此重要政策，恐需列為長期行動策略。 

蔡 OO：培訓與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17 3 0 4.60 0.60 5.00 

【修正意見】 
夏 OO：關鍵在非正規學習認證可否成功，若否，也只是多一個自己開心的

帳戶而已。 

黃 OO：此制度之主要目的為何及是否包涵相關的配套措施，以確保其可行

性。 

王 OO：注意與終身學習券的異同與整合運用。 

蔡 OO：建立終身學習學分銀行及成就認證機制（因為若只有學分數而沒有

相關配套措施，如認證機制，恐無法達到鼓勵與應用效果）。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11 7 2 4.42 0.84 5.00 

【修正意見】 
蔡 OO：發展國家資歷架構。 

夏 OO：不要把大學申請入學那套搬來，終身學習要大家樂學，不要太功利

掛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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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參考日本「終身學習局」的限制，建議提升到行政院，比照性別教

育，設置「終身教育局」，發揮跨部會的具體效益。 

江 OO：教育部三位中設置一位終學次長。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

算 
18 2 0 4.85 0.67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太籠統。 基礎點？依什麼原則擴增？ 

王 OO：可考慮於終身學習法明訂中央政府預算的最低比率。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

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16 3 1 4.60 0.6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終身學習機構」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原本命題又落入教育

單位才是推動終身學習的迷思。 

黃 OO：終身學習實施機構應有專用空間與人員編制。 

周 OO：專有場地、人員並非必要性，以資源分享較合適。 

劉 OO：應予→可改為應有。 

王 OO：此建議需長期溝通，或可列為中期，及早對話。社大對「實體化」

並無興趣。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

相關法規 
18 1 1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唐 OO：建議制定專法，依賴修法無法滿足社會的整體發展需求，要量身訂

製專法。 

林 OO：適時應改為積極。 

賴 OO：建議相關法規，舉例說明。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

政策 
14 5 1 4.65 0.93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公告建議改為公布。 

蔡 OO：定期研訂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林 OO：請加入與成果。 

何 OO：此一配套措施沒有實質意義，目前教育部不是陸續在做嗎？ 

黃 OO：適時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誰公告？ 

周 OO：定期研（修）訂，包括“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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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OO：此一策略應為短期策略，作為學分銀行制度的先期策略。 

黃 OO：目的與方法為何？ 

賴 OO：學習歷程檔案，建議可依台北 E 大模式，登入會員，就可看到學

習記錄即可。歷程檔案範圍太大（包含作業上傳等），難度很高，

且平台需人力維持，屆時執行有其難度。 
王 OO：如有「終身學習卡」、「學分銀行」或「券」，渠等功能兼用，無須

「學習歷程檔案」；況且其概念已被「窄化及污名化」。 

胡 OO：全民終身學習歷程。 

蔡 OO：發展終身學習國家資歷架構檔案。 

蔡 OO：從學分銀行應能看出個人學習歷程，建議整併此二項策略。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

機制 
18 2 0 4.75 0.44 5.00 

【修正意見】 
何 OO：此一策略應為短期策略，建議作為學分銀行的先期策略。 

(3) 2-1-3 長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

振興院」（名稱暫定） 
16 4 0 4.68 0.67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有獨立之預算與編制。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國家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層級為何？ 

王 OO：漫漫長路…或可近中期兼從「國家教育研究院」增設「終身學習」

專責單位。 

江 OO：新設單位需修法通過，緩不濟急，或許可轉型現有大學成立專責的

「終身學習大學」，其性質像師範大學，但整合各界資源，並聚焦

推動師資、教學、評量…）。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15 5 0 4.63 0.6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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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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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2. 2-2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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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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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

程 
18 2 0 4.70 0.57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整合科技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夏 OO：與 2-1-1-2 一併規劃設計。 
何 OO：建議提到短期策略。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

終身學習機構內 
15 4 1 4.63 0.68 5.00 

【修正意見】 
鄧 OO：整合及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夏 OO：應思考其就業市場，不要創造名詞，不求實際。 

黃 OO：需界定終身教育師之定義、角色與功能，才能決定培訓的內容及是

否認同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王 OO：此重要政策，恐需列為長期行動策略。 

蔡 OO：培訓與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17 3 0 4.60 0.60 5.00 

【修正意見】 
夏 OO：關鍵在非正規學習認證可否成功，若否，也只是多一個自己開心的

帳戶而已。 

黃 OO：此制度之主要目的為何及是否包涵相關的配套措施，以確保其可行

性。 

王 OO：注意與終身學習券的異同與整合運用。 

蔡 OO：建立終身學習學分銀行及成就認證機制（因為若只有學分數而沒有

相關配套措施，如認證機制，恐無法達到鼓勵與應用效果）。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11 7 2 4.42 0.84 5.00 

【修正意見】 
蔡 OO：發展國家資歷架構。 

夏 OO：不要把大學申請入學那套搬來，終身學習要大家樂學，不要太功利

掛帥。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272 
 

王 OO：參考日本「終身學習局」的限制，建議提升到行政院，比照性別教

育，設置「終身教育局」，發揮跨部會的具體效益。 

江 OO：教育部三位中設置一位終學次長。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

算 
18 2 0 4.85 0.67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太籠統。 基礎點？依什麼原則擴增？ 

王 OO：可考慮於終身學習法明訂中央政府預算的最低比率。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

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16 3 1 4.60 0.6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終身學習機構」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原本命題又落入教育

單位才是推動終身學習的迷思。 

黃 OO：終身學習實施機構應有專用空間與人員編制。 

周 OO：專有場地、人員並非必要性，以資源分享較合適。 

劉 OO：應予→可改為應有。 

王 OO：此建議需長期溝通，或可列為中期，及早對話。社大對「實體化」

並無興趣。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

相關法規 
18 1 1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唐 OO：建議制定專法，依賴修法無法滿足社會的整體發展需求，要量身訂

製專法。 

林 OO：適時應改為積極。 

賴 OO：建議相關法規，舉例說明。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

政策 
14 5 1 4.65 0.93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公告建議改為公布。 

蔡 OO：定期研訂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林 OO：請加入與成果。 

何 OO：此一配套措施沒有實質意義，目前教育部不是陸續在做嗎？ 

黃 OO：適時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誰公告？ 

周 OO：定期研（修）訂，包括“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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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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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參考日本「終身學習局」的限制，建議提升到行政院，比照性別教

育，設置「終身教育局」，發揮跨部會的具體效益。 

江 OO：教育部三位中設置一位終學次長。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

算 
18 2 0 4.85 0.67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太籠統。 基礎點？依什麼原則擴增？ 

王 OO：可考慮於終身學習法明訂中央政府預算的最低比率。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

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16 3 1 4.60 0.6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終身學習機構」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原本命題又落入教育

單位才是推動終身學習的迷思。 

黃 OO：終身學習實施機構應有專用空間與人員編制。 

周 OO：專有場地、人員並非必要性，以資源分享較合適。 

劉 OO：應予→可改為應有。 

王 OO：此建議需長期溝通，或可列為中期，及早對話。社大對「實體化」

並無興趣。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

相關法規 
18 1 1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唐 OO：建議制定專法，依賴修法無法滿足社會的整體發展需求，要量身訂

製專法。 

林 OO：適時應改為積極。 

賴 OO：建議相關法規，舉例說明。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

政策 
14 5 1 4.65 0.93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公告建議改為公布。 

蔡 OO：定期研訂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林 OO：請加入與成果。 

何 OO：此一配套措施沒有實質意義，目前教育部不是陸續在做嗎？ 

黃 OO：適時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誰公告？ 

周 OO：定期研（修）訂，包括“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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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應有年度、重點之延續性政策。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18 2 0 4.90 0.31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 

黃 OO：目的 方法 內涵 等等 與 2-1-1-2 之區隔？ 

王 OO：此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2 4 4 4.44 1.04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是需求問題，不應將無需求者定義為素養不足。 

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資源充足，宣導自然擴增。 

何 OO：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資源如何整合與運用。 

黃 OO：加強終身學習之宣導。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13 5 2 4.26 1.24 5.00 

【修正意見】 
王 OO：社會民眾改為民眾使其與前面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相一致。 
夏 OO：仍須回應民眾需求問題，沒有切中需求何來參與？ 
何 OO：提升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是目標，不能列為困境。 
黃 OO：提高社會民眾終身學習之參與率。 

第九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綜整 

273 
 

王 OO：應有年度、重點之延續性政策。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18 2 0 4.90 0.31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 

黃 OO：目的 方法 內涵 等等 與 2-1-1-2 之區隔？ 

王 OO：此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2 4 4 4.44 1.04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是需求問題，不應將無需求者定義為素養不足。 

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資源充足，宣導自然擴增。 

何 OO：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資源如何整合與運用。 

黃 OO：加強終身學習之宣導。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13 5 2 4.26 1.24 5.00 

【修正意見】 
王 OO：社會民眾改為民眾使其與前面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相一致。 
夏 OO：仍須回應民眾需求問題，沒有切中需求何來參與？ 
何 OO：提升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是目標，不能列為困境。 
黃 OO：提高社會民眾終身學習之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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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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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參考日本「終身學習局」的限制，建議提升到行政院，比照性別教

育，設置「終身教育局」，發揮跨部會的具體效益。 

江 OO：教育部三位中設置一位終學次長。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

算 
18 2 0 4.85 0.67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太籠統。 基礎點？依什麼原則擴增？ 

王 OO：可考慮於終身學習法明訂中央政府預算的最低比率。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

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16 3 1 4.60 0.6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終身學習機構」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原本命題又落入教育

單位才是推動終身學習的迷思。 

黃 OO：終身學習實施機構應有專用空間與人員編制。 

周 OO：專有場地、人員並非必要性，以資源分享較合適。 

劉 OO：應予→可改為應有。 

王 OO：此建議需長期溝通，或可列為中期，及早對話。社大對「實體化」

並無興趣。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

相關法規 
18 1 1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唐 OO：建議制定專法，依賴修法無法滿足社會的整體發展需求，要量身訂

製專法。 

林 OO：適時應改為積極。 

賴 OO：建議相關法規，舉例說明。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

政策 
14 5 1 4.65 0.93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公告建議改為公布。 

蔡 OO：定期研訂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林 OO：請加入與成果。 

何 OO：此一配套措施沒有實質意義，目前教育部不是陸續在做嗎？ 

黃 OO：適時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誰公告？ 

周 OO：定期研（修）訂，包括“修”訂。 



第九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綜整

299

第九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綜整 

271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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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參考日本「終身學習局」的限制，建議提升到行政院，比照性別教

育，設置「終身教育局」，發揮跨部會的具體效益。 

江 OO：教育部三位中設置一位終學次長。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

算 
18 2 0 4.85 0.67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太籠統。 基礎點？依什麼原則擴增？ 

王 OO：可考慮於終身學習法明訂中央政府預算的最低比率。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

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16 3 1 4.60 0.6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終身學習機構」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原本命題又落入教育

單位才是推動終身學習的迷思。 

黃 OO：終身學習實施機構應有專用空間與人員編制。 

周 OO：專有場地、人員並非必要性，以資源分享較合適。 

劉 OO：應予→可改為應有。 

王 OO：此建議需長期溝通，或可列為中期，及早對話。社大對「實體化」

並無興趣。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

相關法規 
18 1 1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唐 OO：建議制定專法，依賴修法無法滿足社會的整體發展需求，要量身訂

製專法。 

林 OO：適時應改為積極。 

賴 OO：建議相關法規，舉例說明。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

政策 
14 5 1 4.65 0.93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公告建議改為公布。 

蔡 OO：定期研訂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林 OO：請加入與成果。 

何 OO：此一配套措施沒有實質意義，目前教育部不是陸續在做嗎？ 

黃 OO：適時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誰公告？ 

周 OO：定期研（修）訂，包括“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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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應有年度、重點之延續性政策。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18 2 0 4.90 0.31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 

黃 OO：目的 方法 內涵 等等 與 2-1-1-2 之區隔？ 

王 OO：此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2 4 4 4.44 1.04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是需求問題，不應將無需求者定義為素養不足。 

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資源充足，宣導自然擴增。 

何 OO：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資源如何整合與運用。 

黃 OO：加強終身學習之宣導。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13 5 2 4.26 1.24 5.00 

【修正意見】 
王 OO：社會民眾改為民眾使其與前面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相一致。 
夏 OO：仍須回應民眾需求問題，沒有切中需求何來參與？ 
何 OO：提升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是目標，不能列為困境。 
黃 OO：提高社會民眾終身學習之參與率。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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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應有年度、重點之延續性政策。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18 2 0 4.90 0.31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 

黃 OO：目的 方法 內涵 等等 與 2-1-1-2 之區隔？ 

王 OO：此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2 4 4 4.44 1.04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是需求問題，不應將無需求者定義為素養不足。 

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資源充足，宣導自然擴增。 

何 OO：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資源如何整合與運用。 

黃 OO：加強終身學習之宣導。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13 5 2 4.26 1.24 5.00 

【修正意見】 
王 OO：社會民眾改為民眾使其與前面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相一致。 
夏 OO：仍須回應民眾需求問題，沒有切中需求何來參與？ 
何 OO：提升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是目標，不能列為困境。 
黃 OO：提高社會民眾終身學習之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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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並且需要在短期策略中配置相關策略，並且建議

用終身學習機構，名稱不見得要學其他國家。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性。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

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14 6 0 4.79 0.4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應思考現行機構轉型，不要新設，並有獨立經費編制才能成功。 

何 OO：此應為中期策略。 

黃 OO：館與中心的關係？ 新建或資源盤點整合？ 

賴 OO：“終身學習館”與“終身學習中心”層級，可能須再考量名稱適切

性。 

王 OO：鄉鎮區二級行政機關，建議可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第三級之村

里及社區，可設置「終身學習站」。 

蔡 OO：建議改為終身學習站，目的在於提供地區終身學習訊息及整合終身

學習資源，否則若再增設終身學習中心（目的是提供學習活動），

可能會與目前其它終身學習機構，如樂齡學習、社大之學習活動

重疊。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

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14 5 1 4.68 0.5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行政院終身學習委員會」，行政院層級才能有效統整。 

唐 OO：層級建議要更高才能發會整合各部會及組織的功能。 

黃 OO：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審議會推展委員會。 

劉 OO：目標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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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參考日本「終身學習局」的限制，建議提升到行政院，比照性別教

育，設置「終身教育局」，發揮跨部會的具體效益。 

江 OO：教育部三位中設置一位終學次長。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

算 
18 2 0 4.85 0.67 5.00 

【修正意見】 
黃 OO：太籠統。 基礎點？依什麼原則擴增？ 

王 OO：可考慮於終身學習法明訂中央政府預算的最低比率。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

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16 3 1 4.60 0.68 5.00 

【修正意見】 
夏 OO：「終身學習機構」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原本命題又落入教育

單位才是推動終身學習的迷思。 

黃 OO：終身學習實施機構應有專用空間與人員編制。 

周 OO：專有場地、人員並非必要性，以資源分享較合適。 

劉 OO：應予→可改為應有。 

王 OO：此建議需長期溝通，或可列為中期，及早對話。社大對「實體化」

並無興趣。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

相關法規 
18 1 1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唐 OO：建議制定專法，依賴修法無法滿足社會的整體發展需求，要量身訂

製專法。 

林 OO：適時應改為積極。 

賴 OO：建議相關法規，舉例說明。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

政策 
14 5 1 4.65 0.93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公告建議改為公布。 

蔡 OO：定期研訂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林 OO：請加入與成果。 

何 OO：此一配套措施沒有實質意義，目前教育部不是陸續在做嗎？ 

黃 OO：適時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誰公告？ 

周 OO：定期研（修）訂，包括“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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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OO：建議修改為“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王 OO：「社會民眾」一詞，也建議與「國民」或「民眾」一致。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14 6 0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政府領導與政策承諾力道不足。 

夏 OO：政府「重視」或支持待加強。 

何 OO：建議修正為：「政府的政策支持與資源投入有待強化」。 

黃 OO：加強政府之支持。 
劉 OO：建議挪到 2-3-1。 
王 OO：「政府」亦可修正為「政策」。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17 3 0 4.30 1.26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待解決建議改為待弭平。 

黃 OO：減少民眾數位學習落差。 

王 OO：「民眾」一詞的一致性。「數位學習落差」或可簡化為「數位落差」。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

大 
16 3 1 4.79 0.54 5.00 

【修正意見】 
何 OO：這是老問題，是否可以更具體地說明與終身學習的關係？ 

黃 OO：均衡區域之發展。 

賴 OO：此題沒有問到學習，建議加入“學習”於題目中，較明確。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

均，公平性不足 
15 3 2 4.63 0.60 5.00 

【修正意見】 
王 OO：族群之意涵廣泛，建議括號指出是性別、世代、種族等或是全部都

是。 
夏 OO：終身學習以需求為出發，課程應多元，避免用身分區辨對象，提供

主事者認為需要的課程。 
何 OO：這是老問題，是否可以更具體地說明與終身學習的關係？ 
黃 OO：新增一項 2-3-8 網路資源豐富，難以吸引民眾參與終身學習活動。 
黃 OO：均衡不同族群之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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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應有年度、重點之延續性政策。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18 2 0 4.90 0.31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 

黃 OO：目的 方法 內涵 等等 與 2-1-1-2 之區隔？ 

王 OO：此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2 4 4 4.44 1.04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是需求問題，不應將無需求者定義為素養不足。 

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資源充足，宣導自然擴增。 

何 OO：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資源如何整合與運用。 

黃 OO：加強終身學習之宣導。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13 5 2 4.26 1.24 5.00 

【修正意見】 
王 OO：社會民眾改為民眾使其與前面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相一致。 
夏 OO：仍須回應民眾需求問題，沒有切中需求何來參與？ 
何 OO：提升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是目標，不能列為困境。 
黃 OO：提高社會民眾終身學習之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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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資源充足，宣導自然擴增。 

何 OO：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資源如何整合與運用。 

黃 OO：加強終身學習之宣導。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13 5 2 4.26 1.24 5.00 

【修正意見】 
王 OO：社會民眾改為民眾使其與前面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相一致。 
夏 OO：仍須回應民眾需求問題，沒有切中需求何來參與？ 
何 OO：提升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是目標，不能列為困境。 
黃 OO：提高社會民眾終身學習之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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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OO：建議修改為“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王 OO：「社會民眾」一詞，也建議與「國民」或「民眾」一致。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14 6 0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政府領導與政策承諾力道不足。 

夏 OO：政府「重視」或支持待加強。 

何 OO：建議修正為：「政府的政策支持與資源投入有待強化」。 

黃 OO：加強政府之支持。 
劉 OO：建議挪到 2-3-1。 
王 OO：「政府」亦可修正為「政策」。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17 3 0 4.30 1.26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待解決建議改為待弭平。 

黃 OO：減少民眾數位學習落差。 

王 OO：「民眾」一詞的一致性。「數位學習落差」或可簡化為「數位落差」。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

大 
16 3 1 4.79 0.54 5.00 

【修正意見】 
何 OO：這是老問題，是否可以更具體地說明與終身學習的關係？ 

黃 OO：均衡區域之發展。 

賴 OO：此題沒有問到學習，建議加入“學習”於題目中，較明確。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

均，公平性不足 
15 3 2 4.63 0.60 5.00 

【修正意見】 
王 OO：族群之意涵廣泛，建議括號指出是性別、世代、種族等或是全部都

是。 
夏 OO：終身學習以需求為出發，課程應多元，避免用身分區辨對象，提供

主事者認為需要的課程。 
何 OO：這是老問題，是否可以更具體地說明與終身學習的關係？ 
黃 OO：新增一項 2-3-8 網路資源豐富，難以吸引民眾參與終身學習活動。 
黃 OO：均衡不同族群之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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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應有年度、重點之延續性政策。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18 2 0 4.90 0.31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 

黃 OO：目的 方法 內涵 等等 與 2-1-1-2 之區隔？ 

王 OO：此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2 4 4 4.44 1.04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是需求問題，不應將無需求者定義為素養不足。 

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資源充足，宣導自然擴增。 

何 OO：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資源如何整合與運用。 

黃 OO：加強終身學習之宣導。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13 5 2 4.26 1.24 5.00 

【修正意見】 
王 OO：社會民眾改為民眾使其與前面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相一致。 
夏 OO：仍須回應民眾需求問題，沒有切中需求何來參與？ 
何 OO：提升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是目標，不能列為困境。 
黃 OO：提高社會民眾終身學習之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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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 
回應人 回應意見 
鄧 OO 1. 配合發放終身學習券，是否同時建立終身學習紀錄卡。 

2. 在短期策略中，可否考慮增加提升勞動參與率為主軸之培訓課

程，如辦理 老闆、老闆娘學校。 
王 OO 建議新增 2-3-8 現有入學制度缺法彈性，不利於民眾之終身學習。 
夏 OO 1. 強烈建議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避免只以教育部門出發統整。 

2. 公部門資源有限，應思考如何將既有私部門的學習活動統整，

終身學習才 能活潑多元。 
3. 從民眾需求出發，強化使用者付費觀念，學習資源才能可長可

久。 
4. 應設計一套可自給自足的終身學習體系，不應只靠政府預算支

持，促進每 個人成為自發的學習者。(目前的設計思維仍在政

府預算圍繞，期待能跳脫) 
林 OO 1. 配套措施應該列入短中長期目標。 

2. 實施困難與問題應該要有數據資料作為佐證，不能用專家自由

心證。 
3. 各欄位應該要有一兩個空格，讓參與者可以提供不同意見。 

何 OO 1. 短中長期策略如何彼此環環相扣？請更具體說明。 
2. 配套措施如何對應短中長期策略？請更具體說明。 
3. 實施困難與問題應請更具體，目前所提的困境過於空泛，應對

應到實施各策略時 可能遭遇的困境。 
4. 謝謝團隊，辛苦了。以上提供參考！ 

蔡 OO 本案缺乏終身學習的機制，缺乏學習的內容，國民素養的提升作

為引導學習的內容，如：健康素養、環保素養、人文素養、司法

素養、科技素養等。高齡化社會更應強化健康素養的學習。 
周 OO 1. 因為世代學習內容落差，造成數位落差，需補強。 

2. 因為科技創新發展，造成產業快速汰陳出新，連帶專業之能快

速折舊和出新，必須以終身學習補強，如 AI。 
3. 世代公民素養之養成~現代社會公民素養，如 SDGs, ESG 等素

養。 
劉 OO 大架構論述完善，工作團隊辛苦了！ 
王 OO 本問卷的設計很簡潔，惟終身學習乃全民、終生、全面、多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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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OO：建議修改為“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王 OO：「社會民眾」一詞，也建議與「國民」或「民眾」一致。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14 6 0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政府領導與政策承諾力道不足。 

夏 OO：政府「重視」或支持待加強。 

何 OO：建議修正為：「政府的政策支持與資源投入有待強化」。 

黃 OO：加強政府之支持。 
劉 OO：建議挪到 2-3-1。 
王 OO：「政府」亦可修正為「政策」。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17 3 0 4.30 1.26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待解決建議改為待弭平。 

黃 OO：減少民眾數位學習落差。 

王 OO：「民眾」一詞的一致性。「數位學習落差」或可簡化為「數位落差」。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

大 
16 3 1 4.79 0.54 5.00 

【修正意見】 
何 OO：這是老問題，是否可以更具體地說明與終身學習的關係？ 

黃 OO：均衡區域之發展。 

賴 OO：此題沒有問到學習，建議加入“學習”於題目中，較明確。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

均，公平性不足 
15 3 2 4.63 0.60 5.00 

【修正意見】 
王 OO：族群之意涵廣泛，建議括號指出是性別、世代、種族等或是全部都

是。 
夏 OO：終身學習以需求為出發，課程應多元，避免用身分區辨對象，提供

主事者認為需要的課程。 
何 OO：這是老問題，是否可以更具體地說明與終身學習的關係？ 
黃 OO：新增一項 2-3-8 網路資源豐富，難以吸引民眾參與終身學習活動。 
黃 OO：均衡不同族群之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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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應有年度、重點之延續性政策。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18 2 0 4.90 0.31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 

黃 OO：目的 方法 內涵 等等 與 2-1-1-2 之區隔？ 

王 OO：此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2 4 4 4.44 1.04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是需求問題，不應將無需求者定義為素養不足。 

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資源充足，宣導自然擴增。 

何 OO：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資源如何整合與運用。 

黃 OO：加強終身學習之宣導。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13 5 2 4.26 1.24 5.00 

【修正意見】 
王 OO：社會民眾改為民眾使其與前面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相一致。 
夏 OO：仍須回應民眾需求問題，沒有切中需求何來參與？ 
何 OO：提升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是目標，不能列為困境。 
黃 OO：提高社會民眾終身學習之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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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應有年度、重點之延續性政策。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18 2 0 4.90 0.31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 

黃 OO：目的 方法 內涵 等等 與 2-1-1-2 之區隔？ 

王 OO：此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2 4 4 4.44 1.04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是需求問題，不應將無需求者定義為素養不足。 

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資源充足，宣導自然擴增。 

何 OO：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資源如何整合與運用。 

黃 OO：加強終身學習之宣導。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13 5 2 4.26 1.24 5.00 

【修正意見】 
王 OO：社會民眾改為民眾使其與前面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相一致。 
夏 OO：仍須回應民眾需求問題，沒有切中需求何來參與？ 
何 OO：提升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是目標，不能列為困境。 
黃 OO：提高社會民眾終身學習之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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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OO：建議修改為“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王 OO：「社會民眾」一詞，也建議與「國民」或「民眾」一致。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14 6 0 4.75 0.55 5.00 

【修正意見】 
蔡 OO：政府領導與政策承諾力道不足。 

夏 OO：政府「重視」或支持待加強。 

何 OO：建議修正為：「政府的政策支持與資源投入有待強化」。 

黃 OO：加強政府之支持。 
劉 OO：建議挪到 2-3-1。 
王 OO：「政府」亦可修正為「政策」。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17 3 0 4.30 1.26 5.00 

【修正意見】 
王 OO：待解決建議改為待弭平。 

黃 OO：減少民眾數位學習落差。 

王 OO：「民眾」一詞的一致性。「數位學習落差」或可簡化為「數位落差」。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

大 
16 3 1 4.79 0.54 5.00 

【修正意見】 
何 OO：這是老問題，是否可以更具體地說明與終身學習的關係？ 

黃 OO：均衡區域之發展。 

賴 OO：此題沒有問到學習，建議加入“學習”於題目中，較明確。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

均，公平性不足 
15 3 2 4.63 0.60 5.00 

【修正意見】 
王 OO：族群之意涵廣泛，建議括號指出是性別、世代、種族等或是全部都

是。 
夏 OO：終身學習以需求為出發，課程應多元，避免用身分區辨對象，提供

主事者認為需要的課程。 
何 OO：這是老問題，是否可以更具體地說明與終身學習的關係？ 
黃 OO：新增一項 2-3-8 網路資源豐富，難以吸引民眾參與終身學習活動。 
黃 OO：均衡不同族群之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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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OO：應有年度、重點之延續性政策。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18 2 0 4.90 0.31 5.00 

【修正意見】 
夏 OO：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 

黃 OO：目的 方法 內涵 等等 與 2-1-1-2 之區隔？ 

王 OO：此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2 4 4 4.44 1.04 5.00 

【修正意見】 
夏 OO：是需求問題，不應將無需求者定義為素養不足。 

何 OO：推展終身學習就是為提升民眾的終身學習素養，不能列為困境。 

蔡 OO：2-3-1 民眾終身學習動力不足，增加終身學習的內容闕如，無法引

導民眾學習。 
黃 OO：提昇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王 OO：「國民」或「民眾」，建議用法一致。 

江 OO：此項應修辭，否則不適用。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16 2 2 4.42 1.0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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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 
回應人 回應意見 
鄧 OO 1. 配合發放終身學習券，是否同時建立終身學習紀錄卡。 

2. 在短期策略中，可否考慮增加提升勞動參與率為主軸之培訓課

程，如辦理 老闆、老闆娘學校。 
王 OO 建議新增 2-3-8 現有入學制度缺法彈性，不利於民眾之終身學習。 
夏 OO 1. 強烈建議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避免只以教育部門出發統整。 

2. 公部門資源有限，應思考如何將既有私部門的學習活動統整，

終身學習才 能活潑多元。 
3. 從民眾需求出發，強化使用者付費觀念，學習資源才能可長可

久。 
4. 應設計一套可自給自足的終身學習體系，不應只靠政府預算支

持，促進每 個人成為自發的學習者。(目前的設計思維仍在政

府預算圍繞，期待能跳脫) 
林 OO 1. 配套措施應該列入短中長期目標。 

2. 實施困難與問題應該要有數據資料作為佐證，不能用專家自由

心證。 
3. 各欄位應該要有一兩個空格，讓參與者可以提供不同意見。 

何 OO 1. 短中長期策略如何彼此環環相扣？請更具體說明。 
2. 配套措施如何對應短中長期策略？請更具體說明。 
3. 實施困難與問題應請更具體，目前所提的困境過於空泛，應對

應到實施各策略時 可能遭遇的困境。 
4. 謝謝團隊，辛苦了。以上提供參考！ 

蔡 OO 本案缺乏終身學習的機制，缺乏學習的內容，國民素養的提升作

為引導學習的內容，如：健康素養、環保素養、人文素養、司法

素養、科技素養等。高齡化社會更應強化健康素養的學習。 
周 OO 1. 因為世代學習內容落差，造成數位落差，需補強。 

2. 因為科技創新發展，造成產業快速汰陳出新，連帶專業之能快

速折舊和出新，必須以終身學習補強，如 AI。 
3. 世代公民素養之養成~現代社會公民素養，如 SDGs, ESG 等素

養。 
劉 OO 大架構論述完善，工作團隊辛苦了！ 
王 OO 本問卷的設計很簡潔，惟終身學習乃全民、終生、全面、多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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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 
回應人 回應意見 

學習，實屬不易簡化，而造成掛一漏萬。或可依階段，分成不同

重點規劃之。 
蔡 OO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2-3-8 中高齡就業之職能不足，55 歲以上勞

參率低，無以回應少子高齡社會趨勢之退休延緩需求。 
蔡 OO 請問：最後一項實施困難與問題是指：1.針對實施前項策略可能遭

遇問題? 或是 2.分析我國目前終身學習之困境? 看起來好像針對 2
而寫，若是針對 2，可能第 2 頁架構圖之順序應調整。若是針對 1
而寫，可能這些困境與前述策略間之對應性不太明確。 

 

由上面的結果分析來看，各項的平均數在 3.75-4.95 之間，整體平均數

達 4.59，適切性方面獲得多數專家學者肯定。因此，再從修正意見一一加

以考量及回應，進行整理即決定如下： 

（一）刪除題項部分： 

1. 項目 2-1-1-5「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經由第一回合委員

建議，予以刪除。討論如下： 

適切性：11 位委員勾選「適用」、9 位委員勾選「不適用」及

「修改後適用」。 

重要性評定：平均數 3.75，標準差 1.21，顯示委員意見不一致。 

2. 項目 2-1-2-4「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經由第一回合委員建議，

予以刪除。討論如下：  

適切性：11 位委員勾選「適用」、9 位委員勾選「不適用」及

「修改後適用」。 

重要性評定：平均數 4.42，標準差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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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OO 1. 配合發放終身學習券，是否同時建立終身學習紀錄卡。 

2. 在短期策略中，可否考慮增加提升勞動參與率為主軸之培訓課

程，如辦理 老闆、老闆娘學校。 
王 OO 建議新增 2-3-8 現有入學制度缺法彈性，不利於民眾之終身學習。 
夏 OO 1. 強烈建議應由行政院層級統整，避免只以教育部門出發統整。 

2. 公部門資源有限，應思考如何將既有私部門的學習活動統整，

終身學習才 能活潑多元。 
3. 從民眾需求出發，強化使用者付費觀念，學習資源才能可長可

久。 
4. 應設計一套可自給自足的終身學習體系，不應只靠政府預算支

持，促進每 個人成為自發的學習者。(目前的設計思維仍在政

府預算圍繞，期待能跳脫) 
林 OO 1. 配套措施應該列入短中長期目標。 

2. 實施困難與問題應該要有數據資料作為佐證，不能用專家自由

心證。 
3. 各欄位應該要有一兩個空格，讓參與者可以提供不同意見。 

何 OO 1. 短中長期策略如何彼此環環相扣？請更具體說明。 
2. 配套措施如何對應短中長期策略？請更具體說明。 
3. 實施困難與問題應請更具體，目前所提的困境過於空泛，應對

應到實施各策略時 可能遭遇的困境。 
4. 謝謝團隊，辛苦了。以上提供參考！ 

蔡 OO 本案缺乏終身學習的機制，缺乏學習的內容，國民素養的提升作

為引導學習的內容，如：健康素養、環保素養、人文素養、司法

素養、科技素養等。高齡化社會更應強化健康素養的學習。 
周 OO 1. 因為世代學習內容落差，造成數位落差，需補強。 

2. 因為科技創新發展，造成產業快速汰陳出新，連帶專業之能快

速折舊和出新，必須以終身學習補強，如 AI。 
3. 世代公民素養之養成~現代社會公民素養，如 SDGs, ESG 等素

養。 
劉 OO 大架構論述完善，工作團隊辛苦了！ 
王 OO 本問卷的設計很簡潔，惟終身學習乃全民、終生、全面、多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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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 
回應人 回應意見 

學習，實屬不易簡化，而造成掛一漏萬。或可依階段，分成不同

重點規劃之。 
蔡 OO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2-3-8 中高齡就業之職能不足，55 歲以上勞

參率低，無以回應少子高齡社會趨勢之退休延緩需求。 
蔡 OO 請問：最後一項實施困難與問題是指：1.針對實施前項策略可能遭

遇問題? 或是 2.分析我國目前終身學習之困境? 看起來好像針對 2
而寫，若是針對 2，可能第 2 頁架構圖之順序應調整。若是針對 1
而寫，可能這些困境與前述策略間之對應性不太明確。 

 

由上面的結果分析來看，各項的平均數在 3.75-4.95 之間，整體平均數

達 4.59，適切性方面獲得多數專家學者肯定。因此，再從修正意見一一加

以考量及回應，進行整理即決定如下： 

（一）刪除題項部分： 

1. 項目 2-1-1-5「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經由第一回合委員

建議，予以刪除。討論如下： 

適切性：11 位委員勾選「適用」、9 位委員勾選「不適用」及

「修改後適用」。 

重要性評定：平均數 3.75，標準差 1.21，顯示委員意見不一致。 

2. 項目 2-1-2-4「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經由第一回合委員建議，

予以刪除。討論如下：  

適切性：11 位委員勾選「適用」、9 位委員勾選「不適用」及

「修改後適用」。 

重要性評定：平均數 4.42，標準差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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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結果分析來看，各項的平均數在 3.75-4.95 之間，整體平

均數達 4.59，適切性方面獲得多數專家學者肯定。因此，再從修正意

見一一加以考量及回應，進行整理即決定如下：

（一）刪除題項部分：

1. 項目 2-1-1-5「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經由第一回合委員

建議，予以刪除。討論如下：

適切性：11位委員勾選「適用」、9位委員勾選「不適用」及「修

改後適用」。

重要性評定：平均數 3.75，標準差 1.21，顯示委員意見不一致。

2. 項目 2-1-2-4「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經由第一回合委員建議，

予以刪除。討論如下： 

適切性：11位委員勾選「適用」、9位委員勾選「不適用」及「修

改後適用」。

重要性評定：平均數 4.42，標準差 0.84。

3. 項目 2-2-6「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經由第一回合委員建議，

與 2-1-1-2 合併，予以刪除。討論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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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性：有 2 位委員特別勾選「不適用」及「修改後適用」。

並提出應與 2-1-1-2、2-1-2-1 一併思考統整，以及較難

分辨為目的、方法、內涵等 與 2-1-1-2 混淆。

重要性評定：這方面也受肯定，但提出為老問題，也是基本問

題，應置於早期階段。

（二）題項詞語修改部分：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永續」一詞，委員共

識建議改為「1-1-1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1-1-1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

永續」。

2. 「1-3-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人全面發展、2. 發展終

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建立學習型城市、3. 營造終身

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1-3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2. 發
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3. 營造終身

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1-3 1.滿
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2. 發展

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3. 營造終身學

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3. 「2-1-1-1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

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品」，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品」。

4. 「2-1-1-2建構終身學習平台」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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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刋物或媒介」一詞，委員

共識建議改為「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

媒介」，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

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6.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

為「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最終確認該項

目定為「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7.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
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最終確認該項目

定為「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8. 「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1-1-6 積

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9.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1-1-7 積極建

構學習型城市」。

10.「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11.「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一詞，委員共識建議

改為「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最終確認

該項目定為「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2.「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一詞，

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

終身學習機構內」，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1-2-2 培訓及認證

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3.「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一詞，第一回合中，委員共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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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改為「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

式學習活動經驗，以獲取學歷證明」，第二回合委員共識建議

改為「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

學習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
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經

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4.「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名稱暫定）」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1-3-3 地區（鄉

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站）」（名稱暫

定）」，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

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站）」（名稱暫定）」。

15.「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

身學習審議會」，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2-1 提升教育部「終

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

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16.「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一詞，委員共識建

議改為「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

策及成果」。

17.「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
3-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3-1 國

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18.「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3-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佳」，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3-1 國民

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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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

「2-3-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
3-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20.「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2-
3-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

「2-3-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

21.「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一詞，委員共識建議改為

「2-3-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最終確認該項目定為「2-
3-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22.「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一詞，委員共識建議

改為「2-3-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最終確認

該項目定為「2-3-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

貳、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

以下分別從問卷內容、實施對象、實施過程及問卷資料分析加以

說明。

一、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內容

本問卷內容仍包括四個部分：研究說明函、填答說明、願景、行

動策略。茲就問卷所包含之內容說明如下：

（一）研究說明函：說明函旨在說明本研究的相關事宜。第二次

問卷的研究說明函，則說明前一次的意見處理情形，包括

量化資料的簡要統計結果、專家學者所提意見的歸納整理、

本次問卷的修訂情形及請求協助事項等。

（二）填答說明：第二次問卷的填答說明，另呈現前一次問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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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統計分析及專家學者意見彙整結果，以作為填答者重

新判斷各項指標的參考。

（三）問卷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包括第一部分「願景」、第二

部分我國終「行動策略」。在問卷填答的設計上，第一部

分是適切性的評定，採用「適用」、「修改後適用」與「不

適用」三個互斥的選項，若勾選「修改後適用」，則將意

見填在「修正意見」欄中。第二部分是重要性的評定，採

用五等量表，以「5」代表「非常重要」、「4」代表「較

重要」、「3」代表「重要」、「2」代表「較不重要」、

「1」代表「非常不重要」，德懷術小組成員可依據個人觀

點勾選選項，若有其他建議或意見，則填寫於「修正意見」

欄中。

二、實施對象

與第一次調查完全相同，20 位專家學者之基本資料，在人口變項

方面：包括 13 位男性（佔 65%），7 位女性（佔 35%）。15 位專家學

者任職於大學校院高齡教育領域相關科系（佔 75%），2 位專家學者

為行政主管機關代表（佔 10%），3 位專家學者任職於各大終身學習

機構（佔 15%）。

三、實施過程

第二次實施日期為 2023 年 5 月 1 日發放，於 2023 年 5 月 8 日回

收完成。問卷調查以電子郵件為主，有需要再委請專人親自送交問卷。

專家學者大多於期限內寄回，僅有一兩位稍晚一點，但在截止日前再

提醒，全部皆在期限內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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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於期限內寄回，僅有一兩位稍晚一點，但在截止日前再提醒，全部皆在

期限內寄回。 

四、資料分析 

經統計分析及修正意見整理後，各項結果呈現如下： 

（一）願景部分 
 

1. 1-1 研訂原則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1-1-1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4.95 0.22 5 

【修正意見】 

2. 1-2 願景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5.00 0.00 5 

【修正意見】 

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

織及社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1. 1-1 研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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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

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

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4.95 0.22 5 

【修正意見】 
王OO：學習型城市亦即學習型組織，可省略。 

（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說明：行動策略部分，計有 15 項，將之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等三

階段，係指實施的時間性，有些策略雖列短期，但仍然需要持續進

行；有些策略雖列長期，仍然要有事先的規劃或先前的準備工作，

這只是施行上的參考。 

 

(1) 2-1-1 短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

誌，並開發週邊商品 
3.85 0.81 4 

【修正意見】 

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4.95 0.22 5 

【修正意見】 
賴 OO：此平台是指網路上的平台嗎? 若是，建議修改成”終身學習

資源整合網路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

媒介 
4.55 0.6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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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說明：行動策略部分，計有 15 項，將之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等

三階段，係指實施的時間性，有些策略雖列短期，但仍然需要持續進

行；有些策略雖列長期，仍然要有事先的規劃或先前的準備工作，這

只是施行上的參考。

（1） 2-1-1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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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0.22 5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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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

誌，並開發週邊商品 
3.85 0.81 4 

【修正意見】 

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4.95 0.22 5 

【修正意見】 
賴 OO：此平台是指網路上的平台嗎? 若是，建議修改成”終身學習

資源整合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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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劉OO：其他「宣導」媒介，例如與媒體合作，定期報導 
王OO：與 2-1-1-1 有所重疊，是否就聚焦「專刊」或媒體「專版」。 

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4.75 0.55 5 

【修正意見】 
王OO：週與周有所混淆，建議以「周」為優先。 

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4.6 0.60 5 

【修正意見】 
黃OO：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建構學習費用優惠鼓勵辦法 
黃OO：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劵(原來的) 
胡OO：支持改成補助 
王OO：支持，可修正為：補助。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4.75 0.44 5 

【修正意見】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4.80 0.52 5 

【修正意見】 
王OO：與 2-1-1-6 重疊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4.90 0.31 5 

【修正意見】 
黃OO：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以強化終身教育的專

業化 

(2) 2-1-2 中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4.95 0.22 5 

【修正意見】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

學習機構內 
4.70 0.57 5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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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4.95 0.22 5 

【修正意見】 
王OO：學習型城市亦即學習型組織，可省略。 

（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說明：行動策略部分，計有 15 項，將之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等三

階段，係指實施的時間性，有些策略雖列短期，但仍然需要持續進

行；有些策略雖列長期，仍然要有事先的規劃或先前的準備工作，

這只是施行上的參考。 

 

(1) 2-1-1 短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

誌，並開發週邊商品 
3.85 0.81 4 

【修正意見】 

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4.95 0.22 5 

【修正意見】 
賴 OO：此平台是指網路上的平台嗎? 若是，建議修改成”終身學習

資源整合網路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

媒介 
4.55 0.6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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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劉OO：其他「宣導」媒介，例如與媒體合作，定期報導 
王OO：與 2-1-1-1 有所重疊，是否就聚焦「專刊」或媒體「專版」。 

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4.75 0.55 5 

【修正意見】 
王OO：週與周有所混淆，建議以「周」為優先。 

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4.6 0.60 5 

【修正意見】 
黃OO：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建構學習費用優惠鼓勵辦法 
黃OO：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劵(原來的) 
胡OO：支持改成補助 
王OO：支持，可修正為：補助。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4.75 0.44 5 

【修正意見】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4.80 0.52 5 

【修正意見】 
王OO：與 2-1-1-6 重疊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4.90 0.31 5 

【修正意見】 
黃OO：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以強化終身教育的專

業化 

(2) 2-1-2 中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4.95 0.22 5 

【修正意見】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

學習機構內 
4.70 0.57 5 

【修正意見】 

（2） 2-1-2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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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OO：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

及非正式學習活動經驗，以獲取學歷證明 
4.85 0.37 5 

【修正意見】 
賴OO：建議加入”獲取學歷證明或證照” 
江OO：2-1-2-3 獲取’→授予 
黃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周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成果，

以申請大學學分或學歷認可證明 
(一)學習宜以「成果」作認證依據 
(二)認證包括學分、學歷，且需經由申請之大學認可 
王OO：活動經驗可修正為：成就。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4.90 0.31 5 

【修正意見】 

(3) 2-1-3 長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

稱暫定） 
4.90 0.31 5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4.90 0.3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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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OO：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

及非正式學習活動經驗，以獲取學歷證明 
4.85 0.37 5 

【修正意見】 
賴OO：建議加入”獲取學歷證明或證照” 
江OO：2-1-2-3 獲取’→授予 
黃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周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成果，

以申請大學學分或學歷認可證明 
(一)學習宜以「成果」作認證依據 
(二)認證包括學分、學歷，且需經由申請之大學認可 
王OO：活動經驗可修正為：成就。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4.90 0.31 5 

【修正意見】 

(3) 2-1-3 長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

稱暫定） 
4.90 0.31 5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4.90 0.3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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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劉OO：其他「宣導」媒介，例如與媒體合作，定期報導 
王OO：與 2-1-1-1 有所重疊，是否就聚焦「專刊」或媒體「專版」。 

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4.75 0.55 5 

【修正意見】 
王OO：週與周有所混淆，建議以「周」為優先。 

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4.6 0.60 5 

【修正意見】 
黃OO：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建構學習費用優惠鼓勵辦法 
黃OO：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劵(原來的) 
胡OO：支持改成補助 
王OO：支持，可修正為：補助。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4.75 0.44 5 

【修正意見】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4.80 0.52 5 

【修正意見】 
王OO：與 2-1-1-6 重疊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4.90 0.31 5 

【修正意見】 
黃OO：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以強化終身教育的專

業化 

(2) 2-1-2 中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4.95 0.22 5 

【修正意見】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

學習機構內 
4.70 0.57 5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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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OO：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

及非正式學習活動經驗，以獲取學歷證明 
4.85 0.37 5 

【修正意見】 
賴OO：建議加入”獲取學歷證明或證照” 
江OO：2-1-2-3 獲取’→授予 
黃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周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成果，

以申請大學學分或學歷認可證明 
(一)學習宜以「成果」作認證依據 
(二)認證包括學分、學歷，且需經由申請之大學認可 
王OO：活動經驗可修正為：成就。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4.90 0.31 5 

【修正意見】 

(3) 2-1-3 長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

稱暫定） 
4.90 0.31 5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4.90 0.31 5 

（3） 2-1-3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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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OO：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

及非正式學習活動經驗，以獲取學歷證明 
4.85 0.37 5 

【修正意見】 
賴OO：建議加入”獲取學歷證明或證照” 
江OO：2-1-2-3 獲取’→授予 
黃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周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成果，

以申請大學學分或學歷認可證明 
(一)學習宜以「成果」作認證依據 
(二)認證包括學分、學歷，且需經由申請之大學認可 
王OO：活動經驗可修正為：成就。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4.90 0.31 5 

【修正意見】 

(3) 2-1-3 長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

稱暫定） 
4.90 0.31 5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4.90 0.3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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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劉OO：其他「宣導」媒介，例如與媒體合作，定期報導 
王OO：與 2-1-1-1 有所重疊，是否就聚焦「專刊」或媒體「專版」。 

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4.75 0.55 5 

【修正意見】 
王OO：週與周有所混淆，建議以「周」為優先。 

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4.6 0.60 5 

【修正意見】 
黃OO：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建構學習費用優惠鼓勵辦法 
黃OO：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劵(原來的) 
胡OO：支持改成補助 
王OO：支持，可修正為：補助。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4.75 0.44 5 

【修正意見】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4.80 0.52 5 

【修正意見】 
王OO：與 2-1-1-6 重疊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4.90 0.31 5 

【修正意見】 
黃OO：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以強化終身教育的專

業化 

(2) 2-1-2 中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4.95 0.22 5 

【修正意見】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

學習機構內 
4.70 0.57 5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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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OO：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

及非正式學習活動經驗，以獲取學歷證明 
4.85 0.37 5 

【修正意見】 
賴OO：建議加入”獲取學歷證明或證照” 
江OO：2-1-2-3 獲取’→授予 
黃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周OO：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成果，

以申請大學學分或學歷認可證明 
(一)學習宜以「成果」作認證依據 
(二)認證包括學分、學歷，且需經由申請之大學認可 
王OO：活動經驗可修正為：成就。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4.90 0.31 5 

【修正意見】 

(3) 2-1-3 長期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

稱暫定） 
4.90 0.31 5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稱暫定） 
4.85 0.37 5 

【修正意見】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4.90 0.31 5 

2. 2-2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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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

審議會 
4.90 0.31 5 

【修正意見】 
夏OO：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推動會(類似行政院消保會)，不

須提升終身司的層級。 
江OO：審議會→審查委員會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5.00 0.00 5 

【修正意見】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4.70 0.57 5 

【修正意見】 
黃OO：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及樂齡大學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蔡OO：建議：終身教育機構人員的專業成長應予以重視 
周 OO：跳脫正規教育，維持學習活動、彈性多元性，宜相對思考。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4.90 0.31 5 

【修正意見】 
蔡OO：建議與 2-2-5 合併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

果 
4.90 0.31 5 

【修正意見】 
蔡OO：建議 2-2-5 與 2-2-4 合併 適時修訂終身學習相關法規並公

告終身教育政策實施成果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3-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4.30 0.98 5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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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

審議會 
4.90 0.31 5 

【修正意見】 
夏OO：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推動會(類似行政院消保會)，不

須提升終身司的層級。 
江OO：審議會→審查委員會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5.00 0.00 5 

【修正意見】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4.70 0.57 5 

【修正意見】 
黃OO：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及樂齡大學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蔡OO：建議：終身教育機構人員的專業成長應予以重視 
周 OO：跳脫正規教育，維持學習活動、彈性多元性，宜相對思考。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4.90 0.31 5 

【修正意見】 
蔡OO：建議與 2-2-5 合併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

果 
4.90 0.31 5 

【修正意見】 
蔡OO：建議 2-2-5 與 2-2-4 合併 適時修訂終身學習相關法規並公

告終身教育政策實施成果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3-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4.30 0.98 5 

【修正意見】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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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OO：國民與全民混用，建議一致 

2-3-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佳 4.40 0.75 5 

【修正意見】 
江OO：不佳→不彰 
胡OO：效果不佳改成效果有限 

2-3-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4.40 0.82 5 

【修正意見】 

2-3-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 4.85 0.49 5 

【修正意見】 
江OO：政府的支持不足，投入的資源不均 
蔡OO：政府支持終身學習與資源投入不足 

2-3-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4.53 0.51 5 

【修正意見】 

2-3-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 4.80 0.41 5 

【修正意見】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4.70 0.57 5 

【修正意見】 
蔡OO：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學習權保障不足 
劉OO：「對」及「的」建議二字刪除 

 

其他意見 
回應人 回應意見 
唐OO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建議可調整到長期，專責機關成立後，有相對應人力及預

算支持，比較好落實 
劉OO 謝謝團隊辛苦了！ 
蔡OO 無，修訂後版本用詞更為清楚精確，謝謝研究團隊用心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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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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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修正後用詞 

2-3-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4.30 0.98 5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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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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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OO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建議可調整到長期，專責機關成立後，有相對應人力及預

算支持，比較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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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OO：效果不佳改成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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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3-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 4.85 0.4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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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OO：政府的支持不足，投入的資源不均 
蔡OO：政府支持終身學習與資源投入不足 

2-3-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4.53 0.5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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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4.70 0.57 5 

【修正意見】 
蔡OO：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學習權保障不足 
劉OO：「對」及「的」建議二字刪除 

 

其他意見 
回應人 回應意見 
唐OO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建議可調整到長期，專責機關成立後，有相對應人力及預

算支持，比較好落實 
劉OO 謝謝團隊辛苦了！ 
蔡OO 無，修訂後版本用詞更為清楚精確，謝謝研究團隊用心修

改。 

從上面結果分析看來，重要性的平均數為 3.85-5.0 之間，整體平

均數達 4.75，顯示專家學者均肯定各題項的重要性。有關文字修正部

分，亦根據建議逐一檢討及決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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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結果分析看來，重要性的平均數為 3.85-5.0 之間，整體平均數達

4.75，顯示專家學者均肯定各題項的重要性。有關文字修正部分，亦根據建

議逐一檢討及決定如下： 

（一）願景部分 

1. 1-1 研訂原則 
項目 平均數 

1-1-1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5.00 

2. 1-2 願景 
項目 平均數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5.00 

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項目 平均數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

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4.95 

 

 

 

 

（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2. 1-2 願景

1. 1-1 研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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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項目 平均數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

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4.95 

 

 

 

 

（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3. 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288 
 

從上面結果分析看來，重要性的平均數為 3.85-5.0 之間，整體平均數達

4.75，顯示專家學者均肯定各題項的重要性。有關文字修正部分，亦根據建

議逐一檢討及決定如下： 

（一）願景部分 

1. 1-1 研訂原則 
項目 平均數 

1-1-1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5.00 

2. 1-2 願景 
項目 平均數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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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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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一）願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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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策略部分

1. 2-1 策略項目 

（1） 2-1-1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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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 短期 
項目 平均數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

週邊商品 
3.85 

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4.95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55 

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4.75 

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補助 4.60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4.75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4.80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4.90 

(2) 2-1-2 中期 
項目 平均數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4.95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 4.70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

學習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4.85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4.90 

 

 

 

 

（2） 2-1-2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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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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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4.80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4.90 

(2) 2-1-2 中期 
項目 平均數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4.95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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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3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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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3 長期 
項目 平均數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4.90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4.85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

中心（站）」（名稱暫定） 
4.85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平均數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

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4.90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5.00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4.70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4.90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4.90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平均數 

2-3-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4.30 

2-3-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彰 4.40 

2-3-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4.40 

2-3-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不足 4.85 

2-3-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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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3 長期 
項目 平均數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4.90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4.85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

中心（站）」（名稱暫定） 
4.85 

2. 2-2 配套措施 
項目 平均數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

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4.90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5.00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4.70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4.90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4.90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平均數 

2-3-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4.30 

2-3-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彰 4.40 

2-3-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4.40 

2-3-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不足 4.85 

2-3-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4.53 

3. 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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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平均數 

2-3-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 4.80 

2-3-7 不同族群學習機會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4.70 

參、綜合分析與討論 

綜合以上的說明，以下歸納有關題項修訂情形、題項修訂標準、修訂結

果對照、題項詞語修訂、量化分析結果及研究結果摘要，分述如次。 

一、題項修訂情形 

第一回合調查問卷包括願景及行動策略兩個大部分，共發展出 6 個「層

面」、33 個「項目」。第二回合調查問卷經修訂後為 6 個「層面」、30 個「項

目」。 

二、題項修訂標準 

問卷填答分為兩種：第一種為各層面項目之適切性評定；第二種為各層

面項目之重要性評定。分析方法乃整理各指標題項之次數分配、百分比、

眾數、標準差與平均數，以了解其被認同支持的程度。依據本研究之設定，

在適切性評定上之選項分別為「適用」、「不適用」及「修改後適用」，若勾

選「不適用」或「修改後適用」，於「修正意見」欄中書寫意見，若各題項

之「適用」及「修改後適用」百分比合計高於 80%，則代表該題項適合且

專家意見趨於一致；在重要性評定上，若各題項所得的眾數在 3 以上、平

均數在 3.5 以上，且標準差在 1.0 以下，代表該題項重要且專家意見趨於一

致。 

三、修訂結果對照 

經第一回合施測結果，依據修正意見檢討後刪除 3 個題項，同時在各題

參、綜合分析與討論

綜合以上的說明，以下歸納有關題項修訂情形、題項修訂標準、

修訂結果對照、題項詞語修訂、量化分析結果及研究結果摘要，分述

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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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項修訂情形

第一回合調查問卷包括願景及行動策略兩個大部分，共發展出 6
個「層面」、33個「項目」。第二回合調查問卷經修訂後為6個「層面」、

30 個「項目」。

二、題項修訂標準

問卷填答分為兩種：第一種為各層面項目之適切性評定；第二種

為各層面項目之重要性評定。分析方法乃整理各指標題項之次數分配、

百分比、眾數、標準差與平均數，以了解其被認同支持的程度。依據

本研究之設定，在適切性評定上之選項分別為「適用」、「不適用」

及「修改後適用」，若勾選「不適用」或「修改後適用」，於「修正

意見」欄中書寫意見，若各題項之「適用」及「修改後適用」百分比

合計高於 80%，則代表該題項適合且專家意見趨於一致；在重要性評

定上，若各題項所得的眾數在 3 以上、平均數在 3.5 以上，且標準差在

1.0 以下，代表該題項重要且專家意見趨於一致。

三、修訂結果對照

經第一回合施測結果，依據修正意見檢討後刪除 3 個題項，同時

在各題項進行詞語修改後成為第二回合問卷。最終結果之 30個「項目」

在適用性、重要性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眾數上皆達判定標準，各題項

整併及結果分析摘述如表 9-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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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題項詞語修訂 

部分 層面 
原始項

目數量 
第一次結果 第二次結果 最後指標數量 

整體內容 33 個測

量項目 
  

刪減原始指標

數量（30 個測量

項目） 

平均數範圍  3.75-4.95 3.85-5.0  

平均數  4.59 4.75  

標準差範圍  0.22-1.28 0-0.98  

標準差  0.69 0.44  

第一部分:
願景 

研訂原則 
3 個測量

項目 
  3 個測量項目 願景 

願景內涵 

平均數範圍  4.85-4.95 4.95-5.0  

第一部份平均數  4.88 4.97  

標準差範圍  0.22-0.37 0-0.22  

第一部份標準差  0.32 0.15  

第二部份:
行動策略 

策略 
17 個測

量項目 

討論後確認

刪除 2 個測

量項目 
-- 27 個測量項目 

配套措施 
6 個測量

項目 

討論後確認

刪除 1 個測

量項目 
--  

實施困難

與問題 
7 個測量

項目 
-- --  

平均數範圍  3.45-4.90 3.85-5.0  

第二部份平均數  4.56 4.72  

標準差範圍  0.31-1.28 0-0.98  

第二部份標準差  0.73 0.47  

表 9-4-2  
德懷術結果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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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題項詞語修訂 

部分 層面 
原始項

目數量 
第一次結果 第二次結果 最後指標數量 

整體內容 33 個測

量項目 
  

刪減原始指標

數量（30 個測量

項目） 

平均數範圍  3.75-4.95 3.85-5.0  

平均數  4.59 4.75  

標準差範圍  0.22-1.28 0-0.98  

標準差  0.69 0.44  

第一部分:
願景 

研訂原則 
3 個測量

項目 
  3 個測量項目 願景 

願景內涵 

平均數範圍  4.85-4.95 4.95-5.0  

第一部份平均數  4.88 4.97  

標準差範圍  0.22-0.37 0-0.22  

第一部份標準差  0.32 0.15  

第二部份:
行動策略 

策略 
17 個測

量項目 

討論後確認

刪除 2 個測

量項目 
-- 27 個測量項目 

配套措施 
6 個測量

項目 

討論後確認

刪除 1 個測

量項目 
--  

實施困難

與問題 
7 個測量

項目 
-- --  

平均數範圍  3.45-4.90 3.85-5.0  

第二部份平均數  4.56 4.72  

標準差範圍  0.31-1.28 0-0.98  

第二部份標準差  0.73 0.47  

四、題項詞語修訂

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

修改，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

題項之意見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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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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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題項詞語修訂 

部分 層面 
原始項

目數量 
第一次結果 第二次結果 最後指標數量 

整體內容 33 個測

量項目 
  

刪減原始指標

數量（30 個測量

項目） 

平均數範圍  3.75-4.95 3.85-5.0  

平均數  4.59 4.75  

標準差範圍  0.22-1.28 0-0.98  

標準差  0.69 0.44  

第一部分:
願景 

研訂原則 
3 個測量

項目 
  3 個測量項目 願景 

願景內涵 

平均數範圍  4.85-4.95 4.95-5.0  

第一部份平均數  4.88 4.97  

標準差範圍  0.22-0.37 0-0.22  

第一部份標準差  0.32 0.15  

第二部份:
行動策略 

策略 
17 個測

量項目 

討論後確認

刪除 2 個測

量項目 
-- 27 個測量項目 

配套措施 
6 個測量

項目 

討論後確認

刪除 1 個測

量項目 
--  

實施困難

與問題 
7 個測量

項目 
-- --  

平均數範圍  3.45-4.90 3.85-5.0  

第二部份平均數  4.56 4.72  

標準差範圍  0.31-1.28 0-0.98  

第二部份標準差  0.73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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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行

動

策

略 

 
策略

(18)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

供學習費用支持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

供學習費用支持 

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

組織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

組織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

學習法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

學習法 

中

期

(5)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

線上課程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

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

內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活動經

驗，以獲取學歷證明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經驗與成

果，授予學歷證明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

案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

效評估機制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

效評估機制 

長

期

(3)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

身學習振興院」（名稱

暫定）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

身學習振興院」（名稱

暫定） 

2-1-3-2 
縣（市）設置「終身

學習館」（名稱暫定） 
  

縣（市）設置「終身

學習館」（名稱暫定）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

稱暫定）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

稱暫定）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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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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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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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題項詞語修訂 

部分 層面 
原始項

目數量 
第一次結果 第二次結果 最後指標數量 

整體內容 33 個測

量項目 
  

刪減原始指標

數量（30 個測量

項目） 

平均數範圍  3.75-4.95 3.85-5.0  

平均數  4.59 4.75  

標準差範圍  0.22-1.28 0-0.98  

標準差  0.69 0.44  

第一部分:
願景 

研訂原則 
3 個測量

項目 
  3 個測量項目 願景 

願景內涵 

平均數範圍  4.85-4.95 4.95-5.0  

第一部份平均數  4.88 4.97  

標準差範圍  0.22-0.37 0-0.22  

第一部份標準差  0.32 0.15  

第二部份:
行動策略 

策略 
17 個測

量項目 

討論後確認

刪除 2 個測

量項目 
-- 27 個測量項目 

配套措施 
6 個測量

項目 

討論後確認

刪除 1 個測

量項目 
--  

實施困難

與問題 
7 個測量

項目 
-- --  

平均數範圍  3.45-4.90 3.85-5.0  

第二部份平均數  4.56 4.72  

標準差範圍  0.31-1.28 0-0.98  

第二部份標準差  0.73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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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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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行

動

策

略 

 
策略

(18)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

供學習費用支持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

供學習費用支持 

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

組織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

組織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

學習法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

學習法 

中

期

(5)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

線上課程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

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

內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活動經

驗，以獲取學歷證明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經驗與成

果，授予學歷證明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

案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

效評估機制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

效評估機制 

長

期

(3)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

身學習振興院」（名稱

暫定）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

身學習振興院」（名稱

暫定） 

2-1-3-2 
縣（市）設置「終身

學習館」（名稱暫定） 
  

縣（市）設置「終身

學習館」（名稱暫定）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

稱暫定）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

稱暫定）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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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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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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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量化分析結果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配套 
措施 
(6) 

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

學習審議會 
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

學習審議會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

育經費預算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

育經費預算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

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

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

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

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實施 
困境 
(7)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

佳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

佳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

與率低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偏低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偏低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

強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

力道不足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

力道不足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

解決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

弭平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

弭平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

城鄉落差大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

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

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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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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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量化分析結果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配套 
措施 
(6) 

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

學習審議會 
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

學習審議會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

育經費預算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

育經費預算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

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

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

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

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實施 
困境 
(7)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

佳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

佳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

與率低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偏低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偏低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

強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

力道不足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

力道不足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

解決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

弭平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

弭平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

城鄉落差大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

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

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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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第九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綜整 

295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行

動

策

略 

 
策略

(18)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

供學習費用支持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

供學習費用支持 

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

組織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

組織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

學習法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

學習法 

中

期

(5)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

線上課程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

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

內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活動經

驗，以獲取學歷證明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經驗與成

果，授予學歷證明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

案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

效評估機制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

效評估機制 

長

期

(3)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

身學習振興院」（名稱

暫定）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

身學習振興院」（名稱

暫定） 

2-1-3-2 
縣（市）設置「終身

學習館」（名稱暫定） 
  

縣（市）設置「終身

學習館」（名稱暫定）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

稱暫定）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

稱暫定）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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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量化分析結果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配套 
措施 
(6) 

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

學習審議會 
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

學習審議會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

育經費預算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

育經費預算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

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

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

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

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實施 
困境 
(7)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

佳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

佳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

與率低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偏低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偏低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

強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

力道不足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

力道不足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

解決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

弭平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

弭平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

城鄉落差大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

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

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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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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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量化分析結果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配套 
措施 
(6) 

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

學習審議會 
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

學習審議會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

育經費預算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

育經費預算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

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

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

人員編制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

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

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

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實施 
困境 
(7)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

足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

佳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

佳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

與率低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偏低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偏低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

強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

力道不足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

力道不足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

解決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

弭平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

弭平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

城鄉落差大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

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

的提供不均，公平性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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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專家學者修正意見後，透過討論與彙整將各題項詞語進行修改，

並將兩回合之意見整體對照，如表 9-4-3 顯示專家學者對於修改題項之意見

趨於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3 
題項詞語修訂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願

景 

研訂 
原則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

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 
內涵 
(1) 

1-3 

1.滿足民眾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個人全面

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

需求，促進公民素養

及個人全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

構，推動學習型組織

及學習型城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

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短

期

(9)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標誌及開

發周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

代言吉祥物或標誌，

並開發週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

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

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

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

堂活動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五、量化分析結果

在層面的適切性與重要性分析結果上，各題項所得的適切性之「適

切」及「修正後適切」百分比合計皆在 80% 以上，且重要性之眾數皆

在 3 以上、平均數皆在 3.5 以上，且標準差皆在 1.0 以下，如表 9-4-4
顯示各題項皆適切、重要，且專家意見已趨一致。在重要性差異係數

（CV）上，第一回合與第二回合的 CV 變化，於「各項目之重要性差

異係數皆逐漸縮小，顯示專家意見已趨一致、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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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層面 

項目 
編號 

原始 第一回合後修改 第二回合後修改 

(最終定稿) 
 
行

動

策

略 

 
策略

(18)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

供學習費用支持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

供學習費用支持 

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

組織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

組織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

學習法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

學習法 

中

期

(5)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

線上課程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

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

內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活動經

驗，以獲取學歷證明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經驗與成

果，授予學歷證明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

案 
刪除此項目，後續項

目編號順移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

效評估機制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

效評估機制 

長

期

(3)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

身學習振興院」（名稱

暫定）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

身學習振興院」（名稱

暫定） 

2-1-3-2 
縣（市）設置「終身

學習館」（名稱暫定） 
  

縣（市）設置「終身

學習館」（名稱暫定）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名稱暫

定）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

稱暫定） 

地區（鄉鎮區、村里

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

稱暫定）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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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4  
項目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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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層面的適切性與重要性分析結果上，各題項所得的適切性之「適切」

及「修正後適切」百分比合計皆在 80%以上，且重要性之眾數皆在 3 以上、

平均數皆在 3.5 以上，且標準差皆在 1.0 以下，如表 9-4-4 顯示各題項皆適

切、重要，且專家意見已趨一致。在重要性差異係數(CV)上，第一回合與

第二回合的 CV 變化，於「各項目之重要性差異係數皆逐漸縮小，顯示專家

意見已趨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4 
項目分析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適切性(%) 重要性 
重要性差異係數

(CV 值)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

用 Mo M SD Ⅰ Ⅱ Ⅱ-Ⅰ 

願

景 

研訂原則

(1) 
1-1-1 90% 10% 0% 5 4.95 0.22 0.08 0.05 -0.03 

願景(1) 1-2-1 95% 5% 0% 5 5.00 0.00 0.05 0.00 -0.05 

願景內涵

(1) 
1-3 80% 20% 0% 5 4.95 0.22 0.08 0.05 -0.03 

行

動

策

略 

策略

(15) 
短期

(8) 

2-1-1-1 55% 25% 20% 4 3.85 0.81 0.34 0.21 -0.13 

2-1-1-2 60% 35% 5% 5 4.95 0.22 0.10 0.05 -0.06 

2-1-1-3 80% 20% 0% 5 4.55 0.60 0.17 0.13 -0.04 

2-1-1-4 85% 15% 0% 5 4.75 0.55 0.15 0.12 -0.04 

2-1-1-5 80% 20% 0% 5 4.60 0.60 0.23 0.13 -0.10 

2-1-1-6 65% 30% 5% 5 4.75 0.44 0.15 0.09 -0.06 

   2-1-1-7 80% 10% 10% 5 4.80 0.52 0.12 0.11 -0.02 

   2-1-1-8 80% 15% 5% 5 4.90 0.31 0.06 0.0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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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層面 項目 

適切性(%) 重要性 
重要性差異係數

(CV 值)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

用 Mo M SD Ⅰ Ⅱ Ⅱ-Ⅰ 

 
 
 

行

動

策

略 

策略

(15) 

中期

(4) 

2-1-2-1 90% 10% 0% 5 4.95 0.22 0.12 0.05 -0.08 

2-1-2-2 75% 20% 5% 5 4.70 0.57 0.15 0.12 -0.03 

2-1-2-3 85% 15% 0% 5 4.85 0.37 0.13 0.08 -0.05 

2-1-2-4 90% 10% 0% 5 4.90 0.31 0.09 0.06 -0.03 

長期

(3) 

2-1-3-1 80% 20% 0% 5 4.90 0.31 0.14 0.06 -0.08 

2-1-3-2 75% 25% 0% 5 4.85 0.37 0.15 0.08 -0.07 

2-1-3-3 70% 30% 0% 5 4.85 0.37 0.09 0.08 -0.01 

配套措施

(5) 

2-2-1 70% 25% 5% 5 4.90 0.31 0.12 0.06 -0.06 

2-2-2 90% 10% 0% 5 5.00 0.00 0.14 0.00 -0.14 

2-2-3 80% 15% 5% 5 4.70 0.57 0.15 0.12 -0.03 

2-2-4 90% 5% 5% 5 4.90 0.31 0.12 0.06 -0.05 

2-2-5 70% 25% 5% 5 4.90 0.31 0.20 0.06 -0.14 

實施困難與

問題(7) 

2-3-1 60% 20% 20% 5 4.30 0.98 0.23 0.23 -0.01 

2-3-2 80% 10% 10% 5 4.40 0.75 0.23 0.17 -0.06 

2-3-3 65% 25% 10% 5 4.40 0.82 0.29 0.19 -0.10 

2-3-4 70% 30% 0% 5 4.85 0.49 0.12 0.10 -0.01 

2-3-5 85% 15% 0% 5 4.53 0.51 0.29 0.11 -0.18 

2-3-6 80% 15% 5% 5 4.80 0.41 0.11 0.09 -0.03 

2-3-7 75% 15% 10% 5 4.70 0.57 0.13 0.1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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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層面的適切性與重要性分析結果上，各題項所得的適切性之「適切」

及「修正後適切」百分比合計皆在 80%以上，且重要性之眾數皆在 3 以上、

平均數皆在 3.5 以上，且標準差皆在 1.0 以下，如表 9-4-4 顯示各題項皆適

切、重要，且專家意見已趨一致。在重要性差異係數(CV)上，第一回合與

第二回合的 CV 變化，於「各項目之重要性差異係數皆逐漸縮小，顯示專家

意見已趨一致、形成共識。 

 

表 9-4-4 
項目分析表 

部

分 
層面 項目 

適切性(%) 重要性 
重要性差異係數

(CV 值)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

用 Mo M SD Ⅰ Ⅱ Ⅱ-Ⅰ 

願

景 

研訂原則

(1) 
1-1-1 90% 10% 0% 5 4.95 0.22 0.08 0.05 -0.03 

願景(1) 1-2-1 95% 5% 0% 5 5.00 0.00 0.05 0.00 -0.05 

願景內涵

(1) 
1-3 80% 20% 0% 5 4.95 0.22 0.08 0.05 -0.03 

行

動

策

略 

策略

(15) 
短期

(8) 

2-1-1-1 55% 25% 20% 4 3.85 0.81 0.34 0.21 -0.13 

2-1-1-2 60% 35% 5% 5 4.95 0.22 0.10 0.05 -0.06 

2-1-1-3 80% 20% 0% 5 4.55 0.60 0.17 0.13 -0.04 

2-1-1-4 85% 15% 0% 5 4.75 0.55 0.15 0.12 -0.04 

2-1-1-5 80% 20% 0% 5 4.60 0.60 0.23 0.13 -0.10 

2-1-1-6 65% 30% 5% 5 4.75 0.44 0.15 0.09 -0.06 

   2-1-1-7 80% 10% 10% 5 4.80 0.52 0.12 0.11 -0.02 

   2-1-1-8 80% 15% 5% 5 4.90 0.31 0.06 0.0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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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終身教育 建構學習社會 — 臺灣永續發展的挑戰與對策

要組織（UNESCO、OECD、EU）及主要國家（美、英、法、德、日、

韓、大陸）對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倡議或實施情形，以及對我

國實施情形加以檢視，進而提出初步構想，然後經由專家訪談及焦點

團體座談徵詢意見，綜整後逐一審慎研酌，乃形成德懷術調查問卷，

經過兩回合施測針對各題項的適切性及重要性進行分析，逐步調整修

正，最終發展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之願景與行動策略。茲以圖 9-4-5 顯

示願景與行動策略二部分，願景部分包括三個層面（研訂原則、願景、

願景內涵）；行動策略部分包括三層面（策略項目、配套措施及實施

困難與問題），而實際各題項即具體呈現如表 9-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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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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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適切性及重要性進行分析，逐步調整修正，最終發展出我國推展終身

學習之願景與行動策略。茲以圖 9-4-5 顯示願景與行動策略二部分，願景部

分包括三個層面（研訂原則、願景、願景內涵）；行動策略部分包括三層面

（策略項目、配套措施及實施困難與問題），而實際各題項即具體呈現如表

9-4-6 所示。 

圖 9-4-5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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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1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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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6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表 

部分 層面 編碼 項目內容 

願景

部分 

研訂原則(1) 1-1-1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1) 1-3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

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

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

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

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

習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

心（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

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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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5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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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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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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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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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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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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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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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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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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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層面 編碼 項目內容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實施困難與問題

(7) 

2-3-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2-3-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佳 
 2-3-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2-3-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 
 2-3-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2-3-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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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

心（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

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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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具體目的如

下：檢視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實施；分析國際重要組織及主要

國家對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做法；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

願景及其重要內涵；規劃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行動策略；提出落實我

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配套措施與問題。由此要回答的問

題包括：（1）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實施的優點、困境與問題為

何？（2）影響終身學習發展的內外在因素為何？其解決之道及因應方

向為何？（3）國際重要組織與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願景的規劃為何？

（4）國際重要組織與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行動策略足供借鏡的做法為

何？（5）研訂終身學習願景的原則為何？（6）終身學習願景的重要

內涵為何？（7）推展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可行方案為何？（8）推展

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實施期程為何？（9）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配

套措施為何？（10）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困難為何？等。

茲根據前面各章所獲研究結果，針對上述的目的與問題提出結論

及建議如次。

第一節　研究結論

茲依據本研究探討結果，提出以下 11 項結論，以回應研究目的。

壹、近 20年來，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政策與實施有
其優點，但面對的困境與問題尚多必須重視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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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6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表 

部分 層面 編碼 項目內容 

願景

部分 

研訂原則(1) 1-1-1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1) 1-3 

1.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

面發展 
2.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

市 
3.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

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

邊商品 

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2-1-1-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

習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

心（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

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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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詳實檢視，我國在推展終身學習具有強大的企圖心，特別是

1998 年起透過白皮書的發布、終身學習年的宣示，期盼能與先進各國

並駕齊驅，展現出宏觀的終身學習願景與劍及履及的行動策略，當時

也獲得其他國家的讚賞及羨慕。然而，回顧過去 20 年來的推展情形，

仍深深覺得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甚大，尤其是競爭激烈的國際社會，顯

現出我國處於不進則退的疲態，情勢相當危急，相當不利於國際競爭

及未來的國力發展。

既然有願景及行動策略，若能落實執行，不論個人、家庭、社會

的所有對象，均能共享成果，共蒙其利。主要的困境及問題所在如下：

（1）從政府到民間，仍普遍重視學校教育，輕視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的終身學習需求；（2）民眾認知的終身學習相當不足，只能強調終身

學習重要，但實際參與及支持的行動有限；（3）政府部門對終身學習

資源的投入相當受限，仍以滿足正規教育需求為優先，將終身學習所

需視為次要；（4）終身學習必須跨部門、跨領域的協調發展，受限於

政府部門本位主義作祟，造成協調合作不足，難以產生綜效；（5）從

事終身學習業務人力缺乏專業知能，大多以兼辦、兼職人力應付，加

上領導主管人員不重視，率由舊章無法應變；（6）由於欠缺專業要求、

不夠受重視，人員異動頻繁，無法有效累積個人知能經驗及組織智慧

傳承，造成業務青黃不接；（7）參與終身學習的動機較難引發，招募

學習者不易，受到各種學習障礙影響又大，造成參與情形不佳；（8）
由於新進入者有限，已參加學習者另外參加的選擇機會不多，常形成

重複參加同類型、內涵差異不大的學習活動；（9）在經費有限、參與

人數不多，重複學習及不求改變的運作模式下，讓寶貴的資源經年累

月的流失在無甚大效益的機制中；（10）學用落差也是值得注意改善

重點，學習者希望獲得立即實用的效益，教學者欠缺滿足其需求的能

力與資源。

上述問題的關鍵在政府主管人員的心態與觀念，若有心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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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仍大有可為。例如：大眾的認識不足或誤解，宜大力的宣導及引發

體驗的行動；欠缺專業能力及人員，就有計畫的培訓及提供服務的機

會；缺乏學習動機及實用的內容，就加強研發及持續修正改善。這些

都需要相關計畫及經費的支持，那就是又回到前面的願景與行動策略，

必須提出政策說帖及實務推展方案，說服上級機關及立法部門，以獲

得全力支援。所以，主其事的部會首長及縣市長，若能像當年林清江

部長具有的高度與格局，事在人為，必能一棒接一棒，落實前面所提

的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裨益於國家社會及全體國民。

貳、國際重要組織與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願景的規劃

實施，有可供我國參照借鏡之處

在願景的研訂原則上，相關國際組織及主要國家所提出的願景研

訂原則，包括以下六項：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永續。

就相關國際組織及主要國家對願景的倡議或具體提出的願景，加

以綜整如下：

一、推動學習型組織，建構學習社會，打造學習型國家。

二、開展全民終身學習，培養個人關鍵能力，促進個人的全面發

展，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社會。

三、豐富充實個人生活，發揮個人潛能，迎接百歲人生，建構終

身學習社會。

就前述所探討的國際組織及主要國家共 10 個，願景內涵的分析歸

納如下：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以促進個人全面發展，發展終身學

習機構，推展學習型組織，推動學習型城市，營造社會學習文化，建

構學習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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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重要組織與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行動策略足

供借鏡的做法甚多

就重要國際組織和主要國家，對終身學習行動策略倡議或實施，

本研究經由文件分析加以綜整為以下 18 項，並依在我國推展的實現，

研擬其實施的期程如下：

一、短期（1 至 3 年）：計 9 項

（一）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標誌

可以發揮快速普及的宣導效果。

（二）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宣導終身學習觀念，提供相關訊息。

（三）發行普及型終身學習期刊

宣導終身學習理念，報導終身學習活動訊息及新知，以及提供經

驗分享。

（四）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以在每年 12 月第二週為宜，舉辦大型開幕式，辦理表揚、授獎優

秀單位及個人，進行展覽、展示活動，及提供服務及體驗性學習活動

等。

（五）辦理終身學習大講堂

鼓勵政府及民間單位、學校、團體等開辦，以多元多樣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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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演講（單次、系列）、實作、體驗等多元方式進行，以線上、實

體或混成方式辦理。

（六）發放國民終身學習券

採循序漸進方式，初期以中低收入者為對象，每年發給 8 千元之

終身學習券，用以支付終身學習費用，以一年為期，未使用完畢，則

依限繳回。

（七）發展學習型組織

社會上各種組織，包括家庭、學校、社區及其他各種相關組織，

以政策引導、鼓勵發展為學習型組織，以促使個人持續成長，提升組

織效能。

（八）建構學習型城市

持續擴大辦理學習型城市建構，加強各相關部門間的協力與合作，

以促進市民發展、城市經濟提升及社會融合，達到城市的永續發展。

（九）進行資源整合

由政府主導，採取有效策略，鼓勵公私部門、中央部會、中央與

地方政府以及民間組織間資源的整合，以發揮資源加乘效果，避免重

複與重疊。

二、中期（3 至 5 年）：計 6 項

（一）發展磨課師（慕課、MOOCs）線上學習課程

研議發展 MOOCs 課程，發布於網站，免費提供民眾學習，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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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可及性及方便性。

（二）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教育機構

研議培訓及建立終身教育師之專業人力制度，並依員額比率配置

於獨立之終身教育機構，負責課程規劃、執行及行銷宣傳等，強化終

身學習實施效果。

（三）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研議建立學分銀行制度，將正規學習（學校）、非正規學習（社

大、樂齡學習或其他組織與團體的學習）、及非正式學習（經驗學分），

加以綜整，累積學分，以取得大學資格文憑，鼓勵民眾建立第二專長，

持續進行學習活動，俾繼續投入經濟發展、充實生活內涵及擔任生涯

輔導工作等。

（四）發展終身學習帳戶制

研議建立國民終身習帳戶制，將個人各種學習成果納入帳戶，以

作為專長培育，人才選用及規劃未來學習之用。

（五）修訂終身學習法

現行終身學習法在 2002 年訂頒，中間雖經 2014、2018 二次的修

訂，唯僅作部分條文修正。自立法公布施行，距今已經過 20 餘年，已

不符二十一世紀社會變遷需要，亟需進行全面性修訂。

（六）建立終身學習監控及成效評估機制

加強品質管理，以發揮推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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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5 至 10 年）：計 3 項

（一）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

由政府設立，專責終身教育之規劃、執行、監督、研究及輔導等，

並統籌負責終身教育師培用、學習帳戶制之實施、學分銀行制度之執

行及終身學習券之發放及應用。

（二）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配合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所推行的相關事項，及辦埋終身學習活

動與宣傳等。

（三）地方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於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辦理終身學相關課

程及宣導活動，激發民眾就近參與學習，增進終身學習素養。

肆、我國終身學習願景研訂的原則為普及、均衡、融

合、多元、創新、永續等 6項
經由本研究文件分析、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德懷術問卷調查結

果發現，終身學習願景研訂的原則為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

永續。

伍、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為「實現全民終身學習

的永續發展社會」 
經由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德懷術問卷調查，最後歸納出我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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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學習的願景為「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此項願景從

落實個人終身學習開始，最後永續發展社會的實現，前後連貫，兼顧

個人及社會兩層面，並融入永續發展的概念，可說相當周全完整。

陸、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的重要內涵，包括個人、

組織到整體社會發展三方面

本研究透過文件分析、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德懷術問卷調查結

果，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的重要內涵，其具體目標為：（1）滿

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2）發展終身

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3）營造終身學習文化，

建構永續發展社會。三項內涵，互有連貫，由個人、組織至社會，各

有努力的重點及建構的目標。

柒、我國推展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可行方案，包括

15項
經由本研究文件分析、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德懷術問卷調查結

果，本研究小組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可行方案共 15 項具

體策略，包括：（1）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

週邊商品；（2）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3）發行及製作宣導

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4）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6）積極發展各類學習

型組織；（7）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8）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9）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10）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11）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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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12）建立終身學

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13）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

稱暫定）；（14）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站）」（名稱

暫定）。

捌、我國推展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實施期程，可以分

為短、中、長期三個階段

經由本研究文件分析、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德懷術問卷調查結

果發現，推展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實施期程可以分為短、中、長期 3
階段。短期為 1 至 3 年，包括前所提行動策略的 1 至 8 項；中期為 4
至 6 年，為前述所提行動策略的 9 至 12 項；長期為 7 至 10 年，為前

述所提行動策略的 13 至 15 項。惟本部分所提出的短、中、長期，旨

在提供推動這些行動策略的先後考量，即短期為立即進行，要先做的

部分，中期為短期行動策略推展後，宜落實的項目；長程為落實較為

困難，須要較長時間規劃與準備。短、中、長期的規劃，只是提供落

實的參考，仍須依據推展實況做機動、靈活調整。

玖、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配套措施，包括 5項
本研究經由文件分析、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德懷術問卷調查結

果發現，要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配套措施包括 5 項：（1）提升教

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並成立行政院層

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2）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4）適時修訂或

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5）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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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果。

拾、為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仍有待克服的困難與問

題，計有 7項
經由本研究文件分析、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德懷術問卷調查結

果發現，要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仍有困難待克服者，包括 7 項：（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2）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佳、（3）國民終

身學習參與率偏低、（4）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5）國民

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6）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拾壹、統合我國新時代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

的總體方案

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我國新時代推展終身學習願景

與行動策略的總體方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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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願景部分 

研訂原則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品 

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表 10-1-1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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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願景部分 

研訂原則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品 

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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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願景部分 

研訂原則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品 

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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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實施困難與問題

(7) 

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佳 
 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 
 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 
 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第二節 研究建議 

茲依本研究結論，提出對政府部門的建議如下四項。 

壹、發布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及目標 

本研究結論伍已明確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為「實現全民終身學習

的永續發展社會」，結論陸並提出此項願景的具體目標（內涵）為： 

一、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二、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三、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此項願景及目標，具體明確，朗朗上口，顧及個人、組織及社會發展的

層面，期待政府相關部門能夠加以接納採行，發布公告全國，以為個人及

組織、團體在實施及推展終身學習活動上能具有共通努力的方向及具體推

動的目標，有助於全民在推動上具有共識，確定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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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願景部分 

研訂原則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品 

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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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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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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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品 

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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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願景部分 

研訂原則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品 

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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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實施困難與問題

(7) 

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佳 
 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 
 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 
 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第二節 研究建議 

茲依本研究結論，提出對政府部門的建議如下四項。 

壹、發布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及目標 

本研究結論伍已明確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為「實現全民終身學習

的永續發展社會」，結論陸並提出此項願景的具體目標（內涵）為： 

一、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二、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三、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此項願景及目標，具體明確，朗朗上口，顧及個人、組織及社會發展的

層面，期待政府相關部門能夠加以接納採行，發布公告全國，以為個人及

組織、團體在實施及推展終身學習活動上能具有共通努力的方向及具體推

動的目標，有助於全民在推動上具有共識，確定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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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願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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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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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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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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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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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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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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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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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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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願景部分 

研訂原則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品 

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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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策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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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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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實施困難與問題

(7) 

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佳 
 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 
 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 
 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第二節 研究建議 

茲依本研究結論，提出對政府部門的建議如下四項。 

壹、發布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及目標 

本研究結論伍已明確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為「實現全民終身學習

的永續發展社會」，結論陸並提出此項願景的具體目標（內涵）為： 

一、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二、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三、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此項願景及目標，具體明確，朗朗上口，顧及個人、組織及社會發展的

層面，期待政府相關部門能夠加以接納採行，發布公告全國，以為個人及

組織、團體在實施及推展終身學習活動上能具有共通努力的方向及具體推

動的目標，有助於全民在推動上具有共識，確定努力的目標。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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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願景部分 

研訂原則 普及、均衡、融合、多元、創新、永續 

願景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願景內涵 
1.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行動策略 
部分 

策略

(15) 

 
短期(8) 

(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品 

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第二節　研究建議

茲依本研究結論，提出對政府部門的建議如下四項：

壹、發布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及目標

本研究結論伍已明確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為「實現全民終

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結論陸並提出此項願景的具體目標（內涵）

為：

一、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二、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三、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此項願景及目標，具體明確，朗朗上口，顧及個人、組織及社會

發展的層面，期待政府相關部門能夠加以接納採行，發布公告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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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層面 內容 

 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實施困難與問題

(7) 

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不佳 
 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偏低 
 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力道不足 
 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待弭平 
 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均，城鄉落差大 
 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第二節 研究建議 

茲依本研究結論，提出對政府部門的建議如下四項。 

壹、發布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及目標 

本研究結論伍已明確提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為「實現全民終身學習

的永續發展社會」，結論陸並提出此項願景的具體目標（內涵）為： 

一、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人全面發展。 

二、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型城市。 

三、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會。 

此項願景及目標，具體明確，朗朗上口，顧及個人、組織及社會發展的

層面，期待政府相關部門能夠加以接納採行，發布公告全國，以為個人及

組織、團體在實施及推展終身學習活動上能具有共通努力的方向及具體推

動的目標，有助於全民在推動上具有共識，確定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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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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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 3 年) 

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

品 

2.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4.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5.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6.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7.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8.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中期(4) 

(4 至 6 年) 

9.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10.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構內 

  11.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12.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長期(3) 

(7 至 10 年) 

13.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暫定） 

  14.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15.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站）」（名稱暫定） 

 

配套措施(5) 

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審議會 
 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以為個人及組織、團體在實施及推展終身學習活動上能具有共同努力

的方向及具體推動的目標，有助於全民在推動上具有共識，確定努力

的目標。

貳、積極採行推展終身學習的有效策略，將之付諸實施

本研究結論柒、捌已分別提出當前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行動策略

共 15 項，並提出可分為短、中、長期逐步付諸實施。茲就這 15 項具

體行動方案，再分別歸納整理為如下十項，提供政府相關方面納為政

策，分別付之實施，以促進我國終身學習社會願景的實現。有關各項

行動策略進一步的內容規劃，另逐項敘明於本章第三節。此處只對相

關策略提出目的、理由或做法上的大要說明。

一、加強終身學習的宣導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曾於本（2023）年 5 月進行我國終身學習

的民意調查，以全國各縣市 18 歲以上民眾為對象，回收之有效標本達

7487 人。其中一項對阻礙個人從事終身學習主要原因的調查，反映出

學習管道、課程、時間、經濟及意願等都是阻礙個人終身學習的因素。

因此，民眾參與終身學習確有障礙存在，包括不知為何學、如何學、

何地學等，因此，政府在推展終身學習方面，為期全民全面參與，宜

加強宣導，包括基本認知、學習時間、地點、方式等。本研究所提出

的有效行動策略中，有三項均與宣導有關，包括策略一「設計及選拔

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發週邊商品」、策略三「發行及製

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及策略四「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等。在策略一的部分，旨在透過代言吉祥物的開發，以

強化民眾對終身學習的認同與親近感，而達廣及的效果；策略三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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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書面、網路、期刊雜誌或其他媒介，包括小冊子、視頻等的製作，

來廣為宣導，以期深入、廣及不同職業及地區的民眾；策略四則藉由

每年定期舉辦全民學習週（節）的活動，來激發、展示、體驗學習活動，

並頒獎表揚學習成就突出的個人或致力推展終身學習活動成效卓越的

團體或組織，以期達到標竿學習，激勵士氣的效果。這些都是在其他

國家均實施多年，且證之有效的做法，足堪為我國在推展終身學習上

的借鏡，期待政府相關單位能夠採行，付諸實施，以期我國終身學習

活動再現風華，大力宣導，確為先行的要項。

二、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民眾要進行學習，不知道資源在哪裡，有哪些資源可資利用，

包括機構、課程、資訊及資源等，都會構成參與的障礙，因此，有關

終身學習資源的提供，厥為重要。前述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在本

（2023）年 5 月的調查，也明確指出，阻礙個人從事終身學習的主

要原因之一為「找不到符合需要的課程」，反應有此障礙者，高達

45.2%，因此，政府宜把終身學習資源加以整合，建立網路平台，以提

供民眾利用，相信即可大大降低民眾進行終身學習的障礙。目前此項

整合工作只有很少的單位在進行，尚未有系統、有步驟、全面的實施。

因此，建構資源整合平台確有需要，宜由政府規劃落實。

三、整合及創新發展線上課程

網路的學習，具有方便性、及時性及可近性，其效力高，也是被

使用最多的學習方式，成為民眾學習上的最愛。依據前述黃昆輝教授

教育基金會（2023）的終身學習民意調查，指出最符合個人學習需求

的方式為網路課程，反映佔比高達 56.9%，可見網路學習在現代社會

科技發展下的重要性，為落實終身學習所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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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年來在網路課程的發展，也有一段的時間，但多屬於學

校、企業、機構或組織個別的、部分的進行，係針對特定對象實施，

大規模以全民為對象的規劃尚未進行。故為有利於民眾的終身學習，

網路學習宜進行強化，對現已發展的各類課程宜加以整合，而尚未開

發的部分，宜儘速進行，如韓國由政府為全民規劃的大規模網路課程

K-MOOC（Korea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實施後成效卓著，

我國在以全民為對象的 MOOCs 課程的開發，亦宜急起直追，積極規

劃進行。

四、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

終身教育的推展，應由受過專業培訓的人員負責，始能克竟其功。

我國在此方面的倡議，自 2000 年開始研議終身學習法時，就已提出，

唯歷經 20 餘年，迄今只聞樓梯響，未有實質的成果出現。反觀鄰近的

韓國，它們在終身教育專業人力的培訓、認證及運用上，已建立了一

套完整的制度。終身教育師採三級制，有基本資格及培訓的規範，並

統一由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認證後，分配至獨立及以終身教育為主要

功能的機構中負責終身教育工作的推展。為期終身教育的推展能獲致

實效，終身教育師專業人力的培訓、認證及運用制度，亟宜建立，以

發揮推展實效。

五、發行終身學習券

終身學習的推展，事關全民，自宜以全民為對象進行考慮。依據

研究指出，最可能進行或參與終身學習者，以社經地位較高的中上階

級者較多，因為他們除了認知教育與學習的正面價值外，他們也有經

濟負擔的能力。研究指出，參與終身學習的障礙，通常存在社經較不

利者。因此，欲期終身學習的全面推展，要有激勵的措施，尤其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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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參與意願較低的弱勢族群。前項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的調查，民

眾也反映政府應優先推動的終身教育政策之一為強化弱勢者的終身學

習，佔 38.2%。有關發行終身學習券，依韓國實施經驗，確實發揮了

相當大的推進力量，其初期係以個人或家庭國民所得在平均收入以下

者為發放對象，每年發給終身教育券 35 萬韓元（約相當於台幣 8100
元），評估成效良好，繼而正式於 2021 年納入終身教育法，針對全民

實施。終身學習是一項國家或個人最有效、有力的投資。因此，在本

研究中，無論是受訪者、座談者或德懷術調查對象都一再肯定此項做

法，故建議政府能採行，發放終身學習券，以大力推進國家的終身學

習活動。

六、發展學習型組織，建構學習型城市

社會功能的發揮有賴組織運作，故組織的成長與進步，即可導致

社會功能的強化與發展。而組織如何發展，則須將組織轉型為學習型

組織，使組織與個人一同成長與進步。學習型組織的倡議，在我國已

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但並無整體的規劃與有步驟的引導實施，只有

個別、零星組織在進行，成效有限，因此，宜由政府整體規劃與帶動。

另鑑於全球人口的都市化現象，現有人口約 70% 居住於都市，故都

市的進步與發展，受到全球主要國家的關注，於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帶動下，學習型城市已成為先進國家普遍推展的終身教育重要策

略。我國引進此一概念，亦有數十年，但只有教育部以少數的經費勉

強為之，成效有限，迄今亦無任何一個都市被國際所認可為「學習型

城市」，社會民眾亦乏普遍的認識、了解與共識。學習型城市的推展，

需要政府各部門共同參與，積極倡議，齊心協力，始能發揮實效，以

使城市能獲致永續的進步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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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學分銀行制

終身學習從型態而言，包括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三種學習。過

去的學習，偏重正規學校的學習。近年來，由於社會型態的改變，加

上科技的快速發展，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的重要性快速躍升。學者估

計，個人一生所有知識來自非正規、非正式的學習，己達 90% 以上，

且科技越進步，這兩種學習的重要性越大。因此，過去以正規學習獨

大的現象應作改變，三種學習活動都應加以採認並整合。有鑑於此，

韓國自 1997 年開始建構學分銀行制度，即對非正規、非正式的學習亦

加以認可，賦予學分。三種學習型態的學習成果達到規定的標準，即

發給同等的學位。歷經二十餘年的發展，此種制度已日趨完善，為鼓

勵民眾終身學習的一大利器。我國對於非正規學習活動的採認，二十

餘年來，始終停留在對非正規教育課程的認可。在我國今日少子化問

題嚴重，大學招生困難，相繼關門，民眾要獲得正規大學學分、學歷

已大為方便，故目前仍持續辦理非正規教育課程認可，沒有實效與誘

因，民眾興趣缺缺，亟待檢討改進。因此，進行三種型態學習成就的

統合認證，建立類似韓國的學分銀行制度，實有必要，一則可以激發

民眾終身學習，其次可以鼓勵個人培養第二專長，導引社會所需的人

才的發展與培育，再次可以充實個人生活內涵，以應高齡社會下老人

生活的豐富與充實。

八、修訂終身學習法

我國的終身學習法於 2002 年訂頒，為當時全球第六個頂頒終身學

習法的國家，甚為周邊國家或地區社會的倣效與贊羨。但時隔二十多

年來，我國終身學習法僅作二次的修正。一為 2014 年為廢除社會教育

法而將社會教育法相關條文內容納入，進行條文修正；第二次為為要

另訂頒社區大學發展條例，而於 2018 年將部分條文作配合修正。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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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年來，國際、國內的社會變化非常大，很多新興有效的終身學習推

展措施，不斷推陳出新，原有的條文內容因社會改變，已淪為無效或

功能不彰者，亦急待修正，但迄未獲得相關政府部門的重視。韓國終

身教育法於 2000 年訂頒，至 2007 年進行全面的大修，其後至 2021 年

又歷經 16 次的修訂，隨時因加入新的推展措施，或汰除已不適用的法

條而進行修正。法律係施政之母，在民主法治社會中，依法行政成為

天條。沒有法律的依據，施政即無所遵循，往往是施政效率不彰的重

要原因。鑑之國際社會瞬息萬變，學習的方式早已隨科技發展邁入了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時代，我國的終身學習法，亟宜早日進行大翻修，

汰舊換新，以應時代需要，始為國家社會之福。

九、設置獨立的終身學習實施機構

終身學習的推展，應由獨立的專責單位負責，始能事半功倍。就

我國目前推展現況，除有各級教育行政單位負責行政事務的處理外，

並無獨立的專責單位可以付諸實施。在正規教育的施行，有各級各類

學校可以貫徹政令。在推展終身教育方面，則欠缺此一環節，目前若

干業務的規劃，常由教育部委由相關學校的教師負責，能否規劃妥適，

周全完整，相互連貫，有待檢視。而處於第一線的終身學習實施單位，

則採取借殼上市做法，以目前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二大塊－社大與樂

齡學習中心而言，均採借用場地及無人員編制的做法，尤其以借用正

規學校場地為大宗，對學習效果的發揮影響頗甚，處於教學現場第一

線教師或辦理單位常有所反應，甚至抱怨。對照其他國家而言，有關

終身學習的機構，類皆有獨立的專責單位，如美國的社區學院、歐洲

國家的民眾高等學校、日本的公民館、大陸的老年大學、社區學校等，

而韓國的推展體系，更具周全完整，在中央設有國家級的專責機構－

終身教育振興院，負責有關終身教育措施的規劃、督導、研究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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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其次在市道亦設有市道級的終身教育振興院，協助相關事務

的運作、督導、研究及協調事項，在縣市（市郡）則設有終身學習館，

負責有關業務的連繫、協調、協助及開設相關課程，或提供場地給民

眾學習。而在邑、洞、面（鄉鎮區）等地區，則設有終身學習中心提

供民眾終身學習機會。此種制度上的設計相當完整，分工良好，能發

揮績效，而這些機構的設置，均有獨立的場所、設施、設備及人員編

制，提供民眾學習之用。因此，衡之我國實況，建議有關單位應做長

遠的規劃，設置國家、縣（市）及地區等三級的獨立機構，負責終身

學習的規劃與營運，以發揮實效。

十、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之評估機制

一項政策或制度的實施，應有完整周全的評估機制，始能了解實

施成效，進而進行反饋與改進。因此，對終身學習實施的績效，宜建

立完整的評估機制。對成效的評估，包括歷程性的評估及總結性的評

估。歷程性的評估，係對實施過程的掌握與了解，在實施過程中，即

進行掌控，以求改進。總結性的評估，即在實施結束後進行結果的評

估。就我國目前現況而言，較欠缺的是歷程性的評估，總結性的評估，

亦有待更周全完整。

參、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配套措施

本研究結論玖指出落實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配套措施，包括五項，

這些配套措施宜一一落實，才能發揮推展實效。

一、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終身教育

署」，並成立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推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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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終身教育的推動，其涉及的部會相當多，非僅教育部而已，

尚包括衛福部、勞動部、經濟部、國防部、人事部門等。目前統合的

機制只有教育部設置之終身學習推展會，定期開會，但層級不高，難

於發揮統合效果。前述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於本年 5 月的民意調查

指出民眾對「負責推動終身教育單位，由教育部提高到跨部會行政院

層級」的反映，有 72.2% 贊同，此種民意反映已相當清楚。民意指出

負責單位應提高行政層級，始能發揮統合效果，與本研究小組之研究

結論相同。此項民意，涉及行政院組織改變，如一時不能達成，本研

究提出將目前由教育部「終身教育司」負責之層級提升為「終身教育

署」，以資充實人力、物力，另統合機制提升至行政院層級才能發揮

統合作用，產生實效。

二、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經費為政策實施之母。前述基金會的民意調查也指出，民眾反映

「推展終身教育是國家最有效的投資」者佔 79.6%。推展終身教育既

為國家最有效的投資，政府自宜加強資源的提供，始能產生實效。目

前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的經費（包括所屬館、所）在教育部整個預算中

只約佔 2%，相當不足。以鄰近國家韓國而言，政府於 2021 年提出「實

現普及終身教育的行動宣言」，指出國家和地方政府要將教育預算的

10% 作為終身教育之用。因此，我國要推展終身教育，其經費預算應

逐年提高。

三、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目前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二大塊為社區大學及樂齡學習中心，擔

負社區教育和高齡教育的重任，但這兩大塊的實施，均無實體的建築

設備與人員編制。校舍建築採用向正規學校借用及行政人員以志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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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人力編組方式進行，人員流動高，教學效果亦大受影響，故有人

譏之為「路邊攤」、「無殼蝸牛」、或「空殼子」等。依本研究小組

對其他國家的了解，先進國家，如美國、歐盟國家、韓國、日本、大

陸等的終身教育機構，類皆有專責的場地及人員的編制，我國目前這

種臨時性做法，應力求改善，賦予營運的穩定性，宜逐年充實改善，

給予社大及樂齡學習中心專有場地及人力之充實，以竟其功。

四、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法規

除前述指出我國終身學習法急待修訂外，其他有關終身學習的相

關法規，如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樂齡講師專業培訓要點、

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社區大學學習證書發給準則等是否亦宜適時檢視

修正，以求功能的發揮。又如老人教育法等，在高齡社會快速發展下，

是否有研訂的必要，均宜從政策層面考慮，進行修訂或研訂。

五、定期研定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策與成果

終身教育的政策，宜有長期一貫的做法。檢視我國相關終身教育

政策，雖有邁向學習社會及學習社會白皮書的訂頒，並有終身學習中

期計畫兩次的研訂及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的二次的研訂。但這些白

皮書或中期計畫的研訂並非連貫性的，政府覺得有其需要就訂頒之，

政策連貫性不足、重複性高。有關終身教育政策的研訂，宜仿效其他

國家如韓國、日本等，以五年為期訂頒一次實施計畫，每二年發布一

次白皮書或政策宣言，宣示政府在終身教育的重點與發展方向，此外，

實施成果亦宜定期公告，以讓全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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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解決落實我國推展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困難與問題

本研究結論指出我國推展終身學習行動策略的困境與問題，計有

下列七項。這七項的困境，宜加以解決，行動策略始能落實，發揮推

展效果。

一、提升國民終身學習素養

民眾對何以要進行終身學習，及個體可否進行終身學習等的認知

不足，以致動機不強，態度消極，而未能有實際的行為出現。民眾對

終身學習欠缺正確的認識，肇因於對有關終身學習理念的認識不夠，

如何讓民眾能普遍了解終身學習的必要性與可能性，賦予方法與技巧，

建立正確的觀念與態度，進而形成習慣。這是推展終身學習所要進行

的基本工作。

二、加強終身學習宣導效果

終身學習的宣導不夠，除了會造成前述民眾的素養不足外，也對

想終身學習的民眾造成參與的障礙，如不知道學習場所、機構及機會

何在？故加強宣導工作亦急需進行，包括政府與民間、中央與地方，

均宜致力進行宣導。本研究所提 15 項行動策略中，第一、三、四項均

屬加強宣導的行動策略，宜加強落實。

三、提高國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我國終身學習的參與率，依據教育部（2022）委託的 110 年度成

人教育調查報告指出，18 歲至 64 歲 2021 年的參與率為 47.8%，65-80
歲為 25.36%，55-80 歲的參與率為 30.38%。而衛福部（2017 年）有

關老人學習活動參與的調查，指出 55-64 歲者參與學習活動比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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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65 歲以上為 4.88%。從上述二種調查結果，皆指出未參與學習

活動比率因年齡而不同，高達 53% 至 95%。可見未參與終身學習的比

率甚高，民眾參與率偏低是事實。因此，政府欲推展終身學習，宜先

探究其不參與的原因，進而普遍提供機會，增強誘因，協助消除參與

障礙。

四、強化政府支持與資源投入

政府對推展終身學習的支持，無論是經費、專業人力、機構設置、

政策支持等，如與先進國家相較，均仍有一段的距離。推展終身學習，

既為國家最有利、有效的投資，政府無論在經費、專業人力、機構設

置及政策支持等均宜加強，多加關注，以期產生有效的回收。當政府

投資越多，回饋的收益，才可能加大。投資少，收益小，不投資即無

收益可言。

五、弭平國民數位學習落差

在當前科技高度發展下，數位學習已成為學習的利器，它不但突

破空間、時間的限制，更帶來時時學習、處處學習的方便，加上數據

的整理分析並免費提供，更使學習的可及性大大邁進。故數位學習為

落實終身學習相當重要的一環。民眾在數位能力的不足，會造成學習

的障礙，因此，有系統、有計畫的消弭數位落差，排除全民推展終身

學習的障礙，以求普及、平等、均衡等，學習原則的實現。

六、均衡地區學習發展，縮短城鄉差距

學習的落差，不僅出現在數位能力上，在城鄉之間，也存在明顯

的落差，就以我國目前終身學習推展主力－社區大學與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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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置地點多數為人口集中的都會地區或鄉鎮地區，廣大農村、漁村、

山地、海邊地區的民眾，卻苦無學習機會。因此，為求均衡學習機會

的落差，亟宜在政府政策、實施方式、資源投入等進行調整，去除重

視都會輕忽鄉村的做法。

七、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力求均衡

目前我國對終身學習機會的提供，不但有城鄉落差，亦有族群間

的落差，亦即對學習機會的提供較有利於中上階級者，對基層族群較

不利。參與社大或樂齡學習中心的學員，因名額有限或收費關係，其

參與對象類皆為中上階級者，基層民眾限於費用、資訊不足、交通工

具欠缺、距離太遠等因素，雖有參與之心，但受限上述因素，往往不

得其門而入，因此，如何解決族群間學習機會不均所造成的公平性不

足問題，亦有待進一步探究改進。

第三節　行動策略內容規劃建議

本研究共提出行動策略 15 項，分為短、中、長程三期。為使社會

各界對各項行動策略的內容與目的有進一步的認識，以及對推動的方

式及程序等有進一步的了解，以下特就各項行動策略的內涵、目的及

推動建議等作較深入的說明。未來如政府部門欲納為政策推動時，仍

宜逐項研訂較完整周全的實施計畫，以資落實。

一、策略一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並開

發週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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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略內涵

本項策略希透過對所有社會大眾公開徵求終身學習代言吉祥物或

標誌的設計與選拔，並開發週邊商品，來喚起更多民眾對終身學習的

興趣及引導其參與相關活動的意願。透過對形象之喜愛，具有正向角

色塑造的終身學習吉祥物或標誌，能夠快速加深民眾對宣傳事件的形

象記憶。此外，終身學習吉祥物或標誌產出後，除在政府推動終身學

習活動時，率先大量曝光終身學習吉祥物或標誌外，亦在辦理終身學

習相關活動時，積極呈現吉祥物或標誌，引發普遍的認同及興趣，從

而能親近、接近終身學習活動，達到身體力行的效果。以吉祥物或標

誌做為終身學習的「品牌」，共同來開發週邊商品，凝聚關注及實踐

終身學習之個人與團體的向心力，大家共同創建終身學習的文化，並

持續推動具有終身學習內涵的各項事務與活動。

（二）策略目的

本行動策略的目的旨在透過社會各界對終身學習吉祥物或標誌的

設計及選拔，喚起社會大眾對終身學習的關注，並在吉祥物產出後，

藉此作為推廣各項終身學習活動的代表性象徵，並以此吉祥物來推廣

終身學習活動，引發社會大眾對終身學習的認識與行動，形塑及建立

終身學習的文化氛圍。吉祥物具象徵意涵，賦予可愛萌動的造形與模

樣，形成視覺焦點以引發人們產生關注與印象。故本項策略的用意，

即在加強宣導，使終身學習深入人心，帶動全民邁向終身學習的熱潮。

（三）推動建議

本項策略的進行，可以透過研訂計畫，進行徵選及推廣三階段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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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訂計畫

（1）訂定我國終身學習的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之設計甄選活動辦法；

（2）建構我國終身學習的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之設計甄選社群平台；

（3）於各項教育機構、民間組織、社群媒體廣發及宣傳我國終身

學習的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之設計甄選活動之相關資訊。

2. 進行徵選

（1）第一階段為甄選初賽；

（2）第二階段為複賽，即在我國終身學習的代言吉祥物或標誌之

設計甄選社群平台進行投票。

3. 推廣

（1）製作終身學習的宣傳影片或推廣活動時，以終身學習吉祥物

為中心角色或是置入；

（2）開發終身學習吉祥物的相關生活用品以行銷終身學習的活動；

（3）各項終身學習機構及活動的推廣，以吉祥物為代言者，強化

曝光度，並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功能，來普及社會大眾對終

身學習的認識與支持。

二、策略二　建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

（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係在力促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建立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平台，分別提供全國性及地方性的終身學習資源訊息及諮詢服務。終

身學習資源平台以單一入口、分眾管理、品質管理、共創共享與尊重

智慧財產權等原則，連結各種終身學習資源，提供社會大眾使用。本

平台促進終身學習資源的有效整合，促使資源取得更透明化及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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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確保平台資源之品質。

（二）策略目的 

1. 分別建立全國性及各縣市之單一入口平台，促進民眾終身學習

的便利性與有效性。

2. 強力宣導終身學習理念，提供終身學習相關訊息及學習內容。

3. 建立終身學習網絡，連結終身學習社群，促進全民終身學習。

（三）推動建議

1.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建立單一入口之全國性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

台，整合全國性之終身學習資源，促進民眾終身學習的便利性

與有效性。

2. 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各自建立單一入口之該縣市終身學習資源整

合平台，整合所屬縣市之終身學習資源，促進地方民眾終身學

習的便利性與有效性。

3. 落實終身學習資源整合平台之品質管理，發展終身學習網絡及

社群，並且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三、策略三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媒介

（一）策略內涵

本項策略希透過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平面與數位的刊物或

其他媒介，如小冊子、摺頁等，對不同目標民眾宣導終身學習的活動

訊息及相關新知，使民眾對終身學習有正確的認知，採取行動，以培

養終身學習的態度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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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目的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於 2023 年 5 月的終身學習民意

調查結果指出，受訪民眾反映對方便可及的網路課程最感需要（佔

56.9%）；其次為豐富多元的實體課程（47.6%）；而阻礙個人從事終

身學習的主要原因，首位為學習管道不夠多元（48.5%）；次為找不到

符合需要的課程（45.2%）。由此可見，宣導終身學習的訊息及推廣的

傳播媒介，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因此本項策略目的，藉由發行及製

作宣導終身學習的平面刊物、數位媒體、網際網路與行動通訊等多元

媒介，以推廣終身學習活動及相關訊息，俾擴展民眾終身學習的知識，

提升終身學習參與的風氣，增進參與終身學習的行動。

（三）推動建議

1. 政府發行終身學習期刊或雜誌，以紙本或數位刊物方式進行。

2. 政府製作或鼓勵民間創作終身學習宣導媒材，包括平面文宣，

如海報、手冊、摺頁等；或是數位新媒體，如影音短片、播客

（podcast）等，並加強於各類終身學習機構推廣及傳播。

3. 設計及發展符合不同對象之各式終身學習的宣導媒材。

4. 鼓勵各類終身學習機構運用多元媒體的推廣，如透過網路平台、

廣播電視、戶外媒體、社群媒體等管道宣導終身學習概念與訊

息。

5. 建置及發展對不同目標民眾的社群媒體，以提供民眾在參與終

身學習經驗分享的管道或平台。

6. 透過與認同終身學習的 KOL（Key Opinion Leader）及自媒體的

協同合作，共同宣導終身學習的正向影響。

四、策略四　每年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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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之終身學習週，在有些國家或被稱為終身學習節，係在致

力發展成人教育，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理想。終身學習節結合終身學

習與節慶這兩項概念，此意味著終身學習是一件值得喝采與慶賀的盛

事，並提醒與鼓勵人人在生涯全程中持續學習，以發展社會的學習文

化，進而實現學習社會的理想。

（二）策略目的 

1. 終身學習週的舉辦，有利於促進國人的終身學習動機，肯定學

習的角色，以學習改變生活。

2. 激勵民眾在各種學習型態中的參與，促進學習訊息與學習諮詢

的獲得。持續提升學習的參與率與品質，以強化終身學習體系。

3. 傾聽社會大眾的學習心聲與需求，進而提供更廣泛的學習機會，

讓學習訊息更為明確化與透明化。

4. 促進各終身學習機構的合作關係，擴展終身學習途徑，建立我

國終身學習文化。

（三）推動建議

1. 每年固定擇一週的時間，在全國各地舉行終身學習活動。建議

在每年 12 月第二週為宜，一方面鼓勵民眾值此之時，回顧省思

一年來的學習收穫與心得，並且展望新年度的終身學習計畫。

再則，各縣市每年大都在 12 月舉辦終身學習博覽會或成果展，

兩者可充分結合並擴大辦理規模。

2. 選定負責統籌辦理單位，確立當年度終身學習節的主題與內容。

鼓勵各機構的方案發展合作與執行，並且進行實施成效評估。

3. 舉辦大型開幕式，辦理各類終身學習績優表揚，授獎優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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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人，進行相關展覽及展示活動，提供終身學習資訊與諮詢

服務，以及辦理體驗性、服務性學習活動等。

4. 以嶄新的創意與策略計畫推動全民終身學習，善用傳播媒體擴

展學習市場的可能性，激發終身學習機構的潛在功能。 

五、策略五　發行終身學習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在提供終身學習的學習費用補助，激發國民終身學習的動

機，進而落實於生活及工作中，形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尤其對經濟較

為不利的族群，更應該讓他們有機會跟上腳步，逐步向前邁進，以此

補助當作誘因，在先進國家都有相關的設計與措施。本策略可採循序

漸進方式，初期以中低收入者及特殊需要族群為對象，每年發給約 8 
千元之終身學習券，用以支付終身學習費用，以一年為期，未使用完

畢，則依限繳回。然後再逐漸擴及更多其他需要的民眾。

（二）策略目的 

1. 突破參與終身學習的障礙：不少人未參加終身學習的障礙因素

是負擔不起或不願意負擔學習費用。

2. 激勵參與終身學習的動機：終身學習是要付諸行動，有了學習

費用補助，對民眾有激勵參與終身學習的動機。

3. 提供逐步參與終身學習的誘因：學習是循序漸進的過程，透過

終身學習券激發使用的動能，加上有期限補助設計，產生學習

的行動。

（三）推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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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行政院層級召集相關部會盤整已提供之終身學習（不論教育

或訓練）學習費用補助的方式及對象，以及規劃可以涵蓋的更

多對象。

2. 由教育部統籌上述需求，徵詢各負責機關整合方式，以發放終

身學習券，確定終身學習費用補助方案。

3. 初期先以中低收入者為主要對象，亦涵蓋特別需要照顧的弱勢

及銀髮族群，對具有雙重身分背景者更應優予補助。

4. 根據上述方案提出試辦計畫，先以 3 年為實施期程，以中低收

入者及特殊需要族群為對象，每年每人發給約 8 千元之終身學

習券，用以支付終身學習費用，以一年為期，未使用完畢，則

依限繳回。每年提出實施成效報告，以作為下年度計畫研訂之

參照，3 年期滿提出試辦計畫總結報告及建議。

5. 根據試辦計畫的成效及建議事項，研訂終身學習券的發行法規

及中程計畫，具體規範以下事項：

（1）補助對象；

（2）補助經費類別及額度；

（3）使用範圍及合作機構；

（4）有效期限及注意事項；

（5）預算編列及來源。

六、策略六　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

（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係在於促使各類組織均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透過各種有

效的途徑與具體措施，促進成員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從學習過程中

激發個人生命潛能，並提升人生價值以充分實現自我，進而帶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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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新與進步，以形成良好的組織氣候與組織文化，達成組織順應變

遷與永續發展的目的。積極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包括學習型家庭、學

習型學校、學習型社區、學習型政府、學習型企業以及其他各類學習

型組織。

（二）策略目的 

1. 提升組織效能，促進組織的進步與發展，透過學習力帶動組織

創新力與發展力。

2. 激發組織成員的生命潛能，促使組織內的人員均能經由學習而

成長，以促進個人之自我實現。

3. 促進學習型家庭、學習型學校、學習型社區、學習型政府、學

習型企業以及其他各類學習型組織的蓬勃發展。

4. 建構我國各類學習型組織指標以及永續發展機制。

5. 建立我國各類學習型組織認證機制並加以推廣實施。

（三）推動建議

1. 辦理各類學習型組織培訓研習，包括學習型組織領導人培訓、

學習型組織推動人才培訓，俾以促進推動成效。

2. 建構各類學習型組織指標，透過學習型組織指標的建構與運用，

促進學習型組織的精進發展。

3. 實施學習型組織認證制度，鼓勵並獎勵表揚各類學習型組織申

請認證，積極輔導各類組織參與認證。

4. 建立各類學習型組織的最佳實務並形成標竿個案，透過媒體加

以推廣分享。

七、策略七　積極建構學習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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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係在發展學習型城市，有效動員各種資源以提升教育體系

的全面學習機會、活化家庭與社區學習、促進職場學習、擴展現代學

習科技、提升學習品質及創造充滿活力的終身學習文化之城市，進而

強化個人能力、社會融合、經濟發展、文化繁榮與永續發展。

（二）策略目的 

1. 培養民眾成為終身學習者，提高全民終身學習參與率。

2. 促進各縣市發展各類學習型組織，進而全面實現學習型家庭、

學習型學校、學習型社區、學習型企業、學習型政府及其他各

類學習型組織。

3. 透過學習型城市的發展，因應地方發展需求與問題，促進地方

發展與價值提升。

4. 建立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形塑終身學習文化，促進地方永續發

展。

（三）推動建議

1. 中央及地方政府制訂學習型城市長期發展計畫，以確保學習型

城市的長久發展。目前我國學習型城市的推展尚屬起步階段，

亟待精進並全面推廣。

2. 將學習型城市的建構納入終身學習法，以確保學習型城市推動

的法源基礎，並提高政策重視度與推動承諾。韓國業已將終身

學習城市的建構納入終身教育法第 15 條，對於學習型城市的推

動，發揮了積極效用，可資借鏡。

3. 提高各級政府學習型城市推動經費之編列，確保經費之充足，

俾以有效實現學習型城市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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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各級政府學習型城市發展基金，引進民間企業及組織經費

資源，鼓勵及獎勵企業與各民間組織投入資源，共同發展學習

型城市。

5. 建立輔導與成效評估機制以促進學習型城市發展，並且落實學

習型城市指標之運用。

6. 積極推動學習型城市國際交流，強化國際學習型城市的交流合

作，支持參與國際學習型城市大會及相關研討會，促進彼此的

經驗交流及建立最佳實務。

八、策略八　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

（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在催促政府儘速檢討及修訂終身學習法。現行終身學習法

在 2002 年訂頒，中間雖經 2014、2018 二次的修訂。亦即從立法公布

施行，距今已經過 20 餘年，其內涵已不符二十一世紀社會變遷需要，

亟需進行全面性修訂。根據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在 2023 年 5 月的終

身學習民意調查，指出「國家發展終身學習，是最有效的投資」、「終

身學習是國民應盡義務」、「如果不學習，會跟不上時代」，都獲得

高比率的同意。有關落實終身學習的大政方針、應興應革之處甚多，

如終身學習整體計畫及白皮書之發布、終身學習券、學分銀行、終身

教育師的培訓、以及終身學習機構的轉型發展等。

（二）策略目的 

1. 終身學習政策必須依法行政，展現由政府主導，採取有效策略，

鼓勵公私部門、中央部會、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民間組織間資

源的整合，以發揮資源加乘效果，避免重複與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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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勵民眾參與學習，必須更多實質的誘因，包含發行終身學習

券、建立學分銀行。從學習動機的引發到學習成就的認可獎勵，

都是先進國家推展的有效策略。

3. 持續進行人力專業化、終身學習機構的轉型發展，亦為終身學

習法制化的重點。

（三）推動建議

1. 成立終身學習法修訂小組，廣邀相關代表加入，進行研究及檢

討終身學習法應興應革的重點，透過調查、焦點團點座談等蒐

集資料，提供教育部修訂建議報告。

2. 研訂重要項目為：政府部門宜每五年發布「終身教育（學習）

發展計畫」，每二年研訂並公告《終身學習宣言》，以供政府

相關部門一體遵循，並公告周知，使社會全體民眾及相關組織

能相應配合，達到學習社會的建構。

3. 納入優先推動政策：根據上述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2023 年 5
月終身學習民意調查，民眾認為應優先推動的終身學習政策，

包括大學開放實體與線上課程，以及企業界成立學習型組織。

4. 為激勵民眾參與學習，必須更多實質的誘因，包含發行終身學

習券、建立學分銀行，以激發學習動機及認可學習成就。

5. 持續進行人力專業化、終身學習機構的轉型發展，包括終身教

育師、終身學習中心的建置與推展，前者為培訓與認證方式，

後者為現有機構的結合與轉型發展。 

九、策略九　整合及創新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係在研議發展 MOOCs 課程，發布於網站，免費提供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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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以期提升學習的可及性及方便性。隨科技時代變遷，透過科技

開展的線上學習已成為主流學習趨勢之一，使用科技進行多元化線上

學習的成人比率漸增，成人的實體學習經常受限於工作、家庭等職業

因素，為能滿足不同需求的成人學習者，若能透過線上學習的機制，

建立學習的習慣，提供具彈性多元的數位學習管道，使其透過科技能

隨時隨地進行學習，與人交流，將有助於終身學習習慣的養成。本策

略擬採雙軌並行制，一軌聚焦於整合現有終身學習課程，並發展成 
MOOCs 課程，另一軌則專注於開發及創新適合大眾的終身學習線上課

程，雙管齊下逐步將各項多元終身學習主題以 MOOCs 線上課程形式，

免費提供民眾學習，提高學習的可及性及方便性。

（二）策略目的 

1. 提升學習的可及性：線上學習可分為預錄式的非同步教學，及

直播式的同步教學。兩者皆能提升成人學習者獲取學習資源的

可及性，不受限於地點、時間、空間的限制。

2. 形塑線上學習文化：線上學習帶來的便利性有助於提升職場、

家庭等學習的彈性化。透過政策的引導與積極鋪建各項線上學

習管道，將有助於形塑線上學習文化，仿效韓國執行方向，將

現有臺灣學習文化朝向數位化發展，並逐步強化職業知能的數

位學習取向，使臺灣的本土化線上學習模式不僅保留提供現有

素養方向，亦能滿足其職業學習需求，讓終身學習文化為職業

取向提供更多機會。

3. 減少實體學習障礙：MOOCs 課程係由各領域的專家、教師與教

學設計師合作編製出多元化的數位教材與評量內容，以開放與

免費的形式提供大眾修習的線上課程。成人學習者可以依自己

學習的速度安排學習進度，將學習自主權以及學習的節奏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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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習者，減少實體學習障礙。

（三）推動建議

1. 由教育部與相關部會共同會議，成立終身學習數位化規劃小組，

盤點數位課程主要使用對象，規劃數位課程架設方式，進行學

習需求調查，以期涵蓋最多使用對象。

2. 根據調查結果提出試辦計畫，訂定階段性逐步整合目標，盤點

目前可整合為數位課程之實體學習內容，徵詢各負責機關整合

方式，架設全國性終身學習 MOOCs 入口網，逐步將現有終身

學習內容轉為數位形式並上架。

3. 與大專校院合作，開發創新終身學習數位課程，發展大型線上

開放課程，提升國內線上課程品質、並建立終身學習數位課程

品牌，帶動數位課程的永續經營與文化養成。

4. 整合發展終身學習數位課程的具體規範包含以下事項：

（1）終身學習數位化需求調查；

（2）現有終身學習數位課程盤點；

（3）各項既有終身學習課程的數位整合與登錄上線；

（4）開發創新終身數位學習課程模組與教材；

（5）終身學習數位課程行銷宣傳；

（6）終身學習各類課程品質管控；

（7）終身學習數位帳號的使用規劃與設計；

（8）終身學習數位學習者的使用紀錄與盤點。

十、策略十　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

構內

（一）策略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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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策略在研議培訓及建立終身教育師之專業人力制度，並依員額

比率配置於以終身學習為主要目的機構，負責課程規劃、執行及行銷

宣傳等，以強化終身學習實施效果。終身教育師的資格由教育部加以

培訓及認證，初期以公立終身學習機構率先推行，其配置對象和原則

依照其服務需求及員額逐步落實。

（二）策略目的 

1. 規劃完成培訓終身教育師之課程及方式：為提供優質的終身教

育，必須終身教育師的專業人力制度，負責課程規劃、執行及

行銷宣傳等。

2. 教育部公布認證終身教育師資格規範：由教育部加以培訓及認

證，建立全國性標準的終身教育師證照。

3. 終身教育師依員額比率配置於以終身教育為主要功能之公立終

身學習機構：採雙軌並行機制，包括推薦各機構在職人員參與

培訓及認證，以及甄選人員培訓及認證終身教育師。

4. 為持續提升終身教育師的專業性能力及考核：規定終身教育師

仍需定期持續進修的規準。

（三）推動建議

1. 首先成立終身教育師規劃小組，針對相關項目進行研討提出規

畫方案，包括終身學習機構的專業人力需求、配置方式、能力

基準、種類或分級、培訓設計、課程規劃、認證流程及發證等。

2. 根據上述規畫方案完成培訓及認證辦法之訂定及發布。

3. 進行終身教育師之培訓，委託大學或專業團體辦理，包括實施

計畫、人員甄選、培訓課程、實習方式、評量及證書發給。

4. 教育部認證終身教育師資格，並建立人才資料庫，建立全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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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及人力流通平台。

5. 教育部公告相關以推展終身學習為首要功能之公立終身學習機

構配置終身教育師之員額比率，由該等機構根據人才資料庫於

期限內甄選聘任。

6. 為持續提升專業性，除規定終身教育師仍需持續進修外，教育

部應辦理相關在職進修課程。

十一、策略十一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經驗與成果，授予學歷證明

（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在研議建立國民終身習成果的帳戶及學分銀行制度，將個

人的各種學習成果納入統整帳戶中，以作為授予學歷、專長培育、人

才選用及規劃未來學習之用途。在一個任何人都可以享有進步發展機

會的終身學習社會，存在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的學習，尤其是高等

教育階段的學習經驗與成果，有必要經由結合各種學分、學程等資料，

統整後授予學歷證明。經過多年來推展的非正規課程學習成就認可、

大學實施的推廣教育及專業團體推動的專業研習課程，可透過共同平

台加以整合，成為學分銀行平台體系，將國民終身學習帳戶內的學習

經驗與成果，歸結授予其應得之學歷證明。加上數位化系統運用，平

台可以充分規劃為資料庫系統，線上登錄、運作、審核及查證，以建

立可長可久的發展機制。

（二）策略目的 

1. 建立國民終身習成果的帳戶制度，將學習成果納入統整帳戶作

為授予學歷證明之基礎。此為激勵終身學習設計，累積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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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機制。

2. 結合不同機構所發給的證明，由相關資料統整後授予學歷證明。

終身學習可提升全體國民生活品質，持續支持終身學習是重要

服務設施，此一整合可營造出數位化系統的終身學習環境。

3. 設立學分銀行平台體系，將國民終身學習帳戶內的學習經驗與

成果，加上數位化系統使學分銀行平台成為資料庫系統，線上

登錄、運作、審核及查證，以建立可長可久的發展機制。

4. 擴大連結終身學習機構的資源與服務，使學分銀行作為服務國

民終身學習的堅強平台，推展個人帳戶內的學分轉換認證、數

位資料庫系統、學習品質保證和支援體系。

（三）推動建議

1. 成立學分銀行體系規劃小組，針對相關項目研訂方案，包括學

分銀行的運作需求、辦理方式、流程設計、整合機制及品質保

證等。

2. 根據上述方案選定委辦機構研擬建置系統計畫，並公告實施期

程。

3. 研訂學分銀行的具體規範包含以下事項：

（1）參與登記學習帳戶的對象；

（2）國民學習成果帳戶的設計；

（3）策略聯盟學習機構的登錄；

（4）累積學習成果的規範事項；

（5）線上登錄、運作、審核及查證。

十二、策略十二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制

（一）策略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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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策略係在於透過系統化的機制以評估終身學習之推動成效，評

估對象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終身學習機構。建立終身學習成效

評估機制涵蓋制訂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指標、實施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指

標、改善終身學習成效評估結果、及表揚終身學習成效評估績優單位

等。

（二）策略目的 

1. 完備我國的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指標及制度，加強品質管理，促

進推動成效。

2. 充分掌握並追蹤終身學習之推動成效，並且具體了解應興應革

之處，進而促成我國全民終身學習永續發展社會之實現。

3. 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終身學習機構推動終身學習之有效

機制，落實績效責任。

（三）推動建議

1. 完備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指標：檢視我國目前終身學習成效評估

相關指標，進而以滾動式修正之精神，以完備評估指標。

2. 定期實施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每年擇固定時間進行，針對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及終身學習機構之終身學習推動情形，加以評

估成效，並且進行跨年度之追蹤比較，建立我國終身學習成效

評估資料庫，以促進終身學習實務之發展。

3. 追蹤改善終身學習成效評估結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終身

學習機構應根據終身學習成效評估之結果，發展有效的改善計

畫及機制，並且加以改善之。

4. 表揚終身學習成效評估績優單位，針對終身學習成效評估結果

之績優單位及個人，給予獎勵並公開表揚。彙整終身學習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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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績優單位及個人之優良事蹟及最佳實務，形成專輯，透過

媒體並加以報導及推廣，俾以發揮標竿之效。

十三、策略十三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

稱暫定）

（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係在研議「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之設置。該院擬由政府

主導設立，專責終身教育之規劃、執行、監督、研究及輔導等，並統

籌負責終身教育師資培育與訓用、學習帳戶制之實施、學分銀行制度

之執行及終身學習券之發放及應用之規劃與管理等。本策略擬仿效國

際趨勢促進終身學習之脈絡，由政府設置國家促進終身學習專責執行

機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統一規劃終身學習推動策略、落實相

關政策、調查及追蹤成效等，系統化全面推動終身學習議題倡導及政

策落實，避免終身學習方向及業務分別由各部會各自進行，造成多頭

馬車、無所適從。

（二）策略目的 

1. 集中管理終身學習相關業務：現有終身學習業務分散於各行政

部會，雖有多元參與及全面推廣之美意，卻也使業務分散，推

動方向不一，造成多頭馬車，設置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統籌

規劃全國性終身學習業務倡議與落實，能使國家終身學習發展

方向一致，也能集中管考、評估績效。

2. 終身學習業務專業化：終身學習業務若要有效地發展，則必須

省視到民眾的狀況、需求及其所處的組織與機構，以及合適的

實際優先順序與需求，這些有賴具備終身學習專業的學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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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專家、具經驗的行政業務人員共同推動，若能設置國家終身

學習振興院，以專業人力成立相關業務小組或顧問團，將能從

專業角度，戮力推動終身學習推廣業務，發揮實質效能。

（三）推動建議

1. 設置中央、縣市及地方三級專責之終身學習推動機構，宜納入

終身學習法中，以為設置之法律依據。

2. 由中央政府召集相關部會，成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負責規

劃、執行、督導、研究、統整及輔導終身學習相關業務。主要

統籌業務包含：終身教育師資培育與訓用、學習帳戶制之實施、

學分銀行制度之執行、終身學習券之發放及應用之規劃與管理、

終身學習數位課程規劃等。

3. 根據上述業務，成立各項業務專責小組及顧問團，針對各項業

務進行規劃及委辦，包含各項業務運作需求、辦理方式、流程

設計、整合機制及品質管考。

4. 每 5 年制定全面性國家終身教育（學習）發展計劃，說明如何

分配財政和資源，並針對政策成果進行分析和評估，以實現目

標。

5. 各項專責建議分成下列小組：

（1）全國終身學習顧問團－終身教育的相關推廣與調查、支援及

審議相關調研計畫、支持終身教育項目之研發；

（2）終身教育師資培用小組－培養終身教育從業人員的增能、證

照發放與媒合；

（3）學習帳戶暨學分銀行管理小組－實施學習帳戶與綜合管理；

（4）終身學習券補助小組－終身學習券審核、補助、發放相關綜

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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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終身學習數位課程小組－擴大與整合線上學習課程內容，並

朝向職業知能提升的取向發展。

十四、策略十四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係在配合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所推行的相關事項，及辦理

終身學習活動與宣傳等。由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所推行之學習帳戶及

學分銀行制應用、終身教育師資培訓、考核與媒合、終身學習數位課

程推廣、終身學習券的發放與使用皆由各縣市政府設置的終身學習館

進行在地落實，成為地方推行中央終身學習政策的第一線。

（二）策略目的 

1. 中央主導政策，地方落實業務：終身學習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

即是維持與改善學習提供的品質並促進終身教育與學習機構的

績效，有必要於地方落實組織的品質確保管理，辦理終身教育

各項業務，以鼓勵我國國民參與終身學習意願。

2. 作為大眾與終身學習政策的橋樑：終身教育館的設立是為了推

動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各項推行事項，如學分銀行、學習券等

誘因都需要與民眾接觸，從學習動機的引發到學習成就的認可

獎勵，終身學習館應作為與有需求的民眾互動、接洽及輔導之

橋樑，以激發學習動機及認可學習成就。

（三）推動建議

1. 由教育部、各縣市政府、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共同研議，訂定

終身學習館設置辦法，以為各縣市政府設置之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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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於轄區內設置終身學習館，配合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所

推行的相關事項，及辦理終身學習活動與宣傳等。

3. 各縣（市）終身學習館辦理業務包含：

（1）學習帳戶及學分銀行制應用管理與諮詢；

（2）終身教育師資培訓、考核與媒合；

（3）終身學習數位課程推廣及輔導；

（4）終身學習券的發放與使用；

（5）終身學習相關課程的開設。

十五、策略十五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

身學習中心（站）」（名稱暫定）

（一）策略內涵 

本策略係在促進於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辦

理終身學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激發民眾就近參與學習，增進終身學

習素養。從國際趨勢取經，以韓國為例，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負責終

身教育研究及體制的運營管理，執行終身教育的法律及政策，而地方

層級的終身教育學習中心，應依循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之方針，為在

地居民提供教育管理、教育諮詢與終身學習的機會，方能在終身教育

的推動體制上建立完整的地方架構與落實。

（二）策略目的 

1. 支持終身教育項目之業務：終身教育相關政策由國家終身教育

振興院進行統籌，地方行政機關主責各項業務實際推動，並加

強地方學校與社區的合作，以支持終身教育全國性的推動。

2. 延伸終身教育觸及範圍：各縣市政府已設置終身教育館協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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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項終身教育業務項目，然其服務範圍較難以觸及基層及位

處偏鄉、行動不便、身心障礙之成人學習者，若能於鄉鎮區、

村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學習中心，讓各業務下放至各中心協助

辦理，將能大幅延伸終身教育觸及範圍，實踐全國性終身教育

推廣。

3. 提供更多終身教育空間：以成人學習為主體，提供專為終身學

習所設立實體教育館，學習對象不拘，亦可結合圖書館、運動

設施及開辦各式多元化的終身學習課程，提供市民進行學習，

提高全民接觸終身學習資源可能性。

（三）推動建議

1. 由教育部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各縣市政府研議，研訂終身學

習中心設置計畫。首先進行終身教育資源及需求調查，針對需

求重點區率先設置終身學習中心，並逐年拓點，目標為 10 年內

達到各鄉鎮區皆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2. 初期可研議將現有之終身學習機構，轉型調整為終身學習中心。

3. 終身學習中心最主要的任務便是營造終身學習社會，中心內應

提供從幼童、青少年、成人、職業勞工、家庭及婦女、高齡者

至特殊弱勢族群等多元化學習資源，中心內除提供實體學習資

源外，亦應提供多元學習活動空間，供民眾或辦理終身教育活

動使用。

4. 各地方終身學習中心辦理業務包含：

（1）辦理各項終身學習館提供之各項資源諮詢、媒合及輔導，

如課程申請、學分認證、終身學習券使用、終身教育人才

媒合、數位學習諮詢等；

（2）辦理各項終身學習活動，配合國家終身教育振興院開設有

政策性議題的宣導課程或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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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並促進民眾使用多元學習活動空間；

（4）整合並提供終身學習的相關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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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訪談大綱

一、我國終身學習願景的研訂原則為何？

二、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為何？（以簡潔、響亮、易流傳、

朗朗上口的口號提出）

三、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內涵（或具體目標）為何？

四、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行動策略為何？其優先順序及實施先後

期程為何？

五、行動策略的落實，應有哪些配套措施？

六、行動策略的落實，會有哪些困難或問題產生？如何解決？

七、其他有關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事項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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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焦點團體座談大綱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焦點團體座談大綱

一、我國終身學習願景的研訂原則為何？

二、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願景為何？ 
三、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內涵（或具體目標）為何？

四、我國推展終身學習的行動策略為何？其優先順序及實施先後

期程為何？

五、行動策略的落實，應有哪些配套措施？

六、行動策略的落實，會有哪些困難或問題產生？如何解決？

七、其他有關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事項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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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德懷術問卷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第一回合) 

各位先進：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擔任本研究的德懷術專家小組成員，懇請惠予撥冗填

答本問卷。基於本研究已辦理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徵詢學者專家意見，

並對所提意見審慎研酌處理定案，故本問卷諮詢過程決定為 2 回合（每回

合填答時間，惠請於 7 天內回覆）。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於彙整各位對研擬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看法，以利篩選、統整出各項目

的適切性及重要性。填答完成後，惠請將問卷於 4 月 24 日前 Email 回傳給

本研究聯絡人，非常感謝。敬頌 

時祺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研究小組 

                                  主持人：黃富順學門講座 

                                  共同主持人：楊國德教授 

                                  聯絡人：李孟穎 

                                  聯絡電話：02-83692860 

                                  email：caea.caea@msa.hinet.net     

 

  



附錄

397

附錄三　德懷術問卷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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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德懷術問卷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第一回合) 

各位先進：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擔任本研究的德懷術專家小組成員，懇請惠予撥冗填

答本問卷。基於本研究已辦理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徵詢學者專家意見，

並對所提意見審慎研酌處理定案，故本問卷諮詢過程決定為 2 回合（每回

合填答時間，惠請於 7 天內回覆）。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於彙整各位對研擬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的看法，以利篩選、統整出各項目

的適切性及重要性。填答完成後，惠請將問卷於 4 月 24 日前 Email 回傳給

本研究聯絡人，非常感謝。敬頌 

時祺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研究小組 

                                  主持人：黃富順學門講座 

                                  共同主持人：楊國德教授 

                                  聯絡人：李孟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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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

（第一回合）

【填答說明】

本問卷有關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定，係依據本研究小組探討國際

重要組織（UNESCO、OECD、EU）及主要國家（美、英、法、德、日、

韓、大陸）對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倡議或實施情形，及對我國

實施現況加以檢視，而提出初步構想，再經專家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

徵詢意見，綜整後由研究小組逐一審慎研酌，經查多數意見對本研究

所提初步構想表示贊同；另若干意見已涵蓋於初步構想中，將於結論

中闡明；另部分意見所提為「作法」之提醒，將列入本研究建議事項

之參酌；另部分意見具適切可行，已予納入進行調整修正。茲依據修

正調整後之構想進行專家意見之徵詢聚焦。問卷內容分為願景與行動

策略二部分。願景部分，包括三個層面（研訂原則、願景、願景內涵）；

行動策略部分包括三層面（策略項目、配套措施及實施困難與問題）。

請就各項目評定依適用、修改後適用與不適用等，提供適切性的

寶貴建議，並對各項目（共 34 項）以五級分等制評定其重要程度，數

值越大（5）代表重越重要，數值越小（1），代表越不重要。請在各

欄內加以勾選。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378 
 

一、願景部分 

   （一）1-1 研訂原則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

永續 
□ □ □ 

     

【修正意見】 

   （二）1-2 願景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

會 
□ □ □      

【修正意見】 

   （三）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人全

面發展 

□ □ □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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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德懷術問卷 

377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第一回合) 

【填答說明】 

本問卷有關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定，係依據本研究小組探討國際重要

組織（UNESCO、OECD、EU）及主要國家（美、英、法、德、日、韓、

大陸）對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倡議或實施情形，及對我國實施現況

加以檢視，而提出初步構想，再經專家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徵詢意見，綜

整後由研究小組逐一審慎研酌，經查多數意見對本研究所提初步構想表示

贊同；另若干意見已涵蓋於初步構想中，將於結論中闡明；另部分意見所

提為「作法」之提醒，將列入本研究建議事項之參酌；另部分意見具適切

可行，已予納入進行調整修正。茲依據修正調整後之構想進行專家意見之

徵詢聚焦。問卷內容分為願景與行動策略二部分。願景部分，包括三個層

面（研訂原則、願景、願景內涵）；行動策略部分包括三層面（策略項目、

配套措施及實施困難與問題）。 

請就各項目評定依適用、修改後適用與不適用等，提供適切性的寶貴

建議，並對各項目（共 34 項）以五級分等制評定其重要程度，數值越大（5）

代表重越重要，數值越小（1），代表越不重要。請在各欄內加以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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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景 

行
動
策
略 

研訂原則 

願景 

願景內涵 

策略項目 

配套措施 

實施困難

與問題 

1 個項目 

1 個項目 

1 個項目 

包括：短期 9 項 
中期 6 項 
長期 3 項 

共 18 個項目 

6 個項目 

7 個項目 

一、願景部分

（一）1-1 研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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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部分 

   （一）1-1 研訂原則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

永續 
□ □ □ 

     

【修正意見】 

   （二）1-2 願景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

會 
□ □ □      

【修正意見】 

   （三）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人全

面發展 

□ □ □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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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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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部分 

   （一）1-1 研訂原則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

永續 
□ □ □ 

     

【修正意見】 

   （二）1-2 願景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

會 
□ □ □      

【修正意見】 

   （三）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人全

面發展 

□ □ □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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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部分 

   （一）1-1 研訂原則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融合、創新、

永續 
□ □ □ 

     

【修正意見】 

   （二）1-2 願景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

會 
□ □ □      

【修正意見】 

   （三）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求，促進個人全

面發展 

□ □ □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動學習型組

織，建立學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構永續發展社

會 
【修正意見】 

（三）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

組織及社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二、行動策略部分

（一）2-1 策略項目 
         2-1-1 短期

附錄三 德懷術問卷 

379 
 

二、行動策略部分 

   （一）2-1 策略項目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

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 □ □ 

     

【修正意見】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 □ □      

【修正意見】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刋

物或媒介 
□ □ □ 

     

【修正意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 □ □      

【修正意見】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 □ □ □      

【修正意見】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 □ □      

【修正意見】 

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 □ □      

【修正意見】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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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策略部分 

   （一）2-1 策略項目  
         2-1-1 短期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學習代言吉祥

物標誌及開發周邊商品 
□ □ □ 

     

【修正意見】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台 □ □ □      

【修正意見】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終身學習之刋

物或媒介 
□ □ □ 

     

【修正意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節）活動 □ □ □      

【修正意見】 

2-1-1-5 辦理終身學習社會講堂活動 □ □ □      

【修正意見】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習券 □ □ □      

【修正意見】 

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 □ □      

【修正意見】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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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修正意見】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 □ □      

【修正意見】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 □ □      

【修正意見】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

身學習機構內 
□ □ □ 

     

【修正意見】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 □ □      

【修正意見】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 □ □      

【修正意見】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

制 
□ □ □ 

     

【修正意見】 

2-1-3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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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修正意見】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 □ □      

【修正意見】 

         2-1-2 中期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 □ □      

【修正意見】 

2-1-2-2 培訓終身教育師，並配置於終

身學習機構內 
□ □ □ 

     

【修正意見】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度 □ □ □      

【修正意見】 

2-1-2-4 發展終身學習歷程檔案 □ □ □      

【修正意見】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施成效評估機

制 
□ □ □ 

     

【修正意見】 

2-1-3 長期 

         2-1-2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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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

興院」（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

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二）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

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 □ □      

【修正意見】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 □ □      

【修正意見】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

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 □ □      

【修正意見】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

關法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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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

興院」（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

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二）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

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 □ □      

【修正意見】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 □ □      

【修正意見】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

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 □ □      

【修正意見】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

關法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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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

興院」（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

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二）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

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 □ □      

【修正意見】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 □ □      

【修正意見】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

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 □ □      

【修正意見】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

關法規 
□ □ □ 

     

         2-1-3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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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

興院」（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

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二）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

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 □ □      

【修正意見】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 □ □      

【修正意見】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

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 □ □      

【修正意見】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

關法規 
□ □ □ 

     

（二）2-2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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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

興院」（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

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二）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

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 □ □      

【修正意見】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 □ □      

【修正意見】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

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 □ □      

【修正意見】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

關法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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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

興院」（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

（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里及社區等）

設置「終身學習中心」（名稱暫定） 
□ □ □ 

     

【修正意見】 

   （二）2-2 配套措施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之行

政層級為「終身教育署」 
□ □ □      

【修正意見】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 □ □      

【修正意見】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

有場地及人員編制 
□ □ □      

【修正意見】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

關法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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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

策 
□ □ □      

【修正意見】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 □ □      

【修正意見】 

   （三）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 □ □      

【修正意見】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 □ □      

【修正意見】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 □ □      

【修正意見】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 □ □      

【修正意見】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 □ □      

【修正意見】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 □ □ □      

（三）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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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

策 
□ □ □      

【修正意見】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 □ □      

【修正意見】 

   （三）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 □ □      

【修正意見】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 □ □      

【修正意見】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 □ □      

【修正意見】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 □ □      

【修正意見】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 □ □      

【修正意見】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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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

策 
□ □ □      

【修正意見】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 □ □      

【修正意見】 

   （三）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 □ □      

【修正意見】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 □ □      

【修正意見】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 □ □      

【修正意見】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 □ □      

【修正意見】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 □ □      

【修正意見】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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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

策 
□ □ □      

【修正意見】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 □ □      

【修正意見】 

   （三）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 □ □      

【修正意見】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 □ □      

【修正意見】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 □ □      

【修正意見】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 □ □      

【修正意見】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 □ □      

【修正意見】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 □ □ □      

附錄三 德懷術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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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修正意見】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

均，公平性不足 
□ □ □      

【修正意見】 

 

【其他意見】 
 
 
 
 
 

～問卷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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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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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身教育相關政

策 
□ □ □      

【修正意見】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 □ □      

【修正意見】 

   （三）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 □ □      

【修正意見】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 □ □      

【修正意見】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 □ □      

【修正意見】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 □ □      

【修正意見】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 □ □      

【修正意見】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 □ □ □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382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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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 □      

【修正意見】 

2-2-6 進行終身學習資源整合 □ □ □      

【修正意見】 

   （三）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不足 □ □ □      

【修正意見】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 □ □      

【修正意見】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參與率低 □ □ □      

【修正意見】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加強 □ □ □      

【修正意見】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待解決 □ □ □      

【修正意見】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其城鄉落差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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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適切性 重要程度 

適用 修改後

適用 
不適用 5 4 3 2 1 

【修正意見】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

均，公平性不足 
□ □ □      

【修正意見】 

 

【其他意見】 
 
 
 
 
 

～問卷到此結束～ 

  

～問卷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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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

（第二回合）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384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第二回合) 

各位先進：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擔任本研究的德懷術專家小組成員，並惠予協助填寫

第一回合問卷，本次問卷為第二回合，敬請惠於 5 月 7 日（星期日）以前

填寫回復。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敬頌 

時祺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研究小組 

                                  主持人：黃富順學門講座 

                                  共同主持人：楊國德教授 

                                  聯絡人：李孟穎 

                                  聯絡電話：02-83692860 

                                  email：caea.caea@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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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384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第二回合) 

各位先進：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擔任本研究的德懷術專家小組成員，並惠予協助填寫

第一回合問卷，本次問卷為第二回合，敬請惠於 5 月 7 日（星期日）以前

填寫回復。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敬頌 

時祺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研究小組 

                                  主持人：黃富順學門講座 

                                  共同主持人：楊國德教授 

                                  聯絡人：李孟穎 

                                  聯絡電話：02-83692860 

                                  email：caea.caea@msa.hinet.net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

（第二回合）

【填答說明】

依據第一回合問卷回收及處理後結果，計有三個項目，委員反應

因內容較不清楚，或有重複（原 2-1-1-5、2-1-2-4、2-2-6），經予刪除，

其餘有 22 個項目經參酌委員意見加以修正（如紅字所示），有關實施

上的建議，將列入研究建議事項參酌採行，故第二回合項目共 30個（架

構如下圖）。請針對各項目參酌第一回合各題平均數再評定其重要程

度，評分方式為五等分級制，數值越大（5）代表越重要，數值越小（1）
代表越不重要。請於重要程度（1~5）勾選。

附錄三 德懷術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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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調查問卷(第二回合) 

【填答說明】 

依據第一回合問卷回收及處理後結果，計有三個項目，委員反應因內

容較不清楚，或有重複（原 2-1-1-5、2-1-2-4、2-2-6），經予刪除，其餘有

22 個項目經參酌委員意見加以修正（如紅字所示），有關實施上的建議，將

列入研究建議事項參酌採行，故第二回合項目共 30 個（架構如下圖）。請

針對各項目參酌第一回合各題平均數再評定其重要程度，評分方式為五等

分級制，數值越大（5）代表越重要，數值越小（1）代表越不重要。請於

重要程度（1~5）勾選。 

 

 

 

 

 

 
 

  

我
國
推
展
終
身
學
習
願
景
與
行
動
策
略
研
定 

願
景 

行
動
策
略 

研訂原則 

願景 

願景內涵 

策略項目 

配套措施 

實施困難

與問題 

1 個項目 

1 個項目 

1 個項目 

包括：短期 8 項 

中期 4 項 

長期 3 項 

共 15 個項目 

5 個項目 

7 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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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部分

（一）1-1 研訂原則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386 
 

一、願景部分 

   （一）1-1 研訂原則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1-1-1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4.85 

     

【修正意見】 

   （二）1-2 願景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4.95      

【修正意見】 

（三）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

求，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

動學習型組織，建立學

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

構永續發展社會 

4.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

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

人全面發展 
5.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

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

型城市 
6.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

構永續發展社會 

4.85 

     

【修正意見】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386 
 

一、願景部分 

   （一）1-1 研訂原則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1-1-1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4.85 

     

【修正意見】 

   （二）1-2 願景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4.95      

【修正意見】 

（三）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

求，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

動學習型組織，建立學

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

構永續發展社會 

4.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

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

人全面發展 
5.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

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

型城市 
6.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

構永續發展社會 

4.85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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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部分 

   （一）1-1 研訂原則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1-1-1 普及、公平、均衡、

融合、創新、永續 
1-1-1 普及、均衡、融合、

多元、創新、永續 
4.85 

     

【修正意見】 

   （二）1-2 願景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1-2-1 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永續發展社會 4.95      

【修正意見】 

（三）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組織及社

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1. 滿足民眾終身學習需

求，促進個人全面發展 
2.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

動學習型組織，建立學

習型城市 
3.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

構永續發展社會 

4. 滿足全民終身學習需

求，促進公民素養及個

人全面發展 
5. 發展終身學習機構，推

動學習型組織及學習

型城市 
6. 營造終身學習文化，建

構永續發展社會 

4.85 

     

【修正意見】 

（二）1-2 願景 

（三）1-3 願景內涵 （具體目標）：包括下列三項

說明：此三項係依前述願景加以分析，基於周延性，特從個人、

組織及社會等三層面考量，提出其具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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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策略部分

（一）2-1 策略項目 

說明：行動策略部分，計有 15 項，將之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等

三階段，係指實施的時間性，有些策略雖列短期，但仍然需要持續進

行；有些策略雖列長期，仍然要有事先的規劃或先前的準備工作，這

只是施行上的參考。

         2-1-1 短期

附錄三 德懷術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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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策略部分 

   （一）2-1 策略項目  

說明：行動策略部分，計有 15 項，將之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等三階段，

係指實施的時間性，有些策略雖列短期，但仍然需要持續進行；有些策略

雖列長期，仍然要有事先的規劃或先前的準備工作，這只是施行上的參考。 

         2-1-1 短期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

學習代言吉祥物標誌及

開發周邊商品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

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

誌，並開發週邊商品 
3.80 

     

【修正意見】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

台 
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

源整合平台 
4.68 

     

【修正意見】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

終身學習之刋物或媒介 
2-1-1-3 發行及製作宣導

終身學習之刊物或其他

媒介 
4.35 

     

【修正意見】 

2-1-1-4 舉辦終身學習週

（節）活動 
2-1-1-4 每年舉辦終身學

習週（節）活動 
4.50 

     

【修正意見】 

2-1-1-6 發行國民終身學

習券 
2-1-1-5 發行終身學習

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4.37 

     

【修正意見】 

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

習型組織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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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

城市 
4.68 

     

【修正意見】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

終身學習法 
4.90 

     

【修正意見】 

         2-1-2 中期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

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4.70 

     

【修正意見】 

2-1-2-2 培訓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

構內 

2-1-2-2 培訓及認證終身

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4.63 

     

【修正意見】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

度 
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

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活動經驗，以

獲取學歷證明 

4.60 

     

【修正意見】 

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

施成效評估機制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

施成效評估機制 
4.75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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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策略部分 

   （一）2-1 策略項目  

說明：行動策略部分，計有 15 項，將之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等三階段，

係指實施的時間性，有些策略雖列短期，但仍然需要持續進行；有些策略

雖列長期，仍然要有事先的規劃或先前的準備工作，這只是施行上的參考。 

         2-1-1 短期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

學習代言吉祥物標誌及

開發周邊商品 

2-1-1-1 設計及選拔終身

學習代言吉祥物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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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1-1-2 建構終身學習平

台 
2-1-1-2 建構終身學習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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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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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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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券 
2-1-1-5 發行終身學習

券，提供學習費用支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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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發展學習型組織 2-1-1-6 積極發展各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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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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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1-1-8 建構學習型城市 2-1-1-7 積極建構學習型

城市 
4.68 

     

【修正意見】 

2-1-1-9 修訂終身學習法 2-1-1-8 儘速檢討及修訂

終身學習法 
4.90 

     

【修正意見】 

         2-1-2 中期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1-2-1 整合及發展終身

學習線上課程 
2-1-2-1 整合及創新發展

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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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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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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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建立學分銀行制

度，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活動經驗，以

獲取學歷證明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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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建立終身學習實

施成效評估機制 
2-1-2-4 建立終身學習實

施成效評估機制 
4.75 

     

【修正意見】 

         2-1-2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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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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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成效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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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成效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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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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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中期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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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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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線上課程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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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培訓終身教育

師，並配置於終身學習機

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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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師，並配置於終身學

習機構內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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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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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學歷證明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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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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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長期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1-3-1 設置專責之「國家終身學習振興院」（名稱

暫定） 
4.68 

     

【修正意見】 

2-1-3-2 縣（市）設置「終身學習館」（名稱暫定） 4.63      

【修正意見】 

2-1-3-3 地區（鄉鎮區、村

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

學習中心」（名稱暫定） 

2-1-3-3 地區（鄉鎮區、村

里及社區等）設置「終身

學習中心（站）」（名稱

暫定） 

4.79 

     

【修正意見】 

   （二）2-2 配套措施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

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 

2-2-1 提升教育部「終身

教育司」之行政層級為

「終身教育署」，並成立

行政院層級之終身學習

審議會 

4.68 

     

【修正意見】 

2-2-2 逐年擴增政府終身教育經費預算 4.85      

【修正意見】 

2-2-3 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應予專有場地及人員

編制 
4.60 

     

【修正意見】 

         2-1-3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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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4.75      

【修正意見】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

身教育相關政策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

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4.65 

     

【修正意見】 

   （三）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不足 
2-3-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

不足 
4.44 

     

【修正意見】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2-3-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

不佳 
4.42 

     

【修正意見】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

參與率低 
2-3-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

率偏低 
4.26 

     

【修正意見】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

加強 
2-3-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

入力道不足 
4.75 

     

【修正意見】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

待解決 
2-3-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

待弭平 
4.30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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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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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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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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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修正意見】 

我國推展終身學習願景與行動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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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2-4 適時修訂或制定其他終身學習相關法規 4.75      

【修正意見】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

身教育相關政策 
2-2-5 定期研訂並公告終

身教育相關政策及成果 
4.65 

     

【修正意見】 

   （三）2-3 實施困難與問題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3-1 民眾終身學習素養

不足 
2-3-1 國民終身學習素養

不足 
4.44 

     

【修正意見】 

2-3-2 終身學習宣導不夠 2-3-2 終身學習宣導效果

不佳 
4.42 

     

【修正意見】 

2-3-3 社會民眾終身學習

參與率低 
2-3-3 國民終身學習參與

率偏低 
4.26 

     

【修正意見】 

2-3-4 政府主導或支持待

加強 
2-3-4 政府支持與資源投

入力道不足 
4.75 

     

【修正意見】 

2-3-5 民眾數位學習落差

待解決 
2-3-5 國民數位學習落差

待弭平 
4.30 

     

【修正意見】 

附錄三 德懷術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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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

其城鄉落差大 
2-3-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4.79 

     

【修正意見】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4.63      

【修正意見】 

 

【其他意見】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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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2-3-6 區域發展不均，尤

其城鄉落差大 
2-3-6 各地區學習發展不

均，城鄉落差大 
4.79 

     

【修正意見】 

2-3-7 對不同族群學習機會的提供不均，公平性不足 4.63      

【修正意見】 

 

【其他意見】 
 
 
 
 

 
項目 

平均數 
重要程度 

原始用詞 修正 5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 

～問卷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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