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971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97 年 5 月 7 日（三）下午 4:30~6:30 

會議地點：景美國中小會議室 

出席人員：唐光華、林淑英、郭中一、張台山、高肖梅、章培元、楊蕙如、鄭景隆、梁愛

菊、楊文欽、吳秀玲。 

會議主席：唐光華 

記錄：張桂哖 

列席人員：吳奕慧、曾本瑜、張桂哖、張家菱、黃永達、孫瑞紫 

 
1. 本學期課程發展報告 

一、971 學期學員選修課程分析 

◎學員總人數成長 1/3。 

◎文山社大學員多數皆受高等教育而且年齡略高，都上過學術課程，學員對老師的期

待較高，社會學程較難經營，自然與人文學程老師學養與表達的強弱決定了是否能夠

成功開課。 

◎環境與社區成長課程經營困難，但陳建志老師的生態文史及單車課程非常具有潛

力，加以宣傳應該會有成長空間。 

◎成人對於美學有需求，在社區文化的推動很重要，皆能培養學員的主動和創造力。 

◎肢體動能課程已飽和，未來鼓勵這些課程增添人文和公共性。 

◎應該思考課與課之間的關係，包含進階和初階怎樣跟外頭的藝能課程做區隔。 

◎文山社大學員多為中產階級，怎樣讓經濟弱勢進到社大學習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目前社團為瑞紫負責，但有些社團已沒有活動，學校應鼓勵加強其活動性，並訂立

績優的補助辦法。但新成立的幾個社團很有活力。 

◎木柵校區還有五門課的成長空間，在符合財務平衡的狀況下，即每年 40 萬的場租

費，一方面維持學術與藝能課程和社團，分配課程合理的比例，來維持木柵校區師生

的凝聚力。 

 

二、十週年校慶、期末成果展與各學程發展 

◎期末成果展應與招生結合，加強宣傳十週年的紀念，並與各學程發展相結合。 

◎策劃全國性的動員發聲，例如舉行遊行。 

◎靜態、動態和社團聯展分開策劃，結合各種形式的展覽、研討、表演及遊行，加強

各學程講師、學員及學程經理人的橫向溝通和合作。 

 

三、各學程出版計畫與研討會 

◎心理學夜談已有學員每人 5000 字的文稿，出版鄭籌畫中；人文學程騷社學員作品目

前由老師審稿中；文山十年學習的美好已徵到 10 篇稿件。 



◎講師方面，以美術學程講師寫稿 熱烈，鼓勵其他學程的講師也能踴躍撰稿。 

◎電影筆記班學員正在拍攝文山十年紀錄片，雷驤和黃文龍老師指導和參與。 

◎五月下旬或六月初舉辦木柵人紀實攝影集表會。 

◎原本 5/31 要舉辦的十五份遺址研討會因為只有五位老師可以參與，所以延期到

8/23，屆時較多的老師可以出席。 

 

四、一位新任講師捐款七萬。 

 

綜合回應： 

◎中南部的學術課程較為缺乏；郭中一老師的成功可以藉由研討會來做經驗的傳承，

有些社大在自然課方面甚至資深學員比講師強，應該舉辦類似的教師種子研習營，讓

文山社大擔任指導的角色，做一些師資培訓的貢獻。 

◎這樣的教師研習觀摩應該有五十分鐘以上，而不是只有十分鐘的蜻蜓點水。 

◎課程發展應與區域有關，結合當地文化的特色，比方文山故有的傳統文化，而不是

只有複製而已。 

◎2002 年曾經在翠湖舉辦一天 16 門課加上一堂的電影課，結合自然生態的教學，並

有橫向的溝通結合，涵蓋好幾個範疇，是一個行動和落實，文山社大的十週年也能參

考這樣的模式。 

◎木柵和景美怎樣與當地的文化特色做一個連結，舉辦像翠湖的一天，讓貼近的人來

做分享，並且結合附近的國中小學教師和里民，弄出一個模式，是很有創意參考的做

法。 

◎蔡瑞月舞蹈團也關注全球暖化的問題，課程怎樣跟社區的公共議題產生連結，是未

來很重要的一項發展。 

 
2. 討論議題： 

(1)972 學期全校課程發展總目標及各學程發展目標 

◎學程的發展不必刻意追求人數的成長，而是提升每門課的平均人數，和每門課的結

構可以平均發展。讓每門課不至於賠錢，一般而言，租金必須有 18 個人選課，才符合

成本。 

◎應確實計算出賠錢的有多少，是不至於虧本的情況下盡量的支持公共性課程。 

◎文山社大拿公家的經費 多，也因為開許多具有代表性課程的因素，應繼續努力並

維持這個傳統。 

◎文山社大應加強環境及公共的參與度，讓公民社會的落實有進步，以行動來創造公

共議題的討論，比方過去的反軍購遊行和和平運動。 

◎公民監督國會，讓各學程的講師和學員都能積極參與立法院的八個委員會運作情

況，比方環境學程就能看見衛生署每年給多少預算，和國會的監督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當時蘇花高的議題就有要以個人或是校長(團體)名義支持的問題，如果能快速支會

各理監事，並在內部先有討論再有立場，就能迅速的增加社大的公共議題參與度。 

◎以文山夏日人文風的的一場電影欣賞會『駭客任務』，他邀集了各不同領域的學程講



師，就能夠加強學員之間的互換性，讓原本是自然學程的學員就能夠也聽到人文社會

科學方面的見解。 

◎地方特色與公共議題的結合非常的重要，例如指南宮的例子是可以參考的。 

◎舞蹈也可以與戲劇和攝影結合和對話，可以加強學員之間在課程的流動和互換。 

◎未來十年的社大必須注意社會的脈動，因為一般大學會搶社區大學的學員，社大的

角色應該更靈活反應更快，因為人的壽命不斷的變高，未來的社大學員的年齡層會越

高，怎樣吸引這些人進到社大或是更年輕的人也是極具思考的點。 

◎未來的學習美好也要使學員們開闊視野，不把他們從不喜歡引導到喜歡，並用網路

作為工具，如發展遊戲 game 的模式，學員們因好玩才會來。 

 
(2)972 學期木柵校區的課程發展目標 

◎木柵的集應廟可作為社區的文化中心，轉型為教育，讓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和中小學

教師都可以到那裡交換意見和想法，也成為一個聯誼中心，讓里的歷史成為鄉土的教

材，也讓歷史老師成立發展研究室；使其成為社區發展中心，倡導公共議題和作為一

個領袖的工作坊，使得這些文化特色能夠開發聯合祭典。 

◎發行木柵人認同卡也是一個加強地方認同感的方式，導覽的培訓也可以加強社區民

眾對於自己對地方的認同感和參與感。也可以與景美集應廟結合，成為地方文化發展

中心。 

◎的確，文山社大應該與社區的機構發展公共性議題，並將視野放大為全國或是全球

性的議題，加強民眾的關心與參與，比方在第九週講座談二次政黨輪替的范雲，仍是

小規模且有限的，公民社會需要更強的理性討論，尤其是不同立場之間的辨證。 

◎集應廟附近正有一棟建築在建蓋，但他們將在停車場建立美化的工作，也可以讓木

柵校區與之合作，附近有許多民眾都會聚集聊天，講師可以前往那裡與他們喝茶聊天，

尤其是電影的校外教學，具有邊緣的關懷活動和公益性質，但需處理版權的問題，包

含宣傳和公播版權的問題。 

◎十五份遺址的發現讓石頭也可以變成新石器時代的石器，所以可見文山區史的重要

性，讓新進老師也可以有機會參與像這樣的培訓課程，不只是教學活動而已，而是更

深層發現文山區的歷史認同感，可以應用到對學員的授課。 

◎電影是具有很大的魅力的，尤其可以吸引到各個年齡層，更可以注意到社會的脈動，

在課程裡融入社區發展的重心。 

 

(3)十週年課各學程如何教學成果：期末如何辦好教學研討會。 

◎應嚴格的掌握時間，讓動態和靜態分開，而且有計畫地區分景美和木柵的時間流程，

以兩天為例，排定十週年的時程表，經過協調之後統籌執行，並廣泛讓學生和老師們

知道，加強各課程之間的串連和合作。 

◎5/24 及 5/25 的全國社區大學研討會應讓文山的講師群都知道，廣邀他們參與，看看

全台灣的社大狀況，以作為教學發展的參考。 

 

(4)臨時動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