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創新，從臺南對話出發 

 

 

        欣逢第 16 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今年在臺南舉行，並以「在地創新與教育

對話」為題，邀請全國各社區大學與政府部門一起來關心臺灣社會的未來發展，

清德以臺南市東道主的身分，感謝各位貴賓遠道而來，共同回顧與前瞻臺灣社區

大學發展歷程，見證社大實踐公民社會的力量。 

        臺灣社區大學開始於黃武雄教授於 1998 年所發起的社大運動，目的是建構

培養成人獨立思考能力、啟發民眾公民意識、並與社區發展結合的成人教育場域。

10 多年來，不論在公共議題的引導或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社區大學都扮演了

舉足輕重的角色。 

        臺南市共有 7所社區大學，依人口及區域的分布，各自擁有不同的辦學理念

與特色，在市民力量的扶持下，從大廟興學、臺江山海圳綠道、七股護沙、河川

巡守、棲地復育、乃至於文化保存和傳統工藝的薪傳等，均展現臺南社大充沛的

行動力與活力。清德希望臺南社大蓬勃發展的經驗與全國社大進行深入對話、交

流，進一步開啟擴散與推展的效果。 

為了將各社區大學帶動公民社會的進步經驗，納入城市公共治理之中，臺南

市首創全國之先，透過民主參與的過程，制定「臺南市社區大學發展自治條例」，

藉由這部自治條例，落實社大發展公民社會精神及本市文化立都願景，建構社區

大學發展審議制度，實現終身學習法精神，授予社大畢業證書。臺南市希望社大

不只是成人學習機構，它們更是城市發展、在地創新的內涵與推力，是一所公民

的學校、在地的實踐基地。 

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今年恰好邁入第 16 年，在臺南民間有一項「做 16 歲」

成年禮習俗，這場會議猶如「做 16歲」，象徵全國各地的社區大學以青年之姿，

益發成熟及穩健，並以更堅定的信念，為自己故鄉的土地，滋養更充足的養分，

使其茁壯。 

今天來自全國 80 餘所社區大學，各擅勝場，各有深耕地方的創新經驗，無

論是城鄉發展、公共生活、環境守護或綠色城市等各個層面，均建構人類生活的

在地議題、創新策略及行動方案，清德相信一定可以對臺灣邁向公民社會的未來，

綻放出美麗的願景與行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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