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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鑒於我國積極邁向「學習型社會、學習型臺灣」，為加強終身學習的推展，針對

發展社區或城鄉為「學習型城鄉」進行規劃，使社區能成為一個提供所有民眾參

與學習管道與貢獻所長的終身學習環境，並進一步深化社區學習，提升民眾學習

參與率、落實學習體系的建置。比較亞洲地區鄰近國家，日本目前推動地域教育，

成效顯著。爰提出本次考察計畫，借鑑當地學習資源整合與連結的模式，作為本

部推動社區教育之參考，以建構我國社區教育發展之示範型態。 

 

此行考察期程自 101年 11月 19日至 23日，共計 5日。考察重點主要包括下列

六項：（一）有關全國及地方(縣市)推動社區教育之法規，中央與地方的分工範

疇為何？（二）地方(縣市)社區教育的推動方法：1.由何人、何團體承辦？2.

社區教育之課程包含哪些？參與對象是否有限制？3.社區教育之師資如何認可

(證)？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認證單位為何？（三）中央及地方是否均有編列社區

教育經費？經費若干？（四）民間或人民團體在社區教育扮演的角色與推動方式

各為何？（五）人民在社區教育中學習成就的累積與認證，是否可供入學大學或

技藝證照核發？（六）日本社區教育是否以部分替代正規學校教育？ 

 

針對社區教育方面之建議：（一）整合中央部會附屬機構與地方機構，發揮學習

功能，提升社會學習風氣。（二）社區學習機構應結合學校、家庭共同推動學習

課程，增加親子互動機會。（三）對開發新市鎮或都市土地重劃時，應增加規劃

社區學習機構用地，普設社區學習據點。 

 

針對圖書館方面之建議：(一)學習日本服務態度與精神。(二)政府財政困窘時，

引入民間資源為主要策略，以實施委託民間辦理或改制行政法人作為推動的方

向。 (三)強調文化創意及直接服務等工作，使文化傳承與生活面向結合。(四)

社區服務型態多元化，由兒童閱讀深耕入手。(五)社區服務工作的推動，以巡迴

車及自動化網絡作為主要的工具。(六)增加圖書館購書之經費。(七)於不景氣或

大環境不佳，更注重高品質的服務，作為建立品牌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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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目的 

鑒於我國積極邁向「學習型社會、學習型臺灣」，為加強終身學習的推展，

針對發展社區或城鄉為「學習型城鄉」進行規劃，使社區能成為一個提供所有民

眾參與學習管道與貢獻所長的終身學習環境，並進一步深化社區學習，提升民眾

學習參與率、落實學習體系的建置。比較亞洲地區鄰近國家，日本目前推動地域

教育，成效顯著，結合政府、民間團體和社區居民等網絡資源，共同建立地方學

習體系，可作為本部推動社區教育之參考。藉由本次考察，發展社區學習的新思

維與行動，擴增民眾終身學習機會，提高成人學習參與率，並結合終身學習策略

行政者、專家、工商業代表與學習促進者共同進行社區知識管理的規劃，落實終

身學習之願景，建構以社區或鄉鎮為單位的學習地圖，帶動社區學習風潮，發展

社區休閒學習團體，以提升社區學習的意識。透過學習資源整合與連結，建構我

國社區教育發展之示範模式。 

 

二、考察重點 

    （一）日本全國及地方(縣市)推動社區教育之法規，中央與地方的分工範疇

為何，社區學習是否因地制宜，符合地方需求。 

（二）地方(縣市)社區教育的推動方法： 

 1.由何人、何團體承辦。 

2.社區教育之課程包含內容。參與對象是否有限制。 

3.社區教育之師資認可(證)，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認證單位為何。 

（三）中央及地方編列社區教育經費情形。 

(四）民間或人民團體在社區教育扮演的角色與推動方式。 

（五）人民在社區教育中學習成就的累積與認證，對入學大學或技藝證照核

發的採認條件與方式。 

（六）日本社區教育是否部分替代正規學校教育。 

 

貳、 考察人員與行程 

一、 考察人員 

賈美琳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科長       

朱玉葉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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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行程 

 

天數 日期(星期) 參訪行程 

第一天 11月 19日(一) 搭機抵達。 

第二天 11月 20日(二)  

1.吹田市公所地域教育部。 

 

2.大阪府市町村教育室地域教育振興課。 

第三天 11月 21日(三)  

神戶巿「教育・地域合作中心」。 

第四天 11月 22日(四)  

1.國立奈良教育大學教育實踐開發研究中心

地域教育支援開發部門。 

 

2.奈良巿生涯學習財團。 

第五天 11月 23日(五) 搭機返國。 

 

參、 參訪機構概述 

一、吹田巿公所地域教育部 

參訪時間：101年 11月 20日(二)上午 

拜訪及與談人：教育長西川峻孝、部長原田勝、次長小池義夫、課長柿本

卓志等共 6人。 

吹田市地域教育部組織： 

    生涯學習課－

    

有關社會教育・終生學習之調査研究、計畫擬定、成人教

育、社會教育相關團體的輔導、登錄終生學習教師人才庫、

終生學習團體、管理國小教室開放、社教館等。 

中央圖書館－

    

圖書及資料之蒐集、整理、保存、借閱。 

文化財保護課－

    

博物館資料蒐集、保管及展示、博物館資料調査研究、巿

內文化財之保護等。 

青少年室－擬定推動青少年教育相關施政、培養青少年輔導人員、管理青

少年活動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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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田市人口 35萬、面積 36平方公里，與花蓮市相當，50 年前新市鎮計畫，

舉辦萬國博覽會，鐵路與電車相連，吹田市有 14個車站，交通便利。 

 

地域教育推動情形： 

(一)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依地方制度法執行，中央設定教育制度，管理財務。 

學者專家社會人士合作成為「第 4領域」，提升教育水準與功能。 

(二)終身教育委託民間辦理，約 208案件。 

1.依活動性質來限定參加對象與講座內容。 

     2.師資資格：以精通該領域之知識技能者擔任講師，但並無任何資格限制。 

     3.社會生涯學習部，2011年預算日幣 49.3億，2012年 48.7億。 

     4.吹田市第育教育重要課題是「跨年齡層支援兒童教育活動」，重視家庭教 

       育，提供許多家庭教育機會，公民館聯合社區自治會共同辦理地域學習 

       活動。平成 23年 3月底止，新任市長更委託民間有經驗之團體來辦理社 

       會生涯學習活動。 

     5.學習之時數證明或學分認證、入學採計等，並未辦理、亦無人要求，因

為需要學分的人自會去大學學習，此處之學習以個人興趣為主，並不會

在要求獲取學分。 

     6.地域教育部是學校教育以外的教育事務管理，舉凡圖書館活動、閱讀活

動、支援學校教育活動、提供書籍借閱，均為辦理之活動。 

 

(三)吹田市公民館 30所(29所社區公民館，1所分館)，辦理的內容為：文化講

座、手工藝課程、插花等多元講座、教室開放借用、學習團體集會、展示。

各館總服務 416,842人次。吹田市的社區教育中尚設置市民大學，吹田市民

大學與關西大學合作，辦理文學、歷史、教育、社會、商經與法政之講座，

提供成人與高齡者學習。平成 24年，充實設備預算為日幣 1億 4千 3百萬，

為了就近學習的便利性，開設多元化學習課題，對老舊的公民館持續更新充

實，狹隘封閉的空間改建為寬闊開放式的空間。 

(四)吹田市社區教育(地域教育)重要機構：  

     1.推動生涯學習：市民大學、學習資訊雜誌、中小學教室開放、地域交流 

       室、公民館更新、圖書館充實設備、博物館充實與存化財保護，青少年 

       運動設施之準備與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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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青少年與兒童學習活動：少年科學實驗活動、運動教室(體操、劍道)、 

       自然體驗之家、野外探險、植物栽種、劇場、親子體操等，一年約有 68,252 

       人參加學習課程。 

  (五)吹田巿公所中央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主要參訪內容瞭解該市提供市民有關圖書借閱與流通的服

務，以及辦理閱讀的相關活動與服務；就該館

     該館係屬社區型公共圖書館，並有行動圖書車，雖設施設備較老舊，藏書

有 25萬 2,250冊（2011年 12月底），而行動書車則有 3萬 7,446冊，並重視內

在展示於一樓大廳將奧運之裝置公共藝術品陳設，代表著傳承的蘊涵，深具意

義，以下簡述該市圖書館的情形與概要:： 

圖書及資料之蒐集、整

理、保存、借閱等工作。 

1. 圖書館數： 

該總館設有 6館 2分室及自動車文庫(即行動圖書車)； 

2. 中央圖書館之設施：  

(1) 自習室:收容 176人 

(2) 對面朗讀室：收容 2人  

並將於 2013年 1月開放 1新館,（設於千里丘地域） 

3. 服務時間：休館日及開館時間:  

(1) 休館日：12月 28日，每月最後的週四，長期整理期間 

(2) 開館時間：上午 10時至下午 6時，週四與週五延至 8時 

4. 營運體制： 

    (2012年 11月)職員 54人，兼職者 27人 

    其中 3館 1分室的窗口業務，乃委託民間辦理。 

5. 2012年度預算（吹田市）： 

(1) 一般預算:1051億 3371萬 9千(日)元 

(2) 教育費：142億 9194萬 5千元 

(3) 社會教育費:29億 8659萬 9千元 

(4) 圖書館費：11億 6606萬 5千元 

(5) 千里丘圖書館建設費：4億 1156萬元 

(6) 全市購書費：2億 1140萬 8千元 

 



 
 

8 

6. 2011年圖書館資料統計： 

（吹田市）項目 統計 備註 

人口數 354,053人  

藏書數 861,345冊 86萬冊 

視聽資料數 50,459片  

借出冊數 2,954,277冊 295萬冊 

延後續借利用者數 69,536人  

每人借出冊數 8.34冊  

點閱件數 1.184,994件  

藏書檢索件數 2,797,880件  

 

二、大阪府教育委員會町村教育室地域教育振興課 

參訪時間：101年 11月 20日(二)下午 

拜訪及與談人：課長吉原孝、主事久合人、主查高松智等共 6人。 

討論重點： 

大阪府地域教育推動重點為： 

＊推動教育學習社區。 

＊召開社會教育委員會議。 

＊舉辦社會教育各種研修。 

 

(一)大阪府教育委員會執行地域教育之權限： 

    依據社會教育法，協調各社教機構配合政府執行工作，地方設置社會教育人

員。社會教育委員不屬公務員，無資格要求限制，教育委員會聘任時，自校

長、家長會、社區內挑選聘任，有酬勞。社區教育協議會邀地方熱心教育人

士，提供意見供首長(縣市長)參考。 

(二)社教員協辦各社教工作。大阪府有社教員 30名，任期 2年，大阪府有 43

鄉市鎮，均設公民館，只有 4所公民館委外經營，每個公民館活動內容，授

權地方自訂，並多辦理講座，開放民眾自由參加，並未限定參加資格。講師

資格並無限制，亦不要求職業證照。職員須有公務員資格。博物館設有學藝

員(研究員)編制，每年編列 6300萬日幣，青年活動中心採委外辦理，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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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一期，每二個月召開事業計畫會議，經費支出由會計部門監督，執行成

果須在營運委員會議中報告。營運委員會一年編列 4500萬日幣，供支付委

員出席費、交通費、印刷費……等。 

 

(三)大阪府社會教育與營運委員會相互連結。由於各社區彼此分隔不相往來，社

區教育推動不易，委員會希望建立「溫暖社區」的氛圍，乃推動社區組織照

顧兒童，大阪府辦理師資訓練課程，加強家長對社區的認識與連絡。另針對

幹部加以訓練成為社區種子人才。 

 

(四)地域教育---公民館的功能： 

1.社區學習的課程時數與學分證明，從無要求作為「銜接大學」之使用。

社區學習主要是以當地居民學習需求、興趣為主，不作升學之學歷承

認或報考證照考試之採認。 

2.課程並非為增加職業能力。公民館課程不在於培養技能，不涉入其他機

構之工作。 

3.社區教育計畫，重視「培養兒童是社區居民全體的責任」，社區中的人

民團體，如：婦人會等，組織成立設於中學校內。學校提供一開會場

所，每月開會 2~3次，社區與學校結合多為上下學交通維護。學校之

社團或部分課程之師資，請社區人士擔任講師，促進交流。 

 

(五)學校支援社區，是地域教育的重點核心工作。 

    大阪府推動家庭、學校與地域(社區)三者合作的「教育社區」，約有 290餘

所中小學參與「支援地域教育」計畫，各校推動重點不一，包括：提供大學

生到校課後輔導、開放學校場地、家長帶領讀報教育、擔任社團老師、農耕

體驗、親子訪談等等。運用家長與社區人力，教與學協力合作。 

 

  (六)大阪元氣廣場： 

大阪府提供家庭教育支援工作：辦研修會，家長自由參加，學校請支援小

組進入家庭，針對一般問題進行懇談，屬服務性質，不涉專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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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戶巿教育・地域合作中心 

    參訪時間：101年 11月 21日(三)下午 

    拜訪及與談人：課長上田剛弘、係長綱岡俊宏、主事森本毅等共 5人。 

討論重點： 

＊舉辦義工研修活動、終生學習講座、日語學習輔導人員講座等。 

＊推動學校支援人員制度，招募未來擬從事教職之大學生及研究生，赴國

中小學協助學童學習、遊戲，或指導社團活動及運動等。 

  ＊地域教育重要工作：生涯學習成果用於在地，公民館的活用。 

   (一)神戶市設立 7所公民館：住之江、茸合、清風、長田、南須磨、東垂                               

水、玉津南。 

    日本的公民館是社會(區)教育的重心，但服務的對象不分年齡， 

只要社區民眾需要的學習，公民館都會開設，更著重親職教育，為兒 

童開設學校以外的學習課程，如：生物實驗、地理實察、科學探索、 

校外教學等課程都利用假日、寒暑假開設，並設計親子共同參與合作 

學習方式進行。課程分為：繼續型、單發型。 

   (二)神戶市自昭和 34年起，宣導推動「學校設施開放」，至昭和 43年，市長

提出「學校公園構想」後，對學校陸續開放教室、圖書室、運動場等設

施。 

     平成 10年，神戶市教育委員會議提出「學校推動地域學習活動」， 

 即將學校設施做為辦理地域(社區)教育之用。同時辦理高齡教育活 

 動、民眾運動健康活動以及兒童課後教室。成人課程有：育子、飲食、 

 花藝、茶道。 

     重視學習榮譽，定期的展示學習者學習成果，無論書法、花道、 

 藝術創作等等均利用學習空間佈置展示。 

   (三)公民館辦理識字教育，初期是為了提供給二次大戰期間赴朝鮮打仗的士

兵，現回日本定居的長者希望提升自己的日與能力。現今已招收外國人

或移民日本者學習日語文。 

   (四)市府提供土地，與民間財團合作設置公民館，公民館的設置自二次戰後

開始，為了培養人民參與社會事務，所需經費由中央負擔三分之一，市

府負擔三分之二，土地由市政府提供。團體可借用公民館辦理活動，市

民亦可辦理個人學習成果展示。各學習團體可事先登錄借用的場地，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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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場地費。 

   (五)公民館的課程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重視賑災逃生。神戶教育委員會辦

公大樓一樓即展示地震逃生的模型，提醒民眾震災預防的重要。 

   (六)公民館與其他在宅福利事業、NPO、大學及民間企業合作共同辦理學習活

動。核心課程包括人權促進、日語識字教室環境議題、家庭教育等，尤

其注重青少年育成事業與家庭教育支援事業。 

 

四、 國立奈良教育大學教育實踐開發研究中心地域教育支援開發部門 

     參訪時間：101年 11月 22日(四) 

     拜訪及與談人：學長長友恆人、副學長加藤久雄、補佐高橋豪仁等共 6人。 

     討論重點：開發課程；開發評鑑認證制度；培養社區所需之人才。 

    (一)日本大學生進入社會職場，出現學用不一的情形，政府著手加強專業 素

養教育計畫，2004 年文部省補助各大學辦理「發展專業計畫」，奈良教

育大學獲得補助，辦理學生至社區擔任教學助理學習計畫。 

    (二)教學助理學生進入學校幫助老師，亦可提前了解教育現場，學生在教 學

現場服務的經驗尚無法採認為實習學分，大學會事先對參與此志願到社

區學校服務的同學辦理培訓課程，分二級，初級為「學童夥伴員」；進

級為「兒童支援員」。 

    (三)奈良教育大學培訓學生及早理解社區教育，在師資養成階段就接觸社

區，了解社區內中小學校學生的特質，關懷弱勢學生與特殊學生。擔任

「教學助理」學生的經驗亦須經由大學的安排分享發表，提供其他同學

觀摩與學習。 

 (四)每位教學助理學生尚須繳付費用始可參加此「專業發展計畫」，因此就

全校學生人數觀之，參加此計畫的學生並不踴躍，全校僅 140名學生取

得初級「兒童夥伴員」資格、20餘名取得進級「兒童支援員」資格。  

 

五、財團法人奈良巿生涯學習財團 

    參訪時間：101年 11月 22日(四)下午 2時 30分 

    拜訪及與談人：常務理事中島峻文、係長梅森義弘、主任胎中佳英等共 8

人。 

    討論重點：財團法人經營社區學習中心之特色。 



 
 

12 

      本學習中心於 2001年設立，職員皆具終身學習之專門知識及經驗，提 

  供社區學童至高齡者終身學習環境，協助任何人於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均可學 

  習。 

(一) 生涯學習中心即是公民館，主要功能為開設課程提供居民學習，對學習

需求與問題給予解決，近來多與學校合作。奈良市有 24所公民館，設

置地點依據國中學區而定，公民館的營運管理由奈良市政府負責，人民

團體協助。 

(二) 奈良市民 37萬人，使用公民館的人次已高達 65萬，公民館結合學校推

動兒童及青少年課後照顧與課外科學課程之學習，美語課程、世界文化

課程，採取小班教學。 

(三) 公民館設營運委員會負責公民館的運作，決定各項有益學童之活動，並

受地域教育協議會監督，每年須參加 2次研修活動，公民館館長由經營

之財團聘任。 

(四) 奈良市政府每年補助本生涯學習中心(公民館)日幣 1,300萬，支持學習

活動。 

(五) 公民館講座資格，為大學老師及有專長之社區人士，有通過國家專業認

證考試者，亦有民間專業團體認證者，政府不介入公民館師資的限制。

社區教育廣泛，師資不宜統一規範。因學習階段不同，亦不宜要求過高，

多元廣泛的師資類別亦會吸引更多學生。 

 

肆、心得 

  一、地域(社區)教育部份 

 (一)親切的迎接，精闢的介紹。 

             日人禮貌周到，每次參訪均提早於門前迎接，在座談討論過程中， 

         參與人員皆在 4位以上，均以名片交換介紹，簡報說明人員均準備充     

         分，針對所提問題逐一詳細說明，並備妥相關文件與出版品。 

             辦公室樸實擁擠，幾無裝潢，承辦人對業務十分熟悉，掌握重要 

         工作的統計數據，說明數字代表的意義，十分詳盡。對業務的計畫目 

         的、執行方法與成效檢討，深入周全。 

 (二)日本社區學習的核心主體---公民館。 

         社區學習的推動主要以設置公民館為據點，推動各種非正規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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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之學習課程，其主要目的是便於民眾就近學習，以吹田市為例： 

     35萬人口，設有 14所公民館，平均每 2 萬 5千人即設置一所公民館， 

     社區學習機會充足，便利性亦高。 

(三)日本人重實力輕學歷，地域教育從未使用大學名稱。 

        日本地域教育(社區教育)定位明確，以公民館之名已推動近 70 

    年。從不曾想過要使用以「大學」為命名之機構名稱，而致力於課程實 

    用有效的目標上持續耕耘。 

        日本人「重實力輕學歷」之學習價值觀，與自律的個性，充分表現 

    在配合政府政策與尊重團體規範方面。此行所參訪的教育單位都共同表 

    示，參與地域生涯學習中心(公民館)課程者，並無要求核發學習時數學 

    分證明，亦無要求銜接大學或採認學分等情事。 

(四)公民館的設置地點非常便捷適當。 

        設置地點充分考量近便性，帶給學習者的高度學習動機與學習成 

    效，輕鬆的形成社會的學習風氣。在難波地鐵(捷運)車站(複合式購物 

    廣場)4樓，即設置生涯學習中心(公民館)，設有 20餘間教室，每晚有 

    16間教室上課，每一期開設的課程種類多達 80餘種課程。 

(五)公民館的設施設備十分新穎，教學設備有效利用。 

        教室內並未班班有電腦資訊設備，據其表示：正確地提供有需要教 

    學使用。學習環境潔淨舒適，教室寬敞燈光明亮，學習成果展示與空間 

    佈置融為一體，充分顯示對學習者的尊重，簡單的文宣廣告，簡單明確 

    的指標告示，整齊排列的每一本雜誌書籍，都看得到用心低調的踏實與 

    整體國民的優秀素質。 

(六)課程多元豐富，以生活興趣為主，不開設職業課程。 

            日人熱愛學習，妥善經營自己生涯﹐在公民館的學習，未有學習者 

        要求應發給學習證明、亦未有要求學分能為大學採認而銜接就讀大學 

        者、更無要求公民館學習成果頒發學位者，日本定位社區學習為生活及 

        興趣的學習，並不需有職業訓練的功能，其認為若需職業訓練者則應至 

        專門的職業訓練機構學習。 

(七)重視推動青少年、兒童社會學習課程及家庭親子課程。 

        每當學校教育發生重大案件後，日本社會全面檢討學校教育問題， 

    如：少子化的家庭教育的質變、雙生涯家庭中親子互動減少、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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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趨冷漠……等，促使日本人更加重視與依賴社會教育，在學期間的課 

    後、每週假日及寒暑假持續推出青少年及兒童的課外學習課程與或活 

    動，強化學生學習態度與品格涵養更促進親子共學累積情感。 

 

二、圖書館部分 

(一)看到日本社區活動之豐富性與多元化，無論是機構型式抑或社區式學 

    習的方式，在在可作為臺灣社區服務的參考，綜合性的學習，與生活 

    結合，切合民眾的需求，讓終身學習更活絡化與具活潑性。 

(二)日本民族性較內斂，重視整體性與和諧性，使人民的自發性與社區化 

    之自助性的行動展現，深具行動力並植根於社區，看到公民會館林立， 

    即是明證我國在 101年國民之公民素養與公民意識明顯大幅增加，未 

    來有必要更重視公民素養的提升。 

(三)對日本文創產業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每一地方有每一處的特色及獨 

    特性，是有其特殊性，在大阪的與東京及北海道的紀念品是不相同的， 

    但有其關聯性，每每讓人愛不釋手，忍不住一定要擁有，感受到觀光    

    與文創及產業結合，同時又具每一地區的特色與特性，打出品牌呈現 

    在地性。 

(四)看到日本政府機關與圖書館的辦公室及其提供的服務，尤其是圖書館 

    與美加地區的型態截然不同，日式是小而美，設備較陳舊，由提供 

    的服務及在功能上見長，處處感受到他們的用心與細膩，及精緻的服 

    務與熱誠我們在圖書政策上可借鏡，於硬體設備改裝後，應接續考慮 

    如何在服務上提升，以期機構得以永續經營及建立有特色的服務。 

(五)發現日本人的友善及感恩的心，尤其是對我們臺灣友人，在大阪地震

受災期間之濟助及援助，我們到每—單位均充分表達此種謝意，深刻

體現行善的意義及回饋的感動，由身教與言教並行，使感動與積極向

善的力量不斷湧現，發覺終身學習的內涵可擴大及繼續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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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建議 

 

一、 地域(社區)教育部分 

(一) 整合中央部會附屬機構與地方機構，發揮學習功能，提升社會學習風

氣。 

    公民館具終身學習機構功能，對於在校學生如同課外自主學習機 

會；對於成人如同終身學習機構，公民館成為社區學習機會泉源，也 

是學習動機與情感的維繫力量。政府可依社區人口普設終身學習機 

構，整合社區發展中心、運動中心、青少年中心、社教館、生活美學 

館、家庭教育中心、長青學苑等，達到平均 5 萬人即設置一個學習機 

構，提供近便的學習環境，更有助社會學習風氣提升。 

(二) 終身學習機構的運作應走向 BOT與 NGO制。 

     善用民間公益團體力量，引導投入終身學習活動，活化學習樣 

 態，發掘地方知識，用學習活動串起政府與人民的溝通對話。 

(三) 社區學習機構應結合學校、家庭共同推動學習課程，使學生在假期亦

可就近參與學習，增加親子互動機會，提高社區內各個家庭接觸機

會，易於維持學習動機與凝聚社區情感。 

(四) 對開發新市鎮或都市土地重劃時，應增加規劃社區學習機構用地，或

於捷運站大樓、圖書館、公有超市及公園內均可設置，普設社區學習

據點，是提升人力素質的第一步。  

 

二、圖書館部分: 

(一)學習日本服務態度與精神： 

參訪日本看到日本的政府單位及相關機構的作法與用心，頗受日本的文化與

民族性所感動，可以由其外在舉止與風格，看見並表現出來他們的重視與誠意，

更由其報告與對我們的提問逐一回覆及回應，不僅呈現於書面資料的豐富性及完

整性，當場臨時詢問，亦不厭其煩的答覆，在在令人對日本人工作態度與做事方

式，及重視機關的形象與品牌印象深刻；目前國人對公務員之刻板印象是官僚

的，如何將日式的服務精神融入於我國的政府機關，使各機關與從業人員對服務

品質之作法與措施，得以有效的與民眾互動溝通，達到為民服務、重視民意及親

民愛物等政府機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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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財政困窘時，引入民間資源為主要策略，以實施委託民間辦理或改

制行政法人作為推動的方向： 

政府財政不佳時，尤其日本整體的狀況經濟萎縮約有 10年，故政府機關莫

不運用民間資源推動其業務，此次參訪相關的縣市或區政單位所設的公民會館或

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館所，大都有實行委託民間辦理方式（如委外營運的

公設民營或庶務性工作交付民間辦理）或將機構改制行政法人等方向，以節省政

府的相關經費支出。 

(三)強調文化創意及直接服務等工作，使文化傳承與生活面向結合：     

社區服務強調與重視文化面向，在公民會館，文化交流館、博物館等業務，

強調創意與生活化，使文化創意更產業化及精緻化，處處可見文化傳承的痕跡。 

(四)社區服務型態多元化，由兒童閱讀深耕入手 

    閱讀是學習的基礎，圖書館是民眾除家庭，學校以外接觸書籍及電資源最多

的場所，圖書館主要乃提供各種多元與基礎性的學習、閱讀活動，而閱讀更是基

礎性奠基的工作，為社會教育輔助學校教育主要的任務，此次參訪發現圖書館，

以軟體面之軟性服務取勝，現適值臺灣將實施 12年國教之際，兒童閱讀的推動

更具重要性，故閱讀深耕的工作實為現階段刻不容緩之事，也是推動圖書館利用

教育的最佳時機。 

(五)社區服務工作的推動，以巡迴車及自動化網絡作為主要的工具： 

    社區服務推動方式乃多元化，可多角式的經營，無論是機構式、社區型、家

庭型...等類型，莫不以巡迴車及自動化網絡作為推動的主力，深具重要性，使

社區服務有延伸性，並結合服務據點，以網絡作為合作與交流的平台，擴大服務

效益。 

(六)增加圖書館購書之經費： 

    看到僅吹田市 1年購書費用有 2億日圓，反觀在臺灣 1年的購書費少且藏書

量亦不足，雖有閱讀植根計畫投入，惟平均每鄉鎮圖書館分配不到新臺幣 8萬元

之購書費用，我國活動費與購書費 1年中央政府投入僅 5、6千萬元，與日本差

距甚大，宜寬編經費用於圖書館購書的需求。 

(七)於不景氣或大環境不佳，更注重高品質的服務，作為建立品牌的入手：  

    由於少子化及人口老化乃未來臺灣社會的結構型態，與日本的結構相似相

仿，惟由藉由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使民眾感受到政府的施政與作為，可貼近民眾

的生活，使提供的服務切合需要，並由民眾作為服務檢驗者，高品質的服務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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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實施。  

 (八)未來努力方向： 

1.重視閱讀素養提升，增列預算用於購書等相關經費： 

        雖在臺灣公共圖書館的輔導職責係在地方政府，屬縣市政府與鄉鎮的權 

    責，中央政府亦責無旁貸有從旁輔導協助之必要，爰自 98年起已實施「閱 

    讀植根 1期計畫：98-101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投入約 13億元經 

    費於公共圖書館改造等相關經費，使公共圖書館借閱冊數從 2008年的 

    46,555,047冊提升到 2011年的 57,348,294冊，平均每人年借書冊數也 

    從 2008年的 2.02冊提升到 2011年的 2.47冊，顯示我國民眾閱讀習慣雖 

    已漸進養成，但與鄰近國家地區仍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爰未來於閱讀植 

    根 2期計畫，有增加各縣市設置資源中心，以整合全國公共圖書館館藏資 

    源之發展，以提升區域圖書館間之館藏使用效能，始可促進全國公共圖書 

    館間之合作與發展，發揮更大的圖書館服務功能及效益，使民眾之擁書率、   

    借閱率提升，閱讀素養得以增進。 

2.社會教育法及社會教育的重要，需賦予新意義： 

   社會教育在日本有其重要性與意義，但在臺灣隨著組織改造社會教育已逐

漸被終身教育及終身學習所取代，惟如何使社教的精神與特色彰顯，在終身

學習法修法的時刻，可參酌日本的民情與方式，且納入目前的社會趨勢與國

際潮流，社會教育才會有新的時代意義，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始

可有併列平行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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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照片 

  
11月 20日參訪吹田市役所地域教育部 11 月 20 日參訪吹田市中央圖書館 

  
11 月 20 日下午參訪大阪府地域教育部 11 月 21 日拜訪神戶市地域教育部 

  
11月 21日訪問神戶市地域教育部並致贈紀

念品 
11 月 22 日下午參訪國立奈良教育大學

(右 2 為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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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難波捷運站大樓 4 樓的難波市民學習中心 
 

 

陳列整齊的各類學習情報(資訊)----難波市民學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