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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社區大學  

(一 ) 你認識社區大學嗎？  

你對社區大學的印象是什麼？別再說社區大學只有土風舞了！你知道嗎？

社區大學其實也扮演著社會改革的重要角色！《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三條清楚

定義了社區大學的使命：「社區大學是在正規教育體制外，以提升人民現代公民

素養及公共事務參與能力、協助推動地方公共事務、強化在地認同及地方創生、

培育地方人才、發展地方文化、地方知識學及促進社區永續發展之終身學習機

構。」 

(二 ) 《社區大學發展條例》制定專法促進社區大學永續發展  

法規名稱：社區大學發展條例 

公布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3 日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促進社區大學穩健發展，提升人民現代公民素養及公共

事務參與能力，並協助公民社會、地方與社區永續發展，落實

在地文化治理與終身學習，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主管機關)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社區大學定義) 

本條例所稱社區大學，指依本條例或終身學習法，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於正規教育體制外自行設立或委託辦理，

以提升人民現代公民素養及公共事務參與能力、協助推動地

方公共事務、強化在地認同及地方創生、培育地方人才、發

展地方文化、地方知識學及促進社區永續發展之終身學習機

構。 

第四條 
(設立考量因素)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考量文化生活圈、平衡城鄉

發展、確保學習資源近用性及其他因素，適當劃分區域設

立社區大學，以營造優質在地學習環境。 

2. 社區大學得視人民學習需求設立分校、分班或教學點；設

立分校者，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分

班或教學點者，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補充說明：竹東社大辦學區域為竹東鎮、芎林鄉、橫山鄉、

北埔鄉、峨眉鄉。 

第五條 
(招收學員不限學

歷及國籍) 
社區大學招收學員，不得限制其學歷及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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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社區大學辦理方

式)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自行設立社區大學，或委託

依法設立或立案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學校辦理

之；委託學校辦理者，並應考量其辦學成效及財務狀況。 

2. 受託辦理社區大學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學校，應

於章程或組織規程內明定辦理社區大學之宗旨、目的或任

務。 

3. 非社區大學，不得使用社區大學之名稱。 

第七條 
(協助社區大學辦

公及辦學場地)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考量社區大學實際需求及財

務負擔，指定、協調所屬學校、機關（構）以無償或出租

方式提供穩定合適之辦學場地，作為社區大學辦公、教學

及其他活動使用。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提供辦學場地之學校、機

關（構），得予補助或獎勵。 

3.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社區大學實際需求，協助

整備辦學所需之相關設施、設備。 

第八條 
(編列預算)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辦理社區大學，並視

社區大學辦學績效予以獎勵。 

第九條 
(鼓勵社區大學於

偏遠地區辦理教

學) 

為鼓勵社區大學於偏遠地區辦理教學，各級主管機關得視實

際需要，獎勵及補助社區大學，營造偏遠地區在地學習環境，

增加學習機會；非偏遠地區，亦應考量區域特性及需求，協

助其發展學習環境。 

第十條 
(定期辦理評鑑及

評鑑要項)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促進社區大學之健全發展，

得定期對社區大學進行評鑑。 

2. 社區大學之評鑑，應考量下列要項： 

一、增進人民現代公民素養及公共事務參與能力之課程實踐

與教學成效。 

二、協助推動地方與社區永續發展及培育地方人才之成效。 

三、經費規劃及執行成效。 

四、其他社區大學發展事項成效。 

第十一條 
(發給學習證明及

學習證書) 

1. 社區大學學員學習符合一定條件者，得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之規定，由社區大學發給學習證明；學習成就累

積達一定程度者，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學

習證書。 

2. 前項發給學習證書之條件、程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就社區大學重要

事項訂定自治法

規)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促進社區大學之健全發展，

應就社區大學之設立、委託條件、方式、期限與續約資格、

場地、校務運作、組織、師資及其培訓、課程、招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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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退費、補助、獎勵、學習證明及證書發給、評鑑、終止

委託、審議會之設置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自治法規。 

2. 前項自治法規應包括第六條第一項辦學成效及財務狀況

之認定基準。 

第十三條 
(社區大學審議會

之設置及審議事

項)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社區大學審議會（以下簡

稱審議會），置委員若干人，就專家學者、具社區大學實

務工作經驗者及機關代表聘（派）兼之；具社區大學實務

工作經驗及任一性別之委員人數，均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2. 審議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社區大學發展政策。 

二、社區大學之設立及停辦。 

三、社區大學之評鑑。 

四、社區大學之爭議事項。 

五、其他社區大學發展相關之重要事項。 

第十四條 
(補助及獎勵社區

大學) 

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補助社區大學，對於辦理績效優良之社

區大學，應予獎勵；其補助、獎勵條件與方式、審查基準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獎勵辦理社區大

學績效優良之地

方政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社區大學績效優良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予獎勵；其獎勵條件與方式、審查基準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定期進行委託研

究) 

為促進社區大學健全發展，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社區大學辦理

情形、成效及發展政策，定期進行委託研究。 

第十七條 
(施行日)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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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認識竹東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起源於民間推動之教育與社會改革運動，其目的在於解放知識並

形塑公民社會，這也是社區大學辦學的核心理念。 

然而隨著台灣教育的改革開放以及大學院校的蓬勃發展，社區大學之發展

亦與時俱進，轉而成為終身學習不可或缺之中堅分子，以補足正規教育不足的部

分。同時社區大學也扮演政府與民間之互動協力的角色，希冀透過公私協力的合

作，讓政府與民間獲得更良好的溝通與互動。 

社區大學肩負著在地社群凝聚、文化融合與知識建構的功能性任務，能為臺

灣公民社會提供知識的動力，啟動社區民眾的學習動機。 

 

新竹縣竹東社區大學於 2007 年 5 月創辦。自 2013 年 5 月起由「大華科

技大學(2020 年更名為敏實科技大學)」承辦至今。 

本校以「社區營造」、「文化傳承」、「環境關懷」、「在地發展」作為社區大學

理念，希冀將社區大學塑造成為「建構具有文化傳承之終身學習平台」，為達到

此目的，本校將辦學目標訂為(1)建立社區意識(2)增進文化意涵(3)打造環境永續

(4)發展地方特色。 

歷來均著眼於與在地的結合及文化傳承，並積極參與各鄉鎮發展之議題，特

別是在社大發展條例通過後，於強化在地認同或發展地方知識學等方面均受到

更大的關注，而本校歷來的辦學恰與發展條例的精神相互呼應。 

在本校在「建立社區意識、增進文化意涵、打造環境永續、發展地方特色」

四大辦學目標中，又以客家文化及環境永續作為社大發展特色，客家文化方面聚

焦於客家文史與客家生活，環境永續則以永續農業與友善環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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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東社區大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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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開設相關機制 

(一 ) 課程申請  

❶投課時間：依社大實際公告為準。 

❷進入課務系統(https://zd.course.org.tw/course/) 

➡登入講師，帳號：身分證字號、預設密碼(民國出生年月日六碼) 

➡依照系統步驟投遞新學期課程。 

＊撰寫課程時請參閱「新竹縣社區大學課程撰寫格式標準說明」。(下頁) 

➡投完課程後進入課程審查階段。 

  

https://zd.course.org.tw/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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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課程審查流程  

➠課程審查階段(耗時約 4~5 個月) 

❶格式審：由行政人員審查講師簡歷、課程名稱、課程內容、課程大綱...等。 

❷初審：由主任及執行秘書進行初審。 

❸複審：社大聘請相關學者進行校內複審。 

❹決審：縣政府聘請相關學者進行最終審核。 

❺在某一階段不通過時，會以 E-mail 通知，通過不會另行通知。 

 

(三 ) 課程開設時間  

➠開課時間 

春季班：3 月~7 月 

暑期班：7 月~9 月 

秋季班：9 月~隔年 1 月 

(四 ) 公民素養週  

「社區大學」的推動是以「培育現代公民」為目標，希望能促發學員對公共

事務之關心，並逐步營造公民參與的管道，朝向公民社會的建立，社區大學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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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辦學特色、時事或地方公共事務等方向進行活動規劃，訂於每季課程的第九週

辦「公民素養週系列活動」，當週課程停課乙次，由全校師生共同參與及探討。 

(五 ) 融入式課程  

 何謂融入式課程？ 

透過將新議題加入既有學習活動，教師不但可以省去另外開授一門新課程

的時間，也由於新議題對既有課程內容的取代性十分微小，所以既有課程目標依

然會被達成。如此，學生們便可從不同的角度瞭解一個課程議題。 

 融入式課程型態 

1. 第一種是「把議題當成一個教學科目施教」。 

2. 第二種融入式課程型態是「附加的型態」，其作法是在現有的一個或數個學

域或學科中，添加入一個或幾個單元的社會議題，附加的議題可以是知識、

技能與情意內涵。 

3. 第三種課程型態是把社會議題「融合到學域或學科內現有單元」中教授。 

4. 第四種課程型態是採取「課外活動」的型態，教師可以運用學校非正式課程

進行。 

5. 第五種課程型態是「潛在課程」，其作法是利用校園及教室環境布置，將欲

融入之議題相關教材布置在環境之中，包括垃圾分類制度、參訪社會福利機

構等活動均為實例。 

 社大的融入式教學 

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三條內容所述：社區大學是以提升人民現代公民

素養及公共事務參與能力、協助推動地方公共事務、強化在地認同及地方創生、

培育地方人才、發展地方文化、地方知識學及促進社區永續發展之終身學習機構。 

基於此希望社區大學學員能更了解在地文化、參與公共事務等，進而與竹北

社區大學共同推動融入式課程，教師於規劃課程綱要時選擇其中一週進行融入

式教學，課程型態不拘形式，讓學員除了學習主要課程相關知識及技能外，也能

透過教師多元的課程內容認識在地。而本校也會以時事或當下最新興之議題新

增融入式教學主題，讓教師規劃課程時有更多元的選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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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式課程主題下列可擇一： 

新竹縣地方學 

地方學就是研究特定地區的學問，包括四大面向： 

(1) 政治：城市規劃、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社區組織、公民參與 

(2) 經濟：地方產業發展、土地開發、地方創生 

(3) 文化：在地傳統藝術、地方節慶和儀式、文化遺產、飲食文化 

(4) 藝術：地方藝術家、地方藝術活動、文化遺產藝術、公共藝術 

透過以上知識幫助學員了解地方「現況」是怎麼形成的？(NOW)它的「歷史」

有哪些變化？(Past)以及它的人文特色是什麼？透過融入地方學知識，了解不同

地區的特點，並延伸探討如何保留重要的文化遺產和記憶？以及如何促進地區

的發展和進步?(Future) 

 

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 

(1) 消除貧窮：致力於消除全球各地的貧窮。 

(2) 消除飢餓：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 

(3) 健康與福祉：確保並促進各年齡層的健康生活與福祉。 

(4) 優質教育：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並提倡終身學習。 

(5) 性別平等：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6) 淨水及衛生：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確保所有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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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

工作。 

(9)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

業，並加速創新。 

(10) 減少不平等：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11) 永續城鄉：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13) 氣候行動：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4) 保育海洋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

環境劣化。 

(15) 保育陸域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

化。 

(16)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

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17) 多元夥伴關係：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媒體素養 

(1) 媒體素養是指能夠理解、評估、使用和創造各種媒體的能力，幫助學員在資

訊爆炸的時代，辨識真假、思考批判、表達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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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體素養是一種綜合性的能力，包括了知識和技能的統整。因此，媒體素養

課程應該兼顧學習的內容和歷程，讓學生能夠在不同的情境中學習和運用媒

體素養的知識和技能，並培養對媒體的批判思考和價值判斷。 

(3) 分析媒體的運作機制與立場、媒體的真實性、媒體的商業意圖、媒體對多元

文化與國際的理解程度。 

(4) 媒體素養課程應該連結實際的情境脈絡，讓學習產生意義。媒體素養課程應

該利用學生日常生活中接觸的媒體素材，如電視、廣播、網路、漫畫等，作

為教學的切入點，讓學生能夠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探索媒體的影響和意義。 

(5) 媒體素養課程應該強調學生的參與和主動學習，讓學生能夠在課程中學習和

運用媒體素養的知識和技能，如觀察、分析、評估、創造和分享媒體訊息。 

(6) 媒體素養課程也應該提供學生媒體製作的機會，讓學生能夠發揮自己的想像

力和創造力，並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價值。 

 

 融入式課程成果 

本校自 108 年起推行「融入式課程」，教師在學期課程中帶領學員進行融入

式課程教學，議題以「新竹(縣)地方學」為主，將新竹縣的人文地景產等特

色結合在課程中，提升學員對在地文化的認同，也搭配時事增加「媒體識讀」

的議題，隨著科技進步資訊的傳遞相當快速，因此透過課程中教師的分享讓

學員學會分辨真假資訊，善用查核管道進行事實的查核。教師在學期結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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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融入式課程成果報告」，範例可至「竹東社大教師行政群組」內的相簿

參閱，成果報告可至官方網站下載。 

 
https://hccu.eduweb.tw/System/zd/Filedown/Index.php 

三、 教師行政相關機制 

(一 ) 行政群組及教師社群  

 教師行政群組：請教師務必加入行政群組，教師與社大的行政聯繫及訊息公

告平台。 

 

http://line.me/ti/g/roPTdyqIQ8 

 

 教師社群：為加強教師間的橫向聯結，希望能透過不同社群之聚會分享教師教

學經驗，分為以下群組：音樂饗宴與藝術美學組、健康養生與心靈成長組、

語言文學與生活資訊組、地方文化與產業營造組共 4 個社群，期能透過社群

聚會分享教師之教學經驗，討論社大大小事。每年 4 月及 10 月，由社群召

集人邀集各社群教師召開「教師社群會議」一同討論及分享。 

組別 教師社群名稱 QR CODE 

1 

音樂饗宴與藝術美學組 

召集人：王春田 / 副召集人：徐權德 

http://line.me/ti/g/7kukj2KX1O  

2 

健康養生與心靈成長組 

召集人：彭榮祥 / 副召集人：邱正坤 

http://line.me/ti/g/dPbCZWh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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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文學與生活資訊組 

召集人：       / 副召集人：山崎禮子 

http://line.me/ti/g/Sfue4VbTQd   

4 

地方文化與產業營造組 

召集人：王俊傑 / 副召集人： 

http://line.me/ti/g/Bax1_mHFaA  

 

(二 ) 班級經營  

【課程相關】 

1. 請教師於課程第二週內，推選班代，並告知校方。 

2. 課程第九週為公民素養週，當週課程停課乙次，教師請偕同學員參加，不支

付鐘點費，改支出席費 800 元/次，若同期開設兩門課程，出席兩次可支領

兩次出席費。 

3. 社大於學期末進行學員「教學滿意度調查」，以線上表單方式進行填寫，學

員提供建議事項可作為教師參考用。 

【簽到表】 

1. 每次上課時，請於簽到表進行教師簽到，簽到次數整學期共 17 次，鐘點費

總共 17 堂，請勿寫「放假」或留白。 

2. 請班代協助點名，出席者打勾ˇ，缺席之學員留白□。 

3. 課程結束後，請將簽到表放回至社大辦公室。 

(三 ) 場地設備之維護  

竹東社區大學與各上課教室皆為合作租用關係，教室與設備之使用，講師

們請督促各班學員確實於課後恢復班級原貌，才能永續租用。 

1. 校園內為公共場域，全面禁止吸菸。 

2. 請勿隨意移動該教室之學生物品。 

3. 因考量學員夜間安全，於校本部(自強國中)上課之班級請於 21:20 前離開

學校，以便自強國中保全設定。 



新竹縣竹東社區大學教師手冊 

-19- 

4. 下課後，請維持教室恢復原狀： 

(1) 若在教室飲食請將垃圾及廚餘帶走。 

(2) 桌椅如有移動，請恢復原狀。 

(3) 黑板(白板)請擦拭乾淨。 

(4) 隨手關閉電燈、電扇及投影機等設備。 

(5) 關閉教室大門及窗戶。 

 

【設備借用登記表】 

班級如需借用設備，如：延長線、喇叭等，請至社大辦公室填寫「設備借

用登記表」，借用之設備請妥善保管與歸還，器材若因人為因素毀損(非耗材因

素)，由該班級支付維修或更新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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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課程團報  

課程大約於第十六週時，會開始宣傳團報事宜，請教師和班代協助收費。 

團報表格參考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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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期末成果展  

每年春季班、秋季班約在第 18 週的週六辦理社大的聯合成果展，由竹東社

區大學和竹北社區大學共同舉辦，地點則每學期輪流於竹東或竹北辦理。活動內

容由教師和學員共同設計，成果展當天為新學期招生最佳時機，內容分為動態課

程表演，例如舞蹈、音樂、武術、太極拳等，與靜態課程擺攤，例如書法繪畫、

養生料理、美術手工藝等。 

(六 ) 補調課相關事宜  

為尊重學員之學習權利，除不可抗拒之外力，非得調動課程或請假時，請盡

可能按原排定時間上課。故校方不鼓勵更動上課時間，若不得已須更動，請事先

與學員討論，並於兩週前知會校方，做好補課日期規劃與安排。 

【調課/補課暨請假申請單】 

1. 調課前，請教師先與學員溝通並公佈。如臨時請假，請與班代及社大辦公室

人員聯繫，並請班代協助通知學員。 

2. 調課/補課日期將影響學員之課程團體保險，故社大收到「調課/補課暨請假

申請單」後會再次與教師確認日期。 

 

「調課/補課暨請假申請單」https://forms.gle/YKJFUptYctFwBnx68 

(七 ) 校外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申請表(含成果報告)」：

https://hccu.eduweb.tw/System/zd/Filedow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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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授課鐘點費及撥款說明  

學員人數 鐘點費標準 

20 800 /小時 

19 800 /小時 

18 800 /小時 

17 760 /小時 

16 720 /小時 

15 680 /小時 

14 640 /小時 

13 600 /小時 

12 560 /小時 

11 520 /小時 

10 500 /小時 

9 440 /小時 

8 400 /小時 

7 360 /小時 
 

一、 人數加給 

學員人數超過 18 人以上，第 19 位鐘點費

總額另加 800 元，第 20 位再加 800 元，

以此類推。 

 

 

二、 公民素養週(第九週) 

不支付鐘點費，改支出席費 800 元/次，若

同期開設兩門課程，出席兩次可支領兩次出

席費。 

 

 
三、鐘點費的核撥統一以十八週為計算單位，一季分兩次撥付。 

 

四、鐘點費發放方式： 

鐘點費的核撥統一以十八週為計算單位，一季分兩次撥付。 

第一次請款：開學後的第九週全部課程結束後； 

第二次請款：開學後的第十八週全部課程結束後。 

台灣土地銀行轉帳入戶，請老師提供土銀帳號。 

若非提供土地銀行帳戶，將扣手續費 30 元/筆。 

並請提供銀行封面(銀行名稱及分行名稱、銀行代號、銀行帳號。如：中國

信託-竹北分行，銀行代號 822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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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終身教育師資專業知能研習  

新竹縣市 5 所社區大學每年輪流辦理「終身教育師資專業知能研習」，透過

成人教育理論、教學方法與規劃特色、共學課程，協助成人教育教師進修，提昇

新竹縣(市)各成人教育單位教師專業教學知能，培養教師成為專業的社大師資，

歡迎教師踴躍參加。 

 

辦理時程： 

 終身教育師資專業知能初階研習：上半年(約 5 月至 6 月辦理) 

 終身教育師資專業知能進階研習：下半年(約 10 月至 12 月辦理) 

研習主要目的： 

一、 依循全國社區大學的發展脈絡，強化教學技巧與教案設計。 

二、 研擬成人心理特性與教學原則為主軸之教師進修課程，提昇新竹

縣(市)各社區大學教師專業教學知能。 

三、 逐次提昇新竹縣市社區大學教師認證，培養教師成為專業的社大

師資。 

研習認證： 

一、 初階研習：全程參與且研習成績及格者，核發給 36 小時研習時

數，並發給結業證明書；進階研習：全程參與且研習成績及格者，

核發給 24 小時研習時數，並發給結業證明書。 

二、 本縣社區大學教師聘用，將以通過本研習培訓課程認證者為參酌。 

研習預期效益： 

一、 增進本縣市各社區大學教師體認社區大學辦學理念，鼓勵教師多

元學習、促進各社大教師交流及提昇教學品質。 

二、 應新竹縣(市)社區大學發展趨勢，運用既有資源，設計多元活動與

課程，達到教師多元進修機會。 

三、 逐步培養教師成為新竹縣(市)社區大學專業師資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