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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因應急遽變遷、知識爆炸及科技發展快速的社會，每個人都應持續充實新

知，以應付各項變化，而需終身學習，其使命係將正規的學校教育及非正規的各

種學習機會兩者做整合（楊國賜，2014）。此外，在國際組織的積極倡導下，各

國致力於全民終身學習的發展（吳明烈、李藹慈、賴弘基，2010），基此我國自

2002 年制定〈終身學習法〉，期間歷經 3 次修正，將推動終身學習由理念逐步落

實於政策(許慧卿，2006)，該法第 3 條將終身學習定義為「個人在生命全程中所

從事的各類學習活動」。而以公部門為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之推動，除訂有「公

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行政院並配合另訂「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實施要點」，其開宗明義為建構核心能力導向之學習機制，並營造豐富、

多元學習環境，以廣納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機會之意旨，以上各項法制之建立期能

由公到私，厚植國人正視終身學習落實的態度，惟其推動仍有其侷限，以下進行

分析並提出相關建議。 

二、 推動終身學習之侷限 

(一) 忽略學習的本質 

進修是否具成效，關鍵在於學習者是否獲得使其有用之能力，其非盲目地進

修，為取得時數而學習。為發自內心，瞭解學習的本質、工作之所需及興趣之所

在為要。以公部門為例，學習時數取得情形，其依相關規定將終身學習情形納入

陞遷評分或考績獎勵機制，雖美其名將終身學習制度激勵化，以強化其實施效

果，惟經觀察部分人員，係將終身學習淪為「衝時數」的功能，雖有取得數位學

習時數，學習效果卻未知，時間的累積並不全然為其效果之呈現。這些形式化、

虛應故事及消極被動參與課程的情形，形成追求時數累積，而非落實終身學習，

已為目標錯置(許峻嘉、呂育誠，2016)，忽略學習的本質且乃其侷限之一。 

(二) 缺乏學習時間 

有關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OECD）最新資料，我國工時 2034 小時，

全球 2016 年工時排名第 5(許湘宜，2018)。由此觀之，國人工作之餘從事終身學

習活動之時間十分有限，面對繁重的工作，休息時間已所剩無幾，要進一步參與

學習課程的動機即有限。爰此，保持參與學習的動機及誘因十分重要，公、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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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理應重視終身學習議題，提供工作之餘進修之各項途徑或是提供公假進修之機

會，以減少學校及業界知識之落差，可因應時代變遷汲取所需知識。  

(三) 終身學習機構資源須整合健全 

目前終身學習機構資源，各級學校、企業間之整合尚待加強，其中策略聯盟

與夥伴關係的建立也處於發展階段尚未成熟，以致各機構各行其事、資源重覆浪

費、缺乏縱向聯繫、中央與地方的資源分配不均之情事出現，其中不論是在方案

內容規劃、資源分配等等事項，整合機制之缺乏，對於各項終身學習實施成效的

評鑑也難有依據，相關的推展工作，機制整合健全後才具有其正當性（吳明烈、

李藹慈、賴弘基，2010）。基此，政府對於終身學習雖有各項補助挹注資源推動，

而其機構網絡資源之協調與聯繫仍待發展健全。 

三、 推動終身學習因應之道 

(一) 學用合一，提升學習動機 

終身學習已為勞動市場參與者累積人力資本之方式，而具有促進職業能力開

發、提升、轉化等加值功能（王素彎，2018），只有配合職涯發展及興趣的聯結，

引發學習帶來的成就感與求知慾，達成其專業進展，宜配合不同學習者之專業技

能加以充實，如終身學習與技能認證之結合(許峻嘉、呂育誠，2016)，因學習過

程中，內在動機較外在動機更具有持續性，學習成果也較好。因此，提升內在動

機並脫離需督促的被動學習環境，學習者可由將進修的內容，轉化成工作之能

量，提升學習的意願，並加強回饋機制的建立，發展質量並重的終身學習。 

(二) 創造多元的學習途徑 

因應進修時間之不足，可藉由多元學習途徑彌補時間之不足，從行動學習的

應用相關研究，可知我國包括各種教育領域及民間企業實施得十分廣泛(陳俊

廷，2017)，以公部門為例，2016 年整合 e 等公務園之學習平臺，即提供以 app
方式進行微學習、電子書、直播課程即開放式課程，達成公部門數位學習「單一

入口、多元學習、完整記錄、加值運用」之目標 (王逸芯，2016)。讓人隨手運

用短暫片刻時間，就能簡易的取得學習資源，輕易掌握個人時間及各項需求。強

調與科技之接軌，利用科技的日新月異，打破傳統學習模式，學習管道不僅止於

學校，即時知識的取得，除有益於終身學習的推展外，其便利性、彈性的優點，

更能補足城鄉差距所帶來的學習落差（吳明烈、李藹慈、賴弘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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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資源的共享 

訓練機構可積極發展自身特色，並參與策略聯盟公部門可與民間團體進行訓

練合作，或與大學院校建立合作關係，就近可取得學習資源，公私部門協力打造

一整個教育科技生態系，透過分享擴大學習環境，提升公、私部門參與終身學習

之意願，透過合作網絡的建立，資源達到互補效果（吳明烈，2007）。108 年教

育部規畫結合民間力量，啟動「教育基金會終身學習圈」，推動辦理社區大學、

公共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及樂齡大學等措施，提供大眾終身學習多元途徑(黃
朝琴，2019)，其為資源整合之實際作為；另因應少子化，各級學校也可另闢出

路，積極研發相關課程，其中更可充實成人在職教育之內涵，設計更切合產業需

求之學習課程，促進學界及產業界的交流，政府補助的不再消極挹注資源，而是

積極的投資，強化學習機構服務品質及經營成效，形塑學習的文化。 

四、 結語 

綜上，終身學習推動需要建立完善的機制，各界應予重視。推動終身學習，

必須建構完整的學習架構與策略，包括評估需求、動機、誘因的強化、輪調、知

識傳送與評量等面向來努力(Westover，2009)。政府應扮演居中協調之角色並整

合產官學界各方意見，進行整合及任務分工，據以擬定終身學習推動策略，並建

立學習網絡，擴展學習管道，以符科技創新時代之需。除整合學習資源外，著重

終身學習的本質，為自我導向的學習、從經驗中學習、有意識的準備學習、任務

導向與需求導向之學習，期使學習者學習時擁有相當之愉悅感，而持續參與，達

成全民終身學習之願景。另一方面，終身學習後續成效評鑑與管控也另須重視及

建置，其成效可益於國人教育素養及我國國家競爭力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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