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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實踐的責任：打造閱讀地方的腦迴路 
楊士奇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服務學習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承接世界的潮流發展趨勢，教育部自 2016 年起著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的觀念，由「人才培育」、「區域鍊結」與「社會創新」等三個面向入手，透過計

畫補助的方式，引導大學師生組成團隊，扮演地方智庫發掘並合作解決問題，也

藉此凝聚大學生對於社區的認同感。在 2018 年至 2019 年的推動階段，一共有

114 校 220 件計畫獲得補助，主要實踐方向為「在地關懷」、「產業升級」、「環境

永續」、「健康促進」等領域，而實踐場域也遍佈全國各地（教育部，2018）。鑑

於成效初現及其持續，教育部目前正推動第二期程的規劃，除了延續拓深已有的

成果之外，並將計畫觸角延伸至國際，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鼓勵大學連結國際社會（教育部，2019）。 

在一定程度上，相關計畫的推行確實活絡了關於大學面對社會、參與社區、

經營地方的各種面向思考。不過，整體而言，前述計畫所著眼的，多圍繞在大學

師生（與地方、產業）「做什麼」、「怎麼做」的現前問題層次與相關具體環節，

而少見對於所謂「大學的社會責任究竟是什麼」等理念精神的進一步探究。尤其

是在教育部計畫所揭示「培育人才、連結地方」的實踐面向上，我們似乎不太問：

「我們正在培育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才？」或者，我們可能也疏於設想：「這些

人才現在能以什麼姿態參與、承接社會，未來又將會以什麼條件、資源，打造什

麼樣的社會？」等關於執行計畫之時空背景條件的提問與討論。然而，無論是在

學校裡的學習或是在社會上的參與，大學生普遍所表現出來的「離線」困擾與冷

然姿態，在教學或計畫執行過程中都具有相當份量的關鍵影響，有必要加以關注

與討論。在針對學生反應構思創新教學乃至於規劃實踐參與場域的同時，我們不

能忽略了幾項重要的變遷：包括目前大學生吸收資訊、內化知識、形成智慧的方

式與能力變遷，以及這些人才所承接、進而參與、再造之社會的質的變遷。若是

我們不能掌握這些重要的變遷，則在大學中的我們，無論是在研究或是教學上等

相關計畫的思考與布局，或將失去教育部推動計畫原有的美意與大學面對社會盡

責的良機。 

二、數位時代的人才變遷 

長期關注兒童發展與閱讀教養的文學家與認知神經學家瑪莉安．沃夫

（Maryanne Wolf）在她最近的研究（Wolf, 2018）中指出，當代的數位科技媒介

裝置，正快速地改變人們閱讀、吸取資訊的方式，影響所及，改變了人們的「閱

讀腦」，也改變了人們應對社會生活的諸般價值。當前人們吸收資訊與學習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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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媒介，或許已不來自實體的書本，而由諸如電腦、手機等各種數位裝置所

取代；然而，人們卻也因此改變了閱讀的習慣，由過去注重脈絡、寧靜、沉思的

深讀，改而轉瞬、閃逝、快速的略讀。人們讀得愈來愈快、愈來愈淺、愈來愈不

專心，也因為大量、龐雜、刺激的各項資訊迅速襲來，人們逐漸失去原本因深層

閱讀所帶來的沉思而可以有的專注力、反思與批判力，以及將知識內化的能力。

更嚴重的是，過去人們藉由深層閱讀（如小說等）所能培養出的同理心、包容異

己等態度與能力，都由於數位略讀的關係而有日益快速衰退的趨勢（Wolf, 2018）。 

以此對照我們大學生目前的學習表現，確有值得深思之處。當代臺灣的大學

生可能是臺灣有史以來生命滋養最豐盛、學習資源最為豐富的一代，較之過去只

有更顯機敏聰慧。不過，他們卻面臨、或許也正在承受沃夫所指出之學習方法乃

至於能力上的重大轉變：轉瞬、閃逝、快速地隨時接收資訊並且隨時拋棄、再接

收，也因此在課堂學習或社會參與的各項表現上，顯得不如預期──至少不如筆

者基於傳統深層閱讀思考下的預期。若依沃夫所言，這些現象是數位科技所引發

人類內在閱讀能力、閱讀腦的轉變，乃至於外顯於社會參與之價值觀點轉變所

致，則我們似乎不能單以「網路成癮」等病徵概念來處理大學生目前所呈現的「離

線」與冷然現象，而需要針對培養「深層閱讀」能力的相關行動、甚至是培育一

顆能適應當代閱讀媒介的閱讀腦有進一步的思考與行動設計，以改善此一人才培

育之現狀。要之，若快閃的資訊接收機制已是當前數位時代的普遍現象，那麼由

協助大學生順利承接社會、或許也預期未來他們也將重新打造屬於他們的社會的

角度來看，則現前大學社會責任相關實踐計畫的規劃，是否能發揮關鍵作用，真

正作到「培育人才、連結地方」的計畫目標？ 

三、發掘故事：打造閱讀地方的腦迴路 

面對當代數位科技媒介所帶來閱讀能力方面的衝擊，沃夫建議我們採取培養

「雙素養腦」的策略來因應：「…不是被兩種傳播媒介撕裂，而是…『浸淫』於

兩者最好的面向，且保有對其他選擇的開放」（Wolf, 2018）。沃夫認為，當代數

位媒介所帶來之人類閱讀方式的改變，已然深植在當前人類的生活當中，不僅無

法改變，就科技發展趨勢以及人類適應變化能力而言，也無須強求「回復」傳統

的閱讀媒介與模式。沃夫指出，「閱讀腦的迴路是由先天和環境因素共同塑造和

發展，其中包括習得和發展閱讀的媒介」（Wolf, 2018），若是人類能培養出新時

代的新型閱讀腦，能掌握切換雙閱讀媒介吸取資訊的方式，如同掌握人們關於雙

語的學習與使用切換模式，那麼我們便有機會協助人們順利度過閱讀媒介的轉換

階段，進而能在兩種閱讀媒介中任意切換而不損及傳統閱讀所能培養的深刻能

力。沃夫認為，數位世代的整合資訊、內化知識的能力，或許將截然不同於傳統

的閱讀世代；要點是，能透過任一媒介進行深刻、嚴肅地閱讀，培養同理心，為

自己進行批判性思考、做出負責任的決定，最終則能行對社會有益之舉（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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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取沃夫之洞見，則我們可以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培育人才、連結地

方」的視角下，就培養新時代的閱讀腦之「環境因素」，進行如下的思考。要之，

連結地方的真正意義，應在於敦促大學的師生重新與地方取得深度的連結。此間

的要點，並不在於大學能快速地發掘地方的問題甚至急速地解決問題，而是大學

能深層地閱讀地方、深沈地理解地方，以及深度地思考地方。以閱讀為喻，是大

學的師生們能發掘地方的故事，將地方當成一部又一部的小說，深層地閱讀、沉

思，由發掘、理解地方的故事，培養同理地方的能力，進而能進行整體而深刻的

批判性思考，方能思考有進一步行對社會有益之舉。另一方面，若我們的大學生

（可能也包括老師）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受到數位媒介科技所影響，忘記了該如何

深層、深沈地閱讀與思考，那麼，連結地方之於培育人才的意義，恰恰由此而得：

透過實地深入地方發掘地方故事、深度地閱讀地方、理解與思考地方，我們真正

培育了能與地方交往，具有地方敏察同理能力的人才；亦即，透過發掘地方的故

事、深度地參與、理解地方故事，我們整頓、培育了大學生能閱讀地方的腦迴路。

此間，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培育人才」與「連結地方」兩項目標，恰為相

輔相成，且相互落實。 

四、結語 

本文邀請讀者由關照我們當前的時代背景入手，思考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問責大學之「培育人才、連結地方」的社會責任。本文嘗試指出，我們當前所欲

培養的人才，受到數位媒介科技的影響，事實上正面臨重大的變化與挑戰。大學

社會責任的相關計畫，恰可由地方連結方面著手培育人才，透過發掘地方故事、

深度閱讀地方等行動適時介入，打造閱讀地方的腦迴路，以培育能適應新時代的

新型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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