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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終身學習是二十世紀末延續到本世紀最重要的學習觀點與思潮，當終

身教育與回流教育日益興盛之際，有關學習成就的資格認證與學歷證明問

題也愈受到重視。在傳統的正規教育體制之下，完成畢業修課要求者即自

動獲得學歷的證明，學習成就即獲得認證（楊國德，2004）。然而， 當
終身教育典範形成後，非正規及非正式教育的學習機會增多，個人在工作

期間回流學習的機會亦大為增加，各種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的成就如何認

定，以及各種學習成就之間如何相互承認、轉移與銜接等問題，引起了廣

泛的重視和討論（胡夢鯨，1997）。
因應終身學習的國際潮流，教育部於1998年發表《邁向學習社會》

白皮書，言明認可全民學習成就是發展終身學習社會目標之一，而建立認

可全民學習成就之制度更是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具體實施途徑（教育部，

1998）。接著在2002年頒布《終身學習法》以為推動終身學習之法源基
礎，其中第十六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激勵國民參與終身學習意願，

對非正規教育之學習活動，應建立學習成就認證制度，並作為入學採認或

升遷考核之參據」；此處之學習成就認證制度，係包括課程之認可、學習

成就之採認、學分之有效期間、入學採認之條件及其他有關事項。在實施

方面，教育部於2003年公布《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鼓勵大學
校院承認經認證之非正規課程學分，建議機關、機構或團體將認證學分列

入進修時數，作為未來升遷、考核之參考。2006年11月起開始試辦社會教
育機構申請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透過該機制建構正規與非正規教育體制

之間的橋樑，以落實終身學習（李明芬，2007）；截至2011年11月底，已
召開二十次審查會議，計739門課程通過非正規課程認證（非正規教育課程
認證中心，無日期）。 

然而，雖然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制度本質上具備認可個人學習、連結

z-vc206-03-王維旎.indd   71 2012/3/13   上午 08:34:48



72　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　第十七期

正規與非正規學習經驗，以及實踐終身學習等效益（黃富順，2008），但
實施過程中仍有不少問題。首先，就政策推力而言，目前政府尚未有任何

系統化的措施鼓勵機關或企業員工積極參與非正規學習課程，亦未見鼓勵

大學承認之認證學分之機制，在缺乏誘因的情況下，勢必影響成人參與學

習以及機構參與認證的動機（李雅慧，2008）。其次，就需求拉力觀之，
由於提供具認證資格課程的非正規教育單位仍為少數（黃明月，2008），
加上上述之效益尚不明顯，因此，社會大眾（尤其是已有大學學歷者）無

法感受參與該類課程的助益或必要性，自然降低民眾對非正規認證課程的

學分之需求度（黃富順，2008）。再者，目前的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
著重在單一「課程」的教學內容認證（張德永，2010），未關注實際教學
狀況與學習成果；此外，所謂的學習成就亦侷限在該課程的學分獲得，可

見當前的制度非以學習者為中心，導致多數學員不知如何將所獲得的學分

與其他非正規學習經驗做系統性整合（李明芬，2010）。綜合以上所述，
為落實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制度，應在課程認證之外另外研擬更能強

化終身學習的認證辦法：本研究認為，學習成就認證制度若能將有關聯性

或進階性的課程發展成為學程，並以學程為認證主體，如此學習者不但可

以取得單一課程的學分，修畢學程規定的課程與學分，亦可取得學程認證

資格，如此或有助於學習者累積有系統性及主題性的學習經驗，而非正規

學習累積的學力透過學程認證機制之輔助，應能提升社會大眾之認可。

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探究非正規教育學程認證之制度規劃；「學

程」定義為至少包含二十個通過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且於有效期限內的課

程學分，並具整合性、系統性與專業性的課程組合。誠如上述，當前的非

正規學習成就認證以課程為主，但是幾年來的實施經驗顯示，申請認證的

機構僅集中在少數組織，主動將非正規課程學分當作入學採認或升遷考核

參據的單位更少，加上大多數的教學單位未能有效協助學習者有意義地整

合其非正規學習經驗，致使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制度有必要做更積極

的調整。據此，本研究探討將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延伸至學程認證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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