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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推展終身學習，建立學習社會，我國立法院於 2002 年 5 月通

過「終身學習法」，同年 6月 26 日並經  總統公布施行。終身學習法

的通過，使我國在終身學習的推展，有了法律的依據，其中提出了甚

多具有前瞻性的措施，包括回流教育制度的建立、帶薪教育假的實

施、終身學習卡的發行、以及學習成就的認證。依據終身學習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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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學習成就認證制度之建立，應包括課程之認證、學

習成就之採認、學歷之有效期限、入學採認之條件及其他有關事項；

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由上述條文可知，非正規學習成就之認證，已明定為推展終身學

習的重要策略。教育部依據該項規定，已於 2003 年 10 月 20 日正式

發布「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並隨即於教育部內成立「非

正規教育課程認可委員會」，進行擬定「非正規學習成就認可」之作

業機制，並依此機制之構想，招標進行認證中心之委託工作。目前此

項委託工作，業經正式定案，即將付諸實施。 

可見對於非正規學習成就的採認，已成為政府當前在推展終身學

習上的重點工作，本文旨在探討非正規學習的意義與發展、非正規學

習成就認證的意義、認證基礎與認證的功能、認證的實施模式與原則

等以供推行此項工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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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規學習的意義與發展 

為獲致較明確清楚的概念，以為本文探討的基礎，首先對非正規

學習的意義與發展進行探討。 

（一）意義 

所謂非正規學習，通常係指在學校正規教育之外的一種有目的、

有組織、有計畫的學習活動，其目的也在於增進個人的新知，授予必

需的技能，及改變個人的態度等。通常對於教育的劃分，由於專家學

者所採取的角度或標準不一，而有各種不同的分類。但是，較為人所

熟知的分類方式之一，就是把教育分成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社會教

育等三類。這是從教育發生的地點作區分，有時亦有認為係從個體生

命期發展的縱向觀點作劃分。個體早期係接受家庭教育，其後參與學

校教育，在離開學校後，在學校之外所獲得的知能，就歸之於社會教

育或成人教育。此種分類方法較常見於東方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國家，

在台灣經常採用此種分類方式來泛指教育的整個內涵。但此種區分，

事實上只是著重點的不同，並非截然的區隔。蓋個人可能終身都會受

到家庭、學校、社會三種教育的影響，亦即在個人生命全程中，均可

能同時受到此三種教育的薰陶，在時間與方式上，並非截然區隔。 

另一種分類的方式，也是國際上相當普遍的一種劃分方法，在北

美地區尤其常見，就是把教育分成正規教育（formal education）、

非正規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及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此種觀念首先出現於 1960 及 1970 年代對國際教育的研

究。此種把教育活動歸為三類的做法，咸信首先來自崁伯斯等人（P. 

H. Combs, R. C. Prosseer & F. Ahmed）。他們在 1973 年出版的《兒

童及青年學習的新途徑》（New paths to learning for children and 

youth）一書中，就提出此種三分類型的觀點，其後逐步的被引用，

而逐漸廣為人所熟知，成為目前國際上相當普遍採用的一種分類方

式。所謂正規教育，依據梅倫及布洛基特（Merriam & Brockett, 1997）

的說法，係指各種公私立學校，以及提供技職及專業訓練的特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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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1979 年所出版的《成人教育的

名詞》（Terminology of adult education）一書中，則將正規教育，

界定為：（1）發生在中小學、大學或全時技術高等教育的專門性課程；

（2）有正式結構與學院組織的教育，其中教師的角色及教學行為均

很明確，通常由前者來負起對後者的教育（Titmus, et al., 1979）。

二者對正規教育的界定相當類似，即正規教育係指依年齡分級，具有

結構性的學校教育活動，其中教師及教學行為是相當明確的。 

非正式的教育，一般係指在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學習活動，通常是

沒有計劃的、經驗本位的、附帶的性質。譬如去看醫生時，經由閱讀

雜誌，或與朋友偶然的交談，或觀看電視而學習到了某些基本知能均

屬之。坎伯斯及安德（Combs & Ahmed, 1974）認為它是在正規及非

正規教育外的各種學習活動。他們二人指出在個體一生中，每個人都

要從日常生活的環境中來累積知識、技巧及態度。包括從家庭、工作、

遊戲；從親戚、家人、朋友；從旅行、閱讀報紙、書本或聽廣播、看

電視等而獲得知能。一般而言，它是沒有組織、沒有系統的，甚至有

時是無意的，然而它確是個人整體終身學習的主要部分（p.8）。因此，

非正式教育與經驗學習、獨立學習及自我導向學習均有密切的關連。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出版的《成人教育名詞》一書中則將非正式教

育，界定為個體所獲得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係來自日常生活中

的經驗或環境中的影響，包括從家人、鄰居；或從工作、遊戲、市場、

圖書館及大眾媒體等途徑所獲得（Titmus, et al., 1979）。上述二

者對非正式教育的界定，事實上是一致的，即非正式教育係指來自於

日常生活或環境中所獲得的知能或態度的改變，它是沒有結構與組織

的，常伴隨另一種主要活動而發生。 

再就非正規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而言，崁伯斯等人（P. 

H. Combs, et al, 1973: 11）將之界定為：在正規教育系統外的有

組織的學習活動，通常有明確的學習對象及學習的目的。例如由地區

教會所成立的聖經研讀班，或由紅十字會所提供的急救技能課程、農

業推廣、農民訓練課程、成人識字教育、職業訓練、具有實質教育目

的的青年俱樂部等均屬之，北美地區所常辦理的各種有關健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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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家庭計畫的社區本位或社區發展的課程，也是一種非正規教育的

形態（Combs & Ahmed, 1974; Hamilton, 1992; Hamilton & Cuninghoom, 

1989; Hill & Moore, 2000）。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出版的《成人

教育名詞》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1977: 11）所出版的《成人

學習機會》系列叢書中第四冊《成人教育的參與》（The participation 

of adult education）等均將非正規教育界定為發生於正規學校教育

外的教育活動，通常不要求學習者註冊，或作登錄。 

由上述可知，三者對非正規教育的界定仍頗為一致，但以崁伯斯

等人的界定較為清楚明確。非正規教育通常係指在正規教育外的有目

的、有組織、有計畫的學習活動。成人教育活動類皆屬於非正規教育

的範疇，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此類教育活動也越來越多，其份量

與重要性正加速增加，它或將成為影響個人生命全程中最重要的教育

方式，對於社會和個人發展的促進，已較正規教育有過之而無不及

（Tight, 1996: 69）。福德翰（Fordham, 1980）認為在要求發展的

情境中，非正規教育已被視為更能切合民眾需求的一種教育方式，尤

其在農村地區，它能教導農民改進技術及提供有關營養及健康的知

識。它在決定課程的性質與內容時，會要求目標對象參與提供意見，

因此，它強調對社區需求的回應（pp.6-7）。 

以上三類教育的劃分，係從教育的橫斷面切入，亦即三類教育同

時對個人均有影響，提供個人生命各階段所需的知能，而構成教育的

整體。事實上，此三類教育在人生不同階段的發展上，亦有輕重的不

同。在兒童至青年的階段，是偏重學校教育的時期，至成年期之後，

非正規教育的比重就增加了，成為提供成人生活與工作知能最重要的

管道。就個人而言，由非正規教育途徑所提供的學習活動，就是非正

規學習。至於非正式的學習活動，則對個體一生均有所影響，它是終

身學習時代中，提供個人知能的重要途徑。 

（二）發展 

就人類發展的歷史而言，最早的人類社會屬於原始社會，再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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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再發展至後工業化的社會。在原始社會中，個

體以狩獵為生，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在此一社會中，人要跟大自然

搏鬥，在惡劣的環境中，才能生存下來；也要與大自然中的其他各種

物種展開生存的競爭，抵禦它們的侵襲，才能存活。人類就靠著學習

而學會了應付大自然界中惡劣天氣的方法，及學會因應其他物種的挑

戰，而能與之共存或加以馴服為人所用。人類因為具有聰敏的大腦及

靈巧的雙手，能透過學習的管道，獲取生存所必須的知能，而逐漸成

為萬物之靈。人類因為學習而生存下來，也因學習而使人類社會不斷

地向前發展與進步。因此，學習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此時的學習，主要是從生活中獲取，沒有特別的組織與規劃，可以說

是一種非正式的學習。其學習方法，主要透過陸口傳授、觀察模倣及

經驗累積等。最早的原始社會及農業社會的大部分，人類所依循的學

習方式，就是此種非正式的學習 

其後，人類的生活越來越複雜，知能的增長越來越快，知識過時

的速度也逐漸加快。人要在社會中生存與適應良好，需要擁有更多的

知能，不是只靠非正式學習方式所能滿足。個人一生中所需要的知能

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因此，為增進學習的效率，擴展學習的內容，

人類需要接受教育，通常是將下一代聚集在一起，由各種具有專業知

能的人來進行傳授，班級教學型態乃逐漸發展出來。由於學習內容的

廣泛與擴展，尚須要有相關的設備與設施，才能發揮教學效果，於是，

特定的場所是必須的，由具有專業素養的人士來扮演傳授者的角色也

成為必要。因而，學校班級教學的型態乃發展出來，逐漸取代家庭或

社會的教育功能。學校逐漸發展為提供個體教育的專門場所。學校教

育體系在此種社會環境中，發展成為一種依年齡分級，循序向上的教

育體制。此種的教育活動，事先經過規劃與設計，在特定的場所、特

定的時間，由具有專業素養的人來擔負傳道、授業與解惑的工作。此

種教育活動，事實上就是一種正規教育。就學習者而言，此一方式所

提供的學習活動，就是正規的學習。 

但人類社會的發展持續向前快速進步，由工業化社會快速邁向後

工業化的社會發展。後工業化社會，人類所面臨的變遷更屬空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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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生產更加快速，形成知識爆炸，同時知識的壽命也加速縮短。學校

教育已不足以提供個人一生所需要的知能，在內容、速度、方法及彈

性上均有所不足。因此，在學校外有更多的團體、機構或組織也加入

了提供學習行列，他們使用的學習管道更加多元，學習的內容更加多

樣，不僅限於正規學校教育的內容，亦即在內容、方法、地點、時間

上均更具有彈性。它們不是學校教育的一環，但是其所提供的學習，

也是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活動，此類學習就屬於非正規的學習。

非正規學習發展至今，學校有時在正規教育之外，也提供此類的活

動，因此，學校亦可歸為非正規學習活動的提供單位。但無論如何，

學校的主要功能仍在於正規學習活動之提供，非正規學習活動，就學

校而言，僅居於次要功能的地位。因此，從人類社會的發展而言，首

先發生的學習活動是非正式的學習，其次為正規的學習，再次為非正

規的學習。此三類學習活動，同時存在，在人生不同的階段，其扮演

的角色不同，其重要性也有差異，但對個人知能的提供，均有其貢獻，

缺一不可。 

三、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意義、認證基礎、發展背景及認證

的功能 

何謂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認證的依據為何？認證是如何產生

的？以及認證的效用為何？這些問題宜先做了解與澄清。茲分述如

下： 

（一）意義 

 所謂認證（accreditation）應係指對於學習後的結果，透過一

定的程序與方式，由有權授予者予以採認並發給證明文件（楊國德，

2004）。柯洛代（Colordyn,1991: 265）指出，認證就是對知識、技

能及態度加以評量及認可的過程。亦有人將「accreditation」譯為

認可，但亦有認為「認可」應係指採認（recognition），其與認證

（accreditation）兩者有別。筆者認為認可（recognition）應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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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承認或採認的措施，而認證（accreditation）應係指經由採認

並授予相關的證明文件。因此，本文所探討的「認證」，即採此種意

涵。 

（二）認證的基礎 

 個體經由學習，一定會產生改變，這些改變會表現在行為上，包

括知識、技能、情意等方面。而行為的改變，大多可以觀察、測量或

覺察得到，有時尚未表現於外，亦稱行為的潛勢（張春興，1998）。

透過學習的過程，當然會帶來個人知能的增進、或態度、價值觀的改

變，而使個人獲得滿足，此係從個人的層面出發。但個人生長於社會，

在社會中生存，個人的學習結果，有時不只僅在於個人的滿足，亦要

獲得社會的認可，成為社會建立相關制度的一種指標。因此，對於學

習成就的認證，確有其必要性。要對學習成就認證，當然要建立一套

公平而且完善的機制，為每個人所遵循，此一認證才能獲得大眾的信

服，而能發揮認證的效用。 

 對於學習成就的認證，由於學習成就的類別繁多，其認證的程序

與方式也就有別。就其程序而言，當然包括考試、測驗、檢定、實際

操作、發表或在生活與工作上的表現。在認證的方式上，亦有採用成

績證明、資格證明、學習證明、畢業證書、學分證書、學位證書、榮

譽證書等。而能授予這些證明者，往往是教育機構、國家機關、專業

團體或考試授證的組織。 

 如從教育的三大類型而言，正規教育的學習結果，往往均可採得

認證。學習者依規定的程序，達到預期設定的水準，均可獲得認可，

取得相關的證明文件，包括成績證明、資格證書、畢業證書、學位證

書或學分證明等。但對於非正規學習的成就，雖部分亦可獲得成績證

明或學習證明，但往往不能獲得正式的採認，使非正規學習成就只作

為個人學習動機的滿足，但無法獲得社會的認同。在學習社會中的「學

習」，包括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三類，三者缺一不可，構成學習的

整體。尤其社會越進步、越發展，個人知能的增進，更加依賴非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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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正式的學習，學校正規學習在社會的發展中，其重要性愈來愈

低，角色日微。過去，可以說學校教育就是教育的全部，但時至今日，

學校教育在個人一生中知能的獲取或情意的塑造，其重要性已大為下

降。依據學者的估計，如果把個人一生所獲得的知能當做「1」，則其

中來自學校教育的部分只占 20%；而來自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的部分

則占 80%。因此，在一個終身學習的社會中，只對傳授個人知能 20%

的正規學習，給予認證；而對提供個人知能占 80%的非正規及非正式

學習成就不加採認，是不公平，也不合理，亦不符合終身學習時代的

社會現況。準此而言，對正規教育外的其他類型的學習予以成就認

證，確有其必要性。 

 再從學習成就認證的程序而言，過去對正規學習結果予以認證，

係認為學校教育的學習透過一定的學習時間、地點與既定的方式進

行，亦即其學習的過程明確而具體，學習過程的發生，是可以觀察得

到的。因此，對其學習成就的認證是合理的，而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

的過程，常常不明確，無從了解其學習是否進行，因此，無法予以認

證。採取此種評量的觀點，係屬歷程（process）觀的看法。所謂歷

程觀，即是學習結果要獲得採認，其學習過程的發生及學習結果的獲

得是同樣重要的，甚至過程的要求比結果還重要的。但是新近對於評

量的觀點，已從歷程觀轉至結果（result）觀，亦即，在一個終身的

社會，其學習的方式多元，管道多樣，並非僅學校教育的方式而已。

所謂學習成就，係指學習後的結果而言。如果學習後的結果已達到了

既定的要求或水準，則應予採認，而不必顧及其採取何種方式、何種

管道或何種歷程來達到此一成就水準。英國國家職業資格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for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NCVQ）就指

出認證係建基於成就的證明，而非學習的過程（Butterworth, 1992: 

42）。準此而言，對於學習成就的採認，所要強調的是成就的水準是

否達成了，而不必顧及其係來自何種方式或歷程的學習。在終身學習

的社會，學習方式與歷程多元與多樣，結果觀的看法，較符合實際，

亦較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基於上述的分析可知，學習社會中的學習，包括正規、非正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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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三類，對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的結果不作認證，與社會的學習

現況不合，亦與評量的結果觀的看法有違。因此，對非正規、非正式

學習的進行認證，有其認證的基礎存在，亦有其社會現況的需求。有

關非正式學習成就的認證，其所牽涉的範圍更廣，學習方式更加複

雜，故本文暫不作此方面的探討，而僅將範圍限於非正規學習的部分。 

（三）發展背景 

 對於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制度的發展，柯洛登（Cilardyn, 1996）

認為主要的原因係來自對傳統認證制度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在工業

化國家中產生。其發展的背景，可以分成三方面： 

1. 受 1970 年代經濟全球化的影響：1970 年代由於社會變遷的結

果導致對教育認證方式與程序進行重新的思考。其中相當重要的影響

因素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已開發國家紛紛關注勞動市場競爭的問

題。他們提出要對勞動市場進行重建，及提出改變社會的政策，在此

種情況下，發展終身教育成為追求新社會與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手段，

主張個人要提升知能，要有第二次的教育機會及回流教育，以使個人

能繼續的的發展。此一背景，對學習結果的認證的重行思考，具有相

當的影響。 

2. 受正規教育擴展的影響：1970 年代由於受到戰後嬰兒潮的影

響，正規教育大量的擴充，教育型態愈趨多元與多樣化，也影響到對

傳統教育制度認證問題的重行檢視與論辯，認為傳統認證的方式與功

能應作改變。例如，在很多已開發國家中，就提出學校文憑與大學學

位不應是唯一具有普遍性價值的文件，因此，激發了對有關社會性或

專業性文憑價值的討論。正規教育傳統認證的方式，乃受到這些發展

的挑戰。 

3. 受到成人及繼續教育發展的影響：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初，

有不少的國家，同時也致力於發展公共訓練方案，及強化成人教育、

職業繼續教育與訓練，導致成人學習活動的大量發展，呈現多元化的

趨勢。很多的成人透過成人回流教育、工業訓練及自我導向的學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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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來獲取新的知能。此一發展結果，要求傳統認證的制度及方式應

作改變，不僅要對傳統學校教育所獲得的知能進行檢討，同時也要求

對其他方式的學習成就，包括知識及能力等進行評量及認證。 

 基於上述的分析，傳統認證方式係由具有權威者來授予文憑或學

位，這些單位通常包括公共部門、教育機構、專業組織，或透過集體

的協商，學校通常是最具有認證資格與效力的單位。但隨著終身教育

的興起，成人教育、繼續教育的發展，認證方式的改變，已勢所必然。 

（四）認證的功能 

 經由上述分析，從理論與實務層面而言，在當前終身學習社會的

情境中，對非正規學習成就進行認證，確有其必要性。然則對非正規

學習成就進行認證，其效用如何？以下謹提出三點： 

1. 肯定個人的學習成就：學習成就，可以帶來內在的滿足。但

人是一個社會性的動物，他生存於社會中，依據社會的制度而行為，

其學習成就亦需要獲得社會的認可。如能對個人的非正規學習成就進

行認證，無疑是對個人的學習的肯定，而且亦是他人或社會對其學習

成就的認定，此種肯定與認定，均將對個人的學習活動帶來了更大的

激勵，準此而言，其意義非凡。 

2. 建立正規與非正規學習交流的橋樑：終身學習，包括正規、非

正規、非正式學習三類。長久以來，此三類學習各循自己的方式進行，

似乎各不相干。事實上，人類知能的獲得，三者缺一不可，彼此因為

不能相互交流，會有重疊、重複的現象，而產生時間的浪費，無法擴

展其學習的廣度與深度。史尼德（Snider, 1980）即指出在一個終身

學習的時代，個人的學習沒有時間從零開始，而是要從過去的學習結

果或人生經驗之上出發，因此對過去的學習成就或經驗，應作妥善的

應用。故高等教育機構對於重回學校的成人學生，對其過去的工作經

驗或學習結果應加以採認。他指出一個 35 歲每分鐘已經能打 65 個字

的家庭主婦，再回社區學院進修秘書科學學位的課程，要她與剛高中

畢業初學打字的學生，再一起加入打字初學班的課程，這是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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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種時間的浪費。而一個在軍中服務 20 年的退伍軍人，他已

經由自學或透過其他學習管道而成為一個精通莎士比亞（Shakespea- 

rean）的學者，在重回高等校院的文學系就讀，要他再修讀莎士比亞

概論（Introduction to Shakespeare, English 201 and 202）的課

程，這合理嗎？（p.153）。因此，高等校院對於重回學校的成人學生，

對其個人經驗及成就應加以承認，才不會造成學習的重疊、重複及時

間的浪費，也才是合理與符合實際的措施。故對非正規學習成就予以

認證，可以建立正規及非正規學習的橋樑，使二者有交流的機會，避

免學習時間的浪費，使學習可以在既有基礎上向前、向上發展，增進

學習的效率，發揮更大的學習效果。準此而言，非正規學習成就的認

證，可促進其與正規學習體系間的銜接與轉換。 

3. 有助於終身學習目標的達成：推展終身學習，建構學習社會，

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願景，也是當前人類追求的目標。世界先進國家莫

不致力於終身學習社會的建構，或採立法方式，或以政策宣言、計畫

等方式為之。總之，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終身學習的時代，殆無疑義。

終身學習社會要能達成，當然要有各種不同的學習策略。然而，對於

非正規學習成就進行認證，無疑是一項重要的途徑。蓋在終身學習的

時代，非正規學習在個人知能的增長上，所扮演的角色甚為重要，其

對成人生活和工作知能的提供，均遠超過正規學校教育。因此，如能

對非正規學習成就予以認證，將可激發更多成人投入學習的行列。而

成人學習就是終身學習的主體，成人學習的全面推展，幾乎就是終身

學習目標的具體實現。 

四、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的實施模式與原則 

學習成就的實施模式，關係到實務運作；而實施原則則是運作的

準繩，二者在成就認證中，均相當重要。 

（一）實施模式 

學者對非正規學習成就的認證方式，由於觀點的不同，而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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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實施模式提出。有的從學習內容出發，而主張對成就的認證分

成知識認證及技能的認證；有的從辦理單位的觀點著眼，而有對機構

的認證，對個人、對課程的認證；亦有從認證的方式出發，而有檢定、

考試及課程修習的認可等；亦有從授予相關證明的觀點出發，而有學

分的採認、資格的獲取、學位的獲得等。以下就柯洛登（P. Colardyn）

及巴特渥斯（C. Butterworth）兩人的觀點進行探討。 

 

1. 柯洛登（Colardyn）的三種模式說 

柯洛登（Colardyn, 1996）將成就認證的方式分成三種模式： 

（1） 個人取向模式 

即針對個人經由課程或其他教育機構、經驗學習等所獲得的

知能，由評量中心予以認證。其目的有三：（1）提供個體對於被

認可的知能具有永久的記錄；（2）提供個體在未來接受進一步正

規教育或就學時作為證明之用；（3）使個人了解其自己在專業、

教育、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人力資本。未來如進一步與正規教育結

合，由於學分的累績，尚可獲取文憑。 

此種認證的取向歷史較久。例如美國，在二次戰後所通過的

GI 法案，就有許多有關對個人知能評量的規定，而使很多二次戰

後的退伍軍人能透過此種方式進入教育機構就讀，以接續其因戰

爭而中斷或延誤的學習或動。在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地區，

也有相似的做法。法國 1971 年所通過生效的「繼續教育法案」

（Conti- nuing Education Act）就規範對短期性中等教育課程

予以學分認證的制度，有助於成人繼續教育的進行。1986 年，法

國設立了評量中心，進行對工作有關技能的認證事宜。 

（2） 課程取向的模式 

此種模式不針對個人，而是針對特定的教育或訓練課程進行

認證。通過認證與否取決於課程的長度及品質，而不管其提供或

辦理的單位為何。此種模式可以建立正規教育與經驗學習間的連

結。例如英國 1970 年代中期開始建立知識本位的認證，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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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認可間的連結。將正規教育和經由擴充教育或訓練所得到的

認證資格進行連結，澳洲也廣泛發展此種模式的認證。 

（3） 綜合取向的模式 

綜合取向的模式就是把正規教育所獲得的證書與來自其他非

正規教育或訓練的途徑所獲取的證明，作相互比照的認定，而將

此二者結合成一種新的資格。此種方式，透過學分承認的機制，

可以將正規教育與經驗學習、訓練課程進行整合，有助發展出一

種縱向進路的制度，而有助於個體在教育與職業間的流動。其優

點在於：（1）使過去的教育與目前的教育、訓練的連結更加具有

彈性；（2）從勞動市場的觀點而言，此種結合可以提供個體對不

同學習方式作更多的選擇，提供個人或公司對其學習策略作多種

的抉擇，因而激發個人對擴充教育與訓練進行投資；（3）此種方

式有助於經費的取得。一般而言，政府的經費偏好投資在正規教

育或訓練上；而民間的資源則較偏好應用在職業繼續教育及訓練

的部分。整合取向的模式，可將二者相互結合與統整，將有助於

對此二方面經費的取得。 

2.巴特渥斯（C. Butterworth）的二種模式說 

巴特渥斯（Butterworth, 1992）探討過去經驗的採認，將成

就的認證區分為二種模式： 

（1） 學分交換模式（credit exchange model） 

學分交換模式係由英國全國職業資格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NCVQ）所發展出來的。

此模式係申請者提出某一課程學習成就的證明，如經評量者的同

意，即給予學分的採認，亦即係將過去成就轉換為課程學分的方

式，此種模式亦稱為能力本位（competence-based）取向模式或

產品本位（product-based）取向模式，亦即個體要具有某些工作

或角色的能力水準。這些水準有階層的體系，與職業的階層相互

對應。每一層次，透過對過去經驗成就的認證，均可獲得學分。

此種對過去成就的認可，就是一種強調能力本位的取向，亦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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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結果」才是最重要的。通常申請者要提出具有該課程能力的

說明或證明（包括雇主的證明、實地操作的表現、或透過測驗、

考試等）。  

此種模式受到批評的地方，在於職業資格的認定相當複雜，由

結果或表現，即遽以認定具有該課程的水準或標準，可能對個人

的能力造成扭曲；且決定與判斷亦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工作，評量

者對個體表現的推論或判斷，也可能有不正確之處。 

 

（2）發展模式（development model） 

發展模式係由英國國家學術頒授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 CNAA）所發展出來的。該委員會建

立了英國國家學分累積與轉換的架構，即學習者可在不同機構間

作課程學分的轉換。此一模式認為對過去經驗的認可具有發展

性。他們認為學習者的經驗是有意義的，不僅作為學習的資源而

已。它要從對描述經驗到認可經驗，才能進行學習成就的認證，

亦即此一模式強調不是由「經驗」來獲取學分，而是來自經驗的

「學習」。在此模式中，強調學習者要提出學習證據的清單、紀錄

或相關的檔案，通常包括申請者對過去經驗的反思，或他們認為

學習所導致的結果。此模式也相當強調申請者與教師間的對話，

以建構和強化對證據的了解與反思。其進行的程序，在較初階段

與學分交換模式相同。即申請者對某一科目之成就認為其已具

有，就可提出證據，以求獲得採認。但僅提出過去經驗的成就或

能力的證明，仍不足以獲得學分，申請者也要對過去的經驗及相

關的學習資料作自我的評鑑，其目的在於協助申請者作個人及專

業的發展。評量者依申請者所提出的證明及個人的學習紀錄，給

予學分與否的評斷，對於學習紀錄的資料，通常透過晤談、寫作

或其他方式等來進行了解與評斷。 

發展模式與學分交換模式，兩者雖均可獲得學分的採認，但所

提供的經驗則有所不同，兩者對成就的性質亦有相當不同的看

法。發展模式強調成就與相關學習檔案的證據，以及申請者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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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者之間的對話。此一模式顯然受到柯伯（Kolb, 1984）所提出

的經驗學習循環論及布德、基爾富及吳爾克（Boud、Keogh & Walker, 

1985）等所提出的「將經驗融入學習的反思」之概念所影響。二

者均相當強調反思階段的重要，認為它是產生新知識的重要關鍵。 

 

以上二人所提出的模式，柯洛登係從認證的對象著眼，而提出三

種模式說；巴特渥斯係從學習機構對經驗看法的不同出發，而提出二

種模式的說法。柯洛登的說法範圍較廣，而巴特渥斯則較限於機構內

的實施層面。就國家對此一政策的決定而言，柯氏的說法較為周全。 

（二）實施原則 

 非正規學習成就的認證，是一種國際的趨勢，也是推展終身學習

必要的工作。但是對此種學習成就，具有學分、學位或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的頒授，在實施上應謹慎，考量周全，本諸公平、公開維持品質

的要求進行，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同與支持，否則將流於無用、無效，

甚至破壞現有教育體制之危險。一個良好的政策，如果執行不當，亦

將成為危害社會體制的措施。因此，實施時自宜審慎為之。就學習成

就認證的實施，楊國德（2004）曾提出十項原則為： 

1. 統合化原則：係指政府部會、教育機構、社會相關組織與配合

執行機構等要進行整合。 

2. 實用化原則：係指活動與制度要具有實用性，從生活實用技能

出發。 

3. 個別化原則：認證對象以個人或組織為主。 

4. 進階化原則：要有進階的設計，使學習活動具有發展性。 

5. 多樣化原則：認證項目要多樣化。 

6. 簡單化原則：認證制度簡單化，以便大眾廣泛參與。 

7. 標準化原則：認證的作業流程宜標準化，以保障品質。 

8. 創新化原則：要配合社會變遷與學習者需求，作長期的發展。 

9. 彈性化原則：要順應環境的特性，作彈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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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漸進化原則：制度要逐步建立，漸進擴大。 

此外，美國學者懷塔克（V. Whitaker）在 1989 年所出版的《學

習評量：標準、原則和程序》（Assessing learning: Standard,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一書中，也提出對學習評量的十項實

施標準，迄今仍為包括「美國成人學習與教育認證中心」在內的組織

所廣為應用。其十個標準中，前五項為「學術標準」（Academic 

standards），後十項為「行政標準」（Administrative standards）。

茲分列如下（王文瑛，2000）： 

1. 學分的授予，係經驗學分的成就，而非經驗本身。 

2. 學分授予要符合大學學分的程度，即授予學分的科目屬於大學

的學科，並具有大學的程度。 

3. 認可的科目學分，應符合該科目在理論和實務上的要求。 

4. 能力的等級及學分的給予應由學科專家決定：即要在內容與程

度，符合大學程度。 

5. 認可的學分要符合學術情境的規範，並為學術界所接受。 

6. 同一學習成就，不作重複的學分認可。 

7. 評量的政策與程序要公開化，廣為大家所熟知。 

8. 收取的費用，以提供服務所需為準。 

9. 所有參與評量的人員須接受適當的訓練，對成人學習者的特質

及多元化評量方式，要具有相當的理念。 

10. 評量事務須受監督與評鑑，要建立監督與評鑑的機制，以確

保品質。 

前綜合上述的分析，歸結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時，在實施上應遵

循的原則為： 

1. 學習成就的認證，要具有同等正規教育相同的內容與水準：

對非正規學習成就的認證，其重要的功效之一，就是要建立與正規教

育間交流的橋樑，使二者得以平行互轉，相互銜接。因此，品質的相

當與對等，成為首要條件，否則將不為正規學校所認可。故對認證的

學習成就，在科目的內容及程度要作相當把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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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認可學習成就資格的人，應為該學科領域的專家：對於

某一種學習成就，是否予以認可，應由專家決定。為避免流於個人的

偏見，可成立一組人為之（3 至 5 個人）以確保品質及維護公平。 

3. 對於認證的學習成就，要同時斟酌該科目理論與實務的要求：

有些科目較偏重理論，有些較重實務或實務的操作，在進行學習成就

認證時，宜斟酌其間的輕重與比例。 

4. 對於要認證的學習成就，宜符合學術規範的要求：不但在時

間、內容、品質、名稱上符合學術規範的要求，而且在情境設施，包

括師資、設備等亦應作同等的要求。 

5. 對於要認證的學習成就，在範圍上應廣泛與多元：即範圍上宜

涵蓋各類學習領域，且對學習成就獲取的管道宜多元化，包括經驗學

習、自我學習、課堂學習、遠距學習、e 化學習等。 

6. 政策及程序應公開化：讓所有社會大眾了解此項政策的意義，

以及如何進行申請認證。 

7. 作業流程簡捷化：申請作業的流程在維持應有水準之下，宜儘

量在程序或手續上力求簡捷，以免把想申請認證者摒除在行政作業的

門牆外。 

8. 費用的收取以足應服務所需為原則：非正規學習成就的認證係

一種服務性的工作，而非營利性的行為。因此，費用的收取應以足敷

服務所需為主，不宜收取過高或其他的費用，以阻礙認證的申請，失

去辦理此項工作的美意。 

9. 學習成就認證工作的實施，宜採漸進式原則：非正規學習涉及

的範圍相當廣泛，學習方式多元，學習內容多樣，因此在實施上宜採

漸進原則，初期在較小的範圍，以較易實施的科目，內容較單純，如

不涉及實習或實驗的科目先行辦理，再視辦理結果逐步推廣，以竟全

功。 

10. 對認證事務應建立監督及評鑑的機制：非正規學習成就的認

證，要審慎為之，要符合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因此，為確保執行工作

的嚴謹，對執行認證的單位，平時應有監督的制度，也應予定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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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作為執行改進的依據，以確保制度的妥適與完善。 

以上所提出的十項原則，其前五項係有關學術領域的層面，旨在

確保符合學術的要求與規範；後五項係有關執行與作業的部分，旨在

確保程序的公平與正義，以使良法美意得以順利上路。 

五、結語 

終身學習的時代，非正規學習對人知能的增長，所扮演的角色已

越來越重要，其重要性已超過正規教育。準此而言，對非正規學習成

就的認識有其必要性，亦符合公平的原則。因此，本文特就非正規學

習及其成就的認證加以探討，首先提出非正規學習的意義及發展；其

次，論述認證的意義、基礎，發展背景及功能；最後，探討認證的實

施模式，並提出實施的原則，以供辦理此項工作的參考，希望對正規

學習認證的工作能在維護水準、嚴謹客觀的態度，逐步的落實，以激

進個人的學習活動，而有助於終身學習社會的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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