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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順著。《成人教育導論》。台北：五南，2000。

《成人教育導論》一書，是黃富順博士將其十多年來在成人教育不

同範疇的研究作出綜合性介紹的著作，內容廣泛地涉獵成人教育的不同領

域，為有志從事成人教育的工作者提供整全的基礎，和實務工作的參考。

黃富順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博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兼成人教育中心主任，現任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並國立中正

大學成人及持續教育研究所榮譽教授。著有《成人的學習動機》(1985)、

《比較成人教育》(1988)、《成人心理與學習》(1989)、《成人心理》

(1992)、《老化與健康》(1995)、《成人發展與適應》(1996)。主編《成人

教育辭典》(1995)、《成人學習》(2002)、《比較終身教育》(2003)、《高

齡學習》(2004)；合著《成人發展與適應（修訂再版）》(2003)、《成人發

展與適應（修訂三版）》(2006)、《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2006)。專書論文及研究報告、期刊文章等著作達數百份。

這書是華人成人教育的入門著作，對成人教育課題作出綜合性探討和

介紹，讓讀者得以對成人教育的內容有概括的了解。全書分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集中認識成人教育的基本理念，從第一章「緒論」��，讀者便能

了解成人教育的概念、意義、性質、範圍、實施方式與實施機構，及相關

名詞等。若讀者對七五年代「終身教育」、「永續教育」、「回流教育」

與九十年代「終身學習」、「學習型組織」和「學習社會」等名詞的發展

仍未掌握，便可從第二章就西方國家成人發展的不同時期─二十世紀萌

牙時期、二十世紀中葉前的建立期、二十世紀中葉後成人教育的發展期，

及二十世紀七五年代後的終身學習時期等四個階段的探討，一覽成人教育

的歷史發展。

要成功地推行成人教育，必須為成人教育學建立整全的理論基礎，而

當中與成人教育緊扣的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是實施成人教育的原理和

原則的重要基礎。讀者可以從第二部分成人教育的心理學、社會學及哲學

理論基礎共三章的內容中，認識成人學習者的心理特性、成人的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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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人學習的特性；與成人教育相關的社會學概念、社會學與成人教育問

題的研究和成人教育的社會功能；成人教育與哲學，成人教育哲學概觀和

成人教育目的等相關課題，以掌握成人教育學的基礎。

推動成人教育事工，必須針對不同成人��體的需要作出籌劃和構思。

大戰時代出生者、婦女、年長者，都各自有不同需要，在教育設計上亦須

作出相應的配合。故作者在本書的第三部分，進入探討識字教育、老人教

育、婦女教育、大學成人教育及隔空教育等五類成人教育的意義、教育目

標與功能、發展趨勢與問題，務求讓讀者對各類成人教育有全面的理解。

當讀者掌握了前三部分的內容，相信已能有效地在所屬的地區，展開

策劃和推行成人教育的工作。為讓讀者能在所掌握的成人教育基礎上向前

邁進，第四部分會帶領讀者進入與終身教育相關的課題，當中會以獨立章

節探討終身教育、回流教育、終身學習、學習型組織及學習社會等五個主

題，從其教育理念的起源與發展、意義、特性及相關名詞作引子，隨後穿

梭該課題教育理念產生的因素，最後就實施策略與展望，以具前瞻性的方

向作出探討，務求協助讀者進一步了解成人教育的核心價值。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第十六章為學術專業化的探討，是為那些希望將教

育的學術專業化成為個人發展進路的人而撰寫的，內容環繞成人教育學術

領域發展的演進、成人教育學術研究的重要主題、對成人教育學術發展具

重大貢獻的學者、成人教育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及期刊，和成人教育學術

體系的持續發展等各部分。內容足以讓讀者從成人教育的不同角度、不同

範疇的學術進路，掌握成人教育如何邁向專業化之路，以助讀者從這本成

人教育入門及基礎著作中起步，對成人教育作出深入探討。

本書雖然已出版八年，仍對現今華人成人教育事工的發展，起��重要

基石的作用，甚至可以成為各大學院校成人教育科的主要課本之一。附錄

的參考文獻中英並重，數量不少，足以讓讀者繼續探究成人教育的不同範

疇，誠屬不可多得的資源。

白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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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鳳玲著。《未嫁女–傳統與當代之間的香港單身女

性》。 香港：匯美書社，2004。

這本書是由作者的博士論文翻譯過來的，創作的念頭，始於作者對香

港單身女性（未嫁女）的現象感到興趣，經朋友鼓勵下決定這個課題，探

討傳統中國社會和當代香港社會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及其對未嫁女的

影響。

經過與三十位單身女性交流，作者將「未嫁女」的真實故事活現眼

前，讓讀者從受訪者的角度去體會她們的生活經驗和掙扎，從而了解這個

社會現象。根據一般發展心理學的理論，個人在人生某一個階段便會結

婚、組成家庭、養兒育女，與家庭生活周期扣上緊密的關係。單身女性未

能擔當結婚及往後階段的角色，如妻子、母親、祖母等，但受訪的未嫁女

仍然需要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面對不同的機會和挑戰。雖然香港社會日

趨開放，但在傳統文化的背景下，「未嫁女」的需要仍被忽視。另外，在

一般社會人士的印象中，「未嫁女」大多數是事業心重的「女強人」，在

這本書內，除了專業女性外，讀者也可以聽到勞動階層單身女性的聲音。

雖然這兩��單身女性擁有的生活條件和資源有所迥異，從她們的故事��

面，讀者卻可以看到，她們的單身生活充實及創意無限。透過了解「未嫁

女」的單身經驗、需要和處境，讀者不再只有「老姑婆」等俗套的觀念，

且能進一步了解這��新人類。

因應對單身女性在傳統與當代生活經驗的理解，作者最後還提出了一

些建議，讓服務單身女性的專業人士、非政府機構（教會、婦女組織和社

會福利機構）等，更能提供適切她們需要的服務。

甄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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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聯梅著。《魅力一族齊展翅–教會未婚單身人士的處境

及事工探討》。香港：卓越書樓，2007。

本書以一個調查研究作基礎，加上其他參考資料，可以說是對未婚單

身的現況及事工有比較全面的討論。

全書涉及的範圍很廣，從傳統及聖經角度看單身，再而提出單身人士

面對各方面的處境，從性、社交生活、靈命等一一作出分析。坦白說，任

何人也需要健康的靈命及社交生活，作者提及「單身人士需要慎防與同性

朋友的關係『上癮』」，這的確在姊妹間容易發生。作者其後為讀者提供

一些建立和深化健康人際關係的建議，對單身人士之間或與已婚人士的相

處，也非常有幫助及提醒作用。

本書另一個特點是其他坊間同類型書籍所欠缺的，就是向教會提出一

些具體及適切的事工建議。這些不同類型的聚會或活動，對教會設立單身

事工，有很大的幫助，教會可按會友的情況作出變更，以更切合會友的需

要。當然在這一切事工之先，牧者必須先藉聖經教導會友對未婚單身有正

確的理解，並建立會眾彼此之間的互信關係，以致在開辦聚會時便不會讓

單身會友有被標籤的感覺。

其中讓筆者更多深思的是第六章〈迎向挑戰〉，其中提及的未婚單身

生命周期，是一個較被忽略的課題卻很重要的課題。作者對未婚者在生理

及心理不同階段的特性及需要，作詳細的分析。在一般傳統的人生階段：

出生、成長、求學、就業、結婚、養兒育女、退休，每一個階段都有一些

事或人「迫」我們成長，因��現今社會或教會遲婚情況普遍，單身人士在

就業後至結婚前，可以是一大段游離的空間，缺乏生命成長動力，若我們

不主動及積極去處理，讓自己繼續成長，不單是個人成長的一個缺口，亦

是踏進婚姻階段的一大障礙。

現今許多弟兄姊妹仍然對「單身」此題目有很多的誤解，或是避而

不談，筆者曾介紹一個單身講座給幾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們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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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不需要吧？」「我似找不到對象嗎？」「我仍未到要擔心的年齡

吧！」

大部分人誤解單身是一個令人不舒服的處境，是一種缺欠。正如本

書所指，單身是每個人必經的階段，無論你會否結婚，你婚前不就是單身

嗎？無論你年紀大小，學習獨處、建立人際網絡，是不適當的事嗎？

期望藉本書，讓整體教會、弟兄姊妹、單身或已婚人士，對單身有正

確的態度，正如作者所言，期望會眾對未婚者以平常心、以上帝心、以家

人心來看待，一同在神愛��成長。

孫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