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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友善校園到健康安全校園  
社論專載

 

一個三公分的門檻，對坐輪椅的人來說，是個難以跨越的高度；一個圓形的門把

，對於手不方便的人來說，是個打不開的入口；一個小小的障礙，造成許多人使用上

的不方便，近在眼前的設施卻有著無法到達的距離。本校早在40年前就成立盲生教室

（後來改為盲生資源中心），開放視障生就讀，在當時是個非常進步的教育觀念，四

十年來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照顧，對國內其他大學來說，只能望其項背，要趕上，是

個非常遙遠的距離。如今，這兩個距離都已經縮小了。

 

從1950年代起，人們開始注意身心障礙者使用空間不方便的問題，日本、歐洲及美國

相繼發展出「無障礙環境」的概念及相關法令，成為進步社會的重要指標。近十年來

，教育部從國民受教權的角度切入，積極創造一個讓身心障礙學生可以順利就讀各級

教育的友善環境。最近教育部進行全國一百多所大專院校訪視，大部分校園已經符合

「校園無障礙環境」的標準。雖然本校已從消極改善「無障礙環境」，轉而成為積極

提供一個對每個學生都體貼合用的「友善校園」。但是，這樣的目標我們是不滿足的

，因為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創造友善的學習環境已逐漸成為各校的重要指標及環境

改善的基本要求，我們的特色與優勢已經成為大家的常態了。那麼，本校如何繼續拉

大領先的距離？最新的目標是什麼？

 

目前國際上對於理想環境有兩個廣為接受的指標，「健康城市」與「安全城市」，城

市或機構經營者可以設定自己追求健康與安全的指標，擬定達成這個目標的策略，加

入國際組織並定期進行評鑑。個人、社會、環境方面的健康與安全，是健康城市的重

大目標，根據這些目標發展出指標及對應策略。這些策略並非局限於校園圍牆內，還

必須考慮外部環境的因素，除了針對量化指標來改進，還要關注整體環境品質提升

，人的教育與態度的轉變才是健康與安全行為的關鍵。

 

本校目前已經進行多項品質計畫，只要將工作內容稍加整理，很有機會成為全世界第

一個加入健康城市與安全城市國際組織的學校。本校發展健康安全校園，除了已經積

極進行的「環境安全」工作外，還可加入幾個簡單又有效的策略，例如：「走路上學

」、「社區遊學」。

 

「走路上學」可以促進身體健康，如果通勤的人每天爬兩次克難坡、住在淡水的學生

走路上課，一方面可以降低師生「三高」指數，還可帶動諸多校內外環境問題的改善

。例如：校內外汽機車停車需求、指南客運接送數量減少，也可降低交通意外的發生

，並進行環境景觀與步行道路安全的改善。



 

「社區遊學」則將校內資源與外部資源整合，大一校內服務課程可轉為社區服務，例

如：僑生可以服務其僑居地來台工作的人，包括語言課程、協助諮商、或編輯家鄉通

訊；各學系可發展社區相關學程，一方面進行社區服務，一方面擴大對在地居民招生

；此外，外部資源也可藉此進入學校，例如：校園環境的園藝工作可以與學生諮商輔

導結合，發展為「園藝治療」的實驗場域。

 

本校對於人與環境的理念一向十分先進，也有深厚的基礎，「健康城市」與「安全城

市」認證的目標就在咫尺，一旦加入這些國際組織可將本校社會聲望再推向另一波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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