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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Time-table 

 
7/18 

(一)  Mon. 
7/19 

(二)  Tue. 
7/10 

(三)  Wed. 
7/21 

(四)  Thu. 
7/22 

(五)  Fri. 

07:30~08:30 

學員報到 
Enrollment 

早餐 
Breakfast 

早餐 
Breakfast 

早餐 
Breakfast 

早餐 
Breakfast 

08:30~10:00 
大會演講 
Keynote 
speech 

團隊合照 
Group 
photo 

成果製作 
Progress 

consolidation  

行動方案報告 
Report on 
action plan 

建立 
知識基礎 

Establish the 

knowledge 
base 

10:00~12:00 

工作坊 1 
Workshop 1 

閉幕演講
Closing 
speech 

工作坊 2 
Workshop 2 

閉幕式 
Closing 

ceremony 

12:00~13:30 
午餐/休息 

Lunch / rest 

外出用餐 
Lunch 

(outside) 

午餐/休息 
Lunch / rest 

13:30-14:30 
開幕演講 
Opening 
speech 

工作坊 3 
Workshop 3 

資料搜集 
Data 

collection 

成果發表 

工作坊 
Progress 

report 
workshop 

回家 
Return home 

14:30-15:30 團隊建立 
Team 

building 

小隊分享 

Small group 
sharing 

15:30-1700 決定團隊議題 
Decide on 

topics to work 
on 17:00~18:00 

盥洗換裝 
Check in 

晚餐 
Dinner 

18:00~18:30 
入場 

Enter venue 

18:30~20:00 
晚宴 

Dinner 
Party 

小隊 
腦力激蕩 

Small group 
brainstorming 

團隊會議 
Group 

meeting 

歡慶時刻 
Celebration 

20:00~21:00 
大會演講 
Keynote 
speech 

21:00-22:00 

小隊時間 
Small 
group 

discussion 

小隊時間
Small group 

time 

 



領域 議題 議題說明(120 字-150 字) 

教育 

十二年國教

對學生的影

響 

台灣自 2014 年（民國 103 年）起開始公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綱要，將原本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延長

至十二年，目的是使教學更多元化、並使學生更認識自己。對學生而言，最大的衝擊可能是十二年國教改變了升學的制

度與規則，但究竟這樣制度改變，是否有達成原本制度改革的目的呢？ 

指定閱讀文獻：我是白老鼠？－探討十二年國教對學生的影響 http://goo.gl/r7euob 

參考資料： 

書目：圖解你該知道的十二年國教（2015 修訂版） http://goo.gl/kke4Si 

文章：十二年國教 問題在沒有配套 http://goo.gl/r3Rek7 

文章：12 年國教滿週年，超過六成民眾更憂心孩子輸在起跑點，為什麼？ http://goo.gl/PrhWgu 

我對教育制

度的改革建

議 

台灣的教育制度自 1990 年代以來，歷經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不論是法令、師資、課程、教學、教科書、財政等方面，均

有重大的變革。在變革中，總是有許多的擁護者、當然也有許多的反對聲浪，但除了支持與批評，如果我有機會成為執

政掌權者，我可以提出什麼更好的具體建議？並評估其影響力。 

指定閱讀文獻：破除十二年國教 3 大迷思：不應免試、不應免費、不打破菁英教育 http://goo.gl/QqMEjP 

參考資料： 

書目：教育應該不一樣 http://goo.gl/5aH11c 

影片：RSA 動畫 肯羅賓森爵士-教育改革的範例 https://goo.gl/HhRnbg 

文章：只抄制度不改文化，台灣教育別再盲人摸象了 http://goo.gl/CdkLLG 

台灣教育如

何提升學生

國際競爭

力？ 

全世界的青年正處於一個競爭激烈的知識經濟(knowledge -driven economy)時代，青年國際競爭力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石和

關鍵，也是全球化下台灣教育須重視的議題。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李家同強調，大學生的競爭力應建立在：優質的基

礎學問、優異有用且日益改進的專業知識或技術、廣泛的普通常識、好的 EQ、好的邏輯思考能力、好的表達能力及好奇

心等七種能力上。你覺得台灣教育如何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邀請你來集思廣益。 

指定閱讀文獻：史丹佛畢業生回答：為何亞洲學生贏在起跑線，歐美贏在終點線？http://goo.gl/jooX7d 

參考資料： 

書目：為未來而教：葉丙成的 BTS 教育新思維 http://goo.gl/fcWGNo 

影片：如何逃出教育的死亡谷 http://goo.gl/Z409IK 

文章：一個應該改變世界的年輕人，我們卻要他去找份工作？ http://goo.gl/504yzP 



提升學習動

機（或能力）

的教育模式 

在心理學上，『動機』被視為人類行為的原動力，可以引起個體從事某些活動、行為或學習，並使已經引發的活動持續

進行。目前在教育領域，有許多新興的教育方法及模式，如山野教育、在家自學、翻轉教育等，對我而言，什麼樣的教

育模式可以引發我的學習動機、甚至幫助我提升學習能力呢？ 

指定閱讀文獻：讓孩子感到成就感，成績自然就進步了 http://goo.gl/PB0Cor 

參考資料： 

書目：讓天賦發光 http://goo.gl/sYcHK3 

影片：翻轉教育：未來教育 Future Learning https://goo.gl/09UhCf 

文章：老師們，改變吧！TED 給我們的 7 則教育啟發 http://goo.gl/03dY8b 

戰爭/

難民 

如果我是德

國總理梅克

爾，我會如

何制定國家

的難民政策 

2010 年年底爆發阿拉伯之春後，數量激增的難民及經濟移民，從中東、非洲和亞洲等地經地中海及巴爾幹半島進入歐盟

國家尋求居留而產生的移民潮，使歐洲國家面臨嚴峻的考驗。去年下半年起，德國總理梅克爾本著人本精神，敞開德國

接納難民的進入，但也面對許多後續的問題。如果你是德國總理梅克爾，你會如何制定國家的難民政策？ 

指定閱讀文獻：德國一肩挑起照顧 80 萬難民 佛心梅克爾承諾不加稅 http://goo.gl/7B3m18 

參考資料： 

書目：難民足球隊 http://goo.gl/HAKCQK 

文章：「恐懼滋養出的社會沒有未來」 2015 年度風雲人物：梅克爾 http://goo.gl/ANQ5nG 

文章：德國制定首套「融入法」 助難民盡速融入社會 http://goo.gl/LP9sdI 

文章：然後他們就民粹了：難民危機裡德國良民的變形記 http://goo.gl/PiFbJr 

世界一家--

我可以為難

民們做什

麼？ 

2011 年敘利亞爆發內戰後，截至 2015 年，已有 400 萬敘利亞人逃到國外，另有 760 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是目前國際

上最大的難民來源。目前各國移民法對於難民問題的處理方法雖不盡相同，但大多時候，會採取「原居地遣返」或給予

「政治庇護」。相對於各國政策上的介入，難民問題是我需要關注的嗎？身為這世界的一員，我可以對難民問題提供什

麼協助呢？ 

指定閱讀文獻：來自敘利亞和約旦的信 http://goo.gl/8zpXOI 

參考資料： 

文章：可以為難民做什麼？ 蘇奕安：支持、陪伴及賦權 https://goo.gl/EljMxG 

文章：孩子們今晚睡在哪裡？敘利亞兒童難民紀實攝影 http://goo.gl/C0Bh6E 

書目：伊拉克戰爭的兒童難民 http://goo.gl/IU4Zz2 

文章：荷蘭閒置監獄成難民棲身地 http://goo.gl/IPTJIk 



改革的

力量 

生活周遭的

正向力量 

7 歲的凱薩琳在電視上看見瘧疾對非洲兒童的威脅，發起募捐蚊帳的運動，募得 6 萬美元的善款，拯救近兩萬個小生命；

11 歲的馬拉拉透過部落格揭露塔利班統治下巴基斯坦女孩的命運，讓全世界更關注巴基斯坦的女權問題；12 歲的韓哲克

發現世界各地仍存在童奴問題，在校園發起「零錢，零捆鎖」解放奴隸募款。改變世界不需要等到長大，你我都可成為

生活周遭的正向力量。 

指定閱讀文獻：她只有 9 歲，卻餵飽了鎮上所有的流浪漢，還改變了世界對他們的態度 http://goo.gl/oqdHAz 

參考資料： 

書目：翻轉人生的築夢者 http://goo.gl/TbczWg 

影片：年輕人的力量 https://goo.gl/UKPDBZ 

文章：她 11 歲便投身公益，沈芯菱的溫柔小革命未曾停歇：「人要常給，不要多拿。」 http://goo.gl/HYYVlT 

鄉民的正義

是誰的正

義？ 

近年來，社群媒體蓬勃發展，造就網路上的另一種社群輿論力量，也產生了一個新的名詞：網路鄉民。在面對許多社會

事件時，許多網路鄉民的言論，有時甚至會強烈影響事件的運作。但網路訊息的發布通常未經查證、來源不明、或者僅

有片面的事實，以至於常有以訛傳訛的現象。在事實不明的情況下，許多義憤填膺的正義感，所帶出來的究竟是真正的

正義、或者只是盲目的熱情？ 

指定閱讀文獻：「你不愛台灣啦」鄉民吵架五大「絕招」 http://goo.gl/XRuhpB 

參考資料： 

書目： 邁可‧桑德爾(2011)，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http://goo.gl/IBLDEI 

文章：鄉民正義的邏輯：偽人道主義與法西斯 http://goo.gl/BTjdjs 

影片："BBS鄉民的正義"前導概念片 https://goo.gl/KsxOHa 

青年改變力

量-我如何

參與社會制

度的變革 

近年來對於社會制度的改變，有許多來自年輕族群的呼聲，也激發了年輕人參與政治的行動。社會的改革不只需要拆毀、

更重要的是制度性的建設，因此運用合適的方法參與在社會制度的變革中，是這一代有熱血、有抱負的年輕人所要面對

的重要課題。你對社會的變革有什麼期待呢？你可以如何參與在社會制度的變革中？ 

指定閱讀文獻：我不是來適應社會的，我是來改變社會的 https://goo.gl/IqUSgT 

參考資料： 

書目：改變世界，我可以！：孩子擁有無限的力量，可以翻轉整個世界 http://goo.gl/U5hn4V 

文章：一堂台灣人的政治必修課：費邊社，影響英國工黨甚鉅的溫和社會主義 http://goo.gl/Chi2B8 

文章：「我為什麼沒有改變？」當代行為藝術祖母：因為我們總是在做我們喜歡的事 http://goo.gl/XhzKGm 



媒體自

律 

如何培養閱

聽者的媒體

素養 

媒體素養係指一個人具有辨識和了解大眾媒體對個人正面和負面影響的知識與能力，而不受到媒體的不當影響。現今的

世代，媒體資訊影響你我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也成為年輕一代建立世界觀及價值觀的最重要來源。然而在媒體產製的過

程中，有許多因素都可能影響媒體報導的角度，使呈現出來的內容與真實有落差。身為閱聽者，該如何在良莠不齊的媒

體環境裡培養出辨識與判讀的能力，當個耳聰目明的閱聽人？ 

指定閱讀文獻：當媒體再度從社會事件中「賺飽飽」，你還可以這樣抵制！ http://goo.gl/gzDifx 

參考資料： 

書目：被新聞出賣的世界：「相信我，我在說謊」，一個媒體操縱者的告白  http://goo.gl/nl0IHC 

影片：讓你快速了解媒體素養的重要 https://goo.gl/8ppe6G 

文章：閱毒新聞：閱聽人的慢性中毒 http://goo.gl/hGizKG 

看不見的拳

頭-我如何

面對網路霸

凌 

過去的霸凌事件無論是言語或行為，都發生在實際的生活中，但隨著社群網站的快速發展，網路霸凌成了新興的議題。

言論自由讓我們都能暢所欲言，在享受選擇的自由的同時，你是否也曾經被他人的言論所傷、或者不經意的傷害別人？ 當

我們能夠意識到網路上的言論就像看不見的拳頭，我們又該如何面對？ 

指定閱讀文獻：正義勇士 「最醜女」的抗網路霸凌行動 http://goo.gl/hO5sn1 

參考資料： 

書目： 隱私不保的年代 ：網路的流言蜚語、人肉搜索、網路霸凌和私密窺探(2 版) http://goo.gl/9xbu6s 

影片：酸民是潛在的虐待狂？科普頻道帶你瞭解何謂「網路酸民」 https://goo.gl/WJ3MAb 

文章：網路霸凌與「匿名發言」制的兩難：助長言語暴力 vs. 守護民主價值 http://goo.gl/MfReSb 

我所期待的

媒體文化 

現今的媒體充斥著以腥、羶、色為主要訴求的報導內容，報導的目的是刺激民眾、而非本於真實。清大教授彭明輝曾表

示：「改變媒體的力量來自於我們對媒體的選擇，視聽大眾的選擇決定媒體文化。」你期待打開電視可以看到麼樣的新

聞，你期待媒體在社會上發揮什麼樣的正向影響力，你又會如何選擇、影響媒體的文化呢？ 

指定閱讀文獻：「美國電視記者槍殺案」的四點數位觀察與反思：打造更好的線上媒體環境 http://goo.gl/INIMxa 

參考資料： 

書目：大媒體的金權遊戲：為什麼有權力的人都想要搞媒體？ http://goo.gl/xUzVdi 

     【書介】《大媒體的金權遊戲》：媒體會上癮，宛如上帝操控全世界！ http://goo.gl/ARVCah 

影片： 媒體是我們的事 https://goo.gl/SBGN7i 

文章：台灣媒體改造運動躍上國際版面 http://goo.gl/Th0FLA 



環境的

永續發

展 

別讓消費變

浪費-如何

減少拋棄式

設計 

隨著世界人口增長，我們所創造出來的垃圾量也越來越驚人。每一年，全球人類製造出 2000 億個寶特瓶；在台灣，我們

每年平均喝掉超過 11 億 40 萬瓶的瓶裝水，塑膠袋用量更是每年超過 180 億個。這讓垃圾問題帶來極大的處理成本及環

境損害，除了回收再利用，如何在一開始的設計上就減少拋棄式設計，並鼓勵人們減少消耗性物品的使用，是目前的重

要課題。 

指定閱讀文獻：城市裡的再生（上）：買新的總比送修更划算⋯⋯我們能否找回「修復」的能力？ http://goo.gl/oVEPNK 

參考資料： 

書目：原來它不是廢物---我的環保生活 http://goo.gl/Y7c4Jc 

文章：環保好點子 創新綠經濟 http://goo.gl/W9rZUL 

文章：兩個 MIT 畢業生三個月內搶救 3600 公斤剩食：這套 APP 讓食物回收重新「週轉」http://goo.gl/kL8eNQ 

書目：從搖籃到搖籃 http://goo.gl/m3bASL 

自己的海洋

自己救：喚

醒人們對海

洋的永續發

展意識 

由於人類持續的活動及開發，海洋環境的健康和生產能力都面臨重大威脅。《科學》雜誌曾報告，由於垃圾處理不當，

全世界每年向海洋傾倒了達 480 萬至 1270 萬噸塑膠垃圾，人類生活所產生的汙染物，對人體健康和海洋生物資源都帶來

極大威脅，若不能有效遏止這些問題及環境破壞，將使得海洋生態走向崩解。如何喚醒人們對於海資源永續發展的意識，

已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指定閱讀文獻：這個少年破世界紀錄，輟學，花 10 年清理半個太平洋！最後竟然賺了 128 億 http://goo.gl/kL6uO6 

參考資料： 

書目： 獵殺海洋：一部自我毀滅的人類文明史 http://goo.gl/D6W657  

影片：海 https://goo.gl/jIEMwG、全球壽司熱 https://goo.gl/bAEogn 

文章：守護海洋永遠不嫌晚，你今天開始就可以為海洋做的 5 件事 http://goo.gl/5Bn5Zj 

文章：該拒買小七的魩仔魚御飯糰嗎？ 決定前先來做功課（上）http://goo.gl/axgGHY 

日常生活、

隨手可做的

環境保護行

動 

對你而言，「環境保護」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個口號、或是具體可為的行動？環境保護的觀念已經倡導許多年，但多數

民眾與政府機關對於環境保護的理解方式似乎尚未轉化為堅強的環保信念，許多作為來自強制的規定而非主動參與，要

讓環境保護理念深植人心，並產生實際行動仍具挑戰。運用你的創意，發展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做的環境保護行動，並推

廣出去，讓更多人一起參與吧！ 

指定閱讀文獻：環保生活出發 http://goo.gl/FO1PV6 

參考資料： 

書目：環保一年不會死！不用衛生紙的紐約客減碳生活日記 http://goo.gl/4eZctG 

影片：瓶裝水的故事 The Story of Bottled Water https://goo.gl/cNRSlw 

文章：不喝瓶裝水的理由 http://goo.gl/SUksHq 

 



★尺寸表  

尺寸 Size (CM) S M L XL XXL 

胸寬 46 51 56 61 66 

衣長 70 72 75 77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