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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技術及議題解析
教育部國教署顧問 吳律德



積極「聆聽」



主張與探詢
▸ 設定議題：有爭議、貼近學⽣⾝分、⼤家都有類似的知識基礎或經驗。 

▸ 設定⾓⾊：利害關係⼈、執⾏者、決策者。 

▸ 每⼈發⾔2分鐘，輪流發⾔兩輪 

▸ 先說我主張....、我認為...，再說我想詢問、了解另⼀個⾓⾊的想法。



那你昨天晚上吃什麼？
好吃嗎?
……

跟不熟的同學對話常常是這樣…
麥當勞！
不錯啊！
……



那你昨天晚上吃什麼？麥當勞！
不錯！
…… ……

沈默了一陣子之後，然後…
有啊！昨天晚上
不錯啊！
…… (沈默)



你是否這樣問過…
為什麼溝通如此困難？
為什麼我們無法好好聆聽？
為什麼談話常常淪為爭論或談論瑣事？
為什麼我們對同事所說的話吹⽑求疵？
為什麼我們如果不趕快糾正他⼈的意⾒，就覺得天快要塌下來？
為什麼有些⼈能⾃⼤到認為什麼⾃⼰絕對正確，無所不知？



因為 
1.⼈類的⾃我傾向往往讓我們在談話時 

等不及對⽅說完，就拼命想發表⾃⼰的看法。 
2.只要我攻擊某種看法， 

我⽴刻看起來比這個看法或 
提出這個看法的⼈『還要⾼明』。 



⽬的OBJECTIVE 
‧⽬的(what）（

▸外在事實 

▸這是什麼？



反思REFLECTIVE
▸內在反應 

▸你覺得...？你的感受？



詮釋INTERPRETIVE 
‧⽬的(what）（

▸價值、意義 

▸因為...所以...



決定DECISIONAL 
‧(now what)

▸具體⾏動 

▸以後要怎麼做



ORID練習
▸ 分三組閱讀⽂章 

▸ 先個別閱讀，並畫重點 

▸ 回到⼩組，共同討論⽤六句話組合出這部份的重點內容（盡量⽤原作者的⽂字），
⽤深⾊彩⾊筆，寫在A1紙上。  

▸ 這⼀段⽂字帶給你的感受，或有什麼圖像浮現出來，請畫在粉紅⾊的 A4紙上  

▸ ⽤你們⾃⼰的話說，這⼀段閱讀內容，作者想表達的是...?請⽤簡短的⼀句話寫在⼀
張藍⾊A4紙上  

流程設計參參考⾃⾃Laura Hsu「團隊閱讀的引導」 



使⽤時機 政策階段對應 運⽤成本

公⺠會議
議題影響廣、複
雜、⾼度爭議

議程設定、研究調查、知情、
討論、決定、回應

參與者⾼、主持⼈
⾼、經費⾼

願景⼯作坊
針對未來政策產
⽣想法和⾏動⽅

案

議程設定、研究調查、知情、
討論、投票、決定、回應

參與者⾼、主持⼈
⾼、經費⾼

審議式⺠調 議題⼤眾關⼼
議程設定、研究調查、知情、
討論、投票、決定、回應

參與者低、主持⼈
中、經費⾼

公⺠對話圈
無決策、⾏動，
以探討為主

議程設定、知情、討論、決
定、回應

參與者低、主持⼈
低、經費低 

世界咖啡館
議題開放、需要
⾏動契機

討論
參與者低、主持⼈
中、經費中 

開放空間
政策不得有明確
⽅向或答案

討論
參與者中、主持⼈
⾼、經費低 



審議模式簡介

公民會議

▸ 邀不具專業知識的公眾 

▸ 針對具有爭議性的政策，事前閱讀相關資料並作討論 

▸ 設定議題領域中他們想要探查的問題 

▸ 在公開論壇進⾏專家聽證 

▸ 在⼀定知識訊息基礎上，對爭議性的問題相互辯論並作判斷 

▸ 最後將共識觀點寫成正式報告公布，並供決策參考。



公民會議流程範例(3-5天）

由專家

學者完
成議題
手冊提

供背景
知識及
整理焦

點議題
供與會
青年公

民做會
前準備
→

專家簡

報

針對議

題進行
小組討
論

小組就

討論時
所產生
的問題

向專家
證人提
問，並

由專家
證人進
行回答

小組討

論形成
共識

小組撰

寫及發
表共識
報告

推選全

國會議
代表。



審議模式簡介

願景⼯作坊

▸邀不具專業知識的公眾交換經驗(根據討論議題，分
享各⾃看法。 

▸  利⽤劇本(scenario)帶領討論，發展出⾃⼰的願
景。 

▸  從共同的願景出發，形成具體的規劃建議。



審議模式簡介

願
景
⼯
作
坊
流
程

招募民眾

洽邀產官民
團

專家介紹議
題現況與未
來發展，並
以劇本為批
判參考點

了解批判

DAY1
依身分分
四組，各
組相互討
論、彙整
出初步願

景

初步願景

DAY1

與會者針對
劇本進⾏討
論，並連結
劇本的批評
討論與會議

主題

比較願景

DAY1

與會者對⼦
題提出補充
或修正意

⾒，進⾏討
論以形成共

同主張

⼩組願景

DAY1

各組報告完
後，由其他
三組進⾏批
評與討論，
再由報告組

回應

⼩組報告

DAY1

混合編組，
各組進⾏初
選後再於全
體⼤會上報
告、表決

(KJ)

提出⾏動

DAY2



審議模式簡介

審議式民調

▸審議式⺠調在操作上結合了代表性與審議。 

▸政策議題具重要性，能吸引許多社會公眾參與，且可發展數個
明確的⾏動⽅案或政策選項；不同的⾏動⽅案和政策選項牽涉
到多元觀點、利益和價值的衝突。 

▸決策者期待瞭解具代表性的公眾態度，尤其是不同政策選項的
⺠意⽀持度。



審議模式簡介

審議式民調流程

抽取⼀個
全國性樣
本之公⺠
⼩組

對公⺠進
⾏議題前
測問卷

公⺠間相
互討論，
向不同立
場專家提
問，並閱
讀相關資
訊

對公⺠進
⾏議題後
測問卷

比較參
加會議前
後參與者
對政策議
題的態度
和知識是
否發⽣變
遷



審議模式簡介

公民對話圈

▸ ⼀個有15到20位多元成員的⼩團體。 

▸ 探討某項重要的社會或政治議題。 

▸ 訂定⾃⼰的議場基本規則以進⾏尊重與建設性的會談。 

▸ 由公正的主持⼈領導，主持⼈並不是傳統認定的「專家」或「老師」，⽽只負責經
營會談。 

▸ 要進⾏傾聽練習，並且從許多觀點考慮某項議題。 

▸ 不要求共識，但要找出多數⼈同意的地⽅。



審議模式簡介

公民對話圈流程

⾃我及⾓
⾊介紹、
建立基本
規則、積
極聆聽、
簡報議題
背景

描繪願
景、指出
落差、探
討改變⽅
向

探討各種
⾏動（從
個⼈到政
策）的可
能性 （多
元觀點併
陳）

形成⾏動
共識（腦
⼒激盪⾏
動⽅案，
進⾏ 排
序，找出
下⼀步的
⾏動進
程）

議題與⽣
活關連；
釐清現
狀，指出
問題與挑
戰；形成
向專家請
教的問題

專家聽證



審議模式簡介

世界咖啡館

▸ ⼀種在輕鬆的氛圍中，透過彈性的⼩團體討論，真誠對話，產⽣團體智慧的討論⽅
式。在討論中，可以帶動同步對話、反思問題、分享共同知識、甚⾄找到新的⾏動
契機。 

▸ 適合⼩⾄20⼈團體，⼤⾄數百⼈組織的會議⽅式，採⽤咖啡桌的型式分組，以4-5
⼈為⼀桌。 

▸ 設計原則：為背景定調、營造出宜⼈好客的環境空間、探索真正重要的提問、⿎勵
⼤家踴躍貢獻⼰⾒、交流與連結不同的觀點、共同聆聽其中的模式觀點及更深層的
問題、集體⼼得的收成與分享



審議模式簡介

世界咖啡館流程

當前所⾯
臨的問題

換
桌

打算達成
的⽬標

換
桌

未來⾏動
⽅案

休
息

休息時請
⼤家⾃由
看看別組
桌布討論
內容

全
體

個別反思
寫下最核
⼼的想法
和⾒地，
並⿎勵⼤
家分享



審議模式簡介

開放空間

▸ 在會議前「應該」沒⼈知道答案；所以要對答案開放(open)，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 出席的⼈都是最適當的(whoever come is the right people) 

▸ 不管何時開始都是最適當的時間 

▸ 不管發⽣什麼，都是當時只能發⽣的事 

▸ 結束的時候就結束了 

▸ 雙腳法則



審議模式簡介

開放空間流程

參與者分
不同主題
討論。每
個⼈參與
⾃⼰有興
趣的議
題，⿎勵
雙腳法則

議題會
議記錄⽤
⼤海報紙
張貼在新
聞牆，⼤
家可在記
錄上加上
⾃⼰的意
⾒

發⼩貼紙
貼在認為
最重要的
會議結
論，可多
張貼在同
點。形成
初步共識

若時間允
許，可針
對幾項焦
點問題，
展開進⼀
步的⾏動
計劃



議題解析

現狀 觀點



現狀-政策
▸時空背景 

▸媒體、輿論 

▸歷史脈絡



現狀-法規
▸立、修法說明 

▸上位法確認



現狀-預決算
▸經費項⽬ 

▸計畫



現狀-利害關係⼈

引⽤⾃廖勇凱—企業倫理學



議題解析-現狀

找出利害關係⼈練習

▸ 潛在的（權⼒構⾯）： 

▸ 可⾃由對待的（合法性）： 

▸ 苛求的（緊急程度）： 

▸ 主要的（權⼒與合法）： 

▸ 引起危險的（權⼒與緊急）： 

▸ 依賴的（緊急與合法）： 

▸ 決定性的（權⼒、緊急與合法）： 

▸ 非利害關係⼈：



觀點-媒體
▸新聞 

▸社會評論 

▸社群留⾔（網絡輿論）



觀點-利害關係⼈
▸會議記錄 

▸探詢



議題解析-觀點

媒體練習

▸ 對標題持懷疑態度 

▸ 仔細留意網址 

▸ 調查新聞來源 

▸ 注意不尋常的格式 

▸ 檢查圖片及⽇期 

▸ 查核證據且參考其他報導 

▸ 報導是否只為博君⼀笑？ 

▸ 是否為刻意捏造的報導內容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