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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封你該讀的信

第1封信：給在另一個國家的媽媽

媽媽，妳在那裡好嗎？梅努兒（Menur）在這裡
很好。我在這裡身體健康。媽媽現在在哪一個國
家工作？那裡也跟我們村莊一樣嗎？那裡有像這
裡的稻田和水牛嗎？
媽媽，我的信就寫到這裡。希望媽媽身體健康。

Aiyu Nara Saputro〈郵差和寄給媽媽的信〉



第15封信：給在遙遠他國的媽媽

媽媽，您在那裡好嗎？媽媽，我在這裡一切
都很好、什麼都不缺。我希望媽媽身體健康，老
天保佑。媽媽，您已經離開一年了。您不想回來
村莊看一下我嗎？

村長跟我說過，在國外工作很久很久以後才
能回來，是這樣嗎？媽媽，我很想您，真的很想
見到妳。很快就要過年了，其他的小朋友都準備
了新衣服穿。村長的太太買了新衣服給我，但那
件衣服太大件，她說明年過年再穿一次……希望媽
媽可以趕快回來。

Aiyu Nara Saputro〈郵差和寄給媽媽的信〉

15封你該讀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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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non founded The White Feather Foundation in 2009. 

“Embraces environmental and Humanitarian ” 

Birth name John Charles Julian Lennon
Also known as Jules
Born 8 April 1963 (age 55)

Liverpool, England
Genres Pop rock
Occupation(s)

Singer-songwriter artist photographer
Instruments

Vocals guitar keyboards
Years active 1974–present



這世界真的聽的見孩子的聲音嗎？



正義







The Human Agency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盧梭



面對孩子，人們只是單純地統治他們、為他們做決
定。沒有人會天真地去問孩子的意見，問他們是否
同意。畢竟，他們有什麼好說的？

孩子沒有任何屬於自己的東西，所有他免費得來、
可以使用的東西都不是他的

我們的孩子就是我們的資產－閒雜人等沒有置喙
的餘地

我們匆忙、隨便地打發孩子，忽略了他人生的豐富，
以及我們能輕易給予他的喜悅

沒有人會問孩子對國家的意見，畢竟他沒有投票權，
沒有威脅性，不會提出要求，不會發言

我們要時時警戒，完全不能讓他獨立作主，我們有
權百分之百掌控、批評他

我們得看好他們，確保他們聽話，我們得看好他們，
讓他們照我們說的去做

我們既然好心付出這麼多，他就應該要努力報答我
們。他應該要理解、同意、放棄，還有最重要的，
應該要感恩

孩子極少是我們所希望的樣子，他的成長經常伴隨
著我們的失望。「你早就應該要……」

當孩子干擾我們、讓我們疲憊時，他們會引起我們
的注意。我們只看到、只記得這些時刻。我們沒看
到孩子平靜、嚴肅、專注的時光

大人眼中的兒童大人眼中的兒童

引自〈孩子有受尊重的權利〉，為《當我再次是個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選集》第一部分內容。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醫師。林蔚昀 翻譯。大塊文化發行。

柯札克精選



我們來做個實驗

快問快答：

你知道您的孩子/孫子，上下學/安親班坐什麼車嗎？



我們來做個實驗

快問快答：

你知道台中市那個路段，兒少意外交通事故率最高？





權利
(Right)

從史瑞克到川普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匈牙利詩人斐多菲



阮將做人，的尊嚴與權利



爭取權利的智慧

仁慈的人利益家己的生命；

殘忍的人害家己的身軀。

箴言 11：17



人權意識的興起與人權國際化

• 第一代人權（18-19世紀）：免於被國家侵犯。

• 第二代人權（19-WWII)：國家應保障人權

• 第三代人權（1945迄今）人權國際化。



2014

1989

1979

1959

1924 ——9/26 國際聯盟通過《日內瓦宣言》，明列兒童應受保障的基本權利萌芽

草創——11/20 聯合國大會通過《兒童權利宣言》，確立兒童權利應受保障

定位——由於宣言性質未俱法律效力，波瀾首次提出制定有約束效力的兒童國
際公約，多國均有共識並針對歧異部分廣納多方討論

實施——11/20 經過十年的協商，終在《兒童權利宣言》滿30週年之際通過

發展——臺灣於5/20通過《兒童權利施行法》，明訂將《兒童權利公約》
予以國內化，並成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
俾利公約相關事項之推動

CRC的發展歷史

——臺灣於2017年11月第一次邀請國際兒童人權委員審查本國兒童權
利實踐報告。會後委員給予臺灣共計98點的結論性意見

——臺灣將於2022年11月接受第二季國際審查



兒童權利的來由

• 1942年的6月



兒童權利公約緣起

1924年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

•第五屆國際聯盟大會討論五項宣言，宣言中規定所有
國家的男女不分種族、國籍都應承認人類負有提供兒
童最好的福利之義務。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二次兒童權利宣言

•第三屆聯合國大會， 討論結果共有三十項人權宣言，這
些基本人權成為兒童人權的基礎。同時在第二次兒童權
利宣言發表後，加速草擬兒童權利宣言之內容，也促成
了1945年第三次兒童宣言。

1959年第三次兒童權利宣言－ 「關於兒童
的權利宣言」

•第十四屆聯合國大會，討論結果共十項內容，主要以
上二次的宣言內容為基礎，再加以擴大，此次的宣言已
有兒童權利公約的雛型。



兒童權利公約緣起

1989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於1990年生效，共54
條，公開給各國簽署或加入

•對各締約國具有法律的約束力。

國際參與現況

•「兒童權利公約」至今有193個締約國，
聯合國成員中只有美國、索馬利亞和南蘇
丹未參與。

•與其他公約的比較：「公民及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目前有196個締約國；「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目前有160個締約
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目
前有189個締約國。



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

• 聯合國於1989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

• 凡18歲以下(含18歲)者皆為兒童，臺灣習慣以「兒少」稱呼

• 兒童是權利的主體、獨立的個體；不是國家、父母及機構的財產

• 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其出生前後均需獲得特別保護與照顧，包括適當之法律保

障，同時也會適度斟酌每一民族之傳統與文化價值對兒童之保護及和諧發展的重

要性創制此公約

• 截至2016年，共有196個國家/地方批准《兒童權利公約》，成為有史以來最廣

為認可的國際公約，亦是首項具有法律約束力及涵蓋所有兒童人權的國際性條約



從兒童福祉到兒童權利

什麼是兒童福祉？

4個概念，共同的規範性架構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CRC）

兩種界定的角度

34

▪ 不帶有歧視（non-discrimination）

▪ 瞭解受到排除的兒童

▪ 兒童的最佳利益

▪ 生存與發展原則



從兒童福祉到兒童權利

兩種界定的角度

35

名詞：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

孩子經驗到，相較於整個國家或者生活的社區，處於弱勢不利的
地位，是為一種相對剝奪狀態。這種剝奪的型態發生在包含物質、
生理、心理以及社會等各面向中，形成更有可能產生體弱、疾病
纏身、心理自尊與概念較他人低，怯於參與社群活動、甚或排除
於主要經濟活動之外的可能性。

名詞：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 ）

孩子陸續遭到多面向的物質剝奪、經濟資源不平等和社會參與排
除的處境，形成的結果則變成所謂的低下階層（underclass），
被排除於一般人所接受的社會生活之外。

您是否見過這樣的情況？



從兒童福祉到兒童權利
兩種界定的角度

不帶有歧視

遭受排除的兒童

最佳利益

生存與發展

接納，差異；表達，尊重。

關注諸如身心障礙、經濟貧困，等生心理、
社會背景條件處於相對劣勢的兒童需求。

說明以兒童為主的意涵，並基於兒童本身的
權利，強化兒童身為公民的角色

重視基礎飲食營養、衛生、安全以至教育、社會
參與等整體性的因素考量，並納入生態學的思考

36承認兒童對於自身事務有自由表示意見的權利，且應在處理
兒童事務時，納入兒童的觀點



從兒童福祉到兒童權利

什麼是兒童福祉？

兩種界定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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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福祉現況（Well-Being）

▪到良好未來發展（Well-Becoming）

關注現在所缺乏的，補充以致維持目前的妥適生活。採取缺
口式的需求觀點（Deficit Model）。

關注未來發展所需，朝向期望更好的生命發展目標。採取發
展性的需求觀點（Developmental Model）



兩種界定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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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缺口式的需求觀點（Deficit Model）

A Lacks X to Maintain A

名詞：發展性的需求觀點（Developmental Model）

A Needs X to B。

不斷往上爬的小孩



國際兒童人權的發展體系

表達觀點的權利

空間 聲音

權力的擁有者
（Right Holder）

CRC 12

CRC 2
不得歧視

CRC 13
應擁有充分資訊

擁有聽眾擁有影響力

被聽/看見的權利

CRC 19
安全

CRC 3
最佳利益

CRC 5
獲得成人的引導



國際兒童人權保護體系

兒童權利公約

關於販運兒童、兒
童從娼，及兒童色
情任擇議定書

關於兒童涉入武裝
衝突任擇議定書

關於設定來文程序
的任擇議定書

其它相關國際法：世界人權宣言、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我國兒少人權相關法規(主要部份)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

✓憲法

✓民法

✓家事事件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刑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少年事件處理法

✓人口販運防制法

✓社會救助法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教育基本法

✓國民教育法

✓強迫入學條例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特殊教育法

✓國籍法

✓入出國及移民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通訊傳播基本法

✓勞動基準法

✓工廠法

✓工會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
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人工生殖法

✓人體研究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兵役法



有了兒少權法之後，為何還需要將《兒童權利公約》國內法化？

整合建構兒少權利
保障法制環境

•兒少權法：與其他法
律位階相同，無特別受
優先適用地位，遇到規
範衝突時有時會產生不
利兒少的結果。

•CRC：在兒權相關事項
具有特別法效力，可站
在較高的地位督導其他
相關法令之修訂。

使兒童人權之解釋
跟上國際專業潮流

•兒少權法：缺乏具有獨
立性、權威性的兒童人
權專門解釋機構，只能
仰賴國內行政部門自我
修正以及司法部門的個
案適用累積。

•CRC：聯合國兒童權利委
員參酌兒少需求以及先
進的國際人權指標持續
發步「一般性意見」，
做為對於兒童人權的解
釋依據，使兒童人權的
內涵持續進步。

以國家報告制度確
實監督我國兒童人
權的落實

•兒少權法：僅要求對兒
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
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
況進 行調查、統計及分
析，並公布結果(§13)

•CRC：要求對實現CRC認
定之權利所採取之措施，
以及享受這些權利所帶
來之一些進步情形進行
定期報告，同時要求政
府說明實現兒童權利所
面臨的障礙(§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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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生理與心理疾患
•親職教育能力
•母親年齡

•初生重量
•親子依附關係
•親喂母奶
•照顧者心理健康

•家庭學習環境
•父母教育程度
•生活照顧的品質

•兒少與父母依附關係
•父母對兒少事務的投入
•學校教師

•兒少與父母依附關係
•親子間的表現期望
•學校教師
•風險行為
•學業成就
•技能與相關檢定
•社會與情緒表達能力
•取得工作
•是否投入工作中
•家庭關係與住居環境
•家庭收支
•健康福祉是否良好

兒童
階段
風險/
保護
前導
因子

良好的發
展循環

懷孕期間

初生

5歲

國小

中學

轉銜進入
成年期

成年期

轉銜

親
職/

家
庭
功
能
支
持

1.學齡前親職

2.親屬資源

3.社會資源

家
庭
與
社
會
支
持/

個
人
因
應
能
力

1.兒少生活自理
程度高

2.就學生活資源
穩定

3.投入個人社會
與家庭週期準備

4.親屬網絡產生
實際支持行動

從兒童福祉到兒童權利
兩種界定的角度

在這裡，送孩子一程



猜猜看？兒童有哪些權利



公民權及
自由權

受照顧權

基本健康
及福利權

教育、休閒
及文化權

特別保
護措施

兒童權利

1 兒童的定義

2 禁止差別待遇

3 兒童最佳利益

4 權利之實施

7 姓名及國籍

8 身分的保障

12 兒童的意見

13 表現的自由

14 思想、良知及信仰的自由

15 集會、結社的自由

16 保護隱私權

17 接觸適當的資訊

37(

a)

不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權

利

5 父母及其他人員的指導

9 禁止與雙親分離

10 家人團聚

11 非法移送國外及非法不送還

18 父母的責任

19 防止遭受虐待及遺棄的保護措施

20 保護喪失家庭環境的兒童

21 收養制度

25 收容兒童的定期審查

27(4) 追討子女贍養費

39 協助受虐待兒童身心康復和重返社會

6(2) 生存和發展

18(3) 為職業父母提供的照顧兒童服務

23 身心障礙兒童

24 醫療和保健服務

26 社會保障

27 生活水準

28 教育

29 教育目的

31 休閒、娛樂及文化活動

22 難民兒童

30 少數民族及原住民兒童

32 經濟剝削，包括童工

33 藥物濫用

34 保護避免受到性剝削

35 防止誘拐、買賣及交易兒童

36 避免其他形式的剝削

37 禁止刑求及剝奪自由

38 受武裝衝突影響的兒童

39 身心健康之恢復及社會重整

40 少年司法





The “Brain 
New” 

of 
Growth Spurt

49





「兒少對於周遭發生的事不要冷感，要試著去表達對一
件事情的看法，並對各項重大議題提出意見與解決方法，
最後試著以各種管道發聲，讓我們的聲音可以被聽見…」
（阿硯，16歲）



社會參與

Title

公民參與

休閒參與國際參與



社會參與定義

• 「社會參與」一詞常用來指涉某種或多種形式的
參與，其概念上互有重疊之處因此很難清楚區分
這些不同形式的參與



公約與法律所提之兒少參與

• 「兒童權利公約」

1、第12~15條：兒少表達意見自由之權利。

2、第17條：兒少自大眾傳播媒體取得可靠資訊之權利。

3、第31條：兒少參與休閒、娛樂及文化自由之權利。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1、第10條：政府相關之兒少福利政策委員會得邀請兒少代
表列席。

2、第38條：政府應結合民間機構、團體鼓勵兒少參與學校、
社區等公共事務，並提供兒少參與之機會。



實際上，現行台灣的兒少社會參與

• 除了服務學習及志願服務外

• 在地方層級為：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邀請 12 歲以上兒少擔任地方
兒少代表參與地方政府兒少權益促進會議；

• 或是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相關規定，兒少可於高中(職)階段參與學校學生自治組織、校務會
議、懲戒委員會等。

• 在中央層級為：教育部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1 條規定邀請學生代表參與課程審議會

「2017 台灣兒少公民參與情況調查」顯示，僅有 18.3%的兒少曾實際
參與公共議題，多數兒少仍停留在「認識公民議題」的階段，缺乏實際的

參與行動。究其緣由，以沒興趣﹙63.4%﹚、沒時間（55.2%）、課業繁重
（38.3%）、不認為自己有能力解決（32.7%）等理由居多。



一、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一)社會參與─志工參與(1)

• 家扶基金會（2014）發現，將近五成（45.62%）國中生志願
服務的參與和學校規定有關，有一成二（11.18%）家長以強
迫方式要求參與志願服務。

• 顯示兒少志工參與是缺乏自主性的。



二、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一)社會參與─宗教參與(2)

• 國外研究發現：

1、兒少參與宗教活動同樣能提升其主觀福祉（Abdel-

Khalek, 2012; Abdel-Khalek & Eid, 2011）。

2、家庭參與宗教活動對兒童的發展也有正面的影響力，
如能降低兒少物質濫用和犯罪的行為（Bridges & Moore, 
2002）。



三、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一)社會參與─社區參與(3)

• 家扶兒少特派員指出：

1、社會參與應從自身環境開始，而所處的社區就是最直
接參與的場域。

2、藉由各種社區服務和活動參與，培養對自己所處社區
有更多的瞭解和認同以及對社區居民的關懷，再進一
步擴展至培養個人公民責任和對社會的認同感。



四、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一)社會參與─服務學習(4)

• 台灣研究發現：

1、在多元入學方案的推動下，家長急於為孩子尋找服
務證明的現象讓服務學習的美意遭到質疑（林振春，

2000）。

2、服務學習定義並不明確，許多學生只求服務時數，
未重服務本質，學生不清楚服務背後真正的意涵，
產生「湊時數」的現象（陳至中，2014）。

3、大多服務工作皆由學校指派，並非由學生自發自主
的參與（馮莉雅，2013）。



五、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一)社會參與─小結(5)

• 透過兒少訪談發現：鄉民的力量

兒少社會參與的方式相當多元，本研究之四種形式
之外，受訪兒少還指出「網路及傳播媒體」亦為社
會參與的重要途徑，顯示「參與」行動已跨越地域
和時空的限制。



一、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二)休閒參與(1)

• 兒少休閒參與的問題：

「2014台灣兒童人權指標調查報告」發現，兒少「基本

人權」的「提供兒少足夠的休閒娛樂措施、活動的程度」

被專家評估為「普通傾向差」，顯示兒少休閒參與的權

利是亟需被關切（彭淑華，2014）。



二、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二)休閒參與(2)

• 家扶兒少特派員認為，休閒活動需具備六項元素：

1、「抒解壓力」；

2、「心理滿足」；

3、「與體能或促進健康有關的活動」；

4、「自由運用」；

5、「非例行事務」；

6、「閒暇時間」。



三、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二)休閒參與(3)

• 台灣研究發現：

1、兒少參與休閒活動呈現低自主性：針對台中市少年
休閒阻礙進行研究發現，顯示少年在從事休閒活動
時會因受到設施設備環境及家人的影響而有阻礙（鄭

宇雯，2015）。

2、依據衛福部（2016）統計，6至未滿18歲兒少平時參
與的休閒活動以「看電視及錄影帶」和「在家中上
網」為主，顯示兒少平時活動以靜態休閒為主。



四、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二)休閒參與─小結(4)

• 兒少休閒參與問題總結：

1、選擇仍受限制：休閒定義強調個人主觀經驗，但休

閒的選擇仍受到家庭和社會脈絡所影響。

2、缺乏休閒自主性：課業及課外活動壓縮其他休閒活

動之安排。



一、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三)公民參與(1)

• 公民參與定義：

1、公民社會是由下而上的參與和決策過程，能實現公
民的參與，增進公共事務參與的意願與能力（王振軒，

2006）。

2、公共參與是兒少公民生活的一部份，兒少需要充分
參與在和他們緊密相關的日常生活空間，如家庭、學
校和社區，並確保其意見能適當地被聆聽。

3、本研究公民參與的涵蓋範圍：界定在政治和公共政
策參與，並聚焦在少年的參與。



二、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三)公民參與(2)

• 研究發現：

1、兒少表述權與參與權的執行成效不如預期，福利政
策將兒少視為被動的福利領受者，兒少很少能對資
源的分配產生影響力（UNICEF, 2010）。

2、兒少亦鮮少參與學校事務，學校是兒少發展過程中
很重要的環境，卻是最缺乏尊重兒少權利的場域，
尤其女孩、年幼、弱勢及被邊緣化等兒童的聲音更
不易被聽見（Theis, 2010; UNICEF, 2014）。



三、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三)公民參與(3)

• 台灣現況：

1、「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 ICCS）發現：台灣認知測驗成績
位居參與國的第四名，近八成學生得分位居高分群，
認知測驗表現優異，但學生公民意識及公民行為卻
略顯消極（陳亮君，2010）。

2、在學校中，學生參與學校運作與決策過程的空間並
不高，學生僅在班規以及課外活動擁有自主權，最
常參與的校內活動以班會為主（陳亮君，2010）。



四、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三)公民參與─小結(4)

• 台灣兒少公民參與現況：

1、大多數會影響兒少的公共決策，且並未考慮兒少自
身的觀點；

2、學生參與學校運作與決策過程的空間並不高，學生
僅在班規以及課外活動擁有自主權。

• 兒少觀點：

1、不論以何種方式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皆是參與
社會的重要途徑；

2、政府（成人）應尊重兒少的表意權，只有兒少的聲
音被傾聽，台灣社會才有機會改變。



一、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四)國際參與(1)

• 定義：

1、「青年發展政策綱領」將全球力視為
青年需具備的六項關鍵能力之一。

2、18歲以下兒少參與國際事務的措施並
不多，培育對象多半以高中職學生和
大專以上青年為主（16至30歲）。

3、國際參與應著重國際視野的建立與拓
展，包含對國際事務的關懷，掌握國
際趨勢發展，關注和包容不同的文化、
學習國際語言等。



二、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四)國際參與(2)

• 台灣現況：

1、家扶兒少特派員發現：幾乎所有兒少皆認同國際視
野的拓展的重要性，因為全球化趨勢將使個人、社
會或國家，皆主動或被動地帶來改變。

2、台灣大部分兒少主要藉由網路和大眾傳播媒體來拓
展國際視野，如：看新聞、閱讀報章雜誌、看電影、
看電視等；

3、有些兒少則是透過語言學習、學校課程的安排以及
和同儕交流等方式，作為拓展國際視野的管道。



三、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四)國際參與(3)

4、家扶兒少特派員發現，目前台灣在協助兒少拓展國
際視野方面並不充足：

(1)個人因素指兒少的主動性不足，拓展國際觀的行動力較
為薄弱。兒少的主動性不足多少受到傳統價值觀所影響，
不被允許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其能力在父母保護和規範
下無法施展。

(2)結構性因素則涵蓋「資訊可及
性問題」、「資源分配不均」
以及「新聞和學校教材缺乏國
際化」之問題。



四、台灣兒少社會參與之問題分析
(四)國際參與─小結(4)

• 台灣兒少國際參與現況：

受到個人和結構性因素所影響，台灣在拓展國際視野部分仍
有努力的空間，尤其結構性限制對兒少在拓展國際視野扮演
阻力的角色。

• 兒少觀點：

1、增進兒少的國際視野，從學校著手是首要的策略；

2、有效分配資源，增進弱勢兒少國際參與的資源和機

會，縮短城鄉和貧富在國際參與上的落差；

3、出國不是唯一的途徑，在國內也能透過網路使用、

學校課程國際化或語言學習等方式拓展國際觀。



我想成為暗夜中的火光！

◼ 宜蘭南方澳

◼ 台灣高中生帶著書到港邊，為外籍漁工建立社區圖
書室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移起在台灣

資料來源：Design For Change 

彰化南郭國小的「移起在台灣」團隊，發覺社區的移工
在搭乘火車時遭遇的困難，於是透過訪談各地的夥伴與
邀請專家進行翻譯，他們已經收到來自台灣的翻譯志工
提供菲印泰越四國的購票服務翻譯。
目前彰化火車站有越南語引導志工，也將各語言的多語
翻譯文字，張貼於所有自動的售票機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lgLPyYu18


尋求公民參與路徑

◼ 兒少參與的正向影響
1、「個性獨立而外放」

2、「能力養成」

3、「拓展人際網絡、建立歸屬感」

4、「開闊視野、破除刻板印象」

◼ 兒少參與的負向影響
1、「活動太多太忙，時間不夠」

2、「課業顧不著，成績難交代」

3、「家庭關係，像旅館的家」

https://join.gov.tw/

https://ccf.moc.gov.tw/index/zh-tw https://www.accup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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