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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 109 年 6 月定期大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6 月 12 日(五)13 時 30 分至 16 時 

貳、地點：桃園市青年事務局第一會議室(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390 號) 

參、主席：顏副召集人蔚慈 記錄：梅詠涵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 

伍、主席致詞：桃園市政府籌辦 8/12、8/13 青年週的活動，期待透過青 

諮委員們發想的「翻轉教育」主題，屆時辦理桃園市青年 

論壇可以引發更多青年來一起討論，也把主題分為桃園在 

地組和國際倡議組，並由青諮委員們組成青年論壇籌備會， 

在 6-7 月為期兩個月的會議時間內將議題更加精煉，使青 

年論壇的討論會議能夠更順暢。另外，每一次的會議都有 

討論的模式，我們要如何討論得更有效率以及讓各位能充 

份表達建議，需透過委員們來共同擬定會議討論的程序。 

陸、專題簡報：(略) 

柒、討論交流重點： 

本次交流重點關注翻轉教育議題，各委員提出意見及分享，摘要如下： 

一、 馮輝倫委員：  

我擔任接下來籌備會的召集人，聽了桃園在地的教授演講後

感觸很深，在高中的時候也有討論到翻轉教育，每個老師都

想盡辦法來述說這個議題，印象深刻是我的國文老師，讓我

們透過閱讀紅樓夢或是觀賞電影，讓我們有不一樣的學習方

式；數學老師則是用遊戲的方式推演過程。上大學後也有進

修教程的課，例如：教育心理學、教務實作等，那時的教授也

覺得翻轉教育是很夯的議題讓大家一起來實作。剛上課時蘇

文祥教授有提到把同學當作自己的成就，未來有一天我當上

老師的話那也是我期望的事，透過這樣的方式讓翻轉教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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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變得更精實。而在 108 課綱底下的翻轉教育，有甚麼辦

法普及化和細緻化，該怎麼讓產出的過程以及執行上的難度

不去造成教師們的負擔，需要去思考一下。 

二、 莊才智委員： 

聽完國際倡議組專題，吳肇銘教授提到，關於國際角度下環

保該怎麼做以及從個人出發再到延續至每個人的議題，而我

在思考的是，大家一起去做之後是真的有用嗎?例如：環保筷，

我們要做的不應該只有表面上推廣出去，而是去省思這麼做

的內涵。在現在社群媒體發達的社會，如果錯誤的訊息發散

出去可能會是更嚴重的結果，間接影響到這個社會。 

三、 黃裕和委員： 

我在就讀國中的時候，是在放牛班被老師放棄的，當初尋找

不到自己的興趣，而出了社會開始學會慢慢摸索並建立目標，

從學習木工到設計，再回學校進修，到現在進入中原大學博

士班，和蘇老師的狀況有些雷同，後續也會在會議中持續地

和大家分享。先訂定目標然後再自己去找方法，我覺得翻轉

教育也是相同的概念，不是老師放棄而造成學生自己放棄或

被放棄，我們在探討翻轉教育的同時，也要顧及那些能力還

沒被發現的同學們。 

四、 謝發群委員： 

我想回饋莊才智委員的發言，當我們在推出一個活動的時候，

很有可能我們覺得是好但對對方並不覺得，所以我們才會需

要一群人集結起來討論，好比現在的青諮委員們，都是來自不

同身分的夥伴，才可以一起討論翻轉教育的議題。不同世代的

代表討論出來的結果，在詢問或我們想要面對的事情時候，才

可以統整出完整的內涵。和大家分享我參加行動家的時候，

「舊鞋救命」的創辦人分享：「我們做了一套服務，要帶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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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是短暫的服務，還是永久性的改變」，這點非常重要。如果

志工只是過去當志工，服務結束後還是回到原本的生活，就沒

辦法翻轉甚麼，所以我們應該朝永久性以及可持續性發想。我

也覺得黃裕和委員分享自己的經歷很棒，找到自己的興趣比

讀書還重要，找到興趣後才知道自己讀書是為了甚麼。而我自

己也因為桃園藝文陣線的協助找到自己的興趣後，開始學習

設計和地方創生，也因為這樣才會和大家坐在這裡。 

五、 黃大益委員： 

聽完蘇老師的分享後印象最深刻的是，可以把翻轉教育分成

三個步驟：定義目標、系統性整理、實際操作，而這三個步驟

的過程都是需要緊扣永續的精神。聽完之後我在思考，其實

翻轉教育不應該只侷限在教育裡面，更應該帶入產業，而產

業的業主其實也是學生，讓業主和學生同時一起，漸而讓業

主對現代學生們產生不一樣的想法，學生們不再是草莓族。

對我來說翻轉教育不應該只對於學生，對於外面的企業也一

起翻轉，這樣同時緊扣了老師說的永續發展以及翻轉教育的

議題。 

六、 劉曜維委員： 

108 課綱其實已經有給學生蠻大的自主學習觀念，但在桃園

很多學校還處在很保守的狀態，而現在看到的 108 課綱很多

都淪為假設性的選課，例如:設計、多媒體這兩個科系，只是

互相選對方的課來學習，而這樣純粹是因為學校不想弄得太

複雜。108 課綱很好，真的可以帶給學生更多的學習，但其實

學生們真的蠻困惑在這個點，我們希望的應該是讓學生們找

到目標並往目標前進。 

七、 李庭儀委員： 

剛聽完吳肇銘老師的分享，老師也是提倡參與式預算，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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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往往因為時間太短又加上需要動員其實很困難，但老師給

了很好的建議，用好的邀請加上與在地連結的活動結合，增加

大家參與活動的意願，我覺得老師的想法非常好。 

八、 中原大學 吳肇銘策略長： 

針對國際倡議這個組別，我們應該好好地把主題呈現出來，呈

現出來後讓其他人認同和了解我們的主張，接下來希望能透

過遊戲或邀請的過程，讓對方能改變態度，而最重要的是能夠

讓對方和你一起行動。倡議不是一個人，而是大家一起，就像

翻轉教室一樣，不是只有老師在講給學生聽，而是邀請學生和

老師一同學習，讓學生認同以及學會老師教的內容，一起前

進。看到這麼多委員為了桃園的發展投入那麼多心力，其實有

點感動和訝異，我們的委員發言這麼踴躍，已經是非常標準的

翻轉教育了。 

九、 龍華科技大學 蘇文祥教授： 

我在從事教育的階段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好教育，我也是從

無到有的不斷去學習，在我執教生涯過去 18-20 年中不只學

生，老師們也在改變。很多事情我們都是在解決、克服問題，

才有辦法把事情做好，人生當中很多都是時間一到，自然而然

地就會做好，現在看到各位學生都非常優秀，在這些情況下都

能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我覺得大家都非常成熟，因為我在

念書的時候這些想法都離我非常遙遠。事情想多是好事，但要

如何去蕪存菁又是一件需要學習的事，接下來當遇到問題的

時候要如何解決，目標設定出來後朝著目標前進就能夠解決。

剛也有委員提到，要如何把資質或是能力比較不好的學生提

升起來，光是這點我可能就沒有注意到，不只各位在成長，你

們也給了我養分，讓我成長、讓我反思，這樣也是翻轉教育的

一種，也很高興大家能在今天的過程中一起共生、共好、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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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顏蔚慈副召集人： 

大家今天很有收穫，誠如吳肇銘策略長所說，很驚訝大家有這

麼多想法和回饋，這就是非常好的開始。接下來的會議，鼓勵

更多委員可以用任何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不論是會

議現場的發言或是會議過後用日記、個人的社交軟體等等表

達各自的看法，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事。回到翻轉教育的主

軸，吳肇銘策略長和蘇文祥教授都和各位講述了很多實例，那

委員們思考一下，大家期待的教育是甚麼?或是教育帶給大家

的是甚麼?而為甚麼我們要翻轉它?再來，我們要如何討論它，

就需要委員們回去準備以及做功課，希望大家思考一下，因為

時代的演進讓我們這一代人，養成的視野也和以往不一樣，面

臨到的社會環境和人際條件也不一樣，那教育應該要隨著時

代去做一些修正，也不是說以前不好，以前有以前的方式，那

我們這世代期待受到的教育會是甚麼?再以不同的角度、角色

中揣摩或許也會有不同的期待和想法，會不會有不同的制度

和影響，從教育層面再深入到社會層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而在翻轉教育的主題下還有很多議題，各位可以開始逐步地

點出來討論，例如：後疫情時代，我們該如何準備及因應。之

後也會邀請青諮委員們帶領其他青年去做議題的發想，讓這

些想法更為精煉，最後期待大家可以以自身的經歷分享給大

家，這樣各位討論起來才會更有意義和扎實。 

玖、散會：16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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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簽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