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政府青年諮詢會 112年優點子提案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12月29日（星期五）11時至12時。 

貳、 地點：桃園市政府青年局2樓 PBL教室（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 

參、 主席：侯副召集人佳齡。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葉珅辰約僱助理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委員提案說明與局處回應： 

◼ 案由：【教育共創 台灣美好未來】 

一、 提案委員：陳勝有委員、石芊宜委員 

二、 連署委員：徐紫柔委員、林偉慈委員、蔡毅龍委員、陳懿翔委員、陳辰委

員、黃育璇委員、張致遠委員、孟家瑋委員、王偉委員、曹雅涵委員、吳

俐諭委員、蔡沛霖委員、王姿怡委員、蔣佩儒委員、黃薇委員、陳嘉緯委

員、蘇思揚委員、陳心怡委員、黃明玉委員、薛永誠委員、卓庭宇委員、

高慶榮委員 

三、 提案說明及局處回應： 

（一） 陳勝有委員： 

台灣人口老化、扶老比越來越高，年輕人不婚與生育議題很重要，希

望讓孩子提早發現發展方向，針對價值創造去學習。台灣人口變化，

依據內政部資料顯示，0至14歲人口從2002年到2022年比例下降了8.3%，

65歲人口增加了101%，顯示人口比例失衡。 

針對上述狀況提出以下建議： 

1. 生涯探索-兒童職涯評估與教師優良評比平台建立，青年體驗計劃變

成必修，同時引導家長學習如何適性教育孩子。 

2. 資源不平等-發展在地各學校特色，讓學生了解並能選修，軟硬體資

源則應提供交換師資、遠距教學等。 

3. 在課綱上增加多元技能學習發展，讓學生有更多選擇。同時設立教

師考核制度與雙語適性發展。 

（二） 戴委員宇星： 

本提案內容從短期到長期，在自主學習方面，大部分學生較難制定目



標或是了解目標不具可行性，因此現在學校都會給學生興趣探索。學

校推動上年度可能只有一堂課進行自我測驗，讓學生檢視興趣探索跟

職涯、升學等，因此建議後續可以將單次測驗改為追蹤或結合數位方

式強化延續性，讓學生可真正落實適性發展。 

（三）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湯惠玲科長： 

課綱改革對於高中影響最大，學校除了課程計劃需依據普通、技術型、

綜合等類型做課程規劃與指標，同時要經過委員審查，另外學校也依

據高中課程實施要點規定包含學生彈性學習及自主學習實施。張市長

上任後特別要求高中與大專院校合作連結，目前教育局持續建構平臺

連結高中與大專院校課程，包括師資引進、課程媒合，預計113年7月

以前完善平臺並舉辦教育訓練。另外目前規劃桃園國際城教育科技遊

專案，開設相關科技教育課程連結高中與大專院校，未來會有更多宣

傳。下一步是在地特色課程及 TED發表，已擇定學校與偏遠學校合作。

雙語教育方面，除雙年學制雙語教育推動，也有雙語實驗班及聘請沉

浸式課程的雙語輔導教師，教育局會持續推動相關事項。 

◼ 案由：【提供基層運動，提升全民運動風氣】 

一、 提案委員：王偉委員 

二、 連署委員：徐紫柔委員、孟家瑋委員、陳懿翔委員 

三、 提案說明及局處回應： 

（一） 王偉委員： 

近年來全民運動意識提升，國民運動中心需求也增加，建議參照德國

運動俱樂部方式，透過開放學校運動場地提供更多運動空間；另外結

合體育局媒合專業師資，在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下，用補助方式降低民

眾負擔，使民眾獲得更好運動資源。台灣在亞運及奧運取得好成績，仰

賴基層運動實力，因此若培育全民運動風氣，也能使台灣運動在國際

賽事立足。 

（二） 蔡毅龍委員： 

桃園市除了國民運動中心，各級學校也有操場、體育館等開放給一般

民眾使用，但希望可以結合更多元運動項目，例如：新竹冰壺協會的場

地在桃園交流道附近溜冰場。而我本身是射箭教練，若能結合現有場



地做教育資源整合，就可以提供更多元的運動項目給民眾。 

（三）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許彥輝局長： 

在美國棒球運動已經融入社區，家長帶著小孩在社區進行，運動非從

個人面向考量，而是在整個社會風氣演變上整體考量，而德國俱樂部

是強調體育自主權，透過獨立團體法人、獨立財務與社區結合做參與

並且去參與比賽，德國政府只會在俱樂部瀕臨無法經營時介入協助，

此類型與台灣的運動補助方式不同。 

體育局推出【全民體育超敢動】，112年度推動全民運動普及，希望113

年民眾進行有強度的運動，重點是讓民眾理解適合自己的運動。桃園

市從10年前施行拆除圍牆政策，並讓學校教學區及運動操場區有區隔，

讓民眾可以看到校內正在運動的民眾進而激勵全民運動，目前大部分

學校於放學後提供場地供民眾自主運動，未來加強宣傳。補助部分，

採用社團提送計畫補助方式，也鼓勵青年相關協會提出體育相關計畫

或競賽申請補助。未來也規劃與運動中心、體育團體合作推動全民運

動，例如本局與樂天集團討論請球團啦啦隊將舞蹈改編為社區舞蹈，

走入社區與居民一同跳舞，同時鼓勵民眾到桃園棒球場觀看樂天比賽，

促進民眾重視體育及循序漸進培養運動習慣。 

另外我們一直在推運動平權，無論年齡、身分、國籍都可以有良好的

運動環境，包括身心障礙、精神障礙等，我們積極針對各個族群規劃

提供運動方案及各類型活動，例如：112年開放 Inbody 測量與現場專

業師資協助規劃合適運動，未來將針對青年有更多相關運動名額或政

策。 

柒、 主席裁示： 

第一案教育共創一直是市長關注的議題，市府在市長上任後推行很多相關教

育政策，支持青年適性發展，未來各局處都將持續配合。第二案全民運動，

建議體育局可參考與青年局合作，例如培訓青年師資，投入社區與社區居民

或長者互動，包括青年指導長者健康運動等，青年局也將與體育局有更多合

作，共同推動青年運動、全民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