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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淺學習者參與治理課程
四層次思考 

整個社群 / 機構 一門課程的規劃 單一課次 單一活動 



報告大綱 

階層 名稱 提供方法數 報告時間 

一 單一活動 7 10分 

二 單一課次 5 8分 

三 一門課程的規劃 5／3 10分 

四 整個社群 / 機構 6／5 10分 

合計 31 38分 



活動階層可以提供學習者
參與治理課程的方法 



1) 同學可以提問、同學也可以回答； 
2) 隨機／輪流／指定某學生歸納；  
3) 再輪流補充 
 

【自造＋選擇】 
 

1. 提問與對話 
  
 

1) 全班討論 
2) 分组討論再回來（上週四） 
3) 討論要討論的內容是什麼 
4) 討論如何討論 
5) 辯論 
6) 互評或自評 

【自造＋選擇】 
 

2. 討論 
  



 
1) 數獨、分組競賽、麻將、象棋、圍棋、鑰匙玩校 
2) 桌遊（财富流、三國殺） 
3) 電子遊戲（大航海時代、文明、我的世界） 

【自造＋選擇】 
 

3. 遊戲 
  

  

1) 自由書寫 

2) 寫便利貼 

3) 畫畫（各自畫、一起畫） 

4) 共筆（Etherpad） 

5) 問卷 

【自造】 
 

4. 書寫 



相互訪談、抽卡牌、觀影、閱讀、書寫、討論、遊戲等之后轮流分享 

【自造】 
 

5. 輪流分享 
  
  

  

角色扮演、場景演出、即興戲劇、实验、舞蹈、手工 

【自造】 
 

6. 身體活动 

 

  

文字云、问答和投票 

【自造】 
 

7. slido 
 

https://sli.do/6QBG3MfqwLx4dFKM6ZL3pG 

https://sli.do/6QBG3MfqwLx4dFKM6ZL3pG


 

課次階層可以提供學習者

參與治理課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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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 
 

1. 蒐集大家對此課次的期待 
1) 學員們期待一致     → 課程方向清楚 
2) 學員們期待不一致    → 引導分析釐清意見的異同 

            → 期待差異不大則折中進行 
            → 期待差異性大採軟投票（請各學員再次發表意見） 
 
【舉例】 
 
以本組第一次討論會為例：丁丁一開始便以「各位來選擇這堂課的動機及期待是什
麼？來瞭解每位學生的參予原因，而本組學員的動機與期待為：想交流對於群學的
想像及技巧，希望在不威逼利誘的情況下增加學習者的動力，及發揮課堂中有創意
的教學方式；由於學員的期待一致性很高，也決定了課程的安排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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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選擇】 
 

2. 把課次分段， 讓不同的人分段負責課程內容 

 
【舉例】 
 
以落花生的單一課次為例： 
課主負責1小時的內容 

小組ＡＢＣＤ（每組5～8人） 
每組都要進行全班性討論 
 
5～8人為可充分溝通的小組規模，以任務驅動式設計，讓每人或每組都有認領的任
務，製造易於討論，發表，協作，的機會，並藉此中蘊釀出彼此信任支持的良性氣氛；
每個人依其投入程度有不同感受和收穫，例如在第二次組員線上討論會時，來自大
陸的夥伴楊玲打開了視訊，讓彼此氣氛更貼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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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3. 增加人與人接觸的表面積，將老師對人的接觸，轉為眾人對眾人接觸 

 

【舉例】 

以落花生為例，除了安排不同小組在各自組內討論報告，每週也有一組需

在大群分享報告，增加個體間的碰觸機會，激盪出更多學習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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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選擇】 

 

4. 給一小段機會，透過公意調整上課形式  

 

例如：引導者給予主題或選項，討論後透過表決確定為公意，而以登山健行

來重塑原本的室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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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選擇】 

 

5. OST／Open Space Technology（開放空間會議） 

 

 

適合的條件： 

在需要包容多元性的場合、具有潛在衝突、持續且快速的變革、而且沒有人知道

正確答案是什麼，開放空間的提供了非當權者與領導者共同參分享彼此經驗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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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選擇 】 

雙腳法則：為自己負責（可以自由選擇有興趣的主題和時段，若覺得無趣也可以隨

時轉換到其它時段，或選擇休息） 

 
【自造】 

會後在新聞牆上的會議紀錄加上自己的意見 

 
【選擇】 

每人拿５張小紙條，每人在自己覺得最重要的議題上貼上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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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 

主動認養有興趣， 有能力的議題 

 
【選擇 】 

理念—形式—行為；聚焦幾項有共識的問題，化為行動計劃 

         
【選擇】 

允許勤奮的蜜蜂（指會在不同小組飛來飛去採花蜜的人），同時也允許蝴蝶（也就是

不參加任何的討論，只是在咖啡吧台或是其他地方聊天休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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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一門課可以提供學習者
參與治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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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映畫介紹 

看電影，聊心得 逛影展，辦放映 走老戲院  大家

好，我們是「新莊映畫」，是由一群喜愛電影的朊友

所組成，除了課堂看電影之外，看完之後還要與大

家一同聊聊，分享電影內的精采的細節，那些畫面

勾起你的故事，或者那些感受讓人摸不著頭緒，這

些都是在看過電影後彼此間討論才有的話題。另

外，我們還會走到戶外去探訪消失的老戲院，從西

門、板橋到大稻埕，也會跟國家電影中心合作，在

新莊任何的角落，放映經典數位修復的老電影。  

很多很與電影有關的事情正等著你一同參與，讓

我們用電影看見自己、關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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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Vl-HoZ87Ro&t=114s


關於新莊、泰山

的文學談 

六週的課程當中，除首尾兩週為社大

工作人員帶領外，剩餘四週將主導權

交給學員帶領。 

 

第一週時，請學員認領週次主題，並

請他們準備該週課程分享，一個人須

分享30分鐘。 

 

讓線上的學員參與課程之中，而不是

單純聽課，讓線上課程產生互動關係，

讓大家一起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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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文學談 社群 

文學談與文學散步分別吸引到一群人，

願意持續關注在地的文學，也願意一起

合作做點事情。 

 

文學談社群就從這裡開始。 

 

當時的實體聚會，有請大家一起討論未

來想一起做的事情，當中最高票的，是

希望一起來書寫在地記憶，於是這成為

文學談社群的第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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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門課程方法比較 

兩門課在方法上的共通點： 

1. 先設定好跟課程有關的主題／領域，讓參與

者知道範圍【選擇】 

2. 只針對主題／領域作討論【自造】 

3. 分組執行課程內容【自造】 

4. 引導者會額外花時間討論小組的呈現【選擇】 

5. 最後一堂課會做大堂的整體諮詢，作為後續

的調整【選擇＋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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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門課在方法上的殊異點： 

1. 執行課程在週次不同的狀況下，執行創

意也會不同【自造】 

2. 實體與線上的差別，學員的動能會有所

不一樣【選擇】 

 



課程 
建立 

教學進行中 
(交流、傾聽、處理) 

再調整 

循環狀態 
可以讓學員參與課程治理 

公共 
行動 

學校 
活動 

人際 
交流 

維持社群認同與連結 

刺激 
介入 

如何呈現該組課程內容？ 
由組別決定(拉出自造空間) 

社群的社交場合(選擇空間) 

如何回應學校要求 
(拉出自造、選擇空間) 

建立選擇空間 



以自主學習三日譚為例 
1. 三日活動 

1) 人數約80人 

2) 活動前依參會者身分分群 

     Ａ群－學校教師 

      B群－實驗學校教師 

      C群－非學教師、家長 

3) 活動前需閱讀文本 

4) 活動後需回報各小組任務報行況 

5) 各群學員於第二日進行微型組課 

共提出14門組課 

 



1. 講演式活動【選擇】： 
你就是學習的主體、自主學習是什麼 
 
2. 自組織【自造】： 
組課群學工作坊 
 
3. 回饋反思【自造＋選擇】 
1) 每日活動結束前 
2) 組成成果發表 
3) 跨群發表 
4) 綜合座談 
 
以烏合之眾為例 



學習機構或學習社群可以提供
學習者參與治理的方法 



•用自己的力量－盡可能地排除受迫的因素，主動選擇、主動相信這

樣的行為結果與方式有其意義。 

•負責任－為後果負責。 

•開展／組織（學習活動）－創造學習得以發生的支持條件。 

•學習－持續性地往未知、新事物、可能性進行探索。 

參與治理課程 
＝自己組織自己的學習活動 
＝負責任地用自己的力量開展學習 
 



•權力關係平等－資訊透明、平等的發聲力量、平等的投入。 

•每個人都具主動性－眾人對社群／機構有共同願景。 

•正式制度－校務會議／課審制度／學群會議／自治會……。 

•非正式制度－各種集體的儀式性活動……。 

落在這個層次裡： 
在整個社群／機構的運作中，創造有利於自己組織學習活
動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社群的文化、氛圍）。 



•雖是需要維持營運的機構，但夥伴的學習性是我們看重的。 

•組長共治→需要有組織者協助創造條件。 

     【自造】小組制度→由小到大蒐集意見／以組分工公共事務 

 

全促會的案例／工作團隊作為一個學習社群的層次 

  



2. 【自造＋選擇】每月一次集體工作會議 

1) 提案討論先在小組中進行再彙整到大會，原則上希望在大家都有

共識的基礎上決策。 

2) 小組需報告當月及近期重要活動、各項工作進度發展、重要工作

的做什麼／為什麼做／怎麼做。 

全促會的案例／工作團隊作為一個學習社群的層次 



3. 【自造＋選擇】每年初集體願景會議 

1) 小組、各專案先進行各自的願景會議。 

2) 事前以問卷填答讓大家先思考討論內容。 

3) 2022年議程設計：眾人認可的工作價值、各自主責的工作如何回應秘書長

提出的年度目標、集體行事曆、公共性博覽會（跨組工作）啟動會議。 

全促會的案例／工作團隊作為一個學習社群的層次 



4. 【自造】每年末個人會談：集體以外，在更有安全感的場合說話。 

5. 【自造】雲端硬碟：即時、共筆、資訊透明。 

6. 【自造】非正式制度：沙龍、大小討論、討論紀錄、練習主責。 

 

全促會的案例／工作團隊作為一個學習社群的層次 



 理監事分責分工→需要有組織者協助創造條件。 

 

1. 【自造】任務小組／分區聯誼會／分群（依職責）會議 

       專案（依校務發展主軸）交流會 

 

全促會的案例／跨社大作為一個學習社群的層次 

  



2. 【自造＋選擇】每屆期一次理監事共識營隊：從各小組關心的課題

中凝聚這一屆期大家要一起工作的方向。 

 

3. 【自造＋選擇】每半年一次理監事會議、每年一次會員大會 

1) 提案討論先在任務小組、分區聯誼會中進行再彙整到大會。 

2) 任務小組需報告當年度工作進展。 

 

4. 【自造】雲端硬碟：即時、共筆、資訊透明。 

5. 【自造】非正式制度：世代分工。 

 

全促會的案例／跨社大作為一個學習社群的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