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青年好政論壇 0812@(基隆)紀錄 

辦理日期：106年 8月 12日 

會議地點：基隆柯達飯店 10 樓會議室－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7 號  

討論議題：議題 4 如何促進學生參與公共事務？  

  

論壇流程 文字轉播 

一、論壇進行(I)-

Opening 

很高興大家今天特地前來基隆參加我們的青年好政論壇，本活動由基隆市雨港曙光發展協會合作協辦，而今天

雨港曙光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黃永翔先生也有來到現場， 

二、專家導讀 

很高興今天來到會場 

個人的工作與平常環境，會接觸到很多學生，「不想要改變社會」即使我們系上舉辦了很多活動也常常被別系

的同學波冷水「反正那些會參加的人是少數」 

 

三、簡報 Q&A 

宏偉：「關於老師剛剛講的學生評鑑大拜拜的部分，我認為會有這個體制是因為許多大專院校的自治體制尚不

完全，所以才會去參加這個活動」 

講師回饋：「這其實是以學校為例，」 

律德：「表現自由有規定服儀的部分嗎，若是沒有規範，表現自由所調查的是學生的觀感」 

講師回饋： 

「ｂｂｓ的言論審查」 

講師回饋： 

一桌桌長立志：「剛剛所講述與提問後的重點多半都注重在大學部分，請問在國小國中等這些更小的階段是有

哪些不同的活動嗎？」 

講師回饋：選舉投票是最基本的公共參與， 

三桌桌長治軒：「目前有很多學校面臨」 

奕辰：「問題一，公共事務的參與質量與數量，兩者該如何平衡， 



問題二，」 

講師回饋： 

宜霖「沒有人出來選，可能造成」 

講師回饋： 

麗如「身為老師能夠如何推動；事情被第三方傳上網公審事件，造成不了解的其他人對事件的觀感不佳」 

講師回饋： 

 

謝謝大家的提問與講師， 

 

四、論壇進行

(II)-確認問題 

 

主持人(說明本階

段進行方式) 

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世界咖啡館的精神，今天的重點是希望大家能夠在開放的狀態下進行討論，同時世界咖啡

館的精神有以下：「分享集體探索所得」、「營造宜人好客的精神」、「連結不同觀點」、「共同聆聽箇中見

地」、「探索真正重要提問」等，希望大家都能在今天的討論中感覺舒適。等等的時間會交給桌長們進行，會

先讓大家自我介紹以及做個積極聆聽的活動，然後進入討論。如果各位沒有問題的話，那我們把時間交給各

桌，請各桌直接開始。 

桌長 1 

家庭觀念：多數家庭長輩，對於公共參與之印象與連結是較為負面的，例如衝撞、佔領等等，使學生不支持或

是反對學生參與公共事物。 

 

學校教育： 

除了與公共參與的相關科系以及有熱忱的同學外，其他學系或是學院的學生參與度普遍較低。即使是相關科

系，如管理學系有舉辦相關活動，但多半是為了豐富學生之學習歷程以方便求職，僅是做個表面形式過水，缺

乏了公共參與之精神。 

學生沒有分階層的認知到各個階層可以行使的權利，對於在不同階段或是年齡，能夠做或是應該被保障的權利

不熟悉。亦會造成學生在參與學校相關會議與校方資訊不對等。有青年提到，學生參與該校之學費調漲會議，

但是校方並沒有說明調漲原因、幅度，相關書面資料等等亦沒有提供給學生，讓學生即使參與後也處於狀況



外，只能被動選擇同意與否。 

 

大學制度： 

目前專屬學生的正規表達管道較少，多數大學院校內僅有學生會、宿舍委員會等等，導致學生申訴上有困難，

使學生在諸多場域的公共參與有許多難處。 

桌長 2 

學校： 

一般大專的院校學生，若是沒有加入校內的學生自治組織如學生會，則一般學生意見難以進入自治組織與被接

納。若是學生會風氣不佳例如排外或是惡鬥，也會一般學生參與意願低。 

 

雖然大學法內有保障學生參與校內會議，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保障到學生於會議間的發言權利，造成學生無法實

質影響學校決策。同時部分學校會將學生會視為社團看待，故沒有認真看待學生會之提案或是意見等等。 

 

高中以下學生課業壓力大，眾多補習與早晚自習等，占用學生多數時間使學生沒有多餘時間參加公共事務。 

 

同時目前的課程設計中，並沒有主動提供學生相關公共參與的課程。使學生對於公共參與相關資訊之了解不

足。 

 

政府公部門： 

雖然現在政府有舉辦許多相關公共參與活動，但是僅停留在宣傳層面，而無積極地思考如何提升參與率，導致

學生青年參與低。而在這些活動辦理時，同樣的場域比較起來，但是公部門長官的發言較被重視，如紀錄較詳

實等。 

 

家庭與個人： 

家長與學生在現行社會風氣影響之下，較注重學生的課業發展或是職涯，故對於公共參與這類事項參與意願較

低。 

同時大部分學生，對於公共參與之了解和認識多是從大學才開始，接觸與起步時間短，可能難以在短時間內有

明顯成效或是成果。 

 



同時參與公共事務時，雖然可能有許多吸引人與讓學生喜歡的活動，但是學生生活多半仰賴家長經濟亦尚未獨

立，無法頻繁跑活動，造成許多好活動很難讓學生參與。 

 

離開校園後，許多公共參與的議題使學生產生距離感，在校內時議題與學生息息相關，如學生餐廳、交通問

題。但是出社會後的議題可能更為艱澀困難，學生覺得沒有與其切身相關或是資訊過於龐雜困難，造成青年參

與意願低。 

桌長 3 

學生主體： 

部分學生覺得公共參與議題與相關資料太過生硬，與自己生活有距離感，導致學生參與意願低。同時也會有擅

長於網路媒介搜尋資料之學生，這些學生可能認為資料取得便利，故沒有現場參與之意願與必要性。 

 

學校： 

校內行政公務繁瑣，同時行政人員對於公共參與相關議題沒有興趣，綜合以上原因，導致校內行政人員與其他

校外組織等等連接薄弱甚至沒有連結。同時行政人員掌握多數學校資源，如空間與經費之申請核銷，在沒有興

趣不願積極推動之下，使有意願進行公共參與之學生困難重重。 

 

多數大學校內課程對於公共參與議題之課程較少，造成學生對於公共參與之基礎了解不足。國高中注重課業較

少時間關注與了解公共相關議題與內涵，大學的相關課程開課較少，或是使用選修方式舉辦，使公共參與較難

普及成為每個學生的基本能力。 

 

校內公共資訊流通不順利： 

學生不知道公共參與相關資訊從何而來，或是可以去哪搜尋，亦有部分校內會產生資訊過度繁雜，使學生難以

辨別資訊或是進而選擇而參與。同時校內對於校外資訊的合作或是活動資訊等連結薄弱，學校公佈欄的申請限

制亦多，許多相關資訊無法被刊登，亦會加深學生吸收資訊之困難。 

 

主持人(聚焦及小

結) 

 



五、論壇進行

(III)-提出對策與

建議 

 

主持人(說明本階

段進行方式) 

 

桌長 1 

制度： 

「缺少管道」－學校協助辦理法律窗口，並且與社團合作，讓這些法律窗口可以是被動或是主動的審理尋找案

件。 

 

學校教育： 

「除相關科系外參與被動」－可由系所辦理與自身專業相關的議題講座與主題，例如實習使用義築的形式。 

 

「資訊不對等」－分為體制外與體制內，體制內學生會增加法律顧問，同時希望學務處將學生會視為一級單

位。體制外發起訴求要求學校正視這個問題。 

 

「不了解階段性權利」－建議開設相關知能研習，並由校方輔助參加，也希望這類型學生會相關組織可以活化

其宣傳方式，例如用懶人包、影片拍攝等等，以貼近客群。 

 

家庭觀念： 

「家庭長輩負面觀感」：可以發行介紹公共參與相關資訊的公共刊物，藉此消彌負面印象。 

 

桌長 2 

學校部分： 

「學會內部衝突」－首先了解與學會接觸之相關處室、業務往來過程，了解彼此之間的衝突點後並居中協調。

藉此改善學會之風氣和降低影響。 

 

「自治為不被學校認同」－提升學貸內比例，從５％提升至１０％，增加金錢來源成為公共參與之資金來源。 

 



「學生與校內不對等」－若是真的發生這種違法行徑，應行使冷凍權，使學生有時間可以宣傳事件的起因、過

程，以進行倡議、連署等行動。 

「公共參與課程少」－由學校協助政府進行宣傳，並且增加或是開設公共參與課程比例，由專業講師引導這些

課程。這些課程的增設是從小開始，而非只有大學高中階段。並且輔以實驗性課程，讓學生可以自治自決要上

哪些課程，並且在生活中練習民主與參與決策。 

 

政府部分： 

「以長官為主」－進行組職更新，並且提升青年發展署的層級，並且加入學生代表，可以對這些學生代表實行

補助。 

 

家庭部分： 

「專注課業」「學生經濟難以自主」－兩者與家長達成共識，讓學生嘗試自主與負責，並藉由讓學生表現出良

好的公共參與表現後，使家長放心，削弱對於公共參與不重要的概念。 

 

桌長 3 

學生部分： 

「公共議題連結不足」找受年輕民眾喜愛的知名人物代言說明公共議題，藉此降低青年隊於議題的距離感。 

 

學校部分的幾個問題解決方式如下： 

「學生對於公共議題與事物的認知不足」可以媒合ｎｇｏ與學校社團等單位進行合作，雙方合作後以貼近學生

青年的立場來推動參與公共議題與事物。 

「國高中學生與公共參與連結薄弱」建議可從家庭教育著手，讓家長也能夠熟悉現今的社會公共議題，藉此將

低家中長輩反感的心態。 

「大學中與公共參與相關課程較少」首先調查學生評價較高與反應熱烈之相關領域講師，邀請講師能前來授

課、演講等等。並且將上課或是演講內容等等運用直播或是錄影等方式，上傳至雲端，讓無法前來之學生也能

觀賞。 

 

公共資訊流通部分： 

「學生青年對於公共資訊的接收管道不熟悉」：由政府主責來進行公共議題相關資訊統整，藉由關鍵字導向做



分類，如同現有許多活動都有做到的，輸入一關鍵字後跳出關聯性高的資料。例如上網搜尋「路跑」則會有年

度活動資訊列表與相關裝備等等訊息。 

「資訊太過繁雜，不知如何辨別正確與否」：由官方與民間團體合作，按時間順序與討論度的熱門與否，進行

時事之澄清或宣導。 

主持人(聚焦及小

結) 

 

桌長 1 

制度： 

「缺少管道」－學校協助辦理法律窗口，可能可以找具有相關知識或能力的系友合作，並且與社團合作，讓這

些法律窗口可以是被動或是主動的審理尋找案件。 

 

學校教育： 

「除相關科系外學生參與被動」－可由系所辦理與自身專業相關的議題講座與主題，例如實習使用義築的形

式。並且希望該系的教授可以在課堂上提及。 

 

「資訊不對等」－分為體制外與體制內，體制內學生會增加法律顧問，同時希望學務處將學生會視為一級單

位。體制外發起訴求要求學校正視這個問題。並且在開會時由沒有利益糾葛的第三方進行直播，透明化會議與

流程。 

 

「不了解階段性權利」－建議開設相關知能研習，並由校方輔助參加校外活動，例如可以用參加公共事務研習

與服務實習二擇一，也希望這類型學生會相關組織可以活化其宣傳方式，例如用懶人包、影片拍攝等等，以貼

近客群。 

 

「家庭長輩負面觀感」：可以發行介紹公共參與相關資訊的公共刊物，或舉辦相關形象正面之名人，在國高中

可以用學生甄試加吸引，舉辦家庭的交流活動，藉此消彌負面印象。大學報社或是校刊社等等可以報導公共議

題，或是進行專題訪問。  

 



桌長 2 

學校： 

「學會內部衝突」－首先了解與學會接觸之相關處室、業務往來過程，了解彼此之間的衝突點後並居中協調。

藉此改善學會知風氣和降低影響。 

 

「自治為不被學校認同」－提升學貸內比例，從５％提升至１０％，增加金錢來源成為公共參與之資金來源。

同時加強與正常化學生代表之法定權利，藉此取得與學校對等的權利。體制外的倡議，可以用遊行、協商等方

式表述。體制內強化學生代表的權利。並且設立學生免責的法律途徑，以利進行上述活動。 

 

「學生與校內不對等」－若是真的發生這種違法行徑，應行使冷凍權，使學生有時間可以宣傳事件的起因、過

程，以進行倡議、連署等行動。 

「公共參與課程少」－由學校協助政府進行宣傳，並且增加或是開設公共參與課程比例，由專業講師引導這些

課程。這些課程的增設是從小開始，而非只有大學高中階段。並且輔以實驗性課程，讓學生可以自治自決要上

哪些課程，並且在生活中練習民主與參與決策。 

 

政府 

「以長官為主」－進行組職更新，並且提升青年發展署的層級，並且加入學生代表，可以對這些學生代表實行

補助。 

 

家庭 

「專注課業」「學生經濟難以自主」－兩者與家長達成共識，讓學生嘗試自主與負責，並藉由讓學生表現出良

好的公共參與表現後，使家長放心，削弱對於公共參與不重要的概念。同時建議以公部門之實習、參觀等等，

使長輩能夠放心。 

 

桌長 3 

學生部分： 

「公共議題連結不足」找受年輕民眾喜愛的知名人物代言說明公共議題，藉此降低青年隊於議題的距離感。這

些資訊的篩選與宣傳可由政府主責，並且使用貼近年輕人的宣傳方式進行宣傳，例如使用懶人包、創建粉專與

吉祥物等方式。 

「學生認為沒有參與之必要性」：強調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例如，對於擅長使用網路之青年，給予他們網



路討論的場次與機會進行討論。並且從國高中開始即給予學生們嘗試公共參與的機會，以高中為例，可以是一

周有兩節的固定時間進行實習、見習、自主學習探索等課程，或是運用學校社團課的時間進行實習等。 

 

學校部分的幾個問題解決方式如下： 

「學生對於公共議題與事物的認知不足」可以媒合ｎｇｏ與學校社團等單位進行合作，雙方合作後以貼近學生

青年的立場來推動參與公共議題與事物。 

「國高中學生與公共參與連結薄弱」建議可從家庭教育著手，讓家長也能夠熟悉現今的社會公共議題，藉此將

低家中長輩反感的心態。 

「大學中與公共參與相關課程較少」首先調查學生評價較高與反應熱烈之相關領域講師，邀請講師能前來授

課、演講等等。並且將上課或是演講內容等等運用直播或是錄影等方式，上傳至雲端，讓無法前來之學生也能

觀賞。 

 

公共資訊流通部分： 

「學生青年對於公共資訊的接收管道不熟悉」：由政府主責來進行公共議題相關資訊統整，藉由關鍵字導向做

分類，如同現有許多活動都有做到的，輸入一關鍵字後跳出關聯性高的資料。例如上網搜尋「路跑」則會有年

度活動資訊列表與相關裝備等等訊息。 

「資訊太過繁雜，不知如何辨別正確與否」：由官方與民間團體合作，按時間順序與討論度的熱門與否，進行

時事之澄清或宣導。 

主持人(聚焦及小

結) 

 

六、論壇進行

(V)-結論確認 

第一桌的三個問題： 

「缺少公共事務的家庭宣導，同時缺乏宣傳行銷」 

重要性：缺少行銷會導致錯誤資訊，若是行銷成功則可以增加公共事務的討論成效。 

解決方案： 

• 國小：由地方教育局協助學校辦理了解公共事務之課程，可以是講座或是辦理營隊的方式。由社會課或

是地方課負責。 



• 國中：融合家庭教育課程，辦講座邀請一起參與公共事務之親子家庭分享，納入升學考試指標中。 

• 高中：由參與過公共事物的同學進行經驗分享，納入升學考試指標中。 

• 大學：由學生會和社團共同發起全校性的媒體產物，例如校刊、懶人包、影片等等進行宣傳。 

 

「學生無法行使自身權利以及學生與學校資訊不對等」 

重要性：學生無法行使自身權利，以及學生與學校資訊不對等，會造成學生弱勢的情形。若是改善則可以讓學

生使用合法權力爭取正當權益。 

解決方案： 

1. 開設公共事物相關研習 

2. 校方補助學生參與校外活動，可與服務教育及社團服務做選擇 

3. 學生會活化宣傳，例如使用影片或是懶人包 

4. 體制外，由學生會發起訴求 

5. 體制內，學生會增設法律顧問，將學生會設為一級機關，給育學生會長議案否決權。 

 

「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的法律常識不足，或是認為自己所屬之科系與公共參與無關。」 

重要性：法律知識不足可能造成學生權益受損。若是能夠將自己的科系結合公共事務，可以達到讓學生學有所

用的目的。 

解決方案： 

1. 由系所辦理相關講座，邀請畢業的學長姐說明科系可以如何跟公共事務做結合。 

2. 實習期間內可以加入公共事物參與。 

3. 由學校協助辦理成立法律窗口，並與社團做結合。 

 

第二桌的三個問題： 

「校園民主失衡，形成假學生自治」 

重要性：落實真正的學生自治，可以提升公民素養，進而提升學生的公共事物參與度。 

解決方案： 

1. 大學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的比例由十分之一提升至五分之一，高中亦同 

2. 審議與學生相關議案時，校方應與學生代表產生共識，學生有主動凍結議案三個月的權利。 



 

「如何讓高中或是青年學子參與公共事務」 

重要性：啟發青年學子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並促進訓練他們的獨立思辯能力。 

解決方案： 

• 聘請專業老師或是相關專業人士，引領青年學子進行公共事務討論與實作。 

• 鼓勵學生參與和自身相關的公共議題 

• 參與或是政府相關的參訪活動，藉由此過程了解公共事務的操作與發生過程。 

 

「政府邀請學生代表參與會議，學生代表之意見常常會被忽視在會議記錄上，導致學生無法完整表達公共參與

議題的想法與意見。」 

重要性：學生權益受損，議題內容不完整 

解決方案： 

1. 會後將會議記錄公開於網路，請學生代表於一周內上網進行補充。 

2. 透過平台連署相關議題並成案，對應政府部門應於隔年納入施政計畫及編列預算。 

 

第三桌的三個問題： 

「公共議題為學生說有距離感，無法引起學生共鳴，使學生對公共參與認知不足。」 

重要性：喚醒學生對於公共議題的熱血以及意識。 

解決方案： 

1. 找受年輕民眾喜愛的知名人物代言說明公共議題，例如本次世大運找ｙｏｕｔｕｂｅｒ的方式 

2. 政府相關單位創建公共事物粉專、設計專屬吉祥物 

，如世大運的黑熊。或是創造虛擬的網路代言人物像是高雄捷運的高捷少女等。並且製作、發布與統整相關資

訊的懶人包。 

 

「大學課程中與公共議題相關的資訊較少，即使有相關的課程也多半為選修。國高中階段與公共議題連結薄

弱，由於學生多注重課業，造成學生對公共參與的認知不足。」 

重要性：透過學校課程，使學生增加公共事務的熟悉與了解。 

解決方案： 



1. 媒合ｎｇｏ與學校社團等單位進行合作，推動參與公共議題與事物。 

2. 教育部推廣公民專長與公共責任相關課程來取代服務學習課程。 

3. 大學可將和公共議題相關課程和演講用開直播或是錄影的方式放在網路上，供大家閱覽。 

4. 從目前學生評價好的課程，擴大開課。例如增加演講。 

5. 鼓勵國中小學校及家庭家長，從小給予基本認知。 

 

「學生不知道公共議題資訊從何而來」 

重要性：整合公共議題資訊，增加曝光度 

解決方案： 

1. 由政府提供資訊統整網站，如關鍵字導向分類；標籤化索引 

學生會建立統整媒體，建立資訊平台發布訊息，例如ＦＢ、ＬＩＮＥ 

好政論壇結論票

選 

十票一個： 

「缺少公共事務的家庭宣導，同時缺乏宣傳行銷」 

重要性：缺少行銷會導致錯誤資訊，若是行銷成功則可以增加公共事務的討論成效。 

解決方案： 

• 國小：由地方教育局協助學校辦理了解公共事務之課程，可以是講座或是辦理營隊的方式。由社會課或

是地方課負責。 

• 國中：融合家庭教育課程，辦講座邀請一起參與公共事務之親子家庭分享，納入升學考試指標中。 

• 高中：由參與過公共事物的同學進行經驗分享，納入升學考試指標中。 

• 大學：由學生會和社團共同發起全校性的媒體產物，例如校刊、懶人包、影片等等進行宣傳。 

 

六票兩個： 

「校園民主失衡，形成假學生自治」 

重要性：落實真正的學生自治，可以提升公民素養，進而提升學生的公共事物參與度。 

解決方案： 

1. 大學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的比例由十分之一提升至五分之一，高中亦同 

2. 審議與學生相關議案時，校方應與學生代表產生共識，學生有主動凍結議案三個月的權利。 



 

「公共議題為學生說有距離感，無法引起學生共鳴，使學生對公共參與認知不足。」 

重要性：喚醒學生對於公共議題的熱血以及意識。 

解決方案： 

1. 找受年輕民眾喜愛的知名人物代言說明公共議題，例如本次世大運找ｙｏｕｔｕｂｅｒ的方式 

2. 政府相關單位創建公共事物粉專、設計專屬吉祥物，如世大運的黑熊。或是創造虛擬的網路代言人物像

是高雄捷運的高捷少女等。並且製作、發布與同整相關資訊的懶人包。 

 

五票一個： 

「如何讓高中或是青年學子參與公共事務」 

重要性：啟發青年學子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並促進訓練他們的獨立思辯能力。 

解決方案： 

• 聘請專業老師或是相關專業人士，引領青年學子進行公共事務討論與實作。 

• 鼓勵學生參與和自身相關的公共議題 

• 參與或是政府相關的參訪活動，藉由此過程了解公共事務的操作與發生過程。 

 

四票四個： 

「政府邀請學生代表參與會議，學生代表之意見常常會被忽視在會議記錄上，導致學生無法完整表達公共參語

議題的鑲法與意見。」 

重要性：學生權益受損，議題內容不完整 

解決方案： 

1. 會後將會議記錄公開於網路，請學生代表於一周內上網進行補充。 

2. 透過平台連署相關議題並成案，對應政府部門應於隔年納入施政計畫及編列預算。 

 

「學生不知道公共議題資訊從何而來」 

重要性：整合公共議題資訊，增加曝光度 

解決方案： 

1. 由政府提供資訊統整網站，如關鍵字導向分類；標籤化索引 



2. 學生會建立統整媒體，建立資訊平台發布訊息，例如ＦＢ、ＬＩＮＥ 

 

「學生無法行使自身權利以及學生與學校資訊不對等」 

重要性：學生無法行使自身權利，以及學生與學校資訊不對等，會造成學生弱勢的情形。若是改善則可以讓學

生使用合法權力爭取正當權益。 

解決方案： 

1. 開設公共事物相關研習 

2. 校方補助學生餐與校外活動，可與服務教育及社團服務做選擇 

3. 學生會活化宣傳，例如使用影片或是懶人包 

4. 體制外，由學生會發起訴求 

5. 體制內，學生會增設法律顧問，將學生會設為一級機關，給育學生會長議案否決權。 

 

「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的法律常識不足，或是認為自己所屬之科系與公共參與無關。」 

重要性：法律知識不足可能造成學生權益受損。若是能夠將自己的科系結合公共事務，可以達到讓學生學有所

用的目的。 

解決方案： 

1. 由系所辦理相關講座，邀請畢業的學長姐說明科系可以如何跟公共事務做結合。 

2. 實習期間內可以加入公共事物參與。 

3. 由學校協助辦理成立法律窗口，並與社團做結合。 

 

三票一個： 

「大學課程中與公共議題相關的資訊較少，即使有相關的課程也多半為選修。國高中階段與公共議題連結薄

弱，由於學生多注重課業，造成學生對公共參與的認知不足。」 

重要性：透過學校課程，使學生增加公共事務的熟悉與了解。 

解決方案： 

1. 媒合ｎｇｏ與學校社團等單位進行合作，推動參與公共議題與事物。 

2. 教育部推廣公民專長與公共責任相關課程來取代服務學習課程。 

3. 大學可將和公共議題相關課程和演講用開直播或是錄影的方式放在網路上，供大家閱覽。 



4. 從目前學生評價好的課程，擴大開課。例如增加演講。 

鼓勵國中小學校及家庭家長，從小給與基本認知。 

推選好政論壇全

國代表 

正取四位分別為： 

廖麗如、吳律德、洪凱婷、葉婷 

備取分別為： 

備取一、江宜霖；備取二、李奕辰 

七、互動與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