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場市民會議〔兒童城市〕110.10.20 

-【會議主題】：多元族群友善城市 

-【會議地點】：覓蜜基地 Meetmegd（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雅歌巷 1 號）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20 日(四) 14：00-16：00 

一、會議紀錄 

 高雄大學智慧城鄉永續發展中心 吳旭峰老師： 

- 歡迎各位來參加今天的主題，來一起討論我們整個城市的學習環境，

與下一代的未來能怎麼翻轉與改善，歡迎今天到場的倡議組織、民

意代表、與會市民。 

 高雄大學智慧城鄉永續發展中心 曾梓峰教授： 

- 市長在去年就任當天就宣布，我們將籌組城市博覽會，開始為未來

的一百年做準備，但絕對不是用傳統的方式，由局處擬定好才公布

給各位，而是透由維基百科的模式，在一開始就讓民眾參與，聚集

群眾智慧，以市民的提案與倡議作為主體，透過ＩＢＡ，市府建設

可以讓市民可以想像、參與、親身體驗、看到成果，透過民眾參與

共同書寫出未來，讓政治承諾可以是個被體驗的過程，以德國的盧

爾區、漢堡、慕尼黑為為例，他們成功的透過ＩＢＡ讓年前的工業

大城變成頂級國際媒體設計與綠能科技城，透過７６個示範計畫（燈

塔計畫）成功讓一個城市呈現未來大都會的樣子，而以教育來說，

教育系統不只是設立學校然後辦學校就好了，教育也不只是教育單

位的任務。 

- 高雄新校園運動 5.0 版已經推出數年，但現行上執行許多教育上的創

新就會面臨到許多質疑，例如教室蓋得不方正，會不會有法定尺寸

的問題？而離開校園後如果沒送去補習班是否學習就停止？還是我

們可以試著做出一套創新的示範計畫，學習空間突破現行法規限制，

實現與社會共融共生、學習方式社會共融，不再只是送去學校或是

補習班，把社區轉化為社區聚落，達成整個城市都符合好學習、好

玩、好生活的願景，在這高齡少子化的社會下，我們可以用倡議的

方式以及示範計畫（燈塔計畫）的執行來跳脫過去傳統，進行屬於

下世代的教育，驅動城市未來的改變。 

 樹德科技大學 吳英明教授： 

- 我以阿德勒名言❝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療育



童年❞做為開始。 

- 所以由此可知，童年這段期間對於每個人的一生都非常重要，大家

應該要多多思考現在自己的家庭長甚麼樣子，如果你覺得空虛的一

定會想辦法補回來，現在對於成癮的探討，就是找自己需要的東西

來填補，久了就會變成一種上癮，這不會是一個健康的狀態，而現

在太多口號式的教育，應先想想教育的本質是甚麼，而現在也有很

多有才幹的人，但他們必須要把才幹去豐富別人，城市要有市民的

故事，整個城市才有辦法活絡起來，家庭個體強壯起來，社會自然

就會比較安全。 

- 而我們未來到底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呢？到底是「人本」還是「本

人」重要呢？ 

- 在國內的人才具有競爭力，但人才到了國外卻變成一種掠奪力，教

育理應多提倡融合教育與融合發展，因為任何事物帶入到市場經濟，

就會開始進入一個剝削的過程，要如何讓我們的人才瞭解國際社會

的現況，超越現有框架而達到國際利益的思維，而不是出於競爭與

掠奪的方式在國外生活，而我們現在家裡，寵物跟長輩的地位到底

誰重要呢？這也是有趣且值得討論的話題，我們現代人的休息，不

是只是睡覺就可以，而是要整個人完全達到一個真正的放鬆狀態，

我們可以俗稱這叫「安寧」的狀態，才能達到我們人真正休息的狀

態，所以能否發展一種經濟叫安寧經濟呢？ 

- 臺灣國內的大學，可以多思考往東南亞進軍的可能，把台灣的格局

拉到整個東南亞來看，高雄有東南亞得天獨厚的位置，高雄也是有

條件去滿足外國賓客的城市，我們有許多的鐵路，台鐵、高鐵、輕

軌等等，也有完善的商業機能，例如便利超商，絕對有辦法做為東

南亞人才推進的基地，例如菲律賓其實離我們很近，但普遍台灣對

於這些國家的認知非常有限，我們用競爭的模式培養人才，但不是

用國際人本的方式，大學帶動城市的偉大，小學帶動家庭的功能，

對於城市新住民我們要怎麼去看待他們？如果我們可以輕鬆地讓學

生去東南亞國家看看他們的城市，接著回來再瞭解自己的城市，是

否會有不一樣的想法？我們應教導學生不要掠奪，而是與國際社會

共存共榮。 

 高雄大學智慧城鄉永續發展中心 吳旭峰老師： 

- 希望可以牽出東南亞的一條線，做為城市博覽會的發展． 

 高雄市議員 黃柏霖： 

- 高雄現在的科丁教育已有許多孩童參與，任何教育好東西在高雄有

要用系統得展現出來，要成為宜居城市，兒童教育也是重要的指標，

最近在讓孩童學習的心智圖，還有美麗新台灣3D的巡演，都很重要，

教育包括生命教育、環境教育、只要孩童的心打開，學習就會變得



簡單。 

 高雄市議員 黃秋媖： 

- 我自己本身在動保界努力許久，也在想說除了動保以外，我能為孩

童做甚麼？現在的教育確實需要突破，也會積極與大家討論要怎麼

為下一代努力，自己現在在議會裡也是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未來會

積極在議會推動教育。 

 曾瑞宏 建築師： 

- 童年的力量不容小覷，自己可以體會快樂的童年很重要，在這種情

況第一個要被教育的，會是成人，家長如何看兒童的未來是關鍵，

大人的心態開放，要懂得尊重多元， 

- 而未來孩子需要甚麼能力?除了我們認知的社會經濟能力以外，也要

做一個好的地球公民，我們要教育孩童自我探索的能力。 

 林威政 建築師： 

- 自己在竹北做建築大約 25 年，也做過校園設計的案子，競圖是第一

關，當初我嘗試設計非常見的教室規格，就被質問為甚麼要創新? 怎

麼不做一個普通教室就好了，我覺得教育，主要不是給金字塔頂端

的族群，而是要給社會上金字塔偏底層的族群，因為頂端的族群無

論資源投入多還是少他們都在那，要做到的是"均值教育"，教育絕非

一個人的武林，而我們要怎麼去定義好學生與壞學生呢？是否學校

課業成績好的就是好學生，課業不好就是壞學生呢？其實不一定是

這樣的，之前大家有個疑問就是，蓋個具有外型特色的幼兒園是個

好賺的事業嗎？於是自己買了地去蓋幼兒園後，發現事情沒有這麼

的容易，所以我，去讀了幼兒教育系，在這過程我把在學校學的跟

實務上做結合，覺得自己在這領域上好像有被打通任督二脈的感覺，

教育應該與地方文化做結合，就像是操場，也不會只是紅色，可以

有跳色的設計。 

- 我也認為如果要蓋一座學習空間，應該不只建築領域參與而是要加

入教育領域的想法，因為使用者才下世代創新學習的場域應該要怎

樣設計才對，不是四面牆兩個門就解決的事情。 

 與會市民 黃女士    

- 我覺得以自己是大人的角度來說，是不是應該是去聽聽小孩需要甚

麼，讓小孩子自己說出自己的訴求，因為他們也是城市的使用者，

例如我自己的小孩就會跟我說他的期待（例如對爬樹的體驗），還有

我們有些街道，是否成為孩子的遊戲場呢？以岡山街道為例，鄰近

會有很多大卡車經過，讓我連他短短幾十公尺的上學距離我都不放

心，還有我們在 6~12 歲的小孩，他們的生活我們是否也能提前規劃

呢？我們可以多用小孩的高度（90 公分的身高）與角度去思考，在



學校與公共空間上如果去改變設計時常遇到困難，還有小孩只認識

自己家裡周邊這個問題也很嚴重，我們可以透過大型的特色兒童公

園去吸引許多外地的小孩來移動到不同區域，讓小孩離開自己熟悉

的區域，而除了公園有遊戲場，還有許多其它場域，裡面也有遊戲

場，還有除了兒童以外，青少年也是一個重要的族群，例如滑板以

及極限運動等等，讓青少年在城市裡做交流。 

 高雄大學智慧城鄉永續發展中心 吳旭峰老師： 

- 我自己就是在岡山文賢市場附近長大的，當時我都是經過市場然後

去學校，過程中的地景豐富了我在上學路上的學習，那我們能否把

市場跟一些社區作為兒童通學路徑，除了基本的安全之外，也可以

作為一個學習場域。 

 與會市民 蔣先生：   

- 公民參與真的很重要，自己小孩也是自學，遇到太多門檻，因為本

身角色是家長也是老師，也有參與親子共學團，我們人民應該是國

家與城市主人，為甚麼現在學校營養午餐一定要這麼制式化，我們

可以選擇在地食材與土產來吃啊！學籍的部分也是，就是因為我們

不要現有的學校教育，所以才選擇自學，那這樣難道就不被承認學

籍嗎？那我們既然沒有享受到一般在學校的資源，那是否能補助自

學的家庭？例如營養午餐的費用，在高雄市校舍的活用也很缺乏，

明明空著也不讓人使用，讓自學家庭找場地也要花費很多心思，而

現在就算是海線，也是缺乏海洋文化，這應該又努力去做改變。 

 高雄市教育委員： 

- 在高雄已經有單位跟人在做實驗教育，他們最勇於嘗試創新教育的，

但現在自學的族群還是在少數，若要成為友善學習城市，就要來執

行＂全民玩教育＂，透過鼓勵更多家長與老師來玩教育，請市府成

立一個專責單位，來處理實驗教育，處理在學校外學習的孩童補助

經費與種種問題，現在校園的圍牆打開了，但是友善教育的大門有

嗎?應多鼓勵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完成教育，勇敢嘗試、突破、冒險，

來玩教育。 

 曾瑞宏建築師： 

- 我覺得大人談論孩童教育問題上，問題會在自己，不是孩子，大人

可以多去思考我們能做那些改善，高雄在改變教育上已經有進程，

讓改變越做越好，把有進度的東西整理出來，落實環境教育，增加

溝通民主素養。 

 高雄市議員高閔琳服務處： 

- 我先代表個人發言，個人很喜歡滑雪，但全台灣滑雪機與滑雪場只



有 6 座，根本不夠。 

- 未來也覺得在橋頭科學園區落成後園區內能有滑雪場與滑雪機，小

朋友會很有興趣，而在道路上人行道的拓寬很重要。 

 親子共學教育基金會： 

- 我們近期在探討台北市用計時器限時 3 分鐘來限制盪鞦韆玩樂時間

的事情，覺得這很奇怪，如果我們要制定跟孩童有關的規則，是否

要先徵得小孩意見，如果是要用小孩的意見可能要想一下對象，大

人也是要以小孩的角度去思考，小朋友也需要多利用課餘時間去思

考自己想要的東西，校園與大人如何看待青少年兒童發展，友善學

習城市必須大家共同創造，大人教育必須放進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梁蓓禎： 

- 現在對於傳統教育有較於不同想法的教育工作者，會出來自己做實

驗教育，對於空間取得時常出現困難，教育局也是礙於法規尚無法

出借，所以法令限制影響真的很大。 

- 希望教育局有個專責單位，擬出一套「實驗教育法」，例如教育機構

的立案地址，為甚麼一定要放在一個固定地點，為甚麼就不能放在

大巴士呢？對於做實驗教育，在法規上應該做更多鬆綁。 

 高雄市議員黃文志服務處： 

- 我這裡今天大概從三個面向來表達我們的想法： 

1.我們想法是從公共幼兒園裡開始執行不以成績排名做為導向等創

新教育的方法，作為實驗示範計畫區。 

2.未來朝向母語新南向國家發展，110 課綱開始裡面已經有台語教學，

但從家庭與社區開始去學與推動母語是會比在學校學，但回家後

又不講母語，效果來得好。 

3.歷史城市與文化很重要，特色公園也可以融合歷史，讓孩童體驗玩

樂的同時也可以學習城市過去的歷史。 

 小金魚親子共學協會理事長  吳亭君： 

- 以我的經驗，在學齡前不適合做實驗教育，之前因為我們的空間不

是常規的＂幼兒園＂時常會被教育局關切，而在我們的教育系統裡

涵蓋時間規劃與發展性目標，社會局反而比較懂我們在做甚麼，而

對於特殊兒以及遲緩兒或是有廣泛性發展遲緩的孩童，我們也需要

另一套系統去做照護，而做教育也非常燒錢，像是一次國際蒙特梭

利 AMI 第一次師資培訓就要一百多萬台幣，多虧今年有線上的方式

才降到二十幾萬，舉例樂仁推廣教育基金會，也是因為財務上的困

難，而受影響。我們也不想當違法的人，在政策以及法規面、制度

面可以對非常規教育以及特殊生更友善。 



 高雄大學智慧城鄉永續發展中心 曾梓峰教授： 

- 今天大家都丟出許多想法，那這些想法都不是去叫民意代表或是哪

個別人去執行，而是有想法的人一起，找場域去行動，從過去的社

會運動轉成＂陣地運動＂，像是德國的家長團體，向德國政府主張

自己學習生活與環境應該要如何，先讓小孩進去社區玩，接著再看

哪裡可以做調整，在生活置換不當的東西，把食物運送過程里程縮

到最短，我們也可以規劃一個爬樹園區，大家一起把視野往後延伸，

發展出各種可能性。 

 本場次會議結論 

經交流討論後，初步有三大共識方向，邁向高雄城市博覽會的燈塔行

動： 

- 《倡議高雄版創新實驗學校地方自治規章》現行許多努力執行著實

驗教育，導入創新辦法的教育工作者時常遇到現有法規的限制與阻

礙，未來期望依照高雄的特性、不違反母法的狀況下，擬出一套教

育的地方自治條例來執行。 

- 《發起實驗兒童友善學習社區行動》由有意願的社區發起各種關於

孩子歡樂快樂無障礙的社區環境，比如每週徵求一社區，該社區的

街道巷弄完全開放給孩童可以自由自在無拘束的玩樂。 

- 《翻轉校園，學校不應只能在學校用地，校園應該是城市裡無所不

在》誰說蓋在學校用地的才是法定的學校，真是圈地的想法！城市

提供給孩童的成長教育的場域，應該是無所不在！因此，城市中閒

置的校園、空間、荒地等都應該被釋放作為跟孩子學習有關的場域，

公共設施的興建，更應該考慮到與孩童學習有關的內容，例如公園、

巷弄、紅綠燈高度等各式各樣有關的城市公共建設，都應該更細膩

的關切到這些議題，更別說城市美學、色彩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