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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熱吵民主協會

我們這群吵民

• 致力於民主的深化與日常化。

• 相信不同社群與身分之間，溝通與合作的可能性。

• 設計與實踐各種各樣的參詳和參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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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時間 主題

10分鐘 開場介紹

50分鐘 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議題

10分鐘 休息

20分鐘 議題判斷、擬定計畫

60分鐘 小組實作

30分鐘 小組分享、問題與討論



公共議題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公共議題呢？



激發公共議題的討論

圖片來源：柏克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https://www.bwokelai.com.tw

https://www.bwokelai.com.tw/


1. 感性切入、創造共鳴共感

2. 曝光策略：增加公共議題的接
觸面積、針對不同族群的宣傳
管道

3. 理解：對議題的不同觀點和立
場有全面的認識

4. 行動：影響他人或自我實現，
創造改變或阻止改變

激發公共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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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中區的社造行動

熱吵民主、愛社享、東海人社等在地社群

中區區公所



2018年
的舊城

舊城的挑戰！

優勢 Strength
• 文化資源豐富多元
• 交通便利
• 綠川柳川貫穿

劣勢Weakness
• 沒落
• 未建立在地特色
• 團體多但缺乏社區營
造意識和資訊

機會 Opportunity
• 近年政府重視舊城區再
生，相關計畫進入。

• 政府積極於中區辦理青
年創業輔導，導入青年
活力。

• 地方社群成立，對於各
項議題探討及關注，並
以實際行動進行相關議
題的改變。

• 地方文化館的成立及企
業與藝文的結合，中區
具備特殊的文化特色。

威脅 Threat
• 重大建設進入但缺乏
在地參與及認同，對
於社區發展與重大建
設及計畫無法有效回
應，以反映在地的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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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計畫目標

舊城的挑戰
各種快速的
再生工程



2018臺中市中區一區一特色計畫

行動小隊



2018臺中市中區一區一特色計畫
創意思考→新的連結和社造玩法

2017-2018-中區青年社群共同籌備



2018臺中
市中區一
區一特色
計畫



誰來晚餐：
中區和東
南亞飲食
交流

2018臺中市中區一區

一特色計畫



為城市留下一抹綠：
種植經驗分享與實作

2018臺中市中區一區一特色

計畫



歷史再造：
手壓臺車體驗

2018臺中市中區一區一特色

計畫



看見彼此：2018中區社區社群成果展



2019舊城大時代：社區、社群、在地廚房聯合



2018~2020
中區社群小聚

2020舊城青劇場：Spirit or Bread

• 發展以青年為主體的在地記憶與論述

• 凝聚在地青年社群

• 促進世代間行動者的溝通和反思



創意思考：公共利益、交朋友



桃園藝文陣線



臺中社會住宅
公共藝術計畫

• 豐原、大里

• 好伴設計

• https://smalltalkart.co

m/#s3

https://smalltalkart.com/#s3


休息時間



議題判讀
擬定計畫

討論問題

噪音問題

騎樓空間

毛小孩

共創共享

共享冰箱

社區廚房

公園使用



• 這個議題的重要性是什麼？(對我、社區社

群、社會)

• 議題的屬性是什麼？

• 尖銳的、禁忌的、友善的、共好的或

其它

• 最能靠近這個議題的族群是誰？誰又對這

個議題最疏遠？為什麼？

• 這個議題目前在我的社區社群，發展到什

麼階段？

• 大家都認識這個議題嗎？討論熱烈度

如何？

• 發展相關計畫好不好做？困難在哪裡？

• 要推廣這個議題應該用什麼策略？先從哪

裡著手？

行動

理解

感覺

議題判讀、擬定計畫



實作一：找出議題

• 你最關心什麼議題？為什麼？

• 日常生活中，發現什麼公共問題需要改變的呢？

或是有沒有什麼好玩的公共事務可以讓大家一起參與？

• 這個議題最常發生在什麼地方、什麼情境？目前誰最關心？為什麼？

25分鐘



實作二：議題判讀

• 哪個議題大家討論得最為熱烈、最有感？為什麼？

• 哪個議題最冷門、聊起來最尷尬？為什麼？

最切身相關、立場最衝突、最有趣最輕鬆…？

• 選出一個議題(思考指標：重要性、創意度、可行性、公共參與度)

• 這個議題目前在我的社區社群，發展到什麼階段？

25分鐘



實作三：發展計畫

• 本計畫中，哪些部分是能讓大家溝通討論的部分？
• 溝通討論的內容範疇、形式(不一定要文字語言)、溝通討論的成果展現

• 這個計畫的魅力是什麼？為什麼能讓大家樂意參與討論？
• 目標族群：希望吸引誰？

• 給參與者帶來什麼體驗：好玩、重要、美好、疼惜……

• 計畫的「各個階段」要如何修訂，為參與者帶來更好的參與體驗？

10分鐘



小組分享



順應地方的紋理、使用通俗的語言

我們相信，
民主可以走進街頭巷尾…

理事長 林心乙
E-mail：holdon7628@gmail.com
電話：04-2222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