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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今填鴨的教育體制難以培養學生對自身所處世界的熱忱，許多學生也因此以各種方

式，在自己的校園中試圖做出不同形式的突破。此次研究藉由校園中學生組織「Goose 故事」

的演變與做法，探討高中學生在校園中社會參與的可能性。 

 

二、研究目的 

 

透過記錄統整定期內觀察所見，反省並檢討一年來「Goose 故事」做法上待改進之處，

除了為此學生組織留下紀錄之外，文中曾與校方交涉之過程，以及參與者的心路歷程可做

為日後各校學弟妹組織、倡議、應對校方等等行動提供參考，並期待更多人能進一步思考

並實踐學生在校園中除了念書以外的其他可能。 

 

三、研究方法 

 

透過整理相關經驗、相關法規、書籍、論文，以及參與者訪談，統整分析後整理出研

究內容。 

 

貳、正文 

 

一、公民社會與社會參與 

 

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便開始思索人們如何有效的參與所屬城邦治理、被治理的任

務，雅典城邦一向以其民主制度著稱，而當時的直接民主制度逐漸隨著人類社會的演進而

轉變，菁英民主、代議制度遂成為現代國家普遍實施的民主政治制度。 

 

然而，近年來政府日益重視社會參與（公民參與），也漸漸將「參與式民主」的概念制

度化，設計出參與式運算、提點子-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等相關制度，給予民眾參與設定

自身政策的機會。 

 

從 1950 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到二十世紀末台灣的百合花學運、二十一世紀北非突

尼西亞茉莉花革命，世界各地的人民透過各種形式的社會參與，改變了自身同胞的命運，

甚至是人類整體的發展，社會參與可謂人類進步的力量來源之一。但究竟何謂公民社會？

何謂社會參與？ 

 

（一）何謂公民社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D%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D%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A%81%E5%B0%BC%E8%A5%BF%E4%B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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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古代或現代，人類皆試圖定義所處的社會型態，並為此建立相關制度。古雅

典時期的人們認為，公民社會與城邦並無明顯區別，城邦制度使公民能夠學習如何參與

治理或被治理；而現代公民社會強調自下而上的力量，並透過公民主動、自發、自治以

及自律的精神，在能夠自由溝通、法治的基礎之下形成豐富多元、具生命力的各種社會

型態。 

 

（二）何謂社會參與 

 

    陳佑淵（2007）指出，「社會參與」為個人積極投入社會運作、與社會互動，並加

入主觀思考及行動以增進自我成長、生活品質與社會關係之行為。 

 

    陳洪泉（2008）解釋社會參與機制為社會大眾「對社會公共利益、公共事務的自覺

認同為基礎，通過對社會發展活動積極參與實現發展的過程和方式。」   

 

綜上所述，社會參與是一種個人透過認同、關心社會，進而主動且積極行動、投入

社會的行為。 

 

二、曉明女中學生組織「Goose 故事」 

 

（一）創辦歷史與理念 

 

「Goose 故事」為一群曉明女中學生於 2016 年 7 月所創立之學生組織，不屬於學校

社團；成員橫跨各年級學生，人數於不同時期介於 4 至 20 人不等。組織名稱代表著成

員對組織的期許：期待透過自身的力量說說所見之事，一方面讓更多聲音進入校園，另

一方面也試圖在校園內塑造不同聲音能夠同時安全存在的氛圍。 

 

「故事」指的並不是虛構的劇本，而是指透過更細微的眼睛，去看見世界正發生的

的事情，特別是身邊發生的事情。組織成員期待透過這樣的述說，能讓讀者對身邊的世

界更有感覺與意識。 

 

（二）執行方式與內容 

 

組織最初透過定期發放紙本刊物的方式，紀錄編輯所見之事，內容包括環境、學生

權益、教育、勞工等等議題，並不定期舉辦講座；後期為擴大對話空間，改變運作方式，

以去組織化的水平討論模式，舉辦定期、人人皆可參與的編輯聚會，透過有目的性的聊

天找出主題，並設定成為刊物內容，再由參與者親自執筆書寫。此時期之刊物內容涵蓋

面向更貼近生活，如：家鄉名稱由來、家中女性生命故事、校園大小事之觀察等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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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透過對話與書寫，彼此練習，培養出對周遭事物的敏銳度。 

 

組織成員認為透過以上做法，能夠使參與者對於自身環境所發生的事情有所感，而

這樣「有意識」的習慣將隨著成員日後進入社會，轉化為對社會有所關懷與行動的能量。 

 

三、「Goose 故事」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式 

 

書本、政策上對於社會參與的重視度不低，如「公民社會的發展，重視自由、平等、

分權的價值，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都有其權利與責任，並注重由下而上的社會參與。」

（台北市都市發展公民社會行動綱領，2014），但在社會人的養成過程中佔有一定影響力的

校園，卻往往注重秩序、整體性、成績、升學率等等更甚於此。自發性學生組織，除了經

費、人力等行政問題，往往得面對校方各種關切與質疑。透過「Goose 故事」之經驗，以下

歸納所遇難題與解決方式。 

 

（一）組織存續性與組成 

 

人力資源有限以及人員能力不一是學生組織遇到最大的問題：學生有一定程度課業

壓力與時間限制，無法如專職文字、社區工作者一般全心投入組織，且成員之文筆與言

論必須能夠呈現事實，而語法不過於過主觀、牽強，同時有產生論述並完成文章的能力。

但成員卻又是學生組織存在的必要條件，因此，解決人員的相關問題組織運作上是最重

要的一個環節。 

 

為解決上述人員問題，「Goose 故事」打破原有組織型態，使更多人參與而增加人力

與故事來源；另一方面，透過編輯聚會，面對面的對話、討論，聽見彼此不同的聲音與

想法，看見更多思考的面向，達到避免以單一思維做出主觀論述的目的。 

 

（二）經費籌措 

 

目前已存在之各校學生刊物多數透過募款、拉贊助作為經費來源，而「Goose 故事」

則以黑白印刷、特殊排版裝訂方式將成本壓低，並透過賣明信片等商品之方式達到收支

平衡，後期因校方與組織成員對言論自由無法取得共識（詳見下點），刊物轉型為訂閱模

式，並透過校內外讀者響應持續發行至今；至於其他活動的部分，盡量採取不需花費的

方式進行，例如成員自己帶領的討論會、編輯聚會等等。 

 

（三）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為民主國家之關鍵，為我國憲法明文保障之權利。根據大法官釋字第 509 

號解釋：「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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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

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

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可見言論自由之重要性。 

 

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廣義而言，出版也是

言論自由涵蓋的範圍，且不應該受到事前審查。但在教育現場中師長仍有自身、教育目

的多重考量，不論在公立學校或是私校，刊物被校方或教師、教官沒收的例子層出不窮。

「Goose 故事」在學校也面臨事前審查，否則不可放置至班級的勸導。 

 

四、「Goose 故事」成員訪談結果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Goose 故事」的理念以及這一年在執行上的狀況，筆者透過訪談紀

錄，呈現組織成員們的想法。訪談對象為「Goose 故事」共同創辦者陳○家、尤○晴、陳○

潔，下方以刊物筆名簡稱小編 C、T、U，以下為訪談紀錄逐字稿。 

 

（一）問題一：最初創辦的動機是？ 

 

 

 

（二）問題二：你自己本身以及團隊一路走來有什麼成長跟改變？ 

 

回答者 答覆 

小編 C 我認為自己有成長的部分是關於意見想法的輸出如何有邏輯性且不偏

頗，或許不一定有完全做到，但是在寫作上是很好的訓練。 

組織的話，美編排版上不斷進步，在有限的資源下設計出看起來是刻意

回答者 答覆 

小編 C 發現大家對於周遭或是社會時事的來源很單一，如主流媒體、臉書等等，

比起其它媒體或論壇的報導紀錄，或許一份以曉明人的視角而寫的校園

刊物能增加其閱讀的面向與動力。 

小編 T 之前得知校刊社在設定主題時容易受到學校打槍，也因為這樣被打槍的

傳統，使得主題設定上有不少潛規則，學校對學生權益、社運、性別議

題都是學校比較不希望我們去談的議題，校刊社為了避免稿子寫了被擋

調而不太會去談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們希望透過獨立的一個組織，去

講一些校刊不能寫的主題。另一方面，校刊的事情也讓我發覺我們得到

的消息很常是經過過濾後的，希望透過刊物的的製作，對作者跟讀者都

有一個看見不同消息的管道，尤其作者必須多方查資料，也可以強迫自

己看見不同的立場，大概是這個樣子。 

小編 U 希望透過說說更多故事的方式，把不同的聲音帶進校園，校園真的太安

全了，但是外面的世界不是這個樣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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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的極簡風。 

小編 T 身為美編，我成長的部分是排版的技術以及學會如何處理刊物編輯過程

中的疑難雜症，諸如因寫手拖稿而必須以極快速度排版的效率，以及和

廠商洽談的方式等等。另外也比較會對議題及身邊發生看似正常的事

情，作出多一些面向的思考。 

小編 U 我想說關於刊物的部分。一開始是抱持著希望大家看見不同故事的出發

點投入刊物編輯，但在寫文章前查資料的過程其實會發現資料很多，各

方面的論點也都有，而且我們不可能涵蓋到每一個面向，這是有時候會

拖稿甚至放棄某些主題構想的原因。我覺得這個過程讓我學到的是一種

經驗，也就是有些事不是做了就會有改變或突破，但還是一種成長跟學

習。 

 

（三）問題三：你覺得在整個過程中遇到印象最深刻的問題是什麼？ 

 

回答者 答覆 

小編 C 在和學校溝通過程中常出現的障礙。在教育現場中有時候教育者不知道

受教者的想法跟價值觀，這需要雙方的互動跟溝通。但是在學生試圖用

不同方式表達時，教育者是不是可以嘗試思考更具體而實際回應的內容

或是形式？（而不是以保守的態度拒絕溝通，虛應故事。） 

小編 T 我覺得是教育現場中對於理論跟實際面的矛盾點：學校可能會擔心各式

刊物的存在會影響學生的資訊接收跟判斷力，因此對於刊物加以限制，

我們跟學校溝通過後覺得他們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在這種資訊爆

炸的時代，不是更應該學習如何解讀所見的訊息嗎？課本一方面教我們

何謂言論自由學校又以不同標準限制言論自由（甚至當我們請教公民老

師「言論自由是否有因為教育目的而受限？」時，得到的回應居然是：

「理論上沒有，但操作面上就不知道了」的回應）；課本一方面教我們何

謂媒體識讀，但學校這樣（指事前審查、話題限制、為教育目的的擔憂）

似乎是一種把課本歸理論，而脫離生活的做法。 

小編 U 有時候預定的筆者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寫不出稿子，這時候還是要有基

本的組織寫手在短時間內迅速產出稿子，或是在大家拖延到的時候犧牲

個人時間快速校稿、編輯、送印甚至是包裝，因此很難真正做到去組織

化的目標。 

 

（四）問題四：透過自身參與的經驗，你對於「高中生在校園中的社會參與」的看   

 法如何？ 

 

回答者 答覆 

小編 C 有可能！當然參與的方式、程度、層面都可能有不足或被限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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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不完整」本身也是社會參與的一部分，不要因此放棄做這件

事的可能。 

小編 T 我認為這樣的參與是必要的，但是可能性因不同學校有所差異。像是本校（指

曉明女中）可能就需要在行政層面多努力一點，這多少分散掉一些時間跟力氣，

但是基本上，是有可能做出一些什麼的，雖然這種東西無法確切的被量化，但

畢竟教育現場不能量化的東西很多，所以還是值得嘗試。 

小編 U （沉思後）沒有本來想得那麼有可能，畢竟沒有辦法確定的知道這樣的做法有

沒有造成什麼影響，但不至於完全沒有收穫就是了。 

 

 

（五）問題五：對於未來可能繼續任何形式組織、試圖以高中生的身分社會參與的學弟妹，

你們有什麼建議或是想說的話？ 

 

回答者：小編 C、T、U 

答覆：這部分我們想分成兩點回答，一是做法上「先求有再求好」，很多人都有想說

的話想做的事，重要的是勇於表達與執行的力度，另外，稿件的產出可以更充分集

體討論或是省思，雖然我們有編輯聚會來設定主題，但是寫好稿件之後並沒有更多

的反省機制，這部分是可以努力的。而第二點是心態上，就先當作高中的多元體驗，

不要太計較、要量化收穫或是什麼的。很多事情的結果不會在當下呈現出來，而生

命中的很多事情卻會在不經意的時間點連結在一起。 

 

五、比較「Goose 故事」與他校學生組織 

 

考量到各校況不一，筆者透過訪談中部不同學生組織，歸納組織形式、所經驗到的問

題，以及對於高中生社會參與的想法，並試圖得出不同環境下學生組織之異同。訪談對象

為台中一中民心館之夜發起人廖○倫、彰化高中走街公社社員施○耀、許○凱，以及明道

中學 Micro 雜誌社社員林○瑄。各校學生組織訪談紀錄整理如下圖（表一）。 

 

表一：各校學生組織訪談紀錄整理 

學生組織 校園中的

行政定位 

作法與目標 遇到的困難 

台中一中 

 

明心館之夜 

成為社團

（台中一

中水源同

好會）業

務 

定期舉辦講座與讀書

會，使公共討論的氣

氛深化於校園。 

對於自身的定位。起初組織活動

包裹在一個教學計畫中，後來則

成為社團的業務，這樣的走法沒

有絕對的好或壞，都有各自的問

題；另外明心館之夜辦講座，激

進與軟性議題的取捨、講者與觀

https://www.facebook.com/%E8%87%BA%E4%B8%AD%E4%B8%80%E4%B8%AD%E6%B0%B4%E6%BA%90%E5%90%8C%E5%A5%BD%E6%9C%83-561785844013717/?fref=mentions
https://www.facebook.com/%E8%87%BA%E4%B8%AD%E4%B8%80%E4%B8%AD%E6%B0%B4%E6%BA%90%E5%90%8C%E5%A5%BD%E6%9C%83-561785844013717/?fref=mentions
https://www.facebook.com/%E8%87%BA%E4%B8%AD%E4%B8%80%E4%B8%AD%E6%B0%B4%E6%BA%90%E5%90%8C%E5%A5%BD%E6%9C%83-561785844013717/?fref=m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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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發言時間調配等等也是很值

得思考的問題。 

彰化高中 

 

走街公社 

地下化 實際參與學生議會政

治運作，推動校園民

主化及學生權益； 

實際參與社會議題

（如反台化遊行），帶

動學生關心自身權

益、關心社會。 

主要為人力方面的問題，由於是

非正式社團，沒有社團時間，而

成員關心的議題層面不同，必須

互相支援並且不斷學習；活動執

行上和學校借場地會比較麻煩。 

明道中學 

 

Micro雜誌社 

在學校建

議下，成

為學校第

二社團 

定期發送刊物到每個

班級、處室；不定期舉

辦講座。 

人手不夠。在撰稿或排版方面人

手皆不足。 

曉明女中 

 

「Goose 

故事」 

起先試圖

與校方溝

通，後期

因雙方共

識不足而

完全地下

化 

定期發行刊物；前期

舉辦講座，後期藉編

輯討論會建立想法交

流平台，從參與者生

活周遭出發，試圖將

此種態度擴展到社會

層面。 

前期是與校方溝通的障礙，其他

則是刊物印刷資金來源不穩定、

人力不足、以及刻意為之的平台

化運作方式，使得責任歸屬不明

確等等。 

 

歸納以上訪談結果，可以發現普遍存在各學生組織之間的困境包括：進入體制與否的

掙扎、自身定位的難題，以及金錢、人力等資源的困乏等等。各學生組織選擇的做法各個

不同，但皆為幾經思考與嘗試後，試圖在所處環境下達到最理想的結果。上述問題將於下

段詳述之，並透過個學生組織之經驗，提供作法上的參考依據。 

 

六、學生組織之運作困境及其相關建議 

 

（一）進入體制與否的掙扎 

 

１、分析進入體制的利與弊 

 

進入體制成為正式社團的好處為：行政上相對方便，包括借用場地與活動宣傳，

都能節省不少時間與人力；缺點則為行動層面上相對不自由，並且必須付出相對的代

價，舉例如：社團評鑑等等。 

 

２、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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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組織應評估其理念與作法上是否與校方能有互利之合作關係，若進入體制不

減損其理念（如：不會因為成為正式社團而無法獨立決定發行刊物之內容設定），反而

能增加其行政效率與方便性，則進入體制不失為學生組織的好選擇；反之，若進入體

制反而造成其行事不便，綁手綁腳，甚至影響社員參與意願（如部分學校有社團參與

數量之限制，成為社團反而使參與成員無法兼顧兩個社團），則保持地下化或許是較好

的方式。但以上兩者皆應與校方持續溝通，必免製造更多衝突而破壞校園安寧。 

 

（二）自身定位的難題 

 

1、自身定位難題之面向 

 

學生組織成立之初，該成為一個怎樣的存在便是根本的問題，而組織運作上軌道

後，成員仍可能會面對到來自校方、家長、同學，甚至是自我的質疑，諸如：學生的本

分應該是課業上的學習、參與學生組織是否被操控成為政黨傀儡、帶壞同學；自己的

作法是否真正具有當初預期效果、付出與回報是否值得等等。 

 

2、相關建議 

 

參與成員必須學習邊做邊調整，ㄧ再隨著新的狀況重新定位組織，盡可能朝著適

合新狀況的方向發展；面對質疑的聲音，應謹慎思考其是否有其道理，或僅是毫無根

據的發言，並在其中取得平衡，找到自己的可以接受的解釋。 

 

（三）資源來源的不確定性 

 

1、資源來源的面向與困境 

 

雖然學生組織規模通常不大，但要維持組織基本的營運，人力、資金仍是不可或

缺的；另外一個問題則是時間，活動準備需要時間，參與也要時間，但是在如今升學

體制下，學生往往因為課業而無法挪出時間。 

 

2、相關建議 

 

金錢收入部分主要分為兩種，一是靠組織的商品、刊物收入，二是向商家、老師

同學等對象募款；若為正式社團可能會有學校的補助，但各校金額多寡與穩定性都有

所不同。因此，建議學生組織在經費上多管齊下，並且積極開源節流。 

 

人力與時間的部分，跟每個組織成員願意投入的程度、專長、家庭支持程度，都

有不小的關係，也因此每個人能夠且願意付出的程度不盡相同，成員彼此應互相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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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達到平衡。當然組織的向心力與團隊合作的氛圍還是需要培養的，但不該因成員

付出的心力不一而互相責怪。 

 

參、結論 

 

在研究過程中可以發現：學生試圖在校園中做出社會參與的組織行動，除了解決事務性

的問題之外，也必須持續與校方交涉、溝通。學生組織秉持最初的信念：以自身的分享、書

寫、舉辦座等討論活動之方式，呈現所見所聞的事不同的面向；而校方由於其教育理念，以

及對未成年青少年之關心、擔心，而試圖對學生的行為加以限制。在這個事件中雙方各有立

場，但不論是透過最初的對話、雙方讓步妥協，或是後期避免正面接觸、私下轉型發展，都

是學生試圖在現有的體制下尋找出路的方式。 

 

「Goose 故事」期許組織能夠透過各種方式，使讀者、參與者對週遭的世界有感、有意

識，並帶著這樣的習慣，在日後踏入社會後持續保有對所處世界的關心。其信念與社會參與

概念不謀而合（如前文所述，社會參與是「透過認同、關心社會，進而主動且積極行動、投

入社會的行為。」）即使短短一年內，無法有效量化其所造成的影響及力度，但若探討參與者

本身技能的成長、心態上的轉變，以及校方在與學生溝通後所做出的妥協、讓步，如同其他

社會參與的情形，都只是微小的改變之一。其他學生組織也有著各自的做法，或許看起來微

不足道，但社會的變遷便是由這樣小小的改變累積而來，即使不同學生組織做法不盡相同，

理念卻都是是希望透過從身邊開始的一點改變。學生沒有因為自己的身分而放棄社會參與的

可能，而是盡自己的力量，讓社會往自己所想像的、好的方向前進。 

 

即便有各式各樣、不一定有正確答案的各種問題必須不斷思考與摸索，但這樣嘗試、改

變的循環，也正是學生成長學習的一部分。再說真正離開學校後，社會也是一個需要不斷被

重新定位、有前車之鑑卻沒有正確答案的地方，因此這一切思考與摸索對於學生而言不嘗也

是一種進入社會前的練習。校園中的社會參與是必須且重要的，也是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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