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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問責座談會會議紀錄 

2016/5/31 

▓會議名稱：公共問責座談會嘉義場 

▓日期時間：105 年 5 月 18 日(五) 14：00-16：00 

▓地點：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第一會議室 (嘉義市忠孝路 275 號 ) 

▓出席人員：公視總經理 丘岳、新聞部經理 黃明明、企劃部組長 蘇義雄、研發部經理 侯

惠芳、研發部資深研究員 徐青雲、研發部副研究員 王如蘭、研發部 陳鳳琴。 

▓出席團體代表及民眾：太保市祥和文教基金會董事 陳永和、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

會 黃清助、虎尾科大副教授＆嘉義市太平里居民 陳裕芬、莊凱全兒科診所 莊

凱全、概念室內樂集音樂總監 黃子玲、嘉義市小英之友會 邱楹棟、嘉義市民 謝

欣倩、嘉義市生命線副主任 朱岳、嘉義市生命缐協會志工團團長 吳蝶梅、嘉

義市發明人協會 陳穗祥、團體 謝宗位、鋼琴老師 賴品真、蔡仲夏、台灣圖書

室翻轉嘉義工作隊 陳家民、晨光智能發展中心 孫秀玲、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

嘉義基督教醫院 成淑貞、頂菜園 陳明惠、博愛仁愛之家 陳美惠、中埔遊客中

心 簡于欣。 

▓會議記錄：陳鳳琴 

 

一、發言者「概念室內樂集音樂總監 黃子玲」： 

公視關心嘉義，讓嘉義人可以發聲。從媒體觀察中，發現決策者跟民眾有很深的代溝。

曾任教國小教師教職 13 年，現回歸家庭陪伴三個小孩成長，建立家庭相處的時間。現教育的

領堿只培養聽話的人，孩童於求學的過程中，缺乏發言及思考的能力。 

從接觸國外的經驗，觀察到國外的小學生，下課後會主動到圖書館做功課、看書及找資

料，自主性相當的高。但台灣的圖書館，較著重於借閱率，希望小孩多去借書，辦理借書護

照。 

據瞭解奧地利國家，於國小五六年級時，就採取能力的分流，老師讓家長明白，小孩適

合技術或學術路線，家長們高達 95%的能接受。相對於老師的專業及陪伴小孩的時間，足以

認識孩子的特質，老師及家長可以很信賴小孩的分流。 

親友的小孩於求學過程中，被分類至技職的領域。礙於華人家長的思維，採用學術的教

法，小孩長大後順利變成為奧地利公立大學建築系的教授。但事實上教授及木工師傅的收入

是差不多的。其實是社會觀感影響了學習的分流。 

嘉女的校長於朝會時，跟學生喊話：「你們是不一樣的，你們不同於一般的技職學生」，

強化了教育的焦慮，讓學生誤以為升學才是唯一的道路。依教育支出比率，觀察北歐小於10%，

先進國家約 20%，台灣的家庭支出比卻占 80%如鄰近的新加坡、韓國及日本等國家，突顯家

長們的焦慮問題。應該反思，這樣的教育之下台灣的競爭力是什麼？台灣的優勢為何？台灣

給人代工的印象，是否有扭轉的機會？教育的問題，讓家長們需要具備強而有力的心臟，補

習及樂於學習這些方向，都需要大家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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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總經理回覆： 

謝謝黃老師跟我們分享親身的體驗。未來我們將針對這個方向，提供更多探討的空間。 

 

新聞部經理黃明明回覆： 

教育問題讓父母們感到焦慮，面臨學習競爭力時，都擔心孩子錯過學習的時機，我們該

反省國家的政策的功能為何？國家需要怎麼樣的孩子，該如何培養國民。 

台灣需要這麼多的大學生嗎？這也是大家的疑問？英國的九年級生，約國高中時期，也

是進行分流，區分成三類。一、極專業路線，例：首相、內閣官員、律師及會計師之類，二、

工藝技職路線，三、現代高中，培養成為社會公民，服務業等。對老師的信任，家長的接受

度高，國外就讀大學的學費很貴，入學的門檻高。當台灣人人都是大學生時，該反思的教育

政策應著力於培養人才。 

 

二、發言者「概念室內樂集音樂總監 黃子玲」： 

從美國設計學校及瑞典木工學校，看見從小訓練孩子美學的重要。近年來韓國軟實力的

躍起，成為一股新潮流，變美麗成為最重要的事。反觀我們的孩子，對美學的學習，似乎被

壓抑者，有待被發掘。曾鼓勵孩子去看畫展及聽音樂會，但大多數的小孩，對於免費的音樂

會或畫展，參與的意願不高。課業的壓力過高，寧可選擇去補習，此時孩子就失去欣賞藝術

之美的機會。 

韓國的軟實力及文化的大量輸出，提高了文化的外匯，國家帶動建設及實力。我們家長

們著重視英文、數學能力，塑造成為具有功能性的人。文化其實是支撐國家最強大的基礎。

身為家長消極的避免小孩接觸媒體，因為現在是弱勢媒體在治國。從公共電視的認真，看見

這樣的一股清流，我願意安裝數位電視機，讓小孩安心鎖定公視頻道。希望未來的台灣能提

昇文化藝術美術，強化我們的軟實力。 

 

三、發言者「莊凱全兒科診所 莊凱全」： 

我是一名小兒科醫生，醫生並不是從小就立志要醫生，才當醫生的，絕大部份是會讀書

的孩子，才去當醫生的。其實，分不分流並不重要，我也沒有從小就決定志向。教育不該過

於複雜化。教育最簡單的部份，把學校辦好，未來入學是家長的問題。能夠送小孩出國讀書，

代表它是強勢的家庭，出國讀書一年約需要三百萬，並非一般家庭能夠負擔的。 

台灣的經濟，衰退的原因之一，正是大家都想出國去讀書，公視應該多做這方面的探討。

近二十年教育改革是否有研究報告？藥品上市前都有研究報告及實驗，但我們的教育竟如些

草率的執行。 

我們需要幫助弱勢，讓沒有錢沒有能力的他們，有更多的機會。社會的多樣化，有錢的

出國去，培養天才孩子，不論能否成為哈佛小子，是否具有學習設計跟美學的天賦？培養天

才不該只是重視國英數。大家都是平凡的人，應該多幫助弱勢。 

通常狹隘的眼光會誤以為，小兒科醫生只是治療感冒的。但小兒科與內科不同之處，最

大差別在於，小兒科醫生可以看到一個小孩的成長。從嬰兒，到二三歲最動、四五歲乖巧、

國小很可愛、國高中的轉變，進大學成為文明的小孩子。兒科醫師能培養公民的素養，正因

為陪伴小孩的成長，可以看見小孩，亦可預見下一代的成長。 

從鄭捷的社會事件反思，若你是他的小兒科醫師，應該如何協助他呢？司法處決了他，未來

是否會有些改變？希望法務部長羅瑩雪及立委們能多關注，這些特別案例的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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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官員們明顯缺乏愛、舒適及安全，那如何讓社會變的更好。從教育部長吳思華面對，

高中生歷經一個月徒步環島後，至教育部召開記者會時，不得進入部會討論，站在涼亭下淋

雨的情況，部長缺乏寬恕別人的能力。蹤使感覺學生被操弄，但是當小孩想表達自我意見時，

大人竟吝嗇給予關愛。同時建中的學生對大人們訴說，「你們讓我學習到的只有恨」，從教育

部的官員的反應，真是令人們心寒。 

兒科醫師業餘時，可於各國中校園進行推廣教育。若發現青少年抽菸、喝酒或打架等事

件，青春期階段，只要是情況不要太離譜，多給予陪伴。根據科學報告，等他們長大，腦子

變成熟後，自然就會變好的，日後進入大學就會變成文明的小孩。 

從許多財產繼承的糾紛中，察覺紀錄民族生活，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時代的轉變，正

出現斷層，被拋棄的不只小孩，忘記祭袓的情況日趨嚴重。如何祭袓等問題，怎麼保留傳統

民俗，都是文化的一環。未來民俗活動等，該如何跟上時代的腳步，讓新一代更瞭解傳統文

化的傳承方式。 

 

四、發言者「鋼琴老師 賴品真」： 

感謝公視，也支持公視。關於教育的問題，曾經有人說過：「教育改革要從家長開始」。

因為爸爸是老師，從小爸媽就灌輸，一定要去讀書，讀書才有前途，不讀書只能去當粗工，

是沒出息的。從小弟弟就想當木工，卻一直被拒絕。覺得城鄉的差距跟職業的認同，需要從

家庭開始經營，才能讓孩子感覺到被愛。 

YAMAHA 鋼琴廣告：「學琴的孩子不會變壞」，這句話被推翻了。不是學琴不會變壞，而

是孩子不知道該做些什麼？而是小孩們把時間用錯了地方，並不是每個孩子都需要學琴，都

需要讀大學的，教育的定義不該只是學歷。 

認同莊醫生說法，大家該扶持弱勢，給孩子機會，讓他們去選擇。在國小、幼稚園時，

從孩子的特質看學科能力。關心小孩天生的資質，分流問題僅供家長們作為客觀的參考。未

來孩子在選擇就讀高中時，也可以先選擇就讀五專，提昇語文能力後，將來會有更多的選擇。

教育本質就是該給孩子時間，讓他們成長時，能突顯個人特質。 

我們都在求學的過程中，感受到填鴨式教育的問題，學歷史、重微基分等，學科對孩子

的重要性？每個年齡層的學習，應該多重視技能的部份。建議：請讓孩子在求學過程中多接

觸培養興趣，未來才能有更多的選擇權。 

三大問題分享：一、關於家中的越南籍外傭，於家庭服務期間，所累積的情感，不僅於

勞傭的關係，她們其實也是家人。變成外籍配偶的她們，面對語言及生活中的問題，我們該

如何陪伴他們融入生活，該如何協助他們陪伴孩子成長？希望媒體能夠發揮力量，多重視這

個族群的問題，多傾聽外配的故事，讓共鳴成為支持的力量。二、流浪教師過多的問題，引

發任用及剝削的情況，現教師趨向鐘點化，老師們的教育熱逞是否被澆熄，需要多關懷。三、

失智家庭的需求，期待實現在宅醫療的措施，老齡化的社會結構，需要安全自在有愛的養老

村。建議：嘉義市政府不要再招商，已徵收嘉義空軍市場拆掉後，閒置近十年成為停車場。

衷心希望嘉義市，可以變成一個安全有愛的養老村，共同解決失智老人的問題。 

 

丘總經理回覆： 

這些都是很值得探討的議題，我們會努力讓大家關注討論。 

 

五、發言者「蔡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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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老師服務二十四年。最關心教育的問題，目前十二年國造成許多的問題，但大家都

知道有問題，可是教育部卻不知道問題，也不願改革。期待發揮媒體的力量，讓新政府就任

後，能針對教育方面進行改善。 

因應少子化的現況，目前各中小學減班後，導致許多的超額教師的名額。經發現即使具

有任教經驗達十五年教師，也因減班後被借調成為年資最淺的老師，減班時都會有被轉調或

刪減教師情況發生。目前少子化的問題嚴重，教師的名額充足之餘，大家深感技職教育不足，

應討論相關的配套措施才能因應。 

目前教育的困境，孩童面對考試制度，有補習的壓力，偏重學科導致缺乏創意。先前參

與課綱研討會時，委員們表示，若將公民、歷史及地理合併成社會科一科時，每減一科後，

將會影響三千多名教師的授教權。教育部及委員會們缺乏深層的探討，好的議題需要集結民

眾的聲音，共同發揮媒體的力量，一起監督政府的執行狀況。 

 

丘總經理回覆： 

這次於嘉義舉辦問責座談會，針對公視今年訂定的四大旗艦議題，各位有許多很好的建

議，我們彙整後，會在新聞及節目中提出建言，提供給政府單位參考，這也一直是我們努力

的方向。 

 

六、發言者「虎尾科大副教授 陳裕芬」： 

家中有應屆要上大學的新鮮人，身為高三的家長表示。教育部現階段多元入學，已經變

成真正多元入學，需要花費很多金錢，至各校繳納報名費，再去各校複試或面試。教育部應

統整這些考試政策。請不要讓弱勢的孩子，成為永遠的弱勢，無法就讀大學。 

多元入學後，小孩要補音樂、補美術及補體育。覺得孩子應該要開心的去運動，而不是

一直為了爭取獎牌，只希望得到加分。我本身是體育老師，二十年前因體保生的身份，保送

就讀大學。但發現就讀體育班的孩子，教練只會重視訓練，並不重視學業的部份。甚至棒球

是國球，但訓練及比賽的過程艱辛，賽期長達一個月，基層的教育未紮根，讓孩子缺乏學習

的機會，國家對體育政策需要很大的改進。 

目前任教於科技大學中，大學生三、四年級需參與實習學分，學生到產業界去實習，但

實習後發現，根本學習不到技術，反而是被經濟部及業者，把孩子變成廉價的勞工。 

台灣需要競爭力，台灣很美。居住於嘉義市區，卻經常聞見豬糞的味道，空氣污染問題

嚴重，嘉義縣市與環保局互踢皮球，每次聞到味道，每次只能電話檢舉，但立委、環保署連

廢水污水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這也影響了台灣的環境及形象。若無法改善，如何吸引國外

的觀光客，也無法提昇台灣的觀光收入，未來台灣該如何提昇競爭力呢？ 

 

七、發言者「台灣圖書室翻轉嘉義工作隊 陳家民」： 

覺得台灣是一個價格及價值很扭曲的國家，受工業發展的影響，如日本、美國等，變成

以利益為優先，台灣做代工，只追求經濟的成長，並未有長遠的規劃。近期關心民眾參與，

接觸環境的議題後，覺得地球的環境被破壞了，人類不該只追求金錢及經濟自由。引述文學

家：硬幣的人類創造出來，虛擬的自由。交換自由，讓環境正義逐漸失去，我們成為迷失自

我的人類。 

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不丹這個國家，當有小王子出生後，全國種樹十萬棵。國民更立

志每個人一生要種十顆樹，他們對環境意識十分友善且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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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競爭力，台灣少子化並不構成威脅，目前台灣人口太多，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未

來有機會改變社會的結構，甚至恢復土地的正義等問題。台灣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價格及價

值的取捨，帶來了價格，也帶來了污染。但永續經營的歷史文化，能否因為價值觀被改變。 

 

八、發言者「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黃清助」： 

公視《有話好說》節目，長期探討長照的議題。未來希望公視在影集的製作方面，多多

針對各種身障的區塊。本人因經商時因車禍造成脊椎損傷，發覺近年失智的議題，讓民眾們

對失智者及家庭，提高許多的同理心。但尚有許多脊椎損傷的家庭，在社會比較低底層，於

生活及照顧上，身障者及家人常常面臨很多的困難，希望公視能多多報導各種障別的狀況。 

由於本身是身障者，看電視的時間較長，平時觀看大愛電視台時，覺得節目內容太過於

正向，身障者通常比較低潮，人生並不會那麼順利，其他台八點檔的戲出，對身障者詮飾過

於誇張不客觀。 

希望公視多關懷地方上小型的社團，提高大家同理心，關心脊椎損傷障者及家庭，這樣

的狀況，很多的不幸，不需要每個家庭都承受這樣的經歷。 

 

丘總經理回覆： 

公視長期關懷身障的相關議題，關於脊椎損傷者的部份，未來公視會同樣關切。 

 

九、發言者「嘉義市生命線副主任 朱岳」： 

生命線是關懷社會及服務的單位。公視關心銀髮族及失智的部份，但還有一個議題是照

顧者，長期面臨照顧者及本身承受的壓力，需要大家多關注。 

曾任建教合作班的老師，目前是任職社工的工作。常處於弱勢的孩童及高風險家庭中，

發覺教育與貧窮是息息相關的，當主要的照顧者家長，失去工作的能力時，家庭缺少經濟來

源時，導致家庭情感上的問題，長期情緒的累積，引發家暴等問題，因家庭因素影響小孩的

受教環境，甚至新住民父母酗酒、隔代教養及失能的問題，綜合上述的問題。 

一般大家關注到的議題較沉重，進一步發現挖掘更加重要。公視很努力發現光明的部份。

讓身為社會工作者，常保有優勢的觀點及正向的想法，人們都需要有自信心及自助，才能看

見社會的希望及家庭重生的力量。 

目前有位約七十多幾歲的志工，服務達三十多年，他保有健康尊嚴的老化，同時發揮《銀

享 2 世力》的精神，於資源服務中，展現自已的光和熱，樂於分享經驗。若大家能提昇自我，

雖然有時嚴肅或許也會有光明，透過媒體的力量，將會是社會上最寶貴的禮物。 

 

十、發言者「太保市祥和文教基金會董事 陳永和」： 

曾任教於國中三十四年的退休老師，以前是以升學主義為導向的時代，從教務處看孩子，

不僅重視升學狀況，更關注學生多方面的表現。但現在學生的升學壓力並未減少，學測制度

還是替學生定終生。尤其國三學測後，至畢業前兩、三個月的放鬆期，很容易滋生青少年的

問題。教育部的政策改善效果有限，整體大方向仍未改變。學校總體上仍重視成績好的學生，

最需要照顧的還是下段班的學生。從輔導處看孩子，推動多項才藝表演，如：鋼琴演奏、青

春熱舞、戲劇、卡啦 OK 等活動，讓學習意願低的學生或中輟生，從活動中尋找興趣，穫得

肯定及鼓舞，會提高生命的義意。 

退休後關注青少年發展協會輔導的工作，因弱勢兒童及青少年的問題仍存在著，如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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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社會資源及關切？目前召集許多退休的老師，至各學校演講分享教學的經驗。鼓勵協助青

少年讓時間輔導，拉他們一把，陪伴是最重要的課程，有助改善青少年時期的惡習，不該只

是糾正偏差行為，給予改過的時間更是轉導的功能。 

希望公視多關心青少年，目前的社會環境，不該只專注自家的孩子，未來孩子長大後，

面臨的週遭環境更甚重要，希望大家共同關心青少年，青少年這個區塊，雖然沒有選票。但

很需要大家共同關心。 

 

十一、發言者「虎尾科大副教授 陳裕芬」： 

每年國中及高中學測後，等待著申請入學分發前的空窗期，總是困擾著家長及老師們，

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因為仍有尚在準備指考的學生，學生們正面臨著壓力等問題，大家應

該共同關懷。 

 

十二、發言者「鋼琴老師 賴品真」： 

關於污染的問題，環保局應協助改善，不僅是開罰處置。例：漁牧共生可解決大部份的

問題，柚子樹下養雞，可節省肥料，形成有機的環境，讓環境及生活共利。 

曾有代課老師家訪時，家長認為讀書，不如學習技能，教育應該及時推廣多元。文憑沒

有年齡的限制，技能的學習應該更早接觸。小孩的空窗期、連假及彈性放假時，孩子們需要

更多的陪伴。尤其是勞工階層的家長，更需要多陪同減少失序的問題。 

希望大家能多愛一個別人的孩子，自已的孩子就少一個被傷害的人。 

 

十三、發言者「中埔遊客中心 簡于欣」： 

從接觸遊客當中，觀察親子間的相處，覺得家庭教育特別重要。彈性放假後延伸的問題，

關於孩童的安置，還有隔代教養孩童，可能獨自閒晃玩耍，安全的問題需要政府提供完善的

配套措施。 

近日鄭捷事件的新聞，引用誇大的標題，缺乏正向的觀念。目前家長只能採取拒看新聞

拒看電視，避免電視的亂源，影響孩童的成長。希望公視多報導，正向的新聞報導，避免讓

負面新聞殘害孩童。 

 

十四、發言者「鋼琴老師 賴品真」： 

新聞報導不公正的情況下，目前拒絕收看新聞，希望觀看好的新聞報導，生活的好事還

有很多好的事，值得被報導。 

因家人在安養中心及護理之家，觀察到許多長輩們，都很需要被關懷，從長輩的生活經

驗中，值得挖掘好題材，報導好的故事。長者們因嬰兒及孩子的陪伴，注入了新的力量，未

來希望有方法，能讓小天使們更接近我們的老寶貝。 

 

丘總經理回覆： 

未來在節目及新聞的製作方向，會納入大家的意見及想法。 

 

企劃部蘇義雄組長回覆： 

公視一向強調多元價值的精神，並不會將學歷當成唯一。如同公視的節目《誰來晚餐》

等戲劇。我們應該更強調各行各業各階層，仍然有很多故事值得被報導，透過價值觀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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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機會去改變過往的陋息，我們會繼續努力，採用戲劇的方式，呈現回饋給大家。 

 

研究發展部侯惠芳回覆： 

關於外配新住民的部份，節目部目前正公開甄選，讓這樣的節目發聲。2007 年公視更規

劃了一整年的節目「落地台灣姐妹同國」的活動節目，節目、紀錄片、戲劇、公視致力於這

些區塊。新住民的故事由印尼籍的外配莫愛芳飾演，參與演出後，她榮獲金鐘獎最佳女主角

獎，演出也為了她的人生開了一扇窗。 

身心障礙的關懷，公視一直是很關懷的，致力於多元平台價值的呈現。從黑糖導演的戲

劇《一首搖滾上月球》，透過拍攝罕見疾病爸爸們組了一個樂團的故事，讓更多人引起共鳴，

這是一部相當動人的紀錄片，另沈可尚導演拍攝《築巢人》從自閉孩子的角度，實鏡拍攝出

真實的情感，也獲得國際上的大獎，公視一直努力於戲劇上，希望讓更多弱勢的故事被看見。 

前幾場的問責座談會，也有觀眾反應，我們的節目比較灰暗，比較社會的底層。但這些

層面於公視頻道上，就是我們比較關注的。 

每週三的新聞專題報導《獨立特派員》，我們關心長照的議題，長期研究的周傳九記者，

成為國內長照方面的專家，相關法案於制定時，公視接受諮詢也提供最專業資訊。 

公視重視環保的議題《我們的島》節目中「魚菜共生」的單元，目前是 Youtube 點擊率

最高的一集，雖然尚有許多議題，暫未成為一嗚驚人的話題，但公視努力耕耘十八年，正累

積影響力。當然教育的議題，一直也是公視新聞很重視的單元，我們深感這是國家很重要的

部份，對於教改的失落，我們一樣很關切，當然未來公視仍會致力關心教育，這個重大議題。 

 

新聞部經理黃明明回覆： 

大家一直很關心的新聞操作問題，覺得比較不理想的部份。我們正透過建設性新聞的觀

點，希望從新聞事件的案例透過巧思，作不同的呈現方式。例如，讓寵物陪伴長輩，從《Peopo

公民新聞報》的單元，看見袓孫共學的幼稚園，讓小朋友及袓父母一同上學，解決了幼稚園

人力不足的問題，同時互為陪伴，老人獨居的問題，經由教養同時得到改善，多運用創意的

作法，也同時增加歡樂。 

於教育哲學的課程中，大家都知道的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媒體、政府能做的，就是把

每一種學校都辦好。不論在任何角色及位置上，當目標一致時，大家可以共同努力。 

 

丘總經理總結： 

嘉義場的議題討論，許多可擬聚共識，聚焦於媒體的建言功能。公視在節目設計及新聞

的製播都十分自律，並儘可能符合多元觀眾的需求。請大家轉台收看公視，相信能減少對收

看電視的失落感。 

公視曾於四月份舉辦建設性新聞研討會，從新聞的多樣角度去看事情，減少批判的部份，

多一些解決問題的積極建議。《公視新聞》自我要求甚嚴，盡力製作最好的新聞回饋給觀眾，

因此需要觀眾更多的支持。我們有公視之友給我們捐助的支持，但我們更重視大家的建議，

未來在議題的設定時，會將大家的建言，一併納入整體規劃的參考。 

我們的 FB 粉絲團、Line@也歡迎大家的加入，增加彼此的聯繫，更歡迎大家來參觀公視。

也請大家告訴大家，放心觀賞公視各類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