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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走讀立法院，民主行路 

一、國會是什麼，歡迎來認識： 

    相信大家都聽過「國會」，但國會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呢？讓我們以走讀的方式，從各項

層面循序漸進的認識「國會」在民主國家中的功能與地位。 

(一)國會角色： 

    依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成，代表

人民行使立法權，就其職權、性質及功能而言，相當於一般民主國家的國會。 

(二)國會任務： 

  1.透過廣納民意和政黨討論形成政策。 

  2.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也監督政府施政、把關國家預算編列。 

  3.許多政府的重大人事安排，也要經過立法委員「行使同意權」才能任命。 

(三)行政互動： 

  1.行政院提交每年度總預算案給立法院審議，並且提出各項施政方針、施政報告。 

  2.立法委員在開會時，可以針對國家施政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 

(四)五權憲政： 

  1.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中央分設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五院。 

  2.立法院除與行政院外，與總統及其他 3院亦有密切合作與相互制衡。 



(五)總統與五院之合作與制衡： 

 
二、國會來選舉，一人投兩票： 

    歷經數次修憲，我國現在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為： 

任期 4年，連選得連任，選舉方式是單一選區兩票制，也就是說每個選民會有兩張選票，一

張投給政黨，選出不分區立法委員；另一張投給候選人，選出「區域立法委員」或「原住民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選舉制度： 

 

總席次 113人，每屆任期 4年，連選得連任 

三、國會齊心力，相挺好夥伴： 

    國會的組織架構為何？立法委員的職權又有哪些？讓我們透過下列圖表資訊一起來了

解。 

立法院的組織架構以全體立法委員為主，設院長、副院長，並設有常設委員會及特種委員

會。另有幕僚部門，協助立法委員處理各項事務。 

(一)立法院組織架構系統表 



 

(二)立法委員就職 3大要點： 

    立法委員就職宣誓是相當神聖重要的一件事，由司法院大法官監誓；完成宣誓儀式後，

才算正式就職，才能行使立法委員職權。 

  1.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每屆立法委員任滿前 3個月內應選舉出下一屆立法委員。 

  2.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立法委員應於每年 2月 1日及 9月 1日起報到。每屆第 1

會期報到首日，辦理立法委員就職宣誓與選舉院長及副院長。 

  3.依據《立法院組織法》 及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目前立法院共有 8個常設

委員會，分別負責審查由院會交付之法律案、預算案及人民請願書等議案。 

    每位立法委員僅能參加 1個委員會，每個委員會至少 13位委員，最多不超過 15位委

員；每年有 2個會期，單數（1、3、5、7）會期，應依照抽籤辦法按時程重新辦理委員所屬

委員會的抽籤及席次分配，以確認各委員會委員名單。每會期由各委員會所屬委員選出召集

委員 2位，負責各委員會的議程排定及會議召開程序的主持與進行。 

(三)立法院院長之產生與角色： 

    立法院院長為立法院的最高首長，主要職權是對外代表國會，對內主持國會議事。院長

及副院長均由各屆立法委員互選產生。 

 
(四)權限內容 

    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決）算案……等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職權。透過下列圖

表，可以更清晰的明瞭立法院的權限內容與其他立法權重要事項。 



 
(五)其他立法權重要事項： 

    嚴守權力分立原則： 

 
貳、立法院權責，使命重任： 

一、國會審法案，一步一步來： 

    從提案到正式公布，往往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在過程中，集結眾人的智慧、整合各方

的意見，一步一步按部就班進行，讓法案內容變得更加周全。 

(一)法律是如何通過的?! 

1.提案： 

誰可以提出法案呢？ 

除了立法委員以外，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也能針對各自的職掌，向立法院提

出法案，請立法院進行審議！ 

2.程序會排案： 

 所有法案，都會先送到程序委員會，程序委員會負責審定議事日程，讓法案依序進到「院

會」審議。 

3.院會一讀： 

(1)法案進入院會後的第一步，就是一讀——在院會中朗讀標題。 

(2)接下來，大多數法案就會依照性質，交付相關委員會進行詳細、專業的審查（比如外交

及國防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3)但有少部分法案，因時效緊急等因素，院會可以決定略過委員會審查，這就是新聞上有

時會看到的「逕付二讀」。 

▲付委 

4.委員會審查： 

(1)由於法案種類繁多，為了深入討論，立法院以專業分工的方式，設置了八個委員會，包

括：內政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財政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交通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2)委員會審查時，可以邀請行政機關來說明，也可以邀請學者專家、社會人士列席提供意

見，必要時也可以召開公聽會，聽取各方意見後，進行討論，最後把討論過程及修法意

見作成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3)此外，委員會審查完時，必須議決是否交由「黨團協商」，不須黨團協商的法案，在院會

二讀時，可直接依審查意見處理，但如果有黨團或出席委員提出異議並經連署或附議，

法案就仍然會交付黨團協商。 

特別說明：常常有人誤以為「委員會審查」就是二讀，事實上，一讀、二讀、三讀的程序都

是在院會中進行的。 

▲逕付二讀 

5.黨團協商： 

交付黨團協商的法案，由各黨團推派代表，針對法案內容再進行討論、化解歧見，如果超過

一個月，各黨團仍無法達成共識，就可以由院會二讀進行處理。 

6.院會二讀： 

(1)第二讀會是在院會處理經各委員會審查完畢，或是之前經院會決定逕付二讀的法案，進

行深入地討論、修正、表決。 

(2)經過二讀，法案內容大致都定案了，因此，第二讀會是整合各種意見的最後一道程序，

非常重要。 

7.院會三讀： 

(1)第三讀會則是宣讀經過二讀的內容，通常只作文字的修正。 

(2)到這裡，法案已走過漫長的議事程序，集結眾人的智慧，並整合了各方意見，即將成為

我國法律的一員！ 

8.總統公布： 

  經過三讀後，立法院就會咨請總統公布，除行政院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外，經由總

統公布後正式成為保障人民權益、規範社會生活的法律了。 

二、國會停看聽，預算打通關： 

(一)國家年度總預算的審議，和法案的審議程序相似，兩者的差別在於： 

  1.總預算案只能由行政院提出。 

  2.總預算案在交付委員會審查前，行政院院長、主計長、財政部長必須列席立法院院會，

報告預算編製經過並備詢，詢答完畢後，才交由委員會審查。 

  3.由於立法院負責替人民看緊荷包、避免政府亂花錢，因此審議預算時，不可以提議增加

支出，也不能移動預算所屬項目。 



 

(二)中央政府預算編審、執行及決算程序： 

    有關中央政府預算編列與執行，均依法辦理及接受監督與查核，立法院在政府預算運作

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代表民意進行審議。經過此流程後的預算案，最後會依政府資訊公

開法，於網站公告預決算書，任何人都可以查詢。 

 

(三)需經立法院審議之預算案有哪些？ 

 

(四)為什麼您應該關注預算審議？ 



 
(五)總預算案審議重點： 

    立法院審議總預算案時，會非常專業、仔細，我們想要快速了解的話，可以先從幾個重

點切入。 

 

三、國會大殿堂，立委小日常： 

    在立法院這座殿堂，最重要的場域，莫過於議場，行政單位、各政黨與立法委員在此發

揮各式各樣的政策辯論與攻防，透過監督，為國家人民謀求最大福祉。 



 

席次圖 

立法委員的日常： 

    立法委員每天都在做什麼呢？其實他們的工作不只是開會而已，從清晨趕高鐵到晚上鄰

里活動，從質詢臺到選民服務，還有居間協調中央與地方等等，處處皆是工作行程，項目包

羅萬象。 

 

四、國會不同款，超級比一比 

    我國立法院是屬於一院制國會，和新加坡相似。而如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家議會則分

參議院、眾議院，屬於兩院制國會。這兩種國會制度其意義為何？又各自有什麼樣的優缺點

呢？讓我們透過下列圖表來瞭解。 



   

五、國會資訊多，網站找得到： 

    想更加知曉立法院的所有資訊，上網查找是最快速簡便的方法，而立法院官網就是最佳

起始站。秉持「民享、專業、開放」的國會精神，提供「國會運作」、「委員問政」、「議事公

開」與「國會外交」等相關主題網站之入口，力求國會運作的開放透明，讓民眾感受沒有距

離般的親近，進而提升全民參與的目標。 

立法院的主題網站，想逛哪裡就逛哪裡： 

(一)議事暨公報資訊網（大公報系統新版 2023年上線） 

    想了解立法院的各式各類議案或熱門焦點、最新議案嗎？此系統特色，是以「議案」與

「會議」為主軸，只要輸入關鍵字，就可輕鬆查找相關資料，內容非常完整。 

(二)國會圖書館： 

    國會圖書館就像一座典藏豐富的國會議事資料庫，透過「立法資源」、「立法委員問

政」、「焦點議題」、「立法智庫」等 4大類別，提供全民使用。 

(三)國會頻道： 

    為使國會頻道更貼近「深度使用者」需求，特將國會頻道相關功能加以整合，建置「國

會頻道網站」，除提供收視直播影像外，還可進一步查閱議案相關文書資料。 

(四)立法院開放資料服務平臺： 

    提供立法院「議事」、「質詢」、「委員」、「會議」、「原始檔」與「其他」等 6項服務類

別，共 38項資料集，以利民眾和公民團體加以應用。 

(五)議政博物館： 

    議政博物館統合及保存所有議政史料，立法院歡迎大家實地走訪參觀，或透過網站，來

一場線上小旅行，保證讓您收穫滿滿。 

(六)議事轉播 IVOD：議事轉播 IVOD可觀看立院會議實況轉播，並有會議隨選功能，提供會

議完整影片與委員發言片段影片，所以若想知道自己選區立法委員問政品質如何或想關

心感興趣的議案等，透過此網站絕對能讓您輕鬆掌握。 

六、國會圖書館，實用小幫手：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是國會殿堂議事的保存者，由於館藏資料量豐富，當我們在線上瀏覽

時，該如何著手搜尋較好？別擔心，請跟隨以下步驟，找到您想要的資料吧！ 

▲如果想要知曉某位立法委員的問政資料，該怎麼查找呢？ 

  國會圖書館幫所有立法委員的問政表現做了一個「立法委員問政專輯」懶人包，只需動動

手指點一點，就可以看到歷屆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走跳的足跡。 



 

點選立法菁英：1.點選想查詢的立法委員 2.再點選基本資料、問政成果或是問政統計 

 

點選成果展現 

「立法委員問政專輯」提供「成果展現」頁籤，以圖表顯示各政黨的法律提案、審議進度、

委員質詢及會議發言等統計數據，讓您輕鬆瞭解立法院歷屆的問政成果。 

 
▲如果想要查找某條法律的相關資料，又該怎麼做呢？ 

  若想知道最新公布的法條內容有哪些，只需在國會圖書館網站的「立法院智庫知識平臺」

上，點選「立法院法律系統」，不用耗費心力，一指按下就有囉！ 

點選/搜尋 

點選或搜尋想查詢的法條 

 

▲如果想要知道法案審議過程，網站上也可以查詢得到嗎？ 

  當然可以！「立法院法律系統」提供法律制定、修正的立法歷程，就像法律的成長史，列

出每個法案從一讀到三讀各階段的會議日期、會議紀錄及審查報告等資料，讓您一目瞭然。 



點選立法歷程 

 

點選異動條文及理由 

法律案的制定或修正說明，收錄在「立法院公報」的相關紀錄中，「立法院法律系統」也很

貼心的摘錄，放在「異動條文及理由」哦！ 

 

七、國會快捷鍵，查找真方便： 

    除了國會圖書館資訊網以外，立法院官網首頁（www.ly.gov.tw），網頁下方還有許多快

速連結，如「議案整合暨綜合查詢系統」，「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等常用查詢系統，幫助民

眾查找議事及公報資料更為得心應手。 

▲如果想要知道立法院的開會訊息，要怎麼查詢呢？ 

立法院會議分為院會及委員會，院會於每週二、五舉行；委員會則於院會日期以外，每週

一、三、四召開會議。想查詢什麼都可在「立法院網站首頁」點選。 

 

▲如果想要查詢會議議事及公報，網站上該如何操作呢？ 

由立法院網站首頁的快速連結，進入「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即可開始查詢。 



  
▲預算書哪裡找？就算找到了，會不會很難看得懂呢？ 

  民眾如果想要查詢預算書，可以透過下列圖表顯示的相關網站來連結。「預算書」聽起來

似乎有點艱澀難懂，其實只要掌握 3個要點，任何人都能輕鬆搞定哦！ 

看懂預算書 3撇步： 

1.找：由於預算是以計畫為基礎編成的，各機關單位編預算時，會明確列出計畫內容與預算

金額，因此要先找到預算書，並了解各機關的職掌及計畫。 

2.查：查看預算案編列的重點，和資源運用效益的數據變化，才能評估預算編列的合理性及

必要性。 

3.想：思考各機關是否有效運用預算編列的人力、財力與物力，完成計畫目標，必要時提供

建議，讓財務發揮更大的功效。 

▲預算書這裡找 



 

參、漫遊立法院，鬥陣參與： 

一、國會面對面，一點都不難： 

    在臺灣，立法院的議事現場是民主驕傲的櫥窗，沒有深不可測的距離感，想要走進立法

院，其實很簡單。只要您願意，您可以透過申請到議事現場聆聽，也能夠 24小時透過 3C螢

幕隔空相見。 

(一)身歷其境：申請現場旁聽： 

▲申請旁聽院會 跟我這樣做 

 

 

 



(二)議事 ON AIR：國會頻道： 

1.有線電視、無線電視、中華電信 MOD：為了讓國會議事更加公開透明，目前國會頻道在全

國有線電視系統、中華電信 MOD平臺、無線數位電視臺，家戶電視的覆蓋率幾乎可達到

100%，確實保障民眾們的收視權。 

 
2.各大手機影音平臺：隨著手機等行動裝置普及與網路基礎建設的成熟，越來越多人習慣使

用行動裝置的影音平臺觀賞節目。面對這樣的趨勢，本院將國會頻道的播放平臺，擴及傳

統電視以外的行動裝置。自 2017年 9月起，全民皆可透過 5大電信業者的影音串流平臺

（如下），免費觀賞國會頻道 1臺與 2臺的議事轉播，並透過國內新媒體各網站的合作進

行轉播，全國 2,900萬手機用戶隨時都能收視。 

 

3.國會頻道網站：為使國會頻道更貼近「深度使用者」之需求，本院將國會頻道相關功能加

以整合，建置「國會頻道網站」(parliamentarytv.org.tw) 

▲國會頻道網站使用特點 

(1)掌握當下：使用者透過網站「直播 LIVE」就能收視直播影像，掌握當下的立法院情況。 

(2)任君挑選：「會議隨選」包含完整的會議影音資料庫，不論是想要回溯看、或挑選特定日

期、或委員會，都能任君挑選。 

(3)深入了解：點閱「會議相關資料」，能進一步點閱該法案之議案關係文書，深入了解該法

案之來龍去脈，補充更完整的資訊，這是不同於各國國會頻道網站的創新設計。 

4.YouTube直播：為了擴大轉播能量，國會頻道更結合 YouTube進行直播串接，同步可進行

16路的訊號直播，突破電視頻道數的限制，24小時隨看滿足。 

 

5.LINE主動推播：自 2020年 11月開始，本院提供「國會頻道 LINE官方帳號」服務，結合

LINE的主動性與普及性，每日主動發送當日開會議程及直播連結，分享加以擴散，提升

使用者收視的便利性，也象徵國會頻道的發展已邁向 2.0的新里程碑！  



 

二、國會來 talk．傾聽您和我： 

Q：對於政策有意見、有想法，卻不知道該找誰發聲! 

A：別害羞，直接找立法委員就對了，無論是親赴委員國會研究室、或電洽委員國會研究

室，他們的大門一定為您而開、他們的熱線一定用心傾聽，立法院官網有詳細的聯絡資訊可

以參考喔！ 

本屆立法委員 

三、國會好夥伴，做伙來服務： 

Q：您知道參與國會的方式有很多種嗎? 

A：除了親臨議事現場、觀看國會頻道、聯絡立法委員之外，也可以透過以下 3種方式加入

立法院，直接擔任服務的工作唷！  

(一)競選立法委員： 

    選舉人年滿 23歲，得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登記為區域或全國不分區及僑

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候選人。第 10屆立法委員 113人，其中直轄市、 縣市 73

人，每縣市至少 1人；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 3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

外國民共 34人。 

(二)擔任公費助理： 

    每位立法委員可以設置公費助理 8人至 14人，由立法委員聘任，與立法委員

同進退。各黨團可以設置公費助理 10人至 16人，由各黨團遴選，並由推派的

立法委員聘用。 

(三)擔任編制內職員： 

    依法通過國家考試並經銓敘審定在案，在立法院擔任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的

常任文官。 

四、國會更透明．遊說要申請： 

    「遊說」指意圖影響法令、政策或議案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所為之行為，

是多元化民主國家政治體制運作的正常現象，屬於陽光政治之一環。立法院特別設立了「遊



說登記辦公室」，透過公開、透明的程序，提供人民或團體申請登記遊說，並建置「遊說法

資訊專區」，方便民眾查閱。 

 

Q：向立法委員遊說登記申請流程怎麼跑! 

A： 

(一)想要遊說的人： 

    自然人、法人、經許可設立或備案之人民團體或基於特定目的組成並設有代表人之團

體，以及受委託進行遊說之自然人或營利法人。 

(二)清楚填寫「遊說登記申請書」： 

    申請書表下載：https://www.ly.gov.tw/Pages/List.aspx?nodeid=5264 

    遊說登記申請書 

(三)向「立法院遊說登記辦公室」申請遊說登記： 

    立法院遊說登記辦公室 

    地址：臺北市鎮江街 2號 1樓（鎮江會館） 

    電話：2358-8649 傳真：2358-8676 

五、國會要開放．民主真價值： 

    為使國會資訊更加公開透明，讓人民更容易參與國會議事並監督國會，同時與世界各國

國會交流，立法院循「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以下簡稱

OGP)模式與精神、依據開放國會（Open Parliament，簡稱 OP）原則，推動開放國會計畫。 

Q：OGP、OP是什麼? 

 

A：「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於 2011年成立，該聯盟積極推動開放政府，讓民眾能

獲得政府資訊並參與討論，有疑慮時可透過問責機制要求相關機關負責，促進民眾參與，落

實民主價值。隔年成立「開放國會」（OP）並簽署《議會開放宣言》，成立至今，「開放政府

夥伴關係聯盟」（OGP）從最初 8個創始國發展到現在已有 78個國家成為正式會員，綜觀國

際，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德國、荷蘭、法國等國家皆已加入。 



 
 

 

 

 

 

 

▲立法院如何推動開放國會? 

  為促進立法院透明化，拓展臺灣國際參與，立法院在

109年 5月 19日第 10屆第 1會期第 13次院會決議通過

立法院與民間協力推動開放國會行動方案。在立法院游

錫.院長的支持下，與跨黨派委員及民間組成開放國會委員會（OP-MSF），共同協作研擬開放

國會政策，並且經過多次會議討論，提出《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是在做什麼? 

 
六、國會時光機．百年慢慢走： 

    在紅磚黑瓦的立法院國會建築群裡穿越百年的時空間隙，雖然，屬於時代的表情沒變，

卻能走讀民主洪流的歷史更迭，那些年的故事在史冊上刻畫著，那些前人的足印也成為來日

的養分。 

立法院建築群介紹 



▲立法院古蹟建築來時路 

 

 
▲漫步立法院行政大樓 

 
(一)立法院行政大樓（原臺北州立第 2高等女學校）地址為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號，今

日行政大樓為 2層樓 L型磚構造黑瓦建築（西、南側）及 3層平屋頂建築（北側）組

成，作為立法院各處室的辦公處已達 60年之久。 

(二)立法院行政大樓 2層樓黑瓦建築為 1920年代樣式建築，目前僅存西、南側 L型磚構造

建築，地面鋪設紅磚，考量日照，採大面積門窗採光設計，西側棟的迴廊設計在建築

東、西兩面，南側棟的迴廊設計在建築南邊。 

(三)行政大樓 3層平屋頂建築為西元 1935-1936年新築校舍，因應戰爭時期避免轟炸，貼上

「國防色」面磚，目前立法院把靠近內側的部分漆上紅色。 

▲悠遊議場歷史建築 

(一)議場內之會場為立法院會議開會之場所，為國家議事之場域、重大法案之催生地，見證



臺灣民主發展。 

(二)議場位在中庭中軸線上，原臺北州立第 2高等女學校操場位置，為虞曰鎮建築師所設計

的現代主義風格建築。  

(三)議場於西元 1962年 2月 23日啟用，為地下 1層，地上 3層之 RC造建物，開議場所位

於 1樓。 

(四)立法院會議簡稱院會，會期期間每週二、五舉行。會場內除設置院長、秘書長、立法委

員、行政官員的座位，並設有發言臺、質詢臺、備詢臺。 

 

Q：如何申請參觀國會! 

A：您知道立法院可以參觀嗎？您想參觀百年建築嗎？方法很簡單，只要跟我這樣做，按照

流程提出申請，就可以跟立法院的美麗建築群相遇。 

1.傳真申請：請下載「立法院院區參觀申請表」，傳真至（02）2358-8696 

2.備函申請：寄至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號立法院秘書處 

3.完成申請：請來電確認（02）2358-5258 

七、國會議政史．歡迎來遊歷： 

    打開臺灣議政的史冊，「臺灣省議會園區」承襲臺灣戰後地方民主發展與深化的重要場

域，從臨時省議會到省議會，再因精省而改制為省諮議會，每一步議事推動的歷程，都見證

臺灣民主化過程不可替代的一環，雖然「臺灣省議會」已走入歷史，但無法抹滅的價值與精

神仍在，2007年立法院在園區內增設中南部服務中心及議政博物館，將立法院精神融入，

爾後更名為「立法院民主議政園區」，譜寫下一段新故事。 

▲組織沿革與重要紀事 

 

▲立法院民主議政園區．一起來逛逛： 

  原為「臺灣省議會園區」為了讓後代子孫見證臺灣民主發展的光輝歲月，致力保存古蹟風

華與自然生態，也為國家推動古蹟保存與活化再利用提供卓越的典範，歡迎大家來玩唷! 

(一)議事大樓：1958年 5月落成啟用，川堂龍紋圖飾、半圓形屋頂與閉口雙獅為其著名特

色。 

(二)議政博物館：由臺灣省議會時期圖書資料館改置，目前典藏與展示議政文物與檔案資

料。 

(三)朝琴紀念館：臺灣省議會時期原名朝琴圖書館，民國 62年因紀念首任議長黃朝琴過世

改稱朝琴紀念館。 

(四)黃朝琴先生像：立像基座前方嚴家淦先生題有「黃朝琴先生像」，後方有謝東閔先生所

撰的「黃朝琴先生銅像記」，緬懷其貢獻。 

(五)議蘆會館：臺灣省議會時期稱議員會館，係供當年省議員開會住宿及餐飲所需，現委託



霧峰區農會經營，為本園區活化重要的里程碑。 

(六)民主時刻館／原臺灣省議會議事堂：近代臺灣地方民主發展重要地標與精神象徵。議事

堂規劃設置民主劇場，結合新媒體數位藝術視覺風格，並積極推動文物數位轉化應用，

以體驗式教育為目標，提供不一樣的古蹟展演價值。 

(七)霧峯亭：由當年省議會首任議長黃朝琴親題亭名，八角造型古典雅緻。 

(八)入口 V型拱門：拱門 V型設計代表民主開放，猶如張開雙臂迎接民意。 

 

 

 

 

▲問題與討論： 

一、如何有效將議題融入教學! 

二、如何運用相關資料提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核心素養! 

三、如何提升具備對道德、人權、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健全良好品德、提升

公民意識，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四、我國的公民權利如何發展與落實？ 

五、從立法組織及結構衍生探討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念與價值；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

念；增強對人權的感受與評價；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