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學生班會活動實施要點 

101.8.28 

一、依據：國民中學團體活動課程標準、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法治教育宣導活動系列實施計

畫辦理。 

二、目的：學習民主議事程序、推展班級自治、提昇民主法治素養。 

三、實施時間： 

（一）班會時間為每週一第一節，與週會課隔週實施。 

（二）請各班學藝股長於上課前至訓育組領取班會紀錄簿，會後兩天內交還，由訓育組

彙整、陳核。 

四、實施內容：  

（一）幹部選舉、班級公約、班務討論、生活檢討等。 

（二）議題討論：設定主題讓學生討論，以喚起學生對議題之注意及認識。春暉、環保、

交通、校園安全、衛生、人權、生涯、性別平等、鄉土及多元文化，以及各項有

關學生生活之議題討論。 

（三）建議事項：學生對學校活動、相關處室之建議事項及參與。 

（四）班級同樂、自我介紹、讀書報告、時事座談、法律知識、演說及辯論練習、競賽

活動、音樂欣賞、及其他康樂、學藝活動。 

五、實施程序建議：（可視各班班級事務做出調整） 

（一）班會開始 （二）主席就位 

（三）主席報告 （四）班級幹部工作報告、宣達各處室規定 

（五）宣達班聯會決議事項 （六）宣達上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七）本次會議議題討論 （八）生活檢討及德目實踐 

（九）臨時動議提案及討論 （十）其他活動 

（十一）導師講評 （十二）選舉下週主席及記錄 

（十三）散會 

六、其他事項： 

（一）權宜問題：對議場偶發的事件，影響個人或全體權利的，可以提出權宜問題，由

主席裁定(導師指導)。 

（二）秩序問題：議題進行中發生議程的錯誤、程序不對、發言超出議題範圍，可以提

出秩序問題，由主席裁定(導師指導)。 

（三）班會是學校教育中，重要的民主法治教育，訓育組會擇優拍攝成果相片，匯集會

議記錄，作為定期評鑑之用。 

七、活動權責： 

（一）學務處： 

1.擬定班會實施要點、訂定班會討論提綱，供班級參考。 

2.督導班會實施並加以評鑑。 

3.提供導師諮詢及服務。 

（二）導師： 

1.從旁協助、指導學生班會進行。 

2.與學生共同決定班務實施、對校務提供建議，培養學生自治能力。 

八、本要點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班會實施要點附件 

 

一、班會示範影片，請見臺灣議事效率促進會網頁（http://www.cpepc.org/） 

二、迪思奈國中精彩絕倫的班會虛擬劇場（http://0rz.tw/gdHN3） 

三、民主法治教育之班會實施講義（http://0rz.tw/Ya92W） 

 

為什麼要開會？ 

集思廣益，異中求同，意見溝通。 

何謂開會？ 

會議之定義： 

三人以上，循一定之規則，研究事理，達成決議，解決問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者，謂之會

議。(民權初步) 

如何增進開會之效率？： 

� 大家遵守一定的規則，開會前先研習議案，開會中盡量尋求共識。 

� 主席是掌握會議效率的關鍵，主席應該讓會議循著會議的流程進行，並盡量排除各種離

題的談話。 

� 另外必須善用協商，休會，付委，讓一些事情可以先由少部分人討論完成達成共識再到

大會上討論。 

民主的原則： 

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 

 

 

什麼是班會？ 

班會是班上事物最高的決定會議，班會的決議就代表班上大多數同學的意見。 

班會可以決定什麼？ 

班上的旅遊、下課的活動…。 

不可表決的事項： 

關於人的基本權力，是不可以用表決方式予以剝奪。例如，全班不可以表決說要小明、小華

明天帶 500 元來買糖果請大家吃。 

 

議程 

議程就是開會的流程，就像是電視節目表，我們必須依序進行。 

然而議程並非不可以變更，議程可以由大會決議新的順序，例如變更提案討論的順序，或是

先討論提案再進行幹部報告與委員會報告等。大家要有一個觀念，民主就是對於可以變更的

事情，我們都可以提案討論並加以改變。 

一般會議有一個過程叫做確認議事錄，這一點很重要，確認會議記錄以免因為故意或疏失而

使會議記錄與大家的意見相違背。班會中重要的是提案或動議的決議，在宣讀會議後，若無

異議也就是沒有不同意的意見，即代表通過會議記錄，則此記錄將成為大家認同的文件。 



班會實施流程 

議程 說明 

先推選一位主席(學

生)主持會議 

班會的主席除了第一次外，大部分都是在上一次會議結束前就已經選

好。 

幹部報告 

 

由於班會是班上最高權力機構，而班長類似內閣首長（行政院長）其他

幹部則如同部長。他們必須報告他們的業務，以及傳達學校的公告。 

委員會報告 這是台灣學生最不會的一環。委員會就是讓少數人先行研究某些提案或

動議，做成結論或選項，再交大會表決。 

主題討論 

 

這是學生才有的，有的時候，學校會要求學生對於某些特定的事務進行

討論，並藉此機會來教育同學。 

提案討論 以書面提出的討論案稱為提案，一般都在會議前提出。動議則是在會議

進行中提出的建議或討論案，以口頭提出即可。 

例如開會前小華提出週末在學校打棒球的案子，就稱為提案。 

臨時動議 

 

例如，開會過程中，小華提議大家一起到教室外大喊我好無聊。   提

案與動議均需有人提附議。 

師長講評  

散會  

發言與動議程序： 

議場中不論發言或動議都應該遵循以下流程：  

1. 提出動議者舉手向主席請求發言地位 

2. 主席承認動議者之發言地位  

3. 動議者發言動議後而坐下 

4. 需有其他人附議，動議方得成立，然而權宜問題與秩序問題不需附議。 

5. 主席重複讀動議，並交付大會討論 

 

權宜問題：對議場偶發的事件，影響個人或全體權利的，可以提出權宜問題，由主席裁定。 

例如電風扇太吵，聽不清楚提案說明的時候。你可以提權宜問題來打斷正在發言的人的談話。 

秩序問題：議題進行中發生議程的錯誤、程序不對、發言超出議題範圍，可以提出秩序問題，

由主席裁定。 

例如，當我們在討論烤肉的事情時，小華舉手發言說今天的天氣實在太熱了，建議大家先睡

個午覺，再去沖沖水….與動議無關的發言，這時班上任何一個人就可以舉手說秩序問題，主

席請他發言，他就可以說尤同學的發言離題請主席裁示，主席可以裁示請尤同學就本題發言，

否則請於此案討論完畢之後再提案或動議。 

動議有那些種類？ 

A、主動議：對某一事件的處分，提出意見和辦法，請求討論，進而付之表決。此一動議不

附屬於任何動而能獨立存在者屬之。 

B、附議：附議的意義不在贊同此動機，而是贊同討論這個動議，動議者發動議只是個人，但

經附議與主席接述後，此動議就成為會場大眾之動議了。  

動議必須以一人以上附議，始得成立。主席可以直接對動議附議。而權宜問題、秩序問

題、會議詢問、收回動議等，則不需附議。 



C、附屬動議：附屬動議是指一動議附屬於他動議，而以改變其內容或處理方式為目的者屬之。

主動議只能提出於無動議當前的議場，附屬動議優先於主動議，處理附議動有其優先順

序﹔散會動議、擱置動議、停止討論動議、延期動議、付委動議、修正動議、無期延期動

議。 

動議收回的時機 

A、經附議前之動議，可由動議人收回 

B、附議後之動議，須經付議人同意，方得收回 

C、經主席接述後之動議，原動議如欲收回，須經主席徵詢無意義後方得收回，如有異議須付

表決 

修正動議： 

� 提案成立後，我們可以對提案加以修正，稱為修正動議，後提議的修正案先行表決。 

� 表決的原則： 

採用相對多數決。表決時，較多數票者為通過，不用過半。同數票取決於主席，主席以

不參加表決為原則，但主席於議案表決可否同數時，得加入一方，使其通過；或不加入，

而使其否決。 

列席的師長不宜加入表決。 

� 議場上發言的優先順序： 

散會動議，權宜以及秩序問題，附屬動議，例如擱置動議、付委動議、修正動議等，主

提案或主動議優先權最低且必須在程序上無動議或提案討論時才可以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