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 

正方： 

 以語言的影響力去闡述對於行動的影響力，認為行動的成敗來取決於語言的

闡述和影響力，語言代表的是一件事化為闡述的內容，若是希望比較的基準

點在於現代社會乘載語言的工具對於行為民眾的重要性，導致影響行為的方

向甚至成果，建議可以在架構中加強。 

 行動本身的重要性已經為人所知，更重視所闡述的言論內容會教導民眾在任

何媒介對於任何行動的闡述更為謹慎，或許能在價值上更添增說服力。 

 建議在比賽上若沒辦法針對單一案例作多層次的探究，就不需要一直的重複，

多準備不同的案例。 

 加強對於反方立場的拆解。 

 四辯選手結論表現佳。 

反方： 

 架構中語言等於大眾與論和主流價值，整場以要相信自己而不需要服從於主

流闡述，認為現代社會行為被主流影響導致太多既有框架，需要被討論命題

中語言為何等於主流價值。 

 價值的建立是被大眾整體行為和語言交互作用而逐步形成，價值本身不見得

有一定的好壞評斷，主流價值亦然，例如相信自己也是主流價值之一。 

 要強調的若是個人行為不需要受到他人與論的影響，比較不在同一對象上，

做自己想做的事與行為或行動力的尚未根屬，若是要更全面闡述，對於相同

的人而言，作為價值取捨是自我論述的話語或文字或是行動力，又為何行動

力成了優先被考量判準。 

 針對正方的論述要能共同參與討論，提醒勿陷入各說各話的狀況，也勿只是

將價值作為口號重複的論述，相信自己這樣大眾的價值很容易被理解，要深

入推論。 

 反二反四辯手口語能力表現佳。 

 

第二場 

正方： 

 語言影響行為的方向和價值，行為也受到語言的限制，認為包裝或宣揚對於

行為本身很重要，正方強調的語言容易被理解成包裝手法或工具，淪為廣告

本身還是要有好產品如此重複卻又沒有結論的討論中，可以思考命題中的語

言代表闡述力可以發揮的層面。 

 建議架構若是在比較的基準上更夠做更明確的闡述會更完整。 

 質詢時建議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鋪陳自己持方的論述，或是過多的贅述。 



 可以理解結辯內容或多或少還是可以事先準備，但忌整段結辯還是一直看稿

及只是念完事先準備的內容，這樣失去討論的意義。 

反方： 

 因為社會缺乏行動力，所以需要被提倡，以及行動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力，

執行力的提倡可以容易被理解，但意志上想去做一件事而沒有去做是否就等

於語言背後代表的意義值得被思考。 

 實際執行和精神領袖的比較在場上如果沒有提出比較的基準點其實沒有重

複討論的必要，可以想見各持己見的狀況對命題沒有幫助。 

 整體表現平穩，反一辯手自由辯回答精準，反三辯手論述時口語可以更加

強。 

第三場 

正方： 

 語言所代表的行銷影響力對於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即便要有所取捨或優先排

列也是選擇宣傳，建議要從實然層面客觀的科學根據說服價值取捨可以是討

論方向，那就要準備更多客觀的數據或實際案例作為說服力道的堆疊。 

 認為較難用個人行為說服別人，若是要強調宣傳影響事件知名的廣度，場上

舉例待加強，天安門事件沒有因為那時當局的消息封鎖而鮮為人知。 

 更重視語言的發揮可以達成實際上的行為的事半功倍，但與反方的追求的精

神價值如何取捨，可以嘗試正面回應。 

 表現平穩，一辯口語能力待加強。 

反方： 

 立論於兩難時先做再說跟相信自己的價值不見得有所衝突，相信自己和語言

所代表的意義也不見得違背，對於雙方在語言和行動力的定義可以先做釐清，

對於討論會較為聚焦。 

 強調執行力可以為人生帶來更多值得的追求，實然層面的效率與應然層面上

的自由要如何取捨，雙方皆沒有提出。 

 論述和質詢的內容勿過多贅述。 

第四場 

正方： 

 架構於不要因為做不到而不敢說，正因為主流價值關偏重於執行力，反而忽

視或輕視那些尚未做出成果或只是在發想的人的論述，希望可以倡導不以人

廢言，過於結果論的社會是正方所要提醒大家應該反思的，可以被發想的架

構，但建議思考與命題根屬性的問題。 

 每個人或每個行為被記得很重要，因此要靠語言的影響力被記得，若因為論

述的薄弱而輕忽的本身的價值，會有如何的結果有可被思考。 



 語言應被複雜的思考而影響行為的複雜程度，輕忽語言的影響力此論點有被

提到可再更深層次被討論。 

 整體表現佳。 

 結辯嘗試先將對方會有的質疑做出闡述做出比較基準，表現佳。 

反方： 

 重視執行力會有較好的評價，以及可以實際完成目標，可以將實然層面和應

然層面的論述再多做加強。 

 強調語言代表的只是工具，不代表思考，但無法就以論證行動力或行為就等

於思考，闡述和行動在雙方沒有釐清的情況下是否都不代表思考或都只是思

考的載具，如何與命題連結。 

 一辯要加強口語表達。 

第五場 

正方： 

 語言可以傳播知識，成為理論和指引行為方向，後半段強調行為之前應該聽

取理論或別人的意見，讓行為更為正確或完整，要思考的是即便理論知識或

別人的意見可以讓行為較為客觀或不出錯，這樣的相輔相成為何就是成為優

先的價值取捨。 

 願意聽取多方的意見是否代表還是文字或闡述的力量。 

 要嘗試解決反方提出的論點，整場比賽各說各話的時間過多，對於討論或說

服上幫助不大。 

反方： 

 因為實踐的門檻高所以實際完成一件事後較容易打動人，行為讓語言更有說

服力，可以繼續發想的是因為什麼原因會容易影響大家對於執行的重視，所

謂感動了人是因為有還是無，是因為有了更珍惜還是缺乏更追求，而和所謂

提出論述包含言論與文字也很重要的情況下，若不做取捨或要做取捨又要如

何判斷。 

 以及作為檢視語言的工具是反方一致的論述，若沒有提出比較的基準點，也

就是決定勝於的關鍵，實驗和理論的案例永遠都只能停留在前後的爭辯。 

 反四辯手表現佳。 

第六場 

正方： 

 語言是人類文明的開始，將語言系統對於人類可以進行溝通進而建立文明和

影響行為作為架構核心，闡述語言可以表達更多抽象與具體的行為，將命題

中的言定義為語言系統，而行為定義為中性的詞性表達後，語言作為發展人

類行為的基底甚至進化的關鍵，可以作為討論方向，建議要以此為討論方向，



要將語言系統對於人類行為所產生的作用以及賦予的意義闡述的更加完整，

但要思考的是若是討論到根本元素的組成問題，是否還有勝於的問題，是否

還為此命題想要討論的方向。 

 要試圖解決反方的論點，提出兩者對於命題定義不同。 

 整體表現佳。 

反方： 

 強調具體力行，克服困難，論點不難理解，要有更多闡述會更有說服力，不

然會淪為只是關鍵字和口號的演說。 

 影響或決定自身的價值判斷要選擇什麼樣的工具，可多做論述。 

第七場 

正方： 

 語言價值建立在於溝通以及全球的需要性，進而影響行為，若溝通對於行為

的重要性作為取決的關鍵，建議對於溝通之間對於關於語言或任何形式上的

論述對行為造成的影響多做論述。 

 結辯論述內容要多加強。 

反方： 

 強調行為是深刻的，溝通之所以可以取得信任是因為行為不是語言，行為驗

證語言而取得互信，要單純強調執行力的重要性建議多做論述。 

 雙方所闡述語言或行為之於溝通都相互有影響性和重要性，沒有比較基準。 

 自由辯盡量不要只念準備好的問題。 

第八場 

正方： 

 言為整合想法與溝通，強調重視行動前的溝通，經驗的積累可以依靠他人經

驗而來，當概念轉換為溝通後執行有沒有比無論有沒有溝通都可以先去執行

來得好，論點自然較容易說服，強調重視言是因為要慎行，溝通後實踐的重

要性， 但建議準備好溝通的定義被挑戰時該如何回應。 

 同樣的行為賦予不同闡述後的意義是否也可被討論。 

 強調重視言是因為要慎行是可被發展的精神價值，可以在價值層面上多加論

述。 

 整體表現佳。 

 正三表現佳。 

反方： 

 完整闡述實踐的重要性帶來可信度，驗證行為，以及理念的傳達來自於共感，

溝通的不效率來自於沒有生命共同經驗，共感的重要性需要多加論述，之於

溝通是如何的重要，同時也應思考人類生存的獨特性和多元性，共感是否為



人類行為經驗積累的追求和關鍵，會不會就是因為無法共感，語言和闡述的

內容才會變得相對重要。 

 場上提出的公共政策，在沒有一致經驗的情況底下，我們認定事實上只有同

溫層才會認同彼此的意見這是事實而作為比較基準，還是努力相信可以說服

不同己見的人作為價值追求，可作為思考兩方立場的方向。 

 若對於溝通的定義有問題要提早提出。 

 整體表現佳。 

 反四表現佳。 

第九場 

正方 

 人定義價值，所以表達和行銷包裝也就是說故事的能力決定了可不可以被看

見，建議多論述不被看見就等於什麼樣的結果，也就是現代社會的真實現況，

若要強調語言作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工具，就要大方捍衛並接受這樣價值

觀底下的所謂好與壞。 

 因為工具導致論述的影響力很大，所以才應該更去重視，要強調的是論述的

內容不是工具，比較應然層次時可以傳播的價值。 

反方 

 一開始就劃定戰場不討論實然層次也由於對方沒有挑戰對比賽自然較容易

釐清當然是好，還是要準備實然層次上對方不讓步或將實然層次的結果用精

神層面包裝要如何回應，實際上的沒有被看見是否等於好與壞可以作為出

發。 

 強調人本性不帶實踐，因為缺乏，所以要提倡執行力和實踐力，任何的目標

最終都還是要完成，價值闡述的部分容易被理解。 

 雙方對於場上提出的案例應正面的回應，全有全無或優先順序的案例皆可以

被討論，如果雙方都是應然層次的探討，陳述自己的價值固然重要，也可以

嘗試理解對方的出發點，利用論述去解決對方想解決的問題，或逼到極值要

怎麼選擇，都是可以練習的方向。 

 整體表現佳，反一盡量不看稿，可以理解陳述內容都會事先準備，但如果可

以針對對方陳述內容先做回應會更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