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想世界」桌上型議題遊戲操作說明 



表態卡 

角色卡 

議題卡 

媒體卡 



STEP.1 

  依人數不同，抽取對應數量

的議題卡覆蓋在桌上。 

3-4人 5張議題卡 

5人 4張議題卡 

6人 3人議題卡 

STEP.2 

  依人數不同，抽取對應數量

的媒體卡在各玩家手中，剩下的

媒體卡覆蓋在桌上當牌庫。 

3-4人 5張媒體卡 

5-6人 ４張媒體卡 

STEP.3 

  每位玩家各發一張O、Ｘ表態卡。 



效益主義 

代表：經濟學家 

支持：追求最大幸福，重視計算

與結果是否符合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反對：社會懲罰的基本原理不是

「一報還一報」的「報應論」，而

是保護社會不受罪犯破壞。 



思考模式 

為多數人爭取最大福祉 

  假設有一列車正在高速行駛，你是此列車的車

長。如果繼續行駛，將會導致5人喪生。假若你換軌，

便能救回該5人，可是又會導致1人喪生。 

  如果是主張效益主義，便會選擇換軌 

犧牲1人救回5人。 



支持：最好的政府就是管最少的政

府，政府只須保護個人自由、防止

自由被侵犯即可。 

反對：政府對貿易的干涉。 

代表：集團總裁 



思考模式 

看不見的手 

  自由經濟競爭之下，市場裡的供給和需求 

將會自然達到均衡，價格與數量都是最適當的水準，

彷彿市場運作在冥冥之中受到神的指引一樣。 

 
價格、生產、消費、產品分發和服務的最後結果

都會與社會全體利益有關。 



社群主義 

支持：個人的善與社群的善統一 

代表：首都市長 

反對：認為自由主義忽略社群意

識對個人認同、政治和共同文化傳

統的重要性。 



思考模式 

有歸屬就有責任 

  強調群體繼承的義務。 

  舉例：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對

猶太人進行戰爭屠殺，在之後出

生的德國人即便沒有實際參與，

也付出了該有的賠償與道歉。 



康德人權 

支持：以人為本，人的存在即是目

的，主張生命無價，具有不可輕放

即不可回復性。 

反對：把人當成為了達成目的的犧

牲品。 

代表：熱血律師、普世人權 



思考模式 

道德的關鍵是動機 

  以人為主體出發，去做正確的事，出發點必須

是這事本來就該做，而非別有用心。 

舉例：學生簽署不作弊承諾以換取商店折扣卡。 

（如果是出於喜好動機，該行為即使符合道德上對

的行為，但仍沒有道德價值。） 



平等自由主義 

支持：在一個良序社會裡面，人

們的權利、義務、收入、財富和機

會都有一個公平正義的分配方式。 

反對：國家有著絕對權威並謀求

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的政治制度。 

代表：社運學生 



   

思考模式 

狀況如此，不代表應該如此 

  思考正義的最佳方式就是問，在平等的最初情境

裡，我們會同意什麼原則。 

  人們習以為常的狀態都充斥著不平等與歧視，社

會運動者會發現這些狀態，提出倡議。 



支持：適合的人就要放在合適的

位置，並獲得該有的待遇，權力、

職位和榮譽都該依目的論而決定

如何被分配。 

反對：將參與政治視為必要之惡。 

代表：高等軍官 



思考模式 

  為什麼這樣做？目的是什麼？ 

  舉例：主廚與學徒共同爭取一件好廚具，此觀點

會依照能力與勞動量給於報酬，因此會將廚具交給較

有經驗的主廚。 

 

給予人他應得的報酬或補償 



牌卡上有與角色卡對應的符號， 
提示該角色應該站在哪個立場思考 



遊戲 
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