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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教案格式 

臺南400主題優良教案甄選 

一、教案名稱： 

府城校園的人權宣言：王育德、丁窈窕書寫與學生人權展 

二、設計理念： 

 
    在設計理念的部分，本教案分層三個主要核心來設計，希望透過「國語文的閱讀

素養教學」、 「跨領域的學習觀察與反思」與「社會未來的關懷力」。能讓學生學會

深入閱讀文本，並擁有思考與觀察的能力，培養學生對於社會未來的關懷力，具備新

世代人才的素養，並加以反思運用。再結合不同學科，將這份關懷具體實踐，發揮其

影響力。 

1. 國語文的閱讀素養教學 

 

每一堂課程的學習，都必須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幫助其架構學習鷹架，才有

繼續探索與成長的可能。故本教案的設計，首先，從學生的身處的城市出發，帶領學

生探索台南的人權故事， 藉由王育德與丁窈窕的認識，搭配人權地景，帶領學生閱

讀歷史文本，了解他們的堅持以及其代表的意義，並藉此反思自我的生命故事，學習

與自己對話。 

其次，從自我出發，透過教師自創的自學平台：學文學，走江湖 podcast 頻道，

與王育德基金會合作，錄製相關介紹，讓學生於課後聆聽，加深對於作者的認識 

2. 跨領域的學習觀察與反思 

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能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更為豐富，思考問題的邏輯也能 具

多元視野，因此本教案在設計的過程中，便融合了跨領域的理念，期待透過不同領域

的碰撞，激盪出學生更多的創意義與熱情。 

因此透過講座、電影欣賞與座談不但能活化文學的學習，亦能讓展覽製作的歷程，

更具特色與新意。另與藝術、公民、歷史、環境自然科學的對話，亦能幫助生從不同

的視角，看待議題。以「人權」為核心出發，整合不同領域的元素，期待能讓學生整

•時代故事

•作者人權事件
與推動

作者生平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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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台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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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運用，學習帶得走的反思與能力。  

 

3. 社會未來的關懷力 

    素養是知識、技能與態度的整合，所以在整個教學課程後，期待學生能在階 層

式學習、跨領域學習整合後，學會素養技能，能應用在對於社會未來的關懷。 故本

教案在最後期待學生能學習到如何運用素養的技能，實踐與推廣 SDGs。從文學領域出

發，透過多元文本，讓學生探索擴他們感興趣的人權議題，從搜集資料到整理與再造，

最後完成校園人權展。層層遞進，融合多元觀點、領域，關注社會多種議題，展現深

度與廣度，完成別具意義作業，並透過兩校的交流，使學生擁有組織、分享能力。 

 

三、設計架構：含學習目標概念分析與架構圖 

1. 課程學習目標 

(1).學生能透過王育德與丁窈窕的故事，感受他人與內心情感，進而更瞭解自己，建

立積極自我價值與不斷精進的完善品格。  

(2).學生能欣賞並探究府城文學、白恐歷史、電影，深入思考道德與人權課題，關懷

自由平等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對於社會、在地、世界的關懷。  

(3).學生能透過小組分工，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相處，發揮群策群力 

的團隊精神。  

跨領
域

人權

展覽

人權

電影

兩校交
流分享

人權

講座

人權議題探
索

小組展覽製
作

二校交流與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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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能透過影像教學，了解影像敘事的方式與技巧，並分析電影深意。 

(5).學生能透過文本、電影討論，學習賞析與反思，感受他人與自我情感的寫作技

巧。  

(6).學生能透過選擇不同的人權議題的探析，認識身處社會與世界，並積極推廣人權

與社會關懷。  

(7).學生能透過展覽設計與實作、選擇燈光場景搭配，培養美學的素養與創造力。 

(8).學生能透過與他校交流分享、導覽自己的人權特展，學習口語表達與人際溝通技

能。 

2. 課程架構圖： 

本課程以國文教學為核心，透過跨領域的結合，以學生故土府城為人權起點，

帶領學生探究台灣土地上曾發生的人權故事。 

從知識與技能層面來說，本課程會帶領學生進行文本閱讀、府城人權地景認

識、導覽、文字創作與展覽設計，故能幫助學生認識在地的人權故事與發展多元的人

權議題。在地人權文本閱讀教學中，更融入性平人權議題，幫助學生了解在人權事件

中女性的聲音，讓學生能找到適合自己的關懷角度，透過觀察、研究、想像力的激

發，進行兩校交流的校園人權展行動。 

在情意的部分，本課程會帶領學生 從王育德講座，認識府城中的重要人權作家

與其人權奮鬥故事，並透過丁窈窕文本故事、電影：流麻溝十五號，女姓人權鬥士的

對話，認識白恐與二二八議題，亦幫助學生瞭解府城歷史，美麗與哀愁。 

最後透過學生佈展與交流分享會的教學， 幫助學生更認識自我，並學習發表與

他人溝通的方式，增加學生間的情義與表達能力，更擴大了他們的視野，進一步觸及

國際關懷。  

 

兩校交流與
分享（導覽）

學生校園人權
展設計

電影教學、白恐中女性
聲音與關懷：給窈窕的

一封信

課後podcast人權分享

王育德講座

府城的人權故事與人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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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年級 高一 總節數 共 6 節，300分鐘 

實施人數 35人 

核心素養 

國-U-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閱讀台南人權作家、白色恐怖歷史與故事，增加

自我認識的部分與價值追求，能幫助學生探索自我內在，進而更瞭解自己。 

國、藝-U-A1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訓練學生傳寫展覽企劃書與繪製設計圖，使

學生具備規劃能力與創新精神。  

國-U-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學生透過給窈窕的一封信的方式，更加瞭解白恐

歷史與人權的連結，學會將傷痛化為文字療癒人心並透過舉辦校園人權展二校交

流活動，從中學會小組成員溝通力與向他人介紹展覽主題的表達力。 

國、藝- U-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在佈展教學中，能讓學生學會設計人權主題

相關作品， 並透過親自創作，與環境、燈光的營造，豐富美感體驗。  

國、公- U-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透過王育德講座、電影欣賞會、課後

podcast，幫助學生了解人權議題、228事件與公民關懷，能瞭解自由與永續發展

的概念。 

國- U-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透過團體行動與小組分工，學會溝通協調與合

作的素養，並且藉由兩校公開發表與導覽人權展內容，學會與人友善互動。  

國、公- U-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透過學生探索人權展主題，讓學生立足台灣

放眼國際、多元文化，許多學生選擇國際人權議題進行研究與佈置，包含多元文

化尊重、能源議題（車諾比事件）、二戰期間納粹的暴行，這些議題都讓學生眼

見開闊，有了對國際理解與未來台灣社會的關懷。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2-V-3 學生能運用各類設計展覽藝術的形式，進行文本與人權的再詮釋。 

2-V-5 學生能樂於參加討論，分享自身生命經驗及對文本藝術美感價值的共鳴。 

 2-V-6 學生能運用各類設計展覽藝術的形式，進行主題研究與再詮釋。 

2-V-7 學生能關懷生活環境的變化，同理他人處境。 

5-V-6 學生能在設計人權展與參觀他人作品中認識多元價值、尊重多元文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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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活品質、人類 發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意義與關係。 

6-V-2 學生能廣泛書寫與欣賞電影，發表感懷或見解。 

6-V-4 學生能掌握各種文學表現手法，適切地敘寫，關懷當代議題，抒發個人情 

感，並撰寫人權展企劃書說明知識或議論事理。 

議題 

學習

主題 

 總綱十九項議題： 

1.性別平等教育：性別角色的突破與性別歧視的消除 

性 U3分析家庭、學校、職場與媒體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提出改善策

略。 

2.人權教育：人權的基本概念 

人 U1理解普世人權意涵的時代性及聯合國人權公約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3.人權教育：人權與民主法治 

人 U3認識我國重要的人權立法及其意義，理解保障人權之憲政原理與原

則。 

4.人權教育：人權與生活實踐 

人 U5理解世界上有不同的國家、族群和文化，並尊重其文化權。 

實質

內涵 

1.透過丁窈窕參與社會運動的故事，讓學生了解女性角色的自我突破，以

及參與社會公共議題精神。 

2.透過王育德與丁窈窕的府城人權故事，讓學生理解人權保障的意義。 

3.藉由白恐事蹟，讓學生更進一步了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與重要價值。 

4.透過府城的人權地圖與策展設計，讓學生理解社會上不同文化與群體的

差異，並實踐在生活之中。 

臺南

400 

 珍視傳統：透過回顧王育德與丁窈窕兩位重要的府城人物，更進一步認識台

南這座城市的人權歷史與文化，並將這樣的精神加以傳承與轉化。 

 開創當代：課程設計中，讓學生為自己城市的人權議題，進行校園策展，讓

學生在課程中，能夠反思當代問題，並加以精鍊整合，形塑自己的觀點與實

踐。 

 展望未來：課程教學中，配合 podcast 的影音引導，讓學生能藉由便利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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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學習，並從中拓展視野。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人權與民主自由價值精神的反思與再現：紙盒中人權博物館。 

 台南歷史與人權地景結合與講座分享：王育德金金會講座、包場電影院。 

 展覽文稿、美學規劃與設計：學生校園人權展規劃與校際交流。 

 教師 podcast 錄製：協助學生進行課前準備與課後自學力。 

與其他領

域/科目的

連結 

 美術、歷史、公民。 

教材來源  王育德紀念館線上導覽(https://oitmm.tnc.gov.tw/content/index.php?m2

=38) 

 祈福金龜樹，莫忘丁窈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ivQ80OVP

c） 

 《丁窈窕樹：樹 á 跤 ê 自 由 夢》繪本 

 文化部網站：如何創造出好的展覽？一窺策展秘辛！「展覽製作眉角大公

開！」講座紀實（https://museums.moc.gov.tw/Notice/ColumnDetail/d06

2cbc9-7413-4255-ad1e-2409b8b2e4c7） 

教學設備/

資源 

投影機、電腦、紙盒中人權博物館（手作材料與工具）、圖書館人權書籍資源、

podcast 錄音設備與剪輯軟體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知識技能 情意 實作策展 

2-V-3 學生能運用各

類設計展覽藝術的形

式，進行文本與人權

的再詮釋。 

 【單元ㄧ、

二】 

學生能透過

選擇不同的

人權議題的

探析，認識

身處社會與

 

學習內容 

https://oitmm.tnc.gov.tw/content/index.php?m2=38
https://oitmm.tnc.gov.tw/content/index.php?m2=3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ivQ80OVP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ivQ80OVPc
https://museums.moc.gov.tw/Notice/ColumnDetail/d062cbc9-7413-4255-ad1e-2409b8b2e4c7
https://museums.moc.gov.tw/Notice/ColumnDetail/d062cbc9-7413-4255-ad1e-2409b8b2e4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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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並積

極推廣人權

與社會關

懷。 

2-V-5 學生能樂於參

加討論，分享自身生

命經驗及對文本藝術

美感價值的共鳴。 

 【單元五、

六】 

學生能透過

與他校交流

分享、導覽

自己的人權

特展，學習

口語表達與

人際溝通技

能。 

 

2-V-6 學生能運用各

類設計展覽藝術的形

式，進行主題研究與

再詮釋。 

  【單元五、六】 

學生能透過展覽設

計與實作、選擇燈

光場景搭配，培養

美學的素養與創造

力。 

2-V-7 學生能關懷生

活環境的變化，同理

他人處境。 

 【單元ㄧ、

二】 

學生能透過

王育德與丁

窈窕的故

事，感受他

人與內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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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進而更

瞭解自己，

建立積極自

我價值與不

斷精進的完

善品格。 

5-V-6 學生能在設計

人權展與參觀他人作

品中認識多元價值、

尊重多元文化，思考

生活品質、人類 發

展及環境永續經營的

意義與關係。 

  【單元五、六】 

學生能透過展覽主

題的選擇與設計，

進一步反思社會的

人權與永續議題。 

6-V-2 學生能廣泛書

寫與欣賞電影，發表

感懷或見解。 

【單元三】 

學生能透過

影像教學，

了解影像敘

事的方式與

技巧，並分

析電影深

意。 

  

6-V-4 學生能掌握各

種文學表現手法，適

切地敘寫，關懷當代

議題，抒發個人情 

感，並撰寫人權展企

劃書說明知識或議論

【單元ㄧ、

二】 

學生能欣賞

並探究府城

文學、白恐

歷史、電

【單元ㄧ、

二、三】 

學生能透過

文本、電影

討論，學習

賞析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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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 影，深入思

考道德與人

權課題，關

懷自由平等

與人類永續

發展，而展

現對於社

會、在地、

世界的關

懷。 

思，感受他

人與自我情

感。 

 

教學型態 □ 個別班級教學 ■ 班群教學 □ 全學年教學活動 

□ 跨學年教學活動 □ 戶外教學 □ 其他 

教學活動 

（單元/節

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實施時間 

【第一

節】王育

德生命地

圖 

 

 

 

 

 

 

 

 

【第一節】王育德生命地圖 

一、王育德生命軸線介紹 

 

 

 

 

 

 

 

二、王育德與台南共譜的旅行地圖 

 

 

 

10分 

 

 

 

 

 

 

10分 

 

 

求學
時期

流亡
日本

發行
台灣
青年

客死
他鄉



10 
 

 

 

 

 

 

 

 

 

 

 

 

 

 

 

 

 

 

 

 

 

 

 

 

 

【第二

節】丁窈

窕生命地

三、王育德的人權寶箱：二二八事件與臺籍老兵 

1. 二二八事件的生命故事 

2. 為臺籍老兵爭取補償活動 

四、認識王育德的線上影音故事 

1.王育德相關介紹與生命風雨的情境討論 

2.文學下午茶9：有一種滋味叫豪爽，啖一口南方的荔枝─

─蘇東坡與王育德 ft.王育德基金會 

 

 

 

3. 王育德紀念館文物線上導覽 

線上空間導覽：判決書與台灣青年史料 

 

 

 

 

 

 

 

【第二節】丁窈窕生命地圖 

一、丁窈窕生命軸線介紹 

 

 

 

 

 

 

15分 

 

 

 

15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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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第三

節】王育

 

 

 

 

二、丁窈窕與台南共譜的旅行地圖 

 

 

 

 

 

 

三、認識丁窈窕的線上影音故事 

文學下午茶10:品一口生命的甘苦咖啡，蘇東坡〈赤壁賦〉

上 feat.流麻溝十五號電影分享 

 

四、丁窈窕全聯廣告討論 

    在全聯感恩月第一段廣告中，一位受過日本教育操著一

口流利日語的女子，描述自己被人大力推倒的情況，她身旁

坐著撥弄盆栽的年幼稚女，一旁鏡子中看不到母女身影，而

牆上月曆日期顯示8月11日星期六。 

    「我抱著小孩，被後面的人大力推倒…」，全聯影片中

說日語的媽媽這樣訴說著，而這和丁窈窕生前最後一幕相

似，「女兒抱著她，被獄方強行拉開，丁窈窕被拖出去，從

背後槍決（被人從後面推倒）」… 

 

【第三節】王育德紀念館校園講座 

 

ㄧ、邀請王育德紀念館的講師：王政雄先生進行校園講座 

 

 

 

 

10分 

 

 

 

 

 

 

 

15分 

 

 

 

15分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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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紀念館

校園講座 

 

 

【第四

節】流麻

溝十五號

與丁窈窕

交織的故

事 

 

【第五

節】人權

主題探索

與設計圖

的繪製 

 

 

 

 

 

 

 

 

 

 

 

二、學生能聆聽講座並完成學習單 

 

 

 

【第四節】流麻溝十五號與丁窈窕交織的故事 

 

一、流麻溝十五號背景討論與二二八 

二、流麻溝十五號思辨 

三、給丁窈窕的一封信 

 

 

【第五節】人權主題探索與設計圖的繪製 

 

一、圖書館探險：找尋我們最愛的人權書籍 

二、小組討論：組員互相分享書籍內容，並選出大家最愛的

主題。 

三、強化：針對喜歡的主題，運用圖書館書籍與電腦，蒐集

更多資料。 

四、企劃書與設計圖討論與書寫 

五、動手規劃紙盒中人權博物館 

 

 

 

 

 

 

 

10分 

 

 

 

 

20分 

15分 

15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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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節】學生

人權研究

特展 

【第七節】學生人權研究特展 

一、交流：學生人權研究特展開幕 

二、各組學生發表與導覽 

三、善高與二中學生心得分享 

1. 兩校互評，票選最欣賞的展覽 

2. 二、兩校互贈人權象徵小禮物 

3. 三、心得分享與反思當代人權困境 

 

 

10分 

20分 

20分 

 

一、 教學成果與省思： 

    在108新課綱的教學風景中，可見嶄新的教學模式，面對新世代的學生，我們希

望給他們「帶得走的能力」，因此在課程的設計上，更需要貼近校園在地與議題思

考，並加入實作活動，讓學生能在「做中學習」，進而在不同媒介的刺激下，有所成

長。因此本課程設計包含以下的創新教學策略： 

1. 多面向的文本材料素養閱讀：透過閱讀王育德自傳、丁窈窕繪本、判決書等

多面的文本素材，讓學生提升多元閱讀力，並對於多面向的文本與素材更具

有掌握力。 

2. 跨領域的議題思辨刺激：配合 SDGs對於人權議題的重視，本此課程聚焦在

府城的人權議題之上，藉由學生熟悉的府城重要人物王育德與丁窈窕，帶出

人權議題的反思，其中具有公民素養與生命教育的跨領域反思，培養學生的

思辨力。 

3. 影音與講座導覽的教學融入：本次課程透過教師自製的 podcast引導、校園

講座的舉辦，以及跨校的電影院包場活動，讓學生透過科技與影音的融入，

在不同的學習媒介中，有不一樣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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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策展實踐與設計美學：兩校學生舉辦人權展的校園交流活動，透過人權議題

的擇取、對焦，再深入後，更佐以設計美學，讓學習的過程，包含了實踐與

生活美感，更富意義。 

    另外，關於本次課程的教學評估與學生學習成效為： 

學生對於本次課程的活動，評價頗高，讓嚴肅的人權議題，在創新教學法的引導下，

讓學生以多元的視角吸收，並藉由講座、電影等活動，加深學生的連結，最後跨校交

流的活動也令學生印象深刻，在府城不同學校的對話中，收穫頗豐。 

(以下是學生回饋的文字雲) 

 

 

二、 參考資料：（含網路資源，請參考 APA 格式撰寫） 

1. 王育德紀念館線上導覽(https://oitmm.tnc.gov.tw/content/index.php?m2=38) 

2. 祈福金龜樹，莫忘丁窈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ivQ80OVPc） 

3. 《丁窈窕樹：樹 á 跤 ê 自 由 夢》繪本 

4. 文化部網站：如何創造出好的展覽？一窺策展秘辛！「展覽製作眉角大公

開！」講座紀實（https://museums.moc.gov.tw/Notice/ColumnDetail/d062cbc9-

7413-4255-ad1e-2409b8b2e4c7） 

 

 

 

 

https://oitmm.tnc.gov.tw/content/index.php?m2=3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ivQ80O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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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錄：列出與本教案有關之補充說明或資料，例：學習單、ppt……

等。 

 簡報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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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請依序掃描成 PDF 並寄送至以下信箱：tainancitymuseum@gmai

l.com。 

mailto:tainancitymuseum@gmail.com
mailto:tainancitymuseum@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