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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權日特刊
 

 

2017/11/30 vol.92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自1950年起每年的12月10日由聯合國明訂為世界人權日（Human Rights Day），希望藉此強調人類基本權利的
重要性。為了響應此一盛事，本期電子報特別發行「世界人權日特刊」，封面專欄邀請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助理教授
許文英老師撰稿，該篇文章〈人權是一種價值選擇：學習人權、實踐人權、享受人權〉主要探討人權意識文化與台
灣人權建制的時間過程。

       為持續深耕校園以及貼近社會現況，人權電子報也常設「四方觀點」專欄，長期連載校園議題或社會觀察等相關
文章，提供給教學工作者、關心社會的人士做為參考。本期四方觀點〈國際人權在臺灣：挑戰與反思〉由臺灣高等
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先生撰文，作者藉由「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
提出的78條具體意見，彙整出臺灣人權發展三大值得注意的部分，邀同報友一起來思考與討論。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亦為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人權法治相關教育工作者，
提供人權教育問題之諮詢服務，相關辦法請參閱本中心網站：http://hre.pro.edu.tw/（首頁→諮詢服務辦法）。

      人權教育電子報將持續提供訂閱戶更好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閱畢電子報後，撥空填寫「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
意度調查表」。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對於電子報內容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您回饋給我們。

 

封面故事  

 

人權是一種價值選擇：學習人權、實踐人權、享受人權
 文／許文英（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助理教授）

一、前言
       人權議題的探討很難脫離自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脈絡中予以理解，「臺灣」本身就是一個人權議題，生活於這座島

嶼以及那些與這座島嶼有著這樣或那樣牽連的人，無不在這複雜以及未知邊界的人權網絡中交織互動或者觀望。全
球各種人文、地理、消費、社會互動型態的多樣性面貌，不唯體現人權本身內涵的多元文化特性，也突顯了以一種
更為開放思惟的人權教育來推動使各項人權獲得全面實現之世界人權願景的途徑合理性，而這樣的人權教育工程對
於跨文化的人權對話與理解，以及最終建立起一種非強迫式的人權規範共識，對於已加入國際人權規範體系卻仍步
履艱辛的臺灣而言，尤其深具意涵。本文主要從人權意識文化與臺灣人權建制實踐進行闡述，並對臺灣人權教育工
程提出展望期許。......（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http://hre.pro.edu.tw/8-2-1.php?id=113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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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那一場雪〜陳武鎮作品展(2012-2014)臺南公會堂11/3展出
 2017/11/2 民報

2. 推遮頭像行動藝術 聲援遭捕維權律師
 2017/11/1 中央廣播電臺

3. 人權報告今審查 副總統：完善國際人權體系
 2017/10/30 中央廣播電臺

4. 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成立 曾勇夫現身盼改善司法官人權
 2017/10/28 自由時報

5. 亞洲各國人權倡議持續呼籲台灣通過難民法
 2017/10/26 公民行動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首爾民主論壇 台灣學者參與討論交流
 2017/11/2 中央通訊社

2. 普伊格蒙特何處去 歐盟公民身分是關鍵
 2017/11/1 法新社

3. 利比亞難民湧義大利 7月後已減7成
 2017/11/1 中央通訊社

4. 侵犯人權 歐日要求聯合國譴責北韓
 2017/11/1 中央廣播電臺

5. 美航被控有種族偏見 CEO見民權領袖
 2017/11/1 中央廣播電臺

 1. 【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
中心】人權無障礙人權講座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
人權研究中心、東吳大學人
權學 程、東吳大學人權碩士
學位學程

 活動時間：106年11月20日
19:00:00至106年12 月16日
20:00:00。

 活動地點：每場次不一，請
見標題連結。

2.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12/02～01/25 2017 年全
國第 1 屆「青年公益實踐計
畫」

 主辦單位：佛教慈濟慈善事
業基金會。

 活動時間：106年12月2日
~107年1月25日止

 活動地點：請於截止日前，
至官方網站註冊，並填妥報
名資料及計畫內容，即完成
報名。

 簡 章：請點連結
 
 
 
 
 

3.  
4.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社會觀察 Social Observation
  

國際人權在臺灣：挑戰與反思|
 文／林柏儀（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人權」這一概念，應當包含什麼樣的具體內涵？在近代兩、三
百年來的人權概念發展史中，始終是各國政界、學界、社會倡議者等
爭論不休的課題。

       以臺灣為例，自1970年代黨外運動興起以來，諸多改革倡議者即
高舉「人權」口號，作為其運動推展的核心理念。

       在1987年政治解嚴之後，「自由」、「民主」、「人權」紛紛成
為了新一時代的階段標記。而在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當時的陳水
扁政府更喊出「人權立國」口號，並開啟了人權委員會、人權紀念
館、人權教育、人權展覽……等施政措施。

       但儘管如此，「人權」究竟該包含什麼樣的內容？什麼措施應當
被視為「違反人權」而被禁止？該採取哪些方式來「保障人權」？
「數個人權」之間如果相互牴觸，究竟該怎麼辦？……落入到具體個
案當中，依然是各界不易尋求共識的課題。……（繼續閱讀）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Des
Droitsdel’Homme）。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r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國際人權法典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https://tw.news.yahoo.com/2012-2014-11-3-15292783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E%A8%E9%81%AE%E9%A0%AD%E5%83%8F%E8%A1%8C%E5%8B%95%E8%97%9D%E8%A1%93-%E8%81%B2%E6%8F%B4%E9%81%AD%E6%8D%95%E7%B6%AD%E6%AC%8A%E5%BE%8B%E5%B8%AB-02460069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A%BA%E6%AC%8A%E5%A0%B1%E5%91%8A%E4%BB%8A%E5%AF%A9%E6%9F%A5-%E5%89%AF%E7%B8%BD%E7%B5%B1-%E5%AE%8C%E5%96%84%E5%9C%8B%E9%9A%9B%E4%BA%BA%E6%AC%8A%E9%AB%94%E7%B3%BB-072200073.html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36246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69676
https://tw.news.yahoo.com/%E9%A6%96%E7%88%BE%E6%B0%91%E4%B8%BB%E8%AB%96%E5%A3%87-%E5%8F%B0%E7%81%A3%E5%AD%B8%E8%80%85%E5%8F%83%E8%88%87%E8%A8%8E%E8%AB%96%E4%BA%A4%E6%B5%81-0446294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9%AE%E4%BC%8A%E6%A0%BC%E8%92%99%E7%89%B9%E4%BD%95%E8%99%95%E5%8E%BB-%E6%AD%90%E7%9B%9F%E5%85%AC%E6%B0%91%E8%BA%AB%E5%88%86%E6%98%AF%E9%97%9C%E9%8D%B5-06050120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8%A9%E6%AF%94%E4%BA%9E%E9%9B%A3%E6%B0%91%E6%B9%A7%E7%BE%A9%E5%A4%A7%E5%88%A9-7%E6%9C%88%E5%BE%8C%E5%B7%B2%E6%B8%9B7%E6%88%90-06595860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E%B5%E7%8A%AF%E4%BA%BA%E6%AC%8A-%E6%AD%90%E6%97%A5%E8%A6%81%E6%B1%82%E8%81%AF%E5%90%88%E5%9C%8B%E8%AD%B4%E8%B2%AC%E5%8C%97%E9%9F%93-01230058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8%88%AA%E8%A2%AB%E6%8E%A7%E6%9C%89%E7%A8%AE%E6%97%8F%E5%81%8F%E8%A6%8B-ceo%E8%A6%8B%E6%B0%91%E6%AC%8A%E9%A0%98%E8%A2%96-045700024.html
http://www.hrp.scu.edu.tw/news/newsDetails/455
http://npost.tw/archives/38509
https://www.facebook.com/visionfuture.org.tw/
http://hre.pro.edu.tw/society/3671
http://hre.pro.edu.tw/core/4508
http://hre.pro.edu.tw/core/4526
http://hre.pro.edu.tw/core/4536
http://hre.pro.edu.tw/core/4537
http://hre.pro.edu.tw/core/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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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小故事

  

歷史上的11月

2015/11/13
 巴黎襲擊事件。

 
2003/11/1

 台北舉辦同性戀大遊行，
是華人世界中的第一次。

 
1991/11/1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
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
皮書。

1872/11/5
 美國女權主義者蘇珊‧安東

尼帶領婦女參加總統選舉
的投票，事後因為婦女沒
有選舉權而被捕。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少年小樹之歌》：生活、生命與生態的人文素養 | 
 

文／林彥佑（臺中市后里區泰安國小教學訪問教師）
 

 

《書籍簡介》

書名：少年小樹之歌
 

作者：佛瑞斯特‧卡特（Forrest Carter）
 

譯者：姚宏昌
 

出版社：小知堂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少年小樹之歌」是一本自傳體的小說。描述一

位小時候和爺爺奶奶，在美國東部查拉幾山區生活的印

地安少年故事。書中不僅生動描寫了30年代經濟大蕭

條時人們的生活狀況，並藉之深刻闡述人類與大自然之

間的互動關係。

《書評》
 

        當我知道要撰寫《少年小書之歌》這本書的書評

時，我的內心非常的悸動，因為這是一本我國小時就開

始閱讀的一本書，一直到我在學校任教時，仍收錄為小

學生必讀的教材; 可見這本書，不論在文筆、內容、思

想、精神上，都傳遞著相當正向的力量。
 

        記得我國小閱讀時，對於內容不太明瞭，依稀只

 

http://hre.pro.edu.tw/history/142
http://hre.pro.edu.tw/history/97
http://hre.pro.edu.tw/history/95
http://hre.pro.edu.tw/history/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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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作者可以在大自然中，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無憂無慮天天和動物、植物玩耍，是多麼棒的事情; 從那時候

開始，我就愛上大自然，期許自己有機會，也能多往山林跑;果然，這幾年暫時調動到山林偏鄉任教，也滿足了

小時候那種與山林共舞的心願。
 

        這幾年又教了這一篇文章的時候，我發現，這不是一本單純撰寫大自然的書，沒有理論性的環境探討，沒

有枯躁的生命講道，也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才是正確的生活觀、價值觀; 但是在閱讀的時候，作者，又或都小樹

與爺奶的對話與互動，卻讓我們耳濡目染，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而這本《少年小樹之歌》，正是整個「以人為

本」所延伸出來的教材。
 

        當我們在提十二年國教、談人文素養的時候，我深深發覺，這是一本融合生命、生活、生態的一本書。生

命，來自於爺爺奶奶教小樹如何在大自然求生、感受生命的震撼，在捕捉獵物、和大自然共存時，如何珍惜生

命、敬重生命，種種的篇幅，都讓我們深刻感受到生命的可貴與對待生命的虔誠。我們說，生命可以輕如鴻毛，

可以重如泰山; 特別是這幾年，我們推動「生命教育」，小樹與爺爺奶奶的互動歷程，正是最佳的範本。   

……（繼續閱讀）

 

 

 

 

 

 

 

-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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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re.pro.edu.tw/bedu/4329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19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