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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簡述 

    發生於 1979 年 12 月 10 日的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以及隔年的公開審判，

深深地影響了台灣近代民主化的發展，也使現在的台灣成為亞洲民主自由的模範

生。然而，透過教科書上的敘述，學生真的瞭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嗎？真的了解前

人的努力對現在生活產生的影響嗎？甚至對於我們高雄的孩子而言，發生的地點

在哪裡，能清楚地指出來並簡單敘述出這一段歷史嗎？ 

   在進入美麗島事件核心課程之前，教學者以韓國「光州事件」（光州民主化

運動）的相關電影，如《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與《華麗的假期》為素材，引導學

生瞭解人民上街頭對抗當權者的原因，並進行學習的遷移至接續的「美麗島事件」



主題核心課程。  

    2019 年香港爆發「反送中事件」，台灣各界包括青年學子皆十分關注，因此

除了韓國光州事件外，我們在也試著和學生一起討論並分析該事件與光州事件及

美麗島事件的異同之處。把電影、時事及學生關心的新聞當成切入點，讓學生更

有所感，更能同理當時的那些人那些事。 

   

二、 核心課程設計理念 

    2019 年是美麗島事件四十周年，身為高雄地區的高中生，習以為常地經過

以美麗島為名的捷運車站，卻早已忘記當年追求民主自由的抗爭，因此本課程秉

持新課綱的精神，以美麗島事件為主題，藉以設計素養導向與人權教育的課程。 

1. 減少講述：減少教師的講述，以學生學習為主體，引導學生從事資料查

詢、小組討論、探究實作等學習活動。 

2. 內容聚焦：教師重視「化繁為簡」的脈絡化教學，選擇單一或少數的案

例，進行具體、聚焦的深入探討，避免案例過多而模糊焦點。 

3. 在地關懷：教師選擇課程的例證都以在地文史為主，較能結合學生的生

活經驗，也訴諸對地方的關懷。例如，以高雄為中心探討美麗島事件。 

4. 學習檔案：每一學習單元設計一份學習單，學期末有產出成果報告，為

所有學習歷程留下紀錄。 

 



三、 教學步驟 

（一）美麗島上的人：那些年的熱血歐巴 

    藉由播放美麗島事件相片集的短片，或黨外運動的禁歌欣賞，作為教學活動

的引起動機。從文藝作品切入主題，引導出四十年前美麗島上的人、事、物，也

引發學生的學習意願。 

（二）誰是繼承人?查士丁尼的帝王大業 

    美麗島事件起始於 1970 年代的黨外運動，而黨外的發展又與戰後台灣的政

治背景息息相關。教師以六世紀的東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大帝為例，舉證只擁有

部分區域的統治權，無法代表全體國土之時，必須透過國家政策的實施，證明正

統的繼承人的身分。 

以查士丁尼之例，反觀戰後台灣的蔣介石政府，學生藉由分組討論的方式，

探討蔣介石以宣示中國正統繼承人為目標，在政治、軍事、外交、法律、文化等

各層面實施的政策。並引導思考不容質疑的國家政策造就白色恐怖，以及蔑視民

主、迫害人權的歷史事實。  

（三） 捉鬼運動：選舉奧步，鬼門大開 

台灣的民主政治建立在選舉之上，回顧四十年前的選舉面貌，賄選買票與公

然作票的情形普遍，作票的手法更是難以想像。教師以 1977 年姚嘉文為省議員

候選人林義雄助選時，設計〈捉鬼運動〉競選宣傳單為史料。學生藉由配對十種

作票的名稱與行為特徵，了解當時的作票手段與選舉實況。 



（四）黑拳幫?黨外的象徵標誌 

「黑拳幫」一詞來自右派反共人士謔稱黨外人士是黑幫暴徒。事實上，黨外

人士以握拳的圖騰作為標誌，符合他們以人權為訴求的選舉政見。透過圖像閱

讀，讓學生討論黨外標誌的含意，並分析握拳、橄欖葉等組成元素的象徵意義。 

 

▲藉由圖像解讀，教師引導學生分析黨外運動的標誌及其象徵意義。此圖騰源自於 1960 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

運動，施明德等人引用並改造為 1970 年代的黨外標誌，強而有力的「握拳」象徵人民「握住人權」的主張，周

圍環繞一圈橄欖葉，也象徵黨外運動和平非暴力的訴求。 

 

（五）美麗的願景：美麗島人士的訴求是什麼? 

黨外人士的訴求，在他們的選舉政見中充分表達。教師選擇〈台灣全島黨外

人士共同政見：十二大政治建設〉、黃信介撰寫之〈美麗島雜誌發刊詞：共同來

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以及其他黨外候選人的競選文宣〈還我民權〉、〈告中國

國民黨〉等史料。學生藉由文本閱讀，並且分組進行問題與討論。 



問題的設計分為基礎、初階與進階三個層次。首先，基礎問答要求學生將文

本整理分類。其次，初階問答訓練學生分析比較的能力。最後，最高層次的進階

問題訓練學生抽象思考，建立個人觀點。 

（六）案發現場：為美麗而美麗 

教師挑選出與美麗島事件相關的七個事件，並且準備七張白紙，每張紙呈現

一個事件。紙張正面為事件的說明，背面是相關歷史照片，無論正反面皆有空格

及問題。學生必須經由分組討論、資料查詢完成事件的空格及問題，再依照發生

過程將順序排列出來，完成時序脈絡。藉由文本的重組，重新排列歷史時序，將

七個事件完成一場美麗島運動的重組脈絡化。 

 
▲重返案發現場，踏查美麗島雜誌社遊行路線。途經原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大港埔圓環、原高雄市警察局

第一分局（今新興分局）、促進和平維護人權紀念碑、美麗島大道（中山一路），以及原扶輪公園（今中央公園言

論廣場）。此圖為教師與學生在新興分局前與人權紀念碑合影。 

 



（七）死了都要愛：美麗島人士的最後陳述 

「最後陳述」是被告人在法庭審判之前最後的自我辯護。教師選擇林弘宣、

姚嘉文與施明德三位美麗島人士的最後陳述作為史料，三位人士呈現傳教士、人

權律師、社會運動者三種形象，從三種角度切入人權的追求。教師帶領學生閱讀

文本，體悟觸動人心的情誼感受，並且寫出心得。 

（八） 扭曲的真相：「先暴後鎮」或「先鎮後暴」? 

「先暴後鎮」或「先鎮後暴」是美麗島事件衝突的糾結所在，欲釐清事件的

真相就應回歸爭議的本身，然而事件真相卻如同羅生門一般難以追尋。歷史教師

注重時間脈絡的縱深更勝表面的現象，引導學生藉由分組討論，思考造成「先鎮」

與「先暴」兩種不同主張的立場。 

教師帶領學生深入情境思考問題。首先是兩難情境，探討「惡法亦法」或「惡

法非法」的抉擇。其次是換位思考，學生角色扮演黨外人士與鎮暴警察的不同立

場。最後是根本定義，討論美麗島事件屬於武裝抗爭或和平請願，藉由再次辯論

的方式，使核心的觀念更加釐清。 

（九）超級助選員：設計一張競選海報 

核心課程最後的作業，是為當年的美麗島人士設計一張選舉海報，或是想像

自己是四十年前的候選人，為自己設計一張競選海報。四十年前的競選海報相較

於今日差異甚大，透過總結性教學活動，啟發學生的創意轉化，將歷史題材重新

詮釋，賦予新的面貌。 



四、 課後延伸活動（人權小記者） 

    因適逢美麗島事件 40 週年，我們希望新世代的學生能藉由實際的與美麗島

事件的當事人們進行對話，更能體會當時那些勇敢站上街頭的民主前輩心中的想

法與理念。因此希望由同學自願擔任「人權小記者」，與國立臺南女中同學共同

採訪前考試院長姚嘉文、教育部次長范巽綠與黨外時期重要人士艾琳達，產出採

訪大綱與報導，並於 12/7 國家人權館進行發表。 

▲文山高中陳建州同學（中間）採訪

艾琳達後認為：「一直以來對台灣歷史

的認知都是課本上學習到的，這次能

有機會聽到艾琳達口述分享她年少時

為台灣爭取民主化的經歷，除了十分

榮幸外，對於那些他們沒有聽過但卻

存在的歷史感到震驚。他們也覺得在

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因為艾琳達

及民主前輩的努力，才讓台灣民主運

動不會陷入孤立無援，讓國際社會關

注到台灣這樣一個小島，竟有能量如

此豐沛的民主運動。」 

 

 

 

 

 

▲臺南女中陳芃(左)採訪姚前院長後

認為：「好像比較能感受到那股想讓

我們的家─美麗島，也就是台灣變得

更好的心情，以及那種義無反顧的決

心，就如同現今香港街頭所上演的，

曾經都發生在台灣這片土地。小老百

姓用手邊僅有的資源，捍衛所剩無幾

的自由及人權，偌大的勇氣，真的不

是我所能想像的。即便我只是個高中

生，也要用能力所及的方式來保護家

園。」 

 

 



而教師的工作則是透過各方的管道努力促成這難得且有意義的「相遇」，所

謂「知難行易」，我們原本認為要聯繫上這些民主前輩可能不是那麼容易，沒想

到決定要著手嘗試後，這些美麗島當事人皆很熱情的一口答應，而且再接受學生

訪談時也都用心的回答學生的問題，讓學生對於原本歷史書本上的描寫，透過三

位前輩的講述，頓時成了有生命的畫面，意義非凡。我們也從學生的感想與回饋

中，自我肯定了這個延伸活動的價值，也慶幸我們當時突發奇想的做了這件事，

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影像跟文字記錄。 

 

▲臺南女中蘇鈺庭(中)採訪

范政次後認為：「40 年飛

逝，身為新一代的幼苗，我

們可能不再感同身受，但，

我們不能忘卻那些前人努力

爭取到的一切，而是該透過

演講、書籍，去試著體會當

時的那種悲憤、無助，不再

視一切為理所當然。我認

為，我們都該好好珍惜現在

所擁有的，關懷這一路走來

的坎坷，關懷我們身處的這

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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