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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計理念： 

 

本課程的設計，旨在透過閱讀經典，來理解人權的困境。當教師在講授人權課程時，往

往把人權等同於同情的概念解釋，但如果回到人權概念發展的歷史脈絡，就會發現人權的發展

與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息息相關，啟蒙運動肯定了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因而可以實現人之所以

為人的意義與尊嚴。 

  

十八世紀啟蒙的理想，經過二十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及猶太大屠殺，重新被檢視，為什

麼啟蒙了，卻會發生世界性的戰爭與種族大屠殺？為什麼會出現消滅個人自由意志的極權政體？

筆者透過讀書會的運作，讓學生閱讀各種不同類型與風格的文本，以多元視角呈現啟蒙與人權

的關係，讓學生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並藉以思考極權政體產生的心理與社會背景，反思

啟蒙的可能性與能動性。本學期的書單如下:康德的<何謂啟蒙>、阿多諾，霍克海默的《啟蒙



的辯證》、漢那鄂蘭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佛洛姆的《逃避自由》、日本漫畫《死亡預告

（漫畫）》、喬治歐威爾的《1984》、以及韓國光州事件為背景的繪本《M16》。 

 

二、課程架構 

 

引起動機 

  第一堂課以韓國繪本《M16》作為本學期人權議題的開始。這本繪本是以步槍M16的視角來

描述韓國五一八光州事件，步槍M16受到指令，儘快鎮壓暴徒，讓光州市區恢復秩序，一開始

M16認為只要讓暴徒感到害怕，人群自然會散去，然而，面對人群卻越來越多，受到上頭的指令

對準人民發射子彈，此時，M16內心充滿了不安與痛苦，他說: 槍管發燙，像是炸裂一般，他心裡

不斷吶喊著: 不要再出來了! 但並沒有停止人群繼續湧向廣場……。 

  之所以選這本書人權議題的開始，係因這本書不同於其他的繪本，是以加害者的視角所寫，

因此可以讓學生思考加害者的心理狀態，檢視將加害者形容為冷酷無情或舐血的惡人，這樣的刻

板印象是否妥當。教師再提出以下的問題，讓學生思考，如果學生自己是步槍M16，會有甚麼樣

的心境?  M16的諧音 I am 16，也就是光州事件中死傷最多的年紀。請同學比較步槍M16原本賦予

的功能與十六歲青少年被賦予的期待，光州事件發生的當下，面對國家暴力，步槍M16與十六歲

的青少年的選擇是甚麼? 符合他人對步槍或者學生身分的期待嗎? 透過這些問題的討論，讓學生初

步了解，人權不只是教條式的同理心或施捨，更是個人的自由意志與自我實現。 

第一部分：人啟蒙了嗎？ 

  以康德的文章＜何謂啟蒙?＞，讓學生了解啟蒙的脈絡與主張。分組討論這篇文章是在甚

麼樣的背景之下完成的?一個啟蒙的人應該是什麼樣子？工作的職責(私自理性)與做為世界公

民的責任(公開理性)衝突之時，康德給予的答案是甚麼? 透過這些問題的討論，釐清前面繪本

M16與I am 16所面對的困境與兩難。 

 

第二部分：極權體制是怎麼產生的？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主要論述國家機器之下，個人是否有自由意志實現自我? 教師以

影片和學習單交叉進行教學，讓學生看完平庸的罪惡影片，討論漢娜鄂蘭和艾希曼有哪些地方

不同?平庸之惡是什麼樣的狀況？因為前面已經討論過＜何謂啟蒙＞，學生對這些議題的發表



格外熱絡，有人說艾希曼運用的是私自理性，而鄂蘭運用的是公開理性，如果沒有運用公開理

性去思考，即使是運用理性，也會導致邪惡的結果，像艾希曼一樣。教師另外準備資料，討論

不同社群在納粹大屠殺時期所採用的策略，如迷你陸戰部隊，納粹親衛隊，親衛隊隊長，宣傳

部長，德國教會，外國政府，專家和猶太人，並請學生分組討論，誰該為大屠殺負責? 學習單

的中心畫上灰色大圓寫著”誰該為大屠殺負責”，請同學以大小不同的圓圈表示上面群組的大

小，並與中心的遠近表示責任的重與輕。學生的討論相當引人入勝，很多同學都猶豫要把猶太

人放在哪個位置? 究竟該不該為自己的苦難負責? 也有學生說，似乎每個群組都直接參加了猶

太大屠殺，不只是納粹政權而已。 

  《逃避自由》一書討論極權政體產生的心理結構，一開始教師會問學生，你喜歡自由或

不自由? 學生都會說自由。教師再請同學上台報告書摘與心得，後面的討論，教師再次邀請同

學思考自己是不是真正自由的人?究竟當自由的人容易?還是不自由的人容易?。再導入如果希

特勒再回來，你會是那個附和希特勒的人?還是反對的人?學生此時都陷入沉思，自己會不會比

當時的德國人更勇敢?是否有勇氣對抗希特勒的極權政治? 

第三部分：烏托邦Ｖ.Ｓ反烏托邦  

日本漫畫《死亡預告》，敘述某個國家通過”國家繁榮促進法” 根據這個法案，國民小

學入學的時候必須接受疫苗，千分之一的疫苗混著奈米膠囊，那些被注射奈米膠囊的人，

在 18～24 歲間因為奈米膠囊卡住肺動脈而死亡。之所以通過這個法律，國家的說法是希

望國民以「死」的恐懼，重新認識「生命的價值」。學生導讀完後，討論國家究竟有沒有

權力以國家繁榮為由，剝奪人民的生命?  再思考如果個人的犧牲對國家有幫助，你會犧牲

嗎，犧牲的最大程度是到哪裡?國家有權利以此為由，要求你犧牲? 

 

再以《1984》來談極權政體的特色。 以 1984 所提及的老大哥，思想警察，101 室，電

屏，來討論極權政體對人的壓迫，並理解溫斯頓失去「自由」與「真理」的感受。再請學生分

組討論自己在那樣的處境，會不會向溫斯頓一樣採取行動? 還是接受現狀? 各自的理由是什麼？ 

 

第四部分：總結  

最後以《啟蒙的辯證》來再次反思『我們啟蒙了嗎？』，當啟蒙變成神話，或透過文化

工業的複製與再複製，啟蒙變成教條，我們有能力做反思與改變嗎?所以我們是真正啟蒙的人

嗎? 



 

(教師帶學生做議題討論) 

 

三，學生表現 

 

本校讀書會是在社團時間進行，一學期十次，每次兩個小時，前面一小時由學生輪流

導讀經典，後面一小時教師拋出議題或學習單，請學分組討論，。經過一學期的人權議題的討

論，學生的回應是深刻的，他們開始思考國家機器對人身的控制，思考自己是不是為了求安定

與情感上的依附而放棄自由，思考誰該為猶太大屠殺負責，不斷對話當中，學生對人權的概念，

不只是停留在同情弱勢的表象層次，而是體會到當不去思考的當下，每個人都可能是極權主義

的推手，也可能是大屠殺的幫兇，體認到時時刻刻反思自己是不是一個啟蒙之人的重要性。 

 

 

更多資料可以掃描 QRcord 下載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