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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理念： 

 

 

當初這個課程其實是延續筆者去年研發的「人權正義」課程而來，去年的課程

以德國和韓國的轉型正義為主軸，透過「正義之光」桌遊的開發讓玩家能感受韓

國光州事件所帶來的啟示，藉由角色換位思考讓學生能扮演國家暴力陣營與民主

人權陣營的角色，並藉由六頂思考帽的思想箝制讓學生感受思想受到控制的可



怕，進而反思民主化運動與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由於今年我申請了國家人權館的補助計畫也順利將桌遊印製出版，未來希望辦

理人權桌遊種子教師研習讓桌遊成為人權教育推動的另一種教學方式。因為桌遊

和看影片不同，影片雖然能觸發內心的感動或感情，但往往只有某些片段，某些

角色。而桌遊會因為角色的扮演讓人完全投入其中，並透過自我思考與其他玩家

的臨場互動發展出不一樣的結果；桌遊能讓玩家發現不同的策略可能造成的結果

差異，遊戲失敗了還能重玩一次，但真實的人生卻是無法重來。 

 

    今年的課程我希望融入戲劇與微電影的元素，藉由自製皮影戲去觸發學生內心

的感動，看影片和演出戲劇基本上感受層次會有所不同，因為演戲是要揣摩當事

人的心情與想法融入在自身並藉由肢體和語言去表達角色的想法與行動，坦白說

我覺得難度更高，因此我先以「人權雕塑劇場」去引導學生思考如何以肢體表達

所扮演角色的想法，再進行後設思考；另外是製作皮影戲「人權南榕，正義德

章」將鄭南榕先生與湯德章律師為人權奮鬥犧牲的故事呈現出來，我的靈感是因

為參觀了韓國兒童人權博物館沙畫影片，當時發現沙畫製作成影片讓人印象深

刻，透過藝術讓人權價值被更多人看到，因此我想嘗試用傳統皮影戲穿插真人演

出的模式拍攝成「人權微電影」藉此讓更多人認識這兩位人權鬥士。 

 



 
(正義之光桌遊是以韓國光州事件為背景，以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華麗的假期電影為靈感設計角

色，將玩家分為國家暴力者與自由人權鬥士，透過兩種玩法讓玩家進行換位思考，深刻體會不同

身分所做的選擇差異，並反思桌遊能重玩但人生卻無法重來，應該要如何避免歷史悲劇再重演) 

 

2、 教學步驟 

 

基本上這個課程我預定以六節到八節課進行，前面兩節課分別播放湯德章先生與

鄭南榕先生的相關影片並介紹兩位的生平，當初會選擇這兩位作介紹除了影片的諧音

與他們名字有關，更重要的是我發現這兩位人權鬥士有四個共通點： 

 

(一)兩位都具有雙重身分的衝突：湯德章律師父親是日本警察，母親是台灣人；鄭

南榕先生父親是所謂外省人，母親是台灣所謂本省人。 

(二)兩個人都與二二八事件有關連：湯德章律師就義於二二八事件；鄭南榕先生於

二二八事件發生那年出生 

(三)兩個人都跟台南有關：湯德章出生於台南，並在台南求學並從事警察職務；鄭

南榕先生曾考取並就讀台南成功大學 



(四)兩個人都為了人權與正義壯烈犧牲。湯德章律師我會給學生看「風~紀念湯德

章律師」影片，鄭南榕先生我會播放「象鼻子卡通日記」精華版給學生觀

看，看完影片再使用審議式民主 O.R.I.D 焦點討論法讓學生聚焦反思。 

 

    第三節課開始我會帶學生作些肢體動作的紓展，藉由人權相關新聞照片，讓學生小

組討論如何表演，讓其他同學觀看後試著猜出所發生的事件問題，在這兩節課中學生

可以揣摩媒體報導所放置的照片可能因為拍攝角度不同引起閱聽人的錯誤判斷，而這

些人權新聞照片希望引起閱聽人甚麼樣的思維與情緒都考驗我們的媒體識讀能力。 

 

接著我先撰寫皮影戲劇本「人權南榕、正義德章」再找幾位擅長演戲的學生一起

演出，因為皮影戲表演對坐在後排的學生來說不容易看清楚，距離遠且人物太小，因

此我希望將皮影戲拍成微電影播放，讓人權教育能廣為流傳。 

 

3、 學生表現 

 

由於我們學校是屬於社區型高中，也屬於教育部認定的：「非山非市」學校，通

常學生的學習狀況較屬於常態分布型態，在學習表現上也比較多元，不過令我吃驚的

是學生竟不太認識湯德章律師，雖然湯律師也是台南人，可能年代較久遠加上我們學

校離台南市區較遠，平常學生不太會注意到湯德章紀念公園，因此當我詢問大家時，

竟無人知曉；而鄭南榕先生因為有南榕大道與網紅博恩的新聞，學生較有印象。因此

我決意要向學生好好介紹這兩位承先啟後的人權鬥士。 

 

    我希望透過我製作的投影片先讓學生對兩位的生平事蹟有所認識再導入相關影片，

讓學生思考為何他們要犧牲自己的寶貴生命，自由人權與正義是來得如此地不容易，

應該要好好珍惜並承接信念，以行動捍衛人權正義，有許多學生在回饋單上會連接香

港的反送中人權事件，甚至發起連儂牆的活動，聲援人權運動。 

 

    此外學生看完影片少數學生會質疑為何要看這麼悲傷的故事，我會以討論法讓學生

慢慢釐清核心問題，嘗試以不同地角度去探討，藉此提升對人權的敏感度與認同，後

來學生也會主動去發展，由於我們有邀請中研院的林傳凱老師來談「大北門地區的白

色恐怖事件」，學生因此更有感觸，因為是我們學校曾發生過或是學生居住地曾經歷

的故事，學生相當有感，聽完後甚至有學生自主希望透過劇團演出形式將白色恐怖事

件作呈現，這是讓我覺得蠻意外的發展，但也感受到電影「返校」似乎讓學生對過去



白恐事件有更深的體會。 

(人權雕塑劇場是以人權相關新聞事件為題，將學生分組後進行抽題，讓表演組討論準備，其他組觀看

表演組的肢體動作與表情猜測其想要表演的內容，主題有婦女人權、兒童人權、校園人權…等，希望藉

由反思討論也讓學生感受媒體識讀) 

 

4、 教學反思 

 

     這次製作的微電影坦白說自己還不太滿意，自己撰寫劇本、繪製並操演皮影戲偶、

拍攝微電影、指導學生演出，都需要花費很多時間，找學生利用假日去實地取景、準

備服裝、再幕後剪輯並配樂。我覺得如果要學生自己分組製作似乎難度很高，必須要

用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 

 

但微電影好處是可以重複播放，讓更多人看到成果，未來我還是會鼓勵學生嘗

試拍攝，讓他們討論要拍攝甚麼樣的人權故事，讓人權教育可以有更多不同發展。本

來覺得皮影戲高中學生可能覺得會有點幼稚，但後來學生都覺得很新鮮而且能成為自

己難得的經驗，而且皮影戲對於國中、小學生或許更容易接受，如果人權博物館能製



作皮影戲並作成影片，我覺得能讓參觀兒童感受繪本以外的人權故事呈現，或許也能

讓人權教育向下紮根，為人權信念埋下一顆種子，進而成長、茁壯。 

更多資料可以掃描 QRcord 下載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