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 

「歌德舞台」人權課程 

融入美麗島事件40周年教學 



本學年度課程大綱 
•第一學期： 

   1.兄弟的鏡子（台、韓人權事件） 

     1-1人權讀本（順伊三寸） 

     1-2電影解析 

          （韓國民主人權三部曲+被出賣的台灣） 

   2.白色台灣 

     2-1媒體與人權 

     2-2柯旗化的故事 

   3.實地考查 

   （高史館、美麗島、柯旗化故居）      



•第二學期： 

   1.白色台灣 

     1-1「柯旗化獄中家書」導讀 

     1-2「無法送達的遺書」導讀 

   2.我的歷史我的家 

     2-1解讀日治時期戶口登記簿 

     2-2從台灣墓葬文化瞭解家族故事 

     2-3家族口述歷史 

   3.實地考查（海青工商墓碑展示館） 

本學年度課程大綱 



•第二學期： 

   4.國際人權（印度、美國、南非、德國） 

     4-1電影解析 
 （關鍵少數、我的父輩、惡魔教室、玩具島、冒牌上尉）      

     4-2文本導讀      

本學年度課程大綱 



 

影片/胡德夫美麗島.mp3


美麗島 
作詞：陳秀喜 

作曲：李雙澤 

•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著，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 



採訪日期 受訪對象與小記者分配 地點 
11/14 范巽綠次長/文山高中學生1人、臺南女中學生1人 教育部 
11/15 姚嘉文前院長/文山高中學生1人、臺南女中學生1人 國家二二八紀念館 
11/29 艾琳達女士/文山高中學生2人、臺南女中學生1人 臺南市永仁高中  

週次 日期 課程 備註 
11 11/6 兄弟的鏡子(四):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背景與過程   
12 11/13 兄弟的鏡子(四):美麗島事件-人權巡禮:舊美麗島雜誌社、人權學堂 實地考察 

兄弟的鏡子(四):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上的人事物 
13 11/20 兄弟的鏡子(五):民主化歷程-「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電影欣賞   

兄弟的鏡子(五):民主化歷程-「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電影解析   

14 11/27 兄弟的鏡子(五):民主化歷程-「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電影欣賞 段考週 

兄弟的鏡子(五):民主化歷程-「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電影解析   

15 12/4 白色台灣(一):媒體與人權-從2017年全聯廣告談起   
17 12/18 兄弟的鏡子(四):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世代與新世代的對談 實地考察 

週次 日期 課程 備註 
7 10/9 兄弟的鏡子(三):光州民主化運動-「華麗的假期」電影導讀   

兄弟的鏡子(三):光州民主化運動-「華麗的假期」電影欣賞   
8 10/16 兄弟的鏡子(三):光州民主化運動-「華麗的假期」電影欣賞 段考週 

兄弟的鏡子(三):光州民主化運動-「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欣賞 

9 10/23 兄弟的鏡子(三):光州民主化運動-「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欣賞   

兄弟的鏡子(三):光州民主化運動-「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解析   

10 10/30 兄弟的鏡子(三):光州民主化運動-從香港反送中事件與光州事件看台灣   



學生先備知識 

• 1.學生對於1947年「台灣228事件」及「高雄36事
件」有初步了解，並實地訪查過「高雄市立歷史博
物館」（舊高雄市政府、高雄市役所）。（4節） 

• 2.已先觀看《華麗的假期》與《我只是個計程車司
機》兩部關於光州民主化運動的電影。（5節） 

• 3.教師進行電影導讀與解析，使學生瞭解1980年韓
國光州民主化運動的背景、經過與其轉型正義的發
展。（2節） 

• 4.教師從現在進行式的「香港反送中」事件談起，
讓學生透過比對韓國光州事件，瞭解並體會「美麗
島事件」的歷史背景與人民感受。（2節） 

 



以講授、小組討論、資料蒐集等方式，使學
生瞭解美麗島事件的始末與後續。 

• 1.與相隔約半年發生的「韓國光州事件」進行背
景比較。 

• 2.從「香港反送中事件」談民主抗爭。 

• 3.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導火線：台美斷交、橋頭
事件、鼓山事件。 

• 4.美國僑界與「台灣之聲」的影響與協助。 

• 5.美麗島大審對台灣民主化帶來的影響。 

• 6.「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 

 



 

1978年台美（中美）斷交 



1979年1月22日橋頭事件 

• 艾琳達提供 



• 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緊急透過電
視宣布將於高雄舉行冬令宵禁演習，以避免「妨礙交通與
社會秩序」為由，將在次日禁止任何示威遊行活動，實為
針對可能舉辦的遊行活動進行監控。 

1979年12月9日鼓山事件 



• 鼓山二路與綠川路交叉口。 

• 「鼓山事件」引起黨外人士公憤，《美麗島》雜
誌社高雄市服務處緊急動員各地黨外人士前來聲
援，並更堅定其舉辦活動的決心。 

• 也使得一些原本並未計畫參加12月10日遊行的黨
外人士，如黃信介、呂秀蓮、陳忠信、黃順興等
人（范巽綠次長也曾表示說她也是因為這樣參加
遊行），也立即前往高雄，準備參加遊行。 

• 而社長許信良甚至在美國度假。 

1979年12月9日鼓山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高雄）事件 



 

美國壓力下的公開審判 



 

美國壓力下的公開審判 



 

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 



 

林宅血案，1980/2/28 



 



 



 

1981年陳文成命案 



•陳文成於建國中學畢業後，以大學聯
考全國第二名的成績錄取臺大醫學系，
但因發現色盲，改入臺大數學系，後
取得臺灣大學數學學士，隨即負笈美
國，取得密西根大學碩士、博士，並
在美國執教，執教期間，頻頻捐助台
灣民主運動人士，尤其捐助美麗島雜
誌。 

陳文成命案1981年 



 



• 陳文成曾經透過艾琳達捐贈一張5000美金支票給
美麗島雜誌社。 

1981年陳文成命案 



 

從2018全聯中元節廣告談起，讓學生搜尋「陳文成
命案」等人權迫害事件，並進行小組報告，並讓課
程延續到下一階段的「白色台灣」主題（白色恐
怖）。 



 



實地踏查原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與
美麗島站（原大港埔圓環） 

 



 



實地踏查原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與
美麗島站（原大港埔圓環） 

 



 



實地踏查原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與
美麗島站（原大港埔圓環） 

 



於美麗島站「人權學堂」上課 

 



張俊宏         陳菊                  施明德                   林弘宣 

     黃信介             姚嘉文                  呂秀蓮 



 



 



 



 



 



 

林奐均 



 

音樂家及教養專家 



 

張俊雄     鄭勝助      尤清         呂傳勝        謝長廷             蘇貞昌          陳水扁 

 郭吉仁       金甫政         張政雄        江鵬堅          高瑞錚        鄭慶隆         李勝雄 



 



與海青工商、左營高中共同舉辦 

「美麗島世代與新世代的對談」（12/18） 

• 1.邀請范巽綠次長進
行1小時美麗島事件講
座。 

• 2.提供1小時左右，讓
學生與范次長針對美
麗島事件進行自由對
話。 



與人權資源中心、臺南女中合作，由學
生採訪美麗島的重要當事人 
• 1.姚嘉文（前考試院院長，美麗島事件當事人） 

• 2.范巽綠（教育部次長，美麗島事件當事人） 

• 3.艾琳達（黨外運動助選團英文祕書） 

 



與人權資源中心、臺南女中合作，由學
生採訪美麗島的重要當事人(人權小記者) 

• 1.小記者須先閱讀相關書籍或受訪者資料。 

• 2.文山與南女學生各自研擬訪談提問。 

• 3.教師與學生討論問題適宜性。 

• 4.兩校小記者互相討論，並挑選出3-4個問題。 

• 5.學生提出採訪大綱。 

• 6.進行文字及影像採訪。 

• 7.12/7於國家人權館進行初步發表。 

• 8.返校進行各自宣導與發表。 



 



 



 





 



 



 



 



 



 



 



 

范巽綠次長與艾琳達女士勉勵師生 

影片/次長勉勵學生2.mpg
影片/艾琳達勉勵學生.mpg


范巽綠次長訪談心得 
一個新世代之子的心境轉變  
      在訪問過次長後，心中彷彿有著什麼一閃而過，照亮了原
本黯然的、對於政治冷感的世界，在心中。我想，大概是對於
當時政治戕害的義憤填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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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只是讀著課本的文字，輕描淡寫的帶過；不再
對過去發生的種種漠不關心。我認為，我們都該好好珍惜，珍
惜所擁有的，關懷這一路走來的坎坷，關懷我們身處的這片土
地-台灣。 
 

台南女中 蘇鈺庭 
 



范巽綠次長訪談心得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可以到教育部去採訪范巽綠次長，更進一步的
了解美麗島事件。 
      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是否有考慮再復刻美麗島雜誌」一題，大
部分年輕人都沒看過美麗島雜誌，能有這個機會讓它再出版、讓更
多人了解歷史，了解臺灣曾經都經歷了什麼事情，這意義十分重大。 
不是當事人，無法感同身受當時的處境，透過與次長的訪談，也改
變了原本不那麼關注這些議題的自己更加關注現在所發生的事件。 
      只在課本書籍等看到的悲慘經歷，如今在香港也已重現，看到人
民為了自己國家不惜生命努力抵抗，曾經漠不關心的自己也為此感
動，我們這些新生代，不應該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看課本讀這些內
容；不應該在認為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這先都是當時那些勇敢無
懼的人帶給我們的，能了解先人的努力且珍惜現在擁有的自由、民
主國家，我想這才是歷史帶給我們的意義。 

文山高中 游采蓁 
 



姚嘉文院長訪談心得 
      在訪談前，我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知識份子要冒著生命危
險去抗爭，和政府爭取「自由」。 

      訪談後，才明白原來這對我們日後有很大的影響。那時政
府權力這麼大，那些知識份子卻用他們那微小的力量，不顧一
切去宣導、舉辦許多大大小小的抗爭活動來影響政府日後的政
策，也因為有了他們的這些犧牲，我們才有今日的「自由」。 

      雖然現在我們已經有屬於我們的自由了，但是還是有很多
人正在為屬於他們的自由奮戰，如：正在發生的反送中事件，
雖然現在身為高中生的我沒有甚麼權力，只能幫他們加油，希
望他們也能爭取到屬於他們的「自由」。 

                                                                             文山高中   王品雅 

   



姚嘉文院長訪談心得 
      我們現在做任何事情，都有著極大空間的自由，所以對我
而言，真的無法想像在過去的社會中究竟瀰漫著什麼樣的氣氛。
且在過去那段時光，有如此勇敢的人們為了建立更好的環境，
奮力對抗把持武力的當權者，當下的衝擊，顯得更加得遙遠。 

      但訪談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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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女中  陳芃  



• 歷史的巧合，在不同的時間，相同的地點遇到你 

2019年12月7日 國家人權館 



 

2019年12月7日 國家人權館 



 

2019年12月7日 國家人權館 



接受教育廣播電台採訪12/11播出 



● 若是有日歷史重演時，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青年人會
做出怎樣的選擇？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 
朱鎮五館長2019.12.5 



孩子雖笨，卻是我輩中人。 
 
 
 
 
 
 
 

香港莊耀洸律師2019.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