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12 屆中小學人權教案徵選設計比賽教案格式 

組別：□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課程名稱 語言，民族靈魂：王育德與台灣青年的對話 

人權主題（地點） 王育德紀念館，台南公會堂 

適用年級 高一、高二、高三皆適用 

教學時數 
校內活動：4 小時  

校外走讀：2 小時 

設計理念 

一、人論的議題： 

    關於人，人性→人權→人道，這三層次是共同可思索的面向。

首先談人性，關於人性的多面向是複雜的，在面對抉擇時所呈現

的自己，這恐怕很難用單一面向敘述清楚完整的；其次是人權，

人權是人應走的道路，人在民主制度中現代持續學習往文明邁

進；最後是人道，人道是人的最高準則，是神性的崇高價值觀。

身而為人，實踐自我的存在，必有其理想性格。此篇教案，所期

許的就是希望學生能夠重新思索人的存在為何？最終能夠在複雜

的社會政權中釐清人道主義的精神。 

 

二、歷史的記憶： 

    近幾年台灣政府較積極落實「轉型正義」的調查，從檔案、

口述歷史、以及重新啟動調查，蛛絲馬跡搜尋威權統治下的集權

暴力。然而，這在重視升學導向的教育現場而言仍是太遠離轉型

正義了！所幸，108 課綱中，高中多了自主學習、多元選修、以及

微課程的空間，若在教育現場來思辨歷史記憶的問題，是有機會

可以操作實施。因此，從家鄉的故事做起，結合家鄉的紀念館，

將上課範圍從課堂到城市結合，對歷史記憶有新發現。 

 

三、語言的消失： 

    語言教育的問題在台灣不斷被論述，即使國家語言發展法通

過之後，未來本土語言即將在國民教育中實施。然而，可想而知

的是風雨欲來的贊成與反對又會掀起一翻論戰。此教案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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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想打口水論戰，只想踏踏實實，穩穩地思考，什麼樣的題材

與故事，可以讓給年輕人悸動？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可以讓人有不

同思考？從多一份理解與多一份想像中，去探究學習語言的美好

可能，若語言需要藉由教育「復振」，沒有那份學習動力可能也無

成效，此篇教案期望藉由前輩王育德的故事，讓有心學習台語的

年輕人更主動積極，將語言說回來。 

 

四、台灣人是誰： 

    透過文獻的閱讀，可以理解每一世代都有屬於自己世代的典

範，事件可能不同，然而那份精神是共通的符碼。而在教育歷程

中，關於台灣屬於台灣人，只有台灣人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翁，

這樣的真理更是對世界和平有貢獻的事實。只可惜，以往並不討

論，並且一句這是政治立場就帶過，此篇教案期望讓學生從材料

中加深自己的見解，或許學生未必與教材的敘述觀點有相同的的

立場。然而，有機會思考絕對比懵懵懂懂的空白更有意義。這是

哲學問題也是生命教育問題。 

 

五、教育的思辨： 

    此篇教案並不希望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輸學生單一價值觀，更

不希望以教師的立場為主要教學理念。教育，來自對於城市的記

憶，也是自我將往何處的方針。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創造整

體自我的成熟人格。所以，課堂上所選用兩篇教材(兩篇皆在附錄

中)，除了王育德個人創作，也加入後人陳正雄老師所書寫的王育

霖的生平的資料。以文學的角度進入歷史事件，帶著情感與人性

去觀察，投射自己的共感去想像，人權教育最終進入將心比心的

體貼與理解，人類文明之路將有機會遠離極權的盲目掌控。 

 

六、萌芽與茁壯： 

    整個課程的目標，期許人權教育繼續萌芽，而人道主義能夠

茁壯，讓生命的意義可以在這塊福爾摩沙島嶼實踐，也讓屬於國

家的尊嚴更有智慧邁進一大步。 

教學目標 

一、認知： 

1.學生能夠了解台南王育德紀念館的成立意義與價值。 

2.學生能夠認識王育霖、王育德兄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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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能夠知道二二八時期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氛圍。 

4.學生能夠感受二二八之後，台灣菁英們集體消失的嚴重性。 

5.學生能夠說出二二八事件與校園的關係。 

6.學生能夠理解傑出校友王陳仙槎獨自撫養小孩的艱辛。 

7.學生能夠規劃戶外教學的路徑。 

8.學生能夠說出簡單的台語短講。 

9.學生能夠理解王育德對台語的貢獻。 

10.學生能夠說出台南的人權地景特色與位置。 

 

二、情意： 

1.學生至少能夠感受二二八事件對一個家族的傷害。 

2.學生能夠同理口述歷史敘述者的心情。 

3.學生能夠對極權政權提出批判，並期許未來不再重蹈覆轍。 

4.學生能夠以台語的語言感受當時的時代氛圍。 

5.學生能夠感受台語消失可能文化也消失的簡單情境。 

6.學生能夠表達出王育德對自己土地的熱情。 

7.學生能夠喜愛台語之美，並嘗試學習讓自己也能流利表達。 

8.學生能夠利用情緒圖表掌握文章或紀錄片的氛圍。 

 

三、技能： 

1.學生學習深度閱讀的能力。 

2.學生能夠掌握閱讀的專注力。 

3.學生能夠運用 google 的能力規劃戶外教學路線。 

4.學生能夠創作並展演表演，加深自己對故事的詮釋。 

5.學生能夠學習團隊合作能力。 

6.學生能夠說台語表達自我見解。 

7.學生能夠寫出簡單企畫書。 

8.學生能夠規劃 靜、動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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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學習重點及素養 

閩-U- C1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的積極態度，並關注公共議題、主動

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和人類永續發展，實現知善、樂善

與行善的美德。 

閩-U-B3 培養閩南語文的賞析能力，並能體會其與社會、歷史、

文化之間的關係，以欣賞語文的藝術美，進而從事創作與分享。 

1-Ⅴ-6 能聆聽並欣賞閩南語文相關藝文活動，並體會其與社 會、

歷史及文化之間的關係。 

2-Ⅴ-7 能以閩南語口語清楚且有條理地分析公共議題，並建立主

動關懷社會的態度。 

人 U8 說明言論自由對於民主社會運作的重要性。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人 U5 理解世界上有不同的國家、族群和文化，並尊重其文化權。 

預計參訪地點 台南市王育德紀念館，台南公會堂 

教學資源與策略 

一、教學資源 

(一)參考書目 

   1.王育德，王明理：《王育德自傳暨補記》，前衛出版社，2018 

     年 9 月。 

   2.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出版社，2018 年 9 月。 

(二)參考地景網站 

   1.王育德紀念館：https://oitmm.tnc.gov.tw/ 

   2.台南公會堂：http://w2-culture.tainan.gov.tw/extra/wuculture.htm 

(三)參考影片 

   1.認識王育德口述紀錄片《回鄉》Huê-hio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3lKQ13cdk0&t=204s 

 

二、教學策略 

閱讀理解，口述講解，討論思辯，探查走讀，表演產出，行動短

講。 

 

https://oitmm.tnc.gov.tw/
http://w2-culture.tainan.gov.tw/extra/wuculture.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3lKQ13cdk0&t=20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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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 

一、開課前事先規劃： 

 

(一)思維的發想： 

1.處處可見發想的素材：設計人權課程的教案，並以身邊周遭的故事為主軸，在台南 

 似乎有機會產出新教材的研發。 

2.第四屆傑出校友的家族：2017 年正逢台南女中百年校慶，其中第四屆傑出校友中， 

 有一位是王陳仙槎女士，得知王家的故事與台南女中也有小許淵源。 

3.與博物館資源結合：王育德紀念館主動聯繫，想要推廣紀念館與校園的合作，籌畫 

 青年返校日活動，計畫書如下：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台灣青年返校日】計劃書 

活動目的 

    王育德博士（1924年 1月 30日－1985年 9月 9日），為國際臺灣語

研究權威、臺灣獨立運動重要領導人之一，也是日本「台灣青年社」及其

機關刊物《台灣青年》之創辦者。臺南市政府為彰顯紀念王育德博士畢生

追求政治理想的精神，致力研究推廣臺灣語、以臺灣人為為本位的臺灣史

觀，成立王育德紀念館。 

    本年度為使台灣地區的台灣青年多認識其生平，包含生長背景、臺灣

語研究推廣、臺灣獨立運動推展、原臺籍日本兵的補償問題，欲辦理《台

灣青年返校日》活動，使青少年們能看見王育德先生與大時代的對話。 

 

(二)具體成形的教案設計： 

1.地景：王育德紀念館距離學校不遠，走路 20 分鐘路程，若欲參訪，安排在課程中具 

 體可行。 

2.親切感：王家的事件與人權議題息息相關，透過課程設計可讓學生更加了解自己家 

 鄉府城的故事。 

3.國家語言發展法：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未來在高中也有本土語言的課程實施。然 

 而，除了語言的學習，若能讓學生了解本土語言的發展與人權議題息息相關，並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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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強勢語言的推行也是消滅文化人權的手段，以及失語的一代的歷史脈絡，有助於釐 

 清自我認同的辨識。因此，決定發展此課程教案。 

 

貳、準備活動 ： 

 

一、教師：  

1.鎖定學生對於臺南的人權地景，有基本的認識，例如：知道湯德章是誰？  

2.這是一門微課程，共有六周上課時間，每周兩小時，高一選修。 

3.開課老師為國文教師，教材以深度閱讀與思考為核心目標。 

4.上課空間準備：檢查資訊設備是否完善。 

 

二、學生：  

1.事先閱讀王育德與王育霖的生平資料。 

2.預先網路搜尋台南地景吳園(台南公會堂)的位置。  

 

＊相關器材：電腦、投影機、投影筆、音響設備、網路連結、講義、學習單。 

---------------------------------------------------------------------------------------------------------------------- 

 

第一堂課 回鄉•王育德的故事 (共 50 分鐘) 

 

一、引起動機  (10 分鐘) 

1.教師以投影片的照片方式，列舉學生熟悉的二二八事件台南志士者。例如：湯德章、 

 吳新榮。若學生無法回答，由老師並簡單說明事蹟。 

2.再從臺南女中 100 年校慶中，有位傑出校友王陳仙槎，並簡單說明此位學姊的故事， 

 漸漸地引導進入今天的課程主角。 

     

(投影片開場說明) 

起初他們（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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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那時已經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牧師《我沒有說話》 

 

簡單介紹三位，引起動機即可 

湯德章 吳新榮 王陳仙槎 

   

湯德章（1907年 1月 6日－1947

年 3 月 13 日），臺灣臺南人。父

親為日本東京人，母親為臺南南

化人。任職警官、執業律師 ，

於二二八事件中遭國軍槍決在

現今的湯德章紀念公園。2014

年，臺南市政府將湯德章殉難日

3 月 13 日訂為「臺南市正義與

勇氣紀念日」，以紀念湯律師英

勇堅韌的一生。 

吳新榮（1907 年 11 月 12 日－

1967 年 3 月 27 日），台灣鹽水

港廳（今臺南市將軍區）人。台

灣著名文人、醫師與政治人物，

在日治時期曾參與組織「佳里青

風會」及「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

部」，為「鹽分地帶」。 戰後吳

新榮曾擔任台南縣參議員。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遭逮捕入

獄。 

陳仙槎女士台灣台南縣官田鄉

人，日治時代台南第二高等女子

學校畢業後赴日本進修家政。與

王育霖先生結連理。228 事件爆

發，王育霖被押走。當時長子克

雄兩歲半、次子克紹兩個月半，

25 歲的王陳仙槎強忍悲痛和異

樣眼光。辛苦撫育兩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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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紹王育德的故事 (共 25 分鐘)   

1.口述講說：王育德  

    透過二二八中臺南志士的故事，帶著可能感傷的情緒，進入這堂課的主角王育德

先生。學生對於王育德可能是陌生的，然而透過先前熟悉人物的引導，學生可能有概

念是人權議題的課程。否則教師思考如何花更大力氣協助學生理解課程核心。 

(投影片介紹主人翁：王育德) 

  

 

王育德：獻一生予臺灣的

天光 

王育霖與王育德兄弟合照 1985年王育德出席世界台

灣同鄉會聯合會 

 

2.觀看影片：認識王育德口述紀錄片《回鄉》Huê-hiong  

    由網路 youtube 的影片《回鄉》Huê-hiong，初步認識王育德的生平。影片共有 42

分鐘，但因為教學時間的規劃，濃縮剪接前 22 分鐘為主。  

 

認識王育德口述紀錄片《回鄉》Huê-hiong 

紀錄片《回鄉》，以口述影像紀錄王育德的生命故

事，橫跨台日兩地，訪問王育德的至親、朋友、以

及深受其影響的後輩們，歷時二百多個日子拍攝製

作完成。 

影片以臺文規劃，以臺語華語雙字幕呈現，受訪者

所表達的口述語彙能以文字原汁原味呈現，臺語文

得以運用在日常生活多樣的領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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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討論 (15 分鐘) 

 

◎分組：設計分組方式，5 人一組，小組討論，以口語方式說明觀看心得。 

◎器材：計時器、鈴鐺、學習單、筆記簿。 

教學進行方式：擷取訊息→整理重點→提出疑問→不同見解。 

PS：第一堂課先不聚焦達成共識，讓更多問題或者疑惑產出。 

◎預先準備的提問： 

  

1.設定大多數同學是初次透過影片，才認識台南前輩王育德博士，請同學互相用一分 

鐘的時間，整理自己所看到的口述故事，並表達出自己所看到的情節片段。 

2.對於影片所用的語言，包含日語、台語、華語。有影響你的觀看能力嗎？以及你能 

理解為何影片有著多語呈現？ 

3.從人權的角度思考，王育德博士在當年的遭遇，他以及他的家人可能被侵犯了什麼 

面向？ 

4.請各組派一代表，發表以上三題共同的看法。 (5 分鐘) 

 

四、老師收尾：並發下下一堂課的文本講義，並預告第三堂課要有參訪課程。 

    此時，老師也發下一張情緒圖表，請學生感受上完這課，了解這故事之後，自己

此刻的情緒位置在那兒？以下兩張圖擇一使用。 

 

 

 

 

 

 

 

----第一節課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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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課 語言與人權的關係 (共 50 分鐘) 

 

◎進行策略：閱讀文本，思考探究，規劃走讀。 

◎前置作業：育先發下兩張文章讓學生事先閱讀，以利課堂上討論。 

 

◎兩張文章：1.〈期待明仔載的人----王育霖〉，陳正雄著。 

            2.〈苦悶中的蛻變〉，王育德著。 

 

一、兩篇文章閱讀理解 

    首先，學生針對兩篇文章，閱讀理解後進行討論。  (20 分鐘) 

(1)限時閱讀文本訓練 

(2)立即回饋說明文本重點 

(3)學生畫出心智圖以及掌握大綱 

 

二、台語的消失 

    上述有一篇文章，是以台語書寫，對學生閱讀上或許較為吃力。但是，老師在此

時適時補充「失語的一代」歷史脈絡，加深學生理解戰後的語言流失。 

    影片：8:56 分開始。(約 5 分鐘) 

跨越語言的一代，源於 1967年，詩人林亨泰為向來

自日本之高橋久晴說明與自己同屬銀鈴會的詩人所

創。根據其於《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從「銀鈴會」

談起》的界定，指的是 1920年前後出生的作家們，

受過完整日本教育，並以流利的日文創作。然而，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戰敗，並交出臺灣的統治

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後的去日本化政策

與國語運動，令前述約 20多歲的作家們被迫跨越語

言，捨棄過去所使用之日語，重新學習以中文創作，

故得稱。同屬本代的詩人包含林亨泰、詹冰、巫永福、

杜潘芳格、陳秀喜、葉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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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記憶搶救語言 

   接著引領學生思考國際間如何思考各地本土語言的做法。(5 分鐘) 

   1.2020 年的新聞：台灣白話字文學登錄世界記憶國家名錄！ 

    講述以下材料，以投影片呈現並口述意義。 

    第二屆世界記憶國家名錄公布，台南總共入選了三項，其中入選的皆與長

老教會在台之活動有所相關，而台灣文學館所提報的「台灣白話字文學及相關

作品」對於台語文的推廣以及台灣本土文學的推廣有重大的影響，然而至今仍

有許多人對於白話文的意義以及價值不太了解。 

白話字的前生今世 

    在過去教育不普及的年代，知識的傳遞及文字的傳達門檻非常高，當時長

老教會的傳教士為了傳教因而以拼音的方式發明出了 pe̍h-ōe-jī（白話字），因

此在教會中不論聖經或是詩歌皆以此做為書寫文字，而台灣第一份報紙

Tâi-oân-hú-siâⁿ Kàu-hōe-pò（台灣府城教會報）即是以 pe̍h-ōe-jī 書寫而成。

在擁有文字系統書寫自己的語言後，除了宗教領域以外，其他如數學、醫學、

社會等專業領域的書籍也逐漸問世，當時蔡培火更是運用白話字寫了

《Cha̍p-hāng Koán-kiàn》（十項管見），作為知識分子推廣白話字的先驅。 

    然而這樣的文字在日本統治的皇民化時期，或者國民政府推行的國語政策

時期又遭到打壓，一直到 1990年代開始使用一些用白話字編成的本土語言教

材，但是經過這樣長時間的改變，白話字的使用者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年齡斷層。 

白話字的重要性 

    由於白話字學習較為快速，比起漢字需要多年金錢以及時間學習，其更容

易被推廣，也因此具有打破社會階級，讓不同的人都可以藉由讀懂文字而學習

的意義。在沒有辦法用漢字描述自己所經驗的事物以及語言的狀況下，唯有白

話字能夠將台灣人所經歷的事物以及思考做出精準的抒發，更是建構台灣自身

主體性的重要媒介。 

    具有自己的文字系統才能夠將自身的語言書寫出來，過去在政府的打壓以

及刻意製造的華語霸權都導致台語本身的斷層以及在社會中成為次等語言，也

因為教育以及公務環境皆使用華語，導致大部分人無法運用台語來做專業知識

的描述，進而產生講台語是比較次等的刻板印象。一個語言的保存不是只要會

講就可以了，倘若沒有搭配書寫的方式進行知識的傳遞，在現在不可逆的華語

霸權下，台語只會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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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堂間以投影片方式，提供學生以下材料，儲存資料庫即可，做為未來自主學習 

    或者小論文寫作用。 

★「賴永祥史料庫 （Elder John Lai‘s Archives）」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BqrK8gRBIjk 

★「巴克禮相關文物之增補」影片網址：https://youtu.be/IKFmElOY8bw 

★「臺灣白話字文學及相關作品」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bMvv3w7lRuI 

★「東海大學早期校園校舍檔案」影片網址：https://youtu.be/-wxkGwDyCcg 

 

四、教師引導學生提問 (5 分鐘) 

     

台語書寫與王育德一生的關係是什麼？ 

台語的消失與政權的政策有無關係？ 

台語表達的消失是否與人權有關？ 

 

五、小結： 

    以上的提問依舊不需要提供學生標準答案，甚至讓學生有不同意見的表達也可

以，將訊息給學生，也將現況告知學生。將母語與人權的關聯留下伏筆，在下一堂課

的走讀踏查中，找出更貼近自己思考後的答案。 

 

六、規劃下一堂課微旅行路線  (10 分鐘) 

(一)、主題：實地踏查王育德足跡小旅行 

https://youtu.be/-wxkGwDy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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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兩堂課的時間(100 分鐘的時間)設計人權地景小旅行。 

(二)、教師準備：與王育德紀念館聯繫，辦理戶外教學保險，相機、學習單。 

(三)、學生準備：分組進行，做好自行規劃路線的準備。 

     1.王育德紀念館的網站預先瀏覽。 

     2.GOOGLE 搜尋從學校到紀念館的路線。 

     3.預先練習閱讀白話字，否則到紀念館有些策展會看不懂。 

     4.紀念館所在地在台南公會堂裏，學生必須同時搜尋公會堂在不同時期的故事。 

 

王育德紀念館網站 

此網站有最新消息、紀念館的行政資料、空間導

覽(入口、語言是民族的靈魂、追求民族與自由、

翻轉無情的判決、小書房開啟大世界)等五大

項、以及王育德生平介紹和相關網站的連結等

等。 

 

     5.這是一場人權之旅，以及找尋消失的台語聲音，因此，接下來的走讀課程，聚 

      焦鎖定在台語與人權的關係，並設定是否已經在日常用語間消失了！ 

 

----第二節課完---- 

---------------------------------------------------------------------------------------------------------------------- 

第三、四堂課   

走讀人權，找尋台語：出發至王育德紀念館、台南公會堂 (共 110 分鐘) 

 

教學策略：不斷在發散與聚焦的交叉中進行腦力思辨 

教具準備：導覽麥克風、地圖、相機、錄音筆、學習單、筆、手機。 

 

一、從學校以步行的方式到王育德紀念館 ( 20 分鐘) 

設計一個任務，從學校到紀念館，途中是否聽到有人以臺語交談，或者看

見以台語書寫的招牌或文字等等。並且到目的地時立即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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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王育德紀念館 (20 分鐘) 

     

◎導覽人員協助解說。 

◎學生填寫學習單。 

 

三、討論議題：語言人權的消失 (20 分鐘) 

 

◎引導學生發現紀念館中白話字所寫的看板。 

◎閱讀策展上的白話字。 

◎簡單探討台語文字的問題。 

◎讓學生以正反辯論的方式切入討論，臺語字的各種呈現方式。 

◎發表看法。不需要立即聚焦，有結論。 

 

四、在紀念館旁的吳園廣場，即興編演出王育德的故事橋段，共分四組 (30 分鐘) 

 

◎年輕時期的王育德喜歡戲劇，請編出一位年輕人想當導演的夢想橋段。 

◎王育德以研究臺灣話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請編出日本教授和王育德 

  對話的橋段，以及王育德博士在研究期間的心情。 

◎請演出穿越劇，想像王育德博士來到 2020年的今日，和你們的對話。 

◎想像你是王育德的好朋友，同時要編《台灣青年》，但意見不同，當下的 

  衝突與對話。 

 

五、回程 (20 分鐘) 

    去與回皆步行即可到達。 

    回程要掌握時間，不耽誤學生下一堂課的進行。 

    並告知下一堂課預備要進行的課程。 

    注意外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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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德紀念館門口 

 

王育德博士雕像 

 

 

廣場前可立即演出 從紀念館的小冊子中設計學習單 

 

----第三、四節課完--- 

---------------------------------------------------------------------------------------------------------------------- 

第五、六堂課  主題：人權 X 台語，我是台灣青年 (共 100 分鐘) 

 

◎說明：採取活動設計的方式，將人權議題與台語結合，透過活動的進行，將王育德

的台灣青年與 21 世紀台灣青年作對話。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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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組討論活動企劃書的撰寫。 

2.設計活動標題，以一句話呈現，可以配合世界母語日(2/21)、言論自由日(4/7)以及台 

灣文化日(10/17)在校園間進行活動。 

3.讓學生自由創作，動態、靜態皆可。 

4.老師從旁協助，讓每一項活動的進行能夠順利達成。 

5.並且為了宣傳活動，利用中午時間至合作社辦理五分鐘的短講(每人輪番上陣)， 

12：10~12：35。 

6.讓學生透過粉專發表學習心得、看法或想法。 

7.製作活動企劃書： 

 

設計企劃書   

(由學生設計規劃，此內容是學姐之前所留下的樣本資料，提供課堂學生

參考用) 

 

〈人權 X台語，我是台灣青年〉企劃書 

壹、活動宗旨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思想受控於日人的教育下，有一群人自願肩負起讓臺

灣朝文明進步的使命。而 1924年出生的王育德則是教育學術類歷史名

人，是第一位台語博士及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王育霖受害後，王育

德於 1949年只拎了 1只手提包就離開台灣，經香港輾轉逃亡至日本，1960

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雜誌。選修此課程的我們也希望傳達 2020

年此刻台灣青年的新期許。 

 

貳、活動目的 

（一）透過講座、短講、讀書會，結合影展、紀錄片觀賞等多元形式，讓

高中學子對王育德的台灣精神有所接觸與認識，並連結當代社會議題如教

育、人權、民主、性平、校園等，展開跨世代的對話。 

（二）引領大家對臺灣多元文化內涵產生共鳴，藉由參與體驗，創造台語

表達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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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辦單位：○○高中的微課程同學，共 25人 

肆、活動(時間)日期：○○年○○月○○日 至 ○○年○○月○○日 

伍、活動地點：川堂、○○公共空間 

陸、參加對象及人數：本校全體學生 

柒、活動內容： 

（一）知識份子的交鋒——台灣青年台語短講 

1.如何自願肩負起讓台語復興的使命，又如何憑一己之力，讓自我『認

同』，得到尊嚴，並透過短講使理念讓更多人了解。人權並不會從天上掉

下來，是人民用血汗拚來的奮鬥。 

2.時間：○月○日起至○月○日 每週一至五中午 12：10 ~ 12：35 

3.地點：「愛」字裝置藝術前 

4.語言：台語演說 

（二）新台灣青年的宣言----海報展 

1.說明： 

以靜態展的形式帶大家了解。談到臺南，大家的印象總是歷史悠久、人文

薈萃等模糊敘述底下的故事，而或許我們亦能選擇追根究底，探詢當時的

文人是如何為自己、為理想努力，將前輩為人權奮鬥的故事呈現出來。以

及 2020年青年的新宣言。 

2.時間：○月○日起至○月○日 

3.地點：藝能科走廊 

 

----第五、六節課完--- 

整體課程規劃結束 

教學評量 學習單，互評方式，口說能力，合作態度 

參考資源 

（補充教材、引用

資料來源、小提

醒……） 

一、參考網站 

1.獻一生予臺灣的天光 

  https://www.nippon.com/hk/japan-topics/g00677/ 

2.王育德&王明理/台灣青年 台灣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5&v=yA3muOtl43U&f

https://www.nippon.com/hk/japan-topics/g0067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5&v=yA3muOtl43U&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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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ure=emb_logo 

3.王育德 1973 年世台會演講原音重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k56S-jwQg 

4.關於「流亡文青」王育德【民視台灣學堂】台製日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6JSSJI7PrE 

 

二、補充參考書目 

1.王克雄，王克紹：《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 

 ，遠足文化出版社，2017 年 1 月出版。 

2.《南女風華一世紀》，臺南女中校友會策畫出版，2017 年出版。 

3. 楊德宗口述，楊淑惠錄音記敘，楊雅惠註釋編輯：《行方不明： 

  白色恐怖臺南案一員口述歷史》，臺南市 : 臺陽文史研究學會， 

  2017 年出版。 

 

三、王育德紀念館相關資料 

館方地址：700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30 號(吳園後方排屋) 

公務電話：06-2219682  

G- m a i l：ongioktek@gmail.co 

粉絲專頁：王育德紀念館 http://www.facebook.com/OIT.MM 

教學省思 

1.王育德的故事對大部分人而言，是一位陌生的題材，如何在短暫 

 的課程時間內，讓學生立即進入理解，是一大挑戰。 

2.若要運用核心問題，開啟學生的理解之門，問題的設計與課堂掌 

 握是一大關鍵。 

3.掌握不只一個答案，邀請學生提出二個或三個不同的答案，並追 

 問想法，找到支持自己論證的證據。深化對於事件的理解。 

4.如何處理不正確或不適當的回應，老師也必須在課堂中漸漸發現 

 問題所在，而非模糊帶過。 

5.紀念館的空間不大，只能容納一班大約 30 人。 

6.戶外教學，交通安全以及行前保險要事先完成。 

7.一個班有積極主動也有消極被動的學生，老師盡可能引導學生對 

 議題有初步的認識。 

8.從王育德的故事去認識人權議題，這是個可以發展在中小學的故 

 事，建議可多校操作。 

9.做就對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5&v=yA3muOtl43U&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k56S-jwQ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6JSSJI7PrE
mailto:ongioktek@gmail.co
http://www.facebook.com/OI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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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間相關活動照片 

王育德紀念館參訪照片、吳園 (公會堂) 前表演照片 

  

廣場前的即是演出 沒有彩排立即演出，加深印象 

  

沿途學生的小課程安排 透過學姐引導，了解台南的民主啟蒙 

 

 

老師也講解現代性的台南故事 大夥一起在拍照，一定要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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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德與台灣青年的對話課程：向前輩致敬 

 

 

陳正雄前輩的帶領，快速做好人權功課 公會堂前的拍照，這是一定要的紀錄 

 

 

 

 

 

 

 

 

各種文創，學生也可自行在課堂間設計 走讀人權，在台南巷弄間處處有課題 

 

 

學生自己短講，訓練自己的整理能力 學生講述從情境中去感受人性的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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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粉專：宣傳人權議題  (部分截圖) 

 

 

 

 

 

 

 

 

學生長期經營粉專，專注人權議題 學生說明認識王育德的心得 

 

 

 

 

 

 

 

 

學生為人權發聲，表達看法 粉專中呈現課程的進行，增加曝光率 

 

 

 

 

 

 

 

紀念館有三折頁的資料，可參考，但也可

引領學生自己製作三折頁 

基本資料有，但課程設計是深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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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課的閱讀講義資料(一)  期待明仔載的人—王育霖  作者：陳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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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育德（中）圍棋五段與學友們下圍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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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課的閱讀講義資料(二)苦悶中的蛻變     作者：王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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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育德於書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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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育德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