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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種子學校創課方案表 

    113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學校全銜 臺北市立景美國中 

創課方案名稱 《人權路，藝起行：人權與藝術行動課程》 

團隊成員 

藝術類教師： 

 視覺藝術/美術： 林芝霠   

 □音樂：  教師姓名   

 □表演藝術：  教師姓名   

非藝術類教師：連育倫 (英語)李雅琇(輔導) 詹前陞(資訊)     

其他人員：__楊舜晴(教學組長)____________ 

總人數：5 

實施對象 

 □國小：       年級 

 國中：   9   年級 

 □高中/職：    科       年級 

參與班級數：  普通班 2  

參與總人數： 60       

課程屬性 

（可複選）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校本課程 □雙語課程 □其他：__________ 

學生先備能力 學過台灣歷史、具有英文基礎能力及色彩排版基本能力 

跨領域美感 

課程架構圖 

國際人權與性別平權教育課程架構 

一、人權教育活動 

1. 體驗與角色扮演 

 『行過黑暗之路』課程：  

o 角色卡扮演，模擬白色恐怖歷史情境 

o 透過沉浸式體驗提高學生對人權侵害的理解 

2. 人權倡議與行動 



   

2 

 

 『Write for Right』寫信馬拉松：  

o 英文寫信課程，聲援國際人權鬥士 

o 透過資訊平台學習國際人權議題 

o 參與書寫明信片活動，並設有抽獎機制 

3. 藝術與人權表達 

 景尾人權剪影—黯影與曉光美術課程：  

o 文本閱讀與討論：《暖陽景尾》政治受難者故事分析 

o 體驗與反思：結合『行過黑暗之路』課程，透過討論、書寫、表演深

化理解 

o 影像創作：  

 以肢體語言演譯歷史場景，製作定格影像 

 設計人權主題海報，強調視覺與圖文構成 

 透過 Stop Motion 動畫 創作人權故事 

4. 人權閱讀與展覽 

 人權書車展：  

o 真人圖書館講座與桌遊活動 

o 提供人權相關書籍與閱讀體驗 

 人權故事行動展：  

o 『言論自由日特展二：銬!我被抓了?!』 

 人權海報展覽：  

o 展示學生海報作品，進行全校票選 

5. 創意表演與宣傳 

 快閃表演活動：  

o 於國際人權日演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o 透過音樂與行動支持人權 
 

二、國際丹寧日活動 

1. 藝術創作與性別平權 

 「拼出平等藍圖」藝術創作課程：  

o 認識國際丹寧日與性別議題 

o 使用回收丹寧布拼貼創作，表達性別平權理念 

2. 快閃行動與倡議 

 丹寧宣言快閃活動：  

o 4/30當天穿著丹寧服飾 

o 校園廣場展示丹寧布藝術作品，進行人權宣導 

3. 性別文學展覽 

 『可讀・性——臺灣性別文學變裝』展覽：  

o 與台灣文學館合作策展 

o 呈現台灣性別文學與社會變遷 

o 探討從兩性平權到性別流動的發展歷程 

課程發展理念 

由於景美國中鄰近景美人權博物館，學校希望學生能夠深入理解該館的歷史背景

及其與景美地區的關聯。因此，課程規劃從景美的歷史出發，以白色恐怖時期的在地

受害者許桂標先生的自傳《暖陽景尾》為核心文本，作為開啟這系列人權課程的契機。 

本課程以「歷史反思、在地連結與行動實踐」為設計理念，透過跨學科整合，引

導學生從文本閱讀、歷史探究到藝術與社會議題的多元視角，培養對人權的理解與關

懷。我們希望學生不僅能認識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更能思考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

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人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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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透過結合人權博物館與台灣文學館的展覽，並配合 12 月的國際人權日與 4

月的國際單寧日，學校將推出一系列與人權平等相關的課程，讓學生在多元學習情境

中深化對人權的認識，培養獨立思辨與公民意識，使人權教育真正落實於生活之中。 

跨領域 

美感素養 

（可複選） 

 □1.美學思辨與覺察省思    2.符號識讀與脈絡應用  3.藝術參與及社會行動 

 4.設計思考與創意發想    5.數位媒體與網絡掌握  6.文化跨域與多元詮釋 

 □7.藝術探究與生活實踐     

 □8.其他：                 

跨領域 

課程類型 

（可複選） 

 □活化型課程  議題式課程   □窗外式課程 

 交集性課程  □學校本位課程  □混成式課程 

 □其他：              

跨領域內涵 

 藝術科目：美術、表藝 

 非藝術科目：輔導、英語 

 融入之議題：人權、性別平等 

美感元素 

與美感形式 

美感元素 

 視覺藝術：□點   □線   面   空間 構圖 □質感 色彩 明暗 

 □音    樂：□節奏 □曲調 □音色 □力度 □織度 □曲式 

 表演藝術：□聲音 身體 □情感 □時間 空間 □勁力 □即興 動作 主題 

美感形式 

 均衡 和諧 對比 □漸層 比例 韻律 □變奏 反覆 秩序 統一 □單純  

 □虛實 □特異 

本期發展重點 

（其他議題請參照

課程模組 4.1 核心

內涵）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A.終結貧窮  □B.消除飢餓  □C.健康與福祉  □D.優質教育  E.性別平權 

□F.淨水及衛生  □G.負擔的潔淨能源  □H.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I.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J.減少不平等  □K.永續城鄉 

L.責任消費及生產  □M.氣候行動  □N.保育海洋生態  □O.保育陸域生態 

P.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Q.多元夥伴關係 

社會情緒學習（SEL）： 

  甲.自我意識（覺察） □乙.關係技巧（情感識別）  □丙.社會覺察（社交能力） 

 □丁.自我管理     □戊.負責的決策 

其他議題： 

  A1.性別平等、A2.人權 A3.環境 

學習活動設計 

（依實際課程之主題數、課程目標與單元數逐一增列撰寫） 

學習活動內容與流程 

跨領域美感

素養(依前述表

格之代碼填寫) 

本期發展重

點(依前述表格

之代碼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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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名稱：國際人權教育活動(113 學年上學期) 
 

 

單元 1 名稱：『行過黑暗之路』 

課程目標： 

 學生能了解並反思白色恐怖時期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讓學生對人

權受侵犯的情況有更深刻的體驗。 

 透過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擬的沉浸式體驗，學生能經驗在有限的自

由受限及失去自由的狀況下的生活，並引導學生設身處地去同理

當時受害者的處境。 

 透過活動後的討論省思，讓學生分析過去為了自由做出的犧牲與

代價，進一步理解人權的重要性，激發他們珍惜當前自由的情

感。 

實施節數：1 節 

一、導入活動 (約 10 分鐘) 

1.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問題一：你認為台灣現在自由嗎？  

 請學生根據 1~10 分，標出自己認為的位置，並邀

請幾位同學分享原因。 

 問題二：過去臺灣曾經歷自由度為零的時代，當時的情

況如何？ 

 引發學生思考過去不自由的歷史背景。 

 分享白色恐怖的影片  

 觀看影片後，討論影片中描述的「哪些事情不能

做」以及當時的壓迫與限制。 

 問題三：你願意為了自由做出哪些犧牲？  

 讓學生思考自己對自由的定義以及願意為自由付

出的代價。 

二、綜合活動 (約 25 分鐘) 

1. 1958 日常生活階段： 

 說明課程體驗方式：  

 本次課程為沉浸式課程體驗，每位同學都會拿到

屬於自己的角色，越能投入扮演越會有深入的體

感與思考。 

 A.安全語說明：約定動作手勢，如果體驗課程進

行過程中不舒服想暫時退出體驗，請做出動作至

一旁休息。 

 B.解釋每個角色卡的任務與道具，並發放角色牌

卡。 

 C.再次提醒 1958 年剛剛討論到「不能做」和「一

定要做」的事情 

 體驗活動：  

 引導學生進入角色扮演的歷史情境：「現在，我

們一起乘坐時光機，回到 1958 年的台北。」。 

 教師扮演警察，角色為「祕密黨員」的學生向警

察舉報違規者，抓到旁邊「關起來」 

 學生根據個人角色任務進行生活體驗，努力完成

個人任務。 

 最後播放國歌，將沒有立正大聲唱國歌的「人

民」帶走關押調查。 

 
 

6.文化跨域與

多元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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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58 入獄體驗： 

 引導其進入「監禁」情境： 

 播放《安息者》影片，請學生戴上眼罩。 

 沿著地墊邊緣走，體驗當時被帶到新生島對未來

環境的無知與茫然，體驗環境的悶熱、地板的不

平。 

 當學生進入「宿舍」，並說明「宿舍環境」與

「夜間宵禁」規定，讓學生躺平，準備入睡。(模

擬翻身、移動) 

 指導學生從六間宿舍移動至四間宿舍，感受因入

獄者不斷空間被壓縮。 

 學生須指出在他們當中的「叛亂分子」加以懲罰

(心得 500 字)，以換取自由(不用寫心得)。 

3. 結束活動： 

 進行個人任務檢核： 

 秘密黨員抓出所懷疑的民主自由份子。 

 民主自由派須順利將集會消息傳遞給成員。 

 引導學生閉上眼睛，隨音樂停止進行三個呼吸，從 1958

回到現世。 

三、開展活動 (約 10 分鐘) 

1. 引導討論與分享：  

 問題一：剛剛活動過程中，你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是

什麼讓你選擇這麼做？ 

 角色任務是什麼？你怎麼做的？為什麼選擇這麼

做？ 

 當時的社會環境氛圍如何？ 

 問題二：體驗過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當時的感受

與想法是什麼？ 

 問題三：如果真的穿越回去當時，你覺得自己能不能順

利遵守這些規定好好活下來？ 

2. 反思與總結：  

 教師與學生分享當時真實的社會風氣與監獄的情況，以

及為了現在的自由，當時的人們付出了多少代價。 

 再次詢問學生：願意為了自由做出那些犧牲？ 

 提醒學生珍惜當下的自由，「不要走回頭路」，因為一

旦失去自由，可能需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才能重獲，而

我們都不希望再次有人犧牲。 
 

單元 2 名稱：景尾人權剪影—黯影與曉光 

課程目標： 

 透過文本閱讀與紀錄片，理解戒嚴時期人權受侵犯的情況，思考

自由與民主的重要性。 

 透過海報設計，讓學生運用創意表達對人權的理解，發展視覺傳

達與藝術表現能力。 

 培養學生的圖像設計與資訊傳播能力，強調構圖、色彩、視覺焦

點等設計概念。 

 透過國際人權週的海報展示與票選活動，提升學生對人權議題的

關注與社會參與意識。 

實施節數：7 節 

一、導入活動（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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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片導入與歷史理解 

o 觀看紀錄影片 《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許貴標》，讓學

生了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經歷，激發對歷史與

人權議題的關注。 

2. 文本閱讀與討論 

o 分組閱讀《暖陽景尾：白色恐怖受難者許貴標回憶錄》

中的指定段落，了解許貴標先生的故事。 

o 小組內部討論，分享閱讀後的感受與想法，並共同撰寫

一段話，向許貴標先生表達敬意或回應他的經歷。 
 

二、展開活動（2 節） 

1. 「行過黑暗之路」入獄體驗課程（人權博物館體驗） 

o 讓學生進入 「行過黑暗之路」 體驗課程，感受白色恐

怖時期監禁政治犯的處境。 

o 透過體驗，學生可更深入理解歷史背景與人權侵害的真

實感受。 

2. 肢體語言定格演繹 

o 小組合作，根據博物館提供的文本與體驗過程，設計場

景畫面。 

o 透過 「定格演繹」 方式，以肢體語言呈現歷史情境，

老師協助拍照，作為後續海報創作的參考素材。 

三、綜合活動（4 節） 

1. 人權海報設計 

o 介紹國內外與人權相關的藝術作品，提供設計靈感與創

作方向。 

o 小組以 「定格圖片」 為基礎，結合 國際人權議題，設

計一張傳達人權精神的海報。 

o 學生需運用 構圖概念，強調 圖文資訊的對應關係、主

從佈局、色彩安排，以系統化方式完成作品。 

o 創作方式可選擇 手繪 或 使用 CANVA 軟體 進行設

計。 

2. 作品展示與票選活動 

o 在學校 「國際人權週」 期間，於文化走廊展出學生的

海報作品。 

o 全校師生參與票選，選出 「最受喜愛的人權海報」，提

升學生對人權議題的關注與參與感。 

3. 運用 Stop Motion APP 製作人權議題動畫 

o 介紹 Stop Motion 動畫的基本概念與應用範例。 

o 選擇人權主題，設計劇情與角色，繪製分鏡腳本，討論

動畫中的視覺符號與敘事手法。 

o 製作動畫素材 Stop Motion APP 操作與拍攝 

o 後製與配音，進行簡單的剪輯與特效處理，測試影片並

修正動畫流暢度。 

o 成果發表與討論:各組播放完成的動畫短片分享製作心，

討論如何運用動畫推廣人權意識。 

 
 

課程從歷史理解 → 身歷其境的體驗 → 創作與行動，形成完整的學習

歷程，讓學生在感受與思考中深化對人權的認識。 
 

單元 3 名稱：「Write for Right」寫信馬拉松活動 

2.符號識讀與脈

絡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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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節數：2 節 

課程目標： 

1. 認識人權議題及「Write for Right」寫信馬拉松活動的意義。 

2. 學習如何用英文撰寫有說服力的倡議信。 

3. 透過寫信行動，為受人權迫害者發聲，並體驗公民參與的力量。 

第一節課 

一、導入活動（10 分鐘） 

主題：人權與寫信行動的力量 

1. 影片故事分享： 

 播放一段國際特色組織人權倡議成功案例的短片引起動機。 

2. 活動目標說明： 

 介紹「Write for Right」寫信馬拉松活動，說明透過寫信可以為

受迫害的人發聲，並影響個案政府做出改變。 

 簡要介紹今年的 9 個人權案例，讓學生了解待寫信聲援的受迫

害者背景。 
 

二、開展活動（35 分鐘） 

主題：英文申援信的書寫 

1. 書信結構講解（10 分鐘）： 

 開頭（Greeting & Introduction）：簡單問候並表明寫信目的。 

 主體（Case Details）：提及受害者的遭遇，陳述事實，表達關

切。 

 行動呼籲（Call to Action）：明確提出希望收信者採取的行動

（如釋放無辜者、停止虐待等）。 

 結尾（Closing & Signature）：再次強調立場，表達感謝並署

名。 

2. 範例分析與討論（10 分鐘）： 

 提供倡議信範例，讓學生找出關鍵要素。 

 討論如何讓信件更具說服力（如提供具體事實）。 

3. 小組討論（15 分鐘）： 

 將學生分組，每組閱讀國際特色組織中的人權案例，討論該案

例的重點資訊，並列出信件的主要內容 
 

三、綜合活動（45 分鐘） 

第二節課 

主題：撰寫與分享倡議信 

1. 個人寫作（25 分鐘）： 

 學生根據前一堂課的討論結果，獨立撰寫一封倡議信。 

2. 教師回饋（10 分鐘）： 

 老師提供書寫指導，確保學生的內容符合正式信件格式。（例

如：是否有明確的請求？語氣是否恰當？等來提供建議。） 

3. 修改與定稿（10 分鐘）： 

 學生根據回饋調整信件，並完成最終版本。 
 

單元 4:人權周相關活動 

 人權書車展： 人權桌遊活動及人權相關書籍與閱讀體驗 

 人權故事行動展： 『言論自由日特展二：銬!我被抓了?!』 

 人權海報展覽： 展示學生海報作品，進行全校票選 

 快閃表演活動： 於國際人權日以《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音樂及德洛克洛瓦【自由女神】為題材進行快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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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名稱：國際丹寧日活動(113學年下學期)
 

課程目標： 

 讓學生了解國際丹寧日的歷史背景及其在性別平等運動中的重要

性。  

 學習並應用回收丹寧布進行拼貼創作，表達性別平權和多元尊重

的理念。  

 培養團隊合作與個人創意表現，激發學生將社會議題以藝術形式

呈現的能力。 

單元 1 名稱：:國際單寧日與性別議題聯合拼貼創作， 

實施節數：4 節 

課程名稱：Denim Day 創意拼貼藝術課程 

課程目標： 

1. 了解社會企業與回收再利用的價值。 

2. 學習並應用回收丹寧布進行拼貼創作，透過拆解牛仔褲，學習材

質與拼貼技巧，激發學生將社會議題以藝術形式呈現的能力 

3. 讓學生了解國際丹寧日的歷史背景及其在性別平等運動中的重要

性，表達性別平權和多元尊重的理念。 
 

第一堂課：導入與創意思考 

1. 導入活動（30 分鐘） 

 社會企業分享：邀請 Story Wear 介紹 永續時尚、牛仔布回收再

利用。 

 案例展示：分享回收製作的時尚與藝術作品，激發學生對回收布

 

 

 

 

 

 

 

 

 

 

3.藝術參與及社

會行動 

4.設計思考與創

意發想     

5.數位媒體與網

絡掌握   

6.文化跨域與多

元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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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想像。 

 Denim Day 背景介紹：說明 Denim Day 的意義，如何透過藝術

傳遞訊息。 

2. 展開活動（60 分鐘） 

 創意思考活動：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將「牛仔布」融入藝術創作，

並繪製 A4 設計稿。 

 材料探索：發放 Story Wear 提供的回收牛仔布，讓學生觀察材

質、討論拼貼可能性。 

3. 綜合活動（30 分鐘） 

 學生分享各自的設計想法，彼此交流並獲得反饋。 

 整理工具與材料，為下一堂課做好準備。 
 

第二堂課：拼貼創作與成品呈現 

1. 導入活動（20 分鐘） 

 牛仔布拆解學習：使用拆線刀拆解牛仔褲，觀察不同材質如何影

響拼貼方式。 

 示範拼貼技巧：講解如何使用壓克力顏料、熱融膠搭配布料進行

創作。 

2. 展開活動（90 分鐘） 

 實作時間：學生將牛仔布拼貼至 A4 油畫板上，結合壓克力顏

料與小物進行創作。 

 個別指導：教師巡視並提供技術與構圖上的建議。 

3. 綜合活動（30 分鐘） 

 作品分享與拍照：學生分享創作理念，並合影留念，推廣 

Denim Day。 

 反思與討論：學生分享學習心得，回顧環保與創意的結合。 

 課程結束與整理：收拾工具與作品，準備展示。 
 

所需材料： 

 Story Wear 提供：回收牛仔布、拆線刀。 

 學校準備：熱融膠、壓克力顏料畫筆、小物、A4 油畫板。 

成果輸出： 

 每位學生完成一幅 A4 拼貼作品。 

 作品拍照存檔，作為 Denim Day 宣傳素材。 

 

「拼出平等藍圖」藝術創作課程： 

1. 丹寧宣言快閃活動： 

o 讓學生透過穿著丹寧服飾並參與快閃表演，實踐並宣揚

國際丹寧日的意義。 

o 增進學生的表達能力，並結合創作與行動，表達對性別

平權的支持與倡議。 

o 透過實際的快閃活動，讓學生在互動中深化對人權和性

別議題的認識。 

2. 『可讀・性——臺灣性別文學變裝』展覽： 

o 透過與台灣文學館的合作，讓學生了解台灣性別文學的

發展過程，從傳統的性別角色到現代的性別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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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導學生思考文學作品如何影響並反映社會變革，特別

是性別議題。 

o 激發學生對性別文本的興趣，並提升他們對當代社會性

別議題的敏感度與關注。 

6.文化跨域與

多元詮釋 

 

 

 

 

教學省思 

上學期的一系列國際人權活動課程，是我們首次嘗試以共同主題進行跨領域的合作教

學。從共備課程內容、調整授課進度，到進入同一班級協同教學，每一個環節都充滿挑戰，

也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此外，我們還與人權博物館密切協調展覽的時間與

場地，規劃學生的展覽方式，確保他們能夠順利呈現學習成果。同時，也與學校行政單位溝

通，安排學生快閃活動的排練時間與場地，以確保活動的流暢度與可行性。這一系列過程，

無不考驗著團隊的溝通、調整與協作能力，每個細節的規劃與執行都需要高度的默契與靈活

應變的能力。 

令人欣慰的是，學生們對這些活動展現了極大的興趣與熱情。他們特別喜愛監獄體驗空

間課程，透過模擬與情境體驗，更深入地理解人權議題；人權書車展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更多

與人權相關的書籍與資料，進一步拓展視野；馬拉松寫信活動則讓學生實際參與全球性的人

權倡議行動，感受到自己的聲音也能帶來改變。這些活動不僅激發了學生的思考與討論，也

讓他們更積極投入課程內容，展現出高度的學習動機與反思能力。 

這次學期的經驗不僅加深了我們對跨領域合作的理解，希望能夠成為下學期課程發展的

重要基石，幫助我們順利推動性別議題的「國際丹寧日」課程活動，進一步深化學生對多元

議題的關注與參與。 

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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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 

  

計畫團隊教師參與人權博物館共備課程 「行過黑暗之路」輔導活動課程 

  

請學生戴上眼罩引導其進入「監禁」情境 學生體驗戒嚴時期的監獄空間 

  

定格畫面演繹方式呈現歷史情境 學生以 stop motion 拍攝人權主題動畫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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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觀各班設計之人權海報 學生票選最喜歡的人權海報 

  

美術課頒發人權海報票選結果獎狀 英文老師說明寫信 write for right 活動 

  

學生書寫 write for rigt 明信片 英文老師修改學生的 write for right 明信片 

  

文化走廊展示 2024 國際特色組織申援對象 人權故事行動展『銬!我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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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書車展 

  

人權桌遊活動:兒童權利公約 

 

 

表藝老師指導以自由女神畫作為快閃表演 學生利用午休在禮堂進行彩排 

 

 

國際人權日當天中午的快閃表演活動 快閃表演後所有參與人員留影合照 
 

其他對於 

本計畫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