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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特色課程成果報告 

課程名稱：「生活中的公民人權 －台北小旅行」 

隸屬子計畫學程：服務學習學程 

 

壹、 實施計畫(P) 

一、 課程目標： 

(一) 培養對人權議題的認知、意識與深刻情懷 

(二) 建立正確的人權態度與行動力，培育世界公民意識 

(三) 訓練資料蒐集、分析、規劃、組織與統整的技能 

(四) 增進團隊溝通、合作、分享與口語表達的能力 

二、 實施方式： 

(一) 透過讓學生親身的實地參訪，體現「坐而學，不如起而行」的真諦，引導

學生留意自己從小到大從未注意到或只匆匆一瞥的台北角落裡，可能隱含

著的人權議題。 

(二) 在每次的參訪活動之前，皆規劃教師針對相關知識內容的講述及講解，使

學生在具備基本概念的先備知識基礎上，使學生印證課堂所學所知。 

(三) 課程中除了每次出訪時的學習單作業，以幫助學生更聚焦於學習重點之外，

也安排小組方式的人權主題報告，以及期末的自製人權短片作業，增加學

生多元學習及適性展現的機會。 

(四) 課堂的進行中，重視學生之間的理性溝通與想法表達能力，藉由每次的小

組討論及課堂分享時間，讓學生在聆聽他人想法的同時，也學到尊重與包

容的公民素養。 

三、 上課時程及內容： 

日期 課程內容 參訪/學習活動 

9/1 
 課程介紹、評分說明、進行分組 

 台灣及世界的人權概況 
人權概念總論 

9/8  人權賞析：《姊姊的守護者》 身體自主權、生命權 

9/15 、

9/22 

 公民記者議題：People Psot 公民新聞網

平台 
媒體近用權 

10/6 、

10/13 

 校園的人權故事：四六事件、陳文成

事件、哲學系事件、學生自治 
校園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 

10/20、

10/27 
 人權賞析：《人生 80 才開始》 受教權、人權議題辯論 

11/3  伊斯蘭教的真相：台北清真寺 宗教信仰自由 

11/10、

11/17 

 大稻埕史蹟之旅：二二八事件、台灣

人權講座、大稻埕史蹟 
政治言論自由、我國人權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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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西松公民記者：公共電視台 媒體近用權 

12/1 、

12/8 
◎期末人權短片腳本構思與編輯 人權短片腳本設計 

12/15、

12/22、

12/29 

◎期末人權短片分組實境拍攝及多媒體

影像處理 
人權短片拍攝與實作 

1/5 
※小組成果發表※ (初稿呈現)：老師及同

學給予修改意見與回饋 
小組人權短片發表(一)、作品檔案 

1/12 
※小組成果發表※ (正式呈現)：正式發

表、票選、學期綜合評量與檢討 
小組人權短片發表(二)、總回饋單 

 

貳、 課程實況(D) 

一、 執行情形 

(一) 本課程於 104 年上學期開設為高一選修課程，提供對人權議題有興趣或有意探究的

學生選修。依學校的選課規定，班上共有 16 位學生，在第一堂課進行學期課程簡

介後，隨即以小活動的方式進行隨機異質性分組，提升同學的團體合作與溝通能力。 

(二) 本課程內容的規劃環繞著人權概念的幾項重要議題，包含：身體自主、生命權、媒

體近用權、校園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受教權、宗教信仰自由、政治言論自由

等。各主題透過多元的方式進行教學，除了有課堂的教師講述教學外，亦安排了專

題電影研析、人權議題辯論、小組報告、學習檔案省思，以及講座與實察出訪。 

(三) 藉由實地的參訪行程，更深刻的思考生活中的人權議題： 

講座(一) 公民記者議題 公視的 People Psot公民新聞平台 

路線(一) 校園的人權故事 
台大校園導覽、(四六事件、陳文成事件、哲學系事

件、學生自治、自由之愛事件、自主罷課事件) 

路線(二) 伊斯蘭教的真相 台北清真寺 

路線(三) 大稻埕史蹟之旅 二二八事件、台灣人權發展講座、大稻埕史蹟 

路線(四) 西松公民記者 公共電視台(內湖) 

(四) 為了讓學生進一步思考、反省與批判現今社會中所存在的各種人權問題，除了在每

次的出訪或講座活動中設計學習單的撰寫外，也讓學生透過小組的人權專題報告、

議題討論與分享，以及期末的人權短片實作等課程活動，以增進學生對人權議題的

思考深度。 

 

二、課程實況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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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 認識活動與課程介紹 人權議題的分組討論與分享 

  

參訪公共電視台_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 參訪台大_校園人權議題探究 

  

小組人權爭議專題報告，並各組給予回饋 期末小組短片報告的分組多媒體剪輯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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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權歷史背景及概況講座 參訪大稻埕_二二八事件及人權史蹟 

  

參訪台北清真寺_宗教信仰自由及伊斯蘭

教的神秘面紗認識 

公共電視 Peopo 平台講座_校長也一同聆聽

公民記者的意義與掌鏡實務分享 

 

參、 省思分享(CA) 

一、檢討修正 

(一) 本課程的主題為生活中的公民人權，著重在讓學生從日常生活中即能敏銳地發

現人權議題，並進一步省思其中所存在的不公義之處；然而，實際上，人權的

概念涵蓋甚廣，若要無所遺漏的一一規劃在課程中，恐怕難以克服時間的限制，

但另一方面，即使能盡可能將人權相關的議題納入課程，則又容易使各議題僅

能蜻蜓點水般的掠過，而難以進一步深入與內化。因此，為兼顧課程目標，未

來可考慮聚焦在某領域的人權議題上，使學生的學習能既豐富又精采。 

(二) 為深化同學對人權概念的省思與批判，課程內容中特別安排了幾次人權相關議

題或社會事件的分組討論與辯論活動，雖然事前會先給予學生資料研讀，但有

時礙於硬體設備的限制，無法同步在課堂上加深加廣的進行資料搜尋與彙整，

甚為可惜。思考未來可與設備組討論可行的電腦使用或合作方式，並更換到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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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分組討論的教室中進行課程。 

(三) 由於本課程尚在初始創新階段，雖與同科老師有過幾次課程討論，並也有兩次

嘗試與歷史科的選修課程合作，但未能更有規劃的進行跨領域的教學與備課，

未來本課程可事前與其他科目教師進行跨領域的討論，提升課程內容的豐富度

與精實度。 

二、效益評估 

(一) 經過一學期的公民人權課程內容後，學生普遍能指出新聞時事中的人權問題，

也能舉出生活中潛藏著的人權議題，並提出個人的批判與省思。 

(二) 藉由本課程所安排的幾次實際出訪行程與專題講座，學生對人權概念的認識不

再僅侷限於從小到大所學到的課本內容，或甚至是大眾傳播媒體中可能帶有刻

板印象或偏見的謬誤觀念；相反的，學生能夠透過實際的親眼所見、親身經歷

後，對人權內涵有更具體的體會。 

(三) 學生透過小組專題報告、議題討論與辯論，以及期末人權短片的製作等活動與

作業，除了能在與同學的交流與討論中得到更多元的啟發，也使學生間接學習

如何進行團隊合作、溝通、尊重等公民素養，並學會如何更有邏輯的建構個人

想法、清楚表達，以及簡報、短片等多媒體製作能力。 

三、未來展望 

(一) 未來希望能增加不同領域科目的合作與共同備課，使課程內容在深度及廣度上

都能得到更大的提升與充實。 

(二) 人權議題的探討設定上，可考慮更為聚焦與深化，以突破人權概念本身的多元

廣泛，卻可能容易因時間限制而造成討論未能深入的問題，從而昇華學生在面

臨全球化時代下，對於世界公民素養的正確人權態度與涵養。 

(三) 結合近代科技發展的潮流，使學生應用多元創意的方式呈現個人想法，以利於

學生因應未來充滿競爭的社會環境。 

 

肆、 附錄――學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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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人權電影賞析《姊姊的守護者》，讓學

生進一步認識與討論人權議題中的生命權

及身體自主權的內涵。 

參訪台北清真寺，經由總幹事的精采介紹

之下，使學生打破過去以來對伊斯蘭教的

迷思，並進一步省思宗教信仰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