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 

新北市 106年度國際教育融入課程方案徵選計畫 
課程方案參考格 

主題名稱 《猶˙愛而生》 學
校 

新北市立青山國中 

設計者 張晨昕、張嘉芸 教師 

設計理念 

猶太人遭受到形形色色的歧視，經歷無數次令人難以想

像的屠殺，其悲慘的命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達到深淵

的底處。 

2016年某所中學的學生因為角色扮演，引起社會與世界

的關注，無論對錯，我們應該去思考，是否人權教育都

過於流於表面，輕忽了生活裡的歧視跟偏見，當從校園

放大到社會、從社會擴展到國家，那就是種族的迫害與

屠殺。 

透過二戰中四個猶太人的故事，從課程的初始，運用角

色扮演的方式，讓學生了解到猶太人所背負的飄泊命

運，進而理解唯有放下族群間的仇恨，體會到『愛，才

是消弭一切紛爭的源頭』，才能進而對“愛”重新定

義，並實踐在自我的生命當中。 

年
級 

八年級 

人
數 

30 人 

節
數 

6 

學生先備
知能分析 

  教案設計者的學校，是一所以「國際教育為學校本位」的中學，並以人文素養與國

際視野作為核心概念。在教案實施初始，設計者對八年及八個班，共240位學生進行

課堂前測問卷，發現90%學生知道本校的的特色是國際教育，但卻只有30%的學生有

關注國際新聞的習慣，進一步調查發現“覺得國際議題重要”的同學僅剩5%，大部分

的同學皆認為國際議題對自身而言是可有可無的，問卷中，並請學生就過往學習的歷

程中，寫出歷史上知道的種族迫害事件，調查發現有50%能寫出，其餘答案為不知道，

而50%中的答案中，大都為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事件，但進一步詢問過程，學生對事

件卻是模糊的。 

 由上述幾點可知，本校的學生對於國際的議題與文化的學習是缺乏的，即使知道國

際議題與事件，仍無法有深刻的了解與感受，故皆為此份教案努力之方向 

教學目標 

1. 能透過角色扮演感受猶太民族顛沛游移的命運與被壓迫的生活。 

2. 能體會在困境中，依舊保持樂觀的原因，並提取成為自己生命的經驗 

3. 能透過想像與肢體創作中，體認自 

身與他人對同一事物的異同。 

4. 能學習尊重及欣賞他人在表演藝術中的呈現。 

教學評量 1.課堂觀察  2.合作學習態度  3.實作評量  4.發表評量  5.學習單 

教學資源 

書籍:《夜的回憶錄》、《安妮的日記》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戰地情人》 

柏林猶太博物館、公共電視紀錄片平台、文茜世界周報。  

ACER 雲教授套件組、Blockly Game 網站。 



對應國際教育指標 

2-1-1 認識全球重要議題                    2-2-1 瞭解我國與全球議題之關連性 

2-3-1 具備探究全球議題之關連性的能力      2-3-2 具備跨文化反思的能力 

3-2-3 察覺偏見與歧視對全球競合之影響      4-1-1 認識世界基本人權與道德責任 

4-1-2 瞭解並體會國際弱勢者的現象與處境    4-2-2 尊重與維護不同文化群體的人權與尊嚴 

教學架構與活動 

  本課程方案共規劃五個單元六堂課，每堂課為四十五分鐘，依據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三大主

題軸之一的「文化學習」，並以次主題中的「文化面向」、「文化接觸」及「文化識能」，作為課程編

製的依據方向，作為主要探討概念。課程方案單元設計如下所示: 

 

 

 

 

 

 

 

 

 

   

 

 

 

子題名稱 節數 教學重點 

水晶之夜 1 透過活動《顏色你我他》感受種群間的不平等，並以歷史上著名的水晶之夜

事件，帶領學生認識與回顧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導火線。 

夜的兩難 1 藉由《夜的回憶錄》的靜像畫面呈現，了解猶太集中營發生的故事，並小組

討論自身在生活中面對─道德與現實兩難的情境有哪些? 

十三歲的天空 1 運用讀者劇場帶領學生認識《安妮的日記》，讓學生感受與自己年紀相仿的

安妮，即使在絕望的情境下，依舊保持樂觀與正向的態度。 

希特勒 

與 

辛德勒 

2 在大時代悲劇下，我們依舊能看見人性的光輝，藉著《辛德勒的名單》與《戰

地情人》這兩部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電影預告，帶領學生了解無論自己的

膚色、自己的種族，都可以以行動看見“愛”以任何微小的方式存在著。並

透過 CPF BLOCKLY 雲端網路課程的結合，實作體驗『救援任務』，感受猶

太人的處境，並進而思考“何謂人的價值? 

由愛而生 1 帶領學生從台灣某中學新聞事件去思考，為什麼在校慶裝扮德國納粹會引起

社會大眾的反彈聲浪? 為什麼德國藝術家 Shahak Shapira要將遊客在猶太大

屠殺紀念館的自拍照 PS 成諷刺作品「Yolocaust」?我們到底要從這段歷史中

學到什麼? 課程最後以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在紀念碑銘刻的一段話，《沉

默的代價》搭配科技領域的自走車，完成『愛的拼圖』。 
 

猶‧愛而生 

主題軸之一文化學習 

  ●水晶之夜 

  ●夜的兩難 

次主題-文化面向 

  ●由愛而生 

次主題-文化接觸 

  ●十三歲的天空 

  ●希特勒與辛德勒 

次主題-文化識能 

 

藉由四個猶太人遭受納粹迫害的真實故事 

了解當時猶太人所處的情境， 

並進而從中理解『愛，才是消弭一切紛爭的源頭』

期待學生從自身做起，不歧視、不霸凌同儕， 

關懷與尊重他人， 

才能使社會、世界美麗共好。 



指標 

對應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活動一 水晶之夜 

準備活動 

1. 教師群事前準備色貼紙(紅色、金色、黃色) 

2. 教師事前準備《水晶之夜》的 PPT 

3. 測試電腦與投影機與音響設備 

導入活動  

活動《顏色你我他》引起動機 

1. 請全班同學進教室前選擇一種顏色貼在胸前，作為預備。 

2. 教師詢問同學是否有知道歷史上對種族的歧視事件 or屠殺

事件。 

發展活動 

1. 教師說明《顏色你我他》的活動規則 

(1)紅色是窮人、黃色是中產階級、金色是社經地位高，請

金色的同學可以在紙條上隨意寫下各種處罰方式後，將紙

條投入處罰箱。 

(2) 請同學隨著拍手聲隨意走在教室空間中 

(3)聽到教師指令時，找到相對應的人數組合，完成蹲下。 

(4)沒有完成指令的小組，要從處罰箱中抽取一處罰方式進

行。 

2. 活動進行，教師隨著活動中難度增加，增加不公平性，例

如:紅色貼紙的人可以不接受懲罰、金色的人必須優先被團

隊丟出小組內…等等。 

3. 活動結束，請學生分別說說剛剛在活動中的感受。 

總結活動 

《水晶之夜》 

1. 教師詢問學生，可否說出這三種顏色的貼紙，分別是什麼

人? 

2. 講述引起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導火線《水晶之夜》 

3. 介紹德國人與猶太人就像紅色貼紙、黃色貼紙與金色貼紙

的人一樣被切割、被劃分、被歧視。 

4. 教師以《水晶之夜》的圖片搭配音樂，以說書人的方式引

領學生回到 1938年的歷史記憶中。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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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片段 

歷史畫面 

PPT 

 

 

 

 

 

 

 

 

 

 

 

 

 

課堂參與 

(觀察學生對各

項指令的完成

度，與接受懲

罰時的態度，

作為後續課程

中注意的面向

與調整) 

 

 

 

 

 

課堂發表 

 



 

 

 

活動二 夜的兩難 

導入活動  

  教師以《水晶之夜》帶領學生重新回顧事件，並說明上一堂

課中黃色貼紙的人，努力聽從指令找出最多同學為一組的，卻

是落入教師處罰的陷阱，以此說明當時納粹特意找中產階級的

猶太人去找出猶太人來，卻欺騙猶太人將他們送往集中營。 

1. 請全班同學分成五個小組，教師每組發下一段《夜的回憶

錄》中的敘述文章，請小組討論並呈現鏡像畫面。 

2. 教師示範如何以肢體方式呈現鏡像畫面 

3. 小組討論與創造擴充劇中人物 

4. 教師敘述文中的文字，各小組依序在投影牆前演出默劇，

並在結束時靜止動作，與投影牆的歷史畫面融合。 

5. 請各小組發表從整體連貫的表演呈現中，你看到了什麼? 

發展活動 

《道德與現實的兩難》 

1. 教師引導同學在剛剛《夜的回憶錄》的鏡像畫面中，所看

到的道德與現實兩難的情境。Ex:面對父親需要喝水時，兒

子卻不敢上前幫忙(內心的道德告訴他應該要給父親水，可

是現實上為了自己活命應該保持袖手旁觀。) 

2. 回顧學生自身的環境或是社會事件中，是否曾經有見過或

是聽過什麼樣的道德與現實兩難的情境。 Ex:累了一整

天，好不容易坐公車有位置(非博愛座)，沒多久上來需要

被讓座的人是否要讓座?  Ex:發現好朋友偷班費，應該要

告訴老師，還是選擇裝作不知道? 

3. 請小組進行討論，並將兩難情境，以小組的方式即興呈現

出來。 

總結活動 

1. 各小組將《道德與現實的兩難》情境表演出來，並欣賞他

人的作品。 

2. 教師邀請學生發表對各組情境的感受或是其他不同想法。 

3. 教師帶領同學思考，如果是你自己，在集中營這樣恐怖、

絕望的情境中，會選擇什麼樣的行動? 會跟書中的人物一

樣漠視? 還是挺身而出?  

4. 課後完成學習單撰寫 

 

-----------------------第二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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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建構情境

的參與狀況) 

 

 

 

 

 

 

 

 

 

 

 

課堂發表 

(以標準化評量

方式作為評量

標準) 

 

 

 

學習單 

 

 



活動三 十三歲的天空 

導入活動  

1. 教師詢問同學是否有寫日記 or交換日記的習慣?  

2. 聽過或是讀過《安妮的日記》嗎? 

發展活動 

《安妮的日記》 

1. 教師說明讀者劇場的進行方式。 

(沒有舞台走位，就是原地將自己置於日記中第一人稱的位

置，將文章讀出來，可以帶有感情) 

2. 每位學生依序將日記內容讀出來並搭配教師準備的 PPT投

影，認識與感受《安妮的日記》。 

3. 請同學發表在日記中所讀出來的訊息，並說說如果“我是

安妮”我會怎麼做? 我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4. 教師分享《安妮的日記》中很重要的一段話與學生分享。 

『只要我還活著，能看到這陽光，這無雲的天空，我就不可能

不幸福！』 

5. 教師講述安妮一家最後的命運與最後倖存下來的父親

(1944年 8月被人告發後被抓進納粹的集中營。) 

總結活動 

1. 播放文茜世界周報《安妮的日記》報導片段 

2. 邀請學生思考『為什麼安妮的父親要將安妮的日記』出版? 

3. 觀看公共電視《安妮的集中營》片段 

4. 課後完成學習單 

 

-----------------------第三節結束-------------------- 

 

活動四 希特勒與辛德勒 

準備活動 

1. 教師預先準備大紙箱與架設的桌椅 

2. 教師事先擷取《辛德勒的名單》中的電影片段 

3. 製作課程投影片 

4. 測試電腦與投影機與音響設備 

導入活動  

《一起跟冰箱拍張照》引起動機 

1. 請全班同學按照號碼，依序與教室中的冰箱大紙箱合影。 

2. 教師引導示範，可以與紙箱合影的方式，以不可以壓壞紙

 

5’ 

 

 

 

 

25’ 

 

 

 

 

 

 

 

 

 

 

 

 

 

 

 

 

10’ 

 

 

 

 

 

 

 

 

 

 

 

 

 

 

10’ 

 

 

 

 

 

 

 

 

文章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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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為最高原則，動作重複沒關係。 

3. 活動進行，學生依序進入畫面，教師為學生合影 

4. 第一輪暖身活動結束後，教師告訴學生『如果這個大紙箱

是一個紀念碑、一副棺材、一個墓碑』時，請學生再次與

紙箱合影 

5. 第二輪暖身活動合影結束。(跟學生說明待第六節課會說明

活動內容與原因) 

 之間的即興動

作，能作出兩

者間的不同樣

貌) 

 

 

 

 

發展活動 

《辛德勒的名單》 

1. 教師引導學生回憶前幾次的課堂，課程內所關注的議題是

什麼? 這些人都是什麼什麼人? 

2. 發下第三個關於猶太人的真實故事《辛德勒的名單》文本

內容，請學生先進行閱讀。 

3. 各小組討論與即興演出《辛德勒的名單》，並欣賞其他組的

故事內容。 

4. 請各小組發表從整體連貫的表演呈現中，印象最深刻是哪

一段?  

5.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如果你是辛德勒』，你在二戰結束時的

心情是愉快?是害怕?還是難過? 

6. 觀看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我本來可以救更多人片段 

總結活動 

1. 請學生說說看，這幾次活動中共同撐住這些人（無論猶太

人或是辛德勒）的信念是什麼？  

2. 『愛』對你的定義是什麼？ 透過課程的學習，是否對愛

有其他不同面貌的認識與理解。 

-----------------------第四節結束-------------------- 

準備活動 

1. 教師群事前準備四色彩蛋，分別代表紅色－政治家、藍色

－商人、紫色－藝術家、黃色－平民 

2. 教師事先架設 CPF BLOCKLY雲端網路 

3. 製作相關活動秘笈 

4. 測試電腦與投影機與音響設備 

導入活動  

《走走看》引起動機 

1. 教師引導學生回顧之前在《夜的回憶錄》中所讀到的訊息，

納粹如何分化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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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評量 

 



2. 請全班同學依序從攝影機前走過，教師會按照同學走路的

樣貌分組，就猶如在集中營裡醫生按照猶太人走路的樣貌

分類，誰該去毒氣室？誰該去做工? 

3. 同學將號碼貼於胸前，依序從攝影鏡頭前走過 

發展活動 

《波蘭鋼琴家斯茲皮爾曼》 

1. 觀看改編自猶太裔鋼琴家-斯茲皮爾曼真實故事的電影《鋼

琴家》預告片。 

2. 教師提問，請問影片中的職業應該是什麼? 在聽完老師對

猶太裔鋼琴家-斯茲皮爾曼的介紹後，覺得他的家庭應該是

一個怎樣的樣貌? 

3. 教師敘述鋼琴家-斯茲皮爾曼與家人和德軍的故事關係。 

(辛德勒救了 1100個猶太人，工人在德國宣布投降後，連署簽

名交給辛德勒，以讓他保命，卻也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拯救

斯茲皮爾曼的德國人，則是因為讓人知道他救了斯茲皮爾曼反

而得到更多的虐待與折磨。拯救他人雖是好事卻有可能使自己

陷入困境，這樣道德與現實兩難的情境，同學們該如何抉擇呢) 

 

4. 請各號碼的同學，按照指示到指定地點，準備進行《救援

任務》 

(1)救援關卡以 CPF BLOCKLY雲端網路為任務，每位代表的

人物所標示的難度與價值皆不同。例如:藝術家價值性

高，但難度也相對較高(需要解開四個燈) 

(2)每次關卡救援者(德國人)只能選擇救一個猶太人，救援

任務失敗，可以選擇繼續救援；或是更換下一個待援

者。當關卡救援者(德國人)成功救援猶太人時，可以獲

得一顆彩蛋，但請勿打開，需待活動結束後結算才可開 

(3)扮演躲藏的猶太人同學，可以選擇要不要相信這些『宣

稱要來拯救他們(猶太人)的人』，而被成功救援的同

學，請將身上的背號撕下，在救援成功區域等待活動結

束。 

(4)教師向同學宣布，此次《救援任務》中分為三種人。 

A:納粹軍官(抓人的) 

B:德國人(拯救的人) 

C:猶太人(又依職業分為-藝術家、政治犯、商人與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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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卡如下圖 

 

 

 

 

 

 

 

 

 

 

 

5.鈴聲響起活動開始，再一次鈴聲響起活動結束。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各自表達剛剛在活動中的心情。 

等待救援者(猶太人) 

(1)等待救援的同學，當沒有人要拯救你的心情? 

(2)或當有人要來拯救你，你相信說那位說要救援你的人? 

關卡救援者(德國人) 

(1)救援過程中是否順利? 同學願意相信你說的話嗎? 

(2)救援過程中，是否能順利完成 CPF BLOCKLY程式? 

(3)你如何選擇要救什麼顏色的人? CP值高?還是容易的? 

2. 教師詢問同學『應該要救價值高的藝術家，難度就高；還

是要救難度簡單可以救很多平民，但是價值比較簡單』 

3. 請救援者結算自己救了幾個人? 拿到的彩蛋裡代表的價值

總和加起來是多少?  

4. 教師講述人的價值在天秤上不應該因為職業高低，而有所

價值的不同，每個生命應該都是一樣重要與可貴。 

5. 教師引導學生回想，在整個活動過程中是否有看見納粹軍

官(抓人的)角色? 其實活動過程中，完全沒有這樣的角色

出現，但是因為心裡的恐懼、害怕，導致等待救援的同學

不敢相信他人所說的話，拯救任務也變得困難，可見一句

話就能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瓦解了!! 

6. 課後完成學習單撰寫。 

-----------------------第五節結束-------------------- 

 

 

 

 

 

 

 

 

 

 

 

 

 

 

10’ 

 

 

10’ 

 

 

 

 

 

 

 

 

 

 

 

 

 

 

 

 

 

 

 

 

 

 

 

 

 

 

 

 

 

 

 

 

 

 

 

 

 

 

 

 

 

 

 

 

 

 

 

 

 

 

 

 

 

 

 

 

 

 

 

 

 

 

學習單 

 

 

 

 

 

 

 

 

 

 

 

 

 

 

 

 

 

 

課堂發表 

 

 

 

 

 

 

 

 

 

 

 

 

 

 

 

 

 

 

 

 

 

學習單 

 



活動五 由愛而生 

導入活動  

1. 教師引導同學回顧在第四堂課中《一起跟冰箱拍張照》的

暖身活動，同學在知道冰箱代表的意涵後，前後態度的變

化。 

2. 教師介紹德國藝術家 Shahak Shapira的作品，並請同學從

六張遊客在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自拍照中，選出一張自己

最喜歡的角度 

3. 教師講述德國藝術家 Shahak Shapira將遊客自拍照 PS成

諷刺作品「Yolocaust」 

4. 請同學思考台灣某中學在校慶裝扮德國納粹的事件為什麼

引起如此大的社會關注? 無感比無知更為可怕!! 

發展活動 

《沉默的代價》 

1. 教師發下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沉默的代價》中文內容 

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2. 說明遊戲的規則與自走車的操作方式。 

(1)請從中文內容中，找出相對應的原文拼圖(英文) 

(2)並在英文稿件拼圖上，黏出自走車的黑色軌道，讓自走

車能完整依照文章順序走完一圈。 

(3)自走車的轉彎角度不宜過大，且偵測器在右前方，都為

必須納入考慮排序的條件。 

3. 以小組為單位，限時二十分鐘內，將拼圖完成。 

總結活動 

1. 播放文茜世界周報《希特勒的孩子》報導片段 

2. 教師講述整個課程的價值，從來都不是要讓學生討厭德國

人、同情猶太人，而是我們是不是能從歷史中得到一些想法，

了解到『唯有愛，才是消弭一切紛爭的源頭』。 

-----------------------第六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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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參與 



教   學   成  果 

   

說明：身為金色貼紙的人(猶太

人)被無條件孤立的感受。 

說明：活動《顏色你我他》從過

程中感受猶太人與德國人。 

說明：身為紅色貼紙的人(德國

人)初期因為貧窮感到丟臉。 

   

說明：鏡像畫面《夜的回憶錄》 

小組呈現猶太人被丟進焚化爐 

說明：鏡像畫面《夜的回憶錄》 

演出猶太人在集中營的生活。 

說明：鏡像畫面《夜的回憶錄》 

演出猶太人被納粹壓迫的情境。 

   

說明：小組討論生活中《道德

與現實的兩難》情境。 

說明：同學演出因救生衣不夠，

到底該給誰穿? 的兩難情境。 

說明：《安妮的日記》利用讀者

劇場的方式，帶領學生認識。 

   

說明：《一起跟冰箱拍張照》第

一次沒有設定主題時的表現 

說明：《一起跟冰箱拍張照》第

二次知道是猶太紀念碑的呈現 

說明：閱讀《辛德勒的名單》文

本，預備接下來的即興演出 



   

說明：以電影《辛德勒的名單》

3分鐘片段，讓學生沉澱思考 

說明：藉由導入活動《走走看》

讓學生分組並且感受 

說明：學生以不同的走路樣態，

來取得不進毒氣室的生存機會。 

   

說明：教師講述波蘭鋼琴家的

故事，引導學生進入救援情境。 

說明：學生為自己貼上救援的燈

號貼紙(扮演猶太人商人) 

說明:飾演猶太人的同學藏匿在

教師指定的陰暗走廊 

   

說明：使用 CPF BLOCKLY雲端

程式作為拯救的方式增加興趣 

說明：引導學生思考『人的價值

會因職業、種族而有所差異嗎?』 

說明：課程開放給各領域教師做

跨領域教學的公開觀課。 

   

說明：以小組方式進行愛的拼

圖，拼出馬丁‧尼莫拉《沉默

的代價》原文。 

說明：並在拼圖上以黑色膠帶，

排列出自走車的軌道，讓自走車

能完整走完整份愛的拼圖。 

說明：播放文茜世界周報《希特

勒的孩子》報導片段，讓學生理

解唯有愛才能消弭一切紛爭。 



   

說明：活動一、活動二課程後

的學習單回饋。(聽過但不了解) 

說明：活動一、活動二課程後的

學習單回饋。(完全沒聽過納粹) 

說明：活動三，十三歲的天空 

關於安妮的課後學習單回饋。 

  

 

說明：活動四，希特勒與辛德

勒關於跨領域課程的回饋心得 

說明：活動四，對於將角色扮演

與資訊課程融入給予好的評價 

說明：公開觀課教師的觀課札記

之一。(觀察教師為語文領域) 

 
  

說明：活動五由愛而生的學習

回饋單，體會課程的核心價值 

說明：活動五，透過課程能理解

新聞事件中猶太人憤怒的原因。 

說明：學生主動在生活週記與班

級導師的分享，課程慢慢發酵。 
 



教   學   省   思 

  《猶˙愛而生》課程進行初始時，從前測問卷中發現，許多八年級學生雖然知道學校本位課程裡

頭有國際教育，卻不認為表演藝術能討論國際教育的議題，單純認為國際教育只屬於社會領域的範

疇。故此次教案設計者運用教育戲劇的方式帶領學生討論納粹與猶太人之間的真實故事，學生透過

扮演過程中，深刻體會到猶太人的處境與哀傷。 

  設計者發現，許多學生雖然聽過、知道事件，但是並無深入了解，因此在先備知識不足下，課程

一開始較難以進入，要有較多的引導，但透過遊戲活動的方式，學生很快地感受到身為猶太人被歧

視、被限制的感受，甚至在面臨遊戲間的處罰時，學生皆不自覺地反映出自己的情緒，例如:在《顏

色你我他》的導入活動部分，就有金色貼紙的孩子被自己寫的處罰懲罰時，感到非常的不開心，同

學也笑著說她自作自受!! 慢慢的許多學生原本以為紅色是窮人一定會很倒楣的，發現事實上不是先

入為主所想。甚至有部分被選擇丟出來(遺棄)不能玩的同學更是不開心，覺得很哀怨，但~這就是當

時猶太人的心境阿!!透過每一次導入活動的暖身遊戲過程中，讓孩子能去體驗與了解，遠遠勝過教

師、書本所講述的。 

  在課程的安排上，也是先以肢體的鏡像動作開始，慢慢延伸為有台詞與走位的即興劇，並透過合

作學習的方式，讓每一位同學都能參與，特別感動的是，即使每一個班裡頭較為特殊的學生，也都

能在每次的單元中找到屬於自己呈現的方式，自在地參與在其中。 

  且教案設計者發現，有的班級在課程進行前，導師曾經運用閱讀課進行共讀《安妮的日記》、《穿

條紋衣的男孩》，發現經過閱讀時間累積的深化，當學生再藉由教案設計者的引導時，無論小組所呈

現的作品、默劇或是靜像畫面都更加有感覺，甚至在總結活動中的提問與回答也都能更深一層的思

考，故設計者認為，如果此份教案能搭配社會領域的學習，抑或是語文領域的共讀，都能使課程更

加深化也更加多元面向的探討與感受。 

  而在跨領域教學上，過去的許多經驗中，各領域因為對電腦語言的不熟悉都會佇足不前，或往往

將資訊領域停留在查找資料的輔助角色。透過此次的跨領域課程結合，發現資訊領域建構在藝術領

域教學時，讓冰冷的程式語法有了溫度；讓單純的電腦操作成了救人的途徑，大大提升了學生的學

習動機，也更具生活性。不僅僅豐富教師的教學資源，也設計出讓學生期待有更多跨領域學習的教

學策略，廣泛的誘發更多學生的學習意願。 

  學習的過程是動態且瞬息萬變的，一樣的課程在面對每個不同的班級、學生，都在在考驗著老師

要以什麼樣的方式提問、引導學生反思，教案設計初始只有單純的四堂課，但透過教學歷程的反思&

協觀夥伴的討論激撞，都使得教案更加多元面向的思考，也讓教師在其中獲得許多寶貴的想法。 

  最後，在教案初始時有些學生覺得議題很沉重，是否可以像以前的表演藝術課一樣，只要輕鬆愉

快就好，但經過課程的推疊進行後，這些學生的學習單回饋漸漸轉變為正向、積極，甚至覺得課程

進行很有趣又很有意義!! 且具深化思考，甚至在下課後，常有學生主動留下來詢問今日課堂上片段

的故事，或是告訴老師很喜歡這樣的課程，希望可以多再談論一些。而有的學生會主動告訴教案設

計者: 老師，我回家有自己看了其他相關的資料。在在讓教師感受到課程對學生們學習歷程上潛移

默化的改變。 

  也或許課程無法立即性的在每位學生的生活中改變些什麼，卻能在學生的心中種下一顆『愛』的

種子，教案設計者期待每位學生在現今充滿對立、充滿歧視、充滿仇恨的世界中，記得一切要「由

愛而生」讓我們的校園充滿更多的愛、讓我們的社會充滿更多的尊重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