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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3-4 

高雄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人權教育議題分團 

【用數位說自己家鄉的故事二部曲】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

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高雄市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

畫。 

（三）高雄市114學年度國教地方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現況分析： 

高雄市擁有豐富的人權景點歷史場域，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中學、

美麗島捷運站、柯旗化故居等，這些地方見證了臺灣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在這

兩年來本分團也分別辦理人權景點走讀讓現場教師從體驗中感受，希冀將這種感

受帶回教學現場教受學生。然而，轉型正義教育在中小學的推動仍然面臨機會與

挑戰，現況可分為以下幾點： 

1. 在地歷史場域的活化應用 

    高雄擁有豐富的歷史場域，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美麗島捷運

站、雄中、柯旗化故居、二二八和平公園等，部分學校已開始透過校外

教學、導覽活動、專題報告等方式，讓學生親身接觸歷史。然而，這類

活動仍多由部分學校自主推動，尚未形成系統性的學習模式，也缺乏後

續的反思與延伸課程，導致學習流於短期體驗，而非深度理解。 

2. 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挑戰 

 教師在教授轉型正義時，可能面臨教材有限、社會敏感議題難以

拿捏、學生理解門檻高等挑戰。部分學校已透過教師研習、與人權館或

歷史學者合作來補充專業知識，但仍有許多教師需要更多教學資源與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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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評估： 

  在走讀本市人權景點後，希冀教師在教學現場帶領學生學習，經由

現況分析，擬定的需求評估如下： 

1. 課程與教材深化 

    目前課程對轉型正義的介紹較為概略，學生難以連結歷史與自身生活。例

如，參訪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時，學生對二二八事件的背景雖有基本認識，但

對事件後續影響與轉型正義機制仍較陌生。因此，安排國家檔案局的檔案查

找，以證據為本的學習為主，來協助教師進行課堂教學。 

2. 實地學習的延伸應用 

    教師經過國家檔案局的資料查找，有了以證據為本的學習概念，進一步設

計數位學習的虛擬實境學習，讓學生透過擬真的學習對人權教育有更有感的學

習。 

三、目的 

  (一)以學生經驗為中心，選取生活化教材，結合可做為人權教育議題的教學

資源，以證據為本的素材應用，激發現場教師教學動能。 

  (二)以數位載具為工具，強化教師應用數位科技於人權教育教學，帶領現場

教師實作經驗，促發人權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的廣度與深度。 

  (三)介紹人權教育的相關資源，以國家檔案資料庫的資料實作查找，增強對

人權的感受與評價，帶領學生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行

動。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人權教育議題分團、高雄市三民

區河堤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五、辦理日期及地點 

    本計畫分為兩部曲，首部曲-國家檔案資料查找實作工作坊，經由國家

檔案局的資料查找，增進教師課堂教學的課程與教材深化；第二部曲則以

Ｂ4數位學習進階課程製作虛擬實境的人權教育，教師習得虛擬實境技巧

應用於教學中的學習策略。 

(一) 首部曲： 

辦理日期：114年 08月 11日(星期一) 09：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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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高雄市國教地方團 105研習教室。 

(二)二部曲： 

辦理日期：114年 09月 27日(星期六) 08：30-12:30， 

辦理地點：高雄市國教地方團 105研習教室。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本市國中小教師。 

  (二)第一場次最多錄取 35人，需自備筆電。 

  (三)第二場次最多錄取 25人，以參加過第一場次教師優先錄取，需自備筆

電。 

七、研習內容及研習代碼  

(一)依課程規劃表辦理，時間安排與流程請參見附件一。 

(二)請參與教師於研習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3.inservice.edu.tw/）完成線上報名。 

(三)業務聯繫請洽詢人權教育議題分團輔導員蔡馨儀

hsin0221@yahoo.com.tw，TEL：(07)359-0116＃243。 

八、差假與獎勵 

(一)參加者於研習期間核予公假（課務自理），工作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

(課務自理)，全程參與共核發 8小時研習時數。第二場研習辦理日期適

逢例假日，當日工作人員及參加人員於研習結束後，依規定於二年內覈

實補休，惟課務自理。 

(二)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

獎。 

九、經費來源與概算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學年度補助本市辦理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

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補助。 

十、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 回饋單的資料蒐集:透過質性與量化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可以精準且有

效率的掌握學員意見，作為日後課程精進的參考。 

(二) 學習心得分享:透過學員對研習講座內容的省思、分享與交流，以了解

學員學習的脈動和實質掌握學員對人權教育議題融入教學運用的可行

性，以作為日後規畫精進研習課程之參考。 

(三)「深化成效評估表」包含：教師反應、教師學習、教師使用新知、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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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等四個層面，如附件三，並加上一份人權意識問卷「自編人權意識初探

量表」，如附件四。 

十一、預期成效 

(一) 透過工作坊後，應用數位資源，有效增進數位科技策略的人權教學能

力，提升教學品質。 

(二) 分享人權教育教學資源，培養教師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讓人權守護的觀

念和運用可以落實在教學現場中。 



5 
 

附件一 

高雄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人權教育議題分團 

【用數位說自己家鄉的故事二部曲】工作坊 

課程表 

⚫ 研習對象及人數:本市國中小教師，預估 35(第一場次)/25(第二場次)人 

⚫ 研習時間：114年 08月 11日(星期一) 09:30-16:00(國教地方團研習教室)   

          研習代碼：5078805 

⚫ 研習時間：114年 09月 27日(星期六) 08:30-12:30(國教地方團研習教室)。 

          研習代碼：5078809 

 

【用數位說自己家鄉的故事】首部曲-國家檔案資料查找實作工作坊 
114/08/11(一)9：30~16：00    研習代碼：5078805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9:30—10:00 報到、開幕、長官致詞 
人權議題輔導員、 

人權議題正/副召集人 
 

10:00—12:00  
國家檔案資源的介紹： 

兼談人權教案的研發 

國家檔案局研究員 

許峰源 老師 
外聘講師 2H 

12:00—13:30 午餐 人權議題輔導員  

13:30—15:30  

高雄政治檔案應用：柯旗化地圖

研發分享 

林世芝(1330-1415)  
國家檔案局研究員 

許峰源 老師 

林世芝 老師 

外聘講師 2H 

內聘助理講師 2H 

探索高雄政治檔案：二二八、白

色恐怖與美麗島(如何找檔案、

檔案的解讀)    

許峰源(1415-1500) 

分組討論與成果分享  

(1500-1530) 

15:30—16:00 綜合座談 
人權議題輔導員、 

人權議題正/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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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專題與人物 

組別 主題 人物 

第一組 二二八事件與高雄的受難者 高雄和平談判者遭遇(凃

光明、范滄榕、曾豐

明、林界……) 

第二組 資匪案淪為白色恐怖階下囚 南臺灣政治俠客李天生

(創辦大榮中學) 

第三組 海軍鳳山招待所的受難群像 海軍受難群像(毛扶正、

胡子丹) 

第四組 美麗島事件前後受難政治家 橋頭事件與余登發 

美麗島事件與施明德 

分組討論(分為四組，每一組找 1個人物，並擇選該人物 3張檔案介紹分析) 

例如：判決書、自白書或偵訊筆錄 

 

【用數位說自己家鄉的故事】二部曲-以Ｂ4數位學習進階課程製作虛擬實境的人權教育 

114/09/27(六)08：30~12：30    研習代碼：5078809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8:30—08:40 報到、開幕、長官致詞 
人權議題輔導員、 

人權議題正/副召集人 
 

08:40—10:20 
人權景點實地學習的延伸應用-

虛擬實境製作說明與實作 

鄭伉妙 

VR/AR 結合數位遊

戲式學習專家 

外聘講師 2H 

10:20—10:30 休息 人權議題輔導員  

10:30—12:10 
人權景點實地學習的延伸應用-

虛擬實境實作 

鄭伉妙 

VR/AR 結合數位遊

戲式學習專家 

外聘講師 2H 

12:10-12:30 綜合討論 召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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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雄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人權教育議題分團 

【用數位說自己家鄉的故事二部曲】工作坊 

【深化成效評估表】 

◎各位伙伴好：非常感謝您對國教地方團人權教育議題研習的支持，懇切

盼望您的填答，讓我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高雄市國教地方團人權教育議題分團 敬上 

層次 面向 檢核指標 
得分 

（1-5 分） 

教師的反應 

（一）內容滿意度 

1.主題符合教師需求  

2 內容實用  

3.教材的選擇新穎合宜  

4.課程規劃有系統並具延續性  

（二）過程滿意度 

5.提供研習教師所需幫助  

6.主講者能運用適合的教學技巧  

7.講述內容表達正確且恰當  

8.活動流程安排適切  

9.場地交通位置方便適中  

（三）情境滿意度 
10.器材設備品質良好  

11.周邊服務（餐飲、桌椅、空調⋯⋯）良好舒適  

教師的學習 

（一）認知方面 1.能理解課程內容  

（二）技能方面 
2 能參與實作並有產出  

3.能進行分享、批判、對話、省思  

（三）情意方面 
4.能全程參與不缺席  

5.能激發參與熱情與教學行動策略  

組織 

支援與改變 

（一）組織政策 
1.符合教育政策  

2.結合學校課程教學發展重點  

（二）資源 3.掌握實際概況，適時調整活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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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 面向 檢核指標 
得分 

（1-5 分） 

4.獲得專業發展諮詢或經費協助  

（三）干擾的防制 
5.遴選參與人員之機制公正公開  

6.參與人員符合專業發展目標設定對象  

（四）開放性的 

實驗氣氛 

7.研習課程規劃納入多元意見參與  

8.鼓勵將研習所得於學校現場運用  

（五）同儕支持 
9.有相互觀摩分享的機會  

10.有共同合作的專業發展社群  

（六）主管的領導力 

和支持 

11.主管親自參與相關專業發展活動  

12.主管定期了解組織成員的專業發展情形  

（七）對於成功的 

表彰 
13.設置激勵專業發展成果應用或分享的機制  

（八）擁有的時間 
14.提供排課、減課等協助措施以利專業成長

活動進行 
 

教師對於 

新知與技能 

的運用 

（一）關切階段 
1.認同專業成長活動對改進本身教學的必要  

2.瞭解專業成長活動對學生學習的好處  

（二）運用階段 
3.能將所學的新知與技能轉化運用於教學現場  

4.能依據學生學習表現，調整自己的教學  

（三）實踐階段 
5.能尋求資源幫助自己運用所學  

6.能影響其他教師運用所學的新知與技能  

學生 

的學習結果 

（一）認知成果 1.教師運用所學後，學生的學習成績提高  

（二）情意成果 2.教師運用所學後，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  

（三）動作技能成果 3.教師運用所學後，學生的技能表現純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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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自編人權意識初探量表」──問卷(王敏如自編)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請依個人狀況，在適當的□內打「V」或將答案填寫在前

面的( )中。） 

1.（ ）性別：(1)男性  (2)女性  

2.（ ）任別：(1)級任  (2)科任  (3)兼任行政或職工  

3.（ ）服務總年資：(1)初任-5年  (2)6-10年  (3)10-20年  (4)20年以上  

4.任教階段(可複選)：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  □高中  □其他： 

5.任教科目： 

□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第二外國語文)  □數學領域 

□社會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藝術領域  □健康與體育領域   

□綜合活動領域  □科技領域  □生活課程  □其他(                 ) 

第二部份：人權意識初探量表（為避免造成您填答時之困擾，請詳讀填答說明。) 

【填答說明】此部分皆為單選題，並沒有標準答案，請您就個人經驗與

看法依敘述選擇同意程度作答，並在數字上圈選畫記。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學校能尊重個人隱私，除非基於重大安全考量或法律允許，不會任意

檢查個人信件、書包或置物櫃等私人物品與空間。 
1 2 3 4 5 

2.為維護個人隱私權。除非法律允許，學校及教師不會洩漏教職員工、

家長及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以維護其隱私權。 
1 2 3 4 5 

3.學校及老師能平等重視各學習領域（學科）的價值，公正地分配教學

資源與對待不同學習領域（學科）有成就的學生。 
1 2 3 4 5 

4.學生在學習活動中能有適切表達自己觀點的自由。 1 2 3 4 5 

5.學校各項法規的訂定，能符合憲法、教育基本法與基本人權理念（如

世界人權宣言、兒童權利公約、學習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 

1 2 3 4 5 

6.學校能安排學生、家長及教職員工討論有關人權議題的機會（如座談 

會、演講、學校刊物、選拔學生自治市長等）。 
1 2 3 4 5 

7.學校教職員工能清楚瞭解重要人權規準的內容（如世界人權宣言、兒

童 權利公約、學習權宣言、教育基本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

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 

1 2 3 4 5 

8.教師會能充分代表學校多數教師的意見與權益。 1 2 3 4 5 

9.學校及老師能積極肯定學生自身族群文化的獨特性，並鼓勵學生認識

與珍惜社區的文化多元性。 
1 2 3 4 5 

10.如果「0」分表示最不愉悅幸福，「100」分表示最愉悅幸福，那麼我目前觀察或參與學校 各

項活動的愉悅幸福程度是＿＿＿分。 

感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