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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人權素養教具箱 

國家人權博物館自 108年起推動校園人權議題融入課程計畫，
提供豐富且多元之博物館館外延伸人權教育學習資源。 

110 年 7 月推出「昨日招待所」人權素養教具箱空間篇，是以
國家人權博物館 107 年及 108 年邀請藝術家、創作者及公共
教育工作者共學成果為基礎，轉換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史蹟
點空間歷史及歷史記憶，並與兩屆 9 位提案創作者、12 位種
子教師展開長達 10 個月的共學過程，針對各級學校不同領域
及學科需求，開發適合教學現場運用之 6 款人權素養教具箱。 

本系列教具箱是以承載白色恐怖歷史記憶的空間為媒介，邀請
跨領域的教學者，一起突破學科界線，共同設計融入人權教育

的課程。其中，如何在教學中帶領學生重新思考「困難議題」
（difficult issue），更是本系列教具箱的核心關懷。「困難
議題」指的是進行創傷歷史教學或展示時，人們因情感或社會
文化因素而「難」以理解的議題。「困難議題」之所以「難」，

在於這些議題很可能會擾動，甚至挑戰人們對歷史的既定認識
及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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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本系列教具，可以拉近學習者與「困難議題」的距離，從
情意出發，打開多重感官體驗，在帶領學生認識過去之外，更

希望能讓學習者可以重新思考我們對於特定歷史的理解，如何
影響我們當前的思想與行動。 

�

 

各款教具箱皆可視教學現場條件，彈性調整各階段比重，並以
學習者先備知識為基礎，適時搭建學習鷹架，補充相關知識；
另亦可加深加廣既有設計，發展成 6 周微課程或 18 周的學期
選修。 

期待更多學校教師、社會教育工作者、人權議題推動工作者加
入人權素養教具箱的行列，透過教具開啟更多夥伴對人權議題

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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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發團隊 

創作者｜周武翰、張綺君 
種子老師｜蕭唯善（文華高中） 

 

參、建議教學階段與教學時間 

高中 
建議操作 2-3 節課，教學者可依教學對象的先備知識、可運用
的教學時數，彈性調整活動內容及操作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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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具簡介 

「消失的同學們、老師、書店老闆，到底去了哪裡？發生什麼
事？」我們藉由與學校日常有關的 50 年代真實人物故事，讓
學生們對白色恐怖時代產生好奇，進而重建空間記憶。 

透過「廣播劇」及「軍法處記憶地圖解讀」，引導學生進入當
年政治犯被帶走的流程，理解受難者在空間裡遭受的「不義」
處境，最後藉由「空照拼圖」，看見軍法處不復存的現貌。 

期待透過聽覺、視覺，建構出過往的情境，並注入空間想像，
帶領學生探討負面遺址空間與法制層面的今昔對比，思考這些

空間及故事消逝的意義，而其中的傷痛記憶在當代又可以如何
被紀念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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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具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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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教具名稱 數量 說明 

1 軍法處記憶
地圖故事箱 

5 箱 共有 5 款故事箱。本故事箱
以政治犯接受軍法審判時必

經的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為
主題，分成羈押、出庭、核
覆、死刑宣判、身後之路 5
種處境。 
打開故事箱，裏層為 1950

年代臺北市地圖，標示軍法
處鄰近區域。軍法處所在街
廓可另外掀起，背面有一段
關於該處境的口述歷史，底

部則是歷史航照影像。 

2 軍法處記憶
地圖故事線

索包 

5 包 共有 5 款故事線索包。每種
處境各有 1 包，每包有 6 張

圖卡，呈現與處境有關的歷
史檔案及影像。 

3 軍法處模型
照 

5 座 每盒故事箱附有一座青島東
路三號模型照，共 5 座。使

用者可從中指認軍法處看守
所、法庭等建築空間。 

4 軍法處現況

空照拼圖 

5 份 每盒故事箱附有一份青島東

路三號現況空拍拼圖，共 5
份，每份 24 片。使用者可
在箱中拼出該範圍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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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教具名稱 數量 說明 

其他 廣播劇 
 電子檔  

3 則 三則以 1950 年代消失在校

園的女學生黃如櫻的廣播
劇，刻畫黃如櫻被捕、家中
被憲兵搜索、被訊問的歷程。 

其他 教學資源
USB 

1 個 內含廣播劇電子檔、教學投
影片、教學手冊及參考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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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考教學指引 

 

一則尋找校園失蹤學生的尋人啟事，帶
領學生穿越時空，回到 1950 年代校園

尋找與自己年齡相仿的故事主角黃如
櫻。我們可以運用「廣播劇」，透過聲
音建構起如櫻的身影，邀請學生一層層
發掘如櫻的遭遇，同時以「如果我是黃

如櫻」的提問，讓學生更貼近如櫻的處
境。 

廣播劇中如櫻在學校遭逮捕、家中被憲
兵搜索、被訊問的歷程，可進一步拿來
與今日的行政訴訟程序相比，突顯當時
政治案件處置程序對於人權的侵害。 

  

 
 

我們跟著如櫻及一起「被失蹤」的同學

們、老師、書店老闆，來到 1950 年代
的青島東路三號。 

當時政治犯被送到這裡，經歷羈押、出
庭、等候判決。他們的判決需經層層覆
核；判決出爐後，判處死刑者在「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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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被送往刑場，他們的遺體遺物又何
去何從？軍法處記憶地圖故事箱提供
我們理解政治犯「羈押、出庭、�覆、

死刑宣判、身後之路」五個處境的線索。 

我們可以打開故事箱，立起軍法處模型
照，找到青島東路三號的位置，邀請學
生解讀線索圖卡，拼湊政治犯在軍法處
的處境，討論當中的不義。線索圖卡也

可以結合既有影像、文學文本，帶領學
生對於事件或人物角色產生更深刻的
同理共感。 

  

 

曾經發生這些不義事件的軍法處，如今

是否保有指認歷史的線索？ 

我們可以從空間出發，邀請學生在地圖

箱裡拼出「現況空照拼圖」，看見不復
存的軍法處現況，思考這些空間及故事
消逝的背後意涵，甚至採取更積極行
動，討論如何在城市空間保存這些歷史

記憶，發展成行動方案；或是邀請學生
一同發掘在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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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延伸提問與閱讀 

一、�教學者可依教學對象的先備知識、課堂教學時數，調整
活動內容及操作方式，不需完全依照「捌、參考教案」
進行課程。 

二、�課程建議依循「靠近→體驗→反思」的模組，促進學生
對於「平等、正義、人性尊嚴」的理解，並依學生的先
備知識設計合適的引導提問，邀請學生共同討論以下問

題或主題： 

1.� 這些發生在不義遺址史蹟點的事件如何侵害基本人

權？這些事件得以發生的原因為何？對於案件當事
人（如：政治犯、執法人員）、其身邊的人、甚至是
整體社會，造成什麼影響？ 

2.� 當時有哪些法律程序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
公平審判原則？身處當代的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觀
點看待這樣的法律？ 

3.� 政府可以這樣對待人民嗎？政府怎麼做才符合公平
正義？ 

4.� 其他國家也曾發生過相似的人權侵害事件，他們經
歷了什麼？後來如何面對、處理？ 

5.� 為什麼要記得這段歷史？記憶可以避免重蹈覆轍嗎？ 

6.� 面對過去的人權侵害，我們要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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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課程可以緊扣不義遺址史蹟點空間，討論對於空間
變遷的看法、當代社會看待不義遺址的態度。 

8.� 課程也可透過權力關係的討論，延伸探討當代霸凌、
體罰、死刑等議題。 

三、�本款教具僅為體驗活動的載體，建議教學者參考以下資
源設計搭配教學內容： 

1.� 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國
家人權博物館）。 

2.� 胡淑雯．童偉格主編，《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
散文選》套書（國家人權博物館、春山共同出版）。 

3.� 胡淑雯．童偉格主編，《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
恐怖小說選》套書（國家人權博物館、春山共同出

版）。 

4.� 不義遺址相關資料： 

(1).�不義遺址資料庫： 
https://hsi.nhrm.gov.tw/home/zh-tw 

(2).�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總結報告
書： 

https://humanrightstory.nhrm.gov.tw/ho
me/zh-tw/museumreport/301521 

(3).�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第二期調查案結
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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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umanrightstory.nhrm.gov.tw/ho
me/zh-tw/museumreport/624701 

(4).�島嶼上的傷痕（文學與不義遺址），白色恐怖文
學目錄資料庫，國家人權博物館： 

https://wtl.nhrm.gov.tw/home/zh-
tw/nhrm 

5.� 政治案件當事人相關資料： 

(1).�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https://twtjcdb.tjc.gov.tw/ 

(2).�臺灣人權故事教育館： 

https://humanrightstory.nhrm.gov.tw/ho
me/zh-tw 

(3).�國家人權博物館數位影音： 
https://imedia.culture.tw/channel/nhrm/z
h_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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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參考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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