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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高雄市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十二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島嶼的集體記憶」 

社群實施計畫 

申請

類別 

□入門型(以未曾經申請過及 107學年度(含)前曾申請之學校優先) 

█成長型(以 108、109學年度曾經申請之社群優先) 

社群

主題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與評量 

□部定課程之課程調整 

□特殊需求課程設計 

□特殊教育教材教具研發 

□其他： 

壹、依據：110年 9月 27日高市教特字第 11036992700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政策變格與實務變化，深入了解總綱及特殊需

求課程綱要之內涵。 

二、增進社群成員運作十二年國教之實施知能，並提升成員專業發展能力。 

三、建構本社群成員共同備課支持系統與知識分享機制。 

四、落實專業對話，探討教學問題，分享與討論教學經驗。 

五、結合公開授課運作，落實社群成果於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成長與改變。 

參、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高雄市勝利國小 

伍、協辦單位：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陸、實施期程：110年 9月至 111年 6月止。 

柒、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運作整體規劃： 

一、訂定年度運作目標，檢核執行歷程：教師自主性規劃及擬定各階段運作

目標，隨時修正執行目標及策略。 

二、依計畫內容及期程落實執行：預計從 110年 9月起實施，每月進行 1至

2次研討，進行專業成長。  

三、聘請專家諮詢及有經驗教師實務分享：邀請專家學者或本市特教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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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蒞校指導與提供諮詢，或遴聘有經驗教師分享實務，以作為推動

過程中社群教師檢核修正運作內涵。 

四、辦理公開授課：結合社群研發成果，進行公開授課，並進行專業回饋，

繼而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品質。 

五、辦理成果發表會：配合本市教育局召開成果發表會，向全市特教教師分

享社群運作的寶貴經驗，為日後蘊育他校專業社群做儲能準備。 

捌、社群成員名冊： 

項次 姓名 職稱 服務學校 備註 

1 李思瑩 國小特教老師 勝利國小 社群召集人 

2 丁明妍 國小特教老師 勝利國小  

3 黃雅盈 國小普通教師 勝利國小  

4 林幸宜 國小普通教師 勝利國小  

5 陳怡蓉 國小特教老師 中庄國小  

6 林美杏 國小特教老師 四維國小  

■符合普教合作    ■符合跨校合作 

玖、社群運作期程規劃與內容說明 

場次 日期 實施方式 實施內容說明 

1 111.2.27 專題講座 

邀請外聘專家-島嶼的集體記憶發起

人、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陳慧齡

導演分享紀錄片及映後座談 

2 111.5.16 公開授課 

成員進行公開授課，其他成員觀察學

生學習表現，於教學後共同檢討並回

饋，提出教學省思和調整策略。 

3 
111.06.10 

上午 

專題講座- 

閱讀 x人權的 N 

種可能—高雄

陽明國中人權

議題創課小組 

邀請內聘專家-陽明國中團隊分享課

程 

4 
111.06.10 

下午 

邀請內聘專家-陽明國中團隊分享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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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07.27 

專題講座- 

佇歷史安靜的

時：獨立音樂如

何處理台灣歷

史議題 

邀請外聘專家-拍謝少年樂團吉他手

張維尼分享經驗 

6 111.07.28 

專題講座- 

島嶼的集體記

憶跨域課程 

邀請內聘專家-島嶼的集體記憶推廣

人李思瑩老師分享與各校課程及共備

普特合作課程 

拾、經費：詳如經費概算表。 

拾壹、本社群利用教師進修時間或其他不影響教師教學時間辦理社群活動，

如於假日辦理社群活動，參加之成員請所屬單位准予公（差）登記，

並得依規定於 1年內覈實補休（課務自理）。 

拾肆、預期效益： 

一、提昇特教教師有效教學的專業知能。 

二、提高特教教師設計課程及教學內容之能力，促進教學專業成長。 

拾伍、本計畫工作圓滿達成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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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員所屬學校給予參與教師敘獎鼓勵。 

拾陸、本計畫經呈報教育局審核通過，並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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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高雄市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十二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島嶼的集體記憶」社群 

經費概算表 

申請類別：□入門型(補助上限 8,000元)  ■成長型(補助上限 20,000元) 

 

項
次 

內容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 
講師鐘點費 

(外聘) 
時 4 2,000 8,000 

2/27 

2000元*2小時陳慧齡導演 

 

7/27 

2000元*2小時張勝為先生 

2 
講師鐘點費 

(外聘) 
時 1 1,500 1,500 

6/10 

1500元*1小時戴思潔小姐 

3 
講師鐘點費 

(內聘) 
時 8 1,000 8,000 

6/10 

1000元*1小時黃鈺婷老師 

1000元*1小時李祐忻老師 

1000元*1小時李伊玄老師 

1000元*1小時吳宜蓉老師 

1000元*1小時李思瑩老師 

 

7/28 

1000元*3小時李思瑩老師 

4 
助教鐘點費 

(內聘) 
時 5 500 2,500 

6/10 

500元*1小時黃鈺婷老師 

500元*1小時李祐忻老師 

500元*1小時李伊玄老師 

 

7/27 

500元*2小時李思瑩老師 

合計 20,000 
以上經費得依實際情形

相互勻支。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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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給阿媽的一封信》電影放映暨映後座談-2/27 

1.社群成員至高雄路竹黃溫恭先生故居欣賞島記發起人陳慧齡導演的作品

《給阿媽的一封信》，並參與映後座談，聆聽導演分享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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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成員簽到表 

學校 姓名 

勝利國小 丁明妍 

勝利國小  李思瑩 

勝利國小   黃雅盈 

中庄國小 陳怡蓉 

四維國小 林美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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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開授課- 5/16 

1. 思瑩老師進行公開授課-島嶼的集體記憶(國語課) 

2. 夥伴進行觀議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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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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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阿公阿嬤的肖像畫 

 

 

 

file:///C:/Users/李思瑩/Desktop/資源班工作/110學年度/語文社群/偉_阿公.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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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課會議 

 

 

線上簽到表 

學校 姓名 

中庄國小 胡璉瑩 

中庄國小 陳怡蓉 

勝利國小  李思瑩 

勝利國小   李宜潔 

林園國小 宋瑋芸 

桃園大勇國小 饒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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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 x人權的 N 種可能—高雄陽明國中人權議題創課小組 X島嶼的集體

記憶】線上分享會-6/10 上午 

時間 講題 講師 助教 

09:00-09:50 情境式體驗 黃鈺婷 李伊玄 

10:00-10:50 從零到全的議題式創課-以季

季《額》文本為例 

李伊玄 李祐忻 

11:00-11:50 社會科：由文學觸發談白恐 李祐忻 黃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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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 x人權的 N 種可能—高雄陽明國中人權議題創課小組 X島嶼的集體

記憶】線上分享會-6/10 下午 

時間 講題 講師 

13:00-13:50 真人圖書館-香港人說故事 戴思潔 

14:00-14:50 島嶼的集體記憶跨域課程-理念 李思瑩 

15:00-15:50 島記課程-國中社會科為例 吳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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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表 

1.印象最深刻的三個畫面 

*行動策展導覽 狸想教育 高菊花故事 香港葛格分享 宜蓉老師的笑容 

*香港分享、陽明國中人權 

*果貿社區的老奶奶、陽明國中圖書館的展覽、在台港人的分享 

*祖父母，圖書館， 

*影片分享、香港經驗分享、教學素材分享 

*香港哥哥分享台港差異、島記故事 

*邊城青年的獻聲、葡萄園故事的分享、學生課堂的討論風景 

*影片中學生分享自己和祖父母的故事/香港同伴的分享/直播展覽 

*我對講師對香港的深入探討、聯繫，設計課程與真人圖書館的用心及費工，非常感動! 對

孩子來講是很真實的人權體驗，也對台灣的今日自由氛圍，有個對比。 

*島嶼記憶學生回憶時的真情流露畫面、陽明曉書齋的禁書展、課程實施時的點滴真心。 

*香港人分享 陽明國中書展 貍想教育老師的分享教案 

*與家人的回憶、白恐家書、港人分享 

*1.陽明國中老師透過直播介紹學校人權展的場景                                                                                 

2.思瑩老師分享的影片中一位小女孩談著自己的阿公阿嬤                                                                  

3.每個老師精實的課堂脈絡分享 

*曉書齋  美女老師群 精美簡報 

*學生在談自己的阿公刺青、參觀果貿社區訪談大餅阿伯、直播圖書館人權特展 

*香港反送中人員現身說法、陽明國中圖書室視訊分享、教材設計分享 

*陽明國中人權館、香港青年分享、學生的作品照片 

*一開場的問祖父母的三個提問、影片、香港青年談香港 

*曉書齋線上導覽、〈額〉遊戲文本的設計過程和最後小結、邊青的真的圖書經驗分享 

*1.學生製作的爺爺記憶盒 2.直播介紹陽明的展覽 3.香港青年的分享" 

*1.美麗的圖書館  2.額的閱讀課程  3.陽明團隊的共備畫面 

*祐忻老師的課程分享、港人現身分享、最後回饋 

*對祖父母的認識、教師課程分享、港人分享 

*1.孩子們分享和爺爺奶奶共同處的記憶 2.陽明國中人權圖書館的佈置 3.由路老師的分享 

*圖書館特展、由路分享、變聲的皮耶哥哥 

*陽明小組組織面面俱到不嫌繁瑣、思瑩熱血溫暖、香港葛格對小朋友的無私 

*學生的作品  鈺婷老師的導覽  港人夥伴的分享 

*聚是一團火老師分享的話，港人的分享，李老師的社群心得分享 

*香港青年的變聲 

*1. 老師們的熱情與活力 2. 台灣孩子們的投入、創意與想法 3. 教學現場的多面向" 

*1. 學生積極參與課程 2. 真人圖書館 3. 港人現身說法 

*港青/陽明書展/骷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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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的播放、白色恐佈的探討、公民課人權的討論 

*熱血的教師，香港邊城青年現身說法，學生畫祖父母分享訪談記憶 

*1.陽明國中曉書齋特展導覽 2.香港邊城青年的分享  3.由路老師的解謎遊戲設計 

*1.直播現場的親臨感受 2.遊戲細節說明的層次分享 3.讀給春芳的文字內容 

*陽明國中閱讀曉書齋、白恐受害家屬的文本、額的解謎遊戲 

*1 利用布告版展示文本與學生成果，增加相互學習機會 2 利用不同媒材展現故事與情感連

結 3 合作的共備方式（很需要） 

*阿嬤的臉，阿公的菜園，圖書館介紹 

 

2.主要的學習與收穫 

*教學靈感和資源應用 

*家庭連結情感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內心再一次的感動 

*了解文學 

*對祖父母的關懷，老幼共學的重要性。 

*謝謝老師們的分享，也學到很多對人權教學的素材 

*重新愛世界、愛自己、也想多愛身邊的人 

*看到課程不同的連結,提供不同課程思考的角度 

*教導孩子對周遭事物、新聞更有感觸及情意上的觀察。 

*以愛為核心出發設計並引領課程，可以帶出更多的關懷與愛。 

*因為我從後半段開始聽，希望可以有後續影片檔可以再次聆聽清楚兩位老師的教學步驟，

很想轉換成自己實施關於難民議題的美術教學創作中，畢竟自身在美術領域，因而對於深

度的議題討論較難帶入課堂，因此想學習一下。 

*從文本、遊戲到社會時事，讓人更理解所處的世界，進而參與其中。 

*可以如何融入人權議題並進行跨域的課程設計 

*能在文本詮釋上有深層的理解及帶情感給學生的體會 

*聽完香港青年的分享,能生活在臺灣如此自由真的很幸福。 

*線上人權教材的教學 

*很觸動心靈的深處的記憶,充滿感性的分享,讓人對自由生活充滿鬥志 

*感動土地所有的發生 

*在文本引導和討論課程設計的分享中，得到了很多靈感和想法。 

*被陽明團隊像【火】一樣的教育投入熱誠感動，感受像滿天【星】的美感 

*人權議題的情感與連結，跨域的一年課程發想與串連  

*發現白恐的文本其實有很多可以利用。 

*對於主題、議題內涵有更深入的認識。 

*人權議題的佈置和背後的用意，課程設計很用心 

*很豐富的內容又扎實的課程 

*如何將社會議題帶到國中生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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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到不一樣的領域的知識 

*了解社群的運作，以及跨領域合作的範例學習 

*從個案去帶領課程 

*作爲一個香港人，在過往香港「求分數、爲考試而教、升學/求職導向」的教育體制下，

根本不會想像到教育原來能夠有這樣多樣性。 

*1. 資料豐富可以導入課程中 2.引入校外資源，邀請真人現身說法 

*有幸與理念相近的大家共學 

*1.團隊合作的發想與迭代，到最後回歸到對夥伴的關注與情感的接住。2 議題的可能延展

與人權的引導與思維，讀到全新的大局觀。 

*原來辦一個活動需要這麼多幕後的努力及規劃 

*我們閱讀人權相關文本往往與現在的學生脫節，透過與人連結的故事，更容易使學生融入

情境，培養觀點取替的能力 

*原本對文學並不了解，透過研習體會各中內容，收穫滿滿。 

 

3.其他意見(欣賞、感謝、建議、疑惑)  

*一個人跑得快，一群人走得遠。 

*從情感面切入，將人權議題放在"愛"這樣的普世價值，用生命感動生命，很有力道! 

*很欣賞陽明團隊的行動力、感謝思瑩老師在島記推廣的分享很感動、真人圖書館香港青年

切身分享 

*謝謝這麼精采的課程分享~真的是學生之福~ 

*感謝陽明團隊的課程分享，感動到無法言語 

*感謝老師們無私分享自己的教學內容，港人的親身分享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謝謝主辦單位舉辦的活動。你們真的很有心，在做一些別人不敢做的事。 

*非常贊同從情感出發，引領學生產生共鳴，才能使他們持續關注 

*謝謝熱血積極的老師和講師的分享，讓我能更清楚知道人權議題該如何運用在社會課程

中。 

*1.再度聽到思瑩的島記分享，依舊感動滿滿！❤️ 

2.小巨星的主持功力，永遠是聆聽者最強大的指引（途中若不小心放空遊走了，可再回魂

之後立馬再度參與，廣播的那種有沒有，會一直在核心裡重複重要語句，不怕成為迷途羔

羊） 

3.再次聽到祐忻老師感性讀著高一生先生對愛人春芳與愛女菊花的告白書信，還是覺得心

酸 

4.終於來到鈺婷的直播現場，遊走展場的甜美介紹，將閱推的角色發揮到淋漓盡致。 

5.港人的現身說法，讓我們更珍視自己發言自主的大環境，真的…百味雜陳。 

以上，謝謝今天的用心編排，是身為聆聽者的福氣，感激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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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可能，您想如何運用今日研習所學？(主題課程、日常教學、畢旅、戶

外教學)請具體分享一種可能或改變。例如：設計課程時，多點情感故事分

享。或落實於生活中，如訪談自己的祖父母後創作等。 

*資優班創造力課程的思辯 

*融入校本課程，喚醒學生對周遭事物的投入與感動 

*敘事性的感情故事 

*教學融入主題課程，利用文本閱讀，讓學生對於人權有更多認識 

*希望可以在國文課帶出白恐的閱讀 

*設計課程時,跟學生生活生命連結 

*真人圖書館融入課程教學、訪談問題的深入探討...... 

*設計課程時，不幫學生侷限天花板的上限，開創更多可能。 

*用情感與同理來帶入課程，也是我目前帶議題時，讓學生有反應的方式 

*讓文本更貼近生活，如陽明團隊的從有關台灣記憶的部分著手，讓孩子對於台灣更加認

識，更有情感，關心所處的社會。 

*結合國文文本，或在班級經營時，融入人權議題 

*文本的選擇有更多可能也更開放 

*設計主題課程認識祖父母是一個很適合的開始 

*從自身做起探索自己的記憶延伸至孩子,做世代的傳承 

*在未來的課程，但也想多做學習後再帶領 

*在課程設計以及書展推廣時，會強調情感的切入和同理，盡力貼近學生的生活 

*可以融入島記的活動設計於課程中，可以結合研習中提供的資源設計類似的閱讀展覽 

*議題課程的文本脈絡設計，情感的堆疊 

*可以結合拍攝影片讓學生記錄自己的家庭故事 

*教學主題、議題的討論可以更多元面向及延伸。 

*訪談祖父母，追溯過去的歷史記憶 

*設計課程時，多點情感故事分享 

*能夠將生活中的觸發和社會時事分享給學生，不要害怕自己和他們有代溝 

*可以用在主題教學(閱讀課) 

*希望能在課程當中多設計一些情感課程，讓學生能更有感 

*設計對家中長輩訪問的作業 

*教學方法的創新與激盪、以及相關輔助的工具，可以未來應用在教室當中！ 

*主題課程一直都是身為歷史老師的我，努力設計課程的方向，人權議題是一直想安排，但

還未成形的部分，希望接下來有機會請邊青的講者現身說法，讓生命影響生命。 

*課程融入更多屬於人與歷史交織的溫度與脈絡 

*日常教學中。 

*主題課程，讓學生能多表達自己的課程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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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文文本教學設計時能融入人權相關議題 

*我會從陽明的數位資料裡，取用適合時空的內容，帶孩子們（國二生）重識（因為公民已

經學過了）並參與人權議題。 

*想多一點推動情境的教學 

*文學的學習需放在日常情境方能發生連結，引發學習，我想先從文本閱讀相關主題開始。 

*日常教學，訪談家族長輩。 

 

簽到表  

姓名 服務單位 

李思瑩 高雄市勝利國小 

蘇筱青 高雄市龍華國小 

蔡顯塘 雲林縣宜梧國民中學 

吳惠瑀 桃園市立瑞坪國中 

王昱尹 澎湖縣馬公國中 

蔡佳蓉 高雄市五甲國中 

吳姿杏 高雄市六龜高中國中部 

羅敏華 臺中市上石國小 

蔡郁芬 高雄市左營國中 

王鴻銓 高雄市 左營國中 

何蕙萍 財團法人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誠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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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雋忻 臺中市北勢國中 

蕭竹均 新北市中平國民中學 

黃嘉玲 高雄市翠屏國中 

林春如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陳其凱 台南市立北門國中 

何京津 台南市沙崙國中 

謝幼娜 嘉義市嘉北國小 

鍾明芳 嘉義市嘉北國小 

蕭晏瑜 高雄市田寮國中 

邱幸淑 台南市復興國中 

盧瑩娟 苗栗縣竹南國中 

張簡靜慧 嘉義縣東石國中 

王心郁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蔡宛蓉 嘉義縣大林國中 

吳明瑋 新北市立鷺江國中 

彭緗琳 高雄市陽明國中 

王學婉 新北市蘆洲國中 

陳玉綸 新北市立蘆洲國中 

吳彩鳳 新北市中和國中 

謝侑真 高雄岡山國中 

洪品婷 高雄五甲國中 

吳振源 高雄市桃源國中 

辛怡葳 新竹縣立東興國中 

馮詔天 香港邊城青年 

陳寶全 屏東縣新豐國小 

許怡麗 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賴姿佑 中區暖暖蛇國中小共學團 

黃川玲 新北市鶯歌國中 

沈賜宏 臺中市北新國中 

林欣慧 新北市/蘆洲國中 

王靖瑛 雲林縣水林國中 

陳品均 台中市文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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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佇歷史安靜的時：獨立音樂如何處理台灣歷史議題】線上分享會 7/27 

「聽 咱的歌聲  共阮的故事 唱予你聽」-

《暗流》 

拍謝少年是以台語創作的搖滾樂團，近日推

出三首與白色恐怖相關的 MV，吉他手維尼

將聊聊創作歷程和想法，如何用創作回應歷

史。 

並由「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推廣人李思瑩

老師分享十年來島記在教育界進行的溫柔行

動，帶台灣孩子們認識自己家族和土地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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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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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象最深刻的三個畫面 

*小朋友拿著爺爺奶奶的畫像、島記參與學校有出現老家附近的北門高中、思瑩視訊畫面老

師後面的虱目魚抱枕  

*維尼帥氣、學生講失智阿公、思瑩老師閃亮的眼睛 

2.主要的學習與收穫 

*已經脫離中小學或是高中教育教育很久，很開心現在有一群人為台灣島嶼記憶進行努力，

可能只是從小群眾影響，但希望這個想法可以擴及更多地方。另外，也很開心要請拍謝少

年來介紹音樂作品，那是一段關於台灣整體的島嶼記憶，在這次課程結束後，也成功前往

人權園區參觀，主動和志工聊天，訪談的內容可以獲取更多展示板文字外的收穫。島記這

次的課程，也提醒自己要珍惜還可以訪談跟追朔的時間，有些第一線相關人事物，消失了

可能必須要花更多力氣摸索。  

*家族故事很重要 希望能順利在校推動  

3.其他意見(欣賞、感謝、建議、疑惑) 

*後面交換心得的便條紙，學員之間彼此討論熱烈，很喜歡這樣的氛圍，也感謝思瑩老師在

課堂氣氛的帶動，會讓人全心專注在視訊會議室上！  

我會找時間多和爺爺奶奶聊天，除了日常瑣事也希望他們分享過去的故事  

*希望在課程中帶動孩子能願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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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姓名 服務單位 

董巧琦 高雄市鹽埕國中 

鄭至吟 無 

陳開宣 安親班 

遲正嫺 新北市立二重國中 

王姿雅 高雄市正興國中 

蔡文原 屏東縣潮州國中 

吳冠儀 大學生 

張嘉容 高雄市國立鳳山商工 

王詩誼 屏東縣/東港海事 

李睿瑋 台北市立永春高中 

張藝 社會科學院 

蘇怡蓁 中山大學 學生 

何詠詩 學生 

林美杏 高雄市四維國小 

吳婉儂 高雄 新興國小 

高千珊 台北市立大同高中 

陳冠樺 臺北大學 

白佳琳 賴和基金會 

鄭欽文 高雄市內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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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瑩娟 苗栗縣竹南國中 

黃佳琪 嘉義縣鹿草國中 

潘善池 屏東縣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屏大附小) 

曾立馨 創作歌手 

林劭庭 無 

林珊亦 無 

王溱喜 屏東縣車城國小 

黃湘楨 桃園市立慈文國中 

賴紹承 伯霖開發 

陳韋丞 無 

黃姵緹 高雄市瑞祥高中 高一升高二就讀中 

許哲勛 高科大學生 

葉瀞憶 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 

盧婕瑛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 

宋佾芩 樂迷 

吳昌修 服務業 

許淑雅 彰化縣洛津國小 

王柔懿 台北捷運 

陳映辰 航技學院 

洪瑞郁 嘉義大學幼教研究所學生 

朱麗貞 高雄市、國立鳳山高中 

陳彥樺 臺中市惠文高中 

竹君 自雇者 

游知澔 IORG 

陳芳旭 國立成功大學 

莊佩真 高雄市鳳山商工 

王敬翔 陽明交大 

蔡涵禎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黃敬展 長榮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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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島嶼的集體記憶跨域課程】線上分享會 7/28 

 

 

由「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推廣人李思瑩老師分

享十年來島記在教育界進行的溫柔行動，帶台灣

孩子們認識自己家族和土地的故事。 

並分享多所學校的島記課程，包含資源班與普通

班合作的融合課程，以及新嘗試的資源班肖像畫

課程。 

 

 

學員聽完分享後體驗畫自己的阿公阿嬤，再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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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1.印象最深刻的三個畫面 

*掌上明珠，農地爺爺，阿嬤的房間 

*鎮海國中生的創作、老師們畫圖後回饋的感動、老師溫柔的帶領 

*林舜龍老師的作品、大家打開鏡頭分享、自己安靜的畫自己的阿公 

*1.小朋友訪問包子阿伯 2.鎮海國中孩子們的分享 3.剛剛線上夥伴分享自己的親人 

*大家分享畫像的熱淚樣子、思瑩老師描述阿公阿罵被訪問 害羞的樣子、影片中孩子分享

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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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畫的阿公阿嬤圖、以為是魚叉結果是拍攝用的道具、思瑩老師分享的阿嬤繪圖 

*影片中分享的孩子們溫柔的表情、思瑩老師溫暖的回應、一句話「不知道孫子甚麼時候要

來畫我，不如我們先畫自己」 

*影片孩子的分享，長輩的故事，夥伴的分享 

*澎湖國中的學生分享、高雄社區的布展、這次線上分享的最後大分享（每一則故事都讓人

眼眶紅） 

*每個人真摯的分享與互動、思瑩溫暖又有力量地話語與表情接住了大家、最後的白板互動

回饋很完整、很即時 

*鎮海國中孩子們的分享，一句閩南語為一個主題的創作分享，同儕老師的真實故事分享。 

*小學生多笑，高中生會哭，我畫不出外公 

*阿嬤的掌上明珠、阿公的復刻菜園、竹竿鏡頭架 

*在角落的白色恐佈、阿嬤的拖鞋、小魚乾入畫 

*老師敞開心自我揭露的眼淚、有一位老師的二位小孩自然入鏡、看展覽的阿媽 

*1 出現曬衣桿😂2 學生自己站在畫前面分享自己的畫作 3 老師們自己開螢幕分享畫作 

*畫爺奶 

*畫、陪伴、情感 

 

2.主要的學習與收穫 

*引導方式 

*想試者帶領孩子做這樣的活動 

*更認識島記，也對於長者和家族的故事有一些教學的靈感 

*對引導學生畫阿公阿嬤的部分更有概念了 

*了解島嶼集體記憶、如何拉近家人關係、如何引導不說話的孩子分享 

*畫自己阿嬤的肖像畫很有感覺，雖然外婆已經過世 10 幾年了，對於她溫暖又照顧兒孫的

畫面依然不變。也在聆聽夥伴們分享的過程中，發現那個年代的長輩都有類似的生存困難

但是都很努力的為兒女打拼，希望未來在帶孩子梳理家族記憶的過程也能讓他們有如此深

刻的感受。 

*重新溫習一次被故事打動的感覺 

*學習到原來可以單純為家人記錄，只要行動就可以愛的流動能量 

*找回陳封已久的心中溫柔連結。 

*透過這樣的「旅程」，雖然短短的時間，但內在湧現很多能量與力量，願我們可以散播更

多的愛與分享出去，讓大家回家，回到自己 

*同理心，傾聽，情感表達，尊重，文化連結。謝謝思瑩老師的帶領，好溫暖也讓我內心好

澎湃的課程。 

*本來跟家族系統排列搞混了，終於弄清楚是不同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弄混) 

*認識島記課程，原來有這麼多用心的夥伴在帶領老中青族群們串連起一個又一個的家族記

憶，真的非常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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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剪下拼貼的方式，帶學生再次構圖。教學時可以透過引導，達到輔導的可能，教師營

造安全的環境，讓學生訴說作品來同理彼此。 

*有創意的跨域，讓生命和解 

*一直在思索何謂歷史，如果每個人的歷程加起來就是這個土地的歷史，覺得很浪漫也很單

純，沒有對錯。 

*家族故事很重要 

*課程對參與者的感動 

*如何分享和引導 

 

3.其他意見(欣賞、感謝、建議、疑惑) 

*感謝島記安排，這些課程和分享交流真的很有意義 

*很欣賞思瑩老師和島記夥伴們在島記這塊地投入與付出 

*謝謝思瑩老師的分享，小小記者員那個學習單做的很可愛，非常喜歡！ 

*感謝老師溫暖的分享，從幾年前在學思達年會得知有島記這個課程開始，陸續跟了幾場相

關的研習，每次都很有感 

*很感謝這樣的課程，讓我更多靠近自己跟家族 

*整個體驗是很完整且舒服自在的，我覺得很喜歡，就像與家人聊天一般，謝謝有你們。 

*感謝思瑩老師有深度且溫暖的分享，很幸運能認識島嶼記憶，非常有意義的課程。 

*外公過世後，自己有很多想法，透過島記慢慢釐清，感謝。 

*從大家所分享的故事和作品中，得到了很多感動，謝謝大家，同時也謝謝老師們如此用心

規劃課程喔：） 

*感謝老師，在創作的過程中回憶自己的外祖母，療癒了我，但那張畫變得好難畫啊⋯⋯能感

受的平時被壓抑的情緒正浮動著。 

*謝謝老師提供示範的教案 

*能一直堅持理念分享和實踐，真的很佩服！ 

*希望能順利在校推動 

*思瑩多年來對島記的堅持 

4.如果可能，您想如何運用今日研習所學？(主題課程、日常教學、畢旅、戶

外教學)請具體分享一種可能或改變。例如：設計課程時，多點情感故事分

享。或落實於生活中，如訪談自己的祖父母後創作等。 

*結合更聚焦的主題先做嘗試 

*可用在彈性課程或結合台語課 

*我會讓更多家人的故事進入到課程中，讓孩子對比思考此刻的自己 

*帶領學生練習與家人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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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主題課程、融入日常語文、社會技巧教學，讓課程更引起孩子學習動機、觸發內心的

悸動，提高情意課程的深度 

*打算在兩次彈性課搭配主題課程（四年級地方探索），講到台灣歷史先民從唐山過台灣的

時候，可以邀請學生利用週末回去訪談祖父母後創作，並在下一次彈性課上台分享。 

*我已經在去年開始在自己任教的七年級彈性課程中，加入在島記研習中學到的一些活動，

雖然做的東西還很粗糙，但從學生的回饋有得到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很開心今天又從老

師的分享得到一些點子 

*想去訪談自己長輩多點故事 

*會想在之後班級綜合課進行；也想在之後不忙時帶著女兒繼續繪畫（邊畫邊想念）。 

*一直有想要執行真人圖書館，除了課間認識在地職人，聽完思瑩分享後，這個寒假，我也

想請孩子回去訪問爸爸媽媽或是阿公阿嬤！❤️ 我也常在想，我這一輩，其實也很需要這樣

的養分，因為我們過去沒有這樣的機會。其實不論年齡，每個人都應該要擁有能夠療癒自

我的能力。 

*從自己的課程出發。自己本身是英語老師，會選擇在 family 或 thankgiving 的主題教學時，

讓孩子在課堂去嘗試做對於祖父母的描述，課後再讓孩子進行訪談自己祖父母的創作。 

技術型高中的社會科可以參考使用 

*帶領孩子們和祖父母們一起聊聊關於長輩的故事，然後畫下來~ 

*設計課程時可以多帶入情感的層面，也可以多讓學生有說的機會。 

*我是台語老師，有機會想跟老師的國語課綜合課結合此整合課程 

*我會找時間多和爺爺奶奶聊天，除了日常瑣事也希望他們分享過去的故事 

*因為內外祖父母都已不在，我想可以從父母開始。 

*找回自己父親的故事 

*在跑班的社區課程中加入與家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簽到表 

姓名 服務單位 

鄭書綺 無 

丘吉富 新竹市 建功高中 

洪宗旻 台中市大雅國中 

許芷盈 教師，香港 

朱麗貞 高雄市，國立鳳山高中 

張嘉容 高雄市鳳山商工 

蔡綠蓉 高雄市輔英科大 

蕭郁璇 禾作式學堂（自學） 

蔡旻青 臺中市惠來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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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芳 台中市省三國小 

黃采嫣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小 

潘善池 屏東縣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屏大附小) 

劉珈彣 嘉義縣立永慶高中 

江玲玲 無 

黃怡茹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許雅茹 新北；直潭國小 

洪美蓮 新北市忠義國小 

王溱喜 屏東縣車城國小 

王姿雅 高雄市正興國中 

張晉維 桃園振聲高中 

張雋忻 臺中市北勢國中 

郭書忱 台北 台北史代納 

許淑雅 彰化縣洛津國小 

吳婉儂 高雄 新興國小 

王秀月 薪北市三民中學國中部 

羅敏華 臺中市上石國小 

張育真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 

張育真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 

魏英蕙 桃園市 育達高中 

陳思穎 臺南市龍崎國小 

林彥妮 南投縣埔里鎮南光國小 

蔡依真 花蓮縣鑄強國小 

陳麗鈞 高雄市蚵寮國小 

施協豪 國立嘉義高工 

魏英蕙 桃園 育達高中 

吳婉儂 高雄 新興國小 

黃婉菱 台南市關廟區崇和國小 

詹雅筑 高雄市旗山農工 

王詩誼 屏東縣/東港海事 

蔡沛琳 聖州企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