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107 年度專長增能學分班【人權教育】 

人權文化的趨勢與發展-從生態種族平等探討真實的自我與社會認知  課程簡章 
一、 課程目標： 

「人權」(Human Rights)與文化的議題，不僅涉及了人權本身及其起源的探究，更

涵括政治、法律、社會、經濟、與環境等多方面向，甚至是推己及人的對整體人類歷

史和文化的解讀。源自距今超過一甲子的時間，1948 年 12 月 10 日，第三屆聯合國

大會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並於 1950 年將每年的 12 月 10 日定為國際人權日。

國際人權日的發起，意味著人權文化與社會正義已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社會、民主與生

活發展的重要議題，而人權(Human Rights)與文化的面向廣泛，內容包括「政治」、

「經濟」、「社會」、「環境」、「司法」、「宗教」、「婦女」、「兒童」、「老人」與「身心障

礙者」…等，亦即是說「人權」(Human Rights)與文化的議題，不僅涉及了人權本身

及其起源的探究，更涵括政治、法律、社會、經濟、與環境等多方面向，甚至是推己

及人的對整體人類歷史和文化的解讀。 

簡言之，人權的前進和社會正義議題的認知，和整體國家的能力、政經環境以及公民

思考面均有密切關係。此門領域專長增能學分班即是從生活中團體的規則、人權與社

會的議題、社會正義的故事與案例等多元的關係來說明人權與文化的議題對個人的真

實自我、社會認知、社會正義、全球的影響及其關係的演變和成長。 

在六週的系列課程中，以世界所發生的各種案例與故事，搭配不同的影片、短片、學

習單與書籍，以經驗式、互動式與參與式的課程教授方式，分級引導課程各個主題：

「當代國際社會面臨的人權挑戰與發展」、「社會傳統的文化與現今民主法治落實之間

的碰撞」、「人權、偏見與歧視」、「兒童、貧窮與戰爭的故事」、「從安妮法蘭克博物館

和精靈基金會中談兒童權」、「標籤文化：歧異族群與社會溝通」、「我的老師(學生/同

學)是同志，我該怎麼辦？-校園的人權議題」、「世界各國關於人權權利的維護、差異

與實踐-案例與故事」和「從同志酒吧、雜誌和書籍討論人權發展的趨勢與文化」等

各個單元，均以不同人權與文化的主題課程呈現，用各類的實際社會實例、經典繪本、

書籍和相關主題作為切入點，透過平面的解說與分享，並同時串聯縱向(時間)和橫向

(空間)的互動與轉換，讓學員在學習思考與討論互動中，能夠對人權文化與生態種族

平等的各現象剖析與自我認知有更為立體的生命體會，並能將此人權學習經驗融入教

學生涯或自我成長的生活中，在認知、情意與學習層面均能有所收穫，達到領域專長

增能學分班課程的真正目標與效用。 

教學目標： 

(一) 認識人權文化與生態種族平等的概念、背景與發展。 

(二) 瞭解人權文化與生態種族平等在民主與法治的互動轉換中，所產生的衝擊與轉變。 

(三) 對於人權、文化、環境、社會正義與自我認知的再思考。 

(四) 期許培養出具備以關懷人權文化和明白生態種族平等的社會正義之視角，來思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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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發現與共創真實的自我以及和諧的社會認知之視角。 

二、 招生對象：報名資格不符合者恕不接受。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二) 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在職代理、代

課或兼任教師。 

(三) 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任教，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並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

資格之該科外籍之在職教師。 

三、 上課時間：10/27、10/28、11/3、11/4，共 36 時(09:00~18:00，中午休息 1 小時) 

四、 招生名額：一班 25 名，依報名先後次序錄取，額滿為止。 

五、 上課地點：靜宜大學校本部(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 200 號) 

六、 洽詢專線：04-26329840。04-26328001 轉 19101-19107；傳真：(04)26320659。 

七、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7 年 10 月 21 日，額滿為止。 

八、 報名方式及檢附資料： 

（一） 通訊報名，資料請掛號郵寄至：（433）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 200 號靜宜

大學推廣教育處收， 

（二） 線上報名，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本校推廣教育處進行線上報名 

（三） 檢附資料：教師證明影本 1 份、在職證明影本(或聘書影本 1 份)。未檢附者視為

資格不符，資料請掛號郵寄至：（43301）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 200 號靜

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收，或將報名資料傳真至 04-26320659。 

（四） 系統報名額滿後，仍欲報名且願意列為備取者，請來電詢問報名相關事宜。 

九、 費用說明： 

（一） 報名費用完全補助，含講義(但不含書籍費、停車費、無線網路、圖書借閱等服務)。 

（二） 報名學員應於規定報名日前（107 年 10 月 21 日），繳交相關資料。 

十、 停車辦法： 

學員於完成報名手續後，本處將在開課前寄發上課通知(E-mail 或簡訊)，第一次上課請

出示上課通知或簡訊通知入校。如期報到的學員，本處將提供學員證，請於上課當天攜

帶大頭照一張黏貼於學員證上供通行辨識。停車請將學員證放至檔風玻璃前，並請停放

於停車格內，且不得占用殘障車位或其他本校預留車位，違規停車者將依本校校園車輛

管理辦法處理。 

十一、 預期效益： 

（一）深入了解人權與文化的基本概念、緣起背景與轉變發展。 

（二）以經驗式、互動式與參與式的課程教授方式，串聯縱向(時間)和橫向(空間)帶領學



  

員們認識人權文化與生態種族平等在民主與法治的背景下，互動轉換所產生的衝

擊與改變。 

（三）體會政府對於人權保障所付出的努力、各國不同的人權政策文化、社會正義的捍

衛以及台灣整體大環境的再思考。 

（四）期許學員在學習思考與討論互動中，能對人權文化與社會正義的各現象剖析與自

我認知有更為立體的生命體會，培育出以關懷人權文化的角度，思考如何發現與

共創真實的自我與和諧的社會認知之視角，並藉此了解人權保障的努力和意義。 

（五）使學員能將此人權學習經驗融入教學生涯或自我成長的生活中，在認知、情意與

學習層面均能有所收穫，達到領域專長增能學分班課程的真正目標與效用。 

十二、 課程架構： 

課程主題 授 課 進 度 

課程主題(一) 

人權、真實自我與

社會認知：人權與

文化的起源、生態

種族平等的價值

探討 

課程單元 1-課程說明、自我介紹與認識彼此的互動 

課程單元 2-探索人權與文化的歷史關聯與演變 

課程單元 3-生態種族平等的價值探討：從自我所享有的權利、團體的            

束縛與個人的優勢談起，闡述當代國際社會和個體所面臨的人

權挑戰、轉變與自我的適應。(歷史故事、生活案例與相關主題

影片) 

學習檢視：繪本分享、課程學習單與綜合互動討論。 

課程主題(二) 

向左走向右走：人

權與個體自信的

探討 

課程單元 4-社會人權探索：傳統社會習慣和現代法治所產生的碰撞，討論

聚焦於社會、種族和語言的弱勢。 

課程單元 5-學校人權探索：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的傷心眼淚。 

課程單元 6-家庭人權探索：個體自信的關鍵往往來自於和家庭的依附關

係，缺乏家庭認同感的人，往往在人權議題上，認知較為薄弱。 

學習檢視：故事與書籍分享、課程學習單與綜合互動遊戲。 

課程主題(三) 

戰 鬥 民 族 愛 暴

力？社會刻版印

象與標籤文化 

課程單元 7-人權、偏見與歧視：社會文化中的原始和刻版印象往往是造成

衝突和誤解的主因，如何察覺個人的偏見與歧視態度，並將平

等與正義的原則在生活中展現。(種族滅絕、種族屠殺) 

課程單元 8-標籤文化的轉變：從上帝眷顧的純潔白人、強悍的黑人、單眼

皮中國女子、東亞病夫…等故事與案例，探討社會人權文化中，

關於標籤文化的存在與變遷。 



  

課程主題 授 課 進 度 

學習檢視：繪本分享、課程學習單與綜合互動討論。 

課程主題(四) 

十歲的新娘：兒童

也需要人權？ 

課程單元 9-社會文化性格的發展：以不同的案例為視角切入，闡述若能欣

賞、包容與尊重個別的差異以及自我與他人的權利，並藉此了

解關懷弱勢、平等和正義才是真正能實踐與展現民主法治的方

式，而在實踐此發展的過程中，社會文化性格到底產生了如何

的量變與質變？(俄羅斯電影、兒童權利宣言、兒童權利公約) 

課程單元 10-兒童、貧窮與戰爭的故事：從安妮法蘭克博物館和精靈基金

會中互動討論兒童權的重要性 

學習檢視：繪本分享、課程學習單與綜合互動討論。 

課程主題(五) 

同志童話：彩虹旗

幟與斑馬線、蓮花

指與金剛芭比 

分別從社會、學校和家庭的人權觀察中，了解人權的組織、活動與保障的

演變，除了明白各式文化，也能包容和理解不同人權文化間差異。 

課程單元 11-社會人權觀察：從社會中各式多樣化的建築與商品中，討論

與觀察在追求人權的平等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與社會，分

別做了甚麼樣的嘗試與努力。 

課程單元 12-學校人權觀察：當發現我的老師(學生/同學)好像跟我想像中

的不一樣，我該怎麼辦？(直人、直同志、反串者、易服者與

恐同者) 

課程單元 13-家庭人權觀察：從「媽媽叫我愛男人」的故事切入，觀察與

探索家庭在形塑人權上的重要性。 

學習檢視：故事分享、課程學習單與綜合互動遊戲。 

課程主題(六) 

宗教與人權的關

係、課程統整討論

與成果分享 

課程單元 14-宗教的人權精神：將課程單元 1-12 的經驗套用至宗教議題

上，會發現若能以理解與寬容的角度來看待不同的宗教和生

命，那麼宗教中的修福修德修己身其實即是人權精神的高度展

現，亦即認知人權重要性的影響作為。 

課程單元 15-課程統整討論與成果分享： 

回顧課程中由點至線至面整體性的探究與省思，並總結人權意

識與自我的關聯性，尋思如何配合家庭、學校、社會，乃至國

家、世界做一聯合性的人權教育整合與推動，以及尊重與關懷

生命，並擔負起公民的責任，了解如何運用民主溝通與法治程

序，對於各種權利可能產生的衝突，進行評估與取捨。明白世



  

課程主題 授 課 進 度 

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有其存在之必然，避免偏見的產

生並包容和理解不同人權文化間差異，真正明白法律、制度和

社會對於人權保障的意義，以及全球化下人權發展的最終趨

勢，並試著將此學習經驗融入教學生涯或自我成長的生活中。

課程的最後會同步呈現學員們的參與、學習和努力，將互動討

論的成果以文本或是影片的方式分享。 

學習檢視：課程學習單、綜合互動與統整分享。 

※以上師資與課程內容時間場地等，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保留變更之權利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各班謝絕旁聽、試聽，並請準時到校上課，以免影響上課秩序。 

(二) 本課程為學分班，修課期滿經考核及格後始可取得研習學分(2 學分)。 

(三) 學分班依本校學則規定，缺席時數不得超過 12 小時，欲請假時請提前告知請假時數，

務請確實簽到(退)，切勿事後補簽或代簽。 

(四) 若對課程內容有任何疑問，請於下課時向授課老師請教，盡量避免於課程進行中提問

或與授課老師討論，請尊重其他學員受教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