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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金九礦業遺址」世界遺產潛力點學習活動設計 

戰爭與和平 
經過歷史洗滌的沈澱 

 

主題名稱：戰爭與和平系列 

單元名稱：I 我聽見~無言的吶喊 

II 永夜的黯淡 

III 黎明的曙光 

適用年段：中高年級 

建議節數：共 3 節，每節 40 分鐘 

設 計 者：林岑怡、陳盈君 

 

 

備課成員：王健旺、吳淑芳 

活動地點：黃金博物館、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 

 

設計理念 

透過事件性，來引導學生思考戰爭與和平的意義。 

「曾經有一雙眼睛凝視著台灣，我只想再看一看那些差點成為我們的墳墓的，藏

著地獄般礦道營區的群山。我靜默地站立，內心激情地以簡短言詞祈禱，感謝上

帝，我活過來了。」 

1.具體地展現了一個人權問題的討論證例。  

2.台灣人、日本人與戰俘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3.戰俘營遺址豐富我們的歷史想像層深，人文景觀背後的歷史。 

4.省思過往種種，並因而獲得精神的洗滌與昇華。 

5.自我價值的認同與對生命的尊重 

 

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人權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人權 1-3-4 瞭解世界上不同的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欣賞其差異。 

人權 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人類生活的影響。 

社會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社會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社會 9-3-2 探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社會 9-3-3 舉例說明國際間因利益競爭而造成衝突、對立與結盟。 

藝文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綜合 1-3-1 欣賞並接納他人。 

綜合 1-3-5 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歷程。 

綜合 3-3-3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連結文化遺產的登錄標準 

水金九礦業遺址完整地保存產業遺產面貌與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吸引經濟、歷

史、地質、植物等學者的研究興趣，區內的人文資源—聚落景觀、歷史空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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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祭典（包含太子賓館、日式房舍建築群、黃金神社、勸濟堂）；自然景觀—地

形資源與水景資源；礦業地景—礦區、坑口、礦業運輸動線與冶煉設施等文化資

產，生動地記錄一部臺灣礦業發展史，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二項。 

 

近年來，由於礦業停採後，聚落生活的空間紋理漸漸遭到破壞，部分聚落景觀，

如當年日籍高級職員居住的日式宿舍，因年久失修而部份遭到拆除、礦工聚落也

因改建而出現與景觀不協調的西式建築；曾是金瓜石聚落脈動的纜車道、索道，

因停工拆除而難以重現，面對社會與經濟的快速發展，金瓜石聚落正處於脆弱狀

態，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五項。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http://twh.boch.gov.tw/taiwan/intro.aspx?id=6&lang=zh_tw#ad-image-0) 

 

單元學習目標 

大概念（Big Ideas） 

透過事件探索尊重人類尊嚴和意識行

為，促使意識尊嚴及尊重的重要性。 

關鍵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1.瞭解「人之所以為人」在面對戰爭與

和平時，應該如何面對？ 

2.瞭解尊重與包容、自由與平等、公平

與正義等觀念？ 

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能知道戰俘營遺址的歷史想像層深

及人文景觀背後的歷史。 

2.能思考人權問題的討論證例。 

3.能瞭解自我價值的認同與對生命的

尊重。 

學生能做到的技能（Skills） 

1.能落實平等、正義在實際作為上。 

2.能實踐維護與保障人權與正確價值

判斷。 

3.能將人權內化為普通常識與生活習

慣。 

 

教材組織分析 

就先備知識、教材脈絡和教材內容結構作分析 

 

一、教材脈絡 

戰爭與和平 

生存與
死亡 

戰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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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的齒輪，在 1942年的金瓜石轉動著，祈求活著、面對死亡，戰爭所

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一次又一次對人性的考驗。耐人尋味的是，戰爭的

背後，卻是期待和平的到來，因為追求和平，所以，我們需要一戰，為活

著而戰、為自己而戰，更為了保護他人而戰。 

(二)寬恕與報復、平等與正義、生存與死亡、戰爭與和平，在一體兩面的價值

中，我們該怎麼求得平衡。 

 

二、教材內容結構 

本單元一共分為三節課，皆以戰俘為中心出發，瞭解其生存的險惡。 

(一)第一節→我聽見無言的吶喊《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 

走入當時的歷史背景中，我們感受到了什麼？而當時的大生活圈中，

扮演著日本人、台灣人、戰俘或是百姓們，每個人心中的正義是什麼？ 

♪♪搭配背景音樂：奧福《布蘭詩歌》 

→拉丁文中「Fortuna」所指的，是羅馬神話的「運氣女神」，司掌的

是「機緣、機運、運氣」，也就是「命運」(註一)。 

 

(二)第二節→戰俘的生活，是如何過每一天？他們所面對的生存危機為

何？戰爭所帶來的結果，面對痛苦時，內心的衝擊與適應。 

♪♪搭配背景音樂：漢斯·季默《絕地任務》電影配樂 

→TRACK 1在絕地任務電影中，是極具代表性的一首曲子，就像是奏

鳴曲的第一樂章，像整部電影的縮影，一開始是低沉而略帶黑暗的音

樂為開頭，而後漢默將軍主題旋律響起，音樂極為悲壯而豪情，之後

音樂驟變，特攻隊的主題旋律出現，節奏明快、緊張刺激，氣勢銳不

可擋，最後在悲淒又渾厚的法國號樂聲中輝煌且悲傷地結束。 

 

(三)第三節→戰俘的信仰，黃金神社是日本人的信仰，而這些戰俘遙望著黃

金神社的祭拜，非來自個人的信仰，他們想求得是什麼呢？對於戰爭與

和平，我們需要更多的省思與寬恕，為了更美好的未來。 

♪♪搭配背景音樂：翁炳榮《祈禱》、約翰·牛頓的《奇異恩典》 

→《祈禱》，原是日本古曲《竹田搖籃曲》是一首流傳於日本京都府京

都市伏見區竹田村的民謡，常作為日本民族音樂和流行音樂的素材。後

改編為中文版本是翁倩玉原唱的《祈禱》，旋律平穩清幽且歌詞帶著對

我聽見無言的吶喊 
《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 

永夜的黯淡 

《舊金礦遺址》 

黎明的曙光 

《黃金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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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期待。 

→《奇異恩典》是一首蘇格蘭的民謠，至今已流傳將近 300年；中文譯

為奇異的恩典或讚嘆天恩，從一個身歷萬劫，遭遇絕境的落難人，找到

自己的曙光。 

            

學習表現的評量 

就可呈現學生學習表現之評量方式與內容

做說明 

1.口頭發表：能回答教師提問並主動參與  

發表。 

2.討論與分享：能否分享個人想法且主動提

出個人見解。 

3.學習態度：能專注聆聽他人發表且積極參

與課堂活動與適當回應。 

4.實作評量：能執行實際的表現行為，如：

手作課程、肢體發展、作品及

學習單…等。 

5.其他：藝能展現，歌唱能力與創意表現。 

 

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單元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實施方式說明 

單元

一 

我聽見~無

言的吶喊 

《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 

走入當時的歷史背景中，瞭解

當時的大生活圈中，扮演著日

本人、台灣人、戰俘或是百姓

們，是如何活著。 

戶外： 

能搭配紀念園區現場與

使用與課程相關圖片進

行教學。 

教室： 

設計與課程相關之 PPT

教材，透過圖片來進行教

學。 

單元

二 
永夜的黯淡 

《舊金礦遺址》 

戰爭所帶來的結果，其中就是

戰俘的產生，其如何過每一

天？所面對的生存危機為何？

當面對痛苦時，如何面對內心

的衝擊與適應。 

戶外： 

能搭配黃金博物館之第

五號礦坑進行教學，讓學

生能親身體驗與想像坑

裡的工作狀況。 

教室： 

透過課桌椅的編排，或人

體排列的方式，製造出黑

暗與狹小的環境，讓學生

體會坑裡工作些微感受。 

音樂 

18% 
肢體 

運用 

17% 
人際 

智能 

17% 
語文 

5% 

空間 

5% 

內省

35% 

自然 

觀察 

3% 

戰爭與和平 

多元智能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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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三 
黎明的曙光 

《黃金神社》 

黃金神社是日本人的信仰，而

這些戰俘遙望著黃金神社的祭

拜，非來自個人的信仰，對於

戰爭與和平，我們需要更多的

省思與寬恕。 

戶外： 

可搭配紀念園區現場的

紀念碑與裝置藝術，與學

生歷史的連結，讓學生產

生同理而反思。 

室內： 

將相關課程的圖片準

備，引導 學生透過圖片

來認識當時的時代背景

的故事。 

 

本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我聽見~無言的吶喊 

流程 內容 
時

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入 

（引起動機

或複習舊經

驗） 

＊生存遊戲─大白鯊(生命共同體) 

Step1：地上平均分散報紙，報紙就是船，必須

載滿全班每一個人。 

Step2：大家都得在空的地方游泳，當老師說「有

鯊魚」，才跳到報紙上，但報紙破損或裂縫，或

有人的腳留在地板上的，皆算出局。 

Step3：開始減少報紙，或將報紙折半，就可以

看看孩子如何擠在一艘船上。 

15 

 

★老師貼心叮嚀： 

1.生存遊戲，是為

了讓學生體會當

時的生活空間狹

隘，並且可能需

要他人的幫忙，

才能順利存活。 

2.當遇到孩子互推

或衝突的時候，

都可以在還原重

做一次動作，老

師可以進一步評

斷。 

3.時代背景可以參

考補充資料中

(一)、1~(一)、4。 

開展 

（開始新概

念的學習） 

一、試想與提問 

(一)在活動中，上不了船隻的感覺或是從船

上掉出來的感受為何？ 

(二)當時上千名的戰俘，全部擠在小小戰俘

營中，是怎麼樣的感受？ 

(三)若違反規則或工作不努力將會被毒打

一頓，會是怎麼樣的心情？ 

10 

 

 

 

 

 

 

 

★老師貼心叮嚀： 

1.讓學生依剛剛遊

戲中的經驗，從

上不了船的感

受，去思考當時

的狀況及感受，

先由暖身活動產

生的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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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紹戰俘營 

    讓學生環視自己所處的位置，發下招馬買

馬的的宣傳單，讓學生思考今天當你拿到募兵

的消息時，請問心裡的感受是什麼？ 

    (一)參加與不參加？ 

    (二)能不能存活、什麼是活著的意義？ 

    (三)對於我的重要他人會有怎樣的感受？ 

    (四)在極度痛苦中，生命的出口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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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老師的提

問，來引導學生

思考，教案所設

計的問題，皆可

以依現場狀況作

調整。 

 

 

 

 

 

 

 

 

 

 

 

 

 

 

 

 

3.圖片之中，老師

可以引導學生看

到，我們雖然拒

絕戰爭，卻沒有

辦法避免戰爭，

但是，在面對戰

爭的結果，卻是

每個人都得付出

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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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實現伸展

跳躍的課

題） 

三、距離 1942 年的今天…我感受… 

(一)對於事件的故事，我們能知道當時的

歷史還原是怎麼回事嗎？從圖片看出線索。 

1.瘦如柴骨、兩個人，周遭的英文字 

2.Pow (prisoner of war)戰俘的縮寫，

memorial 紀念碑、Wall 牆、sculpture 雕塑品。 

    (二)没有夥伴的扶持，戰俘無法僥倖存活 

 

2011 年金瓜石戰俘營紀念章 

※思考： 

一個紀念章上想要傳達的意義，在小小 3 公

分的圖片上，是一個無法抹滅的事件。(vi

與具有顯著全球重要性的事件、現存傳統、

觀念、信仰、藝術與文學作品有直接或明確

的關聯) 

  

四、束縛 DIY 

    (一)材料準備： 

軟銅線、數顆編織用的大珠小珠和較大

顆偽石頭一顆。 

(二)DIY 說明： 

   用銅線將大顆偽石頭纏繞後，意象著生

15 

 

 

 

 

 

 

 

 

 

 

 

 

 

 

 

 

 

 

 

 

 

 

 

 

 

 

 

 

 

 

20 

 

 

 

 

 

 

4.透過講述歷史，

現場遊歷，體會

歷史留下的足

跡，進一步深刻

體會當時的人事

物。 

 

 

 

 

 

 

 

 

 

 

 

 

 

 

 

 

 

 

 

 

 

 

 

 

 

5.老師可引導學生

採用意象的方式

創作屬於自己的

作品，並由學生

主動分享自己的

創作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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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被束縛的感覺，再將銅線拉出希望，

串連著其他大小不一的珠子，讓生命還

有其他出口。 

（參考） 

（參考） 

(三)作品分享 

   由同學說出自己的創作的發想，由其他

同學給予正向的回饋。 

五、戰爭是守衛家園還是遠離家園？ 

戰爭係指強勢者為了贏得自己的利益而施

用軍事武力殺傷他人生命或毀損他人財產

的手段。以下，三張圖片，可以知道的戰

爭的成敗的影響，不論哪一個人的背後，

都有可能等待他們回家的大門，而戰爭讓

這個機會，產生了許多變化。 

※思考： 

我們追求的正義是什麼？我們能有正確價值

觀與實際作為。如果我們有另一個選擇，和

平該怎麼做呢？和平係指每個人可以促進和

平，包括：拒絕參與軍事行動，以及遵守國

際間不使用武力侵略，而以協調方式處理糾

紛，在有效的控制之下，共同解除武裝措施，

而獲致雙方利益。 

 

 

 

 

 

 

 

 

 

 

 

 

 

 

 

 

 

 

 

 

 

10 

 

 

 

 

 

 

 

 

 

 

 

 

 

 

 

 

 

 

 

 

 

6.從意象到真實，

提供三張真實的

戰爭背景的照

片，老師可引導

學生從照片去說

出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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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統整本節

學習重點） 

一、給戰爭與和平的一句話 

接續著發展活動的課程，開始要進行結語

的部分，用一句話讓學生說出自己所認知的戰

爭與和平為何？並能發表自身的感受。 

 

5 

 

 

 

 

 

 

 

 

 

 

★老師貼心叮嚀： 

1.依本身事件性，

可以直接探討到

戰爭與和平的意

義，引導與觸發

學生思考戰爭與

和平的意義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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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下祝福的和平紙鶴籤(註 3) 

(一)材料準備： 

摺紙鶴的色紙、迴紋針、鐘形狀留言紙

張、小鈴鐺。 

    

(二)DIY 說明： 

       讓學生先摺好一隻紙鶴，將迴紋針鉤住

紙鶴與寫好祝福的鐘圖片，在接上小鈴

鐺。 

(三)結語： 

老師可引導學生寫下祝福的話給予在

此受迫害的人們，並懸掛在牆上。 

 

 

 

 

 

 

 

 

 

 

 

 

 

15 

 

 

 

 

 

 

 

 

 

 

2.由老師來引導進

入正向的思維，

讓學生作自己能

做的部分，將和

平的鐘聲能夠傳

遞出去。 

課後作業：從報章雜誌上尋找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戰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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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永夜的黯淡 

流程 內容 
時

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入 

（引起動機

或複習舊經

驗） 

＊生存遊戲─盲蛇(在黑暗中的依靠) 

Step1：每 10 到 12 人一組，每組排成一列。 

Step2：所有人都要矇上眼，依高矮排列，

由老師作為領導者帶隊。 

Step3：老師可以變化步伐，後面的人憑藉

著搭肩的感覺，來跟隨隊伍。 

10 

 

★老師貼心叮嚀： 

1.透過盲蛇的遊戲，主

要是引導學生感受

當時坑裡的黑暗與

不安，在伸手不建五

指的地方，工作是危

險又險惡。 

2.當遇到孩子前後連

結分開、斷開或過於

緊張勒住前面時，需

立刻喊停。 

開展 

（開始新概

念的學習） 

一、試想與提問 

(一)在活動中，什麼都看不清楚，只

能相信前方同學的感受為何？ 

(二)當時上千名的戰俘，皆是來自異

鄉，大家都是因為戰敗被擄來到

金瓜石，是怎麼樣的感受？ 

(三)進入礦坑，不是扒土、推車、採

礦，對於沒有任何經驗與技術的

生手，又是怎麼樣的感受？ 

 

10 

 

★老師貼心叮嚀： 

1.讓學生依剛剛遊戲

中的經驗，從只能相

信伙伴的感受，去思

考當時的狀況及感

受，先由暖身活動產

生的同理心。 

2.有關戰俘在礦坑工

作的狀況，可以參考

補充說明(二)、1 與

(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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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實現伸展

跳躍的課

題） 

二、原來台灣有這麼多戰俘營… 

    (一)先從現場給的地圖，來發現台灣

有很多的戰俘營，戰俘是戰爭的

產物，大家離鄉背井的來到台

灣，可帶入「念故鄉」一曲(註 3)。 

 

(二)命運的殘酷是這樣說的… 

   一樣是搭船搭飛機，命運大不同，

在戰爭與人為的迫害下，離鄉背井

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如何在新的

世界選擇存活下來，考驗著人們的

智慧。 

 

(三)我所看到的礦坑生活 

圖片中，想要表達的的是，繁重且

不被人道對待的場景，當自己或他

15 

 

 

 

 

 

 

 

 

 

 

 

 

 

 

 

 

 

 

 

10 

 

 

 

 

 

 

 

 

 

 

 

 

 

 

10 

 

 

★老師貼心叮嚀： 

1.透過講述歷史，現場

遊歷，體會歷史留下

的足跡，進一步深刻

體會當時的人事物。 

 

 

 

 

 

2.透過歌曲歌詞的傳

達，讓同學感受被迫

離鄉背井的情懷。 

 

 

 

 

 

 

 

3.老師可善用世界地

圖，讓學生清楚瞭解

距離自己的家鄉，是

非常遙遠的距離。 

 

 

 

 

 

 

 

 

 

 

 

4.引導學生透過圖片

討論，在礦坑裡的生

活可能會遇到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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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動開始被限制，或受到不合

理的對待時，是怎麼樣的感受呢？

請同學可以發表感受。 

 

 (四)如果你可以選擇？ 

1.如果這些不幸的戰俘，落在我們手

中，我會怎麼做？ 

2.如果我善待戰俘，卻達不到長官要

求的數量，我該怎麼辦？ 

3.可以請同學發表自己的經歷過不公

平的經驗。 

4.讓大家一起來想想「人權」的意義，

我們應該給予怎麼樣的公平對待。 

※思考： 

引導學生「尊重」為人權之本，要由自

己做起。 

(此時，若為戶外課，可步行到第五礦坑，

並告訴學生，過去的戰俘，甚至連陽光都

看不到，直接睜開眼睛就由通道進入礦坑) 

 

 

 

 

 

 

 

 

 

 

 

 

 

 

 

 

 

 

 

 

 

 

 

10 

 

 

 

 

 

 

 

 

 

 

 

10 

 

 

況為何？ 

 

 

 

 

 

 

 

 

 

 

 

 

5.讓學生思考正向的

對待他人，用珍惜與

尊重的內涵，去瞭解

待人為善的重要性。 

 

 

 

 

 

 

 

 

 

 

 

 

 

 

 

 

 

 

6.老師可以引導學生

從紀念公園到第五

礦坑，中間經過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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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驗礦坑的步伐 

請同學可以自行準備剛剛遊戲的布

條，進入礦坑時，可拉著一條繩子，

用微弱的光線往前步行，感受當時在

裡面工作的感受，並且說明當時的環

境之惡劣與酷暑。 

15 落，都是當時生活的

背景，時間約 10 分

鐘。 

總結 

（統整本節

學習重點） 

一、通往人權的火車頭 

(一)什麼是人權 

讓學生寫下自己所認知的人權為

何？並能發表自身的感受。 

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和自

由，不論其種族、性別、社會階級

皆應享有的權利，不得任意剝奪、

侵犯，甚至應積極提供個人表達和

發展的機會，才能尊重個人尊嚴、

包容差異。 

   (二)火車頭的領航意象 

      教師發下，火車紙卡，讓學生經過

剪裁後，寫上自己對於人權的期待

與期望，並將每個人串連起來，圍

繞著世界地圖。 

 

二、我們如何落實人權？ 

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實際作

為，讓學生習唱「愛，多一點點」(註

4)，從歌詞中瞭解播下愛的種子，讓

世界更美好。 

愛多一點點， 

悲傷就少一點點。 

關懷多一點點， 

憂愁就少一點點。 

愛是一顆小小的種子。 

埋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只要你願意，多一點關懷努力， 

5 

 

 

 

 

 

 

 

 

10 

 

 

 

 

 

 

 

 

 

 

15 

★老師貼心叮嚀： 

1.依本身事件性，可以

直接探討到人權的

意義，引導與觸發學

生思考戰爭與和平

的意義為何？ 

 

 

 

 

2.老師需鼓勵學生思

考「人權」的議題，

進而瞭解從自己做

起，尊重他人的主權

的概念。 

 

 

 

 

 

3. 老 師帶領孩子 從

「愛，多一點點」歌

詞的意義，瞭解各種

不同種族與人群，都

是需要我們伸出雙

手，勇於付出愛，來

讓世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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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會更美麗。 

 

課後作業：從報章雜誌上尋找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人權問題。 

 

本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黎明的曙光  

流程 內容 
時

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導入 

（引起動機

或複習舊經

驗） 

＊故事接龍遊戲─很不幸的、很幸運的 

(在極度痛苦下，也要找到一點點小確幸) 

(當現實已無法改變，唯一能變的是心態) 

Step1：全部的人做成一個圓圈，每個人每

次都只能說一句話。 

Step2：第一個開始說第一句話，開頭必須

是「很幸運的…」，下一位就要接「很不幸

的…」。 

Step3：故事必須緊扣金瓜石戰俘營的先備

知識，並能完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10 

 

★老師貼心叮嚀： 

1.此遊戲必須有先備

知識為基礎，若遇到

瓶頸，可以大家停下

來一起想一想。 

2. 老 師進入此遊 戲

前，可先閱讀參考資

料全部，較容易引導

學生進入故事接龍。 

3.老師可以提供實際

歷史，但也能鼓勵發

揮想像力，來構思故

事，並且引導到正向

的結局。 

開展 

（開始新概

念的學習） 

一、試想與提問 

(一)在活動中，可以思考哪些是很幸

運的，哪些卻是很不幸的，從痛

苦的遭遇中，尋找一絲幸運的可

能性感受為何？ 

(二)當時上千名的戰俘，皆是來自異

鄉，大家都是還有家人或親人在

10 

 

★老師貼心叮嚀： 

1.讓學生依剛剛遊戲

中的經驗，從只能相

信伙伴的感受，去思

考當時的狀況及感

受，先由暖身活動產

生的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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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是怎麼樣的感受？ 

(三)在戰俘營的生活，活著就是痛

苦，而死亡就連感受痛苦的機會

都沒有了，又是怎麼樣的感受？ 

 

2.引導學生從圖片去

發現衝突之處，以及

發現了什麼，可分享

與討論。 

挑戰 

（實現伸展

跳躍的課

題） 

二、當我們唱出《祈禱》 

(一)遙望黃金神社 

黃金神社是日本人的信仰，而這

些來自異鄉的戰俘們遙望著黃金

神社的祭拜，表示著雖不同的信

仰，但是還是得依著規範對著黃

金神社。 

 

讓我們敲希望的鐘呀 多少祈禱在心中 

讓大家看不到失敗 叫成功永遠在 

讓地球忘記了轉動呀 四季少了夏秋冬 

讓宇宙關不了天窗 叫太陽不西衝 

讓歡喜代替了哀愁呀 微笑不會再害羞 

讓時光懂得去倒流 叫青春不開溜 

讓貧窮開始去逃亡呀 快樂健康流四方 

讓世間找不到黑暗 幸福像花開放 

不再有悲哀 不會沒有愛 

幸福直到永遠 

讓我們敲希望的鐘呀 多少祈禱在心中 

讓大家看不到失敗 叫成功永遠在 

15 

 

 

 

 

 

 

 

 

 

 

 

 

 

 

 

 

 

 

 

 

 

 

 

 

 

★老師貼心叮嚀： 

1.透過講述歷史，現場

遊歷，體會歷史留下

的足跡，進一步深刻

體會當時的人事物。 

 

2.老師可引導學生思

考，歌詞中的意義，

讓世界能充滿愛的

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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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逝者歌唱，莊嚴著… 

從「祈禱」(註 5)歌詞中，發現歌

詞背後的意義，想要表達的是一

個充滿平和的世界。 

(三)引導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對於

已經發生的遺憾，我們能怎麼

做，讓悲傷離開。 

三、我希望… 

    (一)請學生分組討論，思考「我希

望…」，可以舉例幾個例子： 

       1.灰姑娘在不能參加舞會的時

候，希望…？ 

       2.小紅帽被大野狼吃下去的時

候，希望…？ 

       3.多拉 A 夢的大雄在面對考試題

目，不會寫的時候，希望…？ 

       4.Elsa 在被囚禁時，聽到 Anna 病

危時，希望…？ 

    (二)引導學生思考，生活在這邊的戰

俘的希望會是什麼？可能是解

放、離開或是活著、看見家人。

讓學生們想像，希望是什麼？可

能是一顆種子、一陣甘霖、一片

綠洲或是一頓飽餐。 

    (三)用「四個畫面」舞出「希望」 

        1.腳本設定：自選角色與劇情，

先畫出四個畫面為基底。 

        2.給學生練習畫面移動的拍子，

每個人都得訂好自己在畫面上

的位置。 

        3.搭配音樂《奇異恩典》，有節奏

的移動位置，並能幽雅的舞出畫

面。 

        4.各組展演與分享回饋，自己從

表現的「希望」的是什麼？ 

四、寬恕與省思中的《奇異恩典》 

引領學生欣賞，不同國家的宗教歌

曲，所傳唱的內容，而此曲想要歌頌

 

 

 

 

 

 

 

20 

 

 

 

 

 

 

 

 

 

 

 

 

 

 

 

 

 

 

 

 

 

 

 

 

 

 

 

5 

 

 

 

 

 

 

 

3.由老師帶出肢體的

創作，刺激孩子思

考，如何去將無形

「希望」，又有形的

實體展現出來。 

 

 

 

 

 

 

 

 

 

 

 

 

4.對於不擅肢體動作

的學生，可以選擇不

需移動的角色扮演。 

 

 

 

 

 

 

 

 

5.老師引導學生搭配

音樂來做畫面的轉

換，幽雅且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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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感謝奇異的恩典或讚嘆天恩，從

一個身歷萬劫，遭遇絕境的落難人，

找到自己的曙光，不同的文化，卻是

告訴人們對於世界要充滿「善」意與

寬恕。 

總結 

（統整本節

學習重點） 

一、一封尊重與包容的信 

讓學生寫下自己剛活動中，所發現自

己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寫完投入老

師準備的箱子裡，全班一起來看看同

學所感受的自我意識如何？有沒有需

要全班共同去尊重與包容在哪？並能

發表自身的感受。 

二、史懷哲的一番話 

    「重視尊重生命的倫理。這種倫理，

反對將所有的生物分爲有價值的與沒

有價值的、高等的與低等的」，對生

命、人性尊嚴、差異、他人權利、規

則等之尊重與包容。 

二、對於大人的世界，我有話要說… 

免於傷害、學習衝突解決的態度與方

式，每個人一句話，用「我希望」把

他串連起來。 

5 

 

★老師貼心叮嚀： 

1.依本身事件性，可以

直接探討到尊重與

包容的意義，引導與

觸發學生思考戰爭

與 和 平 的 意 義 為

何？ 

2.老師需引導學生愛

人、愛物和愛自己，

因 為 自 愛 才 能 愛

人，要自重才能尊重

人，要自信才能信任

他人。 

課後作業：從報章雜誌上尋找世界上令人感謝與美好的事物。 

 

補充資料 

(一)配合第一單元 

1.戰俘營的產生 

 

大英國協戰俘 1100 人由新加坡於 1942 年 11 月 14 日駛抵基隆，其中第一批有

523 名戰俘被送到金瓜石。戰俘在被打後「自願」在本山六坑開礦。這些戰俘，

在炎熱的熱帶氣候下，在山區中的銅礦場裏當苦工，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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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小組每天要在黑暗危險的礦坑裡「生產」16 至 24 車斗的銅礦石，（每一車

斗須 50 畚箕才能填滿）不然會被虐打。1943 年 8 月 10 日一批大英國協戰俘由

台北戰俘營搭火車抵達金瓜石，加入開礦的行列。一直到由於日軍戰爭漸漸失

利，沒有制空權，海運又遭美軍布雷切斷，銅礦堆積如山卻運不出去。1945 年 3

月採礦停止了，戰俘被遷移到新店山上的茶園，搭建工寮，種植農作物。1945

年當日軍投降時，最初一批 523 名戰俘只有 89 名戰俘生還，他們眼睛凹埳，瘦

骨如柴。 

2.戰俘們 

 

一千餘名大英國協及同盟英勇的軍人在南洋被日軍所虜，於西元 1945 年間轉送

來此地銅礦及台灣其它地區服勞役，受盡日軍殘酷折磨及凌辱，以紀念永垂不屈

之精神。 

3.台灣人們 

依記錄記載，負責看管戰俘的人員，有日本人也有台灣人，部分台灣人也會虐待

戰俘，每位戰俘未達到目標的，便無晚餐可吃，有時候還會慘遭毒打一頓。1944

年末期日軍藉口為便利戰俘至礦場工作，從戰俘營後方通到礦場挖掘了一隧道，

實際上這是準備大屠殺的陰謀。根據日軍司令部訓令如美軍登陸攻打台灣時，「將

全部戰俘集中在隧道內殺害，不准留任何痕跡」。該訓令之原文 1946 年被戰俘調

查當局查獲兩份，其中一份至今留尚於華盛頓美軍檔案中。上述陰謀由一位同情

戰俘台籍警衛秘密告知六名戰俘。 

4.日本人們 

日治時期這個地方原為雙排各五間的礦工工寮，昭和 17 年（1942）年秋天，日

軍在南洋戰事大捷，擄獲數百名盟軍官兵，強迫他們進入六坑從事礦坑坑道開鑿

工作，當地居民稱此地為「督鼻仔寮」(臺灣俚語稱呼外國人)，他們被強迫做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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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推車、採礦等事。六坑屬於金銅礦坑，坑內溫度可高達 40 度以上，環境十

分惡劣，加上居住環境甚差，營養不良，致使許多盟軍戰俘生病死亡，或在礦坑

工作中遭受意外，許多人因而客死他鄉。 

 

(二)配合第二單元 

1.舊金礦遺址體驗(暫用本山五坑) 

本山五坑，是本山礦業鼎盛時期的九座坑道之一，位於本山的山腰處，海拔約

295 公尺以上，金瓜石自民國 61 年停止開採後，本山五坑也在民國 67 年遇到關

閉的命運。五坑是現今本山九座礦坑中保存最完整的坑道，昔日採金用的、礦車

頭、壓風機、運礦索道、盥洗間、仍被完好的保存下來，讓我們了解金瓜石礦業

的歷史。為了瞭解採礦工的辛勞與工作環境，在本山五坑規劃從舊有的坑道內，

再挖了一條 110 公尺的坑道，總長 180 公尺，成為今日所見模擬礦工採礦實境的

本山五坑體驗館。 

 
2.戰俘們的礦坑 

透過記錄記載，金瓜石的日軍驅使戰俘從戰俘營挖一條直達六坑的通道，可知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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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多半在六坑工作，但六坑的坑道更加危險，並且幾乎都是摸黑的狀況，而這個

通往六坑的通道完成以後，原本尚可走坑外道路入坑的戰俘，就只能從通道入

坑，因此他們連看到坑外的陽光越來越少了，日軍用此方式來隔絕戰俘與外界的

接觸，也是永夜的開始。 

 

(三)配合第三單元 

1.黃金神社─日本人的墳墓 

依據林雅行導演在金瓜石考察內容一文，提到戰俘也得向黃金神社遙拜，即便他

們的信仰不同，卻也得依著日軍所要求的規定。黃金神社創建於明治 31 年(1898) 

3 月 2 日。為當時礦山經營者田中長兵衛(田中組)，有鑑於金瓜石礦山事業開始

之時，土匪出沒頻繁，從業人員人心不安，為了安定人心，興建神社於金瓜石本

山東端之地。 

昭和 11 年(1936) 4 月 8 日，臺灣鑛業株式會社，為了讓金瓜石神社成為礦山從

業員的信仰中心。金瓜石神社在日治時期重要的指標性，具有時代性的意義與價

值。 

 

2.戰俘們的死亡 

依據蕭景文《黃金之島》一書提到，這批金瓜石的戰俘每天在日本人的監督下工

作，部分因為水土不服而死，部分在坑內工作時被炸死，或遇到落盤被壓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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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甚至對戰俘施以監禁、毆打、淋雨、挨餓等凌虐，往往不出幾日就會見到死

去的戰俘。只要有同胞去世，戰俘會舉行簡單的出殯儀式，把棺木扛在肩上，繞

行戰俘營一圈，在往高處的山裡埋葬，所謂的葬禮，其實也是草草的處置而已。 

 

3.重見黎明的曙光 

「曾經有一雙眼睛凝視著台灣，我只想再看一看那些差點成為我們的墳墓的，藏

著地獄般礦道營區的群山。我靜默地站立，內心激情地以簡短言詞祈禱，感謝上

帝，我活過來了。」日本在 1945 年遭受原子彈攻擊投降後，盟軍戰俘終於被釋

放。盟軍將全台各地飽受飢饉與垂死之盟軍戰俘先集中於台北大直戰俘營，並於

此處空投食物與補給品。同年 9 月初，英美等國派艦至基隆，將盟軍戰俘運送至

馬尼拉軍醫院給予治療，並在其身體康復後再轉送回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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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特展系列之 2：二次大戰日本在台戰俘營文物展，取自 2016年 6月。 

10.http://www.epochtimes.com/b5/9/1/13/n2396080.htm，世界民謠(40)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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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註 1： 

奧福《布蘭詩歌》 

第一首《哦，命運》歌詞翻譯 

哦命運，像月亮般 

變化無常，盈虛交替； 

可惡的生活把苦難 

和幸福交織；無論貧賤與富貴 

都如冰雪般融化消亡。 

可怕而虛無的命運之輪， 

你無情地轉動， 

你惡毒兇殘，搗毀所有的幸福 

和美好的企盼，陰影籠罩迷離莫辨 

你也把我擊倒；災難降臨我赤裸的背脊 

被你無情地碾壓。 

命運摧殘著我的健康與意志，無情地打擊 

殘暴地壓迫，使我終生受到奴役。 

在此刻切莫遲疑；因為那最無畏的勇士 

也已被命運擊垮，讓琴弦撥響， 

因為命運已擊敗最無畏的勇士 

一同與我悲歌泣號！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blog.sina.com.tw/lucy8249/category.php?pbgid=52042&categoryid=386150
http://blog.sina.com.tw/lucy8249/category.php?pbgid=52042&categoryid=386150
http://museum.mnd.gov.tw/Publish.aspx?cnid=1458&p=1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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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紙鶴折法 

 

資料來源：

http://sana217.pixnet.net/blog/post/39079581-%E3%80%90%E5%88%86%E4%BA

%AB%E3%80%91%E5%8D%83%E7%B4%99%E9%B6%B4%E7%9A%84%E6%9

1%BA%E6%B3%95(%E4%BF%AE%E6%AD%A3%E7%89%88) 

http://sana217.pixnet.net/blog/post/39079581-%E3%80%90%E5%88%86%E4%BA%AB%E3%80%91%E5%8D%83%E7%B4%99%E9%B6%B4%E7%9A%84%E6%91%BA%E6%B3%95(%E4%BF%AE%E6%AD%A3%E7%89%88)
http://sana217.pixnet.net/blog/post/39079581-%E3%80%90%E5%88%86%E4%BA%AB%E3%80%91%E5%8D%83%E7%B4%99%E9%B6%B4%E7%9A%84%E6%91%BA%E6%B3%95(%E4%BF%AE%E6%AD%A3%E7%89%88)
http://sana217.pixnet.net/blog/post/39079581-%E3%80%90%E5%88%86%E4%BA%AB%E3%80%91%E5%8D%83%E7%B4%99%E9%B6%B4%E7%9A%84%E6%91%BA%E6%B3%95(%E4%BF%AE%E6%AD%A3%E7%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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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念故鄉》歌譜 

詞︰李抱忱  

曲︰德弗乍克 

 

這首《念故鄉》的旋律是來自捷克音樂家德弗乍克（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 1841 

–1904）的《第九交響曲》第二樂章緩板（又名《新世界交響曲》）。這是德弗乍

克在 1893 年完成的作品，當時他由歐洲應邀到美國出任紐約國立音樂學院院

長。1969 年，人類首度登上月球時，宇航員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帶上去

的就是《新世界交響曲》的錄音。 

 

有人說《新世界交響曲》有擷取黑人靈歌《Going Home》的章節，不過也有人

說是德弗乍克在紐約時，擔任助手的黑人作曲家波雷（Harry Burleigh, 1866-1949）

負責把《新世界交響曲》的手稿轉成各種不同樂器的樂譜時，譜出了《Going 

Home》的旋律，再由德弗乍克的學生費希爾（William Arms Fisher,1861-1948）

填入歌詞，也就是我們課本所教唱的《念故鄉》。 

資料來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9/1/13/n2396080.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9/1/13/n23960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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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 

《愛，多一點點》 

詞：葉毓真 

曲：鄭啟宏 

 

參考文獻：康軒版國中一年級上學期藝術與人文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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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 

《祈禱》 

詞：翁炳榮 

曲：日本古調 

 

參考資料：翰林版國中三年級下學期藝術與人文課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