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圖書館「憶起上學！～百年教育的四季交響曲～」互動展覽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教案暨學習單 

     

 

展覽日期：109.9.1~110.8.1 

展覽時間：9:00~17:00（周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展覽地點：國家圖書館閱覽區 5 樓 

 

 

 

壹、教學方案 

 

 

 



 

 

一、課程設計 

單元名稱 
現代國家形塑—以國民教育、兩

次國語運動為例 
時間 二節課 

教學對象 高一歷史開麥拉選修課學生 設計者 林靖于、張嘉娟老師 

教學對象

起點行為

分析 

學生已具備國民教育、兩次「國語運動」相關基本知識，並已於之前選修的

課堂中看過《我的兒子是天才》、《稻草人》…等影片，能大致瞭解相關時代背

景。 

設計理念 

主要透過對之前所看的影片做綜整討論，除教師講課外，讓學生透過分組討

論、發表…等方式，來探討現代國家基礎條件的發展，包括國民教育、兩次「國

語」運動、鄉土教育、雙語教育…等教育相關議題，培養學生具備對人類生活相

關議題的後設思考素養，並能運用媒體進行思辨批判，透過分組活動培養團體合

作的精神與行動。 

學習內容 

 

主題 條目 說明 

Ｄ、現

代國家

的形塑 

歷DaV3

教育、語

言與基礎

建設。 

臺、澎、金、馬形成一體的歷程有外在國

際情勢發展的影響，亦有內部體制變革、

政策引導的歷史脈絡，探討這個項目，可

留意以下問題：探討現代國家基礎條件的

發展，可包括國民教育、兩次「國語」運

動、 交通設施、時間與度量衡制度…等。 

學科思維 變遷與因果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社UA2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索、思考、推理、分析、批判、統整與後設

思考的素養，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學習表現 
構面 項目 條目 

3.實作

及參與 

b.資料蒐

整與應用 

歷 3b-Ⅴ-2 研讀或考察歷史資料，分析其

生成背景與其內容的關係。 
 

核心概念 國民教育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發展和對現代國家形塑的影響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教學準備 

教

師 

1. 硬體設備：電腦、海報紙、便利貼、磁鐵 

2. 軟體設備：教學投影片、相關影片 

3. 教學資料：文本閱讀資料 

學

生 

1. 事前完成口述歷史「家族教育記憶學習單」 

2. 準時到教室參與課程及討論、發表 

 

 

 

 

 

 

 

 



 

貳、教學活動 

教   學   流   程 時間 教學資源 

一、引起動機 

（一）生活經驗：以生活中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廣播的經驗

為例，詢問學生其背後所隱藏的意涵。 

（二）影片賞析：接著播放「那些年的教科書」影片引起

動機，讓學生思考影片的內容，並詢問臺灣人現今

講的語言為何？其背後又牽涉哪些權力、政治與歷

史的問題？ 

（三）家族教育記憶學習單：請同學回答學習單中關於長

輩的歷史生命經驗，以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經歷？ 

二、發展活動 

（一）日本統治臺灣時期 

1. 影片探討：詢問學生在之前看過的《稻草人》

的影片中，看到了什麼？記起了什麼？以及印

象深刻的地方為何？為什麼在日治時期的影片

會說國語呢？ 

2. 教師講解：說明日本殖民文化與教育和日治時

期各級教育實施概況、統治方針以及轉變情

形。 

（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 

1. 影片賞析：播放《狗蛋大兵》影片，並學問學生

印象深刻的地方及其領悟為何？並以林宗源講一

句罰一元為例，說明影片背後不可說方言的意

涵。 

2. 教師講解：以相關圖片、教科書、廣播政策、檔

案樂活情報第 57 期雜誌…等為例，說明光復前

有關臺灣的語言政策和其影響，並探討戰後臺灣

人不能使用日文寫作的困擾，最後說明教育政策

的轉變。 

（三）探討現今教育議題 

1. 影片探討：詢問學生在之前看過的《我的

兒子是天才》的影片中學到了什麼？有什

麼可以改變的地方？ 

2. 教師講解：教改大事紀，從解嚴時代講

起，並說明四一〇大遊行中的四項訴求對

後續教育的影響、十二年國教的出現以及

意識覺醒的語言文化（母語、鄉土語言、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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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教科書影片

（3 分 21 秒） 

 

 

 

 

 

 

 

 

 

 

 

 

 

 

 

狗蛋大兵影片（4 分

45 秒） 

 

 

 

 

 

 

 

 

 

 

 

 

 

 

 

 



雙語教育） 

3. 家族教育記憶學習單：請學生分享從小到

大所遇到的鄉土語言及 108 課綱經驗。 

4. 提問反思：詢問現在還存在國家形塑嗎？

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呢？ 

（四）思辨遷移以及結語 

1. 課程總結：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上學去臺

灣近代教育展」主題（a.一起上學去 b.走進學

校：成為我們中的我 c.打開課本：理想國民養

成術 d.揮灑青春：我的校園記憶 e.多年之

後：我的未來不是夢）為例，總結說明如何透

過教育形塑國民，輔以國家圖書館相關線上資

料，希望學生透過課程能做到自我增能。 

2. 省思遷移：詢問學生認為兩次國語運動是否是

成功的？有沒有可以能可以全盤否認之前的歷

史？如果強化臺灣本土、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是否有可能？以及為何？最後回歸臺灣本身，

徐生認為教育怎麼形塑出臺澎金馬一體化？以

及能否能提出相關因應政策？ 

三、綜合活動 

（一）給予學生文本資料，並指派閱讀範圍。 

 第 1、2 組閱讀：洪家寧，〈7 國新住民語言

列入國小必選 全球首創的政策為何引發家

長抗議？〉 

 第 3、4 組閱讀：何萬順，〈用語言學解剖刀 

剖析你我日常說的「國語」〉 

 第 5、6 組閱讀：〈2/21 世界母語日來看世

界上僅剩一人會說的語言，臺灣竟然上

榜……！〉 

（二）個人閱讀（該組指定閱讀的那篇）並畫記重點及在便

條紙上寫下個人省思及疑問  

（三）分組討論後在海報/小白板上寫下： 

1. 該篇文章的重點 

2. 貼上每個人的省思後，統整出一個重點省思  

（四）上臺發表與討論 

 

 

四、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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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閱讀資料講義 

 



學習單、評量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