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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堅守正義 勇敢追尋真相 

臺韓歷史追尋之旅 2019 國際人權課程與教學研討會 9-11 日在高雄舉辦 

(圖文/ 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謝佳榮提供) 

 

教育部於 108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辦理「用愛堅守正義·勇敢追尋真相～臺韓歷史追尋

之旅──2019 國際人權課程與教學研討會」，由教育部范巽綠政務次長、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彭富源署長、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吳榕峯局長共同邀集多位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以及

來自大韓民國的首爾、光州、濟洲等多個城市之人權課程專業研發團隊參與，進行國際交

流與互動，激盪出更為豐富的人權教育教學策略，分享跨學科、跨領域及跨教育階段之教

材教法。 

范巽綠政務次長致詞時表示，此次是臺灣首次舉辦國際規模的人權教育課程與教學研

討會，吸引臺灣 21 縣市的現場教師與縣市政府代表報名參加；其中有高中職教師 78 位、

國中教師 66 位、國小教師 43 位與各縣市政府代表 17 位，一共 204 位關注人權教育的夥

伴，就民主化歷程與轉型正義等人權議題進行課程教學的分享。自 2000 年政黨輪替以來，

臺灣邁入民主鞏固的階段，對於人權保障亦格外重視；從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行政院

人權保障推動小組與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小組的成立與運作，2018 年也成立了促進轉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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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委員會，足證臺灣以「人權立國」的決心，我們殷切期盼各位教育先進們在會後能夠成

為緊密連結的夥伴，組成教師社群與共備團體，攜手努力。 

研討會特別邀請首爾大學安京煥名譽教授擔任講座，其講題為「人權——21 世紀民主

公民的核心道德」：從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k）的《21 世紀的 21 堂課》、《人類大歷史》、

及《人類大命運》三本著作探討人類理性、科學與人權所面臨的本質變化。安京煥教授分

享到於 2016 年來台參與 228 事件紀念活動的經驗；他認為，臺灣與韓國人民在經歷悲劇

至今，可依「受難的世代」、「被洗腦的世代」與「忘卻的世代」作出區隔。然而，對於重

大人權事件提出的世代批判與省思，乃是人權教育工作之重要宗旨。歷史可以原諒，但不

能忘卻。這個世代，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讓下個世代成為「覺醒世代」，塑造孩子們的國

家認同與民主意識，邁向 21 世紀的未來。 

來自韓國及臺灣的教育夥伴將進行人權教育的課程工作坊分享，會中也邀請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所長、知韓文化協會朱立熙執行長及臺灣民主基金會廖福特執行長

進行專題講座，並由高雄在地的教育團隊進行「島嶼的記憶」課程分享。為使來自韓國學

者瞭解國內推動現況，研討會也安排參訪高雄著名人權景點，如海軍明德管訓班、高雄歷

史博物館、高雄捷運美麗島站等重要人權指標景點。 

教育部表示，近來教育部與高雄市政府致力國際人權教育交流，如 2007 年 2 月 28 日

光州 518 基金會、濟州 43 研究所、真相和解委員會等三個人權團體受邀來臺參加 228 事

件 60 週年紀念大會與學術研討會；2017 年 4 月，共有 30 多位中小學校長親訪濟州與光州

兩地；濟州道教育廳於 2018 年 4 月辦理濟州 43 事件 70 周年紀念會時，特別邀請高雄市

教育界參加，會後雙方簽訂「人權教育交流備忘錄」，奠定雙方合作交流的基礎。2018 年

8 月教育部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共同籌組「人權教育課程研發團隊」，深入了解韓國在各級

學校推動人權教育扎根的作法，借鏡韓國人權教育之實施方式，在參訪返國後設計符合我

國需求之人權實踐課程，亦促成此次國際研討會的辦理。 

在追求和平與人權的道路上，不分國界；在民主發展與鞏固的過程中，臺灣與韓國同

樣歷經過艱辛的歷史。臺韓雙方民主化與人權進展歷程極其相似，透過國際研討會的辦理，

讓雙方的教育行政部門與現場教師在推動人權教育上，可以互相學習對方的優點與作法。

教育部希望讓這片土地的每一個孩子都能成為一棵棵美好的人權種籽，不忘卻過去先人努

力的普世價值，學會尊重與包容、自由與平等、公平與正義。在民主法治的社會中，肩負

起「在地思考、全球行動」的公民責任。 



 

 
3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人權教育作為重大議題之一，於課程教

學層面係採取「融入各學科」的模式，以期學生都能由不同面向學習，在生活情境中切身

體會人權的真諦。未來，本部亦透過「高級中等學校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國民中小學人

權教育議題輔導群」與「人權教育課程研發團隊」發展高中與國中小階段之人權教育教材

教法以及教師增能研習。 

教育部表示，「人權立國」是我國當今的重大政策，也是邁入國際社會的指標；自 2009

年頒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賡續於 2014 年

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以來，教育部致力於推動兒

少權利保障與人權教育。目前正施行之「教育部人權及公民教育中程計畫」，採系統性、整

合性、全面性、實踐性、延續性及前瞻性之原則，以「營造尊重人權氛圍及公民參與之友

善校園環境、發展並落實人權及公民教育課程與教材、加強教師專業倫理及人權公民法治

素養、普及宣導人權及公民教育之理念及行動實踐」等 4 項執行策略，積極推展人權教育。.  

此外，令人矚目的三校合作夥伴學校，由位於「山之巔」的新北市三峽區插角國小、「海之

濱」的臺南市七股區建功國小、「港之都」的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小，三校合璧串起「山中

生活」、「海邊文化」與「城市態度」，開啟了城鄉學子移動遊學的契機；另，瑞豐國小推展

城市健康「拔河、自行車、程式密碼之機器人」課程，建功國小「半日漁夫、黑琵製陶賞

鳥趣、七股潟湖生態」體驗遊，以及插角國小設計的「板根森林生態、社區踏查人文、染

布及攀岩體驗」等活動，充分展現「讓知識走出課本、讓學習走出教室，讓能力走入生活」

的行動學習理念，透過山、海、城的對話，開展學生多元視野，豐富學習內涵、驚奇的體

驗，更讓本計畫「接地氣」，深入學生生活。 

    教育部范巽綠政務次長表示，以「學生為主體」，是 12 年國教轉型及發展之關鍵，

另為弭平城鄉差距，協助偏遠地區學校發展，總統於 106 年 12 年 6 日公布「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發展條例」，亦彰顯政府強化偏鄉教育發展、提升教育品質之具體政策及施政目標。

臺灣多元環境非常豐富，有山有海、文化富饒，在 108 課綱即將啟動的當下，城鄉共學計

畫藉著校與校之間多樣化校本特色課程，共同建立在地文化、部落儀式、生態認識、特色

產業，甚至是校際間服務學習等豐富多元《共學課程模組》，能提供全國各地學校學習及

因應新課綱參考依據，使得偏鄉不再侷於偏處，而能將優勢擴及全國，合力啟動 108 年「臺

灣教育、幸福共好」新世代教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