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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111 學年度「白恐不迷路地圖-入校推廣」實施計畫 

白恐地圖-施水環的故事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 1 月 15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141207B 號令修正「教育部

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心設置與運作要點」。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8 月 16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96990 號函核定「普通型

高 級中等學校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111 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本中心於 110 學年度擇選 1950 年代臺南四位人物之政治案件，以其國家檔案及相關史料為範 

圍進行解讀，並轉譯為可與校內師生民眾溝通的地圖形式，集結為「白恐不迷路地圖集 

─1950s 臺南篇」。 

二、本地圖集經研發團隊歷經半年以上之探究實作，累積許多方法上及內容觀點上的成果，將有助

於困難知識的教學實踐。期待透過地圖集能開啟教學現場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的理解與討 論，並

激發更多公眾史學多元途徑的可能性。 

三、為提供教師有效利用教學資源之研發成果，本中心擬定入校推廣計劃，提供講師及教材，到校

分享設計理念並示範融入課程的教學活動，協助教育現場教師以地圖工具進行深化教學。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三、協辦：宜蘭慈心華德福高中 

 

肆、辦理時間 

 課程日期/時間 講師 活動內容 講座地點 

4/22 (六) 

9:00~12:00 

臺南女中 

楊素芳教師  

家齊高中 

邱涵仕教師 

 利用白恐地圖帶領教師

走過施水環的一生 

 分享帶領學生進行社會

領域實作踏查的歷程 

慈心華德福蘇澳校區交誼廳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 1號慈

心華德福蘇澳校區) 

 

伍、對象及人數：各級學校教師，對了解白色恐怖議題有興趣者、對於建構高中人權議題課程有興

趣者，20位。 

陸、報名方式： 

一、聯絡人：劉佳芳 03-9951258#500，email：funwen1013@gmail.com 

二、活動報名：https://forms.gle/vr94548EHfZEuE1y5 

mailto:funwen1013@gmail.com
https://forms.gle/vr94548EHfZEuE1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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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起訖日期：即日起～111年 4月 19日（三）。 

 

柒、 預期效益： 

一、 教師形成區域地區工作坊共備課程與實踐分享，形塑專業導向社群文化。 

二、 發展主題課程與多元化教學資源，透過共備歷程，落實教學實踐。 

 

捌、 注意事項： 

一、 參加研習教師、工作人員、領域召集人及輔導員、給予公（差）假登記，課務自理。 

二、 若因故無法如期出席活動者，須於「活動前一日」告知，以利通知報名夥伴遞補參加。 

三、 研習結束後，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將提供參與教師或學生，每人乙套白恐地圖。 

四、 研習結束後，統一由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登錄研習時數 3小時。 

 

玖、 交通資訊 
 
＊步行：從蘇澳新火車站沿台九線往蘇澳方

向，步行約 23分鐘。 

＊開車：國五蘇澳交流道下後往花蓮方向走

台九線約 4分眾抵達本校 

＊搭乘交通運輸工具：台鐵蘇澳新站下車

後，往花蓮方向，搭乘 1766 號至蘇澳國中站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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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白恐再踏查 

一個人、一張圖開始行動 近年來，關於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行動如火如荼進行，嚴肅的歷史議

題有待全面性的社會溝通，以避免白色恐怖被片面地、刻板化的認識。如何撕去汙名回到歷史脈絡，

進而認識涉及不同社會階層、不分省籍、遍及各地的案件，是白色恐怖歷史與當代社會對話的重要議

題。 

由台南高雄兩地的高職中老師與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二十而立」工作隊共同合作的「白恐不迷路

地圖-1950臺南篇」繪製行動，以李媽兜、黃采薇、葉石濤、施水環等白恐政治受難者為對象，梳理

不同案件的相關資料，並將之轉為以空間為媒介的地圖形式。地圖，給予了我們簡明而有淸楚的認識

政治受難者的可能。 

地圖是認識白恐的指南，也是一面考古濾鏡，讓我們在當代空間中，認識某處某地曾經具體的白

恐故事，這是將白恐人文地景化的故事再部署行動，讓我們感受白恐的近身性，進而重新認識 1950

年代的臺南白恐故事。於是，一個人、一張圖就可以開始白恐的再踏查。透過地圖，讓我們認識白恐

不迷路。近年來，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最受各界關注的是戒嚴時期的政治檔案。要窮究每 位

受難者背後眞實故事，必須從這些故紙堆抽絲剝繭，對照時人記述、口述歷史，方能客觀看待。如何

讓檔案走進校園，引起學生興趣？讓他們理解，兼具培養人權意識與厚植在地文化認知？亦是活用檔

案的重要渠道。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一群捍衛人權價値的教育工作者和成大歷史系學生，以臺南為核心，擇選

四位主角：李媽兜、黃采薇、葉石濤、施水環，透過工作坊研讀檔案、對照資料、實際踏查，梳理人

際網絡、學思經歷、受難過程，將龐雜訊息化繁為簡，並進一步轉譯為地 圖，讓事件背後的時間軸、

空間感及故事躍然於「白恐不迷路地圖-1950臺南篇」。期許臺南白恐地圖成果激起更多探究與實作，

進而廓淸那些年臺灣的白色恐怖。  

 

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許峰源／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