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教院105年度製作教學影片火熱登場

陳瓊超彙整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前秘書

        國教院配合教育政策與重要教育議題，製作各領域中⼩學教學影片，內容均係邀請第⼀線中⼩學優秀教師與熟諳教學理論與

實務之教授擔任媒體委員。各項教學影片主題與內容，均經委員會充分討論，考量師⽣實際教學與學習需求⽽規劃，設計複雜度

甚⾼，各科腳本撰寫、透過委員會溝通審定腳本、配合腳本拍攝、審查影帶及錄製光碟進⾏推廣，均審慎嚴謹處理，品質值得信

賴，更適合輔助教學，學童反覆觀看、建立概念，達到個別化、差異化學習需求。

        歷年製作完成之教學影片，均掛載於網站並提供免費下載，作為教師教學與學⽣⾃學之⽤，並壓製光碟提供社教或福利機構

使⽤。

        除時時檢視教學現場需求，持續製作各領域教學媒體，並加強影片使⽤檢索效能，增加適⽤對象與時機詳細說明，以切合教

師學⽣課堂與⾃學需求。

       105年度製作之教學影片，包括國⼩國文、國⼩數學、國⼩英文，教育頻道之國中國文、國中社會、及體育教學，每個領域

各4個單元、以及12年國教課綱轉化3個領域，共計27個單元，業已掛載於愛學網教學媒體資源區，請踴躍上網觀賞，另為了解影

片製作品質及是否符合您的需求等意⾒，惠請於觀看後協助填寫使用意見問卷調查，俾作為    未來改進與提升未來編製各學科教

學影片之參考。

        105年度製作教學媒體各領域單元名稱及片⻑、概要簡述如下：

壹、國⼩國語文

       本系列影片共分四單元：影片包含「報導寫作」、「說明文」、「有效討論」、「書法」等四個主題。《倒寶塔報導寫作》

單元運⽤⼼智圖，輕鬆掌握導⾔、倒⾦字塔（倒寶塔）、標題等報導寫作的⽅式。《客觀理性說明文》單元搭配豐富的範文，讓

學⽣學習「介紹事物」和「解說道理」兩種說明文的寫作要領。《有效討論獲益多》單元從整合意⾒的技巧、參與討論的態度、

傾聽與表達的⽅式等，介紹有效討論的好處。《整⿑流暢寫「好」字》單元透過寓教於樂的節⽬效果，引導同學掌握空間均勻、

相讓相依、筆筆呼應等書寫原則，認識楷書結構的三⼤要領。

⼀、倒寶塔報導寫作（25分11秒）

       報導寫作和⼀般作文有什麼不同呢？劇中⼈物⼩傑參加記者營培訓，經由電視新聞主播的指導，認識報導寫作的定義，搭配

「⼈事時地物因果」⼼智圖，輔以「倒⾦字塔（倒寶塔）」的寫作形式，最後運⽤字詞刪除法訂定標題，終於學得報導寫作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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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客觀理性說明文（28分43秒）

        影片中⼀對姐弟計畫出遊，從各⾃準備的部落客遊記和旅遊景觀介紹中，開始探索記敘文與說明文的不同，並展開學習說明

文的旅程。本單元從說明文的定義、特點談起，繼⽽導入「介紹事物」、「解說道理」兩種不同類型的說明文，搭配豐富的範

文，學習說明文的寫作要領。

三、有效討論獲益多（27分25秒）

        影片以同學們經常⾯臨的討論課題，⽰範了⼀場「有效討論」的歷程。從認識有效討論的定義、掌握討論重點，以及意⾒的

整合開始，區分討論與閒聊的差異，學習良好的討論態度與表達、回應的要領，體會有效討論的好處。

四、整⿑流暢寫「好」字（31分29秒）

       影片以綜藝節⽬的效果拍攝，劇中⼈物⼩明參加「搶救寫字⼤作戰」節⽬，透過書法名家的講解與⽰範後，終於掌握空間均

勻、相讓相依、筆筆呼應等書寫原則。

貳、國⼩數學

       本系列4個單元的教學影片，適合國⼩中⾼年級同學觀賞，其簡介如下：1、「匾額該怎麼掛」，探討匾在牆壁上的配置。

2、「好餓好餓的胖胖喵」透過共享食物介紹分數的意義。3、「阿福伯種菜」由農⺠種菜的過程學習各類單位的換算。4、「對

稱世界」⽣動的介紹對稱的圖案。敬請老師、同學多加利⽤。

⼀、「匾額該怎麼掛」（17分02秒）

       在牆壁上掛匾額是⼀個幾何∕空間的布置，涉及到牆壁和匾額的寬度。本單元從⽗女的互動切入，與同事⼀起完成掛匾額的任

務。

⼆、「好餓好餓的胖胖喵」（19分09秒）

       當學童從分東⻄的經驗認識簡單分數後，會進⼀步學習分數的⼤⼩比較及加減運算。學童在進⾏分數加減運算時，必須能夠

掌握整體量的⼤⼩以及分割的份數。為了讓學童能更了解分數的意義，「好餓好餓的胖胖喵」」以故事鋪陳的⽅式，讓學童隨著

故事主⼈翁胖胖喵和朋友共享食物的歷程，掌握整體量的⼤⼩以及分割的份數，在不同情境下學習並了解分數的加減運算。

三、「阿福伯種菜」（17分55秒）

       ⽣活中，運⽤單位換算技巧的機會非常多。臺灣在夏季多有颱風，農業損失常讓農⺠苦不堪⾔。因此本單元希望藉由阿福伯

種菜的故事，讓孩⼦們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運⽤到解決⽣活周遭的問題，並讓孩⼦經由幫忙整理菜圃來體會農夫的辛勤耕作與珍

惜⼤⾃然的恩賜。

四、「對稱世界」（17分58秒）

       當你聽到對稱這個詞，浮現在腦海裡的或許是⼀個簡單的幾何圖形，像是正⽅形或三⾓形，⼜或者是像蝴蝶翅膀上複雜的圖

案。當應⽤在每天中，對稱這個詞代表了美、和諧與平衡的詮釋。從數學的觀點來看，對稱是物體的⼀種性質，幾乎任何物體都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7年03月,第9期

非書資料

第 2 頁，共 8 頁



有對稱性，從有形的物體，例如蝴蝶，到抽象的東⻄，例如幾何圖形。那麼，到底物體的對稱性是什麼意思呢？對稱是使物體維

持原樣的⼀種變換，其實並不抽象。這部影片會透過操作讓⼤家理解對稱的意義。

參、國⼩英文（Reading Land系列）

        在國⼩階段，除了聽說讀寫能⼒的培養外，建構基本的閱讀能⼒亦是國⼩英語教學不可或缺的⼀環。有鑒於此，國家教育研

究院製作⼀系列閱讀動畫學習影片Reading Land，供全國國⼩英語教師作為閱讀教學及補救教學資源，希望能全⾯提升學⽣閱

讀能⼒。

        在Reading Land中有Blue Fairy和Pink Fairy兩位仙⼦，她們熱愛閱讀且樂於與⼈分享，她們會隨著劇情發展帶領⼩朋友⼀

起討論，⼀同遨遊在故事中的世界。今年的四集故事中，除了有傳遞愛的耶誕樹Tracy、秘密的慶⽣蛋糕、機器⼈Robbie，更有

⼀場城市⼤冒險喔！全新的單元故事及主題⼈物，快跟著Blue Fairy和Pink Fairy⼀起體驗好玩的英語學習之旅吧！

⼀、Time Ⅱ（Days of the Week）（26分26秒）

　　原來Pink Fairy是位能歌善舞的仙女舞后呢！但，Blue Fairy喜歡做的事和Pink Fairy不同，Blue Fairy的興趣是閱讀喔！這次

Blue Fairy要跟Pink Fairy分享⼀個關於機器⼈的故事。⺟親節要到了，Daddy、Mike和Minnie秘密為Grandma和Mommy準備

⼀個神秘禮物－機器⼈Robbie，萬能的Robbie不僅能幫Mommy做家事、幫Grandma按摩，甚⾄陪她⼀起跳舞，也難不倒它

喔！但是有⼀件事情Robbie無法做到，那會是什麼困難的任務呢？等你來發現。

　　在這⼀集中，我們可以跟著Robbie的每⽇⾏事曆，學到許多關於星期幾的英語哦！

⼆、Food & Drinks Ⅱ （28分54秒）

      「你會烘焙蛋糕嗎？」Blue Fairy給Pink Fairy出了個難題，⾝為購物達⼈的Pink Fairy可是傷透了腦筋！媽媽的⽣⽇到了，爸

爸、姊姊和弟弟決定為她特製⼀個「最特別」的蛋糕，⽽這個⼝味獨特的蛋糕，到底該怎麼製作呢？他們三⼈能否順利完成呢？

最後，媽媽會喜歡這個精⼼製作的special cake嗎？

　　在這⼀集中，我們將跟著主⾓⼀起烘焙出獨⼀無⼆的慶⽣蛋糕，同時學到許多關於食物的英語哦！

三、Places & Locations （25分50秒）

        Pink Fairy絞盡腦汁也沒有靈感來完成她的作業，Blue Fairy伸出援⼿送給她⼀本關於旅⾏冒險的故事書，希望對Pink Fairy

有所啟發。Cat、Bird和Dog決定把握難得的holiday time，⼀同外出來⼀場「⼩旅⾏」。⼜是什麼樣的旅途意外？讓Cat與她的

朋友們⾛散，讓⼀場愉快的「⼾外⼩旅⾏」變成⼀次「尋友⼤冒險」呢？

　　在這⼀集中，我們將與主⾓共同經歷⼀場「尋友冒險」，並透過地圖指南的過程，學到許多關於位置及⽅向的英語哦！

四、Holidays & Festivals IV（Christmas）（25分58秒）

　　耶誕節即將到來，Pink Fairy為了這充滿愛的節⽇，準備了許多禮物及裝飾，Blue Fairy也決定分享⼀個充滿愛的故事，和

Pink Fairy⼀同渡過這個特殊的⽇⼦：在⼀座耶誕樹的農場裡，⼼地善良的⼩樹Tracy，夢想著成為⼀棵耶誕樹，不僅能在耶誕節

時被裝飾得漂漂亮亮，更能成為世上愛的象徵。年紀⼩⼩的Tracy，真的能如願成為耶誕樹嗎？

　　在這⼀集中，我們將跟著Tracy⼀起認識耶誕節、⼀同感受耶誕節的氣氛，同時學到許多關於這個節慶的英語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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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中國文

       本系列影片包含草書、飲食文學、縮寫、實⽤寫作等四個單元，內容皆以貼近學⽣⽣活的戲劇形式呈現。《筆⾛龍蛇是草

書》介紹草書源流及辨識、欣賞草書字體的要領。《飲食文學談情味》談飲食文學寫作，內容包含食物製作過程、飲食感受、⼈

⽣回味、地區文化等。《⻑話短說縮寫法》在詼諧劇情中帶出「代表詞縮寫法」、「主語縮寫法」的運⽤。《⽣活實⽤寫作篇》

透過學校及家庭⽣活實例，引導學⽣掌握實⽤寫作的要點與⽅法。

⼀、筆⾛龍蛇是草書（25分07秒）

       草書是由隸書演變⽽來，具有抽象藝術特質。草書「簡省結體，連貫點畫」的寫法，常常改變筆順、移動結構，因⽽字體不

易辨識。片中，字跡潦草的⼩翊⼤⾔不慚地說：「⾃⼰的字體和書法⼤師不易辨識的草書相差無幾。」為了讓⼩翊對草書有正確

的認識，媽媽帶著⼩翊和姐姐參觀故宮、拜訪書法老師，展開⼀趟認識草書之旅。

⼆、飲食文學談情味（23分13秒）

        本單元除了介紹飲食的地區文化和特⾊，更藉由味覺感官回顧過往⼈⽣，讓飲食文學的內涵更加豐富。片中三位好友透過古

蒙仁〈吃冰的滋味〉、焦桐〈豬⾎糕〉、韓良憶〈食蔥有時〉這些文章，逐漸了解飲食文學隱含的情味，進⽽報名電視臺「少年

總舖師」節⽬競賽。你猜，他們會端出什麼拿⼿料理呢？

三、⻑話短說縮寫法（31分15秒）

        冗⻑的「狗和貓在此⼤便和⼩便的專⾨使⽤的地⽅」標語，藉由林森森、⾦鑫鑫、⽯磊磊三位同學的討論，可以縮寫成簡潔

的「寵物便溺處」。流⽔帳般的遊記常引⼈入「睡」，同樣地，也可藉由縮寫法讓它起死回⽣，引⼈入「勝」。縮寫法就是「化

繁為簡」，《⻑話短說縮寫法》讓你在笑聲中學會兩招「化繁為簡」的寫作功夫。

四、⽣活實⽤寫作篇（20分08秒）

       ⽣活中常會⽤到的便條、書信、邀請函、旅遊計畫書、宣傳海報等，皆是實⽤寫作的類型。實⽤寫作須注意「切合⽬標」、

「認清對象」、「內容真實」、「⾏文簡潔」等要點，但要如何落實這些要點呢？請跟著片中奕程、奕潔兄妹⼀同探究「優良學

⽣競選海報」、「同學會邀請函」、「旅遊計畫書」的寫作⽅法吧！

伍、國中社會

       根據107學年度即將實施之⼗⼆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為落實其理念與⽬標，遂以「核⼼素養」為課程發展的主軸，強

調從⽣活情境中涵育學⽣在社會參與、⾃主⾏動及溝通互動等三⼤發展⾯向，分別引導學⽣提升各項公⺠知能與情意，進⽽成為

終⾝學習者。爰此，製作「銜接⼗⼆年國教校訂課程專輯」，依據各教育階段課程類型，分別介紹社會領域內跨科及與其他領域

學科進⾏跨領域的校本特⾊課程外，還包括以國⼩校本課程為例來認識社會設計思維的校園實踐歷程，和以國中校本課程為例介

紹校⻑的課程領導。

⼀、社會設計的校園實踐－以國⼩校本課程為例（18分）

       本單元以新北市忠⼭國⼩校園中的⽣活情境為場景，藉由問題的覺察，引發⼀連串利害關係⼈（教師與學⽣）的互動討論，

進⽽尋求共識和提出解決⽅案，最後⼀起採取改造⾏動，以社會設計思維的校園實踐歷程，提供教育現場相關教學及進⾏校園環

境改造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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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課程領導－以國中校本課程為例（18分30秒）

       因應⼗⼆年國教課綱的公布，臺北市北政國中校⻑帶領學校教師建構課程地圖、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以及進⾏「以學⽣學習

為中⼼」的教師專業發展等等。希望透過本單元呈現課程領導的脈絡及其關鍵，提供各國中課程領導者在看完影片後，更能清楚

如何因應⼗⼆年國教課綱，以及知道如何帶領教學團隊進⾏校本課程的設計與發展。

三、⾼中多元選修課程跨領域課程－宜蘭學（20分50秒）

       宜蘭⾼中的宜蘭學在形成課程之前，是由很多活動所構成的，後來配合學校多元選修課程的需求，故把之前所辦的活動串連

成⼀個完整的「宜蘭學」課程；另外也符應⼗⼆年國教課綱所強調跨領域的結合，於是邀請其他領域的老師加入此課程的教學，

甚⾄還尋找外部的資源，共同建構出豐富多元的跨領域課程。

四、⾼中多元選修課程跨學科課程－⼩⼼災害就在你⾝邊（20分30秒）

       本單元以教務主任與地理老師的獨⽩拉開序幕，因應⼗⼆年國教，地理老師在發展多元選修課程時，邀請歷史、公⺠老師開

始進⾏跨學科的討論，並且將⼗⼆年國教課綱所強調的核⼼素養有規劃地放進課程內。透過本單元，你將發現老師們若能跨學科

合作，教學不僅事半功倍，同時也提升了學⽣的學習效果。

  陸、體育教學

       本年度體育教學影片共4個單元：《責任模式融入體育教學－玩遊戲學品德》、《體操遊戲（⼆）》、《⾝⼼動作教育（3）

⾃然動作探索：脊椎之舞，與⾝⼼動作教育（4）⾃然動作探索：⼿⾜之舞》。「責任模式融入體育教學－玩遊戲學品德」單元

讓學⽣在⾝體活動中逐漸發展尊重、努⼒與合作、⾃我導向、關懷與領導等良好⾏為，並希望能應⽤到⽇常⽣活中。其他3單元

提供教師進⾏體操遊戲與⾝⼼動作教育參考，詳細解說各項活動在教學時對學⽣⾝體發展的益處，並提醒教學重點。

⼀、責任模式融入體育教學－玩遊戲學品德（26分45秒）

       本單元的實施架構由關懷時間、認知對話、⾝體活動、⼩組討論與⾃省時間等五個教學形式組成，關懷時間主要在於老師與

學⽣能夠發展良好的互動基礎。教師集合所有學⽣，告知各個責任層級的內涵，引導學⽣思考責任的相關議題，並且⿎勵學⽣表

達⾃⼰的想法。責任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教學架構，使學⽣逐漸地發展個⼈與社會責任，因此，責任模式可以作為國內品德教育融

入體育教學的借鏡之⼀，引導學⽣發展良善的品德。

⼆、體操遊戲（2）（26分16秒）

       本單元（1）地板－滾翻能⼒：利⽤各式滾翻讓學⽣在體驗中，了解⾝體重⼼的改變、腹背肌群的使⽤及⾝體的控制，透過不

倒翁、抱膝搖籃、雞蛋滾、炸油條、007側滾及⼤象前滾翻等前導動作的練習，建立學⽣對⾝體的認知與操作之基本能⼒，進⽽

學習地板前滾翻之動作。（2）地板－⽀撐能⼒：讓學⽣學習正確的⽀撐⽅式，利⽤御飯糰及L型⽀撐等練習⽅法來學習⽀撐時的

⾝體位置與⽤⼒情形，進⽽學習靠牆背倒立動作，影片中以火⾞過⼭洞的遊戲，來增進教學之趣味性。（3）平衡⽊－平衡能

⼒：利⽤平衡⽊（或相關設備）等器材，透過模仿動物、單⾜平衡及跨越障礙等動作，讓學⽣學習並感受⾝體以不同⽅式，在不

同寬度及⾼度時，⾝體之平衡與控制，並以攻占堡壘的遊戲增進活動之樂趣，進⽽達到提升平衡能⼒之效果。

三、⾝⼼動作教育（3）－⾃然動作探討：脊椎之舞（24分18秒）

       本單元透過繪圖、模型引導⽅式讓學⽣認識⾝體結構，包括頭部與頸部的接連關係、脊椎的結構及重要性，透過浮條、棍⼦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7年03月,第9期

非書資料

第 5 頁，共 8 頁



等輔助器材，讓學⽣體會脊椎的雙S線，以及跟著⾳樂及適當的引導與進⾏各種活化脊椎的活動，進⽽安全、正確的使⽤⾝體。

四、⾝⼼動作教育（4）－⾃然動作探討：⼿⾜之舞（22分48秒）

       本單元利⽤模型說明腳掌、腳踝和⼿掌、⼿腕的結構，並讓學⽣透過黏⼟的製作了解腳踝和⼿腕骨頭如何組成，以及在⽇常

活動及運動中的功能。以⼩劇場、鏡⼦遊戲等活動，讓學⽣知道⼿和腳各個關節如何活動和表現，對⼿⾜能有更多的認識。

柒、邁向⼗⼆年國教課綱的第⼆哩路

　　⼗⼆年國⺠基本教育旨在「適性揚才－成就每⼀位孩⼦」，⿎勵學校與教師進⾏課程及教學的轉化與創新，期許透過核⼼素

養的落實，達到「⾃發、互動、共好」的理念。本專輯具體呈現⼗⼆年國教課程綱要轉化與實踐歷程，分別從國⼩與國中、普通

⾼中以及實驗教育及原住⺠族教育等⽅⾯，呈現學⽣學習的多元樣貌與學校本位課程研發與教學創新之實踐經驗。

⼀、學⽣學習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國⼩與國中篇（23分45秒）

    本單元以四所學校素養導向的案例說明學⽣學習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龍⼭國⼩以創思三R培養學⽣成為實作者、創作者和思

考者；桃⼦腳國中⼩以創客課程培養團隊合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富北國中藉多元教學⽅式帶領學⽣適性學習；保東國⼩結合當

地特⾊發展鳳梨主題的學校本位課程，於⽣活中落實所學。

⼆、學生學習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普通型高中篇學生學習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普通型高中篇（24分40秒）

    孩⼦的差異、不同的學習興趣，

    當孩⼦踏入校園展開學習的那⼀刻，

    滿⾜每⼀張充滿好奇、探索求知的神情，

    是學校最⼤的教育使命！

    在學校本位課程規劃上，特⾊教學提供了孩⼦適性學習的機會；

    在學校活動設計過程裡，深化、陶冶了孩⼦的學習知能與態度；

    在素養導向的教與學中，擦亮、豐富了孩⼦對未來的期待與想像。

    ⼗⼆年國教課綱理念：適性揚才，成就每⼀個孩⼦。

     片中孩⼦及師⻑們說：在此刻開始，教育會更豐富、更落實在學⽣的教育圖像上，孩⼦學習的笑容將更加閃亮。

三、學⽣學習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英雄的旅程（27分25秒）

       ⼗⼆年國教新課綱「成就每⼀個孩⼦－適性揚才、終⾝學習者」，是要讓學校教育中的每個孩⼦，習得成為終⾝學習者所應

具備的核⼼素養。本單元從原住⺠族文化教育及實驗教育各⾃的教育哲學思維出發，呈現出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的特

⾊，藉此激發學⽣的學習創作與成果，以學校本位的多元特⾊觀點回應新課綱的基本理念。

捌、105年愛學網名⼈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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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100年起製作名⼈講堂系列，⽬前共計49個單元，「名⼈講堂」是各領域、各⾏業⼈物陳述⽣活故事，回溯奮鬥歷程

的勵志影片。不論⽣活條件優渥或貧瘠、⽣存環境背景如何迥異，每個⼈的⼈⽣都可能⾯臨困頓，⾯對⽣命意義探尋的⼈⽣課

題，因此，「名⼈講堂」影片不只是介紹「有故事的⼈」，⽽是強調「⼈⼈都有故事」、「⼩⼈物也有⼤故事」的激勵精神，並

透過不同⼈物⽣命史的動⼈故事，帶出⾯對逆境的正向態度、解決困難的創新想法。每單元⼗⾄⼗五分鐘的「名⼈講堂」影片，

希望成為學⽣⾃學、教師教學的優良輔助教材。

⼀、曾櫟騁－2012倫敦奧運銅牌得主（11分39秒）

       曾櫟騁15歲就進入國家訓練中⼼受訓，⾛上跆拳道國⼿之路。這⼀路，她謹記爸爸的話─「接近夢想了，就不要放棄」，堅

持努⼒克服培訓壓⼒和想家的⼼情。⼀步步晉級進⽽挑戰奧運選⼿資格的曾櫟騁，雖然幾度與奧運擦⾝⽽過，卻能從競爭的挫敗

中鍛鍊出「看⾒他⼈的優點，誠實⾯對⾃⼰的不⾜」的智慧。憑著這股智慧，曾櫟騁獲得2012年倫敦奧運銅牌。

⼆、陳俊朗－孩⼦⼼中的守護者（12分23秒）

       陳俊朗為臺東家鄉的孩⼦建立了可以讀書學習、可以⽣活的書屋，他希望書屋能夠做到比陪伴更重要的事─讓孩⼦找到⾃

⼰。16年來，書屋除了課業輔導的任務，陳俊朗設法透過與在地⽣活結合的⾳樂、運動、美術等多元的學習機會，讓低成就、經

濟弱勢的孩⼦去嘗試，希望他們找到⾃⼰、找回⾃信。書屋是孩⼦第⼆個家，也是探索⾃我的另⼀個學校。

三、⾺彼得－原聲童聲合唱團靈魂推⼿（12分58秒）

       ⾺彼得以「週末來唱歌」這句話，吸引南投原住⺠部落的孩⼦，假⽇來到原聲⾳樂學校這個⼤家庭，共同學習。孩⼦們因此

課業進步了，透過合唱，他們更獲得出國拓展視野的機會。沒有⾳樂專⻑的⾺彼得，憑著「遇到問題就去解決」的積極態度，和

⾝為原住⺠知識菁英的責任感，⼟法煉鋼地帶領原聲童聲合唱團，在國際間唱出響亮名聲。

四、黃泰吉－熱⼼助⼈的⾦牌教練（13分21秒）

       單純的助⼈熱忱使黃泰吉夫婦於1999年921⼤地震後，決⼼從臺中移居南投，以空⼿道協助災區孩⼦，透過正當運動來釋放

⼼底的壓⼒、紓解震災的陰影。從成立國姓空⼿道隊，到擔任旭光⾼中空⼿道隊總教練，⼗多年來，黃泰吉夫婦不只教空⼿道，

更透過免費供應食宿、教導⽣活⾃理及鍛練體能、培養品格等⽅式，扮演猶如孩⼦家⻑的⾓⾊。

五、顧瑜君－囝仔夢想的推⼿（13分44秒）

       顧瑜君和花蓮豐⼭村協助社區營造⼈⼠，協⼒保留火⾞站旁的老房⼦，改造成「五味屋─囝仔們ㄟ店」。五味屋募集公益物

資，由願意來⼯作的社區孩⼦負起營運商店的任務。在顧瑜君的設計和引導下，孩⼦能透過在五味屋⼯作累積的點數和表現，換

得想要的物品，贏得拓展視野的學習機會。五味屋欲讓孩⼦學得「靠⾃⼰努⼒就能獲得」的經驗與信念。

六、孫越－公益⼤明星（14分22秒）

       從演藝圈的⼤明星到推動公益的志⼯，已八⼗多歲的孫越，述說當年為何在演藝事業巔峰之際，宣布退出演藝圈。1983年內

⼼感到空虛、不喜歡⾃⼰的孫越，偶然參加「送炭到泰北」的公益活動後，找到往後⼈⽣的⽬標。幾⼗年來，卸下明星光環，將

全部⼼⼒投注於社會公益事業的他，欲提醒孩⼦：達到⾃⼰願望的同時，應幫助別⼈，讓別⼈也幸福。

七、張良伊－⼒⾏知識即責任的青年（12分15秒）

       ⼆⼗出頭就在國際間推廣環保運動的張良伊，從⼤學到研究所期間多次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因為相信「知識是⼀種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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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開啟張良伊以環境保護為使命，致⼒於臺灣環保⾏動與國際接軌的職涯。張良伊違反⽗⺟希望他從醫的⼼願，選擇了國際

環保組織350.org東亞協調員的⼯作，親⼦之間曾歷經⼀段溝通與相互理解的過程。

八、賴倍元－以種樹為樂的臺灣樹王（13分14秒）

       ⼈稱賴桑的賴倍元先⽣，三⼗年來以個⼈⼒量在⼤雪⼭買地、種樹造林，種下三⼗萬棵⽜樟、紅檜等臺灣原⽣樹種，賴桑因

⽽被封為「臺灣樹王」。在臺灣社會還沒有「節能減碳」觀念的時候，三⼗歲的賴桑決定退居家族事業幕後，開始買地投入植樹

造林的⼯作，⾯臨家⼈強烈反對。賴桑說，種樹是追求千秋萬世的價值，所以再困難我也不放棄。

九、鄭國威－關切媒體改⾰的青年（13分47秒）

       2011年成立的泛科學，近年廣獲網友關注，共同創辦⼈及總編鄭國威，扮演重要⾓⾊。鄭國威認為，沒有討論重要議題的能

⼒跟失去⾔論⾃由沒有什麼差別，因此他和夥伴們致⼒於泛科學的網站編輯、社群經營和舉辦有趣的活動，邀請科學研究者、愛

好者，及所有受科學影響的⼈們暢談科學，探究社會議題中的科學⾯向，希望推廣理性思考與討論的文化。

⼗、⼩野－勇於跨界的⻑青作家（13分40秒）

       創作超過40年的⼩野，24歲出版《蛹之⽣》⼀舉成名。多年來筆耕不輟的他，⾯臨⼈⽣抉擇，卻是不斷轉彎、勇於跨界。背

負⽗⺟的不諒解，30歲的⼩野放棄美國分⼦⽣物博⼠學位⽽回國，⽽後從事電影編劇、企劃、製片，再到電視臺經理、總經理，

⼩野放棄科學研究道路，⾛向藝文影視圈，⾯對⼈⽣選擇，他的思考是：選擇⼀個⾃⼰願意、比較快樂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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