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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青少年以紀錄片形式 
參與社會教學模組之設計 

 

游政男＊、高台茜 

 

本研究目的是以模組化的方法探討青少年紀錄片的教學設計，著眼於社

會議題的聚焦、故事鋪陳的創意、與社會連結的確立，以因應學生走出教

室，參與社會的教育趨勢。以設計研究法，透過教學模組迭代循環設計，解

決學生的紀錄片指導問題。研究對象為 52 位青少年在 2010 至 2016 年的 16

個紀錄片題材發展。研究結果開發出三個教學設計，分別為「基礎流程模

組」、「加入故事鋪陳模組」和「加入提案釐清模組」，可實際使用於青少年紀

錄片製作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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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Instructional Modules for Teen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ety Through Documentaries 

 

Cheng-Nan Yu＊ & Tai-Chien Kao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design of instructional modules 

for teenagers to make documentaries. To conform to the educational trends asking students 

to step outside the classroom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society, the method of process  flow 

diagram was applied to help students clarify social issues, invent creative stories for 

documentaries, and therefore establish connections with the society. The method of design 

research through multiple iterative processes was employed. The subjects were 52 

teenagers who produced 16 documentaries from 2010 to 2016. Three instructional modules 

were constucted from this study. They were “foundational process module”, “joining 

storytelling module”, and “adding viewpoint for clarification module” which could be used 

separately or simultaneously in teaching. These modules could be used as guidelines to 

help students form storylines for documentaries from their own viewpoints that could lead 

to soci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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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青少年以紀錄片形式 
參與社會教學模組之設計 

 

游政男、高台茜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今教育政策與趨勢，強調透過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藝術

涵養與美感等能力的養成，使學習者具備「自主行動」、「溝通互動」與「社會參

與」的核心素養（教育部，2014 年 1 月 7 日）。然而，目前實際的教育現況仍處死

背、紙筆評量、侷限在教室之學習（董秀蘭，2016），這目標與現況悖離的困境，我

們從媒體中，看到來自教育現場的老師，想要努力突破的曙光。例如，一群國中生

將台灣獨一無二的「海牛耕蚵田」拍成紀錄片，讓社會看到傳統文化保存的價值，

並帶動社區觀光發展，使得海牛文化成為地方的文化資產，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記者前來採訪國光石化專題時，也指名要拍到海牛

的畫面（李文華，2015 年 12 月 15 日）；2015 年，農舍議題正熱之時，一群小學生以

紀錄片反映農田過度建造豪華農舍、別墅，破壞了原有的田野景致，影響了稻米產

量，也造成生態棲地被破壞的問題，此部名曰《田滿》之紀錄片，不僅創下第一次

由小學生拍攝擔任綠色影展閉幕影片之先例（羅建旺，2016 年 1 月 14 日），進而影

響臺灣地方政府對農舍加課以一至三倍房屋持有稅賦之決策（鍾知君，2016 年 3 月

11 日）。這些由公民觀點發起的紀錄片，對社會產生的意義不只在議題本身，更彰顯

公民包括青少年，對其未來世界的主張與力量（翁秀琪，2013）。 

研究者與教學團隊因應此一趨勢，自 2010 年 5 月起開始籌畫進行社會議題探究

的紀錄片教學，在 2010 年到 2016 年期間，學生以數位攝影機與平板電腦拍攝社會

現場，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故事鋪陳筆記，回校利用桌上型電腦剪輯，完成各式題材

之紀錄片。過程中，最為關鍵也最為困難就是題材的發展，即便像研究者這樣有經

驗的指導老師，需在紀錄片營隊短暫的兩個月期間，同時指導五至六組青少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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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紀錄片題材與發展上不可能完全由老師或學生單方決定，需要一個像積木一

樣的模組化教學設計，來輔助教師和學生一起監控社會議題紀錄片的發展歷程，從

決定提案、發展故事到完成紀錄片，讓新手教師與學生可以參考依循。 

據此，本研究的目的即在發展青少年以紀錄片形式參與社會之教學模組，藉此

強化紀錄片發展歷程中，社會議題的聚焦、故事鋪陳的創意、與社會連結的確立。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議題與認知 

以社會參與為目標的紀錄片教學，題材發展反應社會議題（social issues）的多

樣性，而這些議題不僅影響個人也影響整體社會（Totten & Pedersen, 2009）。因此，

社會參與紀錄片的題材可以包括全球性議題，如暖化、核電議題；全國性議題，如

年金改革、一例一休、多元成家議題；抑或是社區學校發展方向、居民生活方式選

擇，甚至是個人理想與現實的抉擇、對弱勢同學的關懷等。 

社會議題具備以下三種特質：首先，對這些議題的原因和解釋，或許有共識、

或許沒有，但更多的時候是彼此衝突、涉及利益團體的立場（Oulton, Day, Dillon, & 

Grace, 2004）；其次，社會議題具結構不佳（ill-structured）的特性（張秀雄，2003；

Sadler, 2004），以至於無法將「共識」編寫入統一的教材當中；最後，社會議題的思

考方式往往涉及公民道德或倫理上的考量（Zeidler & Keefer, 2003），不同的價值判斷

進一步反映出公民創意的品質。 

公民創意的品質，涉及創意脈絡下的社會議題認知歷程（cognitive processes in 

creative contexts），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大取向（張春興，1996；林緯倫、連韻

文、任純慧，2005；Smith, Ward, & Finke, 1995）。第一種是以發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為主要的理論基礎，在此理論架構下，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後的流

暢性、變通性、與獨特性代表認知能力的展現（Hsu, Fan, Yu, Lin, & Han, 2015)。第

二種是以問題解決歷程為立論依據，將社會議題認知視為「在條件限制之下，根據

已知、產生假設、解決問題」的過程，在此理論架構下，頓悟（insight problem）代

表認知能力的展現（Hélie & Sun, 2010）。 



游政男、高台茜 以紀錄片形式參與社會教學模組之設計

 

 

- 117 -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認知取向的運作並非完全獨立，有些學者（洪振方，

1998；Brophy, 1998）認為社會議題認知是由發散性思考過程產生各種不同的假設，

再經由解決問題歷程，流暢且變通地產生合乎目標的答案。這樣的觀點似乎提示社

會議題的認知歷程中，發散性思考是必要條件；但也有部分學者持不一樣的觀點，

認為社會議題的目標是否明確、適切、創意地被解決才是重點（林緯倫、連韻文、

任純慧，2005）。無論採用哪種取向，個人與社會的連結均會在關心議題、思考議

題、解決議題的過程中產生。 

因此，對社會議題紀錄片教學而言，社會議題的聚焦、故事鋪陳的創意、與社

會連結的確立是三個關鍵培育的能力。 

二、社會議題紀錄片的教學設計理念 

探討以社會議題紀錄片為形式的教學設計，必須考量以下兩點：首先，議題有

待辯論，充滿了問題和主題，但不全然適合科學證明的標準答案（Bryce & Day, 

2014），教學須利用不同的說話方式 、故事講述、修辭，來幫忙紀錄片製作者釐清自

己的觀點（Nichols, 2010）。其次，在參與真實社會（authentic intellectual work）教學

上，King、Newmann 與 Carmichael（2009）認為要透過以下的過程：(1)知識的建構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組織、解釋、評估或綜合先前的知識來了解，甚至解

決社會問題；(2)嚴謹的探索（disciplined inquiry）：透過實際對話，連結先前的知

識，經社會溝通、理解以發展自己的想法；(3)價值的建立（value beyond school）：

整體連結至真實的社會、個人生活的過程所建立的價值。 

在具體教學設計操作方面，楊岸（2013）將紀錄片概念拆解為時間線、貫穿始

末的線索和主持人的解讀三部分。黃冠與王冉（2014）更以一個紀錄片的形成為

例，具體化其製作過程，分成四個階段：(1)主題確定：位在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

年邁的老人獨守空房，變成空巢老人的社會議題；(2)前期準備：在主題確定以後，

通過查閱相關資料，初步了解空巢老人現象；接著到實地進行了各地訪問調查，最

終決定拍攝地點；(3)拍攝過程：從前後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不間斷地對老人進行

拍攝，記錄他們的真實生活情況；(4)作品名稱確定：由於主題在創作過程中的不斷

完善與逐漸成形，作品的名稱經歷「空巢老人」、「多點溫暖，少點孤獨」、「角落」。

角落取一語雙關：「偏遠的地方」與「老人和小孩留在家中，遺忘在角落」。 

整體觀之，製作社會議題紀錄片教學設計在於透過社會探索、文獻收集、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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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現狀的結合產生目標，最後聚焦在紀錄片製作者的觀點深入探討，教學設計概念

為「確認社會議題主題嚴謹的探索與社會對話製作者釐清自己的觀點聚焦紀

錄片主題」，此即本研究的設計原型概念。 

三、社會議題紀錄片教學模組的設計策略 

設計原型概念形成後，本研究在修正原型的方法論上，以「系統化檢驗情境下

的教學行為」、「利用有理論依據的設計，並回饋至設計調整」、「教學之成品可以類

化到其他教育現場，有別於行動研究設定」之原因，選擇設計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 

設計研究法乃 2000 年後教育研究之新興方法，將教學視為一種設計的過程，強

調利用設計產品來解決教學問題，在複雜的環境進行系統性的資料蒐集和分析，並

反映出在真實情境中的應用（Brown, 1992），以兼顧理論與實務（翁穎哲、譚克平，

2008；許瑛玿、莊福泰、林祖強，2012）。 

設計研究法進行方式上未有定論，唯強調研究歷程是在自然脈絡（naturalistic 

context）下，不斷改進的迭代循環（iteration），進行如「設計、實施、分析評估」

（Collins, 1992）的過程，以此構成迭代循環一（iteration 1）。後續經設計調整後，

進行第二次迭代循環（iteration 2），以此類推，直到系統穩定。 

迭代循環修正根據，首先針對社會議題結構不佳、涉及個人價值判斷的特性，

在教學策略上側重議題結構的補強。社會議題結構的教學，一般認為心智圖（mind 

map）方法，或者其中重點勾勒學生概念的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策略是補強

知識架構的方法策略（于富雲、陳玉欣，2008；Yen, Lee, & Chen, 2012；Wang, 

Huang, & Hwang, 2016）。這類著重將概念放置於網狀階層的結構的策略，幫助學習

者組織知識、建構知識之間的關係，研究顯示，能有效組織架構零碎的知識，並利

用有意義的組織，落實到對結構不佳的問題產生思考（蔡雅泰，2006）。 

其次，在改善社會議題的思考架構之外，教學策略還需積極的對所整理好的知

識架構進行轉化（Hughes, 2005；Yang & Wu, 2012），鋪陳對社會題材的延展效果，

說好一個故事。故事線（storyline）策略取法說故事的鋪陳，和心智圖、概念構圖不

同的是，故事線更接近以直線或平行、交叉圖示來表現出紀錄片的設定（如報導形

式、動畫方式、生命過程呈現）、角色個性（如客觀、主觀、反諷）與情節推演（如

從身旁的農舍談起）（Emo & Wells, 2014），讓學習者，特別是初學者，容易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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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獨立的主題學習（Ahlquist, 2013）。 

第三，以連結為基礎的創意性思考（associative basis of the creative process）策略

連結個人與社會，將兩個相距甚遠的現實（ reality），以一定的邏輯產生交織

（juxtaposition）的亮點（Mednick, 1962）。在策略運用過程，必須考量到是否與真實

社會累積的證據一致，但又要以新的路徑解決，此策略用新奇性與適切性兩個標準

（林緯倫、連韻文、任純慧，2005）思考自我與社會之連結內涵。 

綜上而言，若將焦點擺在社會參與的紀錄片教學，其策略應該考量社會議題的

多元、多變與價值取向，重點在整合與梳理議題觀點，應用諸如概念構圖、故事線

與連結為基礎的創意性思考等教學策略，幫助青少年發展社會議題紀錄片。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資料結構 

本研究採設計研究法，以迭代循環的方式，每個循環經「設計實施分析評

估再設計」的步驟逐次修正設計，研究架構如下圖。 

 

圖 1   研究架構圖 

迭代循環一

迭代循環二

迭代循環三

設計、實施
、分析評估

設計、實施
、分析評估

設計、實施
、分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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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收集資料，因應設計研究法與教學設計需求，以學生紀錄片的內容

（含過程之概念構圖與故事線），配合教師省思文字、對學生之訪談資料、評審評語

和訪談資料為主，為利研究陳述方便，整體資料收集與編碼如下表所示： 

表 1   資料收集結構編碼 

資料來源 資料形式 資料內涵 資料用途 編碼 

學生 文字稿 
學生所擬的紀錄片稿件之影

像與文字內容。 
分析教學模組設計目標。 作品編號-A1-x 

 訪談稿 訪問紀錄片製作學生內容。 評估教學設計修正方向。 作品編號-A2-x 

 
概念構圖

與故事線

學生在紀錄片製作過程所留

下之概念構圖與故事線。 
分析教學模組設計目標。 作品編號-A3-x 

教師 省思札記
教師針對指導過程之省思札

記。 
評估教學設計修正方向。 作品編號-B-x 

評審 評語 
全國性兒童影展評審針對紀

錄片作品之評語紀錄。 
分析教學模組設計目標。 作品編號-C-x 

註：(1)作品編號見表 2；(2)編碼舉例：2012-1-A1-1 代表 2012 年第 1 個紀錄片中，

學生所擬的紀錄片稿件之文字內容第 1 部分；(3)本研究之作品主要送至全國原鄉踏

查記錄片比賽 10 件、國家教育研究院微電影比賽 3 件、臺南兒童影展 1 件與社區發

表會評審 2 件，比賽分初審與複審，複審設二至五位匿名評審，進入複審，不管是

入選或得獎時都會公告評語。 

 

二、設計原型與修正 

本研究設計原型，取法上述文獻歸納之社會議題記錄片教學設計概念，「確認社

會議題主題嚴謹的探索與社會對話製作者釐清自己的觀點聚焦紀錄片主題」，

在 2010 年開始實施，並於 2014 年整理成研究報告刊登。紀錄片教學題材發展過

程，來自於教師規劃了一個「請你探索一下你所認識的家鄉」的暑期作業，如廟宇

活動、地方特別活動等，希望學生用文字、畫圖、照片與影音報導的方式，說明這

些活動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由六個國小五年級學生主動提案，以學區內之掛貫民俗

題材為主題，目標是「希望能夠拍攝掛貫的儀式，介紹給暑假沒空去看的同學

（2012-1-A2-3）」，研究者即當時之指導團隊之一，與學生開始進行紀錄片拍攝工

作。教學設計聚焦於社會學習領域，目標扣緊宜蘭掛貫民俗的形成背景、禮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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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中的重要性，來介紹給未能參加此特色民俗的同學。 

然而，指導此紀錄片的後段，卻出現社會議題目標失焦的問題，在掛貫紀錄片

的探索題材過程中，學生對吃平安粥的活動特別感興趣，但這是一般廟宇皆會有的

活動，紀錄片未能突顯掛貫這個儀式背後的文化精神，教學團隊認為並不妥當，最

後決定保留學生吃平安粥的完整片段，但補足原本目標設定的掛貫習俗之介紹及其

所代表的意義。因此，在實務上的經驗，社會議題的聚焦是此階段指導回饋的重

點。 

從原型教學設計概念落實到實務教學流程，首先讓學生訂定社會議題主題目標

來做提案，利用查詢收集各方資料與真實社會對話，再檢覈學生所收集資料是否聚

焦在目標上給予回饋，最後選定主題，完成紀錄片，如圖 2 所示。 

 

 

圖 2   紀錄片題材發展設計原型 

 

設計原型在真實社會場域實施，透過社會議題的聚焦，確實可以產出具主題的

紀錄片（迭代循環一，2010 到 2013 年），然而本研究的企圖不僅如此，第一次修正

緣於平板電腦的加入，研究引入概念構圖和故事線教學策略，運用平板電腦補足故

事鋪陳的創意（迭代循環二，2014 到 2016 年）。第二次修正原因為適應班級規模實

施，研究注重班級學生與社會的獨特性連結，引用以連結為基礎的創意性思考教學

策略，加強各個青少年與社會連結的新奇性與適切性，完成與社會連結的確立（迭

代循環三，2016 到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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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場域與樣本 

研究者自 2010 年開始規劃指導紀錄片開始，在 2013 年開啟第一個紀錄片指

導，至 2017 年初之完整七年研究期間，運用教育部行動學習試辦計畫、教育部行動

學習推廣計畫、神腦原鄉踏查創意閱讀計畫，開始以系統化的方式分析紀錄片題材

發想至完成的流程步驟。在學期中以社會課課文當作教材舉例分析想做的紀錄片題

材，學期末學生以概念構圖提案說明想做的主題，於暑假實施紀錄片教學。 

紀錄片樣本的挑選標準主要是由研究者與其他五位指導老師（指導教師來自某

中型小學之行動學習計畫團隊，研究者為該校教師兼團隊召集人），針對提案的內

容、學生的特質與相關因素（如題材是否適當由青少年製作），決定學生紀錄片提案

是否執行。在 2010 至 2016 年共有 16 個紀錄片完整完成，累計 52 位自國小四年級到

國中八年級的學生參加紀錄片製作，因應紀錄片教學的原型與修正，分成三個迭代

循環階段。 

整體研究期間除迭代循環一在暑假實施之外，其餘兩個循環實施期間皆為一

年，分別在學期中以概念構圖用在社會課文的使用方式，培養概念構圖使用與軟硬

體操作能力；在暑假以紀錄片營隊為形式，分組進行紀錄片的拍攝與剪輯。學期中

全班分五組，每組四至五位；暑假拍攝同時間操作約二至五組，指導老師為一至六

位。已學過概念構圖或參加過紀錄片拍攝者可以直接提案，全體作品、編碼、參與

學生與教師列表如表 2。 



游政男、高台茜 以紀錄片形式參與社會教學模組之設計

 

 

- 123 -

表 2   研究對象與樣本 
期
間 

作品名稱 
（編碼） 

對象（當時

年級／人數）
作品網址 備註 

掛貫 
（2012-1） 

小五／6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KMvJrJRCZdo

四人提案，兩人自願加入（6 位指導老師） 

我和阿公的冬山河

（2013-1） 
小五／3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Pdo7_wW9naI
一人提案，兩人自願加入（1 位指導老師） 

迭
代
循
環
一 

我的第一次鄉土探

索～會潛的水

（2013-2） 

小六／3 人 https://youtu.be 
/ZJ_48otwVsk 

三人提案（2 位指導老師） 

茶無毒，柚安心 
（2014-1） 

小四／2 人、

小五／1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n0KfUbVmH_I

一人提案，兩人自願加入（2 位指導老師） 

夜市人生 
（2014-2） 

小四／1 人、

小六／1 人、

國二／1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dReGsymIZo

三人提案（3 位指導老師） 

變形金剛 
（2014-3） 

小四／4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l8fDfu_k8dQ 

四人提案（1 位指導老師） 

我不要和他同一組

（2015-1） 
小五／3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lX8AtjobmY 
二人提案，一人自願加入（1 位指導老師） 

狗狗同樂會 
（2015-2） 

小五／3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wlfLQ5WDfvk

三人提案（2 位指導老師） 

東遊記 
（2015-3） 

小六／6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0belbK31xNA&
t=27s 

六人提案，其中一位參加過「茶無毒，柚安

心」拍攝（1 位指導老師） 

宜蘭農舍選擇題

（2015-4） 
國一／2 人 https://youtu.be 

/jjuOrMLUE8o 
其中一位參加過《茶無毒，柚安心》拍攝

（1 位指導老師） 

迭
代
循
環
二 

失去 
（2015-5） 

國一／1 人 https://youtu.be 
/09DodSB2GI0 

單人提案，參加過《我和阿公的冬山河、宜

蘭農舍選擇題》拍攝（1 位指導老師） 

船槳龍舟丸山社區

（2016-1） 
國一／2 人、

國二／1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Lu783XTu4vE

一人提案，兩人自願加入（2 位指導老師） 

開學 
（2016-2） 

國一／6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siHDgd_UHTc
&t=115s 

六人提案，其中一位參加過《茶無毒，柚安

心、東遊記》拍攝，剩餘五位參加過《東

遊記》拍攝（1 位指導老師） 

心中的聲音 
（2016-3） 

小六／3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_QOz5py6auI 

一人提案，剩下兩位參加過《狗狗同樂

會》拍攝（1 位指導老師） 

河岸 2016 
（2016-4） 

國二／1 人、

高一／1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XM_12quepjI 

一人提案，一人自願加入，提案者參加過

《我和阿公的冬山河、宜蘭農舍選擇題、失

去》拍攝（1 位指導老師） 

迭
代
循
環
三 

ADIDAS 
（2016-5） 

國一／1 人、

國二／2 人、

國三／1 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xYfIj7lmmjI 

一人提案，兩人自願加入（2 位指導老師） 

註：研究者未直接參與指導作品，而由行動學習團隊教師指導作品有會潛的水、夜市人
生、開學與河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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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設計、實施與分析評估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模組化的方法探討青少年紀錄片題材發展，聚焦在教師指導

學生紀錄片題材發展教學流程，採設計研究法，從教學模組設計、實施、分析評估

呈現此「設計產品」在教學實務上的應用成效，以下就紀錄片題材發展之教學產品

設計說明如下。 

一、迭代循環一：基礎流程模組（2010－2013） 

根基於設計原型，但依設計流程圖（flow diagram）的方式呈現題材發展流程，

將橢圓長方形定義為開始與結束、長方形定義為流程與步驟、菱形定義為選擇過

程。使用這種方式主要是切合設計研究法所指稱的產品，針對紀錄片初指導者有一

個流程化的指導方式與選擇依循。 

（一）設計與實施 

在基礎發展模組中，首先請學生討論出紀錄片的主題，提案想要探討的紀錄片

目的後，開始收集資料、拍攝影像、擬定主題訪問相關人士。階段資料收集後，判

定目前的資料是否可以達成當初所擬定的目標，若達成則完成作品，若未達成則補

足探索目標的資料，再次檢覈是否達成，這是最基礎的紀錄片運作模式，整體示意

圖如圖 3。 

 

圖 3   基礎流程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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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的設計除了掛貫題材（見設計原型）之外，探索冬山河題材之主題，學

生想要對照出爺爺奶奶和孫子對冬山河的不一樣的看法，資料收集重點在訪問隊員

自己的爺爺奶奶，以及自己對冬山河的看法，3 個國小五年級學生程度足以應付此一

紀錄片主題，在第一次學生所收集內容已非常完整，指導教師另外安排蘭陽博物館

參觀內容，因為不在設定目標內，並未放入紀錄片當中。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一次鄉土探索～會潛的水》之紀錄片發展，目標本來很

明確定為探索地區的湧泉現象，但由於 3 個國小六年級學生之能力無法承擔湧泉的

科學原理，指導老師甚至安排至科學教育中心，以模型製作的方式呈現湧泉原理，

但在主動組織題材，以及在訂定目標與補足探索目標上，學生一直有很大的挫折，

例如沒辦法在鏡頭前面完整陳述觀察湧泉的現象、無法理解湧泉位置對照實景地

點，因此指導教師在無奈之下，請學生將其介紹得不好的部分也放入紀錄片的題材

當中，題目也修正成兩個探索目標：「會潛的水（湧泉）」與「我的第一次鄉土探索

過程」，勉強完成此一紀錄片目標。 

（二）分析評估與修正 

本研究的主要評估標準，來自將紀錄片至各個兒童影展之評語、社區發表會請

專業評審之講解分析、教師省思，以及製作學生訪問四個部分。本階段三個紀錄片

分析評估，包括《掛貫》紀錄片之評語： 

由小朋友自己發現家鄉的特色、自己體驗、自己發問、自己找答案，展現小

朋友的想法。整個拍攝過程也是小朋友以謙虛感恩的方式認識家鄉，學習尊

敬土地、尊敬父母與傳統信仰的過程，整體上很令人感動。（2012-1-C1-1） 

由《掛貫》的質化評鑑來看，指導老師的風格是讓學生自我探索，但在題材表

現來看，卻又能完成學習尊敬土地、尊敬父母與傳統信仰的目標。而在《我和阿公

的冬山河》紀錄片上，其評語： 

全片貫徹兩代對於冬山河看法的不同，以小朋友訪問最親近的爺爺奶奶是一

個很好的方法，而在敘述手法亦抓緊兩代的差異，是一個新的說故事方式。

（2013-1-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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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評語說明學生在此紀錄片中的目標設定是被看見的，較特別的是《我的第一

次鄉土探索～會潛的水》，此片在兒童影展的評述認為「三個小女生在發掘故鄉事物

的趣味讓人（印象）深刻（2013-2-C1-3）」，但完全未提到原本的湧泉題材的表現。

在以目標為導向的基礎模組階段，學生觀點不易呈現，偏向「教材（2013-1-B-12）」

取向的成品觀察，學生不容易展現個性，「也許所有的學生做出來的紀錄片都很類似

（2013-2-B-21）」。 

由以上三部基礎發展模組的指導方式來看，最大的優點是能聚焦在當初學生所

設定的目標，完成社會議題的聚焦。但當學生進入社會現場，和環境與人的互動，

以及後續的脈絡連結常常不在原本設定當中（例如掛貫的吃平安粥、冬山河的蘭陽

博物館參觀、會潛的水之自我摸索過程），體現社會議題範圍大、主題多，不具標準

解答的特性，因此開始處理議題的思考和紀錄片主軸整理，如何處理在原本目標設

定之外的題材，是本階段設計結束後重點修正的要目。 

二、迭代循環二：加入故事鋪陳模組（2014－2016） 

在 2014 年開始，紀錄片參加樣本變多，在同一個時間有可能有兩組或多組進

行，因此開始修正第一個模組，階段修正引入文獻的認知思考流程，定位在讓紀錄

片題材目標隨著收集到的資料修正與調整，重點是讓整個紀錄片故事更具創意，稱

「基礎流程模組加入故事鋪陳模組」，簡稱「加入故事鋪陳模組」。 

（一）設計與實施 

在加入故事鋪陳模組流程中，先將目標展開並預留後續修訂的可能，也就是

說，原本設定的目標（例如社區活化過程探索），會因為收集資料、採訪資料或相關

因素（例如遇到社區中倒閉的鑄鐵工廠老闆），因而發展出修正紀錄片題材的需求

（例如講述社區活化中，一些被遺忘拋棄的共同記憶，調整為「被遺忘的回憶」），

因此經故事鋪陳模組處理後，進入拍攝後的紀錄片題材修訂，整體示意圖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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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加入故事鋪陳模組 

 
本循環開始引入概念構圖與故事線兩種圖形輔助工具，來幫助學生理解目標修

正與紀錄片題材的鋪陳，概念構圖用在發散式思考內容的整理，再以故事軸線試著

將紀錄片的內容組織起來。在此故事鋪陳模組流程之教學策略，以關注流浪狗議題

的《狗狗同樂會》題材為例，說明故事鋪陳模組流程的三個步驟： 

1. 以概念構圖呈現所有資料： 

請學生將所得的班狗及家中有養狗的同學之訪問資料、網路有關流浪狗協尋之

資訊、訪問流浪狗收容中心、紀錄片補充教材《十二夜》（九把刀、Raye，2013）的

心得等，集中放置於同一個概念資料架構中，此步驟學生學習主動收集資料並分

類，而教師轉為輔助並檢核分類結果（圖 5）。 

2. 嘗試排列故事線： 

利用故事線的排列，改動前段之網狀概念構圖為直線狀故事線，並討論選擇較

佳之陳述方法。學生剛開始只是要做班狗與同學家買來的狗的比較，但因為看了紀

錄片補充教材之後頗受震撼，覺得那些狗和班狗完全是天堂與地獄之區別，參觀完

流浪動物收容中心後，發現其中雖有殘酷，但沒那麼可怕。整個故事軸線試著從班

狗的經驗擴展到流浪動物網站，再到流浪動物之家（圖 6），但也試排討論過從流浪

動物之家的狗開始講流浪狗，對照班狗就是大家愛心收養的幸福的狗。此步驟學生

學習利用不同的方式組織所收集的資料，而教師將角色從教材的教授轉化為學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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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建立。 

3. 豐富故事線的組織與架構： 

加強創意在呈現上的可能，嘗試說明如何從一個子題連結到另一個子題（例如

從班狗要怎麼連到流浪動物網站），並豐富這個連結（例如我們老師收養流浪狗之

前，先到網站瀏覽是不是有主人在找牠），最後將整體下一個標題，也就是題材的探

索目標（例如我們呼籲大家領養不棄養，讓流浪狗與我們班狗一起同樂，題目為狗

狗同樂會）（圖 7）。此步驟學生思考連結的創意，而教師觸發其在紀錄片表現的豐富

度。在此以《狗狗同樂會》紀錄片操作過程的概念構圖與故事線為例，說明故事鋪

陳模組如何運作（圖 5 至 7）。 

 

 

圖 5   流浪狗紀錄片步驟一：以概念構圖呈現所有資料 



游政男、高台茜 以紀錄片形式參與社會教學模組之設計

 

 

- 129 -

 

圖 6   流浪狗紀錄片步驟二：嘗試排列故事線 

 

 

圖 7   流浪狗紀錄片步驟三：豐富故事線的組織與架構 

 

本時期（2014-2016）運用基礎發展模組加上故事鋪陳模組之紀錄片題材，包括

《船槳龍舟丸山社區》之紀錄片，其教學策略將故事線排列使用到極致，運用了人

物、物品、地點、事件等各種排列，找出最適合的故事敘說方式，讓最普遍的社區

探索擁有較具特色的表現；原本像是美食節目介紹的《夜市人生》紀錄片，因為從

「試吃（2014-2-A1-2）」的過程，發現一個小吃攤的老闆竟是學生的叔父，因此深入

了解這位叔父擺攤的過程，「那時候一年只休三天，颱風天也要做（2014-2-A1-9）」，

為整部紀錄片加深深度；還有講述有機茶的《茶無毒，柚安心》，講述其困難：「父

執輩已經習慣那種方式，就是所謂的慣行農法（2014-1-A1-7）」，此紀錄片結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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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臺灣發生的食品安全風暴，為原本只要做有機茶的紀錄片增加故事的廣度。 

整體來說，加入故事鋪陳模組修正流程設計讓整體紀錄片的探索目標更具包容

性，整體思考脈絡亦更加周延與靈活。 

（二）分析評估與修正 

第二階段將故事鋪陳當作紀錄片運作的主軸，其分析評估，首先在《狗狗同樂

會》，兒童影展匿名評審認為： 

擺脫教條式的宣導，拍攝學生與狗狗相處互動情形，分享親身經驗，介紹這

些毛孩子的生命故事，生動活潑，具有創意及說服力。當攝影機進入流浪動

物中途之家，讓觀眾直視被棄養動物的處境，可以誘發觀眾對動物生命權的

思考，更具教育意義。（2015-2-C1-1） 

從以上評語可見，前半段是學生原本提案的效果，而後半段進入流浪動物中途

之家，實際上從紀錄片補充教材《十二夜》（九把刀、Raye，2013）開始擴展，加入

故事鋪陳模組的運作結果，修正目標補足原本提案的廣度，誘發觀眾對動物生命權

的思考（實際也是對學生與同學最大的意義），這點完全符合學生當初提案的初衷，

但卻更具廣度的思考了流浪動物的議題。 

其次，在《茶無毒，柚安心》的紀錄片中，評審給了和《狗狗同樂會》類似的

評語，認為其： 

扣連時事議題，輔以同學間童趣互動，彰顯農人靠天吃飯的無奈與長輩無毒

耕種的堅持，透過孩子特有敘事邏輯，完成了一部動人有意義作品。（2014-1-

C1-1） 

除了增加目標層次與深度之外，本階段之紀錄片《船槳龍舟丸山社區》在社區

的發表會中，專業評審認為： 

……這部影片又有一點點跟我想像的社區不太一樣，因為小朋友他們用他們

自己的想法，我從來沒想到從龍舟、或者是從社區的畫，從我們社區的鑄鐵

廠，讓我知道我們現在社區會這麼的團結，原來其實是之前就是有這種歷

史，告訴我們要珍惜這樣的一個過程。（2016-5-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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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是試排故事軸線的效果，學生特意挑了一個以物品來串連整個社區的精

神，讓一個新的觀點進入到大家本來已經熟悉的社區活化的紀錄片類型。 

本階段紀錄片在社會參與上更顯自然，修正了第一階段「感覺是被指定的暑假

作業（2015-2-B-19）」之被動，轉而「分享親身經驗，介紹這些毛孩子的生命故事

（2015-2-C1-1）」、「彰顯農人靠天吃飯的無奈與長輩無毒耕種的堅持（2014-1-C1-

1）」與「透過學生主動的拜訪社區，訪問耆老，挖掘出一段社區的歷史（2016-5-C2-

2）」。另外，本階段產出的紀錄片最大的特點在學生利用廣度、深度的說故事過程，

表現創意，例如《茶無毒，柚安心》的「扣連時事議題，輔以同學間童趣互動

（2014-1-C1-1）」、「從龍舟、或者是從社區的畫，從我們社區的鑄鐵廠，讓我知道我

們現在社區會這麼的團結……告訴我們要珍惜這樣的一個過程（2016-5-C2-3）」，和

《變形金剛》最直接的評語：「想像成為四隻變形金剛，完全脫離大人的世界（2014-

3-C1-1）」。分析原因在於概念構圖與故事線梳理了學生的思緒，而能用更簡易的方式

看出故事的鋪排方式，以及各點之間連接的「衝突點（2014-1-B-8）」而產生的創

意。 

從加入故事鋪陳模組的各紀錄片之評估結果可以知道，學生因經歷與經驗較

少，提案題材發展可能較為單薄，透過發散式思考擴展其概念的規模，配合故事線

的收斂，在呈現紀錄片的效果，具有豐富與獨特的兩種特質，完成故事鋪陳的創

意。 

三、迭代循環三：加入提案釐清模組（2016－2017） 

觀察社會議題之所以無法以教科書呈現，原因在個人理解我們實際的社會之解

釋、價值和判斷不同，需在紀錄片中呈現青少年本身的觀點和其與議題的連結。實

務上亦印證，在 2015 年後，參加提案的學生規模漸漸擴大到整個班級，甚至整個年

級，越來越多類似的紀錄片題材的提案（例如社區、學校、農舍議題）被提出，青

少年若能連結到自身的經驗，就算是平常的提案也能有新的發展方向，加入提案釐

清模組即在處理學生提案之前的自我檢覈與議題的連結流程。 

（一）設計與實施 

加入提案釐清模組流程，首先請學生思考自己、家庭、學校、社區，甚至國家

和自己連結（例如農舍對我的生活的影響），先確認這個連結的價值（例如非法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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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的確讓我很有感覺，因為我回家的路上看到農田一片片消失），再判斷這個連結

的獨特性（例如我觀察到的農舍好像是從土裡面一棟棟長了出來，而不是蓋出來

的），以此決定提案的範圍與內容目標（例如以我的思考來看，我們應該要種的是田

還是房子）。 

此修正根源於紀錄片的認知過程中，以問題解決歷程為基礎，將創造力視為在

條件限制下產生假設以解決問題的過程，在此情境之下，希望學生先行思考「自己

和紀錄片題材的連結之存在與否」、「此連結獨特價值在何處」等相關問題，加入提

案釐清讓題材多樣性大增，更接近文獻所言之包括社會整體、學校、居民，甚至是

個人抉擇之社會議題範圍，整體示意圖如圖 8。 

 

圖 8   加入提案釐清模組 

 

連結問題之解決方式代表社會議題思考能力展現（這個社會議題和我有何關

係），在本階段的紀錄片提案中，擁有濃厚的從自己觀點觀看社會議題的特質。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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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稱為《河岸 2016》的紀錄片，其原因在兩個中學生因為在河岸騎腳踏車而得

到的靈感，「為什麼河岸要修剪的都是草皮？（2016-4-A1-5）」是他們想要探索的第

一個問題，「從人的角度和從生物的角度的不同？（2016-4-A1-8）」這是此紀錄片能

提案成功的關鍵。提案執行結果，學生以「滿足人的需求和維護自然空間之抉擇

（2016-4-A1-9）」的概念做完結，因而完成整部作品。 

《開學》的提案以「我們都害怕開學（2016-2-B1-2）」當作提案的生活連結，十

分成功的吸引指導老師的目光，但在結尾以「準備好開學就不用害怕（2016-2-B1-

12）」當作修正後的故事軸線，亦屬有趣。《心中的聲音》講述團員中一位聽障的學

生心中不想要彈鋼琴的心聲，提案的連結性強且獨特，指導重點擺在資料收集歸

納，然後理出「自己的興趣不在鋼琴，怕自己因此聽不清楚，與不希望辜負老師、

同學與母親的期待（2016-3-A1-1）」的三種聲音。 

較特別的是《ADIDAS》，是三個學妹在講學校的足球學長的紀錄片，當初提案

時，指導老師一直希望學生找到自己和足球隊學長的獨特關連，而學生多次以勵

志、夢想為特點，但指導老師認為該校的足球隊在勵志、夢想的特點上並不顯眼。

直到第三次提案時，其中有一位學妹脫口說出「但是足球隊學長都很帥！（其餘隊

員露出你終於講出來了的表情）（2016-5-A2-1）」，於是老師引導學生以「我看很帥的

足球隊學長的夢想（2016-5-A2-4）」為初次設定目標，開始紀錄片拍攝工作。 

加入提案釐清模組是在近兩年（2016-2017）所新加入的方式，一方面讓提案更

為精緻，不會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示在後續的發展中，社會議題紀

錄片與學生的連結的獨特性。 

（二）分析評估與修正 

本階段之紀錄片評鑑，以題材發展來說，《開學》的故事在企畫階段是頗為亮眼

的，但學生在呈現害怕開學與準備好開學就不用害怕的轉折，在紀錄片上呈現不

易，雖然學生盡力表現，以戲劇加以補充，但評審認為「有趣，但不夠聚焦（2016-

2-C1-1）」；同樣類似的在《河岸 2016》，設定以河岸生態和當時社會事件的結合，認

為「鋪敘過長，不容易掌握重點（2016-4-C1-1）」，但另一個評審則非常喜歡，「是一

個有深度的作品，可以看出孩子在中間的思考（2016-4-C2-1）」，這兩部在提案階段

表現驚艷的作品，在後續資料收集與呈現上，尤其是在呈現特殊連接經驗上，都有

很大的執行層面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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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生在連結設定上，若能搭配特殊的題材，即使執行不是非常完美，但仍

有一定的評價，例如以雙胞胎的相處為題材的《我不要和他同一組》，其評價如下： 

影片內容在講述雙胞胎對對方的感受，頗為有趣的敘述，故事掌握流暢，情

感真切，尤其最末段雙方都說：「若沒有了對方的陪伴，會很難過，因為已經

有感情了」。如果影片能多增加一點現實生活的互動，會讓故事更有說服力。

（2015-1-C1-1） 

其中評審所指出，現實生活的互動缺乏主要是因為兩兄弟無法在鏡頭前重現其

日常生活的自然互動，以致一直在重複印象較深的爭執，將整天爭吵的雙胞胎當作

修正後的故事軸線，雖屬有趣，但深度不足。表現較為全面是《心中的聲音》，評審

認為： 

 本片以悅耳的鋼琴聲為開端並貫穿全片配樂，以「音樂聲」與各種聲音交

織、互相拉扯，過程中用鏡頭與對話帶領觀眾感受孩子細膩的想法，也看到

師長、同學對主角的期待所形成的壓力，敘事清楚流暢。（2016-3-C1-1） 

《心中的聲音》是以一個聽障生觀察自己的特殊連結，在同學、老師、家長的

故事軸線中發展出細膩的想法，全片因為練習鋼琴的畫面頗多，因此不加配音與配

樂，讓鋼琴的聲音（代表大家的壓力）和心中的真實聲音互相交疊。 

而差點胎死腹中的《ADIDAS》則完全表現出當初學妹崇拜足球學長夢想，進而

反思自己夢想的效果，評審指出： 

少女因崇拜而拍攝學長踢足球的英姿，並化身小跟班到偶像家裡記錄日常生

活，在得知學長們爸媽心中的不捨以及學長對自己的期許，少女也開始反思

自己的夢想。少女從追星轉為追自己的夢，故事說得有趣，讓青春情懷變成

熱血的起點。（2016-5-C1-1） 

本階段紀錄片在三方面表現各有亮點，首先在社會參與方面，學生針對環境議

題，主動參與觀察，並提出建議與質疑，如《河岸 2016》之「展現思考的深度

（2016-4-B-12）」，而在《開學》、《ADIDAS》、《心中的聲音》、《我不要和他同一

組》則分別以自己為中心，關心觀察周遭的人，甚至是「觀察自己（2016-3-B9）」。 

其次在鋪陳故事的創意上，「故事掌握流暢，情感真切（2015-1-C1-1）」、「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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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細膩的想法，也看到師長、同學對主角的期待所形成的壓力，敘事清楚流暢

（2016-3-C1-1）」、「少女從追星轉為追自己的夢，故事說得有趣（2016-5-C1-1）」，說

明此期已能讓學生掌握故事的創意。 

最後，本階段紀錄片連結社會、連結自我後獲得價值，包括學生「更清楚我要

做什麼，第一個我不要跟別人完全一樣，也許內容可以相像，但是，我們可以找一

些我們覺得這種有趣的點，這樣子別人看起來的過程會更有他們的感覺（2016-5-A2-

18）」或是《開學》的「從擔心開學，晚上睡不著覺，是我永遠的恐懼（2016-2-B-

2）」，還有評審之「少女從追星轉為追自己的夢（2016-5-C1-1）」的觀點，完成與社

會連結的確立之研究目的。 

整理研究結果，本研究自 2010 年的基礎流程模組開始，提供一個快速以紀錄片

形式參與社會的方法；經歷 2014 到 2016 年的加入故事鋪陳模組，導引學生思考社

會議題；再到 2016 到 2017 年加入提案釐清模組，完成學生從自我連接社會的過程

建立連結的目標。另外，透過模組的修訂，也讓紀錄片題材發展的指導更加容易上

手。 

 

伍、討論與建議 

 

本章討論紀錄片教學模組迭代設計、運作方式、題材發展要素，並從中找到紀

錄片指導教學的初任教師如何進行指導的教學方法、策略與建議。 

一、紀錄片教學模型迭代設計 

本研究在探討學生紀錄片題材發展，設計原型採文獻基礎配合教學實務，發展

為紀錄片基礎流程模型。隨著紀錄片題材範圍與規模漸趨擴大，此模型開始擴增。 

（一）迭代循環一模型：基礎流程模組 

第一代設計模型僅包括從原型出發的基礎流程模組，目的在製作一個有目標的

紀錄片，從傳統的教室學習場域，轉到社會現場，選定目標參與社會。 

（二）迭代循環二模型：基礎流程模組加故事鋪陳模組 

第二次設計模型加上社會議題思考，參酌文獻中對於社會議題的認知過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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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概念構圖與故事線輔助工具，此循環的紀錄片除了有目標之外，還加入議題的思

考，並從過程中找到創意表現的可能。 

（三）迭代循環三模型：提案釐清模組加基礎流程模組加故事鋪陳模組 

第三次設計模型除目標、過程思考之外，加入個人特質因素。所加入的題材釐

清模組利用個性和社會議題的碰撞產生亮點，利用問題解決方式，將個人和社會議

題的獨特性與適切性凸顯出來，以利青少年在紀錄片中建立自我與社會連結。整體

教學模型迭代修正對照如下圖。 

 

 

圖 9  紀錄片教學模型迭代修正 

註：迭代循環三之提案釐清模組運作在製作紀錄片的基礎流程之前，因而將其位置

放置於基礎流程模組之上。 

 

二、紀錄片教學模型的運作 

本研究經 2010 年到 2017 年所建立的模型是彼此相容的，也就是說最早發展的

掛貫紀錄片仍可以用的二次修正後的模型解釋，整體模型的模組結構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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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紀錄片教學模型的模組結構 

 

基礎流程模組教學運作中，起因於社會議題的多元，無法取得共識的特性，本

研究結果發現可以利用聚焦議題的方法來達到社會參與的目的。具體操作上，在形

成整個議題的探索目標，利用「訂定探索目標修正探索目標」的流程逐步聚焦，

產出紀錄片作品。 

若說基礎流程模組處理的是社會參與的目標，故事鋪陳模組重視的是社會議題

的思考歷程。利用從文獻中創意脈絡下的社會議題認知，本研究結果發現發散性思

考的概念構圖工具和頓悟之問題解決方式需搭配運用。 

以中期操作最繁複的社區故事《船槳龍舟丸山社區》為例，其議題發展的思

考，從多次尋求說故事方法的鋪陳過程，發散性思考的角色大於頓悟問題解決方

式；但若以青少年想像的故事《變形金剛》為例，則其頓悟問題解決的思考，讓故

事本身的故事流暢通順，重要性遠大於發散性思考。這兩部紀錄片在「發散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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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及「頓悟問題解決」的兩端，其他紀錄片則以某個比例介於兩者之間，但故事

鋪陳模組利用流程的方式讓上述兩種思考的取捨可以自動化執行，也就是嘗試故事

軸線，達到創意則停止，未達創意則繼續自發散思考中擷取元素，再次嘗試故事

線。  

提案釐清模組參考以連結為基礎的創意性思考理論，用新奇性與適切性的兩個

標準，檢校青少年對於自己和社會的連結。本研究結果發現，創造青少年與社會的

連結過程，常會形塑青少年本身的生活觀，對社會產生的意義不只在議題本身，更

彰顯青少年對未來世界的主張與力量。以描述聽障學生的《心中的聲音》為例，可

以看到他想要掙脫社會對聽障生的框架，而以社會對青少年本身的壓力提出控訴；

另外，描述學妹崇拜足球隊學長的《ADIDAS》，捨棄社會普遍認為的「追求夢想」

的觀點，以更加特別的「我看很帥的足球隊學長」當作議題切入的方式，和社會的

連結是「反思自己的夢想何在」，讓其更加積極面對社會的挑戰。提案釐清模組不只

於將青少年連結到社會，更認清其在社會的角色，有利積極參與社會。 

三、題材發展過程中，指導教師的角色與定位 

本研究發展題材發展流程，包括其中的三個模組，希望讓紀錄片指導之初任教

師，能在有步驟、方法與選擇依據下，進行學生的指導方法。然而，這樣流程僅止

於教師的自我監控，在本研究中，釐清紀錄片觀點產出過程，指導教師和學生的分

際（避免教師過度干預）的方式來自故事鋪陳模組的概念構圖與故事線教學策略，

兩種同樣屬於圖形化的輔助工具。 

在設計原型時期，掛貫紀錄片之學生僅用簡略的單頁簡報來說明題材，不容易

考慮各面向的可能，從故事鋪陳模組修正流程開始，研究團隊開始訓練學生以概念

構圖來說明其題材（含分類所收集的資料），在執行時將所拍的內容綱要概念，同樣

用增加或修改的方式加入概念構圖，此概念構圖隨著執行而規模擴增，擴增後思考

完的概念構圖就是最基本的師生溝通的工具。 

在訂定故事軸線時，以連結式的問題來豐富故事，先將原本的概念構圖的次要

概念收起來（平板電腦的優勢），而讓主要概念依需要排序，變成線性講故事結構，

讓目標明確清楚。概念構圖轉故事線的方式，用意是讓學生在準備好的狀況下和教

師討論，比較容易保存學生原本的觀點，也讓溝通效率更好，概念構圖與故事線同

時擔任釐清學生觀念與師生溝通工具的兩種角色。以下以《我不要跟他同一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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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說明使用方式。 

 

 

圖 11   討論前後之紀錄片概念構圖舉例 

 

在《我不要跟他同一組》紀錄片中，學生將所收集的材料分為四類：兄弟不

同、訪問媽媽、同學相處和共同興趣，師生討論重點在如何將這四點組織起來，以

得到紀錄片的觀點。相對於《掛貫》紀錄片過程的檢視影片、逐字稿的文本方式，

圖形化的特性很自然地將上面四個主要概念組織成「凸顯個性的不同」「問了媽

媽、同學後發現兄弟也是有一些相同之處」「相處久了也會有共同興趣」（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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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方式，進而交織出「兄弟個性自出生就不相同」、「同學的相處也是打打鬧

鬧」、「兄弟有了共同興趣，相處久了有感情」的思考過程，也就形成後來整個紀錄

片的觀點。教師的角色在確定這樣的思考是否邏輯上是可行的、執行面是否有足夠

的材料，方式一般是學生拿印出的紙本概念構圖解釋，教師則以口頭提問讓學生回

答問題，接著在紙本上試畫故事軸線，再轉為平板電腦的故事線。概念構圖與故事

線兩種策略，讓指導老師的角色轉為輔助，也讓紀錄片指導的定位更為明確。 

四、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開發之紀錄片題材發展流程受社會議題類型、學生程度特質與師生關係

所左右，囿於題材與參與學生之個別差異甚大，研究結果在所造成的紀錄片指導效

果，特別是在類化到其他社經背景（如數位落差地區）的成效如何，尚待更多證據

證實，未必一體適用。另外，研究受題材限制設定在青少年日常接觸的社會、社

區、學校、自我故事探索，這些議題會隨時間與空間的轉換而改變知識與概念，是

否適用於所有紀錄片題材發展流程，皆為未來可以發展的研究方向。 

在國民教育的核心素養能力、課程實驗的趨勢之下，以新素養促進公共事務之

公民參與過程有助於青少年脫離傳統被動接受社會知識之教學現況，本研究提供模

組化的紀錄片指導教學方式，讓教師輔助青少年聚焦社會議題、鋪陳故事創意、確

立與社會的連結，達到走出教室，參與社會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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