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名稱：用影像說故事 

 

一、設計理念 

黃武雄教授曾說過：『社團活動課程的目的，在於發展人的公共領域。藉由

公共事務的參與去面對當前社會的問題，引發對人的社會關懷和人文情懷。』邢

定威老師與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以協力合作代替單向關懷，藉由發展影像課程來

支持文山特殊教育學校的特殊學童家庭，培力與支持其家長拿起相機，用鏡頭自

我述說與自我詮釋特殊家庭的故事，將銓釋權及發言權交回給弱勢當事人，並鼓

勵其公開發表，讓社會大眾更了解家有身心障礙兒童之生活點滴，也鼓舞同樣正

在奮鬥的家庭，帶領更多親子與大眾共同思索友善身心障礙者的未來社會該是什

麼樣貌！ 

1、解放知識，公民社會 

課程從操作技術層面出發，教導學員可以接觸、親近，並且真實理解其中作

用的活的知識技術，與解決「會想、會說，卻不會做」的難題，並於專業技術授

業中融入人文情感，教導學員反思的重要，從技術養成到影像美學，落實「從技

術到觀點」的概念，同時也呼應黃武雄老師對社區大學核心任務－『協助學員發

展屬於自己的世界觀』的看法。 

2、公共參與 

課程除傳遞攝影專業的相關知識之外，將課程所學之理論知識與生活經驗結

合，更鼓勵學員與社區和學校建立關係，結合學習與實踐行動，深化學習成效，

發揮公民參與的精神。 

3、關懷弱勢 

課程有系統地引領學員從身心障礙者的家庭立場出發，除了認識每一位身心

障礙者的日常生活外，進而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建立新的思考模式，改變周遭

環境對身心障礙者舊有的迷思與想法。 

二、教學模組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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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目標(說明能力指標) 

1. 學員能夠了解最基本的攝影原理與技巧。 

2. 學員能夠研擬自己的攝影故事拍攝計畫書。 

3. 學員能了解人物攝影作品的優缺點。 

4. 學員能夠從彼此的生命故事中提醒自己，體悟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5. 學員能夠藉由相機的觀景窗，提高自己對周遭環境人事物的敏感度與關懷，

產生新的眼光去看待人、事、物。 

四、教學對象 

本課程限定學員身分，課程學員必須家中有特殊教育兒童才可參與，初期學

員組成皆為文山特教學校特教兒童家長，後期因辦理【我們的故事－愛的紀實】

巡迴展覽，使得課程廣為人知，因而鼓舞其他地區同樣正在奮鬥的家庭一同加

入。 

五、教學時間 

103年 9月至 104 年 1月，共 18堂課程（54 小時） 

六、教學內容設計(各主題教學內容陳述) 

課堂上會先以攝影技巧為基底，輔以攝影理論，讓學員們能夠對於相機的操作能

漸漸熟悉，再藉觀看不同的攝影作品，學習取景的美學概念，並了解每個快門底

下產生的故事，得以反思述說不同的社會議題。 

單元名稱 攝影概論 

學年 103學年 學期 第 2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藝術/認知 設計者 邢定威 

教學地點 文山特殊學校 教學時數 15小時 

教材來源 《紀實攝影》、《現代攝影》 

教學內容 1. 相機的介紹與操作方式（光圈、快門、色溫、白平衡） 

2. 攝影基本構圖與取景方式 

教學目標 1. 學員能了解相機的基本操作 

2. 學員能了解攝影的構圖與取景方式 

 

 

 

 



單元名稱 人物攝影 

學年 103學年 學期 第 2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藝術/實作 設計者 邢定威 

教學地點 文山特殊學校 教學時數 15小時 

教材來源 攝影集《俺爹俺娘》、《偉大的父愛》、《精神病弟弟的世界》 

教學內容 1. 人物攝影的注意事項 

2. 人物攝影的作品欣賞 

3. 人物攝影實作（兒童、全家福） 

教學目標 1. 學員能了解人物攝影的注意事項 

2. 學員能實際拍攝人物攝影作品 

 

單元名稱 攝影故事的構成 

學年 103學年 學期 第 2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藝術/實作、實踐 設計者 邢定威 

教學地點 文山特殊學校 教學時數 18小時 

教材來源 攝影集《俺爹俺娘》、《偉大的父愛》、《精神病弟弟的世界》 

教學內容 1. 攝影故事製作流程（紀實段落、觀察訪問、內容影像、

文字解釋）  

2.攝影故事的編輯流程（選題、構思、分類、素材、敘事

結構、創作） 

3.拍攝計畫討論 

教學目標 1. 學員能了解運運影像說故事的製作過程 

2. 學員能提出自己的拍攝計畫書 

 

單元名稱 攝影故事作品賞析 

學年 103學年 學期 第 2學期 

教學科目/領域 藝術/實作、實踐 設計者 邢定威 

教學地點 文山特殊學校 教學時數 6小時 

教材來源 攝影集《俺爹俺娘》、《偉大的父愛》、《精神病弟弟的世界》 

教學內容 1. 學員作品分享 

2. 學員作品討論 

教學目標 1. 學員能說出作品的優缺點 

2. 學員能了解觀點的差異 

 

 

 



七、教學評量 

1. 上課互動：在課堂中，教師依據教學內容邀請學員回答問題或提出想法，檢

驗學員的學習、理解程度與疑問。 

2. 作業練習：每週課程結束，教師會出作業請學員練習，驗證學員能否吸收課

堂所學實做技巧，同時也提供練習的機會，幫助學員更容易掌握攝影的基本

原則。 

3. 相片檢討：每週的相片檢討，除了請學員講述自己攝影的各種技巧與來由外，

教師還會提供其他攝影角度面向以讓照片更能夠凸顯主體與主題性，從不同

學員的照片中來學習，同時也檢視大家對於攝影的角度是否達到水平。 

4. 學員互評：教師講評相片前，會先由學員互相評論，簡單敘述對於此相片的

想法以及感受，最後再由拍攝學員論述自己的拍攝手法與角度，除了從教師

得到攝影的專業知識外，學員之間的相互了解也讓大家的攝影技術提升。 

八、注意事項 

1. 本課程以特殊孩子的日常生活記錄為主題，因此教師在課堂上主要以人物攝

影以及圖片故事為教學重點，學員們也需從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出自己的拍攝

計劃，在外拍的同時常常觀察周圍的人事物，同時也檢測自己的心態。 

九、教學省思 

本課程期許學員能夠利用攝影敘述自己特殊孩子的各種故事，推廣同理的心

態，因此特別著重學員的基礎知識與實作技能。在課堂中，教師除有系統性傳授

人物攝影的基本概念，使學員在輕鬆的教學氛圍中隨問隨答外，教師更在進階課

程中要求學員主動思考、提出自己的拍攝主題計劃，並在自己的圖片故事中實踐

圖片故事的初衷，而非死背拍攝技巧。這個過程描述起來容易，但是要引導這些

家長從不知道要拍攝什麼，到運用相機做為發聲的管道與工具，著實需要長時間

的耐心陪伴與引導。 

由於教師是資深新聞記者，對人文議題有深厚的關懷，因此在影像傳達與文

字表述方面的引導有豐富的經驗，可以藉由不同的機會，帶領學員討論各種議題。

幸好學員並不排斥，特別是與自己的孩子處境有相關的議題，討論起來更為熱烈。

如此的操作讓學員不單是學習專業技術，更學習「從技術到觀點」的概念。而學

員開始關心各種與人有關的事物，時常互相討論觀察，慢慢開始在自己身邊的環

境影響其他人對於特殊生的眼光，積極參與關懷弱勢的工作，更是這門課程最令

人驚喜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