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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代間方案融入跨領域課程之個案研究－以「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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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中正大學 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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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知識技術的更新加速與高齡人口的增加，終身學習與跨領域課程是現今教育發展的趨勢，

而代間方案的執行能有效提升世代間的相互支持與理解，為不同世代製造互動機會之活動，持續十

年之久的「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便是引導學生透過訪談促進對祖父母世代之理解，強化祖孫

之情感連結，增進彼此學習改變的機會，將代間學習之精神實踐於課程中。本研究選用質性研究方

法，採立意取樣邀請六位執行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教師參與研究，並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

研究結論：(1)課程發展動機主要原因是教師研習的啟發與感動，透過彈性的課程內容來促進世代

對話與互動，增進觀察與提問練習有助於偏見的減少；(2)教師透過多元媒材來觸發學生對祖父母

世代之好奇，藉由連結課程議題與多元訪談主題來增進學生對祖父母世代之理解，並用藝術創作的

方式展現世代對話之收穫；(3)教師促進學生與不同世代相處之合適方式包含舉辦成果展、服務學

習課程以及老化體驗，以改變學生對老化的刻板印象；(4)島記課程持續推動的關鍵是理念與課程

議題的彈性結合以及資源成果的共享。 

關鍵詞：代間方案、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跨領域課程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為及早因應高齡社會帶來的社會變遷與教育挑戰，教育部早於 2011 便訂定「中華民國教育報

告書」，提出三大願景、四項目標、十項發展策略與三十六項行動方案，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化之趨

勢，期透過推展終身學習強化全民公民涵養，營造無年齡歧視與共享之社會氣氛，因此積極推行十

二年國民教育，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開闢多元學習管道與創新學習模式，引導學生成

為具有社會適應能力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2014）。教育部更於 2017 年將代間學習納入「高齡教

育中程發展計畫」，除了於樂齡學習中心和樂齡大學實施，也鼓勵透過正規課程的方式落實到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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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中，讓學生從日常課程中培養正確的老化知識，為高齡者創造熟年價值，促進世代間的對話與

學習。 

從終身學習的角度而言，代間學習即是一種鼓勵不同世代的人從日常生活經驗與資源中習得

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學習過程，亦是高齡者傳承經驗與智慧給年輕世代，達到終身學習之方法，強

調不同世代互為學習夥伴，藉由日常生活的分享建立跨代的連結，從經驗與記憶的訴說與詮釋中傳

遞生命智慧，進行有意義且持續的學習活動（黃富順，2004；陳毓璟，2014；陳黛芬，2020）。近

年政府除積極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對代間議題熱烈討論，亦鼓勵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學校、非營

利機構舉辦各類型祖孫代間相關活動，在 2010年 8月推動首屆祖父母節持續至今，每年辦理祖孫

代間學習活動，顯見臺灣教育政策對扭轉年齡歧視，建立代間和諧社會的重視（陳黛芬，2020）。

而國內以代間概念為研究主題之期刊論文，除肯定執行代間活動可增加年輕世代與高齡者的接觸

機會，強化世代相處之正向態度，也建議學校結合在地特色與社區資源做深入的課程設計（方淑玉，

2003；徐傳倫，2013）、延伸探討代間學習課程對不同年級學生之影響（徐傳倫，2013）、以永續經

營之觀點規劃課程，關注參與者在態度與知識之變化（王麗雯，2015）。2022年 9月新北市辦理的

祖父母節活動「祖孫逗陣足厝味-新北家教中心島嶼的集體記憶社群跨校展覽」便是「島嶼的集體

記憶教學計畫」教學成果之一，共集結一所國小、三所國中以及兩所高中的島記課程，以校本課程、

跨領域課程的方式營造校內對家族故事之重視，引導學生透過訪談、文字與影像紀錄祖父母的生活

日常、祖孫間相處的情景、懷舊歌曲，進而重現動人的祖孫故事（島嶼的集體記憶，2020）。該計

畫藉由正規教育場域讓學生傾聽自己與同學的家族故事，透過跨領域教師之專業結合引導學生願

意主動進行探索與學習，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不僅獲得眾多學校教師之響應，亦獲得政府部門之

肯定，經過十年時間與經驗之淬煉，已成為具有影響力之課程，為年輕世代創造接近長者的機會，

在分享生命經驗及人生智慧中促進家庭世代交流。 

然而「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執行時間雖已有十年，有數篇文章報導，但研究論文僅有兩

篇，且探究主題為國中生公民參與行為、教師教學經驗，並非探究世代關係與互動。研究者認為「島

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富含代間學習特質，具備跨領域學習之實作經驗，符合十二年國民教育之

理念，以代間方案的觀點探討教師執行時的設計與作法，既能了解計畫持續推廣之原因，作為各校

推動代間學習課程之參考，也可提供現場教師實踐代間學習的參照。 

1.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重要性，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旨在以代間方案的觀點了解「島嶼的集體記

憶教學計畫」跨領域課程之教學歷程，歸納持續推動之因素。茲將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1) 探究參與「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教師其發展跨領域課程的動機、考量、教學策略、

困境與因應。 

(2) 從代間方案角度了解參與「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教師，引導學生理解祖父母之世

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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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代間方案角度了解參與「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教師，引導學生以合適的方式與

不同世代相處的方式。 

(4) 「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成功推動跨領域課程之元素。 

2. 文獻探討 

2.1 代間方案之意涵與發展 

代間亦即為不同世代的關係，是每一個人於生活中需要學習和面對的基本關係，影響著個體價

值觀的形成，因此促進代間的學習，有益於個人成長與社會共好。世代間學習之概念最早起源於二

次大戰後的美國，戰後的平穩生活使人們開始思索平權與教育的相關問題，而英國、荷蘭與南非則

因人口變遷與對社會議題的重視，自 1970年代開始發起不同世代間的合作，二十世紀末諸多國家，

包含德國與日本亦開始發展代間學習，以縮短世代間差異與增進彼此之情感連結。而近年透過學者

之引進，此一概念才漸漸於國內之機構或學校實施進而發展出年輕世代與高齡世代間的互動學習，

以培養年輕人對長者的積極正向態度，並且分享不同世代的經驗（林宜穎，2007；陳美如、鄭芬蘭，

2007；王百合，2008）。 

相關的名詞包括「代間方案」(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代間教育」(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代間學習」(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或「代間實務」(intergenerational practice)，皆強調不同世代

透過持續性、系統性的學習活動內容，達到有意義的學習與經驗交流，並且破除彼此間的偏見與刻

板印象，促進世代瞭解與尊重（王百合，2008；陳毓璟，2014），即提供世代間彼此了解及服務對

方的機會，藉由兩代共同學習的環境，促使雙方以積極良好的態度互相對待，並與他人分享自己的

經驗。此四種名詞間仍有些微的差異，其中「代間方案」是指為年輕世代與高齡世代製造互動機會

的任何活動或教育計畫，以提升世代間的相互支持與理解為主，不限制執行場域（黃國城，2007；

陳毓璟，201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代間方案視為一種連結年輕世代與高齡世代，持續進行有目

的資源交換及相互學習的活動，同時促進個人及社會利益之達成(Hatton-Yeo, 2000)。 

在個體發展中，家庭是重要的生活場所，家庭成員更是影響個體建立自我認同的重要因素，黃

富順(2004)認為代間學習可使不同世代以交換服務的模式彼此了解，改變既定的刻板印象，藉由日

常生活的分享建立跨代的連結，從經驗與記憶的訴說與詮釋中傳遞生命智慧。故代間學習與日常生

活息息相關，鼓勵教學者將代間學習之概念融入課程領域中加以整合，更能引導學生突破對家庭之

刻板印象，思考自己與家族之關係（王全興、劉祐彰，2011）。換言之，代間學習是指幼兒、兒童、

青少年和青壯年與高齡者在某一情境下，進行價值觀、經驗、資源交流的活動，透過持續性和系統

性的學習內促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結合的一種教育方式（王麗雯，2015）。  

由於社會是由不同年齡的人組成的，每一個年齡的人在社會中，無論生活或工作，均要面對不

同年齡的人並與之相處，為促進世代間的溝通、減緩世代的緊張，增進對老化實際的了解，具備如

何與不同世代相處的態度與技巧有其必要性，同時亦彰顯了世代間學習的重要性。我國教育部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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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起，於各縣市發起「祖孫週」活動，期望強化親子與祖孫間的關係，喚起大眾對高齡者之

重視，後年更將祖孫週改為祖父母節之制定。 

綜上所述，代間相關活動皆具有促進世代融合、強化家庭功能與改造社會的功能，不僅使不同

世代增進覺察同理的能力，及早習得適應社會的技巧，也可讓高齡者繼續學習，將其所長與他人分

享，為社會有所貢獻。而代間方案是貫徹代間精神的其中一種方式，進行場域不受限，執行方式彈

性，毋需持續性地聚集不同世代對象，「島嶼的集體教學計畫」在無形中便在強化代間連結，雖不

是以代間方案為主的教學實驗，但其中引導學生訪談祖父母的活動，無疑為學生與祖父母建立了互

動橋樑，爾後的作品產出不僅觸動學生與其祖父母的內心，也獲得許多人的肯定，因此值得深入探

討。 

2.2 代間方案之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代間方案融入跨領域課程之教學歷程，重視於跨領域課程間促進不同

世代之互動與學習，然而代間相關理論發展至今，尚無發展出正式的理論基礎和架構（林歐貴英，

2004），而是以跨理論的方式來探討（王百合，2008）。鑑於代間方案強調世代間經驗分享或知識技

能的相互學習，Kuehne (2003)研究指出代間學習研究已採用的理論大約有二十幾種，可分為個人發

展與代間互動兩個面向，前者從經驗傳承的角度出發，指出不同世代之經驗分享有助於彼此發展；

後者則是探討影響世代間接觸與溝通的因素，指出增加接觸或互動可以促進世代間的溝通與瞭解，

削弱彼此的歧見，建立跨世代的友誼。 

本研究以「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為例，其中參與之學校涵括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

等教育階段，正為學生發展認知、情緒與社會關係的重要階段，故本研究根據 Kuehne之說法從個

人發展與代間互動兩個面向進行代間方案理論基礎之探討。 

從個人發展探討代間方案與個體之關聯，可從心理學之角度了解認知發展論、社會認知發展

論、心理社會發展論、社會學習論、實用主義理論對個體發展之觀點。Piajet 認為經驗是個體認知

發展的開始，提供多元的經驗參考有助個體應用基模，而年齡的增長也會促使基模的改變（張春興，

2007），因此透過世代互動不僅能使個體之認知產生變化，亦可藉由認知的衝突引起學習的興趣；

Vygotsky強調成人是兒童在學習發展時的關鍵因素，成人支持的增加與遞減可強化個體的責任（張

春興，2007），故世代經驗之分享不僅有益於知識之建構，也可增進個體對自我責任之覺察；Erikson

主張個體出生後是與社會環境接觸互動而成長，每個階段有不同的發展任務，透過他人引導有助於

其邁向成功的自我發展（張春興，2007），在面對不同生活困境時，高齡世代可提供生活經驗，協

助個體因應挑戰；Bandura則認為學習是個體與其社會環境持續交互作用的歷程，透過觀察學習與

模仿互動來建立對環境中人事物的看法與行為之塑造（張春興，2007），因此世代互動不僅讓彼此

成為對方的學習楷模，也能在過程中修正對彼此之觀感；Dewey強調教育是經驗重組的過程，生活

不僅是個體產生經驗的情境與內容，亦是一個發展的歷程（張春興，2007），因此世代經驗之交流

可使彼此檢視與吸取對生活有益之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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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至家庭大至社會皆是個體需適應與學習之場域，個體與環境人事物之交互影響與其發展有

很大的關聯，由於代間方案即是在單次活動或不同計畫情境中為學生創造與祖父母或其他高齡世

代互動的機會，藉由對談促使不同世代間的認知產生變化，祖父母之經驗傳承與生命故事分享可促

使發彼此相互理解的意願與學習興趣。 

而代間互動面向是指不同世代間的交流，增加彼此的互動，縮短差異造成的隔閡。隨著個體的

成長，其接觸的對象從家庭逐漸擴展為學校、社區與社會，具備多元性的互動經驗，與他人群體建

立良好互動，有助於因應未來生活人際素養之增進。生態系統理論將家庭、經濟到政治結構皆視為

生命歷程的一部分，由內而外分為四個系統，各系統間層層相扣，影響著個體的發展（李佩珊，

2019），其中最核心的微觀系統是個體互動最頻繁密切且最重要的生活場所，因此促進個體與家庭

成員、同儕、教師、居民的互動，不僅可強化其微觀系統的支持，也可促進家庭世代交流，益於個

體之發展與生活適應；由 Fox 與 Giles 所提出之代間接觸模式(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model)注重

不同世代間接觸的過程、情境、行為與溝通表現，探討世代間如何改變態度來與其他人溝通，在過

程中參與者的背景條件、彼此親密度、接觸頻率以及持續的時間皆會影響溝通的品質，進而改變接

觸時的態度及未來接觸時的行為(Kuehne, 2003)；Biggs 和 Lowenstein (2013)提出之代間智能模式認

為每一個世代都是受到文化、環境、人物、影像、聯想影響的混合體，每一個世代也都是另一個世

代的某一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成為了代間共享經驗的基礎。此模式共包含四個步驟，首先

是提高自我對世代的意識，接著增進對世代差異的認識，再來思考世代差異之關係與互補性，最後

透過世代對話加深理解，並考量合宜的行動方式，認為創造持續的世代關係需要具備足夠的洞察

力、同理心與對話行動力，藉由代間智能模式讓個體思考生命的歷程與目的，進而對生命變化產生

新的理解；DeSouza (2007)提出的社會學習對話與反思理論主張透過環境改變和對話分享引發反思，

重新自我形塑產生新的想法與態度度，讓世代間更清楚地互相瞭解。 

人是群居生物，藉由與他人之相處與互動才能使其發展良好的認知、情緒與社會技能，有鑒於

上述互動理論之說明，可知個體與所處環境的交互作用可依據緊密程度分為不同的系統，彼此環環

相扣，其中家庭是個體最重要也最早接觸到之環境，與家庭成員之相處更會影響個體互動技巧的發

展以及對年齡的歧視與偏見，若是能從家庭出發，重視子女與父母、祖父母的接觸與對話模式，注

重世代間接觸的過程、情境、行為與溝通表現，便可改善個體的偏見（林如萍，2010），形塑新的

觀念與態度，讓世代間更能相互理解與同理。 

2.3 代間方案之課程發展與評量 

由於課程內容涵括廣泛，不只是學校正式課程的內容，亦非侷限在學生的教科書中，因此可從

五個層次來探究何謂課程：「理想課程」即將課程視為一種理想的目標、「正式課程」即將課程視為

一種計畫與學科教材、「覺知課程」即將課程視為教學者對目標、計畫與教材內容之理解、「運作課

程」即將課程視為一種學習活動、「經驗課程」即將課程視為學生習得之經驗。然而無論將課程視

為目標、計畫、教材或學習經驗，教學者皆需留意課程是否明確、課程計畫是否具體清楚、教材難

易度之選用、課程是否符合綱要，並掌握學生之學習經驗（黃光雄、蔡清田，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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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代間方案可為一種理想目標，即促進世代間共融共好；也可為一種正式課程，即成

為一個引導學生與高齡者互動之教學計畫；亦為一種覺知課程，即透過教學者對代間之掌握與詮

釋，作為教學之參照；或為一種運作課程，即將代間方案視為一個實際執行的活動；可能也是一種

經驗課程，即將代間方案視為學生從課程中體驗與思考後的收穫。陳毓璟(2014)指出代間學習課程

設計的原則包含營造平等的學習關係、建立友善的代間學習團隊、選擇適當的代間對話議題、彈性

的課程設計、微小的人數差距、安排協同教學者，故代間課程設計的內涵也應包括具體的主題與目

標、參與者背景、實施時間與長度、人員的分組、成效評量等。 

評量的目的即在檢視課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以及教學目標的達成程度，因此評量是教學過

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穩固教學與評量之連結，可使評量之結果回饋到教學層面中（高博銓，

2007）。因此分析代間方案時可參考陳毓璟(2014)提出之代間課程設計原則，考量代間活動所需之

知能、結構規則、參與者間之互動與情緒反應，故代間方案之評量目的可以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

量為主，前者可透過觀察、討論、實作等方式掌握過程中的教學效果，滾動式調整學習行動，後者

可透過訪談、學習單回饋、成果發表等方式了解課程實施之結果，有利於後續課程之發展。 

而在評量形式上可以生態評量為主，情意評量與實作評量為輔，由於個體的行為是其與環境交

互作用的產物，最終目的在促進學生與不同世代間的互動技巧，協助其具備因應未來生活的能力，

故可隨著時間與環境的變化來調整對評量之闡釋，使學生的行為與環境達到平衡；另外可運用情境

評量中的觀察法與晤談法，輔助了解學生行為與態度的改變，藉由個別或團體的溝通，更能正確地

了解學生的情感反應，也可搭配實作評量了解學生於日常生活情境中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表現，提供

同儕間或世代間的合作機會，以利學生的學習遷移。 

2.4 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 

「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期望從家出發，於跨領域的教學實踐課程中尋找家族精神，透過

訪談父母與祖父母，詮釋自己與他人之記憶，亦引導學生以多元的藝術活動進行創作，進而建構出

個體與群體的身份認同，促進個體與世代間互相傾聽與思辨，延續記憶的美好。 

發起人陳慧齡導演曾是一名美術老師，曾經的教學經驗奠定了陳慧齡導演的創作態度，對於學

生的惦記以及完成目標之堅持是她忘卻創作焦慮的良藥，多年間仍不忘當老師的熱忱，於 2008 年

發起了「島嶼的集體記憶創作、教學、展覽計劃」，藉由長年累積的行動藝術，引導學生以繪畫詮

釋家族故事，於全國各社區、學校中收集肖像畫。初期與高雄女中之美術教師採用「一對一掛號」

的方式，傾聽十個班級中每位同學的家族故事，並給予長輩訪談與長輩肖像畫構圖的建議，最後讓

學生在攝影機前介紹自己的作品。 

此活動的渲染力不僅觸動每位參與者的內心，使家長看見美術作業的魅力，吸引有志一同的教

師們參與，也讓親子教育平台持續進行深度內容報導，協助將教學現場的經驗知識、成功案例分享

給大眾知曉。高雄國教輔導團也於 2017年 3月之新聞稿中肯定「島嶼的集體記憶」課程具深化世

代連結之功能，運用不同的學科專業設計實施課程，擁有成功教學經驗的教師亦共同組成跨領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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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帶領有意願的教師持續深耕課程，更於文末指出「島嶼的集體記憶」所發展出深具規模的跨領

域、跨年段共備型態，值得被學習與推廣（高雄市國教輔導團，2017）。 

2018 年與 2019 年高雄舉辦「2018 翻轉高雄教育節－真功夫」與「2019 翻轉高雄教育節－好

學校」活動，分別在會刊中分享了 15所學校響應「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執行的課程成果以

及高中美術教師跨校跨域之藝術課程設計，為實踐島嶼課程精神，讓感人故事不只發生在課堂，期

待學生在創作交流中觸動與啟發生命經驗，以多元評量的方式設計課程，質性論述包含文史藝術素

養與口說能力之訓練，量化分數則包含講述問答、課堂表現、分組合作、學習單與自評卷。 

過往的人脈都是「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重要推手，藉由教師研習之推廣與資源共享，

將此計畫推廣至各校，促使各地教師進行將「島嶼的集體記憶」精神融入課程之教學實驗，使陳慧

齡導演能一邊蒐集著各地的肖像作品，一邊深入了解與記錄早期台灣社會的不同面貌，從不同長輩

的記憶中拼湊出阿嬤成長的背景，終於在 2022 年完成紀錄片「給阿媽的一封信」，除了於影院上

映，亦舉辦多場映後座談會，邀請大眾一同見證十年實踐之成果，喚起更多閱聽者對自身家族記憶

的反思（島嶼的集體記憶，2020）。 

3. 研究方法與對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主要在於瞭解參與個案計畫之教師，於代間方案融入跨領域課程中之情形，

包含執行跨領域課程時的背景與動機、作法與成效、困難與因應為何，以及運用代間方案之觀點探

討教師們於課程中如何引導個體認識自己所處之世代、他人之世代、兩者間之互動方式等，因此研

究者採取個案研究法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為立意取樣，訪談六位教師，並且輔以文件分析予以

佐證。 

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根據問題背景、研究目的與問題進行訪談大綱之設計，內

容包含教師成員之基本資料、參與「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背景與動機、課程前之設計考量、

課程進行時之引導方式與困境，課程進行後之評量等，亦於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官方網站與社

群平台中蒐集資訊進行分析。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採立意取樣，探討六位教師參與計畫之課

程發展歷程。六位教師分別任教於台灣北部與南部不同教育階段之學校，包含國小、國中、高中，

跨領域課程之教師專業亦多元，合作之領域包含語文、地理、歷史、自然、美術、音樂、特殊教育、

科技、服務學習（如表 1）。六位對象各別進行 1 至 2 小時之訪談，訪談地點因應疫情調整，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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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媒體 Google Meet 為主，僅有兩位為實體訪談，在邀請教師成員前，皆會告知參與者於過程中會

全程錄音，而訪談的紀錄與結果僅用於此研究。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編

碼 

性

別 
服務單位 任教領域 年齡 

服務

年資 

接觸島記 

年度 
跨域合作科目 訪談日期 訪談時數 

A 女 桃園市國小 美術 41-50歲 25年 106年 語文 111/04/08 2小時 

B 女 高雄市國中 美術 41-50歲 19年 104年 
公民、歷史 

語文、音樂 
111/04/18 2小時 

C 女 高雄市國中 歷史 31-40歲 13年 107年 美術 111/04/22 1小時 

D 女 高雄市高中 全民國防 41-50歲 23年 105年 

國文、公民 

歷史、數學、

美術 

111/04/25 1.5小時 

E 女 台北市國中 地理 41-50歲 19年 105年 美術、音樂 111/04/28 2小時 

F 女 高雄市國小 特殊教育 31-40歲 14年 102年 語文、美術 111/05/27 2小時 

3.3 資料處理及分析 

在質性研究上，將資料作詳盡的分析與解釋有助於研究結果之撰寫，故於訪談過程中，透過錄

音錄影搜集與彙整受訪者分享之內容，亦藉由訪談大綱、訪談指引與錄音錄影內容進行資料的編碼

與分類（如表 2），採取持續比較法進而分析、統整與歸納結果，並與文獻內容比對，將研究所得

之結果做檢視，完成論文之撰寫。 

表 2. 資料引用編碼說明示例 

資料代碼（共四碼）   資料引用編碼說明 

研究對象代號 對話段落 話題單位號碼  

A 20  
研究對象 A 

第 1次訪談，第 20段話之話題單位 

C 29 -2 
研究對象Ｃ 

第 1次訪談，第 29段話第 2個話題單位 

如表 2 示例，本研究之訪談資料分別以字母 A 至 F 代表研究對象，引用時會呈現該段文本之

研究對象代號與對話段落，若是段落中有數個話題單位，便會以數字呈現，以便清楚該段資料之來

源。而資料分析之步驟，即是從文本中區分出話題單位，再定義其類別，最後將相同類別歸納至同

一個主題，呼應研究目的。 

除訪談分析所得資料，研究者亦透過實地參與研習或線上平台蒐集相關資料，包括教育報導文

章、社群教材資源、官方活動刊物等，以增加研究信實度，同時邀請一位具教育背景且有協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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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之同儕進行三角查證，邀請其協助進行訪談分析資料之檢核，相互交流想法，減少研究者片面

分析之情形。為確保研究過程符合邏輯，透過撰寫訪談札記之方式紀錄研究過程，書寫個人反思，

作為資料蒐集分析具穩定性之證據。 

4. 結果分析與討論 

4.1 發展跨域課程之動機、做法、困境與因應 

(1)發展課程動機 

研究對象們皆參與過「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辦理的教師研習，獨特的研習辦理方式與氣

氛營造，讓每一位參與者都印象深刻。 

「……後來有一次就是有來桃園的青溪國小，然後就是辦一個講座，然後她都會把它佈置得溫

馨，所以我那次去就覺得誒蠻不錯，我就覺得想要試試看。」(A1098-1) 

「我一定是在教師研習聽到她的分享……就是學思達的年會……所以後來我就是我也覺得不

錯，然後所以就開始有接觸然後了解這樣子……」(E1023-1) 

因應新課綱的推行，思考結合自身專業與經驗之課程發展，藉由課程活動的引導與實踐，串起

學生們與家庭間的情感連結，陪伴他們找到自身亮點，也創造與不同世代互動的機會，從中學習與

世代相處的合適方式。 

「……我覺得我現在為什麼我會很堅持做島紀，我知道這個東西其實是孩子們需要的，就是心

底內心的那一塊，還有他們跟家的關係，他跟家的關係不好他沒有辦法好好學的。然後再來就

是，或許對地理老師們來講帶社區好像是一個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發現確實很多的帶社

區是停留在走讀，到那邊介紹，到那邊介紹，可是我會覺得這就是知道，但是沒有感覺，然後

我覺得島記讓我找到了方向……」(E1055-5) 

每一次的課程回饋與學生表現都是課程持續發展與實驗的動力，包含學生們的投入與改變、家

庭成員的肯定、長者們的期待以及社群資源的支持，使得課程不再只是書本上的文字，而是親身體

驗的接觸互動，喚起學子對家庭的記憶與情感連結，發現不一樣的家庭面貌。 

「……當然我覺得做完這個課程最大的貢獻當然就是會讓很多小朋友去了解家人的另外一面

吧，因為有一些溝通有一些互動，可能平常就只是回家過年其他問好而已，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你祖父母當初怎麼認識的，你不知道他年輕是什麼工作的。可是透過這個活動當然就是會有一

些新的理解，而且他們也會有一些爸媽有一些祖父母是開心的，覺得可以安排這樣子的工作，

然後讓我的下一輩來問我。」（C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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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發展 

發展課程前掌握授課班級的學生概況是教師的首要任務，除了因應各班學生特質調整活動內

容，有助於分辨學生回應之真實性，並留心弱勢對象，避免造成學生之負擔與影響，因此課程內容

應保持彈性，確保學生們都能有參與之機會。 

「老師要有敏銳度是因為每個家庭結構不一樣，不見得每一個孩子都樂於跟家人互動……如

果你都抱持著一個非常純善樂天的觀感，你可能會忽略了班上那些弱勢的孩子，在這個課程當

中製造給他們另外一種新的痛苦跟傷害或者是害怕……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你要去做這

一個東西，我覺得第一個是你一定要充分地去了解每個家裡的狀況，然後去確認這個東西可以

做或做了對這個孩子沒有太大的負擔，或者是不會對他造成一些不愉快的影響……」(C1062-

1~C1062-2) 

提供學生一個抒發管道也是教師需要意識到的責任，由於每個家庭的結構與故事差異性大，不

表示每位學生都願意將私人的家庭故事分享給他人知曉，因此除了創造一個能讓學生們安心表達

的環境之外，教師也需保有敏銳的覺察力，尊重個別的隱私，讓學生知道當觸及個人層面的議題或

是心理不舒服時，有一個安全的出口。 

「我在安排的時候……就是一開始就是要設定一些彈性的空間跟一些可以轉彎的地方，讓有

一些孩子可以在這樣的課程的操作下有一些額外的出口，就是老師要去處理、要去意識到的地

方。」(C1063-1) 

一個課程能夠順暢地進行，除了縝密的事前考量，也需要各項資源的連結與合作，盤點現有資

源能預測課程進行的深度，也能掌握缺少的部分，進而尋找媒合有助於課程進行的資源。而課程成

果也能透過辦理研習分享與傳遞，將理念散播到各地。 

「有成果展的時候我們在校內展出，然後我們行政同仁就會幫很多的忙，教務處基本上就全體

動員一起來佈置」(B1052-1) 

「自從辦了第一場研習獲得好評後，只是單純地想把這件事情跟同事與朋友分享……所以那

時候我就覺得我們應該要做一點有趣的方式，所以我就是用吃來吸引大家……後來就是我覺

得回響很好……我一個很好的同事他是國教輔導團裡面的人，然後就問我說我現在島記這件

事情我想要做什麼，我就跟他說我想要繼續辦，可是我沒有錢……然後他在輔導團裡面有蠻多

資源……他就幫我寫了計畫可以讓我拿來辦研習。加上因為導演想要讓更多老師認識這件事

情，所以我就去找了教師職業工會的理事長……讓他認識導演……之後我就認識很多很有能

量的老師，很有趣的老師……我就會把這些我認識的普通班老師邀請來參加我的研習……」

(F1041-1~F1041-3) 

跨域不僅只是專業科目間的合作，也包含不同教育階段的結合以及學校之間的合作。對於學校

而言能夠因應新課綱的推行發展特色課程，集結校內人才一同營造共好的學習環境；對於教師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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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整合多元的資源，創造嶄新的火花，促使各個領域能夠相輔相成，連結相似的課程內容，協助

學生加深印象，遷移學習經驗，並藉由嶄新的媒介呈現成果。 

「它就是一個一周的、區間的狀態，大概是四到六堂課，每次段考的區間，四到六堂課我做這

個主題的操作，但是剩下的美術老師大概用了半個學期左右才能夠把那個肖像畫做引導，然後

帶來做產出，所以他花了比我更長的時間去做處理」(C1035-1) 

「因為跟課程是有相關，我們可以找到國文或者是歷史這些老師來參與……這些東西都可以

再繼續深化，服務學習其實是多了一個媒介跟素材，因為服務的對象都是社會比較被遺忘的角

落。」(D1052-1) 

「……我會搭著歷史的或是我地理課程能夠切入的東西，讓他們有機會對話……我一直覺得

對話這件事情來講不是一次兩次，應該是長期的」(E1029-11) 

教學需要引導，不僅是口頭陳述，也需要示範與實作練習，經由每一次課程、每一個活動的層

層堆疊，才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綜整訪談資料發現，研究參與者們皆重視觀察力、提問力與模

擬練習，此策略符合 Fletcher (2007)提出的代間對話概念模式，以對話減少世代間對彼此的偏見，

Biggs 和 Lowenstein (2013)亦強調創造持續的世代關係需要具備足夠的洞察力、同理心與對話行動

力，故日常觀察、提問與反思的能力培養不僅能讓學生重新思考老化的歷程，也能從長輩的生命故

事分享中對生命變化產生新的理解。 

「我會先跟他們說，你問阿公阿嬤，阿公阿嬤一定會說就是不知道，你要換一個方式去問……

我常常用這個隨機聯想表，就是為什麼他們背景可以畫出那麼豐富……」(A1088-1) 

「……我們訪談單會有很多的細節，例如說描述訪談對象的外型、聲音、面貌、年紀先描述一

番。然後那個題目會有分類型，例如說學業篇、工作篇、家庭篇或者是愛情篇或者是你想其他

問的其他的什麼樣的篇幅娛樂篇都有……現在變成 canva 之後我就覺得我要把主動權給小

孩……讓孩子主動來發問……所以我們這次進行一個滾動式的修正……」(B1063-1~B1063-2) 

「我自己在上課的時候我會請他們做模擬練習，請他們先把自己寫下來的問題，去做受訪者跟

採訪者的演練……」(C1056-1) 

繪畫技巧是進行肖像畫時的必備能力，美術本科之教師擅長繪畫能力之引導與培養，非美術本

科之教師則能在跨域合作中獲得協助。 

「你不要他一下他就畫大的，所以它是有階段性的……他們就是暖筆練習，讓他們先看一下畫

老人的感覺，因為老人的線條跟細膩的程度。」(A1024-2) 

「老師就要把這個主題先設立好，然後他們可以跟這些媒材去連結的時候才能夠把……就是

讓他們產出一個更有意義對他們來講更有價值的一個作品」(B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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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歷程之困境與因應 

肖像畫的繪製對於非本科的教師而言是有距離感的，難以在短時間內依照說明引導學生，加上

課程進度的壓力，也擔心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作品。 

「其實你看一開始的時候島記的模式是就是透過訪談、畫肖像畫，那第一個就是我不是美術老

師，這是我原本一開始接觸島記我覺得我不太知道怎麼執行的部分。」(E1025-1) 

「課程的困難我覺得是怎麼樣在有限的時間內執行完……我自己又很不喜歡直接告訴他們怎

麼畫，所以你要怎麼樣去引導他……當第一個畫出來之後就是拿他的當範例，帶著孩子看說這

是什麼……怎麼做到的……那孩子看別人作品之後他就會知道，接著我再讓他們回到紙上用

鉛筆畫畫看……我必須去消化夥伴教我的訣竅，之後再用我的方式交給孩子，這對我來說也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是還蠻有趣的……」(F1094-3) 

非本科教師對困境之因應包含讓學生撰寫日記分享家常菜或是家庭趣事、自主學習不同的呈

現方式、與島記夥伴討論等，逐步找到符合課程需求並適合自己的教學方式。 

「那時候我覺得對我來講，其實那個肖像畫創作是有距離的，可是我喜歡他們的理念，所以我

那時候一開始是透過聯絡簿的方式……來做小日記。比方說從我家的家常菜開始，或是我的爺

爺奶奶……就是有一些小訪談我是從日記開始……我發現孩子們跟阿公阿嬤以及跟家其實是

有一個連結的情感在，但是那個在國中的階段我們無法從表面上看得到，可是從他們的文字裡

面就可以看得到……」(E1026-1~E1026-2) 

「尤其開始畫到一半我就不知道怎麼教下去了，我就會向夥伴求救，跟我視訊或者是討論對我

幫助很大，我覺得這個討論是很需要的，不管你是不是本科的老師，因為每個老師在教學都會

有盲點……雖然我們只是討論，對方不一定是真的給我建議，而是我在跟他講的過程中，我自

己去梳理我自己的想法，然後做了一些決定，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F1060-2) 

跨域是不同專業科目間的合作，也是不同角色間的協調。由於每個科目的進度不同，跨科目合

作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討論與配合，具有相近理念的教師較能合作順利，若是難以找到合作夥伴，教

師就必須做些適當的調整，因此在校內尋找執行島記課程的團隊是件不容易的事。 

「對於很多老師想做島記，如果你真的要去跟別的老師去做跨域的共備，是需要找到團隊，那

個過程是比較困難，因為你要找到誰有這樣的想法跟你的意念是比較相近的，然後有機會在這

個過程彼此合作愉快的，這是比較辛苦的地方……如果這個部分很辛苦很困難，然後學校行政

也不見得力挺接受的話，我覺得老師們也要適當地去做一些調整」(C1052-1~C1052-2) 

「我可能蠻多會正向去想，至少我外面還是有伙伴，我還是可以去觀摩學習他們的東西……」

(E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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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代間學習之應用 

如何增進對祖父母世代之理解 

研究參與者們具備不同的專業，讓課程能從不同角度連結島記理念，亦透過訪談促使學生與祖

父母對話。從訪談問題的設計啟發好奇心，接著在訪談過程中貼近祖父母世代的感受經驗，再從訪

談紀錄中回顧、反思與連結課程內容，最後運用藝術創作的方式呈現出祖父母的故事，歷經不斷地

討論與思考，讓學生對於自己以外的世代有更多的認識與理解。研究者歸納出六項教師在課程中，

增進學生對祖父母世代理解之方式。 

(1)從觀察到覺察，運用媒材觸發回憶與好奇：引導學生覺察自己與祖父母間的關係，可使用

短片、廣告、繪本、照片、物品或是自身經驗做為課程的暖身活動，讓學生藉由五官的訊息接受觸

動內心感受，回憶與祖父母的相處經驗或是家庭故事，並接續討論畫面中提及的面向，作為訪談提

問的類別，再引導學生將好奇與疑問用文字呈現。 

「在還沒開始正式畫之前，我帶他們去看很多的繪本或廣告……有一個是阿嬤的衛生紙。」

(F1057-1) 

「我第一屆在做的時候有設計過一張家中的歷史小故事……就是一個媒介讓孩子回去拍一樣

或者找一樣他們家裡面的小東西，那這個東西我有一個條件就是這個東西在你們家已經被使

用三代了……並且要可以講出東西的歷史跟故事這樣，如果說沒有三代至少要兩代，因為我知

道有一些可能阿公阿嬤不在了，或者是小家庭所以至少要兩代……有一個印象還蠻深刻

的……就是有一個小朋友他拍那個媽媽手冊……然後就翻到他媽媽以前在懷孕的時候幫他寫

的紀錄，他才知道他媽媽是這麼的不舒服才把他生下來這樣子，他的心得裡面就寫說他很後悔

早上才跟媽媽吵架才出門……」(B1040-2) 

「我覺得在這個深入觀察的過程當中，好奇的提問就會跑出來，當好奇的時候就會想要更了

解。」(E1038-6) 

(2)銜接課程內容，透過採訪紀錄了解彼此差異：島記課程的操作模式之一，即是連結課程議

題，引導學生採訪祖父母來記錄相關資訊，接著交由美術教師帶著學生依照記錄，配合祖父母的背

景與經驗，繪製出專屬的肖像畫。 

「當他們採訪完之後便會有第一層的反思，即是在這個採訪過程當中發現了阿公阿嬤跟我的

關係，或對他們的理解有沒有在這個過程當中得到了一些深化或一些改變或一些不一樣的體

悟。那第二個反思是透過採訪經驗，是否有發現阿公阿嬤的時代背景跟你現在的時代背景是不

是有點落差，那我們的世代差異你如何換位思考？站在不同的時代角度去思考他們曾經經歷

過的生活或是他們曾經經歷過的青春，這些都是可以帶孩子去做的反思……」(C1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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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造對話機會，使生活經驗連結並產生共鳴：即可從不同層面深入探討自己與祖父母的意

義，例如喜怒哀樂、挫折經驗，並藉由學習單的書寫與分享，引發更多的好奇、覺察與交流，發現

祖父母曾有的經驗與自己相似，進而產生「原來我們一樣有類似經驗」的共鳴。 

「其實當他們去訪問這些東西的時候，其實也會自己有一些連結吧。像有些孩子他們去訪問阿

公阿嬤以前因為什麼感到挫折，那答案其實很簡單就長不高，那個年代這個時期的孩子他們也

很怕長不高……男生會覺得沒自信啊，然後阿公阿嬤以前讀書可能也覺得很痛苦……原來他

們的那些不舒服經驗或者是尷尬的經驗其實也跟我們一樣，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他們可以找

到共鳴的地方，也許阿公阿嬤很老了，好像很成熟，然後已經有人生的歷練了，可是他們在年

輕的時候也許也是跟我們現在一樣，要面對同樣的困難面對同樣的一些困惑跟不舒服……」

(C1046-1) 

(4)藉由課外讀物，引導學生貼近祖父母經歷過的時代背景：課外書籍的選讀也能縮短學生與

歷史事件的距離，不同於課本內的知識性描述，更添增了許多情感流露與故事性。 

「……在上到白色恐怖跟戒嚴時代的時候，那時候我有稍微做一個小小的延伸活動，那就是用

『無法送達的遺書：郭慶的遺書』來做引導……這封信其實在當時是沒有傳達給他的家人的，

而他的家人因為沒有收到這一封遺書，那其實永遠都不知道爸爸在死前是非常掛念著他們

的……我會讓孩子稍微思考體驗……我覺得那個情緒去帶孩子去做引導……請他們試著去思

考看看，六十年後拿到這封信會想怎麼跟爸爸說哪些話。我其實看到了蠻多讓我很動容的答案

啦……大多數的孩子是選擇了理解接受，甚至還會反過來安慰爸爸說爸爸你沒有錯，錯是生在

那個時代……所以我覺得透過那個東西，我覺得孩子有把自己帶入那個時代去做一些思考，設

身處地的一些想法……」(C1050-1~C1050-5) 

(5)多元主題的訪談，加深學生對不同世代的理解與反思：例如從祖父母喜歡吃的零食了解台

灣早期農業的關係、從人口變化討論到高齡政策議題、從台灣低出生率連結到日治時期的生產與職

業、比較早期的遊戲與現在的遊戲等，目的除了激發學生的好奇心，也創造學生與祖父母對話的機

會。 

「……他們就去問阿公阿嬤他們最喜歡玩什麼遊戲，接著就會去比較為什麼我們現在玩的跟

阿公阿嬤那個年代玩的又不太一樣……小孩子們會覺得很有趣也會想試玩看看這樣子，那我

覺得這個好奇出現的……就是我原本期待的結果啦，就是對話跟好奇。」(E1030-2) 

「當我們討論到可以如何對待長者的時候，我們也討論台灣的政策……也有討論到阿公阿嬤

可能會有的心態狀況，如果你阿公阿嬤是偏負向的，那你覺得你可以怎麼做？那你阿公阿嬤是

偏正向的話你覺得從阿公阿嬤身上學到什麼東西？……那時候我還要他們要去問自己什麼是

幸福……訪問你的阿公阿嬤……如果一有間雜貨店什麼都買得到，阿公阿嬤想買甚麼？然後

阿公阿嬤想買的很多東西，第一個是健康……另一半還在……也有阿公阿嬤想要的是去玉山，

就代表這是以前的心願一直都沒辦法完成……」(E1078-5~E1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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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同的藝術創作，讓學生將世代對話之啟發具體呈現：作品呈現的方式可以創新多元，重

要的是如何開啟學生與祖父母間的對話。 

「其實重點，我覺得應該是怎麼樣讓他願意去跟爺爺奶奶聊天？嗯，所以後面的表現任務其實

百百款都沒關係，就是前面的這個訪談，我覺得是關鍵。」(F1088-2) 

「其實不只是畫畫，你光是純訪談就會有很多火花出現了，我會跟學生鼓勵這個簡報做好多

好，後面又加上一段感謝的話，送給或傳給你的爺爺奶奶他高興得不得了」(B1112-1) 

促進世代相處之互動方式 

除了藉由訪談開啟對話，也可透果成果展呈現學生們的作品，讓學生向更多人分享家庭故事，

不僅強化學生與家庭的關係，也觸動每一位參與者的內心；或是以服務學習的方式，為學生創造與

其他長輩互動的機會，也可善用外部資源讓學生體驗老的樣態，進而關注與同理祖父母日常的不

便。研究者歸納出五項教師在課程中，促進學生與祖父母互動之方式。 

(1)舉辦作品展，讓大眾共賞學生對祖父母的印象：成果展的舉辦可結合學校親職日或畢業日，

也可借用社區展間進行，每一種形式的呈現都有不同的觸動。 

「利用學校家長日，就是親子日的時候，那一天阿公阿嬤才會來學校」(A1025-1) 

「來參與成果展的都很感動，很開心……因為可能平常孫子根本就沒有跟他講幾句話」(A1130-

1) 

(2)透過服務學習創造與榮民爺爺的互動機會，引導學生梳理反思：服務學習是一種體驗式的

學習方式，即是在服務的過程中達到學習的效果，如同做中學的歷程。 

「課程其實就是有一天了大概超過 8 個小時，那時候的服務期其實是兩次……第一次先去然

後先破冰訪談，那時候孩子想出來的他們破冰的方式就是捏黏土，就是讓老爺爺可以動動手阿

然後在那邊玩一些有趣的童玩的東西……」(D1009-2) 

「……其實第一次服務完馬上就反思……因為孩子一定會有疑問嘛……我們就請新祥和山莊

的辛先生再跟他們做說明……這樣孩子比較會有具體的一個概念，然後第二次的反思就是讓

孩子知道說，其實自己是真的蠻幸福的啦……」(D1011-1) 

「……有一個學生的媽媽也是那個省份來的……那一次的觸發除了這個榮民爺爺之外，也讓

他想到周遭那些無聲的女人……就是反思時想到他的媽媽，他就書寫了一些他的媽媽還有他

的奶奶……我覺得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梳理讓他對自己有一個紮根的作用……」(D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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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暑期時間，帶領學生至日照中心與長輩互動：創造多元接觸長輩與對話的機會，並互

相繪製肖像畫，達到故事交換的目的。 

「孩子們會簡單介紹，有些阿公阿嬤會提問，雖然有些阿公阿嬤可能狀況沒那麼好，但他們也

都可以畫出孩子的樣子，最後會是一個交換，孩子們的作品就留在那邊，然後我們把阿公阿嬤

畫的帶走……」(E1035-1) 

「那一次來講對孩子們來講是困難的喔，因為會卡在孩子的語言，很多阿公阿嬤都在講台

語……那時候有一個最弱的孩子，我那時候不太敢幫他安排訪談對象……但是他在日照中心

的訪談是我們很重要的支柱，因為他的台語非常流利，他幾乎放學回家就只有阿嬤……他就擔

任翻譯。」(E1037-1) 

(4)舉辦個人家庭故事展，促進家庭間的對話與互動：在討論展品的過程中增進了學生與父母、

祖父母的對話，在展覽期間帶動了家庭成員的參與，讓家長有機會了解自己父母的故事，將看似疏

離的關係又重新串連。 

「……我們全天候都會有孩子在，變成他們也要講別人的故事，他們要講所有人的故事，所以

對他們來講也是彼此必須要互相了解，再來就是他們在講別人故事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有更多

的好奇就會出現，更多的互相提問。」(E1045-2) 

「其實家長跟孩子的狀況是疏離的……但是你知道嘛……我們這樣一系列的訪談到八下辦完

展了，家長態度完全不一樣，終於會說謝謝老師之類的……我不太知道什麼原因讓家長變得比

較溫暖，但是我覺得一系列的訪談其實應該是關鍵，因為爸爸媽媽也在了解他們自己爸爸媽媽

的東西……」(E1050-2) 

(5)藉由體驗包，增進全校學生對老化的同理與思考：藉由體驗的感受與思考的鋪陳，再去訪

談祖父母對老的解讀時，便可以理解老的狀態同時存在著正負兩面，以及祖父母行為的不容易，這

樣的活動對於學生與祖父母都具有正向的意義。 

「……等於說讓他們比較能去同理他阿公阿嬤會遇到的狀況……另一個部分就是我有先讓他

們在這個體驗之前先寫下覺得什麼樣是老？他們就會寫下他們覺得老的狀態，但大部分都是

在外觀上面，然後大部分都覺得心理很負面……接著讓他們去訪問自己家中阿公阿嬤它們對

老的想法……原來老這件事情不見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覺得這個體驗的部分來講……

我們在協助學生了解的過程當中，讓他們有機會可以跟孫子對到話……不見得阿公阿嬤會理

解孫子，但是至少有機會接觸到人」(E1078-3~E1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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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代間活動與「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成功元素 

代間學習互動之收穫 

本研究訪談教師們所執行的課程對象皆為學齡階段之學生以及其祖父母或其他長輩，在課程

中，教師不僅只是活動設計者，也是引領學生與長輩互動的嚮導，更是世代對話互動得以促進彼此

理解與改變之見證人。分別從教師、學生與長者的角度呈現出設計者、參與者與觀察者對世代互動

之感受與想法。 

(1)從教師角度而言：皆肯定不同年齡層的交流能夠為學生創造更多學習與理解的機會，認同

代間互動的意義即是讓學生能在世代互動過程中增進理解，接受多元觀點的存在，以提升因應未來

社會的競爭力。當學生願意嘗試同理與感受祖父母或是父母世代的經歷時，便是覺察家庭與自己關

係連結的開始，故每一位研究參與者將島記之理念融入在課程中，引導學生採訪與傾聽家的故事，

讓對話互動激發學生的省思與情感連結，擴大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與包容。 

「藝術創作如果只是技巧，它就只有空殼，所以我覺得……情感的連結是很重要……最重要的

東西就是跟他的關係……」(A1184-1) 

「……跟上一代有連結沒有那麼的難，只要找到一些連結的方法其實是可以的，從這裏面再讓

學生課堂之中互相討論，其實就會慢慢有些東西可以出來。」(B1040-1) 

「所謂的理解這個觀點……不管是同理心還是認知到這個世界的差異度，這個方面越開放就

能幫自己迎進更多的機會……未來勢必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了，這幾年學測阿會考的作文都

在講青銀共居……可是學生們沒有辦法處理得很好，原因是一切都只能想像，沒有實際接觸的

經驗」(C1066-2~C1066-3) 

「服務學習其實是帶著社會正義的成分……會讓孩子有一些反思……可以關懷到身為公民該

具備的那種社會關懷的支出……這樣子的引導對老師而言會覺得我不是只會教一個會念書的

孩子，而是這個孩子懂得把他所學去關照到這個社會所需的地方。」(D1052-2~D1052-3) 

「我覺得代間的意義其中有一塊即是要去促進互相理解，看到不一樣，然後可以理解說為什麼

以前是這樣現在是這樣」(E1032-1) 

「……我有問一些有做過島記課程的老師，他們覺得孩子會變得比較柔軟，尤其是國中或高中

他們感受會更深……會讓我更相信島記是一個會讓這世界更美好的一個方式。」(F1109-3) 

(2)從學生角度而言：透過課程活動發現祖父母或是父母的不同面貌，突破原有的既定印象。

尤其在情感層面有很深的觸動，藉由對話看見祖父母的關愛、父母的犧牲、家庭的故事以及生命的

可貴，同時也改變疏離的祖孫關係，讓家庭關係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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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反饋其實都是說……他們都以為他們很了解了，但是經過訪談之後才會發現有更多

的事是他們不知道的，然後他們都覺得這個訪談他們很有感受、很有收穫」(B1068-1) 

「……孩子自己會主動跟我講，想一想我都花時間來陪不認識的人說話，我也好久沒有跟我家

的阿公阿嬤講話了。」(D1033-3) 

「在那一次我們辦家族展，然後每個人要上台講那一分鐘，有學生在那一分鐘講完之後，對台

下的媽媽講說媽我愛你，然後就去抱他媽媽，我原本以為這個孩子的家可能都有這樣的互動，

結果媽媽後來跟我講說，這孩子是第一次跟她說我愛你，然後也是第一次抱……」(E1058-1)  

(3)而從長輩的角度而論：有參與活動與看見成果的感動，也有與他人對話互動的期待，尤其

在與孫子女陳述生命經驗時，彷彿回到年輕時候的自已，每一個重要時刻都重現在眼前，當在展覽

中聽見孫子女輩的介紹與驕傲時，也難掩內心的興奮與感動。 

「在高雄的教育節我們受邀去發表……我們就讓學生帶著榮民爺爺一起到會場……那天很多

人都很感動，因為看到這些人物真的活生生的出現在裡面，榮民爺爺他們也很開心，因為我們

發表的東西就是有圖像有文章，他們就說這個是我這個是我，很開心自己有個紀念留下來……」

(D1002-3) 

「學生的阿嬤後來看展的時候跟我講說，我們最近的家族聚會都在找照片然後聊照片，讓她很

開心，因為她的孫女第一次知道原來他們家以前是萬華區很大的印刷廠……阿嬤就說喔我的

孫子很久沒有跟我講話了，因為每次來就是打卡……所以那段時間是小孩跟家人密集對話的

時候」(E1043-4) 

計畫持續推廣之元素 

成功推廣之元素，包含經驗連結、團隊合作與成果分享，不論是訪談資料之彙整或是相關資料

之瀏覽，研究者皆感受到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團隊強大的凝聚力與行動力。 

在經驗連結方面，每一位教師都結合自身專業，讓島記課程多元發展的可能，也因爲每一個島

記課程有不同的特色，促使每一個課程成果有不同的感動。由於藝術創作具有平易近人不受限制的

特色，使得不同年齡層的學生都有發揮的空間，將採訪後的省思與收穫藉由豐富的色彩具體呈現，

加上跨域合作的效果，使得島記得以擁有豐富的實驗歷程，小至幼兒園，大至研究所，皆有不同教

育階段的師生一同參與。 

「有時候我們可以知道，人與人之間要培養感情要培養信任感，當我們都共享了同樣的經

驗……就會增加我跟你的距離感，我覺得這是島記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希望能夠透過世代的經

驗共享交流，然後加強親屬之間彼此的情感練習。」(C1046-1)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12(1), 2024 

87              ttt:://oorraal.grroatrctaology.org.t// 

「我覺得島記它其實是一個理念，是一個方式……老師你就是就你自己的本科你的課程教學

你的專業去設計……」(F1046-1) 

「島記最迷人的點是每個人都有爺爺奶奶，所以很容易勾起你自己跟家人之間的回憶。」

(F1086-4) 

在團隊合作方面，因成員特質的多樣性，使得每一次的討論都能全方位的聚焦，讓島記從十年

前的單校的教育實驗推廣成為全國性的特色課程，促使各縣市主動參與的教學者逐年增加，甚至延

伸至偏鄉學校，關照到每一個需要的教育角落。 

「……島記的課程你可以做得很長，可以做一學期可以做得很廣做到很跨域……所以島紀課

程它其實是一個概念，但是你可以用很彈性的方式去做各種不同的舒展跟處理」(C1049-

1~C1049-2) 

「島記它能夠執行那麼久我覺得除了夥伴之外，還有這都是每個人最底層的東西，我們平常會

講家是我們記憶的起點嘛……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的話算是很柔性的在推廣這個概念，但是

又有影響力，是慢慢的一個擴散的力量。」(E1068-2) 

「就是一個人接著一個人，感覺是接力，然後結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成就這件事……因為我覺得

我們核心團隊大家個性不同，所以角色也不同……會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會告訴我

們說，現實是怎樣，我們可能怎麼做才會更有機會做完做好這樣……」(F1044-1~F1044-2) 

在成果分享方面，除了各校之成果展，也透過教師研習的方式，無私分享豐富的教學資源與成

果，讓有意參與的師生們有參考的依據，或是結合縣市單位祖父母節活動的辦理，展示學校執行島

記課程的成果，不僅讓更多的民眾可以欣賞，也喚起閱聽者了解家庭故事的動機，促進更多家庭間

的對話與互動。 

「藝術創作是一個產出，它有一個視覺焦點，所以讓很多人更容易理解」(B1119-1) 

「……有人分享他因為看到這些榮民爺爺，所以就拿回去變成他們的課程……你就會覺得會

互相激盪出不同的火花，然後到處會散播這樣子……」(D1068-1)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教師發展跨域課程之動機、考量、教學策略、困境與因應 

(1)課程發展動機來自教師研習後的啟發與感動 



代間方案融入跨領域課程之個案研究－以「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為例                                  

作者：林秀儀、陳毓璟                                                                                                              88 

88 作者：簡鴻儒                                      

獨特的研習辦理方式喚起參與者們內心的共鳴，嘗試透過不同的教學內容與方式促進學生與

家庭間的情感連結，協助學生在過程中找到自身之亮點與未來發展的方向。學生的改變、家長的肯

定、長輩的期待與社群資源的支持更是不斷發展課程的動力，成果的感動效應，不只化解學生武裝

外表，也讓長輩對生活產生期盼。 

(2)彈性的課程內容可以激盪出多元的世代話題與互動成果 

掌握授課班級的學生概況有助於安排適合班級特性的活動，也能留意弱勢學生的狀態，依據學

生表現彈性調整課程內容，避免造成學生之學習負擔。而跨域課程使不同專業的共備能夠激盪出多

元的火花，與研究參與者們合作過的領域包含語文、國文、音樂、公民、歷史、美術、特殊教育、

彈性時間、服務學習等，讓學生有更多的學習遷移，亦創造出不同的世代互動成果。 

(3)透過觀察、提問、模擬與反思練習來增進覺察，減少偏見 

由於學生對話的對象以祖父母或是高齡世代為主，明確的提問有助於提升長輩回應的豐富性，

因此可透過聯想學習單進行練習，或是從撰寫日記開始，練習對生活提出好奇，增進提問能力。進

行模擬練習有助於觀察與提問技巧的熟練度，增進與長輩對話的流暢度與採訪收穫，同時也能在過

程中練習接納多元觀點之共存。 

(4)藉由調整課程目標與教學負擔來因應困境 

對於非美術本科之研究參與者，繪製肖像畫是困難的，除了尋求美術科教師的合作，也能從教

師自身有興趣或能處理的部分開始。藝術創作的優點即是沒有形式上的限制，因此以肖像畫之外的

方式呈現家庭故事，也能創造出不同的成果。由於跨域合作需要不同專業科目間的合作，也需要時

間磨合才能找到彼此的合作模式，若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合作夥伴，可先適當簡化課程目標，調整

課程內容，減輕自身的教學負擔。 

代間學習之應用 

(1)教師運用多元媒材來觸發學生對祖父母之好奇與觀察 

促進學生與祖父母互動的第一步，便是讓學生回憶自己與祖父母間的互動經驗，藉由多媒體或

物品刺激五感，觸動內心感受，如微電影、廣告、音樂、照片、懷舊物品，促使學生聯想自己與祖

父母的相處，或是印象中祖父母的模樣，再加上教師的提問引導，便能激發學生進一步了解的好奇

與意願。 

(2)教師透過連結課程議題來引導學生看見不同的世代觀點 

由於研究參與者們具有不同科別的專業，因此課程之發展能從不同角度結合島記理念，並結合

既有課程中的歷史脈絡，促進學生思考時代背景之差異，或是透過課外讀物縮短學生與歷史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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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不同於課本內的知識性描述，更增添了許多情感流露與故事性，讓學生了解當時生活處境，

增進學生對祖父母世代的理解。 

(3)教師透過生活經驗來創造有溫度的世代對話 

不同的生活經驗使每個人有不同的生活智慧與喜好，可以從食衣住行育樂等面向開啟對話，了

解自己與祖父母在飲食上的喜好差異，或是比較不同世代之休閒活動，也可討論面對挫折挑戰時之

感受與因應方式，當發現祖父母曾有的經驗與自己相似，或是祖父母的喜好與自己雷同時，便會產

生「原來我們一樣有類似經驗」的共鳴，進而拉近彼此的距離。 

(4)教師透過多元訪談主題來加深學生對祖父母世代之理解 

多面向之對話能夠讓學生對祖父母世代有更廣更深之認識，如喜怒哀樂、歌曲、玩樂、婚姻、

交友、工作、學業等，這些主題與學生息息相關，在與祖父母對話與傾聽的同時也能促進學生思考，

認知到祖父母也曾有相同的喜好與煩惱，進而反思自身的想法，突破既定印象。 

(5)教師透過藝術創作來具體展現世代對話之收穫 

藝術創作的多樣性，不僅讓訪談文字更有溫度，也讓視聽覺更有震撼感受。如肖像畫的創作，

是學生經由訪談祖父母並反思後繪製而成，該作品不僅呈現出祖父母的故事，其中蘊含的更是學生

對於祖父母的情感與理解。 

如何促進世代相處之互動方式 

(1)透過舉辦成果展來促進家庭的對話與互動 

成果展不僅讓學生的作品有展示的機會，也讓學生能像更多人分享家庭故事。辦理的時間可結

合學校親職日、畢業展或是其他大型活動，增加家庭成員參與的機率，在討論展品的過程中增進學

生與父母、祖父母的對話，讓家長有機會了解自己父母的故事，也可借用社區空間進行展示，讓在

地生活的民眾也能共同欣賞與參與。 

(2)透過服務學習或單次參訪來增進學生對高齡世代之理解 

在服務過程中達到學習的效果，如同做中學的歷程，可加深學生的印象，因此透過準備期、行

動期與反思期的架構，為學生創造與不同長輩互動的機會，在對話過程中體會生命的無常與可貴，

也在反思過程中深化對不同世代背景之理解。而青年學子之到訪也為高齡長輩的生活注入活力與

希望感，即使是素未相識之彼此，也能透過簡單的傾聽與分享，拉近彼此的距離。 

(3)透過老化體驗包來增進學生對高齡世代之同理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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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外部資源讓學生體驗老的樣態，更能深刻感受到老化對日常生活造成的不便，進而深入思

考老的狀態以及理解祖父母的行為表現，轉化對衰老的負面批評。由於有實際體驗過，更能站在長

輩的角度去體會老化對生活造成的影響。 

「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代間收穫與推廣元素 

(1)代間收穫 

教師肯定世代互動能增進理解，包容多元觀點，促進情感連結。從教師角度而言，皆認同世代

的交流能夠為學生創造更多學習與理解的機會，肯定代間互動能讓學生增進對世代之理解，接受多

元觀點的存在。在課程中融入島記理念，引導學生採訪與傾聽家的故事，藉由對話能激發學生的省

思與情感連結，擴大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與包容。 

學生肯定世代互動能突破刻板印象，增加同理與包容。從學生角度而言，透過課程活動可突破

原先對祖父母或是父母的既定印象，從負面的評價轉變為正向的同理，像是在訪談中了解祖父母的

勤儉源自於兒時生活的不容易，或是在討論挫折經驗時發現彼此相同的處境，使得學生在情感層面

也有很深的觸動，而藝術創作也讓疏離的祖孫關係有了變化，學生不僅向祖父母道出感恩，也表達

出對其生命經驗的欽佩。 

長輩肯定世代互動能凝聚家庭關係，一同回憶生命歷程。從長輩的角度而論，與孫子女陳述生

命經驗時，生命中的重要時刻彷彿重現在眼前，看見作品展覽與聽見孫子女介紹時，內心更是無比

興奮與感動，由衷感謝課程活動為家族創造共同討論的話題，凝聚家庭成員的關係。而受訪的經驗

讓高齡長輩有機會回憶自己的生命歷程，從自身的角度回顧不同的生命階段，亦是一種與自我的對

話。 

(2)推廣元素 

理念與課程議題之彈性結合可以創造多樣化成果。島記課程有多元面貌的發展源自於不同專

業科目之結合，促使每一個課程成果有不同的特色與感動，加上藝術創作平易近人且不受限制的特

色，讓學生有自由發揮的空間。而跨域合作也使得島記擁有豐富的實驗歷程，在世代互動中提升觀

察、提問、省思的能力，在世代對話中理解不同觀點的存在，參與執行的教育階段從學前延伸至研

究所，創造多樣性的課程成果。 

社群資源與成果分享可以加速感動的傳遞。社群團體擁有不同特質的人才，使得每一次的討論

都能全面性的聚焦，也因為各自專才的發揮，讓島記能持續至今，不僅主動參與的教學者逐年增加，

也將資源延伸至偏鄉，關照到每一個需要的教育角落。而辦理教師研習分享教學資源，結合縣市祖

父母節展示各學校執行島記課程的成果，不僅讓島記的理念得以深耕在地，也將課程感動傳遞到全

台與海外，使閱聽者都深受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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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建議 

針對現場教師之建議 

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理念是現場教師容易著手進行的代間方案，可以依據教師專業進

行彈性且有意義的世代互動，不論是單次的活動或是持續的對話皆能增進學生對家、對祖父母世

代、對在地生活之理解，並從中獲得不同的省思。 

家庭是每一個人重要的生活場域，將家庭生活經驗連結課程不僅能強化學生對家庭的情感連

結，也能覺察與反思家庭角色互動對個人之影響，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便是從家的故事開始，

為學生與祖父母創造互動對話的機會，代間方案則具有不受次數與場域限制的特性，兩者的結合能

讓現場教師更容易於班級中開啟世代互動的學習。 

因此建議現場教師參與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教師研習，感受眾多成果的震撼，接著連結

自身之專業與課程議題，開啟單次的世代對話與互動，再依教學資源與學生能力設計符合班級特質

之島記課程，為學生創造理解不同世代的機會。 

針對學校單位之建議 

因應新課綱之推行，學校有開設特色課程之任務，而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已有百所的學校

參與，可見其深受教育單位之肯定，而代間方案的執行能有助於家庭關係的連結、世代相互之理解，

讓彼此改變既定的刻板印象，從日常生活的分享建立跨代連結，從經驗與記憶的訴說與詮釋中傳遞

生命智慧。因此鼓勵學校單位邀請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團隊到校辦理教師研習，提供現場教

師嶄新的教學方式，也讓教師們看見世代對話互動的力量，並提供足夠的行政與資源支持，促進教

師參與的意願，進而發展成符合辦學理念的特色課程。 

針對縣市單位之建議 

面對高齡社會的來臨，具備與世代溝通互動的能力已是不可或缺的知能，而學校教育是學生培

養競爭力的重要場所，在教師引導中增進學生與世代相處之經驗，不僅更有助於未來人際素養之提

升，也能在活動後有更深入的討論與省思。因此鼓勵各縣市單位集結行政區域中的課程成果以辦理

成果展，邀請各階段的學校單位參與，亦可搭配每年度的祖孫週進行，搭配單次的代間方案活動，

同時也提供經費讓學校單位得以共襄盛舉，喚起在地民眾對家的情感，以及對不同世代之包容。 

針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截至 2023年，參與島嶼的集體記憶教學計畫之教師人數已超過一千五百位，課程有千種之特

色與變化，帶動萬個家庭故事的分享，參與之學校單位遍佈全台各地，可見成果的豐碩。然而研究

者難以訪談每一位執行課程之教師，因此無法獲得更多的寶貴經驗。故鼓勵未來研究者可增加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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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與對象，如參與課程之學生、家長與長輩，以獲得更豐富的資料，也鼓勵未來研究能嘗試發展

不同的代間方案，促進不同世代群體的團結，使社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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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tr ra:id advaacrmrat of kao/lrdgr aad trctaology, cor:lrd /itt a gro/iag agiag :o:rlatioa, 

arcrssitatrs a :aradigm stift ia rdrcatioaal drvrlo:mrat. Lifrloag lraraiag iaitiativrs aad cross-

disci:liaary corrsrs arr brcomiag iacrrasiagly :rrvalrat. Ttr im:lrmratatioa of iatrrgrarratioaal 

:rograms caa rffrctivrly rataacr iatrrgrarratioaal radrrstaadiag aad sr::ort /tilr fostrriag valrablr 

o::ortraitirs for collaboratioa across grarratioas. Ttr Islaad’s Collrctivr Mrmorirs Tractiag Proorct 

rm:o/rrs strdrats to drr:ra ttrir radrrstaadiag of ttrir graad:arrats ttrorgt iatrrvir/s, arrtrriag 

stroagrr rmotioaal boads, :romotiag o::ortraitirs for rrci:rocal lraraiag aad gro/tt, aad rmbodyiag ttr 

s:irit of iatrrgrarratioaal lraraiag /ittia ttr crrricrlrm. Ttis qralitativr strdy rrcrritrd six tractrrs 

im:lrmratiag ttr :roorct ttrorgt :rr:osivr sam:liag. Srmi-strrctrrrd iatrrvir/s /rrr ttra coadrctrd. 

Ttr maia coaclrsioas of ttr rrsrarct arr: (1) Tractrr ragagrmrat aad rmotioaal iavrstmrat ia ttrir o/a 

lraraiag drivr crrricrlrm drvrlo:mrat. Flrxiblr coatrat facilitatrs iatrrgrarratioaal dialogrr aad 

iatrractioa, racorragiag critical ttiakiag aad obsrrvatioa skills, rltimatrly rrdrciag :rrordicr. (2) Divrrsr 

mrdia caa s:ark strdrat crriosity abort ttrir graad:arrats' grarratioa. Coaarctiag corrsr to:ics /itt 

iatrrvir/ ttrmrs drr:ras radrrstaadiag, /tilr artistic rx:rrssioa trl:s sto/casr ttr brarfits of 

iatrrgrarratioaal dialogrr. (3) Orgaaiziag actirvrmrat rxtibitioas, srrvicr-lraraiag :rograms, aad agiag 

simrlatioas caa trl: strdrats drvrlo: rm:atty aad ovrrcomr agr-rrlatrd strrroty:rs. (4) Maiataiaiag ttr 

Islaad Notrs corrsr rrqrirrs flrxibility ia combiaiag coacr:ts aad corrsr to:ics. Crltivatiag rrsorrcr aad 

ortcomr stariag amoag rdrcators is crrcial for oagoiag srccrss. 

Kry/ords: iatrrgrarratioaal :rogram, Ttr Islaad’s Collrctivr Mrmorirs Tractiag Proorct, 

iatrrdisci:liaary crrricrl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