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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兒少教育資源網-第三波教案徵選 

教學實錄分享 
一、設計理念 
截至 2022年為止，在臺的移工人數已超過 66萬人。移工的身影，不論是在公園陪

伴長輩、在港口邊打撈漁獲，或是在工地扛著水泥袋，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移

工在臺灣已然成為不能忽視的族群。然而各式各樣的偏見與歧視言論，充斥於各類

媒體上。對於支撐臺灣經濟發展一部分的族群而言，我們應該更友善對待之。因此

這次藉由發生於 2017年的阮國非事件，讓學生了解，移工是抱持什麼信念來到臺灣

工作？而在臺灣真實的處境又是如何？並讓學生延伸思考，臺灣現行的法令制度有

哪些不足之處？以期待學生能更認識這群對臺灣社會貢獻良多的族群。 

 

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名稱：你對移工的第一印象 

本活動搭配學習單進行，讓學生畫出對移工的第一印象，並描述創作原因，而後上

台與同學分享。本活動旨在讓學生覺察對移工的刻板印象。 

活動二名稱：你真的了解移工嗎？ 

以 One-Forty 移工議題教學包為參考資料，設計 9題與移工相關的知識題，如：目

前在臺移工人數、在臺移工哪種產業類別最多、臺灣哪一個縣市的移工人數最多

等；並搭配 Kahoot，增加答題趣味性。藉由此活動，讓學生進一步了解移工議題。 

活動三名稱：體驗移工的生活 

本活動搭配龍騰文化 X1095文史工作室-移工人生桌遊，各組分別扮演一名移工角

色，過完五道代表移工不同階段的人生關卡後，計算積分，對應結局。本活動旨在

讓學生實際體驗移工的生活，並藉由卡片上描述的工作情境、休閒娛樂等，了解不

同產業類別的移工，可能遭遇的困境也會有所不同。 

活動四名稱：議題探討──若是你，會選擇成為亡命之徒嗎？ 

本活動延續桌遊其中一個結局：「移工因受不了長期被雇主及仲介剝削，決定鋌而

走險成為逃逸移工，在一次的追捕過程中，遭到警察持槍結束逃亡生活。」本活動

搭配《獨立特派員第 515 集：一名移工之死》、《獨立特派員第 516集：阿非要回

家》兩部影片，讓學生了解該結局是真實發生的案例；並引導學生思考，是什麼原

因致使這些移工選擇逃跑？反思臺灣現行的移工制度有何不足之處？以及身為高中

生，可以從哪些層面身體力行？學生將想法撰寫於學習單後，上台分享。 

活動五名稱：議題探討──移工留才久用方案 

本活動以 One-Forty 移工議題教學包為參考資料，分配各組不同角色，讓各組以支

持立場或反對立場蒐集資料，上台分享；聽完各組分享後，小組討論支持或是反對

立場，以及原因為何；並再次上台分享。藉此活動讓學生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

優點及不足之處，以及目前施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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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領域 / 科目 校定必修─專題課程 設計者 蔡佩穎 

實施年級 高二 實施學校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課程名稱 移工人生 教學節次 6節 

設計依據 

核心素養 

面向：B 溝通互動  項目：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面向：C 社會參與  項目：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社-U-B1 運用語言、文字、圖表、影像、肢體等表徵符號，表達

經驗、思想、價值與情意，且能同理他人所表達之意涵，增進與

他人溝通。 

社-U-C2 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相互包容、溝通協

調、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公 3b-V-2分析並運用公民與社會生活相關資料。 

公 3c-V-2善用討論形成共識。 

公 2b-V-1同理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 

公 3c-V-3整合成員特質並展現團隊合作成效。 

學習內容 
公 Dc-V-1不同文化之間為何會有摩擦或衝突？ 

公 Dc-V-2我國目前有什麼具體政策，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人 U3認識我國重要的人權立法及其意義，理解保障人權之憲政原

理與原則。 

人 U5理解世界上有不同的國家、族群和文化，並尊重其文化權。 

生 U2看重人皆具有的主體尊嚴與內在價值，覺察自我與他人在自

我認同上的可能差異，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 

生 U5覺察生活與公共事務中的各種迷思，在有關道德、美感、健

康、社會、經濟、政治與國際等領域具爭議性的議題上進行價值

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1. 人權與民主法治 

2. 人權與生活實踐 

3. 人學探索 

4. 價值思辨 

教材來源 
One-Forty 移工議題教學包、龍騰文化 X1095 文史工作室-移工人

生桌遊 

教學設備/資源 大屏、手機、課程簡報、學習單、桌遊 

使用的 

公視影片 

《獨立特派員第 515 集：一名移工之死》、《獨立特派員第 516

集：阿非要回家》 

學習目標（至多 5項即可） 

1. 了解移工在我國的工作境遇 

2. 透過影片案例覺察日常生活中對於移工之偏見 

3. 了解我國現有規範移工之相關法令 

4. 能分析我國現有規範移工法令不足之處 

5. 能比較我國現行「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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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描繪對移工的第一印象 

(一)請學生於學習單上畫出觀察到的移工樣貌，如：外

型、穿著、髮型及膚色等，並寫下創作理由。 

(二)請學生分別上台分享自己的創作 

(三)教師根據學生創作提問，如：若是遇到同樣香水擦

很濃的歐美人士，還會覺得他們的品味很「俗氣」

嗎？若是台灣人做出同樣的行為，你的感受又是如

何？ 

(四)引導學生反思，為什麼自己會對同樣的行為，有不

同的反應？藉此讓學生發現隱藏其中的文化位階，

以及理解文化的獨特性。 

 

二、測驗對移工的認識 

(一)參考 One-Forty提供的教具包，從中挑選並修改 9道

題目，並運用 Kahoot，讓學生競賽，積分最高者可

獲得課堂獎勵。 

(二)每一題答題完畢公布答案後，教師隨即檢討，讓學

生獲得立即回饋。 

 

三、體驗移工人生 

(一)將全班分為四組，一組 4-5人。 

(二)各組分別扮演桌遊包中提供的角色，如：看護、營

造業工人、漁工等。 

(三)教師先帶領學生閱讀角色卡上的資訊，讓學生了解

每一名移工的資產狀況。 

(四)教師引導學生進行遊戲五道關卡，在五道關卡中，

學生會遇到來台事前準備工作、工作環境、加班、

發薪、聚會等關卡。在這些關卡中，學生會體驗到

「加班不給薪水」、「支持自己的同鄉」、「工作待遇

好」、「不停負債」等情境。由於每道關卡是隨機抽

卡，因此學生可能會抽到好的或不好的卡牌。卡牌

上皆有各項數值，學生須將數值紀錄於學習單上。 

(五)遊戲結束，各組統計積分，並對照桌遊包提供的五

種結局，如：生病被遣返回國、實現夢想、成為逃

逸移工、過勞身亡、成功返鄉與家人相聚。 

(六)教師引導學生反思，是什麼原因導向遊戲的結局？

每一道關卡都是用抽卡牌的隨機方式，有的人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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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的人運氣不好，公平嗎？是什麼原因讓移工

在台灣的境遇會是仰賴「運氣」？ 

 

四、實際案例探討─一名移工之死 

(一)接續桌遊的結局，教師提問：若是長期在工作環境

惡劣、加班永遠拿不到薪水的地方工作，你會怎麼

做？ 

(二)在學生有點猶豫是否該成為逃逸移工時，教師隨即

播放公視獨立特派員影片《一名移工之死》，使學生

了解該事件始末。 

(三)播放公視獨立特派員影片《阿非要回家》，了解阮國

非的背景，以及移工來台工作的事前準備工作，使

學生明白何以移工尚未開始工作，即負債累累的原

因。 

(四)引導學生思考，若時間能夠重來，而你是阮國非，

你會想怎麼做？有比成為逃逸移工更好的方式嗎？

真正害死阮國非的，是警察嗎？ 

(五)學生撰寫學習單，討論以下問題，並上台分享： 

1. 請問阮國非是如何身亡的？而這件事情帶出哪些爭

議？ 

2. 你認為警察當下為什麼要對一個逃逸移工開九槍？ 

3. 從行車紀錄器畫面看來，你認為阮國非當下給人的

印象是？ 

4. 承上題，你認同警察的作法嗎？理由為何？ 

5. 為什麼來台的外籍移工甘願冒著被抓到遣返的險，

也要選擇做逃逸移工？（至少列出三項原因） 

6. 看完兩則影片後，你認為「真正」害死阮國非的兇

手是誰？為什麼？ 

 

五、檢視我國現行移工相關政策─移工留才久用方案 

(一)反思實際案例的過程，學生會好奇政府、法律怎麼

都沒有起作用？ 

(二)教師引導學生檢視現行法規，如：就業服務法；並

提問：疫情期間，移工如何克服中間需先出境，才

能入境繼續工作的問題？ 

(三)教師介紹「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並分配各組學生支

持立場／反對立場的角色，如：勞動部、企業雇

主、家庭雇主、移工、勞動團體等；學生需以該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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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立場蒐集資料，上台發表。 

(四)各組發表完畢，小組根據蒐集的資料，以及各組提

供的資訊，進行統整及討論。 

(五)各組分享統整後，支持或是反對該政策，以及原

因。 

教學實踐情形與成果： 

對學生而言，移工陪伴長輩散步，是學校周遭的日常景象，學生也都習以為

常，不認為自己帶有特定立場在看待移工。當學生畫完對移工的第一印象，

並聽完彼此分享後，才發現自己長期以來，帶有刻板印象在看待移工，認為

他們較為「落後」。然而也有學生對移工的印象是友善的，因為家中工廠有

雇用一名移工，每次都會向他熱情的打招呼。換言之，我們對於移工的刻板

印象，是來自於對彼此的陌生、不了解。 

經由 Kahoot知識測驗、桌遊體驗，以及探討真實案例，學生一步一步的了

解，移工不惜負債也要來臺灣工作的背後原因，以及在臺灣的境遇。 

學生在桌遊體驗的回饋單上寫著「幸好我運氣好，遇到好老闆，才能有完整

的福利及薪水，順利還完債。」此時此刻，學生才理解，工作權本應是人人

皆可享有，在移工身上，擁有工作權卻成了「幸運的」渴望。 

觀看阮國非案例的影片時，學生表情從震驚、不解，逐漸轉為同情與憐憫。

原先逃逸移工被警察開槍致死，只是遊戲的結局；然而當學生明白原來實際

上真有此事發生時，那樣的震撼程度，足以讓他們理解，原來有一群人，連

基本人權都無法享有，而且還是在自己成長的、號稱「最有人情味」的土地

上。透過觀賞影片，學生明白害死阮國非的，並非開槍的警察，而是「制

度」。 

探討「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之優缺點時，學生能正確運用關鍵字搜尋，找到

合適的資料，並理解政府越來越關注移工議題；只是礙於制度層面的變遷速

度有限，且法律是維持道德的最低限度，即使法律制定得再完善，有心人士

仍有機會鑽漏洞。學生於學習單的回饋，皆表示這是一項好制度，只是申請

人是雇主，擔心雇主因不願多花錢而去申請移工留才，因此學生認為配套措

施可再更完整。 

本次課程實施，皆能透過教學活動達成預設的學習目標。但桌遊體驗的時間

較難掌控，因而壓縮到學生分享反思心得的時間。 

教學心得省思： 

透過本次課程設計，筆者認為，在課堂上講授人權議題時，學生的「感受」

與「體驗」，更勝於教師的「講解」。教師即使不斷強調該議題的重要性，

若是無法喚起學生的共鳴，終究是紙上談兵；因此如何讓學生帶入情感，便

是首要任務。對學生來說，打破「習以為常」，以及能在課堂上「玩樂」是

再好不過；所以先讓學生反思日常生活，搭配各種媒材進行體驗活動，使學

生投入情感至課堂中，最後帶入真實案例，如此便能喚醒學生的同理心。惟

學生在思考自身可以在移工議題上做的努力時，普遍自信心較為不足，認為

只是高中生，很難為此議題發聲。筆者認為，若有機會再次實施本課程，可

以邀請關心移工議題的非營利組織進入課堂，讓學生認識更多可以貢獻一己

之力的管道。 

其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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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特派員第 792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推行一年成效如何？體檢移工久

留政策》 

附件資料：ppt、學習單 

 


